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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述民族药滇白珠及同属药用植物的资源、化学、药理、临床、产品开发等方面的研究。 国内外对同属 15

种药用植物 ,特别是平铺白珠树和芳香白珠进行过研究。 今后应着重在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方面进行药理和临床研

究 ,以便开发成中药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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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白珠 Gaultheria leucocarpa Blume va r. yunnanensis

( Fr anch. ) T. Z. Hsu & R. C. Fang是杜鹃花科白珠树属

一种药用植物 [1] ,为西南地区白族、侗族、傈僳族等 9个民族

习用 ,始载于明初兰茂所著的《滇南本草》 [2] ,我国已有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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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应用史。 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祛风除湿、顺气平喘的

功能。主治风湿病 ,还用于眩晕、闭经、 风寒感冒、咳嗽、哮喘

治疗 ,用根酒泡或水煎 ,内服、外洗主治风湿性关节炎 ,茎叶

治疗皮肤湿疹 [3～ 5]。我国对滇白珠的现代研究始于 50年代 ,

90年代以来贵阳中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等单位在资源、化

学、药理、毒性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为合理开发滇白珠

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现综述如下。

1　滇白珠的研究

1. 1　资源学: 马小军等报道了滇白珠的分布规律、生长环

境、生物学特点和民间使用情况 [7]。 国产滇白珠广布于长江

以南各省 ,云南是分布中心 ,昆明、楚雄和大理一带是主产

区。 产地气候温和潮湿 ,滇白珠适应不同光照条件 ,多数喜

光 ,生于向阳陡坡。 但不是优势种生长缓慢 ,有时与芳香白

珠、尾叶白珠、白珠树、四裂白珠等同属植物及其它植物混

生 ,分布相对集中 ,以根茎进行无性繁殖。 分析不同地区、不

同采收期、不同部位及不同种的样品中几种木脂素类化合物

总含量 ( LD) ,发现根> 茎> 叶。 在 9个不同产地的样品中 ,

海南和贵阳样品的 LD含量最高 ,楚雄最低。 综合质量和数

量因素 ,选择云南大理和广西金秀作药源基地较适宜。 花果

期 ( 6～ 9月 )根中 LD含量较低而茎含量较高 ,采收茎应选择

花期 ,而采收根应避免花果期。采收全株 8月份最适宜。嫩茎

叶比老茎叶总含量高 1. 3倍以上 [6]。

1. 2　化学成分:木全章等报道由滇白珠提炼的冬青油中水

杨酸甲酯含量达 96% ～ 99% [7]。 陈素珍分析根、茎、叶含油

量分别为 0. 24% 、 0. 2% 、 1. 5%。从茎叶的挥发油中鉴定出 9

个成分: 2-甲基-5-( 1, 5-二甲基 -4-己烯基 ) -1, 3-环己二烯 (微

量 )、 (反 ) -2-癸烯醛 ( 0. 05% )、 6-甲基 -5-庚烯 -2-酮 ( 0. 26% )、

4-亚甲基-1-(顺 ) -甲乙基 -双环 ( 3, 1, 10) -正己烷 ( 0. 17% )、

壬醛 ( 0. 12% )、邻 -羟基苯甲酸甲酯 ( 98. 85% )、 (顺 ) -6, 10-二

甲 基 -5, 9-二 -烯 -2-酮 ( 0. 29% )、 邻 -羟 基 苯 甲 酸 乙 酯

( 0. 05% )、邻 -羟基苯甲酸苯酯 ( 0. 11% ) [8]。张俊巍等从挥发

油中检出 11个成分 ,鉴定了 7个 [9 ]。张治针等从根提取物中

分离鉴定了 38个化合物 (表 1) [10～ 16 ] ,其中滇白珠酸、滇白珠

素 A、滇白珠酚萜等新化合物 7个 , 10个化合物为首次从杜

鹃花科分得 ,已知具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 14个。马小军等从

茎叶氯仿提取物中分离鉴定了正三十二烷酸、槲皮苷等 4个

化合物 [17]。

1. 3　药理活性

1. 3. 1　镇痛作用 :滇白珠非挥发油部分的水提醇沉浸膏有

显著镇痛作用 [18]。乙酸乙酯提取物、正丁醇提取物及其大孔

树脂层析的 30%洗脱部分 ( C)对热致痛均具有明显的镇痛

作用 ,不同剂量作用强度不同 ,其中以 C部分 ( 200 mg /kg )

