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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藏医药学是祖国医药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藏药的历史、资源、专著与标准、研究现状作一概述 ,并

对黑果枸杞的开发研究作一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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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药学是我国传统药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凝

聚着藏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 ,具有独特的理

论体系和浓厚的民族特色。 在两千余年的优生优育、种族繁

衍、延年益寿等方面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藏药以其传统

治疗方法 ,发挥自身的特殊和优势 ,尤其对某些特殊的疑难

病证具有特定的疗效。

1　历史

藏药发展至今已有 2 500余年 ,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

系已有 1 300余年 ,公元 7世纪初 ,编译传世的《月王药珍》

收载药物 580种 ,其中植物药 440种 ,动物药 66种 ,矿物药

80种 [1]。

公元 8世纪末 ,著名藏医药学家宇妥· 元丹贡布在总结

本民族医药学的基础上 ,吸取中医、印度吠陀医学的许多精

华编著成《四部医典》 ,收载药物 1 002种 ,方剂 443个。药物

分为珍宝类、土类、石类、树类、汁液精华类、草类、动物类等

8大类 [2]。

17世纪 ,五世达赖喇嘛执政时期 ,藏医药呈现鼎盛时

期 ,这期间问世的德司· 桑杰嘉措的《蓝琉璃》收藏药物 150

多种 ,方剂 850多个 [3 ]。

公元 1835年 ,帝玛尔· 丹增彭措著成《晶珍本草》 ,它堪

称藏药之大成 ,全书收载药物 2 294种 ,其中植物药 1 006

种 ,动物药 448种 ,矿物药 850种 ,分为珍宝、石、土、汁液精

华、树、湿生草、旱生草、盐碱、动物、农作物、水、火、炮制类等

13大类 ,被誉为藏药的“本草纲目” [4]。

2　资源概况

青藏高原号称地球第三极 ,这里高山连绵 ,峰峦叠嶂 ,冰

川林立 ,白雪皑皑 ,大小湖泊星罗棋布 ,内外河流纵横交错 ,

自然景观十分雄伟壮丽。藏药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

和南部 ,大都生长在 3 600～ 5 000 m高山的灌丛、草甸、砾石

地带和高山冰缘 ,少产于林缘、林下和湖泊沼泽。位于青藏高

原东部的青海省 ,面积达 200万 hm2 ,平均海拔在 3 000 m以

上 ,是长江和黄河的发源地 ,蕴藏着品种繁多、引人注目的藏

药材资源。 由于这里生态环境特殊 ,日照时间长 ,温差大 ,光

合作用强 ,没有环境污染 ,因此所产的藏药材质地优良、品位

上乘、驰名中外的藏药材很多 ,如雪莲、藏茵陈、红景天、沙

棘、冬虫夏草、花锚、烈香杜鹃、短管兔耳草、禾叶风毛菊、五

脉绿绒蒿、独一味、唐古特乌头、小叶假耧斗菜、铁棒锤等等 ,

动物药和矿物药则分布全省各地。据 1986-1990年的调查统

计 ,全省有藏药 1 294种 ,其中植物药 1 087种 ,动物药 150

种 ,矿物药 57种 [5] ;在常用的 600种藏药中 ,中藏交叉品种

274种 [6 ] ,包括麻黄、羌活、当归、贝母、大黄、木香等 204种 ,

鹿茸、麝香、熊胆、牛黄等 46种 ,寒水石、石燕、石膏、龙骨、硝

石等 24种。 这些充分说明青藏高原藏药种类多 ,分布广。

3　专著与标准

藏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必须加以继承 ,并不断努力

发掘和提高。 多年来有关部门对藏药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

和整理。已编写了《藏药初步调查》、《西藏常用中草药》 ,记载

藏药 367种 ,并附彩图 424种 [7 ];《青藏高原药物图鉴》 ,收载

植物药 378种 ,动物药 77种 [8 ]; 《藏药志》收载常用藏药 431

种 ,其中植物药 278种 ,动物药 91种 ,矿物药 53种 [9]; 《中国

藏药》 1～ 3卷 ,收载藏药材、原药材 1 538种 ,藏医常用处方

900个。 其中植物药 1 196种 ,动物药 164种 ,矿物药 68种 ,

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青藏高原藏药材的专著 ,有

30%以上的药物系首次发表的研究成果 [10 ]。近年来 ,为提高

藏药质量 ,促进藏药资源的开发利用 , 1978年制定了六省

(区 )《藏药标准》 ,收载藏药材 174种 ,成方制剂 290种 ,作为

六省 (区 )药品生产、供应 、检验的依据 [11]。 1992年在卫生厅

主持下 ,我省率先制定了中藏文对照的《青海省藏药标准》 ,

收载藏药材 150种 ,制剂 170种 ,涉及 10种剂型 [12]。 1995

·371·中草药　 Chinese T 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 s　 2001年第 32卷第 4期

