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参与西洋参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与临床应用之别

珠海市中医院 (5 1 9 0 1 5) 万金 志
辛

罗上武

摘 要 对人参
、

西洋参的化学成分进行了比较
,

分析了二者药理作用的不同及着重介绍了在临

床应用上的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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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 P a n a x g in se n g C
.

A
.

M e ye r
与西

洋参 尸
.

qu inq
u

efo li u m L
.

同为五加科人参属

植物的根
,

是临床上常用的益气扶正
,

滋补强

壮要药
。

人参在我国的应用有着悠久的历史
,

西洋参最早载于 清吴仪 路的 《本草从 新 》

(1 7 57 年 )
,

虽然在我国应用也有一百多年的

历史
,

但对其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
、

临床应用

的研究远不及人参
。

近 10 年来由于我国西洋

参引种成功
,

使用已较普遍
,

促进了西洋参的

研究工作[l,
2〕

。

随着对西洋参研究的不断深

入
、

广泛
,

发现二者在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与

临床应用上有着一定的差别
,

笔者试作一探

讨
,

以利临床对证择用
,

扬长避短
,

减少不 良

反应
,

提高用药效果
。

l 化学成分的差异

人参
、

西洋参原植物为同科同属植物
,

所

含大类成分基本相同
,

分别有人参皂贰
、

挥发

油
、

糖类
、

氨基酸
、

微量元素等
,

其中主要药效

成分为人参皂贰
,

二者所含各类皂贰大致相

同
,

有人参皂贰
一

R
。 、 一

R 、1 一

R
b Z 、 一

R
。 、 一

R
d 、 一

R
。 、 -

R
g : 、 一

R
: 2 、 一

R
g 3 、 一

R f 。

但在皂贰总量和
一
R

b l

含量

上有较大的差异
,

见表 1阁
。

表 1 人参与西洋参皂试含t 的差别 (% )

样品 产地 年龄 R b 1 R : 1
总皂贰 R 、, / R 总

人参 东北 5 0
.

4 7 7 0
.

3 2 1 2
·

2 7 2 1
·

0 1

西洋参 美国 4 3
.

1 1 6 0
.

3 60 6
.

2 3 5 0
·

0 2

东北 4 2
.

1 9 7 0
.

3 6 3 5
·

0 4 4 3
·

5 9

从表 1 可以看出西洋参与人参所含皂贰

总量相差 2 倍以上
,

主要来源于西洋参含有

的
一

R
b ,

远高于 人参
,

这一显著差 别必然会引

起人参与西洋参药理作用的差异和临床应用

的不同
。

人参与西洋参含人参皂贰的另一明显区

别在于西洋参中含有一定量奥克梯隆醇型假

人参皂贰 (p s e u d o 一

g in s e n o s id e ) 2 4 (尺 )
一

F
, ,

和

人参皂贰
一

R AO
,

在人参中尚未发现川
。

人参 中
一

R
b。 、 一

R
。 、 一

R
g ,

均高于西洋参川
。

有研究证明它们与兴奋中枢神经
、

强壮
、

抗疲

劳作用有关 [lj
。

人参所含挥发油 的化学成分有倍半菇

类
,

长链饱和梭酸和少量芳烃类
。

其中倍半菇

类是挥发油的主成分
,

吉林生晒参含 15 种倍

半菇类化合物
,

主要有 各金合欢烯
,

俘
一

芹子

烯
、 a 一

古芸烯
、

日
一

榄香烯
,

约占挥发油总 量的

4 6 %
。

西洋参中挥发油的主要成分也是倍半

菇类
,

其中 件金合欢烯约占挥发油 总量的

2 6 % [ 6
,

, 〕
。

人参
、

西洋参均含有人体必需 的常量元

素
,

另外还检测到 20 多种微量元素
。

人参
、

西

洋参中铁
、

铜
、

锌
、

钻
、

银
、

锰的含量相近
,

但西

洋参含铆较低
,

含铝较高 [8j
。

人参
、

西洋参所

含其它成分及其显著不同的药理作用现未见

专题报道图
。

2 药理作用与临床应用的差异

人参
、

西洋参均是补益强身要药
,

但在药

理作用和临床应用上有一些差异
,

研究了解

省
、

市
、

厅科技成果和科学进步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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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的差 异有助 于在使用中对证下药
,