作用最强 [19]。

1. 3. 2　抗炎作用:滇白珠浸膏有显著的抗炎作用。乙酸乙酯

和正丁醇部分能显著抑制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而具有

抗炎作用 [19, 20 ]。

马小军等首次证明滇白珠的化学提取物确有抗关节炎

药理活性 ,用佐剂性关节炎模型以大鼠足肿胀率为指标 ,对

滇白珠的不同极性部分进行了抗关节炎活性筛选。正丁醇提

取部分抗关节炎活性最强 ,进一步分离发现 30%乙醇洗脱

部分仍有明显的抑制足肿作用。已追踪到化学部分所含化合

物主要是一些结构相近的木脂素苷如滇白珠苷 A、 ( - ) -5′-

甲氧基异落叶松树脂醇 -2α-O-β -D木糖苷、 ( - ) -异落叶松树

脂 醇 -2α-O -β -D-木 糖 苷 和 ( + ) -ly oniresinol-2α-O-β-D -

g lueopyrano side等。这类化合物与已知的抗风湿药物的化学

结构均不相同 ,提示可能存在独特的作用机制 [17]。

1. 3. 3　抗菌及抗病毒作用: 张治针发现滇白珠根挥发油对

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大肠杆菌和变形杆菌均有抑制

作用 [19 ]。 马小军等证明滇白珠非挥发提取物也有一定的抗

细菌活性。 根的水提物、乙酸乙酯和正丁醇提取物均有一定

的抗细菌活性 ,但无明显的抗真菌作用 [21]。

1. 3. 4　祛痰作用: 用小鼠、家兔祛痰酚红排泄法 ,滇白珠、冬

青油与生理水比较 ,结果表明滇白珠与盐水有显著差异 ,与

冬青油无显著差异 [22 ]。 祛痰有效成分尚待进一步分离 [23 ]。

1. 4　毒理试验:滇白珠浸膏无明显急毒反应 [20]。 周厚琼等

所做的毒理研究发现 ,小鼠口服滇白珠 LD50为 ( 756. 27±

27. 54) g生药 /kg、大鼠口服 40 d,用推荐临床用药量 93倍 ,

连续给药时间为临床用药期 4倍 ,未见动物生理状态异常 ,

各项血液学、血液生化及组织病理学亦未见异常改变。 对血

象、肝功能个别指标有所变化均属正常范围 ,未见明显毒性

反应 [23]。

1. 5　临床研究: 滇白珠对小鼠用药以口服为安全 ,消化道系

统吸收时 ,高浓度对胃粘膜有轻度刺激作用 ,低浓度无明显

改变 ,高浓度用药对组织、血管刺激作用较明显。对小鼠静脉

内及腹腔内注射均引起死亡 [3]。

滇白珠气雾剂可预防感冒 (流感 ) ,用滇白珠气雾剂、冬

青油气雾剂、汽水对照组进行比较 ,结果滇白珠、冬青油和对

照组的发病率分别为 5. 74% 、 6. 59%和 15. 51%。

用滇白珠糖浆、胶囊、浸膏片、滴丸等不同剂型治疗慢性

气管炎近千例 ,疗效显著 ,虽然用药期间少数病例出现不同

程度的头昏、口干、恶心、呕吐、胃部不适等症状 ,但无须处理

可自行好转 [3]。

用有滇白珠等 11味药组成的透骨香汤治疗椎骨质增生

45 例 , 显 效 32 例 , 有效 11 例 , 占 24. 4% , 总有 效率

95. 5% [24]。

2　本属其它药用植物的研究

本属作为药用植物的种类很多 ,已研究过的白珠树属药

用植物至少 15种 (变种 ) [25～ 29] ,涉及化学研究的有 8种 (变

种 )。 其中有 3种植物最重要 ,为不同国家用作民间药 ,除我

国民间应用滇白珠外 ,美国和加拿大民间应用平铺白珠树

G. procumbens ,印度民间应用芳香白珠 G. f ragrantissima ,

文献报道最多的是平铺白珠树。

2. 1　平铺白珠树 [30]: 是一种矮小的多年生芳香常绿植物 ,

分布于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 ,我国没有分布。生于山坡湿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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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滇白珠的化学成分

