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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玫果系蔷薇科蔷薇属植物山刺玫 Rosa davurica Pall.

的成熟果实 ,又名野蔷薇果 ,广泛分布于东北及内蒙、山西等

省。该果实性温 ,味酸 ,营养丰富 ,民间大量采食或用于泡茶、

泡酒等。《中药大辞典》谓其有健脾理气、养血调经的作用 [1]。

前苏联第八、九版药典亦有收载 ,用于治疗坏血病。近年来国

内的大量研究表明它还有抗衰老、防治心血管疾病等作用。

目前刺玫果正在作为一种天然保健药物被日益重视和广泛

开发。市场上已出现由该果汁为主研制的保健食品及保健饮

料 ,临床已研制出以刺玫果为原料的注射液及口服液 [2]。 我

们就刺玫果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作一

综述。

1　化学成分

1. 1　维生素类 [3]: 刺玫果含丰富的维生素 ( mg /100 g ): V it

C 1 274～ 2 264,远高于苹果、桔子、弥猴桃等水果。 Vit A

·188· 中草药　 Chinese T 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 s　 2002年第 33卷第 2期

⒇ 收稿日期: 2001-04-04



10. 90, V it E 18. 75, Vit B1 0. 32, Vit B2 0. 40, Vit PP

0. 54,被称为天然多种维生素浓缩物。

1. 2　矿物元素 [3 ]:从刺玫果干果及鲜果中共检出 28种矿物

元素 ,其中 11种为人体必需的矿物元素 ,如 K、 Ca、 P、 Na、

Mg、 Zn、 Cr、 Cu、 Fe、 Mn、Mo等。

1. 3　氨基酸 [4]: 刺玫果含 17种氨基酸 ,包括 7种人体必需

氨基酸。 游离氨基酸总量为 273. 4 mg /100 g ,水解氨基酸总

量为 3 686 mg /100 g。 其中精氨酸含量最高。

1. 4　脂肪油 [4]:从刺玫果种籽中提取的脂肪油主要由高级

脂肪酸及呋喃类衍生物组成。 已鉴定的脂肪酸有硬脂酸、软

脂酸、棕榈油酸、油酸、亚油酸、亚麻酸、二十碳二烯酸、二十

碳三烯酸等 ,呋喃衍生物有糠基乙酸酯、正己基呋喃、 2-呋喃

基戊醛等。

1. 5　三萜 [5, 6]: 该类化合物主要是从刺玫果甲醇提取物的氯

仿、乙醚及乙酸乙酯萃取部分中分离得到 ,已报道的有: 齐墩

果酸、白桦脂酸、熊果酸 (乌苏酸 )、 2α-羟基齐墩果酸、 2α-羟

基乌苏酸、 19α-羟基乌苏酸、 2α, 19α-二羟基乌苏酸、 2α, 3α,

19α-三羟基乌苏-12-烯 -28-酸等。

1. 6　黄酮 [5]: 该类化合物是从刺玫果甲醇提取物的正丁醇

萃取部分中分离得到。 已报道的有: 金丝桃苷、银煅苷、橙皮

苷及槲皮素。

1. 7　鞣质 [6]: 该类化合物是从刺玫果丙酮提取物中分离得

到。已报道的有木麻黄素、 1, 2, 3, 6-四氧 -没食子酰 -β -D-葡萄

糖、 1, 2, 3, 4, 6-五氧 -没食子酰 -β-D -葡萄糖、龙芽草素、金樱

子素 D、金樱子素 F、刺玫果素 M 1、刺玫果素 D1、刺玫果素

D2、刺玫果素 T2、甲基-3-氧 -β -吡喃葡萄糖基-没食子酸酯等。

1. 8　其他: 从刺玫果中还分离得到蜡酸、二十七烷、β -谷甾

醇、胡萝卜苷、β -谷甾醇乙酸酯、乙基 -β -D-吡喃果糖苷等单体

化合物。

2　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

2. 1　抗衰老作用 [8, 9]: 刺玫果能提高人和小鼠体内超氧化物

歧化酶 ( SOD)活性 ,抑制过氧化脂质 ( LPO )和脂褐素的形

成 ,清除体内的有害自由基 ,从而延缓衰老。黑龙江老年医学

研究所对 100例健康老人的临床测试表明服用刺玫果浸膏

粉后 ,能使 68. 66%受试者睡眠增加 , 71. 64%食欲增加 ,

71. 64%精力增加 , 70. 15%体力增加 , 62. 86%肺活量增加 ,

56. 72%听力增加。可见刺玫果对老年人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2. 2　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10, 11]: 刺玫果水提物及醇提物均

