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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干漆为漆树分泌的生漆干燥加工而成,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干漆及其漆树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现就干

漆的药用研究、生漆化学成分及漆树的生物学研究等方面进行概述,以期为干漆今后的开发和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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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漆( dried lacquer )为漆树科( Anacardiaceae)植物漆树

Tox icodend ron v ernicif luum ( Stokes) F A Barkley 分泌

的生漆经干燥加工而成。干漆又名漆渣、漆底、漆脚、续命

筒、黑漆,我国历版药典均有收录;有破瘀血、消血、杀虫等功

效,主要用于瘀血、虫积腹痛、妇女闭经等病症的治疗[ 1]。

1 干漆的药用研究

1. 1 干漆的生药学研究: 干漆一般分为生干漆和煅干漆 2

种,漆树分泌物表面干燥部分或缸底之漆渣 (漆脚) , 取出晒

干,捣碎生用, 此为生干漆;若炒至烟尽或密封铁锅内煅透后

用,此为煅干漆。生干漆与煅干漆在生药性状、显微特征以

及理化性质上均有较大差异。生干漆呈不规则块状, 黑褐色

或棕褐色,表面粗糙, 有蜂窝状细小孔洞或呈颗粒状, 有光

泽,质坚硬, 不易折断,断面不平坦, 具特殊臭气。煅干漆呈

大小不一的无定形块状,黑色至黑灰色, 无光泽,表面呈蜂窝

状的细小空洞或呈颗粒状,质轻脆、易折断, 断面粗糙, 无漆

臭。粉末鉴定结果表明生干漆粉末以多角形、棱角形及不规

则形棕黄色透明块状物为主, 似晶体,平行状纹理清晰。煅

干漆粉末以不规则棱角形,无定形黑色块状物为主,不透明,

无纹理。另外,采用漆酚醋酸铅反应及漆酚显色反应进行检

测,煅干漆无反应[ 2] , 说明在炮制过程中漆酚可能已被破坏。

1. 2 干漆的加工炮制研究: 传统炮制方法一般是将干漆置

火上烧枯或敲成小块置锅中炒至焦枯黑烟尽, 取出, 放凉。

范治忠以小木漆所产生漆为原料,对比研究了干漆炒制和扣

煅两种炮制方法的火力、锅温、时间以及损耗率等数据, 认为

干漆的炮制应以锅温 220 ! 左右, 中火快炒 5 min 或锅温在

260 ! 左右, 中火锻制 8 min 为宜[ 3]。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

研究所为满足临床要求, 在实践过程中摸索出一套炮制干漆

的方法, 具体方法就是将大块干漆砸碎后用火点燃, 着火后

及时翻动, 待表面燃烧后及时将明火用水扑灭, 堆在一起让

暗火焚烧, 直到将干漆内的油烧尽为止,摊开, 再用水扑灭暗

火, 凉干、粉碎备用, 采用这种方法可以用于大批量炮制处理

干漆以供临床使用[ 4]。

1. 3 干漆的药理与临床研究

1. 3. 1 干漆的药理作用研究: 研究表明干漆浸膏能延长小

鼠常压和减压耐缺氧存活时间, 能部分对抗垂体后叶素

( pit)引起大鼠心电图的 ST 段、T 波上移; 对大鼠血小板血

栓形成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干漆与戊巴比妥钠有协同作用,

LD50为( 3. 28 ∀ 1. 05) g/ kg。复方干漆系干漆与活血化瘀药

川芎等组方, 对小鼠血小板形成有一定抑制作用,这与干漆

能够临床治疗冠心病相符[ 5]。

另外,有研究表明干漆具有解痉作用;干漆醇提取物对离

体平滑肌具有拮抗组胺 5 羟色胺、乙酰胆碱的作用, 与抗组胺

药、麦角酸二乙胺及阿托品作用相似,但强度较弱[ 6]。小剂量

时,干漆能使蛙、兔心脏收缩增强,搏动增快,舒张充分, 因而

搏动量增加, 还能使动物血管收缩,血压升高,瞳孔散大; 而大

剂量时,对心脏有抑制作用, 麻痹中枢神经系统[ 7]。干漆提取

液能明显延长凝血时间, 具有抗凝血酶作用。

1. 3. 2 临床应用研究: 干漆具有破瘀、消积、杀虫等功效, 临

床可用于治疗臌胀、肝硬化、肠易激综合征、血栓闭塞性脉管

炎、瘀血型颅脑损伤、慢性盆腔炎、子宫内膜异位、血吸虫病、

猪囊尾蚴病、丝虫病和肿瘤 ,其中对慢性盆腔炎和子宫内膜

异位的总有效率达 94%左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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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郁金、仙鹤草、五灵脂、白矾、硝石、干漆(制)、枳壳(麸

