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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木属是最接近人参属的一群植物 ,我国有丰富的种植资源。 在强调整理 木中草药传统疗效的基础

上 ,结合现代的化学、药理及制剂研究进展提出开发前景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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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属 ( Aralia L. )是最接近人参属 (Panax L. )的一群

植物 ,全世界有 55种 [1] ,除少数分布北美外 ,大多数分布在

亚洲。 我国有 40种以上 ,其中约有半数在民间药用 ,由于历

史上许多学者对原植物的错误鉴定 ,造成了学名上的诸多混

乱。 笔者在对我国 木属中草药作一全面整理的基础上 ,提

出对 木属中草药开发的建议。

1　 木的正确学名

木之名始载于《本草拾遗》 ,谓“生江南山谷。 高丈余 ,

直上无枝 ,茎上有刺”。我国的植物及药学文献记载 木的学

名均为 Aralia chinensis L.。但据最近文军的研究认为 [2] ,这

是误定 ,而 木的学名应是 Aralia elata ( M iq. ) va r. elata。

此植物广泛分布在我国大部分地区 ,包括文献中所说的“江

南山谷”;而真正的 Aralia chinensis L.则应是植物 “鸟不

企” ,该植物主要分布于广东、广西、海南、福建、贵州、江西及

香港 ,并不包括历代本草所述的“江南山谷”。

2　传统疗效的调查整理

中国 木属药用植物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两大类群:

2. 1　小乔木或灌木 ,小枝通常有刺 ,有以下种类供药用:

2. 1. 1　长刺 木 Aralia spinifolia Mer r.: 广西民间称 “雷

根木” ,分布: 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 根及树皮有祛风

除湿、利水消肿、驳骨散瘀的功能 ,用于风湿痹痛、跌打损伤、

吐血及崩漏。

2. 1. 2　虎刺 木 A . f inlay soniana ( Wa ll. ex Don) Seem:

云南称“刺老包” ,广西称“雷公刺”、“鹰不扑”。本种过去常被

误定为 A . armata。分布:广西、贵州、海南和云南。根及根皮

有散瘀消肿 、祛风利湿、温中和胃的功能 ,用于跌打损伤、风

温痹痛、肝炎、胃炎、前列腺炎、乳腺炎、肾炎水肿、关节炎及

无名肿毒等。

2. 1. 3　棘茎 木 A . echinocaulis Hand. -Mazz:在浙江称 “红

木”、“红鸟不宿” ,广西称“飞蜈蚣” ,分布: 安徽 、浙江、湖北、

湖南、江西、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及广西。 根或根皮有祛风

除湿、行气活血、解毒消肿的功能。用于跌打损伤、骨折、骨髓

炎、风湿痹痛、胃痛及痈疽等。

2. 1. 4　鸟不企 A . chinensis L.: 我国南方称“大鹰不扑” ,本种

过去常被误为 A . decaisneana , 分布: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贵州、江西及香港。根皮有散瘀消肿、祛风除湿、清热解毒的功

能 ,用于风湿腰腿痛、跌打损伤、肝炎、肾炎水肿和咽喉炎等。

2. 1. 5　秀丽 木 A . debilis J. Wen ( A . elegans C. N . Ho):

分布:广西、广东 ,资源不多。 根用于跌打损伤。

2. 1. 6　 木 A . elata ( Miq. ) Seem. var. elata ( A . elata

var. canescens; A . elata va r. glabrescens; A . chinensis var.

nuda Nakai; A . hupehensis Hoo; A . scaberula Hoo; A . sub-

capitata Hoo):本植物分布很广 ,形态变化较大 ,在我国北方

称“乌龙袍”、“飞天蜈蚣”等。分布:安徽、福建、广西、贵州、河

南、湖北、湖南、江苏、江西、陕西、云南及浙江。根及根皮有祛

风除湿、利尿消肿、活血止痛的功能。 用于风湿关节痛、肾炎

水肿、肝炎、肝硬化、胃痛、糖尿病、白带、瘰疬、痈肿、无名肿

毒、跌打损伤及骨折等。茎枝有追风行血的功能 ,用于风湿痹

痛。 木芽在民间有悠久食用历史 ,对糖尿病患者有益 [3 ]。

2. 1. 7　辽东 木 A . elata var. mandshurica ( Rupr.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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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im. ) J. Wen ( A . mandshurica; A . chinensis va r.

