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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黄连研究进展

海军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南京 2 1 0 0 9 9) 吉文亮
`

张朝晖

摘 要 胡黄连主要含有环烯醚菇类
、

葫芦素类和酚贰类 3 种化学成分
,

具有明显的保肝利胆作

用
,

有望开发为新一代保肝利胆药
。

关链词 胡黄连 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

胡黄连为常用中药材之一
,

始见于《唐本

草 》
,

具清热凉血
,

燥湿消疮作用
。

用于小儿惊

痈
、

疮积
、

泻痢
、

骨蒸劳热
、

自汗
、

盗汗
、

吐血等

症
。

1 9 6 3 年以前
,

《中国药典 》收载的胡黄连

均为主 产印度的胡黄连 尸 ci or hr i za k u

~ oa

R o y l e e x B e n t h
. ,

7 0 年代以前
,

我 国胡黄连

药材一直依赖进 口
。

1 9 6 5 年在我国西藏东南

部及云南西北部发现了同属植物 尸
.

cs r
op h u -

za r i a e f l o r a P e n n e l l
,

定名为西藏胡黄连
。

通过

与印度胡黄连的比较
,

证明两者在生药形态
、

组织
、

水浸出物
、

醇浸出物及苦味度等方面非

常相似
,

可以代替印度胡黄连药用 [lj
。

1 9 7 7一

1 9 9 5 年
,

《中国药典 》收载的胡黄连品种均改

为西藏胡黄连
。

《中药大辞典 》中胡黄连的来

源为印度胡黄连和西藏胡黄连两种
。

现将有

关胡黄连化学成分和药理研究的报道作一综

述
。

1 化学成分

胡黄连 主要含有三大类成分
,

分别为环

烯醚菇类
、

葫芦素类
、

酚贰类
,

另外还含有少

量的芳香酸和 D
一

甘露醇
。

1
.

1 环烯醚菇类
:

从印度胡黄连中提取分离

到 7 种环烯醚菇类化合物 2[ 一 6〕 (图 1 )
,

其中胡

黄连苦贰 ( p i e r o s id e l 一 l )的含量最高
。

从

西藏胡黄连中除得到上述的 p ier os ide l ~

l 外
,

还得到另一种独有的环烯醚菇贰 ua uc
-

b i n [ ,
, “〕 (图 2 )

。

H O H 0

p l C

p l C

r o s id e

r o s id e

R l

e in n a m o y l

凡

H

v a n i l l o y

P i e r o s id e
子

仗
_

H

尤~ ~
H - 义` 夕含月 JH

r e r o n i e o s id e

m in e e o s id e

6
一
ef r u l o y l e a t a P o l

e a t a l P o l

b e n a o y l

t r a n s 一 i s o f e r u lo y l

t r a n s 一 f e r u lo y l

H

图 1 印度胡黄连中环烯醚菇类成分的结构

1
.

2 葫芦素类
:

印度胡

黄连中的葫芦素类化合

物 较 多
,

达 30 余

种 〔 9一 ’ 3〕 ,

而从西藏胡黄

连 中仅分离到 2 种 7[j
,

a
uc

u b in

图 2 a u e u b in 的结构

,
A d d r e s s :

J i W e n l i a n g ,

D e p a r tm e n t o f P h a r
m

a e o g n o s y o f N a v a l M e d i e a l

吉文亮 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专业
,

获学士学位
,

现任南京海军医
教学及中药研究

,

目前主要从事中药西藏胡黄连的化学及药理方面的研究
。

.

5 4
.