制)、马钱子粉制成的平消片(胶囊)具有活血化瘀、止痛散

结、清热解毒、扶正祛邪之功效,临床主要用于肿瘤的辅助治

疗,具有缓解症状、缩小瘤体、抑制肿瘤生长、提高人体免疫

力以及延长患者生命等作用[9]。该药自 1958 年就已经开始

在临床上用于治疗各类癌症, 对肺癌、肝癌、食道癌、骨肿瘤

均具有一定疗效,总有效率 64. 5%在右[ 10]。而且平消片(胶

囊)对各种晚期恶性肿瘤有较好的治疗作用和症状缓解作

用,并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病人食欲增加和精神好转, 疼痛

减轻后睡眠改善;多数病例在治疗期间病情稳定, 而且该药

不良反应小[11]。平消片(胶囊)在临床上也可以结合放、化

疗对各类癌症的进行治疗, 可提高放、化疗效果, 减轻由放

疗、化疗引起的不良反应, 延长患者寿命,提高生存率和生活

质量,减少复发率及远处转移[12, 13] ; 尤其可改善化疗药物对

骨髓的抑制[14]。另外, 平消片 (胶囊)在临床上也可用于乳

腺增生等疾病的治疗[15]。

除平消片(胶囊)在临床上应用较广外,以干漆组方的大

黄蟅虫丸在临床上也多有应用,大黄蟅虫丸具有驱瘀生新之

功效,临床主要用于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脑血栓以及

静脉曲张等疾病的治疗[16]。

2 生漆的化学成分研究

目前有关干漆化学成分研究尚未见报道,但干漆由生漆

干燥加工而来,故生漆的化学成分研究对于干漆成分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生漆的主要成分为漆酚、漆酶、漆多糖和水

分[7]。此外 ,生漆中还含有油分、甘露糖醇、葡萄糖和微量的

有机酸、烷烃、二黄烷酮以及钙、锰、镁、铝、钾、钠、硅等元素,

还发现有微量的 , 不饱和六元环内酯等挥发性致敏

物质[8]。

2. 1 漆酚类物质: 漆酚是生漆的主要成分, 为黄色黏稠液

体,是由饱和漆酚、单烯漆酚和三烯漆酚等异构体组成。它

溶于多种有机溶剂,不溶于水。根据结构分析和漆酚同系物

的合成证明,漆酚是一种具长侧链的邻苯二酚取代物, 侧链

的位置、碳原子数目、不饱和程度因漆树品种不同而异。漆

酚是生漆固化成膜的基本反应物, 构成漆膜的基本骨架, 直

接影响漆膜的光泽、附着力、韧性等性能。漆酚类化合物容

易发生氧化聚合反应, 分离时常将漆酚衍生化后进行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 采用气相色谱从中国生漆中分离出 21 个

硅醚化漆酚[19]。

采用 H PLC M S 不经衍生直接从韩国生漆中分离了 21

个漆酚类化合物[20] ,验证了以往采用衍生化分析漆酚类化

合物中存在有 C17漆酚和漆酚同分异构体的结果, 为漆酚类

化合物的分析开辟了新的途径。

2. 2 漆酶类物质: 漆酶是存在于生漆中的一种含铜的多酚

氧化酶,是生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催化作用下使漆酚在

常温下固化。漆酶不仅能催化漆酚氧化聚合成膜,而且能催

化多元酚和多氨基苯氧化。漆酶的量及活化的高低直接影

响生漆的质量。漆酶的本质是含铜的蛋白质,因此提取蛋白

质的方法可用于提取漆酶。另外,对漆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

粗漆酶中含两种漆树漆酶同功酶%、& , 生漆在成膜干燥过

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同功酶% [ 21]。

2. 3 漆多糖: 漆多糖是优良的天然催化剂和稳定剂,它的存

在使生漆中各种成分保持成为稳定而均匀的乳液, 不仅如

此, 漆多糖对于干燥速度和漆膜性能也有重要影响。漆多糖

是一种具有多层分支、结构复杂的酸性杂多糖, 其化学结构

与其来源有关[ 22]。漆多糖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 如抗肿瘤、

抗 H IV、抗凝血作用等[ 23]。

干漆的炮制需经炒制或锻制等高温过程, 因漆酶是一种

蛋白质,漆多糖是一种杂多糖, 推测其中的漆酶与漆多糖在炮

制过程中可能已部分或全部破坏。采用漆酚醋酸铅反应及漆

酚显色反应进行检测,煅干漆无漆酚反应[ 2] , 漆酚类物质的存

在形式尚无法推断,为此,对干漆及煅干漆的化学成分需要进

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为其临床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3 漆树的生物学研究