提高

疗效
,

减少不良反应
。

人参味甘
、

微苦
,

性微温
。

能补气
、

固脱
、

生津
、

安神
、

益智
。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人参

药理作用极为广泛
,

涉及人体中枢神经
、

心血

管
、

免疫和消化等系统
,

机体合成代谢
,

性腺

功能等[l0 」
。

然而与西洋参药理作用和 临床应

用有明显差别之 处主要体现在心血管系统
、

机体合成代谢
、

中枢神经系统方面
。

人参能提

高心肌收缩力
,

改善心室纤颤时心跳无力的

状态
,

有似强心贰样作用
,

口服人参后可使血

压升高
,

尿量
、

尿氮及比重增加
,

红细胞
、

血红

蛋 白和白细胞增加
。

对动物大量失血发生的

急性循环衰竭给予人参液后可使心跳幅度显

著加大
,

心率增加
,

有显著的抗休克作用 仁‘’〕
。

人参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
,

治疗剂量能使

反射潜伏期缩短
,

神经传导加快
,

能提高人体

工作能力
,

减少疲劳
。

人参临床上应用的特点

为益气固脱
,

大补元气
,

即人参的强心升压作

用
,

故临床上对于元气虚极
,

体虚欲脱的危重

病症应尽快使用大剂量 人参
,

从速挽救元气

欲脱生命川
。

如出血性休克
、

急性肾炎
、

重度

心力衰竭
、

心肌梗塞
、

并发心源性休克等
,

可

用人参 15 一 30 9 浓煎分服
。

但凡属实证
、

热

证
、

体盛不虚者
,

却不宜用人参〔‘2〕; 若对于慢

性衰弱性疾病
,

如无实
、

热证也可使用人参
,

但宜长时间少量
,

水煎频饮
。

若一次大剂量服

用人参可导致全身玫瑰疹
、

晕眩
、

鼻蛆
。

西洋参味甘
、

微苦
,

性凉
。

能补脾降火
,

生

津滋 阴
,

除烦倦
,

虚而有火者相宜
。

药理试验

表明西洋参有抗心律失常
、

心肌缺血
、

改善梗

塞时的血液高凝状态作用
,

并可降低高血脂

大鼠的脂蛋 白
、

胆固醇 含量
,

其作用较为缓

和
,

需较长时间用药
。

西洋参对血压有一定的

降压作用
,

尤以降低舒张压为明显川〕
。

因此

西洋参补气的作用与人参相比较弱小
,

这与

临床上挽救虚脱
,

大补元气用人参而不 用西

洋参是相符的
。

西洋参临床应用的特点在于

养阴清热
,

生津止渴
。

中医学阴虚证的主要临

床表现为心悸
、

心烦
、

潮热
、

手足心热
、

口干咽

·

5 8
·

燥
、

四肢麻木
、

盗汗
、

遗精
、

腰酸膝软等
。

从生

化角度看
,

有 中医 阴虚证者实验发现体 内
。A MP 高于 正常值

, c G M P 低 于 正常值叫
。

cA MP 和 c G M P 为体内激素的第二信使
,

有

放大传递激素信息的作用
,

调节人体细胞和

物质的代谢合成
。 c G MP 浓度高

,

细胞合成增

加
,

能量代谢降低
, 。A M P 浓度高则 结果相

反
。

同时因西洋参以 含
一
R

b ,

为主
,

含
一

R
b Z 、 -

R
e 、 一

R
g l

均低于 人参
,

故缺乏 人参那样 的兴

奋
、

强壮作用
,

更多地显示出对中枢神经的抑

制作用
,

加上西洋参能提高副交感神经兴奋

性
,

故在 临床上适宜于气阴二虚
,

肺虚 咳嗽
,

肾虚 头晕
,

肝虚贫血
,

中气不 足
,

脾 胃虚 弱

者哪
,
‘6〕

。

由于西洋参所含人参皂贰总量较高
,

使用量不宜超过人参
。

3 结语

笔 者主要从人参
,

西洋参所含人参皂贰

数量
、

种类之异与二者药理作用临床应用之

别作一分析探讨
,

至于所含其它成分对药理

作用的影响以及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之间的

关系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

人参
、

西洋参所含人

参皂贰的不 同与人参功重于 补气固脱
,

西洋

参功重于补阴生津之间关系的研究是极有价

值的
,

它不仅能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医基础理

论提供新的思路
,

而且对中药新药的研究开

发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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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蔑的心血管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心血管病研究所心内科 (2 1 0 0 29) 陆 曙
‘

