
杜仲研究进
·

展

天津大学医院 ( 3 0 0 0 7 2 ) 胡佳玲

摘 要 综述 杜仲抗炎
、

抗病毒
、

抗肿 瘤
、

抗衰老
、

抗高血压 及对免疫系统 的影响
,

表明其在临床 医

学领域具有 重要的开发利用价值
。

关扭 词 杜仲 化学成分 药理 炮制 开发 应用

杜仲 E u c o
m m i a u lm o i d e : O l i v e r 具有补

肝肾
、

强筋骨
、

安胎之功效川
。

杜仲药用始载

于 《神农本草经 》
,

被列 为上品
。

近年来
,

对杜

仲的研究工作不断深人
,

已 在医 疗
、

保健
、

工

业等诸多领域开发利用
,

并引起 了国际界 的

广泛关注
。

现将杜仲研究进展简要综述如下
:

1 化学成分

1
.

1 杜仲胶
:

是一种天然 高分子
,

国际上习

称 古 塔 波 胶 ( G ut at
一

P er
c h a ) 或 巴 拉 塔 胶

( B al at a )
。

它与天然橡胶的化学组成完全一

样
,

即 ( C
S
H

:
)

n ,

只 是两 者分 子链 的构 型不

同
,

天然橡胶是顺 式
一

聚异戊二烯
,

杜仲胶为

反式
一

聚异戊二烯
。

杜仲胶链结构具有三大特

征
:

双键
、

柔性
、

反式结构
,

可运用这种特性对

其进行工业上的开发和利用川
。

1
.

2 木脂素及其昔类
:

包括松脂酚类
、

丁香

树脂醇类
、

橄榄树脂素类
、

M e d i o r e s i n o l 类和

松柏醇类川
。

1
.

3 环烯 醚枯类
:

包括 杜仲醇 e( uc
o m m i

-

0 1)
、

杜仲醇昔 ( e u e o m m i o s id e )
、

京尼平
、

脱氧

杜仲醇
、

京尼平昔
、

京 尼平昔酸
、

桃叶珊瑚昔

( a u o u ib n )
、

哈帕昔丁酸酷
、

筋骨草昔
、

雷扑妥

昔
、

杜仲醇昔川
、

车叶草昔
、

车叶草酸
、

去乙酞

车叶草酸和 1 0
一

乙酞鸡屎藤昔表杜仲醇阁
。

1
.

4 酚类化合物
:

包括邻苯二酚
、

香草酸
、

咖

啡酸
、

氯原 酸 甲酷
、

氯原酸
、

紫丁香昔
、

松柏

昔
、

3
一

经基苯丙酸和 3
,

4
一

二轻基苯丙酸川
。

L S 街菇类化合物
:

包括 件谷 菌醇
、

胡萝 卜

昔和 三枯类化合物 (直链三枯醇
、

白桦脂醇
、

白桦脂酸
、

熊果酸 )闭
。

.1 6 氨基酸及微量元素
:

包括 丝氨酸
、

谷 氨

酸
、

甘氨酸
、

丙氨酸
、

精氨酸等 1 7 种游离氨基

酸和锗
、

硒等 15 种微量元素闭
。

1
.

7 其它成分
:

抗真菌蛋白川
、

正二十九烷
、

正三十烷川
、

生物碱
、

多糖
、

懈皮素川及 化合

物 e i t r u s i zi n B 仁
“。〕等

。

2 药理作用

2
.

1 抗炎抗病毒作用
:

氯原酸有较强的抗菌

作用 〔“ 〕 。

桃叶珊瑚昔具有明显的保肝活性
,

能明显抑制乙型 肝炎病毒 D N A 的复制
。

桃

叶珊瑚昔本身并不具抗病毒作用
,

但 当它 与

葡萄糖昔 酶一起预培养后会产生明显 的抗

病毒作用仁, 2〕 。

2
.

2 降压作用
:

临床检验证明
,

高血压病人

红细胞 中 Z n / C u
值为 15

.

04 士 2
.

50
,

明显高

于正常人
,

而杜仲叶
、

皮 的 Z n / C u 比值 仅为

3
.

82 和 3
.

4 6
。

因此
,

杜仲对降低高血压病人

红细胞中的 Z n / C u 有一定作用咖〕 。

从杜仲皮中分离出的含环烯醚菇昔类和

木脂素类的水溶性提取物 口服后能降低大鼠

血压
,

给高血压大 鼠静脉注射从杜仲中分离

的松脂醇二葡萄糖昔时
,

30 m g / k g 剂量可降

低 血压 3
.

3一 4
.

7 k P a ,

4 0 m g / k g 剂量 时可

下降 1 0
·

7 k P a ,

I OO m g / k g 剂量时可降低 1 2

一 1 6 k P a 〔3〕 。

杜仲中所含的生物碱
、

桃叶珊瑚昔
、

氯原

酸和多糖均有不同程度的降压效果 31[
。

杜仲中的微量元素锌和钙含量较高
,

可

以纠正阴虚证型高血压病人的锌含量而起到

降压作用 [` 5〕 。

.
A d d r e s s :

H u j i a lin g ,

H o s p i t a l o f T i a n ji n U n i v e r s i t y
,

T i a n jin

.

