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D S的开发和研究 已成 为药剂 学研究 的热

门领域
。

作为中药有效成分的T e t 已制成 了

片剂
、

注射剂
、

气雾剂
、

软胶囊 剂而被广泛应

用
。

通过药剂学的手段 改变其剂型
,

制成适宜

临床的 D D S 的研究也在开展
。

T et 的药理作

用广泛
,

适宜于多种疾病的治疗
,

为克服 T et

本身的毒性
,

提高其疗效
,

有待于针对其治疗

目的而深人进行新剂型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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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黄的研究概况

济南军 区总 医院 (济南 2 5 0 0 3 1) 王景祥
`

摘 要 综述 了竹黄 的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
、

毒理和临 床应 用等研究
,

为全 面评价竹黄的药用价值

提供依据
。

关键词 竹黄 竹红菌素 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 临床应 用

竹黄 S h i ar i a ba m b u s i c o l a H e n n
.

又名

竹花
、

赤团子
、

竹赤 团子等 〔1 〕 ,

为 肉座 菌科真

菌竹黄的子座
。

生于竹杆上
,

分布于四川
、

安

徽
、

江苏
、

浙江和福建等地
。

民间用于治疗 中

风
、

小儿惊风
、

胃气痛 〔 2〕 、

风湿性关节炎
、

跌打

损伤和气管炎等症
。

近年来
,

国内外学者对竹 黄的药用价值

比较重视
,

并进行 了初步研究
,

从 中分 出 10

余种化学成分
,

已经鉴定的除常见的化合物

如甘露醇
、

硬脂酸等外
,

还有花醒 类衍 生物
,

如竹红菌甲素
、

乙素和丙素等
。

这类新型的光

敏性物质
,

经药理实验和临床应用
,

显示 了较

强的生物活性和药理作用
。

为全面评价竹黄的药用价值
,

笔者 就竹

黄的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及 临床 应用等方 面

作一简要综述
。

1 化学成分

竹黄中含有多种单体化合物
,

从福建仙

游县出产 的竹 黄 中
,

经醇提
、

硅胶柱层析分

离
,

得到 10 种结晶
,

已鉴定 了其中 4 种
,

分别

为甘露醇
、

硬脂 酸
、

竹红菌甲素 ( h y p o e r e l l i n e

A
,

H A )
、

竹红菌 乙素 ( H B ) 〔3
,
4 , 和丙素 〔 S〕 ,

还

得到 了头抱素和硬脂酸乙醋 〔的 。

2 药理学研究

2
.

1 镇痛作用
:

采用热板法和扭体法对小鼠

进行镇痛试验
,

热板法 中
,

给药组 19 H B 10 。

m g / k g
,

对 照 组 19 消 炎 痛 1 0 m g / k g
,

结 果

H B 和消炎痛都有显著 的提高小 鼠热板法痛

闭 的作 用 (尸 < 0
.

01 )
,

且 H B 提高痛闭的作

用强度 明显优于消炎痛组
。

扭体法中
,

给药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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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H B 10 0m g /k g
,

对照组 19 杜冷 T 1 0 m g /

k g
。

给药 0
.

s h 后
,

每 只小 鼠均腹 腔 注射

0
.

7 %醋酸溶液 0
.

2 m L
,

记录观察 1 2 m i n 内

的扭体次数
。

结果 H B 和杜冷丁均有极显著

的减少小鼠扭体次数的作用川
。

上述试验表

明 H B 有 明显的镇痛作用
。

2
.

2 抗炎作用
:

采用大鼠足肠肿胀法和小鼠

鼠耳肿胀法进行抗炎试验
。

大鼠足肠肿胀法
,

给药组 19 H B 2 0 0 m g / k g
,

对照组 19 水杨 酸

钠 80 m g / k g
,

于给药 l h 后在大鼠左足肠处

皮下注射新鲜的 10 %蛋清液 0
.

1 m L 致炎
,

结 果 H B 能显 著地减轻大 鼠足肠肿胀 程度

( P < 0
.