 收稿日期: 2000-07-12
作者简介:甘青梅 ( 1955-) ,女 ,甘肃武威县人 ,副主任药师 ,主要从事藏药检验和新药开发。 Tel: ( 0971) 8215400



年 ,在卫生部药典委员会主持下 ,整理编写了我国第一部部

颁《藏药标准》 ,收载藏药材 136种 ,制剂 200种 [13 ]。

4　研究现状

藏药生境独特 ,生理活性强 ,无污染 ,是新药研究发掘不

尽的宝库。 藏药研究开发起步较晚 ,但有许多药物基础研究

较为深入 ,如藏药深红景天中有效成分红景天苷的分析 [14]。

药理实验表明 ,该药具有抗缺氧、抗疲劳 、抗衰老、增强记忆

力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及较强的生理活性 [15～ 17 ] ,具有改善

微循环障碍的作用 ,是治疗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有效药

物 [18]。 藏药雪莲花是藏医常用贵重药材 ,可清热解毒、消肿

止痛 [19]。北京医学院采用 50%雪莲煎剂进行动物实验 ,证明

雪莲有强心、降压、兴奋子宫 ,消炎止痛作用 ,并可使回肠收

缩减弱 ,肌张力下降 [20]。 沙棘是应用最早的藏药之一 ,从沙

棘果实中提取的沙棘油具有显著的抗炎和抗溃疡作用 [21, 22] ;

