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取得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目前 ,我们正在对大豆的

发酵制品中药淡豆豉进行深入研究 ,初步实验研究

结果显示该药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和新的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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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绒草的研究进展△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 (兰州 730050)　　伍义行 　王建国　谢家声　郭福存

摘　要　简要介绍了火绒草的来源、性味功能、形态特征、地理分布和资源状况 ,概述了火绒草的化学成分、药

理活性和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 ,表明火绒草的研究和开发具有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　火绒草　化学成分　药理活性　临床应用

　　火绒草 Leontopodium leontopodioides ( Willd. )

Beauv .别名: 老头草、薄雪草、老头艾 ,系菊科火绒

草属植物火绒草的干燥全草。夏、秋季采割 ,洗净晒

干 ,以地上全草入药 ,是我国东北、西北等地民间常

用中草药之一。

1　性味功能、形态特征、地理分布及资源状况

1. 1　性味功能:味微苦 ,性寒。 具有清热凉血、消炎

利尿等功能。

1. 2　形态特征:多年生草本植物 ,高 15～ 30 cm,全

株密被白色绒毛。 茎通常从基部丛生 ,直立或斜上 ,

不分枝。叶互生 ,无柄 ,披针形或条形 ,全缘 ,长 1～ 3

cm,宽 3～ 5 mm ,两面密生白色绒毛。 夏季开花 ,头

状花序 ,无梗 , 3～ 5个簇生于茎顶 ,基部有 3～ 5片

三角披针形苞叶 ,苞叶密被灰白色毛 ,总苞的苞片覆

瓦状排列 ,外层苞片较小 ,被密毛 ,内层较长 ,先端膜

质。 瘦果长圆形 ,有短毛 ,黄褐色
[ 1]
。

1. 3　地理分布及资源状况:多生于草原、山坡、山埂

等处 ,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北、西北、西南等地 ,野生资

源极其丰富。

2　化学成分

从火绒草 70%乙醇提取物的正丁醇可溶部分

经溶剂萃取、硅胶干柱层和离心薄层分离等方法 ,共

分得 3个结晶单体 ,分别为咖啡酸 (caffeic acid)、香

草酸 (v anil lic acid)和一种含有酚羟基的醛类化合

物 [2 ] ,并分得原儿茶醛和反式桂皮酸 [3 ]。

从火绒草 95%乙醇提取物的甲醇可溶部分分

得阿魏酸 ( ferulic acid )和 β -谷甾醇 ,两者系首次从

该植物中分得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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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高山火绒草 L . alpinum和黄白火绒草

L .ochroleucum的化学成分进行过研究 ,已分离和鉴

定出:木犀草素 ( luteoin)、木犀草素 -7-β -D葡萄糖苷

( luteolin-7-β -D-g lucoside)、大波斯菊苷 ( co smosin)

