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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述了木贼科植物问荆、木贼、草问荆及日本产 Equisetum giganteum 的药理活性和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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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以前 ,有关木贼科植物的药理活性研究

报道甚少 ,近年来 ,对该科植物的研究逐步深入。国

内外学者主要从化学成分、生态环境、进化过程、生

化特性及药理活性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其中

药理活性研究较多的本科植物有问荆、木贼、草问荆

及日本产木贼科植物 Equisetum giganteum。前文
[ 1]

笔者对木贼科植物的化学成分进行了概述 ,现对该

科植物问荆、木贼、草问荆及日本产 E. giganteum

的药理活性及临床应用作一综述。

1　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草问荆甲醇提取物可有效对抗实验性心肌缺

血。小鼠腹腔注射草问荆甲醇提取物 10～ 15 g /kg

能提高小鼠在低压、常压及皮下注射异丙肾上腺素

条件下耐缺氧能力 ,使小鼠耗氧率较对照组降低

32. 8% ;能对抗异丙肾上腺素所致心肌与血浆中

cAM P含量增高。静脉注射 1. 5～ 3. 0 g /kg能显著

对抗垂体后叶素所致心电图 S-T段和 T波的增高

及心率减慢 ;可使心电图 R-R、 P-Q、 Q-T 和 QRS

间期较给药前显著延长 [2 ]。

草问荆水提取物无论以何种途径给药均可显著

降低家免血压。 如灌胃给药 30 min后血压开始下

降 , 90 min血压降至最低点 ,较正常血压下降

31. 27% ( P < 0. 01) ;腹腔给药 10 min后血压开始

下降 , 30～ 90 min血压下降 ( 5. 22± 0. 78) k Pa,较

给药前下降了 38. 2% ( P < 0. 001) ;耳缘静脉给药 1

min内血压降至最低点 ,较给药前下降了 38. 9%

(P < 0. 001) ,可维持 4～ 15 min。 实验表明 ,草问荆

水提取物的降压机制与 β受体阻断剂心得安具有类

似作用 ,可通过阻断 β受体使心脏收缩力减弱、心率

减慢 ,从而使心输出量减少。研究者认为草问荆降压

的有效成分为黄酮醇类 [3 ]。

有资料报道木贼醇提物对小鼠有明显持久的降

压作用 ,降压机制与 M-胆碱反应系统有关。为探讨

木贼降压的有效成分是否与硅有关 ,有人用与木贼

醇提物中硅含量相当的硅试剂给大鼠和猫腹腔注

射 ,发现木贼醇提物中硅不是降压的主要原因。根据

木贼醇提物能提高小鼠血浆 cAM P和 cGMP水

平 ,认为木贼醇提物降压原因之一是兴奋了 M-胆

碱反应系统所致
[4 ]
。

问荆水煎剂对大鼠高甘油三酯症具有较好的预

防作用 ,而对大鼠高胆固醇血症的预防作用较弱。实

验还表明问荆水煎剂对正常大鼠的血清甘油三酯和

胆固醇无影响
[5 ]
。

资料报道 ,以问荆、荷叶为主药的问荷降脂片 ,

可显著降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的血清总胆固

醇 ,服药 15个月 ( 1个疗程 ) ,平均下降了 23%
[6 ]
。

木贼亦可防治大鼠实验性高脂血症。木贼水煎

剂 12. 5 g / ( kg· d)灌胃 ,可明显阻止实验性高脂血

症大鼠血清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增高 ,且疗效不

随剂量增大而增强 ,说明此剂量已达其最大效应
[7 ]
。

有资料报道 [ 8] ,问荆中的硅化物是防治心血管

系统疾病的有效成分 ,它可调节血管壁的通透性 ,降

低脂质的渗透力 ,进而防止脂质沉积 ,并通过促进弹

性纤维增生和胶原生物合成胶原纤维来维护血管壁

的弹性。 因此问荆能降低血脂、保护心肌 ,从而预防

和治疗动脉粥样硬化及高血压病、冠心病等。

2　中枢抑制作用

草问荆中的总生物碱 ( EPTA)对中枢神经系

统具有较强镇静安定作用。草问荆水提液小鼠口服

能加强戊巴比妥钠的催眠作用 ;腹腔注射可明显延

长士的宁和尼可刹米的惊厥潜伏期
[9 ]
。有人进一步

实验证明 EPTA可呈剂量依赖性地抑制小鼠自发

活动 ,抑制电刺激引起的小鼠激怒反应 ,并显著抑制

苯丙胺诱发的小鼠兴奋活动 ( P < 0. 001) ,但对一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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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碱兴奋小鼠活动无影响 [10 ]。系统实验表明 , EPT A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理作用机制是可使大鼠纹状体