mandshurica ): 在我国东北称“刺老鸦”、“刺龙牙”。 分布: 河

北、辽宁、吉林、黑龙江。 根皮有祛风除湿、活血止痛、补气安

神、强精滋肾的功能。用于气虚无力、神经衰弱、肾虚阳痿、风

湿关节炎、胃痛、慢性胃炎、肝炎、糖尿病、水肿等。 其嫩芽和

嫩枝在民间供作蔬菜食用。

2. 1. 8　头序 木 A . dasyphylloides ( Hand-Mazz) J. Wen

(A . chinensis va r. dasyphylloides): 本植物常被误定为 A .

dasyphylla ,在广东称 “雷公种”、“牛尾木”。分布: 安徽、福建、

广东、广西、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及浙江。根皮有祛风

除湿的功能 ,用于风湿痛、带下、阴痒。

2. 2　为多年生草本 ,无刺 ,有以下种类供药用:

2. 2. 1　东北土当归 A . continentalis Kitag: 在东北有称“牛

尾大活”。分布:吉林、辽宁、河北、河南、陕西、四川、西藏。根

或根皮有祛风燥湿和活血止痛的功能 ,用于风湿腰腿痛和腰

肌劳损。 嫩叶也可食用。

2. 2. 2　土当归 A . cordata Thunb. :湖北称“九眼独活”。 分

布: 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北、贵州、广西及台湾省。

根状茎有祛风除湿、活血止痛、消肿的功能 ,用于风湿腰腿痛

和腰肌劳损。

2. 2. 3　黑果土当归 A . melanocapa ( L e′v l. ) Lauener:在云

南称“牛角七” ,“白九股牛” ,“蜜油参”。分布: 云南和贵州。根

有补中益气、托毒外出、消炎的功能 ,用于淋巴腺炎、慢性化

脓性骨髓炎和疖痈等。

2. 2. 4　云南龙眼独活 A . yunanensis Franch. ( A . f argesii

va r. yunanensis Li): 在云南称“龙眼独活”、“草独活”、“松香

症药”。分布: 四川和云南。根有发散风寒、健脾利湿、强筋健

骨的功能 ,用于感冒、风寒咳嗽、周身酸痛、风湿痛、月经不

调、体虚及水肿等。

2. 2. 5　柔毛龙眼独活 A . henry i Harms: 商品名“九眼独

活” ,湖北称“水独活”。分布:陕西、安徽、湖北及四川。根状茎

有祛风除湿、活血止痛、消肿的功能。 用于风湿腰痛、跌打损

伤、腰肌劳损、头痛等。

2. 2. 6　龙眼独活 A . fargesii Franch:四川称“川独活”、“九

眼独活”。分布: 陕西、四川及云南。根状茎有祛风除湿和散瘀

止痛的功能 ,用于头痛、头晕、腰痛、跌打损伤 ,也用于治疗小

儿痘疮。

2. 2. 7　浓紫龙眼独活 A . atropurpurea Frach:商品名称 “九

眼独活”。分布: 四川、云南、西藏。根状茎有祛风除湿、活血止

痛、消肿的功能 ,用于风湿腰腿痛和腰肌劳损。

2. 2. 8　芹叶龙眼独活 A . apiodes Hand-Mazz:云南称“牛角

七”、“黑羌活”、“牛尾独活”。分布: 云南和四川。根状茎有祛

风除湿、通经活络、消炎生肌的功能 ,用于风湿疼痛、跌打损

伤、胃痛、腰痛和淋巴腺炎等。

3　化学、药理及制剂

木属药用植物的主要活性成分为三萜皂苷 ,其苷元大

都是齐墩果酸 ( oleno lic a cid, I)和长春藤皂苷元 ( h eder a-

genin, II)。它们经常在 3位或 28位与糖连接形成苷。所连

接的糖主要有 D -葡萄糖 ( Glc) ,D-葡萄糖醛酸 ( Glc A) , L -阿

拉伯糖 ( Ar a) ,D-半乳糖 ( Ga l) ,鼠李糖 ( Rha) ,D-木糖 ( Xy l)