3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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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抗肿瘤 活性
:

杜仲 中所含 的枫 叶珊瑚

昔
、

京尼 平昔有抗肿瘤活性帅〕 。

T e m p e t a 报

道木脂类丁香脂素双糖昔在抑制淋巴细胞 白

血病 系中有 较好 的活性
,

浓 度 12
·

s m g / k g

可控制 T / C 值妻 1 26 le[ 〕
。

杜仲的抗癌作用亦

可能与 p
一

胡萝 卜素有关 j 〕 。

2
.

4 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

从杜仲叶的锐仿提

取物 中分
.

离得到地黄普 内酪 ( lol iol id e)
,

具

有免疫抑制活性
,

且是一种主要干扰 T 淋巴

细胞功能的免疫抑制物质 , “ 皿
。

从杜仲茶提取的碱性物质有抗破坏人体

免疫系统病毒的功能
,

并认为这种碱性 物质

有抗 H IV 作用
,

有可能用于治疗和预防艾滋

病
,

提取的碱性物质为含糖醛酸的酸性多糖

类 [ , 9:
。

杜仲的多糖能兴奋网状 内皮系统
,

增强

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
。

但对体液免疫系统

似乎无明显影响 ;l[ 〕
。

杜仲煎剂灌服
,

对氢化

可的松作用下小鼠巨噬细胞吞噬红细胞功能

有明显影响
,

吞噬活力增加川
。

皮下注射杜仲皮的水溶性提取物
,

能提

高小 鼠血中炭末廓清率
,

增强网状内皮 系统

的吞噬功能
。

实验表明灌服经水提取后醇沉

淀的杜仲
,

可抑制 D N C B ( 2
,

4
一

二硝基氯苯 )

所致 的迟发型超敏反应
,

并能对抗大剂量氢

化可的松所致的 T 细胞百分 比降低
,

使小 鼠

外周血中 T 细胞百分比增高
,

腋腔巨 噬细胞

吞噬细胞功能增强
,

对细胞免疫显示双相的

调整作用闭
。

2
.

5 抗衰老作用
:

生杜仲水 煎液灌肠给药
,

可使醋酸可的松造成 的类 阳虚小 鼠红细胞

S O D 活力增加
,

杜仲水提取液有抗脂质过氧

化作用
,

能抑制 F e +2 所致 的丙二醛生成
,

对

大 鼠肝脏
,

肌肉的脂质过氧化有明显保护作

用 [3〕。

2
.

6 其它
:

杜仲还具有扩张血管
、

降低血糖

血脂
、

镇静镇痛
、

抗炎
、

利尿
、

抗应激
、

减弱子

宫收缩等作用
,

杜仲叶还能明显增加冠脉流

量
,

而杜仲皮无此作用巾〕 。

3 炮制学研究

《中草药 》 1 9 9 9 年第 30 卷第 5 期

3
.

1 醋制杜仲
:

给 37 例 阴虚证型高血压患

者连续服用 自制杜仲醋浸液 2 个月
,

降压有

效率达 40 %
。

通过对杜仲原药及醋浸液 中几

种元素检测
,

发现醋浸液中钙
、

锌含量分别高

出原药约 1 33
.

6 倍和 2 1
.

57 倍
,

故推测醋 制

杜仲可大大提高人体钙和锌的生物利用率
,

现在 医学亦 证明了锌
、

钙含量与血压的密切

关系 [ 1 s j
。

3
.

2 炮制对降压成分的影响
:

用 H P L C 法

对杜仲及其炮制品中的降压成分松脂醇二葡

萄昔的含量进行了测定
,

实验结果
,

除盐制未

对松脂醇二葡萄糖昔含量产生明显影响外
,

其它炮制品中松脂醇二葡萄昔含量皆明显升

高 〔 2。〕 。

3
.

3 炮制品对免疫作用的影响
:

比较 了杜仲

及不同炮制品增强免疫的作用
,

结果表明
,

不

同炮制品之间作用强度无 明显差异
,

肾虚患

者常见肾上腺皮质功能及免疫功能低下
。

肾

与机体免疫功能存在一定联系
,

比较杜仲不

同炮制 品 ( 清炒
、

盐炒
、

砂烫
、

烘制 ) 增强免疫

的 作 用
,

可 以 反 映 出 炮 制 品 补 肾 作 用 增

强 [川
。

3
.

4 盐制杜仲
:

盐制后的杜仲比杜仲生品作

用 倍 增
,

生 品 的 水 溶 性 浸 出物 含 量 仅 为

1 0
.

3%
。

盐制后浸出物含量升高达 16
.

8% ~

1 8
.

4 4%
,

而毒性元素铅的含量下降 3 0 %
,

其

它微量元素锌
、

锰
、

铜
、

铁等含量均升高
,

对 中

孕小 鼠离体子宫 自主收缩抑制作用亦较生品

增强 〔16 :
。

4 综合利用与开发

4
.