编号 中　　文　　名 英　　文　　名 分子式

1 β-乙酰谷甾醇 β-acety lsi tost ero l C31 H52O2

2 3β -乙酰基-12, 25-二烯 -达玛烷 3β -acetyl-12, 25-dien-dammar C32 H52O2

3 3β -乙酰基-20( 29) -羽扇烯-28-醛 3β -acetyl-20( 29) -lupen-28-aldehyde C32 H50O3

4 3β -乙酰齐墩果酸 3β -acetylo leano lic a cid C32 H50O4

5 β-谷甾醇 β-sitos tero l C29 H50O

6 熊果酸 ursolic acid C30 H48O3

7 豆甾醇 s tigmasterol C29 H48O

8 滇白珠酸 gaultheric acid C19 H24O4

9 滇白珠酚萜 gaultherono terpene C18 H22O3

10 3β -羟基-20( 29) -羽扇烯-28-醛 3β -hydroxy-20( 29) -lupen-28-aldehyde C30 H48O2

11 东莨菪素 scopo letin C10 H8O4

12 胡萝卜苷 dauco sterol C36 H60O5

13 (+ ) -lyoniresi nol C22 H28O8

14 ( - ) -5′-甲氧基异落叶松树脂醇 ( - ) -5′-methoxyisola rici resino l C21 H26O7

15 3, 4, 5-三甲氧基苯甲酸 3, 4, 5-trimethoxy benzonic acid C10 H12O5

16 乙酰丁香酸 acetylsy ring ic acid C11 H12O6

17 滇白珠素 A gaultherin A C25 H30O9

18 滇白珠素 B gaultherin B C26 H32O10

19 滇白珠素 C gaultherin C C22 H26O7

20 滇白珠素 D gaultherin D C21 H24O6

21 阿魏酸 f erulic acid C10 H10O4

22 水杨酸 salicylic acid C7 H6 O3

23 香草酸 vanillic acid C8 H8 O4

24 绿原酸 chlo rog enic a cid C16 H18O9

25 2, 5-羟基苯甲酸 gentisic a cid C7 H6 O4

26 原儿茶酸 prot ocatechuic acid C7 H6 O4

27 (+ ) -儿茶素 (+ ) -cat echin C15 H14O6

28 proanthocyanidin-A2 C30 H24O12

29 芦丁 rutin C27 H30O16

30 槲皮素 que rcetin C15 H10O7

31 滇白珠苷 A gaulthero side A C27 H36O12

32 ( - ) -( 5′) -甲氧基异落叶松树脂醇-2α-O-β-D-木糖苷 ( - ) -5′-methoxyisola ri-ciresi nol-2α-O-β-D-xylopyranoside C26 H34O11

33 ( - ) -异落叶松树脂醇 -2α-O-β -D-木糖苷 ( - ) -isolar i-ciresinol-2α-O-β-D-xy lopyrano side C25 H32O10

