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 V 超声波处理 10 m in 就得到 了完整 的藻胆体
。

超

声波作用的 目的是将龙须菜细胞打破
,

露 出内囊体
,

然后 将藻胆体从内囊体膜上振动下来
〔川

。

目前海藻多搪提取一 般采用水煮法及 乙醉沉

淀
,

回收率很低
。

中科院化冶所生化工程 国家重点实

验 室 承担的海洋
“
八六 三

”
青年基 金项 目

“

海藻多糖

的超声浸提及凝聚相萃取分 离方法研究
” ,

正在研究

超声波用于 海藻多 搪的破碎 浸提 过程
,

并同时研究

解决超声波应用 中工程放大问题
,

以期扩大超声波

在海 洋活性物质提取中的应用
。

3 结语

超声波在陆地植物 和海洋藻类植物天然成分提

取中的应 用 已经 显示 出明显 的优势
,

并 已 逐步被 人

们所 注意
。

目前虽然 已进行 了一些研究
,

但都是仅在

实验室的很 小规模上
,

针对某 些单个具体 提取对象

进行 简单的工艺条件实 验
。

在超声波 用于植物 天然成分提取 时
,

应对其作

用机制进行深人研 究
,

以便建 立一套 较为 通用 的模

型
,

为不 同提取对象操作条件提供依据
。

同时注重有

关工程问题研究
,

解决超声提取工程放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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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开发的国 内药用苔鲜资源

曲阜师 范大学生物系 (2 7 3 1 6 5) 衣艳君
每

苔醉植物是体型微小
、

构造特殊
、

分布广 泛和适

应性 强的植 物类 群
,

是植物 界从水生 向陆 生 的过 渡

类型
,

被生态学者誉为大 自然的拓荒者
,

在植物界 系

统演化 及生态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
。

由于苔醉

植物 体 型微小
,

为人类利 用 的种 类不 多
,

常常被 忽

视
.

实 际上
,

苔醉植物具有 重要 的经济用途
,

尤其是

在药用 方面具有广 阔的前景
。

我 国苔醉资源 十分丰

富
,

开发药用苔醉 可进一步 丰富我 国的中草药资源
,

发掘祖 国的医药遗产
。

笔者拟对苔醉植物 的研究概

况作一简介
。

1 药用历史

据考证
,

苔醉植物最早作 为药 用植 物 出现 在 6

世 纪
,

梁 时陶 弘 景 所著 的《名 医 别 录 》上
,

名 为
“

垣

衣
” 。

n 世纪 中期《嘉佑本草》称
“
土马

” ,

可败热散毒
。

明代著名药物学 家李时珍在其巨著《本草纲 目》中曾

对辞类植物 土马的形态
、

生境 以及 在 医药 方面 的应

用进行了详细的综述
: “
土马

,

所 在背 阴古墙上有之
,

岁多 雨则茂盛
,

比垣衣 更长
,

故谓之马
,

苔之类 也
” 。

又记述
: “

气味甘 浚
,

无毒
,

主 治骨 热
、

烦 败
、

热 童
、

鼻

翅
、

通 大 小便
” 。

土 马
,

即 今 日 之 大 金 发 醉 尸。ly
-

tr 比hu m co m m un
。 ,

又名独根 草
,

含皂素
,

现今全 草人

药
,

可止血
。

清道光 28 年
,

吴其浚 的《植物名实图考》

中称大叶醉 R ho d o b勺
,u m g ig a n te u m 为

“
一把伞

” ,

并

云 “
壮元 阳

,

强腰肾
” ,

可见我国应用苔醉药物已 有悠

久 的历史 了
。

各地方药志和 民间 中草药中亦有许多

记载
,

如《云南中草药选》记载大叶辞
“
性平

,

微苦
,

具

有 消炎
、

镇静
、

壮 阳等性能
。

全株人药
,

治心脏病
、

神

经 衰弱
、

阳萎等症
”
[l]

。

随着人们对 自然界认识 的逐

步加深
,

对苔辞植物利用研究也在逐步深人
。

人们 已

经直接利用苔辞植物 体和从其中提取有效 成分为医

药 的原料
,

尤其 是苔辞植物化学研 究的飞速发展
,

使

人们看到 了苔醉植物生 物化学 的特殊性
,

表现 出医

药应用上 的潜 力
。

2 有效成分

衣艳君 女
,

36 岁
,

副教授
,

东北师范大学植物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毕业
,

现任 曲阜 师范大学生物系植物学教研室主任
,

山东 植物学会理事
。

从事植物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

主要研究方向为苔辞植物生物学
。

近年来曾参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和
山东省 自然科 学基 金项 目的研究和《中国苔辞植物志 》

,

《山东苔醉植物志 》的编研工作
,

出版专著 4 部
,

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
论文 30 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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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对有关属种 化 学成分 的分析
,

