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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女贞子国内近 10 年来的研究进展
。

包括女贞子的真伪和优劣
、

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
。

女贞子系木犀科植物女贞 iL g 姗 t r “ 。 uI 时 d “ 。 A i t
.

的干燥成熟果实
,

是中医常用扶 正

药物
,

具有养阴气
、

平肝火
、

滋补肝肾等功效
,

临床多用于 白细胞减少
、

高血压
、

急性黄疽

型肝炎等
。

由于其疗效确切
,

引起国内众多专家
、

学者的关注
,

但迄今未见其综述性报道
,

国外未见报道
,

今综述国内近 10 年来的研究进展
。

1 女贞子的真伪和优劣

1
.

1 真伪鉴别

1
.

1
.

1 女贞子与鸦胆子的鉴别
:

女贞子和鸦胆子因其外形大小极为相似
,

混淆现象常 有 发

生
。

1 9 8 7年陈沪宁等对两者的药材性状和粉末显微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和描述 〔1〕
。

金 东

燮等用聚丙烯酞胺凝胶电泳法对两者作了可溶性蛋白电泳研究
。

结果表明
:
鸦胆子 有4 条谱

带
,

其中2条一级宽带 , 而女贞子有 3条谱带
,

皆为一级宽带 c2 〕。

1
.

1
.

2 女贞子与小叶女贞果实的鉴别
:
牛宇东等针对市场上有小叶女贞 L

.

l` h。 ` 果 实伪

充女贞子的现象
,

对两者的性状
、

粉末显微特征
、

薄层层析进行了比较鉴别
,

为保证临床用

药提供 了实验依据 〔 3〕 。

1
.

2 女贞子的优劣
:
女贞子优劣的研究仅涉及到霉变女贞子与酒女贞子的区别

。

据纪 肖华

等报道
,

酒女贞子与霉变女贞子因其均被一层霜状物而极易混淆
,

研究表明
,

酒女贞子
:
除

霜后呈黑色或褐色
,

质地油润
,

霜为白色粉末状
,

手搓无粘腻感
,

显微镜下不见 分生 抱 子

柄
,

具酒香气而无霉气
,

味甘平
。

霉变女贞子
:

除霜后表面呈紫色或黑色
,

霉呈黄白色或黄

绿色
,

手搓有粘腻感
,

显微镜下可见分生抱子柄
,

无酒香气
,

而具霉气
,

味苦涩〔 4〕 。

2 化学成分

2
.

1 女贞子中齐墩果酸的化学研究
2

.

1
.

1 齐墩果酸定量方法
:
荣 勇等用双波长扫描法

,

对女贞子中有效成分齐墩果酸进 行了

含量测定
,

将女贞子粗粉加石油醚回流提取
,

脱脂后
,

再用氯仿提取
, 2批样品测定 结 果见

表 1
。

刘红亚等采用酸水解氯仿萃取同步法提取女贞子中齐墩果酸
,

然后再进行薄层一 比色

测定
,

结果满意
,

并且对不同提取方法的女贞子中齐墩果酸进行了同等条件的含量测定
,

结

果见表 2〔 6〕
。

表 2

表 1

样品

相同提取方法齐墩果酸的含皿

齐墩果酸含量 L了 ) C V 气% )

样品

不同提取方法齐墩果酸的含盆

齐墩果酸含量 (无) C V (% )

:::: :!:; ::):

酸水解氯仿提取

乙醇提取

石油醚脱脂

氯仿提取

;:
2

。

4 5

3
。

0 6

2
.

1
.

2 不 同产地女贞子中齐墩果酸含量比较
:

刘美兰等用薄层扫描法
,

对不同产地的 6种女

贞子进行了含量测定
,

结果表明
,

不同产地的女贞子中齐墩果酸含量不同
,

以河南和湖南产

.
A dd

r e s s :
L i Y

o n g
,

J i l i n P r o v i n e i a l C o l l e g e o f T r a d i t i o n a l C h i n e s e M e d i e i n e a n d M a t e r i a M o d i
-

e a ,
C h a n g c h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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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较高
,

分别为 2
.