34 (+ ) -lyoniresi nol-2α-O-β-D-glucopyranoside C28 H38O13

35 正三十二烷酸 C32 H64O2

36 槲皮素-3-氧 -鼠李糖苷 que rcet rin C21 H20O11

37 水杨酸甲酯 methyl sa licy la te C8 H8 O3

38 水杨酸乙酯 e thly salicylat e C9 H10O3

39 水杨酸苯酯 pheny l salicylat e C13 H10O3

40 棕榈酸 palmitic acid C16 H32O2

常绿林下 ,喜沙性土壤 ,以种子和细枝进行繁植。除野生外在

主要分布地区也有栽培。叶子每年收获两次 ,最佳季节是 6～

9月 ,此时芳香油含量最高。 收获全草或叶子后趁鲜用水蒸

气蒸馏得到冬青油。 挥发油含量约占鲜重的 0. 5% ～ 0. 8% ,

其中 96% ～ 99%是水杨酸甲酯。在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已建

立了冬青油生产加工厂。 作为传统的民间药 ,有止痛、收敛、

通经、祛风、利尿、兴奋、滋补等疗效 ,用于治疗头痛、腹痛、关

节痛、发炎、风湿、咽喉痛、皮肤病、牙风等病症。 已开发出的

产品包括抗感染药膏、冬青油、牙膏、饮料、口香糖等。冬青油

还有促有丝分裂活性 ,因而被用于杀虫剂和驱虫剂。 挥发油

可以被皮肤吸收 ,但对胃有刺激作用 ,少量吸收就会出现毒

性 ,严重者导致恶心、呕吐、酸中毒、肺水肿、肺炎、惊厥甚至

死亡 ,可见副作用比滇白珠大。

2. 2　其它药用植物:本属主要药用植物见表 2。此外 ,文献提

到过的其它种或变种还有: 沙果 G. f ragrantissima va r. hir -

suta、细齿白珠 G. leucocarpa var. crenulara 米魁氏白株树

G. miqueliana、梨叶白珠 G. pyrolaefolia、硬毛白珠 G . leu -

cocarpa va r. hirsuta等 ,值得注意的是 ,本属所有药用植物的

共同特点是: 均含芳香油 ,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均有很长的

民间应用历史 ,并且都与治疗风湿病有关。

2. 3　化学成分 [31]: 本属做过化学研究的植物有: G. ade-

nothrix [32]、G. f ragantissima [33]、G. grif f ithiana、G. procum -

bens、G. shallon [34]、 G. tetramera、 G. leucocarpa var. cumin -

giana、G. leucocarpa va r. yunnanensis。本属植物所含主要成

分为黄酮类、萜类化合物 ,此外还含木脂素、有机酸和香豆素

类化合物。 水杨酸甲酯不仅是滇白珠挥发油的主要成分 ,也

是白珠树属植物挥发油的主要成分和特征性成分 ,含量极

高。 本属植物含多种有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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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白珠树属药用植物一览表

中文名 拉丁名 功　　　效

滇白珠 G. leucocarp a var. yunnanensis 风温性关节炎、眩晕、闭经、风寒感冒、咳嗽、哮喘等

地檀香 G. forrest ii 祛风除湿 ,舒筋活络。 用于风湿瘫痪、冻疮

硬毛白珠 G. yunnanesis v ar. h irsuta 用于痧气、肚痛、劳伤、牙痛、风湿痛、蛇咬伤、跌打损伤及皮肤瘙痒 [25]

白珠树 G. l eucocarpa var. cumin giana 祛风除湿 ,治疗肝硬变、腹水、外伤、风湿性关节炎、背痛

尾叶白珠 G. gr if f ith iana 祛风除湿

五雄白珠 G. semi-infera 祛风止痒 ,外用于风疹、荨麻疹、皮肤瘙痒

粉红白珠 G. hookeri var. hookeri 风湿关节痛、跌打损伤、胸膜炎、咳嗽、哮喘。 嫩枝及叶祛风止痒 ,用于皮肤瘙痒

芳香白珠 G. f ragran tissima 印度冬青油 [32]

硬毛白珠树 (拟 ) G. h ispid ula 治疗癌症

平铺白珠树 G. procumbens 止痛、收敛、通经、祛风、利尿、兴奋、滋补 ,用于治疗头痛、腹痛、关节痛、发炎、风
湿、咽喉痛、皮肤病、牙风

　　已从平铺白珠树和 G. hispidula 中分得白珠树苷

( g aultherin) ,该化合物是由水杨酸甲酯和木糖及葡萄糖所

组成。 从滇白珠分得滇白珠苷 A ( gaulthero side A ) ,作者用

HPLC法研究证明滇白珠、尾叶白珠、芳香白珠、四裂白珠和

白珠树 5种植物均含滇白珠苷 A、 ( - ) -5′-甲基异落叶松树

脂醇 -2α-O-β -D-木糖苷和 ( - ) -异落叶松树脂醇 -2α-O-β-D -木

糖苷 3种木脂素苷 ,在 5种植物根中总含量顺序是:芳香白

珠> 滇白珠 > 白珠树> 四裂白珠 > 尾叶白珠。 二萜类、三萜

类化合物也是白珠树属药用植物中普遍存在的一类化合物。

二萜类化合物多为四环二萜及其苷 ,少数为三环萜及其苷。

黄酮类化合物中槲皮素及其单糖苷也是本属许多植物所含

化合物。

2. 4　生物活性:本属植物有广泛的生理性活。挥发油具有明

显的镇咳、平喘和祛痰作用。熊果酸和齐墩果酸对实验性“关

节炎”有明显抑制作用 ,并能抑制胶原合成和增生 ,临床用于

治疗和改善胶原疾病。芦丁对大鼠植入羊毛球的发炎过程有

明显抑制作用。此外 ,某些黄酮类、有机酸类和和香豆素类化

合物对多种病原菌和病毒具有明显抑制作用 ;槲皮素苷和芦

丁等有维生素 P样作用 ,能降低血管通透性 ,可用作防治高

血压及动脉硬化的辅助剂。 槲皮素等对由 ADP胶原或凝血

酶引起的血小板聚集及血栓形成有抑制作用。

3　小结

滇白珠有多种功效 ,主治风湿病。除作药物外 ,已有一些

滇白珠新产品问世 ,如药酒 [35]、盘香、气雾剂、外用自热速疗

带 [36]等。 对于滇白珠新药的研究开发 ,作者认为今后应侧重

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方面。 首先 ,对不同提取部位进行药理活

性追踪 ,验证有效部位及主要化合物的药理活性 ,以医院制

剂的形式进行临床疗效验证 ,为新药开发提供更充分的依

据。其次 ,完善质量标准 ,确定质量标准中含量测定的项目和

方法。第三 ,设计制备工艺 ,筛选最佳提取工艺路线。第四 ,进

行有效部分的毒理实验。

此外 ,还应加强滇白珠与本属其它药用植物特别是芳香

白珠和平铺白珠树的比较研究。化学分类学的研究将揭示相

关化学成分在本属的分布规律及不同种间的亲缘关系 ,不仅

为基础理论研究作出贡献 ,也能为新药开发提供更完整的思

路和更合理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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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中植物蛋白的研究概况