而沙棘籽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 90% [23 ] ,它对提高

人体免疫功能 ,提高人体抗辐射能力都有很好的作用。 由于

青海地处内陆 ,藏药的研究未能快速发展 ,大多数藏药尚未

得到开发利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藏药研究发展较

快 ,近年来开发研制了一些新产品 ,如三普红景天胶囊 ,该药

可升高动脉氧分压和血氧饱和度 ,降低血液粘度 ,改善微循

环 ,增加机体氧供 ,改善组织缺血、缺氧状态。 服药后疗效可

达 90. 7% [24]。 经药理、毒理学及多年临床研究证实 ,三普红

景天胶囊具有抗缺氧、抗疲劳、增强记忆、改善自由基代谢作

用 ,对发病较高的高原红细胞增多症有较好疗效 [25 ]。又如复

方藏茵陈胶囊具有清热解毒、疏肝利胆、调节免疫功能的作

用 ,是治疗急、慢性肝炎的有效药物 [26]。 用六味寒水石散治

疗慢性胃炎 185例 ,总有效率占 95. 7% ,取得较好疗效 [27]。

另有许多产品如虫草精、沙棘鲜浆口服液、二十五味松石丸、

七十味珍珠丸、二十五味珊瑚丸具有毒性低、药理作用明显

等天然药物的优点 ,很受国内外市场的欢迎。

5　黑果枸杞的研究

黑果枸杞 Lycium ruthenicium M ur r. ,藏药称为“旁玛” ,

为茄科枸杞属植物 [28 ] ,果实成熟后紫黑色 ,由此得名。 黑果

枸杞味甘、性平、清心热 ,藏医用于治疗心热病、心脏病、月经

不调、停经等病症 ,并且药效显著 ,被收载于《四部医典》、《晶

珠本草》等藏医药经典著作中。

5. 1　果实色素:黑果枸杞与枸杞 L . barbarum L. 虽为同属

植物 ,但两者果实的颜色与所含色素的组成截然不同。 枸杞

果 实 成 熟 后 呈 红 色 , 色 素 为 脂 溶 性 类 红 萝 卜 素

( ca ro tenoids) [25 ]。 黑果枸杞果实成熟后呈紫黑色 ,经研究测

定所含色素成分为花色苷 ( anthocyanin) ,苷元呈紫红色 ,果

实中色素含量高达 387. 9 mg /100 g (鲜果 )。经对果实色素在

不同的 p H值、加热时间和温度条件下的稳定性实验 ,发现

该色素着色力强、稳定性好 ,而且加工工艺简单 ,可广泛用于

食品、医药、轻纺工业中 ,有很好的开发利用价值。

5. 2　营养成分: 黑果枸杞有与宁夏枸杞相同的有效成

分 [29] ,经测定其糖含量为 6. 9% ,高于宁夏枸杞。对黑果枸杞

果实中所含的蛋白氨基酸、游离氨基酸、无机元素、维生素及

果肉中总酸的测定表明: 总酸含量为 0. 735%。 并含有人体

必需的 18种氨基酸 ,以天门冬氨基酸、谷氨酸、丙氨酸和脯

氨酸的含量较高 ,但多数呈游离状态。 游离氨基酸约占氨基

酸总量的 50% ,有利于人体直接吸收。同时果实中所含的微

量元素也很丰富 ,除常量元素 Na, K , Mg , Ca, Fe之外 ,并含

有一定量的微量元素 M n, Sr, Se, Zn, Cr , Cu等。以上所作的

研究项目 ,在国内外均属首次报道。

6　结束语

藏医药对防治高原病、地方病、常见病、多发病具有独特

的疗效 ,而黑果枸杞的研究开发为藏药的发展提供了一味有

效药物 ,并可开发成提高机体免疫能力和抗病活力的营养保

健品。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青藏高原藏药资源的开

发研究将会成为振兴青海经济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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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虫夏草抗肿瘤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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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述冬虫夏草抗肿瘤作用及化学成分的研究进展 ,分析了冬虫夏草抗肿瘤活性成分及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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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虫夏草是我国名贵传统中药 ,为麦角菌科真菌冬虫

夏草 Cordyceps sinensis ( Be rk. ) Sa cc. 寄生在蝙蝠蛾科昆虫

幼虫上的子座及幼虫尸体的复合体 ,其性味甘平 ,具补肺益

肾、止血化痰之功效。现代研究表明 ,冬虫夏草有多方面的药

理作用 [1～ 3 ] ,笔者对冬虫夏草抗肿瘤作用研究作一综述 ,以

供参考。

1　抗肿瘤作用

冬虫夏草抗肿瘤作用报道于 60年代 ,研究表明 ,虫草水

煎剂对 S180有一定的抑瘤作用。将冬虫夏草分别以水、醇、醚

等溶剂提取 ,经溶解、灭菌做成注射剂 ,并对其抗小鼠艾氏腹

水癌 ( EAC)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冬虫夏草醇提物有

明显的抑癌作用 ,且作用与剂量呈明显正相关。 发现虫草醚

提物是其抗肿瘤作用的有效部位 ,冬虫夏草水提物对小鼠皮

下移植 Lewis肺癌的生长和小鼠自发肺部转移均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虽然不同的观察者对冬虫夏草抗肿瘤作用的活性

部位认识不一 ,但均证明冬虫夏草确有抗肿瘤作用。 研究了

冬虫夏草温水提取物 ( ECS)的体内 、外抗肿瘤作用 ,发现

ECS能显著延长接种 EAC和接种 M eth-A纤维瘤细胞的

BALB /c小鼠的生存期 ,而体外 ECS对 EAC和 M eth-A细

胞既无细胞毒作用 ,也无生长抑制作用。小鼠 EAC接种前经

X光照射则能明显降低 ECS的抗肿瘤作用 ,提示 ECS可能

主要是通过调节宿主的免疫功能而发挥抗肿瘤作用。

有人采用 125Ⅰ 释放法检测小鼠体内、外和人的体外天然

杀伤细胞 ( NK )活性 ,同时以 Lewis肺癌细胞对小鼠进行肿

瘤克隆形成试验 ,研究了冬虫夏草醇提液对小鼠和人 N K细

胞活性及小鼠肿瘤克隆形成的影响。表明冬虫夏草醇提液能

增强小鼠和人 NK细胞活性 ,并能防止免疫抑制小鼠 N K细

胞活性的降低 ,抑制小鼠肿瘤克隆的形成。此外 ,冬虫夏草对

体外喉癌细胞增殖性生长有直接抑制作用。

由于天然冬虫夏草资源紧缺 ,其代用品及人工培养菌丝

相继问世。已对甘肃产虫草新种 C . gansuensis sp. nov . 的提

取物作了抗肿瘤作用的初步研究 ,发现其对 P338和 Hep瘤

株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对荷瘤小鼠生命延长率分别达

48. 5%和 32. 4% ,并能使 C57BL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

功能增强。 对蚕蛹虫草的抗肿瘤作用研究表明: 蚕蛹虫草水

煎剂能明显抑制 C57BL小鼠 S180瘤块生长 ,延长荷瘤小鼠寿

命 ,降低小鼠荷瘤率 ,明显抑制小鼠 Lewis肺癌原发灶生长

和自发肺部转移 ,促进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率 ,激活腹腔巨

噬细胞吞噬活性。 体外试验表明 ,蚕蛹虫草具有直接抑制喉

癌细胞生长及集落形成的作用。 临床上应用人工虫草制剂

(心肝宝胶囊 )治疗晚期肺癌 50例 ,发现其对提高免疫功能 ,

控制肿瘤生长等有一定的疗效 , 36例晚期癌症患者采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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