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 徽 贝 母 的 研 究 概 况

安徽省医学情报研究所 (合肥 3 20 0 61 )李安荣

安徽贝母 尸 r
it̀ l I a,

·

i a a n h : ,
i

e n s i s 5
.

C
.

C h e n e t 5
.

E
.

Y i n ( 简称皖贝 )
,

主要 产于安

徽省大别山区
,

80 年代经鉴定为百合科 贝 母 属 新

种〔 1〕
。

一

早在清光绪年间
,

此药已载入物产 史 籍
,

并在民间广泛使用
。
1 9 9 0

~
0 2

,

国家卫生部 批准该药

为 I 类新药
。

今对近年来皖贝化学成分
、

药理学作

用及临床试验作一概述
。

1 皖 贝的化学成分

李清华等〔 2〕从皖贝的鳞茎 中用有机溶 剂 提取

分离出 4种生物碱
,

碱 I 一 万
。

用酸性染解F比 色法

测定了皖贝总生物碱 的含量为 0
.

43 万
,

高 于 浙 贝

( 0
.

2 5 % ) 和川贝 ( 0
.

0 9 2% )
。

用薄层扫 描法测定

表明
,

皖贝中游离生物碱约占总生物碱 的95 %
。

碱

I 为浙贝乙素 ( v e r t i e i n o n e ,

P o i m n i n e ) 即

s a ,

1 4 a 一 c e v a n i n e 一3 一日
,

2 0分一 d i h y d r o x y 一 6 -

o n e 。

碱 I 为贝母辛 ( p e im i s i n e )
。

碱 I 为 异浙

甲素 ( i s o v e r t i e i n e )
。

碱 N为小白色簇 晶
,

熔

点 2 5 1一 2 5 3
“

C , 〔 a 〕 D 一 5
.

7 1
0 ,

分子式 C
: 7 H ` 。 -

N O 。 ,

分子量 43 1
,

通过质谱分析
,

其碎片裂解规

律显示出 C 一去甲一D 一
异留生物碱的特征

,

为浙贝甲

素的同分异构体
,

其立体化学结构推定为 s a ,

1月a ,

2 2另一 e e v a n i n 一
3日

,
6 a ,

2 0日一 t r i o l
。

该物质 是 贝

母属植物的一个新生物碱
,

定名为皖贝甲素 ( w a -

n p ie in n e A )
。

薄层层析显示
,

皖 贝与浙贝总生

物碱中异浙甲素与贝母辛的含量有显著差异
,

皖贝

中异浙甲素含量大于皖 贝 甲素
。

薄层层析图谱表明

原点的生物碱为极性大的生物碱及生物碱试
。

李清华等〔 3 〕还从皖贝醚溶性部分中分得 4种结

晶
,

晶 I 一 万
。

晶 I 为日
一
谷留醇

;
晶 I 为 胡 萝 卜

试
;
晶 l 为 e n t

一

k a u r 一
1 5一 e n 一 1 7一 0 1 ;

晶 F 为 e n t
一

k -

a u r a n 一
1 63

,
1 7一 d i o l

。

2 药理学研究

2
.

1 镇咳试验
:

汪丽燕等〔 4 , 5 〕用戊巴比 妥 钠 15

m g / k g及苯巴比妥钠 75 m g / k g给猫 混 合 腹 腔 麻

醉
,

电刺激喉上神经引出典型而稳定的咳嗽反应
,

经腹腔注射皖贝醇提物 4 9 / k g( 生药 )
,

每隔 20 m in

按原条件刺激
。

结果显示
,

用药后猫的咳嗽强度和

咳嗽次数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
,

60 Iin n 产生显著

的镇咳作用
,

持续2 一 3 h
。

皖贝与川 贝比较
,

两 者镇

咳作用无显著差异
,

而皖贝与浙贝比较
,

前者的镇咳

作用明显优于后者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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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祛痰试验
:

给予大鼠皖贝醇提物 15 9 / k g ( 生

药 ) 灌胃或总试 26 m g / k g 口服
,

记录给药 亡祀 h 的

痰液正常分泌量
,

给药后再继续观察 s h
,

比较给药

前后平均每小时的分泌量
,

并以给药后每小时分泌

量如为正常值的 17 0% 认为有祛痰作用
。

结果表明
,

呼吸道分泌量显著增加
,

用药前后自身对照
,

差异有

显著性 (尸 < 0
.

0 0 1 )
。

量效关系研究发现
,

总试最小

有效 最为 1 2m g / k g
,

最大有效量为 59 m g / k g
,

在

此范围内祛痰效应随剂量的增加而增强
。

3 临床试验

张少鹤等〔 6 〕将 82 例按中医辨证属痰热型的急
、

慢性支气管炎病人分成甲乙 2组
:

甲组切例作 为 对

照组
,

乙组 42 例为治疗组
。

根据 1 9 7 9年全国制定的

慢性支气管炎病情判断标准
,

按咳
、

痰
、

喘症状与

哮喘音的范围与程度
,

把病人分为轻
、

中
、

重 三

度
。

给药方法
: 3次 / d

,

每 次 5粒 胶 囊 ( 含生 药

0
.

