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1　功能模块结构示意图

计 ,可以为了解本系统中不同药物之间的相关关系、不同表

格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可供分析研究的结果。尤其是通过对

中药正名、别名、性味、归经、毒性、药用部位、功能、主治、化

学成分、药理、选方等重要参数之间的多条件限制的频数统

计分析 ,可以筛选出对某类疾病具有较好疗效的药物 ,为研

究者提供中药新方剂研制的新思路。

4. 2　全文检索模块:该功能模块是本系统的另一创新之处。

由于浩若翰海的中药文献中大部分内容难以被分解成概念

单一的“量子” ,为了能对这部分资料进行查询及相关研究 ,

我们采用外挂全文检索数据库的方法 ,利用国内已经成熟的

TCR全文检索系统进行查询、统计。 结果证明 ,这种设计不

仅可以实现全文检索而且不影响系统整体运行速度。

4. 3　图像鉴别模块: 该模块主要由扫描电镜与图像处理两

个系统组成 ,用于将电镜扫描获得的图像用计算机完成格式

转化后 ,再用特定的分析程序进行分析测定 ,主要用于药物

的显微分析。

5　结束语

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步 ,尤其是进入 21世纪以

来 ,全文检索技术与超大容量硬盘的出现 ,引发了中药数据

库设计新思想。本文所述《中药信息系统》的特点就是在上述

软件与硬件的支持下开发的。 如利用全文检索软件 ,将原来

完整的资料不作任何切割地贮存于全文检索数据库中 ,同样

可以进行多种方式的查询检索。 另外 ,利用超大容量硬盘将

大量的图像直接存贮于计算机中 ,更加方便检索并有利于提

高检索速度。

总之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 ,中药数据库系统也在不

断更新完善 ,并在科研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应该看到 ,

包括国外在内的中药数据库设计水平都还有待于提高 ,中药

数据库的设计思想也值得深入探讨。 我们认为永不固步自

封 ,随时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 ,如 KDD(数据库中的知识再

发现 , Knowledge Discover y in Datebases)技术等 ,才有可能

使中医药数据库设计思想与技术有新的突破与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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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瓜头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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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瓜头是萝摩科鹅绒藤属植物 ,别名牛心朴 ,学名 Cy-

nanchum komarovii Al. Iljinski。民间有药用 ,据称有活血、止

痛、消炎等功效 ,但未见临床应用的报道。作者就目前对老瓜

头的认识和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地理分布及资源状况

老瓜头为多年生草本 ,高 30～ 50 cm,分布于我国内蒙

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等省 (区 )。生长于荒漠草原、

沙质平原、半固定沙丘、干河床等沙膜与黄土丘陵的过渡地

带 ,常大量散生或聚生成丛。 仅宁夏境内集中分布区就达

26. 67万 hm2 ,是一种较为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 [1, 2]。

2　化学成分

80年代末方圣鼎等从老瓜头中分得 7-脱甲氧娃儿藤碱

( 7-dem ethoxyty lopho rine)、表赤杨醇 ( epi-a lnuseno l)、β -谷甾

醇、三十烷酸、蔗糖、氧化脱氧娃儿藤次碱 、磁麻脂 ( apocy-

nine)、牡丹酚 ( pa eno l)、β -谷甾醇 -β -D-葡萄糖苷、葡萄糖等

15种化合物 ,其中氧化脱氧娃儿藤次碱和 ( 13aR , 14R ) -14-

羟基 -7-脱甲氧娃儿藤碱氮氧化物为新化合物 ,同时也是首

次从植物中直接分得。 蔗糖的得率可达 5% [3, 4]。

90年代初 ,祁利民等从老瓜头中分得 4个生物碱单体

和 2个非生物碱单体 ,鉴定了其中 2个生物碱和 1个非生物

碱的化学结构 ,分别为去羟娃儿藤宁 ( desoxyper gulari-

nine )、娃儿藤宁 ( pergula rinine)、 5-羟甲基糖醛 ;又采用 GC-

M S联用技术从老瓜头根部挥发油中分离出 37个成分 ,鉴

定了其中 19个成分 ,占总油重的 60%以上。 根部挥发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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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 0. 3% ～ 0. 4% )较茎叶的 ( 0. 1% ～ 0. 2% )高 ,均含有已知