C o l l e g e ,

N a n j in g

学高等专科学校生药教研室助教
,

从事生药学



分别为 25
一

乙酞氧基
一

2件葡萄糖氧基
一 3, 1 6

,

20
, 一

三经基
一

1 9
一

去甲基羊毛 幽烷
一

5
,

2 3
一

二烯
-

2 2
一

酉同; 2件葡萄糖氧基
一

3
,

1 6
,

2 0
,

2 2
一

四经基
-

9
一

甲基
一

1 9
一

去甲基羊毛街烷
一 5

,

24
一

二烯
。

此两

成分印度胡黄连中亦含有
,

西藏胡黄连在化

学成分方面是否与印度胡黄连一致
,

尚需进

一步研究
。

1
.

3 酚贰类
:

从印度胡黄连中分到 p iec ni 和
a n d r o s i n [ 5〕 (图 3 )

。

国内学者从西藏胡黄连中

亦分离到
a n d or s i n 川

,

其中的贰元 4
一

轻基
一

3
-

甲氧基 苯乙 酮 (商品名 A p oc y ni n ) 的活性研

究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

H
a C

0 H
R = H

R = O C H 3

P I C e l n

a n d r o s in

图 3 胡黄连中酚试类化合物的结构

1
.

4 芳香酸
:

从印度胡黄连中得到香草酸
、

肉桂酸和阿魏酸 2[,
3:

。

2 药理作用

2
.

1 保肝作用
:

最近的研究表明印度胡黄连

对抗肝细胞毒性的主要成分为 p i c or s ide l

和 I
,

体外实验表明它们既可对抗补体介导

引起的培养肝细胞毒
,

又可对抗 C CI
`

引起的

肝细胞毒性 [“
,
, 5〕 。

Pi o or h v 为印度胡黄连中活性成分胡黄

连苦贰 I 和胡黄连贰 k( ut k os di e )制成的标准

化制剂
,

对其保肝作用作了一系列研究
,

发现

C C 1
4 仁̀ 6〕

、

硫代乙酞胺 ( t h i o a e e t a m id e ) 〔
` 7〕

、

单响

尾 蛇 毒蛋 白 ( m o n o e r o t a l i n e
) [ , `〕及半 乳 糖

胺 1[ 9」引起的大鼠肝损害
,

条草 A m a
nt l’a P h a l

-

zo i j e s [, 。〕毒化的大鼠肝脏
,

黄曲霉毒素 B
l [2 `」

引起的大鼠急性肝毒
,

其肝脏中 5牡核甘酸

酶
、

下
一

谷氨酞胺反式肤酶及唬拍酸脱氢酶等

一些参数显著增加
,

而葡萄糖
一 6一磷酸酶和 细

胞铬 P 45 。

等水平明显 降低
,

Pi cr ol vi 可使上述

这些生化变化恢复至正常水平
,

揭示 了保肝

作用的机制
。

研究表明
,

对三硝基 甲苯诱发的大鼠高

《中草药》 1 9 9 8 年第 2 9 卷第 1 期

血 脂 症 服 用 P ie r o l iv 后
,

T C ( 4 3% )
、

P L

( 2 5 % )
、

T G ( 3 5% )和脂蛋 白 ( 4 8% )浓度显著

降低
,

Pi cr ol vi 还可使胆固醇引起的脂质参数

L D L
一

T C ( 3 6% )
、

D L ( 3 2% )
、

T C ( 2 6% )
、 a p o -

L D L ( 34 % )
、

v L D L 一 T G ( 40 % ) 显著下 降
:

说

明环烯醚菇类 是通过促进肝脏胆 固醇 的代

谢
,

加速大鼠粪便中的胆酸和脱氧胆酸排泄
,

从而起到肝保护作用
,

从另一角度揭示 了保

肝作用的机理卿:
。

服用 k u t k in ( p i e r o s id e l 和环烯醚菇贰

混合物 ) 的小鼠
,

再服用致死量冻干条覃菌后

能够存活下来
,

这种保护作用 明显优于 Si h
-

b in i n [2 3〕。

还可治疗乳氨和 贝氏 ( B e r g h e i )疟原

虫引起的肝损害匡
子

。

2
.