及其衍生物。

几种 木属药用植物中常见的三萜皂苷见表 1。

表 1　 木属药用植物中常见的三萜皂苷

三萜皂苷 苷元 R1 R2 植物来源 参考文献

齐墩果酸 -28-O-β-D-吡喃葡萄糖苷 I H Glc 木、辽东 木、虎刺 木、鸟不企、头序
木 ,土当归

4～ 6

木皂苷 ( araloside A,即竹节人参皂苷Ⅳ ) I Ara( fu r)-

Glc A( 1-4)
Glc 木、辽东 木、虎刺 木、长刺 木、鸟不

企、土当归、龙眼独活、浓紫龙眼独活
6～ 9

齐墩果酸 -3-O -α-L-吡喃阿拉伯糖苷 I Ara H 木、辽东 木、鸟不企、棘茎 木、土当
归、柔毛龙眼独活、龙眼独活、浓紫龙眼
独活

5, 6

银莲花苷 ( narcis sif lo rin e) I Ara( fu r)-

Glc A( 1-4)

H 木、辽东 木 6, 7

竹节人参皂苷 IVa ( chikusesusaponin IVa) I Glc A Glc 辽东 木、虎刺 木、长刺 木、食用土当
归

6～ 9

竹节人参皂苷 V I Glc-Glc A( 1-2) Glc 辽东 木、虎刺 木 8, 10

常春藤苷元 -3-O-α-L-吡喃阿拉伯糖 ( 1-2) -

α-L-吡喃鼠李糖苷
Ⅱ Ara( pyr) -

Rha( 1-2)
H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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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属中研究最多者为辽东 木的总皂苷 ,它具有类似