的药用有效成分丹皮酚、里那醇 [2, 5]。

3　药理作用

3. 1　镇痛作用:老瓜头总生物碱和挥发油对腹腔注射醋酸

引起的小鼠扭体均有较明显的镇痛作用。 对热刺激小鼠疼

痛 ,老瓜头总生物碱具有显著的镇痛作用 ,而老瓜头挥发油

的镇痛作用不明显 [5, 6 ]。

3. 2　抗炎作用:对角叉菜胶性大鼠足肿胀 ,老瓜头总生物碱

36. 5 mg /kg ( LD50的 1 /5) , ip一次给药后 2～ 9 h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总生物碱对肉芽组织增生 ,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抗炎作用与现常用的药物消炎痛相当 [5 ]。又据农兴旭报道老

瓜头总生物碱 36. 5 mg /kg、挥发油 0. 6 mL /kg于给药 2 h

后均有显著抑制由角叉菜胶所致大鼠足肿胀作用。对肉芽组

织增生 ,总生物碱 11. 0 mg /kg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但不及

醋酸强的松龙 ( 25 mg /kg )的作用强 [6]。

3. 3　抗菌作用 ;据报道 ,老瓜头总生物碱对大肠杆菌、伤寒

杆菌、枯草杆菌、蜡样杆菌、福氏痢疾杆菌、金葡球菌和八叠

球菌有抗菌作用 ,而老瓜头挥发油对枯草杆菌、蜡样杆菌、八

叠球菌有抗菌作用 [5, 6 ]。

3. 4　抗肿瘤试验:老瓜头总生物碱及挥发油按常规方法治

疗 S180实体瘤、 P388白血病均无效
[5, 6 ]。 从老瓜头分离的 7-脱

氧娃儿藤碱和氧化脱氧娃儿藤次碱具有细胞毒作用 ,当浓度

为 1 mg /m L时对 P388白血病细胞的抑制率分别为 73. 1%和

87. 5% [3]。

3. 5　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文润珍等报道采用火箭电泳技术

测定小鼠血清溶菌酶活性 ,酵母多糖 -补体花环试验测定腹

腔 MΥC3 b受体量 ,以及以羊抗鼠免疫板测定小鼠血清 Ig G

含量 ,结果表明老瓜头总碱在一定剂量时对机体非特异性免

疫和体液免疫功能具有明显的增强作用 [7 ]。

3. 6　止咳、祛痰及平喘作用: 老瓜头水提物和醇提物均可明

显抑制浓氨水诱发的小鼠咳嗽现象 ,有显著祛痰作用 ,并可

对抗乙酰胆碱、组胺等量混和液所致豚鼠哮喘反应 [8]。

3. 7　毒性反应: 农兴旭等报道 ,总生物碱和挥发油 LD50分

别为 ( 164. 0± 10. 5) m L /kg和 ( 2. 4± 0. 1) m L /kg。 给药后

小鼠出现死亡时间 ,挥发油组在数小时内 ,总生物碱组随剂

量减小而延长 ( 0. 5～ 24 h) [6]。另据吕燕萍等报道 ,取昆明种

小鼠灌服老瓜头水提物 LD50大于 120 g /kg[8 ]。 又有报道老

瓜头总生物碱毒性较大 ,对皮肤有很强的刺激性 ,经一次较

大剂量皮肤给药就使得白细胞出现中毒现象 [9]。

4　结语

4. 1　关于老瓜头的毒性报道 ,有人认为老瓜头生物碱毒性

较大 ,外用即可中毒 [9]。也有报道老瓜头水提物毒性很小 ,口

服安全 [8 ]。 作者通过预试验 ,未发现老瓜头具有明显的毒副

反应。 另据药用植物教科书记载萝摩科植物多含强心苷、生

物碱、挥发油 ,通常有毒。 因此对老瓜头的毒副作用应慎重 ,

需作进一步的研究验证。

4. 2　根据老瓜头成分分析 ,所含牡丹酚具有镇痛作用 ,里那

醇在抗菌和抗关节炎方面效果效好 [5] ,老瓜头生物碱和挥发

油具有很强的生理活性。

4. 3　文献报道的镇痛、抗菌、消炎、止咳平喘的作用及免疫

增强作用的药理研究 ,与各地民间传说的作用相一致。 因此

应加强老瓜头临床应用的研究。

4. 4　老瓜头生长于西北荒漠草原、沙漠边缘、半固定沙丘等

沙漠与黄土丘陵的过渡地带 ,有利于防风固沙 ,保护生态环

境。 通过成分分析 ,老瓜头地上与地下部分所含生物碱的化

学组成几乎完全相同 [5] ,因此可以在不破坏植被和生态环境

的条件下综合开发利用这一植物资源。另据报道老瓜头作为

蜜源植物也有着广阔的开发前景 [10 ]。

综上所述 ,无论从药用植物资源的开发 ,还是防风固沙、

保护生态环境方面都应重视老瓜头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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