和 polustrin。但有关火绒草的化学和药理活性尚未

见报道。

3　药理活性

3. 1　水煎剂:火绒草水煎剂具有明显的利尿作用。

此外 ,有人认为对消除蛋白尿和血尿也有一定作用。

3. 2　 70%乙醇提取物:火绒草 70%乙醇提取物的

正丁醇可溶部分具有抗炎和增加离体兔心脏冠脉流

量的作用。并且从中分离出的 3个结晶单体均具有

增加离体兔心脏冠脉流量的作用 [2 ]。

动物试验证明: 原儿茶醛是治疗肾炎的主要有

效成分之一 ,并具有增加冠脉流量的作用
[3 ]
。

火绒草乙醇制剂 (用乙醇从火绒草中提取得到

的白色粉剂 )治疗慢性肾炎的药理研究表明:其有效

成分为原儿茶醛、咖啡酸和香草酸等 ;其主要作用为

抗变态、炎症反应 ,如抑制多核白细胞游走 ,抑制溶

酶体、组织胺、 5-羟色胺等引起的炎症反应 [5 ]。

3. 3　 95%乙醇提取物:将火绒草干燥全草用 95%

的乙醇提取 ,再用正丁醇提取、浓缩 ,收集黄色析出

物 ,干燥即得火绒草提取物 ,收率为 1. 5%。

3. 3. 1　对大鼠逆转性被动 Ar thus( RPA)反应性足

肿胀的影响: 给 RPA反应性炎症模型大鼠腹腔注

射火绒草提取物后 ,其足肿胀度明显减轻 ,而且注射

后 5 h仍具有明显的抗炎作用 (P < 0. 01) ,表明火绒

草提取物对大鼠 Arthus反应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

按照同样的方法 ,给去掉肾上腺的 RPA反应性炎

症模型大鼠注射火绒草提取物后 ,大鼠的足肿胀度

也能明显减轻 ,表明火绒草提取物的抗 RPA反应

并非依赖于肾上腺的完整存在。

3. 3. 2　对抗鼠血清兔血清引起的大鼠足肿胀的影

响:大鼠 21只 ,随机均分成 3组 (生理盐水组、火绒

草 ip 50 mg /kg组和火绒草 ip 100 mg /kg组 ) ,给药

30 min后 ,在右后足腱膜下注射 0. 1 mL抗鼠血清

兔血清 ,用窄带尺测量给药后不同时间足肿胀度。结

果 ,生理盐水对照组大鼠注射抗鼠血清兔血清后 3

h炎症反应达到高峰 ,其足肿胀度为 ( 21. 8± 2. 64)

mm,而给药组其足肿胀度分别为 ( 12. 5± 1. 38)和

( 13. 5± 2. 67) mm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非常显著 ( P

< 0. 01)。表明火绒草提取物能明显抑制抗鼠血清兔

血清引起的足肿胀。

3. 3. 3　对豚鼠 RPA反应性皮肤出血的影响:给药

组和对照组豚鼠分别心内注射人胎盘球蛋白 1毫升

/只后 ,立即侧腹部皮内注射抗人 IgG血清 ,给药 5

h后 ,处死 ,剥皮 ,测量注射血清之处皮肤内面出血

灶直径 (纵横直径之平均值 )。结果 ,给药组和对照组

出血灶直径分别为 ( 11. 0± 1. 06)和 ( 16. 8± 2. 03)

mm ,组间差异显著 ( P < 0. 01) ,且出血灶深浅度也

有明显差别。 表明火绒草提取物能明显抑制豚鼠

RPA时皮肤出血反应。

3. 3. 4　对溶酶体引起的皮肤出血反应的影响:给生

理盐水组、火绒草提取物组和强的松组家兔分别背

部皮内注射溶酶体溶液 10微克 /只 ,致炎 2 h后 ,测

量皮肤红斑直径。 结果 ,对照组皮肤红斑直径为

( 15. 5± 3. 84) mm ,火绒草和强的松组红斑直径分

别为 ( 6. 4± 6. 19)和 ( 8. 6± 5. 32) mm,显然 ,火绒草

和强的松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显著 (P < 0. 05)。

表明火绒草提取物对家兔溶酶体所致的皮肤出血灶

的形成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3. 3. 5　对膜破裂溶酶体引起的家兔皮肤出血灶及

血管通透性的影响: 在家兔腹中线两侧各取一点 ,右

侧皮内注射完整膜溶酶体溶液 ,左侧注射膜破裂溶

酶体溶液 ,给药后 2 h静注 even’ s蓝 ,处死 ,剥皮 ,

测量出血灶直径和着色直径。结果表明 ,火绒草提取

物对完整膜或破裂膜溶酶体引起的皮肤出血和血管

通透性反应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推测该药的作用

不依赖于溶酶体的完整存在。

3. 3. 6　对多核白细胞移行作用的影响:按石川法在

大鼠背部造成气囊 ,再等分成两组 (生理盐水和火绒

草组 ) ,于给药后 1 h,气囊内注入 2%羧甲基纤维素

溶液 ( 6毫升 /只 ) ,待 6 h后抽出 1 mL渗出液 ,检查

白细胞总数及分类。结果 ,对照组和给药组渗出液中

白细胞总数分别为 15 217± 7 173. 4和 7 267±

3 343. 5,组间差异显著 ( P < 0. 05) ,白细胞分类两

组均为多核白细胞占 90%左右。表明火绒草提取物

对多核白细胞移行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6]。

上述试验结果为火绒草提取物治疗免疫复合物

性疾病提供了部分药理学依据。当然 ,临床上免疫复

合物性疾病是一种复杂的变态反应过程 ,其中补体

激活、血小板聚集是此反应中的重要因素 ,而火绒草

提取物对此因素有何影响尚待研究。

4　临床应用

4. 1　火绒草是东北民间治疗蛋白尿、血尿等肾脏疾

病的常用中药之一。据文献记载有清热凉血、消炎利

尿、清除尿蛋白及血尿等作用。汤剂用量常为 15～

20 g /d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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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内科研究室用火绒草