0 1 )
。

小 鼠鼠耳肿胀法 中
,

给药组 19

H B 1 0 0 m g / k g
,

对照组 19 水杨酸钠 2 0 0 m g /

k g
,

给药后 l h 于小 鼠左耳处滴 2 滴二 甲苯

致 炎
,

15 m in 后将小 鼠处死
,

剪 下每只小 鼠

的左右耳
,

用打孔机分别在 同一部位 打下两

耳 圆片
,

称重
,

结果 H B 组小鼠鼠耳肿胀程度

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
。

上述试验表明 H B 有

明显的抗炎作用
。

镇痛抗炎试验表明 H B 是竹黄 中镇痛
、

抗炎的主要有效成分
,

为临床用于治疗 胃气

痛
、

风湿性关节炎
、

跌打损伤及坐骨神经痛等

症提供 了药理基础 〔8〕 ,

也是 民 间用于治疗这

些疾病有较好疗效的原因所在
。

2
.

3 抗菌作用
:

用纸片法对竹红菌中的 H A

进行了抑菌试验 〔 9〕 。

结果证明 H A 对革兰 氏

阳性菌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

因为 H A 为一种

光动力学物质
,

所以
,

试验中必须有氧分子参

加
。

花酿类化合物有很强的抗菌活性
,

在光

照下可 以抑制某些微生物 的生长
,

或作为植

物素抑制某些菌类的代谢
,

其作用机制与细

胞 类脂过氧化有关 〔 10 一 `幻 。

用纸 片法研究 了

H A 的光敏活性
,

结果表明
:
H A 对枯草杆菌

显示光敏抑菌活性
,

抑菌作用的光谱较宽
,

可

为多种光源所激活
,

其光敏 活性与氧密切相

关
。

H A 在不同波长下的光敏抑菌活性
:

波长

4 2 0一 5 1 0 n m 时
,

抑菌强度为 2
.

0 m m ; 波长

5 6 0 n m 时
,

抑菌强度为 1
.

9 m m ; 波长 6 0 0 ~

6 5 0 n m 时
,

抑菌强度为 2
.

3 m m
。

不同光源对
.

4 7 8
·

光敏抑菌活性也有区别
。

2
.

4 抗肿瘤 作用
:

菲 酿类衍生物对 生物体

的光敏作用可引起细胞功能的改变
、

酶失活

以及细胞死亡等
。

研究 H A 在光照下对红细

胞膜 的光敏作用
,

发现该类化合物类似原叶

琳的光敏化作用
,

能引起膜蛋白琉基含量减

少
、

膜蛋白酶某些氨基酸残基含量下降
、

膜蛋

白光聚集而形成交联
、

膜类脂过氧化等一系

列光损伤变化 〔 , ’ , ` 4 〕 。

其机制可能是竹黄细菌

色素在光 的激发下与氧结合
,

在组织 中发生

剧 烈 的氧化而 产生氧 自由基 ( 0
2 ” )

,

对细胞

膜产生光损伤
,

从而影响细胞的活动与功能
,

直 到死亡
,

故细胞膜是 H A 光敏作用的一个

靶部位 〔` s〕 。

氧自由基是一类十分活泼的中间

代谢产物
,

目前认为氧 自由基是破坏肿瘤细

胞 的机制之一 “ 6 , 。

实验证明
,

H A 对培养的人

癌细胞和小鼠移植性实体肿瘤有显著的光动

力治疗作用 〔173
。

在 H A 对肿瘤细胞光动力作

用和体内代谢的研究中
,

认为 H A 合并照光
,

可使肝癌细胞 D N A 断链
,

D N A 修复 缓慢 ;

对 H e L a 细胞有 明显的杀伤作用 〔 l8j
。

H A 以

2 5 拜g /m L 浓度时
,

合并照光 1 0 m in
,

光照强

度 1 0 5 m w c/ m
, ,

明显抑制肝癌细胞线粒体

A T P 酶 和 微 粒 体 葡萄 糖
一

6
一

磷 酸 酶 ( G
一

6
-

aP
s e )

,

线粒体和微粒体膜蛋白琉基含量显著

减少 〔` 9〕 。

笔者 〔2 0〕对 H B 进行了小 鼠肝癌 H
2 2

的抑制作 用研 究
,

结果小 鼠 19 H B 巧 0 m g /

k g
,

连续 7 d
,

在光照下对鼠移植瘤株 H
2 2

有

明 显 的 抑 制 作 用
,

抑 瘤 率 为 34
.

0%一

4 1
.

