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释放
。

而这两种物质是人体内包括前列腺

素和 细胞分裂 素 ( 可 活化淋 巴 和 T
一

细胞 )在

内的几种重要化合物的前体
。

这一结论可 以

解释贯叶连翘 传统上作为抗 炎药使用 的机

制
〔 ’ 5二 。

3结语

金丝桃素是贯叶连翘抗抑郁的 主要活性

成分
,

目前在抗癌和抗病毒方面的活性也逐

渐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
。

金丝桃素具有光敏

活性和光动作用
,

这 使它有可 能作为一种新

的光敏物质应用 于癌症 的光化学治疗
,

同时

也可初步解释其抗病毒机制
。

金丝桃素能抑

制 H IV 及其它一些反转录病毒
,

它通过影响

H IV 复制循环 的装 配与释 放过程抑制 H IV

活性
,

丰富了抗 A I D S 药物的机制
。

我国贯 叶连翘地理分布广
.

应用历史悠

久
,

但长期以来临床应用单一
。

当前国内对贯

叶连翘 的研究多集 中在金丝桃昔类物质上
,

而 对活性很高的金丝桃素及其它活性成分尚

未引起重视
。

若能结合传统用药理论和 大量

临床经验
,

加强对活性成分的开发力度
,

从中

挖掘具有我 国特色 的各类新药
,

必将 产生 良

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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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节草资源的应用与开发

云南思茅地 区 民族传统 医药研 究所 ( 6 6 5 0 0 0) 付开聪
’

连守臣 冯德强 张绍云

摘 要 黑节草 为珍稀
、

濒 危植物之一
,

是我 国传统的名贵中药 材
,

其加工 品
“
西枫 斗

”
是 云南 出 口

创汇 的农特 产品
,

目前野生 资源 已濒临灭绝
。

作者就黑节草资源概况
、

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
、

应用前

景
、

人工集约化栽培和组织 培养等作一系统 阐述
。

关键 词 黑 节草 人工集约化栽 培 组织培养

黑节 草
,

即 铁皮 石解 D
` n d or b爪m ca n -

d i d u m W al l
.

e x L in id
.

为兰科石解属植物多

年附生草本
,

是我国传统名贵药材之一
,

国家

重点保护植物
。

黑节草主要分布在我国云南
、

贵州
、

广 西
、

福建
、

台湾等地
,

以 云 南为 主产

地
。

目前野生资源 已濒临枯竭
,

据不完全统

,
A d d r e s s :

F u K a i e o n g ,

S im a o I n o t i t u t e o f E t h n i e T r a d i t , o n a l C h i n
e ” e M e d , c i几e ,

旦m a
g

_ _
_

_

二
`

~ 二 _
. J .

付 开聪 男
,

1 9 6 8 年生
,

云南墨江县人
,

1 9 94 年毕业于 云南 师范大学生物 系本科
,

同年
_

处限至旦江第二 中 掌
,

从攀生肠
教学

,

1 9 9 6 年调到思茅地区 民族传统医药研究所
,

从事名贵药材组织 培养及 黑节草人工集约化栽 场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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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

云 南一年 的全部野 生鲜品 交易额不超过

50 0 k g
,

可见黑节草野生资源极其有限
。

黑节 草早在 《本草纲 目 》中就 被列为药

用
,

《神农本草经 》列为上 品
,

指出黑节草具有

生津
、

止渴
、

镇痛
、

消除水肿之功效
,

主治热病

阴虚
、

目暗
、

胃弱
、

声音嘶哑等疾病
,

对声带疲

劳
、

声音嘶哑
,

恢复其美音有特殊疗效 … …

解放后
,

黑节草的加工 品西枫斗曾大量

出 口
,

价格为 1 30 0 美元 /公斤
,

历来 被人们

誉为
“

价值千金的草
” 。

6 0 年代末
,

资源枯竭
,

出 口终止
。

因此
,

为保护物种的繁衍
,

有效利

用和开发这一珍稀名贵药材
,

国 家外贸局
、

林

业部
、

中医药管理局投入科研资金
,

依循传统

农业栽培和 现代生物技术两个方 向
,

探索黑

节草开发利用途径
,

其 中云 南省思茅地 区 民

族传统医 药研究所获得突破性进展
,

黑节草

人工集约化栽培成功
,

1 9 9 5 年被国家 中医药

管理局评为科技进步部级三等奖
。

这对进一

步研究开发黑节草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笔者对黑节草资源的利用 和开发情况作一系