3 9 )
,
7 d为 1疗程

,

一般不给予消炎药或抗生素
。

结果显示
,

皖 贝止咳有效率 95 %
,

祛 痰 有 效 率

8 0 %
,

平喘有效率 90 %
,

临床控制与显效率达 7 5%
,

对痰热型慢性支气管炎疗效在 78 %以上
。

4 毒副作用的研究

4
.

1 汪丽燕等〔 5〕用皖贝醇提物 o
.

12 m g / k g给猫腹

腔注射
,

观察呼吸
、

血压及心电图均无异常改变
。

给予大
、

小鼠皖贝醇提物 ( 或皖贝粉混悬液
,

相当

于临床量的 120 倍 ) 12 9 / k g灌胃
,

观察 7 d ,

结 果

大
、

小鼠全部活动如常
,

毛色
、

进食均正常
。

小鼠

皖贝醇提物灌胃最小致死量为40 9 / k g
,

相当 于 临

床用药量的 3 00 多倍
。

4
.

2 长期毒性试验
:

豚鼠 9只
,

家兔 4只
,

用皖贝

醇提物 6 9 / k g连续灌胃20 d ,

给药前后分别 测定肝

肾功能
,

结果均在正常范围
。

E C G检查亦未 见 异

常
。

气管
、

心
、

肝
、

肺
、

肾
、

脑
、

食管
、

胃肠
、

胰

及肾上腺等作常规病理切片检查
,

见气管及支气管

粘膜中杯状细胞大量增生肥大
,

数量增多
,

管腔 中的

分泌物明显稀薄
,

且有的上皮内可见粘液湖
,

其他

脏器均未见异常变化〔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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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
、

体外均可显著延长血凝时间
,

并延长凝血酶元时间 , 灌胃给药
: 50 m g / k g

,

小 鼠凝

血时间延长 3 19 % , 37 m g / k g家兔凝血酶元时间延长 40 %
。

茶叶多糖还可显 著延长血栓 形成

时间
,

缩短血栓长度
,

起到抗血栓的药理作用
。

灌胃给药 37 m g / k g
,

可抑制家兔实验性血栓

形成
,

血栓形成时间明显延长
,

血栓长度缩短 , 血小板数减少 20 %
,

血小板粘附率降低 43 %
,

全血粘度及血浆粘度 分 别降 低 16 %和 11 %
,

红细胞压积降低 20 %
,

血沉增加 75 %
,

灌胃给

药 40 m g / k g
,

豚鼠纤维蛋白溶 解 酶活力增加” %
。

2
.

5 防龋作用〔17 〕:
茶多酚是一类以儿茶素为主体的营养物氧化作用的酚性化合物

,

茶中儿

条素含量占茶多酚的80 %
。

现代研究证实
,

茶单宁对病原菌的生长
、

发育有抑 制 或 杀 灭作

用
。

变形链球菌为主要致龋菌
,

茶和儿茶素明显影响变形链球菌的生长
、

产酸和对玻棒的粘

附
。

而且随着茶浓度的上升
,
对变链菌的生长抑制愈明显

,

儿茶素的最佳抑菌浓度在 0
.

25 纬

~ 0
.

5 %之间
。

2
.

6 对 H I V逆转录酶的抑制作用〔18〕:
绿茶提取物主要含 4种多酚类化合物

,

即没食 子酞表

没食子儿茶素 ( EG C G )
、

没食子酞表儿茶素 ( E C G )
、

表没食子儿茶素 ( E C G ) 及表儿

茶素 ( E C )
。

在筛选抗 H I V化合物中
,

发现绿茶提取物可抑 制 H I V二逆 转 录 酶 的 活性
。

E G C G及 E C G是 H I V逆转录酶的强抑制剂
,

I C 。。

分别为 0
.

0 0 6 6及 0
.

8 4卜m o l / L
,

E G C G 的

抑制作用 比治疗艾滋病首选药 A Z T的三磷酸化合物A Z T T P还要强
。

动力学研究表明
,

E G C G是 H IV 逆转录酶底物 d T T P的非竞争性抑 制剂
,

是模 板 ( r A )
、

( d T ) 12一 15的混合型抑制剂
。

综上所述
,

茶叶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
,

不但具有预防肝癌
、

胃癌
、

肺 癌
、

抗 氧 化 的作

用
,
而且还有降血酷

、

抗动脉粥样硬化
、

杭血栓
、

抗艾滋病病毒等作用
,

是一种很有开发前景

的天然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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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少鹤等〔的对 40 例急
、

慢性支气管炎服药前

后不良反应进行了临床观察
:

给病人皖贝胶囊 5粒
,

3次d/
,

用药 7d
,

治疗前后进行血
、

尿常规检 查
、

肝功能 ( 血胆红素定量
、

血清白蛋白
、

球蛋白
、

谷

一
忿 .尸, , , . . . . . . r . . . . . . . . ,曰 . . r .

一
, , ”

.
,

.
,

.

今 考

一丙转氨酶 )
、

肾功能 ( 血尿素氮及肌醉 ) 测定
。

结

果显示
,

除个别病人在急性发作时 白细胞总数及中

性粒细胞分类增高外
,

其余各项检查结果均在正常

范围之内
,

说明皖贝对血浆及肝
、

肾功能近期无毒

副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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