人参的“适应原”样作用 ,可明显提高小鼠在缺氧模型的耐缺

氧能力 [12] ,并具有中枢神经抑制作用和一定的镇痛作

用 [13, 14 ] ,可使实验性高血脂大鼠的血清胆固醇、游离脂肪酸、

磷脂、β-脂蛋白、甘油三酯及总脂类水平都趋于正常 [18 ] ,还可

抑制乙醇的吸收 ,对抗酒精中毒 [20] ,显著刺激前列腺素 E2

和 E2a的合成并能抑制白血病细胞 LH-60的生长 [21]。据黑龙

江中医药大学的研究报道 ,辽东 木叶的总皂苷有显著增强

机体体液和细胞免疫功能 ,对肿瘤细胞有明显的杀伤作用。

辽东 木中 木皂苷 A, B, C的混合物能使兔的心跳加

强 [13] , 木属中的 7种三萜皂苷具有降低血糖的活性 ,并认

为齐墩果酸 3位单糖氧苷是降血糖的基本结构 [15]。 近年报

道 ,辽东 木皂苷 ( elatoside) A, E, G , H, I, K有较好的降糖

作用 [16]。从鸟不企中分出的鸟不企皂苷 ( decaisneanaside)有

明显的降血糖作用 [17 ]。 辽东 木叶中的三萜皂苷可以防止

CCl4诱导的肝损伤 [19]。

除三萜成分外 ,从土当归及东北土当归中还分离得到多

种二萜化合物 ,为海松烷和贝壳杉型骨架 [22 ]。此外从 木属

植物中分到挥发油类成分、甾体及其苷类、香豆素类、苯丙素

类和聚炔烯类等。

从草本类型的东北土当归 A . continentalis中分离得到

抗炎活性成分阿魏酸及咖啡酸 [24]。 从此植物中分得的贝壳

杉烯酸〔( - ) -kaur-16-en-19-oic acid〕及对映海松二烯酸

〔 ( - ) -pimara-8( 14) , 15-dien-19-oic acid〕也有较好的抗炎作

用 [25] ,后者还具有抗血栓形成的活性 [26]。

在上述化学和药理等研究基础上 ,前苏联用辽东 木根

生产 木浸剂、胶囊以及 木皂苷 A, B, C的总铵盐制剂 ,用

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强化剂 ,治疗脑力及体力的疲劳过度。 波

兰也用辽东 木皂苷作保健品 [27]。

4　讨论

4. 1　已有的化学分类方面的资源也说明 木属植物与人参

属植物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 ,例如人参属中的多种竹节人参

皂苷 Ib, IVa, V以及屏边三七皂苷 ( stipuleaside) R1及 R2等

在 木属的多种植物中也有发现。 木属植物普遍含有较高

含量的三萜皂苷 ,其中草本类型还含有二萜酸成分 ,可视为

木属的主要活性成分。

4. 2　 木属中草药作为与人参类药用植物十分相近的一个

植物类群 ,在我国民间有悠久的应用历史。 传统药物疗效的

调查与整理显示 木属中草药大都具有祛风除湿和活血化

瘀的功能 ,有些成分已证明有很好的抗炎作用 ,值得在这方

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4. 3　已证明 木属中的三萜皂苷类成分具有中枢神经抑

制、降血糖、降血脂、抗缺氧、保肝、抗炎、强壮、强心及抗癌等

方面的药理作用 ,很值得对有效成分开展深入研究 ,以期从

中开发出一、二类新药来 ,也可以利用嫩芽及嫩叶开发出有

价值的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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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黑激素的生理活性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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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褪黑激素 ( mela tonin, ML T)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展示了 M LT在药品和功能食品研究

开发方面的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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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百年前 ,早期的解剖学家就发现了在哺乳动物大脑半

球之间、丘脑上方的松果体 ( Pineal gland, PG) ,但一直认为

它是机体的退化器官 ,对其生理功能知之甚少。 1958年美国

皮肤病科医生 Lerner从牛 PG提取物中分离到一种能使青

蛙皮肤褪色的生物活性物质 ,命名为褪黑激素 ( ML T) ,并确

定了其结构为 N -乙酰 -5-甲氧基色胺。 这一发现揭开了

M LT研究的序幕 ,此后 40多年来 ,有关 M LT的研究呈指

数增加。

M LT在生物中广为分布 ,有极其广泛而重要的生物学

功能。笔者拟结合近年来 ML T生物活性及作用机制的研究

进展就其实际应用前景作一综述。

1　褪黑激素受体及其激动剂、拮抗剂

1. 1　褪黑激素受体 ( mela tonin receptor , M R): M LT是内

源性同步因子 ( synch ronizer ) ,起重要的调节作用 ,了解 M R

分布对阐明 M LT作用机制极其重要。 M R广泛而选择性地

分布于神经组织和外周组织 ,且主要存在于细胞膜和细胞核

上 ,与碘标 MLT( 2-125 I-M LT )放射配体结合具可逆性、饱和

性、特异性等受体特性。 此外 ,免疫系统 、生殖系统、消化系

统、循环系统等外周组织也存在 M R[1]。 MR的分布与组织

器官及其发育阶段密切相关 ,不同的组织器官、组织器官的

不同发育阶段以及组织器官的不同部位 M R呈不均一分

布 [2, 3]。

由于 M R与 2-125 I-M LT配体结合的亲和力和药理学特

性不同 ,将 M R分为高亲和力受体 ( ML T-1)和低亲和力受

体 ( M LT-2)两种亚型。 目前 , M R已在不同器官和脑组织中

得到定位 ,有些已经克隆出来。如 Mella、Mellb和 Mellc 3种

MR亚型。

1. 2　 M R的激动剂和拮抗剂: MR的活性与 M LT及其类似

物吲哚环 5位碳原子的取代基有关 ,而 M R结合的亲和力则

与吲哚环 3位碳原子的取代基有关。 含 5-甲氧基的 N -乙酰

色胺的类似物均为 M R的激动剂。 Hewa rd等推测并证实缺

5-甲氧基的 N -乙酰色胺酸是 M R的拮抗剂。在 N -乙酰色胺

的类似物中 , N -乙酰基、吲哚环的 2位和 5位取代基的变

化 ,均可能成为 M R的激动剂 ,如 2-碘 -M LT、 6, 7-二氯 -2-甲

基 M LT;进一步研究表明吲哚环的 5-溴或 2, 5-二溴取代物

是 M R的强激动剂 ,溴能替代 5-甲氧基而并不减弱 M R的

亲和力 ,且 2, 5-二溴 -N -乙酰色胺类似物对 MR是第一个在

缺 5-甲氧基的 N -乙酰色胺类似物中比 M LT自身具有更强

的亲和力 [4 ]。

2　生理活性和药理作用

2. 1　生理节律性: M LT的合成分泌表现为昼夜性节律、季

节性节律和生命周期性变化。 M LT的合成分泌与光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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