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茱英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

中日友好临床医学研究所药物药理室 (北京 1 0 0 0 2 9) 赵世萍
夸

付桂香

摘 要 从株 木属 山茱英中分到一些新的化合物
,

主要为环烯醚菇类
、

拜质等
。

综述了 山茱英在免

疫系统
、

降血糖
、

抗休克
、

强心方面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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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rn u s q f/ 玄c in a lis S i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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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 Z u 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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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燥成熟

果肉
。

味酸
、

涩
,

入肝
、

肾经
,

是中医常用的名

贵药材之一
。

笔者仅将近年来有关化学
、

药理

方面研究的最新进展作一概述
。

1 化学成分

曾报道 山茱英 中的主要成分是 山茱英贰

(c o r n in )即 马鞭草贰 (v e r b e n a lin )
、

皂贰
、

靴

质
、

熊果酸 (u r s o lie a e id )
、

没食子酸
、

苹果酸
、

酒石酸及 Vi t A 〔‘〕 。

近年来又分到了一些新

的化合物
,

主要为环烯醚菇贰类
、

靴质类等
。

1
.

1 环烯醚菇贰类
:

已分到 8 个单体
,

含量

最高的是马钱素 (lo g a n in )
、

莫诺贰 (m 。 : r o n i
-

s id e )
。

分到璋牙菜贰 (sw e r o s id e )及 7
一

: }j基莫

诺贰 (疑为提取过程中的次生产物 )〔
2〕 。

分到

新化合物脱水莫诺贰及首次从该植物中分到

7
一

脱氢马钱素 (7
一

d e hyd r o lo g a n in )〔
3〕 。

分到一

个新 的双环烯醚菇贰类化合物
,

称为山茱英

新贰 (c or n us id e )
,

该贰中马钱素和莫诺贰两

部分通过醚键相连接
以 〕。

从制英肉中分得 7
-

乙氧基莫诺贰 (可能是由于乙醇的提取
,

也可

能因酒的炮制产生的次生物 )〔
5 , 。

1
.

2 靴质类
:

近期从山茱英中共分得 n 个

揉质类化合物
,

包括 4 个没食子酸靴质和 7

个揉花靴质
,

其中 3 个是含橡撬 酞基的揉花

靴质
,

包括单体株木素 B (c o r n u s iin B )
、

二聚

体梓木素 A 和三聚体梓木素 C ;另外 4 个分别

为 水 杨 梅 素 D ( ge m in D )
、

异 诃 子 素

(is o t e re h eb in )和特里马素 (te llim a g r a n d in )

I及 l 〔6
,

, 〕 。

1
.

3 其它
:

从山茱英中分到 各谷街醇
〔3

,
4〕 ,

并

首次从该科植物 中分到 2 个糠醛类化合物
,

为 5一经 甲基糠醛和 5
,

5 , 一

二甲基糠醛醚
〔3〕 。

还

分得原儿茶酸和 3
,

5
一

二经基苯甲酸
〔‘

,
5 , 。

2 药理作用

2
.