70%乙醇提取物的正丁醇提取物可溶部分治疗急、

慢性肾炎 ,取得了较满意的疗效 [3 ]。 此外 ,长春中医

学院用以火绒草为主的复方制剂治疗小儿急、慢性

肾炎 ,也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2 ]。

4. 3　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研制的“妇炎净栓”是

以火绒草为主的复方制剂 ,该复方制剂对妇科阴道

炎等疾病具有显著的疗效
[4 ]
。

4. 4　用火绒草乙醇制剂治疗慢性肾炎 45例 ,其中

男 29例 ,女 16例 ,年龄为 12～ 69岁。治疗结果清除

尿蛋白有效率达 87% ,肾功能恢复率为 53%～

58% ,血尿恢复正常。 经 3年临床观察 ,总有效率为

77. 8% (显效率为 17. 8% ,有效率为 60% ) [5 ]。

综上所述 ,火绒草具有多种治病功能 ,现已分离

和鉴定出:咖啡酸、香草酸、原儿茶醛、反式桂皮酸、

β -谷甾醇和阿魏酸等 6种化学成分。其中前 3种成

分经药理试验已证明具有抗炎作用 ,是治疗急、慢性

肾炎的主要有效成分。然而 ,目前对火绒草的研究仅

仅停留在其抗炎和利尿作用上 ,对其抗感染活性尚

未见报道。

火绒草的化学成分是相当复杂的 ,目前只报道

了为数不多的几种主要化学成分。 火绒草具有极其

丰富的资源和广泛的生物活性 ,因此 ,深入研究和开

发应用具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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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的研究进展

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100094)　　杨世林 　兰　进　徐锦堂

摘　要　概述了天麻生活史和栽培生产的研究进展 ,及天麻化学、药理研究和临床应用的现状 ,提出了天麻研

究开发利用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天麻　生活史　化学　药理

　　天麻 Gastrodia elata Bl.是一种名贵中药 ,具有

平肝息风、止痉之功效。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天麻还具

有增智、健脑、延缓衰老的作用 ,对老年性痴呆症有

一定的疗效
[1, 2 ]
。天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笔者

仅对天麻的研究作一概略回顾。

1　天麻生活史

天麻属兰科 (Orchidaceae )非自养型植物 ,没有

根和绿叶 ,所以不能进行光合作用而自养。天麻种子

无胚乳及其它营养储备 ,仅由胚及种皮构成 ,胚组织

无器官分化。早在 1911年 ,日本学者 Kusano报道:

天麻赖以生存的营养物质是靠消化侵染的蜜环菌获

得的 ,天麻与蜜环菌是一种共生关系。多年来 ,许多

学者对天麻的生长发育进行了大量研究 [ 3, 4]。徐锦堂

先生和他的同事们经过多年研究 ,发现并分离出紫

萁小菇等种子萌发菌
[5 ]
。萌发菌的分离成功 ,使人们

充分认识了天麻由种子萌发到新的种子成熟生长变

化的全过程 ,即天麻完成生活史的全过程是靠两种

或两种以上的真菌供给营养 [6 ]。 天麻种子萌发靠紫

萁小菇等种子萌发菌供给营养 ,发芽后的原球茎靠

同化蜜环菌才能正常生长 ,但是 ,研究发现蜜环菌对

天麻种子萌发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借助光学显微镜

和电子显微镜 ,对天麻与真菌相互作用的形态与解

剖进行了大量观察研究工作 ,揭示了天麻种胚被紫

萁小菇侵染后的萌发动态 ,以及蜜环菌侵染原球茎、

营养繁殖茎后细胞结构的变化 [7, 8 ]。还利用放射性自

显影技术 ,从物质相互交流同化产物的运输途径方

面 ,进一步观察到标记的紫萁小菇仅由天麻胚柄状

细胞侵入胚体 ,种胚萌发过程中主要是通过细胞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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