可降低大鼠、兔的血压及脑血管阻力 ,增加冠脉流量 ,抑制血

小板聚集 ,延长凝血时间 ,抑制血栓形成。临床测试发现老年

人服用刺玫果浸膏粉后 ,血流速度明显加快 ,血液粘度明显

下降。 以刺玫果为主组成的复方制剂治疗脑血栓、脑动脉硬

化及冠心病 133例 ,临床总有效率 83. 3%。刺玫果这些作用

与所含黄酮化合物有关。

2. 3　增强免疫作用 [12, 13 ]:刺玫果能明显提高小鼠血清半数

溶血值 ,增强机体的体液免疫功能。 对噪音所致小鼠免疫功

能低下具有扶正作用 ,对二甲基亚硝胺所致大鼠的免疫器官

胸腺、脾的萎缩有显著拮抗作用 ,并能减轻环磷酰胺化疗

及 60 Co放疗给荷瘤小鼠白细胞数量及免疫器官所造成的

损伤。

2. 4　抗疲劳、耐缺氧和类性激素作用 [14 ]: 刘中申等进行了

小鼠荷重游泳实验及减压耐缺氧实验 ,结果刺玫果组存活时

间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临床观察也发现刺玫果酒剂能明显

改善老年人失眠多梦、疲劳健忘及性功能衰退等症状。

2. 5　保肝作用 [15, 16 ]: 刺玫果对实验性酒精、 CCl4及亚硝酸

钠+ 氨基比林分别引起的小鼠肝损伤均有显著拮抗作用 ,能

抑制这些肝损伤剂对小鼠谷丙转氨酶 ( ALT )的增高及肝细

胞的纤维化转变 ,此作用可能与刺玫果富含齐墩果酸及 Vit

C有关。

2. 6　防癌作用 [12, 17 ]:氮 -亚硝基化合物 ( NNC)是一类强致癌

物 ,与人类某些肿瘤的发生有密切关系。 刺玫果可阻断二甲

基亚硝胺 ( DMN)在动物体内外的合成 ,其阻断率 ( 98. 49% )

远高于同浓度 Vit C的阻断率 ( 9. 04% )。 此外 ,刺玫果可拮

抗放射性辐射引起的机体损伤 ,能预防辐射癌变。

2. 7　促智作用 [18]:通过跳台试验、迷宫试验及药物所致记

忆障碍试验表明 ,刺玫果复合制剂能明显提高小鼠记忆力 ,

可对抗东莨菪碱所致记忆获得障碍 ,对氯霉素引起的记忆巩

固不良和 400 mL / L乙醇引起的记忆再现障碍亦有拮抗

作用。

2. 8　其他: 刺玫果有促进动物 DN A、 RN A及蛋白质合成的

作用 ,并且对 DN A损伤有一定的修复作用。 在临床上还用

于治疗消化不良、气滞腹泻、胃痛、月经痛及顽固性淋病等。

3　毒性实验 [11]

刺玫果水提物和醇提物给小鼠静注的 LD50分别为 4. 5

( 4. 0～ 5. 0) g /kg和 5. 0( 4. 3～ 5. 8) g /kg ,小鼠服药后心、

肝、肾的肉眼及病理学检查均未发现异常。 故可视为没有

毒性。

综上所述 ,刺玫果野生资源丰富 ,营养价值高 ,药理作用

广泛 ,在医药保健及食品饮料等行业均具有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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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 ,细胞死亡有两个途径 ,其一是细胞坏死 ,其二