3. 1 漆树种质资源及其分布:漆树为主产我国的经济树种,

在我国栽培与利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由于各地气候条件、

人文地理条件及数千年来不断人工选育形成了许多特色农

家品种。1978 全国对 14 个省 500 多个县的漆树品种资源

进行了全面调查统计, 以漆树外部形态特征为主要依据, 经

分类鉴定总结出漆树栽培品种 97 个,并依据产漆量大小、漆

酚量高低等指标初步筛选出 47 个优良品种[24]。

漆树在我国的垂直分布幅度一般在海拔 100~ 3 000 m,

以 400~ 2 000 m 分布最多。水平分布范围约相当于北纬

25∋~ 41∋46 ,东经约在 95∋30~ 125∋25 , 东西约 1 500 km, 南北

约 900 km,包括了 24 个省 (市)、区, 500 多个县。秦巴山地、

鄂西高原和大娄山、乌蒙山一带, 四川盆地东侧是其分布中

心,群集度和常见度高, 约相当于北纬 26∋34 ~ 34∋29 , 东经

103∋53 ~ 112∋10 ,在这个区域以外漆树分布逐渐减少。漆树

最适栽培区的年均温在 14 ! 左右, 10 ! 积温在 4 000 ! 以

上, 1 月份均温在 2 ! 以上,年降水量在 700 mm 以上[ 25]。

3. 2 漆树乳汁道研究:干漆由生漆干燥而来, 生漆主要储存

在漆树韧皮部的乳汁道内。乳汁道是由原形成层和维管形

成层发生的, 在漆树各个器官的韧皮部中均有分布。树干的

次生韧皮部中乳汁道数量多, 为采割生漆的主要部位[ 26~ 28]。

根据漆树树皮的横切面和纵切面观察, 乳汁道是一种与

树干平行的长形管道, 在横切面上呈椭圆形或近椭圆形的

孔, 一般分布在两列射线之间, 孔内充满生漆。其四周被一

层原生质浓厚、染色较深的分泌细胞包围, 分泌细胞外围又

由 2~ 3层小型薄壁组织细胞组成的鞘所围绕。乳汁道的长

度一般在 10 cm 左右, 分枝都在漆树主干的切线向, 分枝只

有一级, 无重复分枝现象, 分枝顶端被薄壁组织与相邻的乳

汁道隔开。乳汁道的发育过程可分为 4 个阶段, 即原始细胞

阶段、乳汁道腔的形成和扩大阶段、成熟阶段和衰老阶段。

在初生结构中, 乳汁道原始细胞在原形成层外缘呈莲座状排

列。以后, 原始细胞间的细胞壁中层发生膨胀, 从而细胞间

的细胞壁连接疏松, 接着向各个原始细胞之间呈放射状扩

展。由于这些细胞逐渐增大和细胞的垂周分裂, 迫使它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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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座中心分离而形成腔道, 腔道周围的细胞即成为分泌细

胞。为此,漆树的乳汁道是裂生方式发生的[26]。透射电镜

观察表明,在原始细胞阶段, 细胞内没有发现嗜锇物质, 即生

漆。腔道主要是通过周围分泌细胞的分裂和周围细胞的加

入进一步扩大的,在这个阶段分泌细胞中已有各种大小的嗜

锇滴出现。成熟期的乳汁道分泌细胞中,嗜锇物质的量大大

增加,以后随着乳汁道的不断衰老, 分泌细胞中的嗜锇物质

也会逐渐的减少。漆树中的生漆是由乳汁道的分泌细胞加

工成的次生代谢产物,储存在分泌道腔中。对各器官的乳汁

道发育过程的观察证明在漆树根、茎和叶中的乳汁道都是裂

生起源的,而且它们都是先于初生维管分子分化的, 但在髓

中的少数乳汁道则较根、茎初生结构中的分化晚。在茎和根

的次生结构中,乳汁道存在于次生韧皮部内, 由维管形成层

产生,也是由裂生方式发生[ 29]。

3. 3 生漆的采割: 生漆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在漆树主干树皮

上割口,使生漆流出, 收集而获得,我国传统生漆产区经过多

年实践经验总结出了一整套采割生漆的方法。在此基础上,

陕西、贵州两省先后制定了割漆技术规程并颁布实施。割漆

科技成果的逐步推广应用和割漆技术规程的颁布实施, 对促

进合理采割生漆、提高生漆产量和保护漆树资源等方面起到

了积极作用[30]。

漆树一般实生苗造林 5 年后, 埋根繁殖 7 年后即可采

割。但由于漆树品种、生长条件和管理水平等不同而差异较

大,通常在树干胸径超过 6 cm, 树皮出现裂纹时即可采割。

割漆时间一般从夏至开割, 霜降收刀, 采割期 120 d 左右, 气

温较低的地方 80~ 100 d。采割生漆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割

漆先要准备好割刀、刮刀、蚌壳、毛刷和竹筒等工具, 割口一

般采用 V 字型和柳叶型, 生漆从割口流出由蚌壳收集, 然后

用毛刷收集到竹筒中盛放[30]。

4 结语

近年来,围绕漆树生物学、生漆化学成分等方面国内外

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生漆经干燥、炮

制成干漆后,化学成分可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有关干漆

化学成分的研究尚未见报道。另外,以干漆组方的纯中药制

剂平消片(胶囊)在抗肿瘤方面中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目前

对平消片(胶囊)的研究多停留在临床效果的观察与统计方

面,而对其基础的药理学等研究甚少。为此, 今后应在上述

研究的基础上,对干漆及煅干漆的化学成分及其药理作用开

展系统研究,为干漆的药用机制及临床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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