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器官几乎无影响 ,可明显增加环磷酰胺造型小鼠的精子

数、精子成活率及性腺、性器官的重量 [8]。

4. 2　延缓衰老作用:海马的水、醇提取物具有促进小鼠抗应

激作用 ,可增强小鼠的记忆能力 ,增加小鼠血中的 SOD含

量 ,降低小鼠肝中的过氧化脂质 ( LPO )的含量 (即降血脂作

用 ) ,抑制小鼠脑内 M AO-B活性 ,及促进血液流变学改变和

改善微循环的作用。 海马的水、醇提取物具有促进小鼠免疫

功能的作用 ,增加正常小鼠和免疫小鼠的脾重 ,提高碳粒廓

清率和吞噬指数 ,提高外周血液淋巴细胞 ANAE阳性百分

率 ,促进血清溶血素抗体的生成 ,体外实验可提高小鼠脾淋

巴细胞增殖 [9, 10 ]。 这些实验结果 ,为海马延缓衰老作用提供

重要理论依据。

4. 3　抗血栓作用:斑海马具有明显的抗血栓药理作用 ,能明

显抑制大鼠实验性颈动脉血栓和大鼠脑血栓的形成 ,为海马

调气活血功效提供理论依据 [11]。

4. 4　镇静作用:大海马、克氏海马、刺海马、三斑海马、日本

海马的提取物 ,对 L -谷氨酸致大鼠神经元钙内流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 ,钙离子进入神经元在兴奋性氨基酸 L-谷氨酸致

神经元溃变和坏死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12]。

5　开发前景

5. 1　中成药应用:海马作为一种名贵中药材 ,临床应用十分

广泛 ,常用海马入药 ,组成复方中药。 临床应用较成功的有:

治疗男性不育症 ;用“麝马丸”治关节炎 ,具活血化瘀作用 ;用

“助阳散”治阳痿症 [13]; “天精地液”对补肾壮阳、填精益气有

良好疗效。

近期报道 ,医院用海马入药组成中成药有: 安海马粉、海

马汤、木香汤、深海龙丸、海马蛤蚧散、麝马丸等。

5. 2　保健食品及药品开发应用前景:海马作为一种名贵中

药材 ,在保健食品中开发应用甚广 ,已有不少由海马组成的

保健食品及发明专利。

6　结语

现在 ,广东中大亿达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马养殖

基地以工厂化大规模人工健康养殖海马已获成功 ,并由“全

国科技兴海海水养殖技术中心”批准设立 “全国科技兴海海

水养殖技术中心汕尾中心” ,其研究技术已申报国家发明专

利 ,并审查合格。 这样 ,可持续提供无污染、重金属含量合格

的健康优质海马品种 ,大大促进其在中医药中的广泛应用。

目前 ,我们已申报筹建海马 GAP药材基地 ,并用健康养

殖的鲜活海马 ,研制成功“沁阳春海马胶囊”、“沁阳春海马养

生液”、“沁阳春剑南春海马酒” 3种保健食品。

由于海马有规模化、工厂化养殖基地 ,可提供足量无污

染健康养殖的鲜活海马 ,将加速生产高附加值、高新技术含

量的保健食品或药品的发展。 随着科学的进步 ,结合海马补

肾壮阳、抗应激、延缓衰老等药理作用 ,应用现代生物技术 ,

提高其深加工生产的水平 ,发挥其在保健功能食品、新药开

发的巨大潜力 ,其生物医药应用开发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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蓼属植物的化学成分与药理学活性研究进展

巩忠福 ,杨国林 ,严作廷 ,谢家声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50)

摘　要: 蓼属植物主要含挥发油、黄酮与黄酮苷、萜类、蒽醌、甾类及苷类等多种化学成分 ,具有杀虫、抗菌、抗肿瘤

及抗氧化等多种药理学活性 ,研究开发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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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f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bioactivity of Polygonum L.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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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蓼属 (Polygonum L. )是蓼科 ( Po lygonaceae)的一个大

属 ,品种繁多 ,分布广泛 ,仅我国就有百余种之多。 蓼属植物

药理学活性多样 ,是世界各国重要的传统药物资源 ,如我国

常用的中草药何首乌、虎杖和 蓄等都源于蓼属植物。 近年

来研究发现该属植物具有抗微生物、杀虫、抗氧化、抗肿瘤等

多种生物活性 ,已经显示出巨大的研究和开发潜力。 现将近

年来有关该属植物化学成分和药理学活性的国内外研究概

况作一简述。

1　化学成分

1. 1　挥发油成分: 蓼属植物含有多种挥发油成分。 Nguyen

等 [1]对越南 P . odoratum L.地上部分的挥发油组分进行了

HPLC-M S分析 ,从中检测到 50多个化合物 ,主要成分为 β -

石竹烯、氧化石竹烯和十二烷醛等 ,对南澳洲 P . odotatum

L.的化学成分研究发现还有癸醛 ( decanal)、癸醇 ( decanol)