张寄南

摘 要 从整体
、

器官及细胞分子水平的实验证实
:

黄蔑具有正性肌力作用
;
能保护缺氧和感染病

毒的心肌
,

并能改善心肌细胞的异常电活动
,

有抗动脉硬化
、

扩张血管及降压作用
,

已被有效地用

于病毒性心肌炎
、

冠心病及心力衰竭等的临床治疗
。

关键词 黄蔑 心血管疾病 药理学

我国药典规定
,

药用黄蔑有 2 种
:

豆科植

物 膜 英 黄 茂 A stra g a lu : m e m 乙ra n a c e u s

(Fis eh
.

)B g e
.

和蒙古黄蔑 A
.

m e m bra n a c e u s

B g e
.

v a r
.

m o n g h o lic u s (B g e
.

)H s ia o
的根

。

9 0

年代以来
,

有关黄茂的新的研究报道很多
,

笔

者主要介绍单味黄茂及其有效成分的心血管

药理研究进展
。

1 对心肌的正性肌力作用

实验发现
,

低剂量黄蔑总皂贰 (2 m g )可

加重心衰
,

而中剂量 (4 m g )和高剂量 (8 m g )

有抗心力衰竭的作用 [l]
。

X G A (黄蔑贰 Iv )是

黄茂正性肌力作用的主要活性成分
;
在 50 ~

20 0 拜g / m L 时
,

对离体豚 鼠乳头肌标本产生

正性肌力作用 [2,
’〕

。

有关作用机理的研究
,

各

家报道不一
:

l) 发现黄蔑 口服液并未能抑制

红细胞 A T P 酶活性
,

故推测其强心作用与洋

地黄类强心药不 同
,

可能是通过抑制心肌细

胞磷酸二醋酶 (P D E )活性而加强心肌收缩

的图
; 2) 黄茂皂贰 2 00 阳 / m L 能使培养鼠心

肌细胞静息电位减小 9
.

3 m V
,

这与心肌细胞

静息电位中约有 10 m v 来 自N a
七K 气A T P

酶的报道完全吻合
,

提示黄茂皂贰有强心贰

作用
,

可能是抑制N a+
一
K 十 一

A T P 酶而实现其

强心作用的闭
。

3 )X G A 的正性肌力作用机理

与哇巴因不同
,

可能与钙调蛋白结合钙离子

的潜在作用有关 [2,
3〕

。

2 对缺血缺氧心肌的保护作用

许多实验表明
,

黄茂对缺血缺氧心肌具

有保护作用仁卜
’〕

。

用 I
J a n g e n d o r ff方法及 电子

自旋共振波谱仪观察到黄蔑总黄酮能减少大

鼠心肌缺血
一

再灌注 自由基的产生困
。

黄蔑总

皂贰也有抑制氧 自由基产生
,

减轻梗塞心肌

损伤的作用[7j
。

自黄蔑茎
、

叶中提取的皂贰与

多糖能减轻梗塞心肌的损伤
,

其作用机制与

抑制N a
气K 长A T P 酶和抗 自由基损伤作用

有关[8j
。

黄蔑对缺糖缺氧的培养大鼠心肌细

胞具有肯定的保护作用
,

其机理可能与稳定

细胞膜
,

改善心肌营养和心肌细胞线粒体功

能有关 [ 6〕
。

3 对感染病毒心肌的保护作用

实验提示
,

黄茂注射液对由柯萨奇 B 3

病毒 (C V B 3) 感染 B A L B / C 小鼠 7 d 后所致

心肌炎病变有明显保护作用
Lg」。

黄蔑以及黄

蔑皂贰均有保护培养 S D 大鼠心肌细胞免受

C V B 3 病毒感染的作用仁l0]
。

观察到 黄蔑对

c V B 3 一R N A 的复制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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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u S h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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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 t it u t e o f C a r d io v a s e u la r D is e a s e s ,

T he F i
r s t A f

-

filia t e d H o s p ita l
,

N a n j
陆 曙 男

,

34 岁
,

副主 翻
,

准缀罩宽贯劣粱
士学位

。

从事药物逆转高
中医 心内科专业硕士学位

。

现师从南京医科大

学附属一院心内科张寄南教授 血压病心 构
、

中医药防治病毒性心肌炎及扩张性心肌
病的分子细胞机制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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