1 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

发现山茱英水煎剂

能使小 鼠胸腺明显萎缩
,

减慢 网状内皮系统

对碳粒廓清的速率
,

能抑制 SR BC (绵羊红细

胞 )或 D N C B (2
,

4
一

二硝基氯苯 )所致小 鼠迟

发性超敏反应和减轻 D N C B 所致的接触性

皮炎
,

但是
,

它能升高小鼠血清溶血素抗体和

血清抗体 Ig G 含量
〔的 。

发现山茱英中的糖类

有 明显促进免疫反应的作用
〔” ;
熊果酸在体

外能决速有效地杀死培养细胞
,

使培养淋 巴

细胞几乎完全失去淋转
、

白细胞介素
一

2 生成

及 L A K 细胞 (淋 巴因子激活 的杀伤细胞 )产

生的能力
;
但腹腔注射熊果 酸的小 鼠上述 3

种免疫指标均 明显提高
;
无论体外还是体内

,

合适浓度的马钱素则对这 3 种指标均有促进

作用
,

高浓度则有抑制作用
;总贰呈现 明显的

抑制作用
〔‘的 。

进一步研究了总贰对细胞免疫

其他方面的作用
,

并与临床上广泛应用的免

疫 抑 制剂 环抱霉 素 A 的 作 用 进行 了 比

较
〔“

,
‘2〕 ,

发现 山茱英总贰部分体内外均能抑

制小鼠和人的混合淋 巴细胞反应 (M L R )〔
‘3〕 ,

体外能抑制细胞毒性 T 细胞 (C T I
J

)的诱导

和增殖
,

且抑制浓度随剂量增加
,

还能抑制 白

细胞介素
一

2 受体的表达
。

总贰部分的抑制主

要作用于 IL
一

2/ IL
一

2 受体系统
。

总贰部分与

环抱霉素 A 对上述免疫反应的抑制作用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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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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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多相似之处
,

二者在淋转
、

M L R
、

c T L 增

殖等方面有协同抑制作用
,

但在某些方面则

表现出差异
〔, ’〕。

采用小鼠心肌移植法对山茱

英总贰的抗排异效果进行了初步观察
,

发现

总贰组能将移植心肌存活时间由 9
.

2 士 1
.

Z d

延长到 1 7. 4 士 6. 7 d
,

同时也表现出与环泡霉

素 A 的协同效果
〔‘3〕。

2
.

2 抗炎作用
:

山茱英水煎剂能抑制醋酸引

起的小 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增高
,

大鼠

棉球肉芽组织的增生
,

二 甲苯所致的小 鼠耳

廓肿胀以及蛋清引起的大鼠足垫肿胀
,

并能

降低大 鼠肾上腺 内抗坏血酸含量
,

证实了该

药的抗炎效果
〔‘4〕 。

发现山茱英总贰不仅能抑

制由角叉菜胶所致的大
、

小 鼠非特异性足爪

肿胀
,

对弗 氏完全佐剂所致的免疫性炎症模

型

—
大鼠佐剂性关节炎也有显著抑制作

用
,

这
一

与上述的总贰具有免疫抑制作用是一

致的
〔15 〕。

2
.

3 降血糖作用
:

80 年代初期
,

通过对八味

丸的拆方研究
,

发现其中只有 山茱英对链佐

霉素 (s t r e p to z o t o e in )所形成的糖尿病大 鼠有

降血糖作用
,

并进一步弄清其有效的主要成

分为熊果酸
〔‘6 〕。

发现山茱英醇提物对正常大

鼠的血糖无明显影 响
,

而对由肾上腺素或四

氧啥吮诱发的糖尿病模型动物有明显的降血

糖作用
,

并能降低高血糖动物的全血粘度和

血小板聚集性
,

认为山茱英可能对 I 型 (胰岛

素依赖性 )糖尿病人有治疗效果
〔‘’〕。

2
.

4 抗休克
、

强心作用
:

用山茱英注射液静

脉给药
,

观察到能升高休克动物颈动脉血压

和增 加血压心搏波振幅
〔‘8〕 ;
亦有抗动物失血

性休克作用
,

在足量补液的情况下
,

能显著延

缓 失血而造成 的血压下降
,

延长其存活时

间
〔‘9〕 。

山茱英注射液能增加心肌收缩力
,

提

高心脏效率
,

扩张外周血管
,

增加心脏泵血功

能
〔川

。

这些都对改善失血性休克有着重要意

义
。

最近临床上 已见重用山英肉救治成功的

病例报道
〔21j

。

此外
,

山茱英还有抑菌
、

保肝等

作用
。

综上所述
,

山茱英对免疫反应有着多种

作用
,

就其水煎剂而言
,

也有多样的效力
。

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山茱英总贰部分对免疫抑制

的效应
,

若加以深入研究
,

有望开发为用于免

疫性疾病的一种辅助用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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