6%
。

2
.

5 毒副作用
:

小鼠 19 H B 的 L D
s 。
为 7 5 3

·

4

m g / k g
,

说 明该化合物毒性较小
。

注射后小鼠

2一 3 m in 内呈现静伏现象
,

活动减少
,

最后

因呼吸衰竭而死亡
。

临床治疗 中尚未发现有

毒副作用
。

关于该化合物的长期毒性
,

作者正

在研究中
。

3 临床应用

我 国首 次报道 的临床应 用是从竹 红菌

子乃乡。 `
er l la ba m bu sa ` 中提取分 离的 H A

,

将

其制成药膏
,

在光照下治疗妇女外 阴白色病



变和肥厚性瘫痕 2 6例 〔 1 2
’

川
,

有效率 分别 为

9 7
·

1 2%和 9 8
.

4 %
。

将 H A
、

H B 混合 物制成

喷雾剂局部喷雾治疗烧伤 35 例
,

治愈 33 例
,

总有效率为 9 4
.

3%
。

对浅 l
。

烧伤创面早期

应用该喷雾剂具有成膜性快
、

透气性好
、

创面

愈合快的优点
,

平均住 院天数仅为 1 5
.

l d
。

用

药后水肿反应轻
,

消退快
,

渗出减 少
,

外周无

红肿和炎症反应
,

成痴后对创面呈现较好的

保护作用
。

将 H A
、

H B 混合物配制成 10 %的

植物油制剂
,

采 用外涂药物结合光照法治疗

外阴白色病变 1 2 4 例
,

有效率为 1 0 0 %
。

菲醒类化合物作为一类新型光敏药物
,

在临床上治疗烧伤
、

皮肤病以及癌症等
,

已经

显示出它的药用价值
,

继续深人地研究
,

如进

行结构改造
,

增强其药理效应
,

将对该药的开

发显示广阔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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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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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
.

果实及树干 中的树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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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x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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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 10 余种植

物
。

在我国作为名贵中药已有 1 5 0。 余年的历史
,

始

载 于南北朝时代的 《雷公炮炙论 》
。

《本草纲 目》谓血

竭
“
能散滞 血诸痛

” ,

《本草经疏 》有
“
散痰血

,

生新血

之要 药
”
的论述 ,国外《荷兰药镜 》认为血蝎是止血之

嫂药
,

内服治剧烈脱血
、

下血
、

吐血等
。

本品味甘
、

咸
、

平
,

归心
、

肝经
,

具行痕止痛
、

止血
、

生肌敛疮之效
。

主

要 用于外伤出血
、

溃疡不 敛
、

跌打损伤
、

癖滞作痛等

症
。

云南血竭 已有 5 0 0 年的应 用历史
,

只是 近年失

传
,

一 度大部分依赖进 口
,

7 0 年代后
,

随着 云南
、

广

西
、

海南 血竭 的相 继 开发成 功
,

基本替代 了进 口 血

蝎
〔`〕 。

1 化学成分

据资料报道
,

云南血竭为剑叶龙 血树 石卜口 `
ae an

c
oc h i

n c h in e n s i : ( L o u r
.

5
.

C
.

C h e n )树脂
,

从叙仿可

溶部分中分离得到 5 个芳香族化合物
:

对 经基苯 甲

酸 乙醋 ( I )
、
7

,
4卜二经 基黄烷 ( l )

、
7
一

经基
一
4气 甲氧

基黄烷 ( 皿 )
、
7

,
4忆二 经基黄酮 ( VI )

、

i
o u r e

i
r
i
n A ( V )

以及 1个 幽体皂昔
。

其中 I 具很 强的抗菌防腐作用
,

化合物 l
、
l

、
V 对剑 叶龙血树茎上 的主要 真菌菌种

如禾谷镰 刀菌龙血 树变种和 云南变种
、

枝抱嗜果疮

霉菌和 出芽短梗霉菌有显著的活性
。

曾报道 l
、
l 为

李仲昆 女
,

1 9 8 9 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药学系
,

理
药物评价等

。

主要科研成果为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l 项
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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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士学位
,

目前为主管药师
。

研究方 向主要 为新剂型研究
、

临床
(第二名 )

,

在 国家级杂志上发 表 3 篇试验论文
,

会议交流论文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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