欧　力 ,孔令义

⒇

(中国药科大学 天然药物化学教研室 ,江苏 南京　 210009)

摘　要: 　苦瓜是常见的蔬菜 ,也有着广泛的药用价值。 其中蛋白类成分是极具特色的活性成分 ,总结了苦瓜中植

物蛋白的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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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protein and polypeptide of Momordica charant ia
OU Li, KONG Ling-yi

　　 ( Depa rtment o f Na tural Medical Chemist ry ,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 er sity , Nanjing Jiang su 210009, China )

　　 Key words: Momordica charantia L. ; plant pro tein; pharmaco lo gica l activ ity

　　苦瓜 Momordica charantia L. 是葫芦科 ( Cucurbi-

taceae )苦瓜属植物 ,又称癞葡萄和锦荔枝 ,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活性成分是蛋白及多肽 ,如核糖体失活蛋白、类胰岛素多

肽等。 笔者综述了苦瓜中植物蛋白的研究概况。

1　核糖体失活蛋白 (RIP, ribosome inh ibitor prote in)

RIP是一类使核糖体失活从而抑制细胞中蛋白合成的

碱性蛋白。 许多科研人员从苦瓜中分离纯化了此类蛋白 ,虽

本质相同 ,但侧重不一 ,命名也各异 ,分述如下。

1. 1　苦瓜定 ( momo rdin) /苦瓜抑制剂 ( momo rdinca charan-

tia inhibito r):这是 1980年 Barbieri等从苦瓜中最早分离得

到的一种 RIP,为兔子网织红细胞裂解物蛋白合成的强抑制

剂 ( ID50= 1. 8 ng /m L)。 1989年 ,由 Montecucchi报道了 N

端序列 [1]。 1994年 Husain对其晶体结构做了研究 [2 ]。

Ba rbie ri及 St ripe随后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免疫毒素的构

建及应用。 80年代 Stripe等将 momordin与抗 Thy 1. 1的单

克隆抗体及与可识别血浆细胞相关抗原的单克隆抗体 8 A

偶联 ,构建了免疫毒素。90年代 ,同一研究组将 momordin与

抗 CD5单克隆抗体偶联 ,体外可抑制外周血单核细胞 ( PM-

BC)及人 T细胞蛋白和 DN A的合成。 体内也能抑制 JU-

RKAT白血病 nu /nu小鼠肿瘤的发展 ,其有效率达到 80%

(P < 0. 01) ,可用于 CD+
5 的白血病及淋巴癌的治疗 [3]。 1996

年 ,他们将 momordinⅠ 与可识别人膀胱癌细胞 ( T24细胞株 )

表达的糖蛋白 gp54的单克隆抗体偶联 2 h即可保证 T24细

胞与免疫毒素结合及内吞。 纳克级即可抑制 50%蛋白的合

成 ,而没有偶联的蛋白与非相关抗体偶联的免疫毒素及针对

gp54-的细胞均不显示毒性 [4 ]。 同年 ,又构建了抗 CD30免疫

毒用于霍奇森氏病及作用于 D430B细胞 [5 ]。

1998年 Bolognesi将 momordin与抗 CD22单克隆抗体偶

联 [6 ] , CD22表达的细胞株 Dauudi、 EHM、 BJAB、 Ra ji、 BM21

等均受抑制 , IC50及 IC90分别为 5× 10- 15～ 7. 6× 10- 11 mol /L

和 5× 10- 14～ 5× 10- 8 mol /L ,即使高浓度对 CD22不表达的

细胞株 hl60也无影响。浓度为 10- 9 mol /L时 ,骨髓细胞受抑

制少于 40%。

由于大分子化合物偶联上叶酸可通过叶酸受体的介导

将大分子不受破坏地导入细胞 ,而肿瘤细胞膜上叶酸受体又

比正常细胞多 ,因此 Leamon构建了 momordin与叶酸的靶

向免疫毒素用于抗肿瘤 [7]。

1990年 , Ba rbie ri还研究了 momordin其同聚物及其

IgG偶联物的药代动力学 [8]。

1. 2　 M AP30 ( Momordica Anti-HIV Pro tein): 为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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