等 17种挥发油成分 [2 ]。

1. 2　黄酮及黄酮苷类:黄酮、异黄酮及黄酮苷类是蓼属植物

最主要的次生代谢产物。 较早报道的该类成分有水蓼素

( per sica rin)、槲皮素、槲皮苷、槲皮黄苷 ( quercimerit rin)、色

酮 ( chr omones)、查耳酮和二氢黄酮等。Haraguchi等 [3, 4]从水

蓼叶中分离到 7, 4′-二甲基槲皮素、 3′-甲基槲皮素、异槲皮

苷、槲皮素 -3-磺酸盐、异鼠李黄素 ( iso rham ne tin)、异鼠李黄

素 -3, 7-二磺酸盐、柽柳黄素 -3-葡萄糖苷 -7-磺酸盐 ( tama rix-

etin-3-g luco side-7-sulfa te)、甲基鼠李黄素 ( rhamnazin)、甲基

鼠李黄素 -3-磺酸盐和异槲皮苷 ( isoquercitrin)等黄酮及黄酮

苷类成分。 One等 [5 ]从 P . hydropiper的细胞培养物中分离

出 3个儿茶素类 ( ca techins)成分 ,分别鉴定为 ca techin、 epi-

ca techin、 epicatechin-3-O-ga llate。 Urones等从 P .minus中

分离到 6, 7-亚甲基二氧 -5, 3, 4′, 5′-四甲氧基黄酮和 6, 7-4′,

5′-二亚甲基二氧 -3, 5, 3′-三甲氧基黄酮。 Ahmed等报道首次

从辣蓼 P . f laccidum Meissn. 中分离到脂酰基黄酮类化合

物。郑尚珍等从红蓼 P . oriental L.植株中分离到槲皮素 -3-

O-α-L-鼠李糖苷、槲皮素 -3-O-β-L -葡萄糖苷、芦丁、荭槲皮素

-7-O-α-L-鼠李糖苷和异鼠李素等 5个黄酮苷类成分 ,从种

籽中分离出花旗松素 -3-O-β -D-葡糖苷 ( taxifo lin-3-O-β -D-

g lucoside)、山柰素 -3-O-α-L-鼠李糖苷 ( ka empfe rol-3-O-α-L-

rhamnoside)和柯伊利素 -7-O -β -D-葡糖苷 ( ch ry so eriol-7-O-

β -D-g luco side)等 3个黄酮苷化合物 [6]。

1. 3　萜类成分:倍半萜类化合物是蓼属植物非常重要的次

生代谢产物 ,这些化合物大多都具有 drimane骨架 ,如从水

蓼及同属其它多种植物中分离出的二醛类成分水蓼二醛

( tadeonal, po lyg odial)、 dialdehydes、异水蓼二醛 ( iso tadeon-

al )和 w arburganal等 [7, 8]。 Ja cobsson等 [9]从 P . glabrum中

分离出 4个具有典型 drimane骨架的倍半萜化合物 ,这 4个

化合物都是 2, 3位两个羟基的羧酸酯化物 ,分别鉴定为 2α,

2β -diangelo ylox yisodimeninol、 2α-angelo ylox y-3β -2′-methy l-

butanoyl-oxyisodimenino l、 2α-angelo ylox y-3β-2′-methylpent

-2′-enoyl-oxyisodimenino l和 2α-angeloy lo xy-3β-2′-methyl-

pentanoy lo x yisodimenino l。 其他的萜类成分还见 α-檀香萜

(α-santalene)及其衍生物 [7]。

1. 4　甾类成分: Tsai等 [10]从火炭母 P . chinense的叶子中分

离到 25R-螺甾烷 -4-烯 -3, 12-二酮 ( 25R -spiro st-4-ene-3, 12-

dione)、豆甾 -4-烯 -3, 6-二酮 ( stigmast-4-ene-3, 6-dione)和豆

甾烷 -3, 6-二酮 ( stigmastane-3, 6-dione)等 3种抗炎、抗过敏

活性的甾类成分。 其他甾类成分还见 β-谷甾醇、β-谷甾醇苷

和豆甾醇等。

1. 5　蒽醌及蒽醌衍生物: 迄今已从蓼属植物中分离到大黄

酚、大黄素、大黄素甲醚 ( physcion)、大黄素 -1-O-D-葡萄糖

苷、 大黄素甲醚 -1-O-D-葡萄糖苷、蒽醌、蒽黄酮酸 ( an-

th raflav ic acid)、 1, 5-二羟 -蒽醌、蒽醌 -2-羧酸、 2-乙蒽醌、 1-

氨基蒽醌、 2-氨基蒽醌和茜素 ( aliza rin)等一大类蒽醌衍生

物 [11]。

1. 6　其他成分: 蓼属中已见报道的其它化学成分还有

( stilbenes )和 苷 [12]、苯丙醇苷类 [13]、白花苷 ( leucoantho-

cyanin)和金丝桃苷 ( hyperin)等。