93 %和 2
.

4 8 % 〔 7 〕
。

2
.

1
.

3 不同炮制品中齐墩果酸的含量比较
:
殷玉生等采用C S一 93 0双波长扫描仪

,

以石油醚

脱脂一氯仿提取的方法
,

对女贞子的 6种不同炮制品进行了有效成分齐墩果酸的含 量 比较
,

结果为
:

生 品 1
.

06 6% ;
酒灸品 1

.

3 0 60 % , 酒拌炒品 1
.

5 96 % , 酒 蒸 品 1
.

8 98 % , 清 蒸 品

1
.

2 2 9%
。

2
.

2 微量元素
:

通过对女贞子生品及其单蒸品
、

黄酒灸品
、

白酒灸品
、

醋灸品
、

盐 灸 品及

黄酒炖品等 6种炮制品中微量元素成分测定表明
,

女贞子生品含有 11 种微量元素
,

按其 含量

多到少的顺序排列为
:

K > C a > M g > N a > Z n > F e > M n > C u > N i > C r > A g
,

其中前 4种

元素为人体宏量元素
,

Z n 、

F e
、

M n
、

C u
、

N i为人体必需微量元素
。

研究证明
,

炮 制对女

贞子中的微量元素有明显影响
。

李曼玲等观察
,

以黄酒
、

醋为辅料灸过的女贞子中的一些微

量元素的含量比生品高〔 9 〕
。

2
.

3 挥发油
:

将成熟的女贞子洗净
,

晒千后进行水蒸汽蒸馏
,

蒸馏液用 乙醚萃取
,

回 收乙

醚得女贞子挥发油
。

应用 G C一M S一 D S对女贞子挥发油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研究
,

初 步 鉴定

有 20 种挥发性成分
。

结果表明
,

挥发油含有大量醋类
,

醇类和醚类
:

其次是硫酮
、

烃类和少

量胺与醛
,

不含菇烃类
,

这一点与一般植物挥发油不同〔10 〕
。

2
.

4 多糖
:

将女贞子粉碎
,

浸泡
,

水煎煮提取
,

离心
,

浓缩
,

在搅拌下加 乙醇至
、

30 %
,

离

心去沉淀
。

稀醇液加 乙醇至 80 %
,

离心
,

沉淀物透析
,

用 S e v a g e法除去蛋白
,

D 3 01 阴离子

大孔树脂脱色
,

D E A E一蟒维素柱层析
,

收集洗脱液
,

冷冻千燥得棕色粉末
,

即为女贞子多

糖 ( L L P s )
,

经纤维素板层析分析得知
,

它由鼠李糖
、

阿拉伯糖
、

葡萄糖和岩藻糖 4种 单糖

组成
。

红外光谱分析表明
,

L L P S为卜糖贰键连接的多糖 〔11 〕
。

2
.

5 磷脂成分
:

通过对女贞子中磷脂成分的研究表明
,

女贞子中总磷脂含量为 0
.

3 9 %
,

经

薄层分析
,

发现其由溶血磷脂酞胆碱 ( L P C )
,

磷脂酞胆碱 ( P C )
,

磷脂酞乙醇胺 ( P E )

和磷脂酸 ( P A ) 等 7种磷脂组成
,

其中以 P C的含量最高
,

占总磷脂组分的 5 6
.

5 2 % 〔1 2 〕
。

2
.

6 其它
:
吴酒居报道

,

女贞子乙醇提取物经硅胶柱层析
,

以氯仿一甲醇作梯度洗 脱
,

分

离得到除齐墩果酸外还有其他 7种成分
:

硬脂酸
、

植物蜡类
、

熊果酸
、

乙酞齐墩果酸和 甘 露

醇
,

另 2种结构待定〔13 〕
。

3 药理作用

3
.