内神经递质 Ach降低 48. 04% ( P < 0. 01) ;对小鼠

脑 MAO-B酶活性呈剂量依赖性增强 ;可使大鼠脑

内单胺类神经递质含量下降 ,具有与利血平相似的

单胺排空作用 ;但对大鼠脑内氨基酸类神经递质含

量无影响 ; EPTA还可明显抑制大鼠脑囊泡 Ma
2+
-

A TPase及 Ca
2+
-AT Pase的活性 ,且与剂量呈正相

关 ,从而抑制脑囊泡对单胺递质的再摄取 ,导致单胺

耗竭 [10 ]。

3　镇痛作用

以木贼为主要组成的镇痛灵注射液具有较强的

镇痛作用。实验显示木贼乙醚提取物的镇痛作用比

水提物和乙醇提取物强。从木贼乙醚提取物中已分

离出 3种荧光物质 ,经薄层层析确定 ,其中两种物

质分别为阿魏酸和咖啡酸 [11 ]。草问荆水提液给雌性

小鼠腹腔注射 20 g /kg ,热板法实验亦显示镇痛作

用 [9 ]。

4　保肝作用

问荆水煎剂大鼠灌胃 14 d,可降低大鼠血清谷

丙转氨酶 ,对肝脏无明显影响。 若连续服用 5周以

上 ,除仍可显著降低血清谷丙转氨酶外 ,尚可出现轻

度肝大
[5 ]
。问荆硅化物能降低正常大鼠及 CCl4中毒

大鼠的血清谷丙转氨酶 ;对 CCl4中毒小鼠的血清磺

溴酚酞滞留量也有明显降低作用 ;能显著降低硫代

乙酰胺及泼尼龙所致小鼠升高的血清谷丙转氨酶 ;

能明显缩短戊巴比妥钠所致小鼠的睡眠时间 ;问荆

硅化物还可使 CCl4中毒大鼠肝线粒体肿胀减轻 ,粗

面内质网基本恢复正常 ,肝糖原颗粒增多 ,脂滴明显

减少。

上述结果提示问荆中的硅化物对各种原因所致

的实验性肝损伤均有保护作用 [ 12]。

5　其它作用

木贼水醇提取物可明显抑制成年小鼠肝、脾、肾

组织匀浆中过氧化脂质的产生 ,其作用随药物浓度

的增加而增强。由于过氧化脂质是引起衰老及产生

各种疾病的最基本原因之一 ,提示木贼具有抗衰老

作用 [13 ]。

问荆中的硅化物含量较高 ,其中硅酸含量约为

干生药的 5. 19%～ 7. 77%
[ 14]
。硅是动物机体所必需

元素之一 ,人每天需要硅 20～ 30 mg ,若硅缺乏或硅

代谢发生障碍可引发多种疾病。 我国古代记载问荆

可治疗结气瘤痛 ,近年来欧洲应用甲基硅醇钾与有

机酸的复合物治疗骨肉瘤、肺癌和前列腺癌获得较

满意疗效 [15 ]。 硅是最重要的矿化剂 ,它能促进结缔

组织和胶原的增生 ,除可治疗骨折、骨质疏松症 ,修

复损伤的牙齿和指甲外 [16 ] ,且可形成一种屏障 ,这

种屏障能阻止癌细胞的快速增殖和扩散 ,从而产生

抗肿瘤作用 [8 ]。

糖尿病患者和胰腺中的硅含量显著偏低 ,问荆

可补充血和胰腺中的硅 ,因此可用来治疗各型糖尿

病
[9 ]
。

日本产木贼科植物 E. giganteum 的醇提物具

有保护皮肤的作用 ,其醇浸液与抗坏血酸盐配制的

乳膏可减轻色素沉着 ,增白皮肤
[17 ]
。 Yoshida等

[18 ]