统评述
。

l 生境及资源概况

黑节草生长于海拔 9 0 0一 1 s o o m 之间
,

年平均气温 1 2 C 一 1 8 C ;相对湿度在 60 % ~

75 %之 间
,

林 间透光 度在 60 %左 右
,

生长季

节温度 ZO C ~ 2 5
一

C
,

冬季气温 g C 一 1 2 C
,

在

无霜多雾
,

年降雨量为 1 10 0一 1 5 00 m m 之

间的常绿阔叶林 中附生 于 树杆上
,

以及少数

上述环境的石灰岩上
,

野生小种子通过风媒

或虫媒传播成 活率极低
,

成活了的从种萌发

进入到到商品阶段也需 5一 7 年才能采收
。

黑

节草的特殊 生活环境和 自身繁殖极为 困难
,

是造成产量低
、

生长区域小的内在原 因
。

原产

地的广西
、

贵州 已趋灭绝
,

云南省文 山县
、

广

南县
、

丘 北 县
、

师宗 县等 地 有 少量 分布
,

据

1 9 9 8 年的不完全统计
,

全省野生鲜草存储量

也不超过 1 o o o k g
。

当地政府已采取各种措

施严禁任何 内地和外来人员进行野生品的采

收
,

并在思茅大量投资金进行人工集约化栽

培
。

《中草药 》 19 9 9 年第 3 0 卷第 9 期

2 化学成分

目前已 从黑节 草 中分离出 3 0 多种化学

物 质
〔 9

·

l 。 〕 ,

其主要 有效 成分 为 石 解 碱 ( de n -

d r o b i n e )
、

石 解昔 ( d e n d r o b i e o l i n e ) 及其它 生

物活性 物质
,

此外还含有脂 肪
、

蜡
、

街醇
、

淀

粉
、

黄酮
、

有机酸
、

蛋 白质
、

酚性化合物和 其它

水溶性挥发油等
。

同一时期不同部位的黑节草中石解昔含

量不同 (表 1 )
。

表 1 黑节草中石解昔含 t ( % )

部位 花期

0 3 3 4

0
.

1 4 4

0
.

0 7 4

果全熟期

距茎尖 3 c m

距根 3 e m

茎 中段

0
.

6 2 8

0
.

2 5 6

0
.

11 2

注
:

测试 材料采 自云 南文山 5 年生植株

黑节草含有人体所需的 18 种氨基酸
,

其

中 7 种 为人体所必须 的
。

总氨基酸 含量为

4
.

9%
,

必须氨基酸含量 1
.

07 %
。

黑节草中无

机元素鉴定主要有 K
,

C a ,

M g
,

p
,

Z n ,

F e ,

M n

等 15 种
。

已从黑节草 〔 8〕
中分离纯化到 3 种黑

节草多糖 I
,

I
,

皿
。

根据 I R
、 `

H 及
’ 3 C N M R

、

酸水解等确定它们 为一类 O
一

乙酞葡萄甘露

聚糖
,

用凝胶层析法测得它们的分子量为 10

万
,

5 0 万和 1
.

2 万
。

3 药理作用

关于黑节草加工品西枫斗的药理 以及对

人八大系统的作用 目前 国内外都 尚未报道
,

依据 民间用药以及临床使用观察
,

主要机制

推测可能是通过中枢神经系统
、

血液循环和

内分泌系统的作用实现的
。

3
.

1 增强免疫力
:

利用黑节草对正常生活的

小 鼠进行实验
,

发现黑节草提取液给小 鼠 1

个疗程后
,

体 内白细胞明显增加
,

推断这对人

体免疫功能有一定作用
。

3
.

2 消除肿瘤
、

抑制癌症
:

中国药科大学马

国祥等从鼓褪石解中分得的 3个单体进行抗

肝癌
、

艾氏腹水瘤的药理实验
,

发现用黑节草

5%浓溶液进行培养
,

对 3 个单体生长都受到

抑 制
,

其 中一 个 明 显减 少
,

实验 有 效 率 达

1 0 0 %
,

治愈率达 33 %
,

由此可推断该浓缩液

具有较强的抗肿瘤活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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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恢复 嗓音
、

抗声带疲劳
:

思茅地 区 民族

传统医药研究所应用成品西枫斗给数十名歌

手和部分 领导在 唱歌或讲话前服用
,

发现使

人声音洪亮
,

且效果明显
。

4 资源的开发利用

黑节草有类似 中医
“

扶正固本
”
的作用

,

能增强人体免疫功能
,

消除瘤肿
,

防治早期癌

症
。

同时对消除声带疲劳
、

恢复嗓音有特殊疗

效
。

资料报道
,

浙江省天台市大量开发种植
,

生产出了
“
铁皮枫斗精

”