是细胞程序死亡 ( prog r ammed cell dea th ,又称 apoptosis)。

20多年前美国医学家 Ker和 Wyllie就已经对细胞程序死亡

作过描述 ,但是最近几年又引起了世界各国医药研究者浓厚

的兴趣 ,成为医药研究的一个热点。 其机制已通过动植物的

细胞学研究作了详细报道 ,概括地说就是分子内和分子外的

作用 ,程序细胞死亡主要是对细胞死亡过程进行程序式控

制。 在临床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于研究某种药物来实现

细胞程序死亡 ,特别在对于癌症和神经性疾病的治疗方面尤

显重要 ,对于那些能够调节细胞程序死亡的化合物有可能成

为理想的治疗药物。研究表明许多天然植物中提取的化合物

具有影响细胞程序死亡的作用 ,特别在控制癌细胞的增殖方

面显现出卓越的效果。 本文仅以高良姜素 ( 3, 5, 7-三羟基黄

酮醇 )为例说明生物黄酮素如何影响细胞程序死亡。 高良姜

素 ( g alang in)是最早从印度一种传统药草的根部提取分离出

来 ,被用作香料的黄酮类化合物。之后又在许多植物的果实、

蔬菜、茶叶及葡萄酒等中发现了这类具有多酚基类的生物黄

酮素。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 ,人体每天消耗这类化合物的理想

水平是大约 1 g ,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消耗更多。长期以来认

为这类化合物无毒 ,对一系列疾病有预防和治疗作用。 事实

上也如此 ,最近的研究也表明天然或合成的这类化合物作用

于细胞内 ,如生物黄酮素的抗氧化作用已作为抗炎药物开

发 ,通过阻止细胞周期蛋白和依赖于细胞周期蛋白的蛋白激

酶进而阻止细胞周期 ,表明它们对阻断癌细胞生长和肿瘤的

转移 ,有可能作为治疗癌症的临床有效药物开发。

研究表明 ,一些生物黄酮素以及它们的合成品能够抑制

多环芳香族化合物 ( po lycyclic ar oma tic hydrocarbons,简称

PAH)等环境污染物引起的癌细胞 ,这些抗癌作用可能是通

过阻止生物异源物质的酶来诱变中间体 ,或者抑制癌细胞增

殖信号 ,更重要的是某些抗癌活性可能是通过直接阻断接受

体 ,如芳香族物质受体 ( ar yl hydro carbon r ecepto r,简称

Ahr) ,或者阻断接受体信号。

Ahr 是一种胞质蛋白 ,与 90-KDa热激蛋白 ( 90-KDa

hea t shock pro tein,简称 h sp90)相连 ,能和 PAH、过氧化物、

聚氯苯化合物等结合或被它们活化。 在与配体结合时 , Ah r

转移到细胞核 ,至少与一个核结合形成二聚体 , Ah r核转运

蛋白 ( AhrN T )结合 Ah r-特殊 DNA反应元素 ,诱导几种基因

的转录 ,包括那些编码细胞色素 P-450单加氧酶。 这些酶引

发 Ah r配体代谢。 通过转录辅激活蛋白可能调节 Ahr-依赖

基因 ,额外的 Ahr信号可能通过连接 Ahr的亲免素转录 ,或

者通过 Ahr与其它转录因子如 Rb和核因子 -KB( NF-KB)

的二聚化。 Ah r在 PAH、过氧化物诱导免疫抑制和恶性细胞

转化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利用 B-细胞成熟的模型 ,证明免

疫系统对 PAH如 benzo [ a ] py rene、 7, 12-dimethybeza [a ]

anth racene等非常敏感。 一系列机理研究表明 PAH诱导

pre-B细胞的程序死亡取决于 Ahr在骨髓造血微环境中的

骨髓基质细胞的活性和 pre-b细胞的生长、发展。 因为生物

黄酮素阻止 Ah r配体诱导恶性细胞转化 ,结构上类似 Ah r

配体 ,它们中可能有一些化合物抑制 PAH诱导 , Ahr依赖体

免疫性可能通过一个直接的 Ahr阻断。 研究这类化合物后

发现它们能够维护受 Ah r影响的免疫功能 ,高良姜素是其

中之一 ,它能阻断 PAH诱导 ,但不是 C2-神经酰胺或 H202

诱导 pre-B细胞程序死亡。 高良姜素阻断 Ahr受体基因表

达、 Ahr-DN A结合、 Ahr核转运。在 Ah r拮抗剂存在情况下 ,

高良姜素结合 Ahr ,稳定 Ah r-90-KDa热激蛋白的作用证明

了这种推断。大量的研究表明这些无毒的生物黄酮素能够阻

止多畸形细胞对 Ah r配体 (如 PAH,过氧化物、 PCBS)的反

应。

通过对大量植物的研究表明生物黄酮素能够调节细胞

程序死亡的机制 ,例如核酸内切酶活性化 , p53诱导 ,鞘氨醇

积聚 ,是一种自我防御机理。 因此植物体内必然存在有调节

细胞程序死亡的化合物 ,因而天然植物有可能是一个调节细

胞程序死亡的药物开发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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