1 免疫增强作用
:

孙燕等研究表明
,

女贞子水煎剂在体外有明显增强 P H A
,

C o n A和 P -

W M引起的淋巴细胞增殖作用
,

而且还明显地增强并种 ( 人 ) 淋巴细胞引起的大鼠局部移植

物抗宿主反应
,

这种增强免疫的作用
,

至少部分地是通过消除或削弱抑制性 T 细胞的 作用而

实现的〔 1们
。

戴岳等研究结果表明女贞子水煎剂对体液免疫及细胞免疫均有增强作用
,

而 对

网状内皮系统吞噬功能呈抑制作用〔 , 5〕
。

冯作化等研究显示
,
女贞子对 因 T s 活性过高 而引起

的免疫功能低下
,

具有良好的免疫调节作用 〔1 6〕
。

于鲁钢等 报道 了女贞子中多糖具有显 著 的

免疫增强作用 〔 1 1〕 。

3
.

2 抗炎作用
:

戴岳等对女贞子抗炎作用研究表明
,

女贞子水煎剂灌 胃给药对二甲苯 引起

小鼠耳廓肿胀
,
乙酸引起的小 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等均有明显抑制作用

,

认为其抗炎

机制可能涉及 a ) 激活垂体一肾上腺皮质系统
,

促进皮质激素的释放 ; b ) 抑制 P G E 的合成

或释放
,

以及降低豚鼠血清补体活性等几方面〔。
。

3
.

3 降血糖作用
:

郝志 奇等对女贞子降血糖作用的 研究 发现女贞子水煎剂对正常小 鼠及

4 4 2



由肾上腺素
,

四氧嗜陡
、

葡萄糖引起的小鼠血糖升高均有明显的对抗作用
。

由于女贞子果皮

中齐墩果酸含量高达 14 %
,

而齐墩果酸又有明显降血糖作用
,

因此推测齐墩果酸是女贞子降

血糖的主要成分〔 18 〕
。 ’

3
.

4 抗衰老作用
: 赵瑛等揭示了女贞子抗衰防老机制

,

以对高龄鼠脑的过氧化脂质 ( M D A )

的形成和高龄小鼠肝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的影响为研究内容
,

他们将女贞子与维生素 C 作了

对比
,

结果
,

女贞子抑制M D A的形成高于维生素C
,

且提高 SO D 活性也比维生素 C强
,

说

明
:

女贞子具有 一定的抗衰防老作用〔 1幻
。

3
.

5 保肝作用
:
殷玉生等报导

,

女贞子生品
,

酒灸品
、

酒拌炒品
、

酒热品
、

清蒸品以 及 齐

墩果酸溶液
,

均能降低血清牛 S G P T 值
;
将齐墩果酸和不同炮制品进行 比较

,

结果证明
,

除

齐墩果酸降低作用最强外
,

以齐墩果酸含量最高的酒蒸品降低血清中 SG P T能力最佳
,

保肝

作用最强〔 8〕
。

3
.

6 抑制突变作用
: 王郑选等对女贞子抗诱变效应的研究表 明

,

应用果蝇 S L R L试 测法
,

结

果环磷酞胺和乌拉坦能使果蝇致死突变明显升高
,

女贞子对它们有显著的抑制突变作用〔20 〕
。

3
.

7 对变态反应的抑制作用
:
戴岳等对女贞子作了变态反应的研究

,

结果表明
,

女 贞 子煎

剂能够对 I
、

I
、

F 型变态反应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21 〕
。

3
.

8 其它
:
李文明等人通过对四子汤的拆方实验研究

,

表明女贞子能使正常家兔眼 压 有轻

微下降
,

但不能阻止水负荷所致的兔眼压升高。 幻
。

傅乃武等研究发现
,

女贞子能够对抗 H P D

的光争化作用
,

体内应用能够明显减轻H P D 对小鼠的皮肤光敏反应〔“ 3〕
。

杭秉茜等研究表明
,

女贞子及其有效成分齐墩果酸对环磷酞胺及氨基甲酸 乙酷引起的染色体损伤有保护作用〔 2 4〕。

彭悦等报道〔 2“ 〕女贞子 2 09 粗粉 /只
,

对家兔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有预防和治疗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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