等一类新药
。

目前部

分医 院
、

科 研单位正在研制 以黑节草为原料

的 口服液
、

茶及饮料
,

并 预测它将成为 21 世

纪歌唱家
、

演说家
、

戏曲家
、

播音员
、

教师的高

级护嗓保健饮品
。

5 人工栽培

由于黑节草野生资源贫乏
,

自 70 年代初

期
,

许 多 单 位 便 组 织 人 工 引 种 栽 培 的研

究 ` 4一 ’ 〕 ,

但 由于黑节草繁殖 难
、

成活率低
、

气

候条件要求严格等原因
,

大面积栽培仍未成

功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和云 南思茅地区

民族传统医药研究所通过 17 年的前后攻关
,

1 9 9 2 年终于使难繁殖的黑节草长出了幼苗
。

据报道
,

黑节草难繁殖的根 本原 因在于

种粒极其微小
,

肉眼难 以分辨
,

每毫克干品黑

节草种子含有 6 0 0 粒种子
,

种皮较薄
,

种子内

含的营养物质非常微小 ; 另一方面
,

从种子萌

发至形成幼苗需 6 0一 90 d
,

形成根
,

并能 自氧

生活还需培养到 1 2 O d 以上
。

因此
,

在气候多

变的外界环境条件下
,

萌发种子 尚未形成小

苗就变腐变质了
。

据分析
,

黑节草成活率低主

要原因是难 以生根
,

这与黑节草 自身品种的

遗传有关
。 ·

黑节草为气生根植物
,

根系不发

达
,

形成的根也较为光滑
,

在显微镜下看根部

毛孔和根毛都较少
,

而茎多有密集坚裂或横

破
,

叶片上下两面都布满了气孔
。

由此可 以看

出黑节草的植物营养主要是靠空气 中的养分

供给
,

所 以黑节草在人工栽培或野生条件下

都要 求 有 较适 宜 的 外 界 环境 才 能 生 长 成

活 [“ 〕。

笔者在试验中
,

利用不同浓度
、

不 同剂型

.

7 1 0
.

的激素在上述条件下对黑节草生根情况进行

对 比培养
,

多数都影响不大
,

只有 0
.

0 01 % 的

蔡乙酸对扦枝条的生根有一定作用
。

我们试

验的结果认为黑节草的正常生长不在于供给

营养物质的多少或各种激素类型
,

最关键 的

是要 给予适宜的外界条件和 精心的人工护

理
。

6 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利用植物组织培养实现快速繁殖是黑节

草人工集约化栽培繁殖幼苗的最佳途径
。

研

究表明 〔 2
,

3 二 ,

以种子为外植体诱导的愈伤组织

分化能力最强
。

从不同激素种类和浓度的组

合对愈伤组织再生和分化的效果看
,

在中科

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王光远等人试验成功

的 M S 附加 。
.

3 m g / L N A A 的培养基上繁

殖形成原球茎
,

再转人浙江省 医学科学院张

治国等人实验成功的 1 2/ M S + 20 %马铃薯

提取液十 Z m g / L B A + o
.

Z m g / L N A A + 2

%蔗糖 + 6 %琼脂 上分化
,

最后我们用 1/ 2

M S + 5 %活性炭直接生根效果较为理想
,

因

此利用种子诱导愈伤组织
,

然后分化成植株

的方法
,

可作为快速繁殖黑节草的有效手段
。

7 细胞培养

我们应用 1 / Z M S + Z m g / L B A + 3 m g /

L N A A 进行黑节草大规模细胞繁殖
,

预想利

用细胞繁殖 的手段来得到黑节草 的植物原

料
。

实验证 明
,

该手段较为成功
,

细胞繁殖快
,

培养 6O d 后就可 以使原细胞组织增加 7 0一

1 0 0 倍
。

但是对利用细胞培养所得的黑节草

原料进行成分分析和 临床使用
,

从成分上看
,

9 5%都为初生物质
,

石解碱含量为 O
,

多糖种

类和数量都较少
,

结构简单
。

临床使用模仿成

品加工
,

无药味
。

干品原色洁白
,

服用后也不

起药效
,

次生物质较少
,

至于利用何种较接近

的手段培养次生物质获得药效
,

尚待进一步

的研究
。

8 结语

黑节草野生资源濒临枯竭
,

必须进行物

种保持和人工大面积集约化栽培是今后对黑

节草资源的开发与应用的重要途径
。

目前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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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解决了黑节草繁殖难和 成活率低的两大

难题
,

需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

进一

步完善和发展组织培养快繁育苗以获大量的

种苗
,

同时在环境适宜的地区开辟种植基地
,

进行科学 的管理
,

以满 足市场需求和 提供市

场药源 ; 另一方面不断进行细胞培养实验
,

以

缩短种植周期
,

降低成本
,

最终使其产生商业

价值
。

此外
,

对黑节草的有效药用成分及含量

等还 需进一步深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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