2 利胆作用
:

Pi cr ol vi 具明显的剂量依赖

性的利胆作用 (3 一 12 m g k/ g 胡黄连 x 7 )
,

在

清醒大鼠和麻 醉豚鼠体内均可对抗醋氨酚
、

乙炔雌二醇及 C CI
4

引起的胆汁堵塞
,

其作用

明 显 优 于 抗 胆 汁 堵 塞 剂 水 飞 蓟 素

( 5 i l y m a r i n ) 〔
2 5

,
2“口

。

2
.

3 抗菌消炎作用
: a p o e y n i n 为

a n d r o s i n 的

贰元
,

也是一种活性物质
。

以胶原诱发大 鼠关

节炎
,

14 d 后测定
,

发现一开始就服用 Pa oc y
-

ni n
的大鼠

,

关节炎恢复明显优于对照组
,

而

且血浆中胶原抗体水平恢复正常
,

血浆中 IL
-

6 水平也低于对照组
。

说明口服 Pa oc yn ni 可

以保护 W A G /Ri j 大 鼠关节炎 产 生免 疫作

用
;
同时还发现 Pa oc y ni n

在体外对能够释放

超氧化酶和 R o s ( r e a e t iv e o x y g e n s p e e ie s )的

细胞非常敏感
,

对超氧化酶缺乏的细胞不敏

感
,

可抑制 中性细胞过氧离子 ( 0
2
) 释放

。

pa oc y ni n
还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

,

能抑制凝

血嗯烷的形成
,

但可促进前列腺素 E :

和 F Z。

的产生巨2, 〕 ;
同时还发现

a p o e y n i n 对花生四烯

酸引起的血小板聚合有非常明显的抑制作

用
,

可 能是 由于 抑 制 凝血 嗯 烷形 成 引 起

的 [ 28〕。

2
.

4 抗哮喘作用
: a n d r o s i n ( 1 0 m g / k g

,

P
o
)

可在豚 鼠体内抑制变态原和 P A F 引起的支

气管阻塞
,

表现为抗哮喘作用卿口
。

印度胡黄
。

5 5
。



连根粉末可降低豚鼠对组胺和拟交感胺的敏

感性
,

与支气管扩张药异丙肾上腺素及麻黄

碱同用有协同作用〔30j
;
对乙酞苯酮类化合物

进行了抗哮喘作用构效关系的研究
,

用 P A F

和 (或 ) 卵蛋 白诱发支气管狭窄
,

大多数情况

下贰元的作用优于相应的葡萄糖贰
,

并发现

在
a n d r o s i n s 位加上一个甲氧基 ( 3

, 5
一

二 甲

氧基
一

4
一

轻基苯 乙酮
, a e e t o s y r in g e n i n )

,

是所

研究的 25 种苯 乙酮类化合物中抗哮喘作用

最强的 [川
。

2
.

5 其它作用
:

印度胡黄连提取物除了对家

兔有利胆作用外
,

对大鼠子宫有收缩作用
,

对

蛙心有抑制作用
。

印度民间还用于治疗慢性

痢疾
,

有确切的疗效
。

以西藏胡黄连为主要成

分
,

配伍其它中药组成的复方
,

可缩短小儿痢

疾的病程
,

与国外报道相似
。

综上所述
,

印度胡黄连极有可能成为新

一代的保肝利胆药材
,

但国内尚未有关于西

藏胡黄连的药理报道
,

西藏胡黄连是否也具

有保肝利胆的作用
,

可否完全代替印度胡黄

连入药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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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估计为母延胡索内部有两个生长点造成

的
,

但此种特性非固定遗传
,

即双生块茎不一

定在下一年仍产生一个新的双生块茎
,

而是

其在生长过程中随机产生的变异
。

在对多年生野生延胡索块茎 内部结构的

观察中
,

可见其新生芽点通常在母块茎靠上

端的部分
,

是否可以 由块茎上半部独立更新

繁殖新块茎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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