用其提取物与硬脂酸等配成的软膏 ,可预防皮肤粗

糙、治疗或控制皮肤炎症及牛皮癣。

问荆可调节肾脏的机能活动 ,大鼠静脉给予问

荆水提液 ,可产生 100%～ 150% 的利尿作用 ,且不

刺激尿道也不引起炎症 [19 ]。利尿的主要成分除硅酸

外还有问荆皂素及问荆酸等
[14 ]
。问荆中的硅化物可

清除体内代谢产物、异物和毒物 ,从而对机体起到排

毒、解毒的保护作用 [8 ]。

问荆及含硅化合物可对抗多种细菌和真菌 ,如

在抗菌素结构中引入硅基 ,可显著提高抗菌素的疗

效 [15 ] ;问荆的氯仿提取物可显著阻碍血小板聚集 ,

其有效成分是 p -羟基苯乙酮和 oni tin[20 ]。

问荆水提液与氨水配制的稀溶液能控制糖制食

品中的不良气味 ,被用于食品保鲜及牙膏添加剂

中 [21 ]。

6　毒性

本属植物毒性极小 ,牲畜大量食用问荆或木贼 ,

对神经系统可产生一定毒性 ,致兴奋、惊恐及运动机

能障碍等。 其毒性系由生物碱和酶双重作用所致。

《本草拾遗》记载问荆“苦平无毒”。动物实验表明 ,问

荆水煎剂小鼠腹腔注射 LD50为 42 g /kg ,灌胃的

LD50> 100 g /kg;亚急性毒性实验 ,每天大鼠灌胃

10 g /kg ,观察 35 d,无一只死亡 ,偶见轻度肝大 ,表

明问荆毒性很小 [8 ]。

草问荆水提物小鼠腹腔注射的 LD50为 ( 38. 9±

2. 66) g /kg
[3 ]
;豚鼠按 0. 3 m L /min恒速静脉注入

的最小中毒量为 ( 26. 4± 1. 95) g /kg ,最小致死量

为 ( 31. 3± 1. 70) g /kg。该药静脉滴注抗实验性心

肌缺血的有效剂量是 1. 5～ 3. 0 g /kg ,为最小致死

量的 1 /10～ 1 /20,显示该药的安全范围较宽 [2 ]。

木贼水提物小鼠腹腔注射的 LD50为 49. 09 g /

kg ,小鼠以能接受的最大浓度、最大体积灌胃 ,按

400 g /kg, 2次 /日给药 ,观察 7 d,小鼠未见任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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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反应 ,可见其毒性极低 [ 7]

7　小结

木贼科植物约 30种 ,但有关该科植物药理活

性研究的报道迄今仅限于问荆、木贼、草问荆等几种

植物。它们在治疗冠心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

病、肝炎及多种癌症等方面 ,显示了较强的药理活

性 ,值得研究开发。

鉴于已报道的几种木贼科植物具有多方面药理

活性 ,有必要结合化学研究对同科其它植物进行药

理活性筛选 ,寻找类似或新的有效成分 ,以便更好地

开发利用木贼科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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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药物的发展和应用前景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 518054)　　李　靖
 

深圳源政药业有限公司　　　　　　郑意端

摘　要　简要介绍了海洋药物的发展概况、发展前景及中国在海洋药物研究和开发方面的现状、水平和存在的问

题 ,显示了海洋药物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海洋药物　国内现状　应用展望

　　海洋生物的数量占地球生物种群数量的 80%

以上 ,在海洋复杂而恶劣的生态环境中 ,为了生存和

发展 ,经过长期的进化 ,产生了与陆地生物不同的代

谢系统和体内防御体系 ,存在大量的化学结构新颖、

生物活性特异、陆地生物无法比拟的海洋生物活性

物质
[1, 2 ]

,因而吸引了众多科学家从海洋天然产物中

寻求治疗药物。

1　海洋药物的国外发展概况

海洋天然产物的研究始于 1964年日本学者对

河豚毒素 ( tet rodo to xin, TTX)的研究 ,而于 1968

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 ( N IC) 对海洋生物资源的

抗癌活性筛选使海洋药物的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领

域 [3 ]。 N IC每年要研究和检测上万个不同的天然产

物 ,其中 1 /4来自海洋生物。研究表明 ,从海洋植物

和动物中提取极有应用潜力的新化合物是真正可行

的。如从海洋生物中分离获得一种头孢霉菌株 ,后经

进一步的研究发展 ,采用半合成方法合成出系列的

头孢类抗生素 ,其中头孢菌素钠 ( cephalo sporin na-

trium ) 成为从海洋微生物中发现并开发成功的第

一个“海洋新抗” ,开创了开发海洋新抗生药的先例。

从海绵中获得海绵尿嘧啶核苷 ( spongouridine) ,后

研究成功合成方法 ,获得有效抗癌药物阿糖胞苷

( a rabinoside cy to sine, Ara-C) ,目前在市场上获得

广泛应用。但是由于条件所限 ,在深海对海洋生物取

样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以及研究技术的限制 ,发现

的药物种类远不如陆生的多 ,发展速度相形之下也

比较缓慢
[4 ]
。

直到 80年代后期 ,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 ,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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