2　药理活性

2. 1　杀虫活性: 蓼属植物大多都具有杀虫、昆虫拒食、驱避

活性。水蓼、 蓄、辣蓼、异叶蓼 P . heterophyllum Lindm.、节

蓼 P . nodosum Per s.、腋花蓼 P . plebeium R. Br.、多穗蓼

P . poly stachyum Wall.和扛板归 P . perfoliatum L.等植物

的杀虫功效已见广泛的资料记载。 P . accuminatum和 P .

punctatum 在巴西和巴拉圭也被用作传统的杀虫剂治疗畜

禽螨病。 水蓼中含有的二醛倍半萜类成分 wa rburg ana l和

po ly godia l有明显的昆虫拒食活性 [14 ] ,水蓼的乙酸乙酯提取

物对 Splilarctia obliqua和 Spodeptera litura的三期幼虫具

有明显的驱避、拒食活性 [15]。P . glabrum是生长于尼罗河岸

边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在苏丹一直被用作抗蠕虫药物 ,

由于其含有昆虫驱避活性的倍半萜成分 ,因而不受害虫及食

草动物 (单峰骆驼除外 )的侵袭。 以浸纸法观察了 19种植物

的 20种提取物对白蛉 Lutzomyia longipalpis的杀虫活性 ,

结果表明包括 P . accuminatum HBK. 和 P . aviculare L.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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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 5种提取物显示良好的杀虫活性 ,以 P . av iculare L.

活性最好 [14]。 P . convolvulus L. 的醇、水提物和蓼科酸模属

植物 Rumex acetosa L.的醇提物对白菜毛虫显示强烈的驱

避活性。 P . limbatum还有一定的灭螺活性 ,从而对以螺类

为中间宿主的疫病防制有意义。据推断该属植物含有的倍半

萜类成分的 8, 9-二醛基 7, 8位不饱和的 drimane骨架可能

是该类植物具有昆虫驱避活性的化学基础。

2. 2　抗微生物活性:体外试验表明 ,水蓼茎叶中含有的鞣质

对痢疾杆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水蓼的水提物对部分革兰氏

阴性菌有相当的抗菌活性。 在中医临床上 ,水蓼常用于治疗

细菌性痢疾、肠疳。 P . glabrum、 P . bistorta、 P . equiseti-

forme等其他同属植物的抗菌、抗真菌、抗炎作用也多见报

道 [16, 17 ]。

2. 3　抗氧化作用:蓼属植物大多具有抗生物膜脂质过氧化

和清除体内过多自由基的作用 ,因此 ,许多蓼属植物都有抗

衰老活性。 Haraguchi [3]等报道了存在于水蓼水溶性组分中

的具有抗氧化活性的黄酮苷元和黄酮苷类成分 ,分别为 7,

4′-二甲基槲皮素 ( a )、 3′-甲基槲皮素 ( b)、槲皮素 ( c)和黄酮

苷类成分异槲皮苷 ( d) ,其抗氧化活性依次为 d> a> c> b。

Yagi等 [4]从水蓼中分离出 3种亲水的黄酮类成分 ,分别为

3-磺基槲皮素、 3, 7-二磺基异鼠李素和 7-磺基柽柳素 -3-葡萄

糖苷 ,活性试验结果表明这 3种化合物的抗氧化活性均优于

α-生育酚和槲皮素 ,槲皮素也优于 α-生育酚。 P . aviculare

L. 的抗脂质氧化及保肝作用也见报道。

2. 4　抗肿瘤作用: 水蓼对苯并 [α]芘、 1, 6-二硝基芘和 3, 9-

二硝基荧蒽的致癌变作用呈现一定程度的抑制活性 [19 ]。 P .

cuspidatum中含有蒽醌类化合物大黄素 ,大黄素通过抑制蛋

白酪氨酸激酶 ( PTKs)的活性而起到抗肿瘤的作用 [19]。另外

也见蓼属植物抑制蛋白激酶 C( pro tein kina se C)和 Ca2+

ATP酶活性的报道。

3　结语

绿色无公害必将是未来农药、医药及兽药的主调。 蓼属

植物具有抗菌、抗氧化、抗肿瘤、杀虫等多种药理学活性 ,尤

其是其突出的杀虫活性和抗氧化活性 ,这对于新型植物源杀

虫剂与抗衰老、抗疲劳天然保健品的研究与开发无疑具有深

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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