发现 苔鲜 似

物 的主 要次 生 代谢产 物 为长 链 脂肪 烃
、

脂 肪酸
、

菇

类
、

生物碱
、

黄酮类化合物 及生物活性物质 [2, ”〕。

研究

表明
,

在苔醉植物脂类中有含量较高的花生 四烯酸
,

它是具 有高度 生物 活性 的前列腺 素 的一种 前体
,

在

苔醉植物 中寻找这 种天然 产物
,

可增加人体脂肪 酸
,

并 调节前列腺 素的平衡
。

菇类 和黄酮类化 合物可能

是 药用苔醉植物 的有效成分
。

目前在苔醉植物 中 已

发现 了 25 种单菇
,

177 种倍半菇
,

43 种二枯
,

15 种三

菇
,

18 种由醇和 13 0 多种黄 酮类 化 合物比
3〕

。

从 短肋

羽醉 了人u id o m k a n e d a 亡
体 内提取的 5 种查 耳酮类化

合物
,

对大 肠杆菌
、

金 黄色 葡 萄球 菌和痢 疾杆 菌
、

枯

草杆菌等均具有一定 的抗菌活性灭
。

另外
,

苔醉 植物

的药 用成分 中还包括 生物 活性 物质
,

有 人从两 种苔

醉植物中分出美登素类 化合物 1 5
一

m e th o x y a n sa m it
-

oc in p
一
3

,

具有较强的抗癌活性 l
。

3 植物资源

目前 临 床 和 民 间 作 药 用 的 苔 醉 种 类 有 57

种 [1, 5 一 7 二,

其 中 主 要 功 效 为 清 热 解 毒 的 有 小 石 鲜

W
e : 5 5 ; a r iv id u la

、

真 醉 B勺
u m a

馆
e n teu m

、

泽 醉

P人izo n o ti: fo
n ta n a 、

毛 扭醉 A e r o b勺
; d iu阴 fi la m e n to -

s u m
、

蛇 苔 C o n o c ep入a lz u m c o n : c u m
、

尖叶小 羽醉 B勺
-

o h助zo c la d iu m 。a户ilza tu 二 等
。

镇惊安神类的有黄 牛

毛醉 D it r ic hu m Pa llid iu m
、

平珠醉 P la g iOP
u s o e d e r i

、

牛 角 醉 C r a t o n e u
ro

n
刀lie in u m

、

并 齿 醉 Te
tr a p lo d o 。

b卿
o id e : 、

东 亚 小金 发 醉 P o g o n a t u m i动
e x u m

、

大 叶

醉属 R ho d ob ry
“m 等

。

止血
、

消炎类 的有葫芦醉 F u -

n a r ia 勿g ro m etr ic a
、

山毛 醉 O r ea : m a rt ia n a 、

小 口 金

发醉 P o g o n a t u m 勺g ro m e t 、

偏 叶白齿醉 L e u c o d o n : e -

c u n d u s
、

大羽醉 Th
u id iu m cy m blfo liu m

、

小蔓醉 材
￡t e -

o r iella s o lu ta
、

鳞 叶醉 Ta
x lPhy llu m t a 二 ir a m e u m

、

石

地钱 R e b o u lia 少a P o n ie u m
、

地钱 材
口r c h a n tia Po

ly m o r-

Pha
等

。

另外
,

密 叶绢 醉 E n to d o n
co mP re ss

us 有利尿

的作用
,

列胞 耳叶苔 F r u lla n ia m o n ilia t a 有清心 明 目

的作用
。

这些 药用苔醉 多为广泛分布于 全国各地 的

种类
。

实 际上我国药用苔醉资 源远远不 止这些
,

要利

用这些资源
,

还需在分 类
、

植物化学
、

药 理
、

临床等方

面广泛进 行研 究
,

进 一步 从苔醉植物 中筛选 出好的

药用种类
,

丰富我 国的中草药资源
。

4 药理活性

我国苔醉植物资源十分丰富
,

已报道 的约 3 0 0 0

种比刘
,

而 已知药用 的种 类不 到 1
.

8 %
,

不仅 种类少
,

而且极 少作为正式药材使用
,

这在植物界是 绝无仅

有的事
,

原 因是 国内对苔醉植物生 物化 学工 作做 的

,

附 4
.

较 少 ; 实际 上
,

苔醉植 物 作 为药 物有 着多 种药理 活

性
。

4
.

1 抗癌 活 性
:

有 人 曾报 道 桧 叶 金 发 醉 尸。勿
-

tr ic hu m 川爪Pe ri n u m 的乙醉提取物具有抑制癌细胞

的作用
,

因此 可 以 由金发辞 及其它苔醉植物中筛选

抗癌药物
。

4
.

2 防治 心血管 系统疾病 (高血压
、

心脏病等 ) :

很

早 以前
,

民间就使用大 叶醉治心脏病
。

上海第 四制药

厂对大叶醉的化学成分进 行 了分析
,

其全草含挥发

油
、

类脂
、

氨基酸等
,

大叶醉制成糖浆和片剂
,

对降血

压和治心纹痛有效
,

冠脉流量的测定亦有所增加 [l0 〕。

可 以从苔醉植物 中继续 寻找治疗 心血管疾病方 面的

药物
。

4
.

3 抗 菌 活性
:

许多 苔醉植物 具有 一定的抗菌 活

性
。

从仙鹤醉属 A tr ic h “m
、

提灯醉属 材
儿 iu m

、

曲属醉

属 D ic ra
n u m

、

金 发 辞 属 尸。ly tri ch
“m 和 泥 炭 辞属

SP ha g nu m 的一些种 中提取 了对 四 联高夫 克氏球菌

G a
fj 泛〕

,a te tr a g en
a
和金 黄色葡萄球 菌有较强抗菌活

性 的物 质
,

对 革兰氏 阳性和 阴性菌都有抗菌作用
,

并

且 已确认抗菌 物质是 不电离有 机酸与多酚物 质[ll 〕.

临床证 明
,

从尖 叶小羽醉提取 的青苔素 代替青霉 素

使用 无副 作用闭
,

因此可 普遍应 用苔醉植 物作广 泛

的抑菌试验
,

筛选 出用 量少
,

疗效快
,

副作用小的抗

菌药物来代替临床上副作用大的抗生素药物
。

随着苔醉植物分类
、

化学
、

药理
、

临床等方面研

究 的深人
,

苔醉植物将作为新 型的 中草药资源发挥

它 独特 的作用
。

这些体形微小
、

结构简单
、

分布广泛
、

人 工培植容易 的中草药资源
,

正等待人们及早 去开

发
、

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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