1 医疗保健方面
:

、

杜仲药用历史悠久
,

近

年来又开发 出不少以杜仲为主要原料的药品

及保健品
,

如杜仲降压片
、

杜仲胶囊
、

杜仲壮

骨丸
、

杜仲保健茶
、

阿甘杜仲茶
、

杜仲可乐等
。

日本 更是将杜仲并发 为多种食 品及食 品辅

料
,

如杜仲挂面
、

杜仲茶果冰
、

杜仲冰糕
、

杜仲

茶粥等等
。

日本发现杜仲叶人参提取物可以

减轻有机磷农药急性 中毒的毒性 22[ 〕。

4
.

2 工业材料方面
:

利用杜仲所含杜仲胶的

结构特征
,

开发 出无需制模 的医用代石膏功
.

3 9 5
·



能材料
,

已推广用于 假肢套
、

运动安全护具及

支具等
“口。

目前
,

杜仲的抗衰老
、

抗 高血压
、

提高肌

体免疫功能
、

降血糖
、

降血脂等作用尤为引人

关注
,

对于氯原酸
、

松脂醇二葡萄糖昔
、

桃 叶

珊瑚昔等具有较强药理活性的成分更是着力

开发
,

而杜仲作为一新型材料
,

在材料科学领

域综合利用的前景则更为广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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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药典 》 1 9 9 5 年版一部有关性状内容的看法

湖北 省云梦县药 品检验所 ( 4 3 2 5 0 0) 席葆荃
“

《中华人 民共 和国药 典 》 1 9 9 5 年 版 一部 ( 以 下简

称新版药典 )
’

自颁发与实施 以 来
,

中药质量标 准水平

有了很大的提高
,

为使这部药 品法典更 加完善
,

笔者

浅谈一 下其 中的不 足
,

以 期药 典修 订再 版时 供有关

专家参考
。

新版 药典 收载 中药 材质量 标准 52 2 种
,

尚有 8 2

种只有性状 而无其他检验项 目
。

我 国 医 药学对 中药

材直观的性 状鉴定 已积 累 r 不少 经验
,

新 版药典 性

状内容应该 完 整
、

严谨
,

并能 反 映中药 的真 实原 貌
。

为此
,

笔者提 出如下儿点看法
:

l 应全部列出多来源中药的气味

新版 药典 对多 来源 中药 的气味 有 的全 部 列 出
,

但大多数 只写第 一个
,

其 余的则不写 出
。

到底它们 的

气味是否相 同还是有差异
,

令广大同仁不解
。

当然大

部分多来 源中药的气味 是相同的
,

但 也不是 绝对 的
。

如龙胆 的来源有龙胆 与坚龙胆之分
,

龙胆 的味甚苦
,

而坚 龙胆 的味极苦 (药典 未写 )
, “

甚
”
与

“

极
”
两 字义

有点不同
。

又 如山慈菇的两个来 源
:

毛慈菇 是味淡带

粘性
,

而 冰球子 的味未列 出
, `

已的味虽淡但 微苦而稍

粘
。

笔者认为不论同否均 应全部列 出气 味
。

2 关于金钱白花蛇

金钱 白花蛇在每 版中国药典一 部沿用下来 的性

状内容过于简 略
,

由于有 一定 难度
,

故广大同仁对它

的建议较多
,

而这次新版药典 增加 了几 条重要特 征
。

在新 版药典 中性状 内容有 所修 汀的恐 怕仅 此一 种
,

但喜读 之后
,

发现
“

通身 1
.

5 行
”

在排 版后仍 未更 正
,

应改 为
“

通身 1 5 行
” 。

在来源原动 物后宜加
“
幼蛇

”
二

字
,

因 传统 以 小 条质 佳
,

性 状 中盘 径 由原 版
“
3 ~ 15

cm
, ,

改 为新版
“

3一 6 e m
” ,

蛇体 直 径 由原 版
“
0

.

3 一 2

c m
”

改为新 版
“ 。

.

2一 0
.

4 Cm ” 唯 有幼蛇才能 与之吻

合
。

与本 品同科 同属的还有 金环蛇
,

其鳞 片特征与银

环蛇颇 为相 似
,

很 易混淆
。

因此
,

本品 (银环蛇 )头尾

的形状 亦很 重要
,

在盘径当 中非 常显眼
,

建议新版药

典 补充
“

蛇 头长 方圆形
,

蛇尾末端尖细
” ;
而金环蛇 蛇

头椭 圆形
,

蛇尾末端钝圆而 略扁
。

新版药典 中有
“
4 8

个 以上 白色环 纹
”

而未 规定 其环 纹 的上 限
, “

宽 均 1

席葆荃 男
·

湖北
_

省云 梦县药 品检验所副 主任药师: 彝搏科主长
,

珍59 年步业屯少仁西南 昌西梦学尽
,

中医 世家
,

樟州药

帮第 四 代传人
。

在全 国各药 学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2 0 余篇
,

编 辑《 石梦县又 史 货科 分弟 6
、

吕
、

此 辑谷 1 扁
。

只〔 ) (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