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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耧斗菜族植物隶属于毛茛科唐松草亚科,在我国有 8 属 30 多种, 资源丰富。绝大多数具有不同的功效,在

民间用来治疗各种疾病。对耧斗菜族药用植物的化学成分研究作一综述,并对其资源分布、利用及民间疗效进行整

理, 为开发该类群植物药用资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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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耧斗菜族植物隶属毛茛科( Ranunculaceae )唐松草亚科

( Thalictro ideae) , 在我国有 8 属30 多种。该类群植物资源丰

富, 大都含有多种生理活性物质, 在民间具有大量使用本类

群植物治疗疾病的经验。我国东北地区用尖萼耧斗菜 A qui-

legia oxy sep ala T raut v. et M ey. 或本属其它植物的流浸膏

( 名“血见愁”膏)治疗月经不调、功能性子宫出血等妇科疾

病[ 1] ; 天葵 Semiaquilegia adoxoides ( DC. ) M ak. 有较长的

使用历史, 早在《植物名实图考》、《百草镜》及《本草纲目拾

遗》等本草中就有记载,有清热解毒, 消肿散结功能, 用于痈

肿疔疮、跌打损伤[2] , 广西桂林地区用天葵全草水煎液治疗

室上性心动过速并发心源性休克阵发性室性早博及心肌梗

死等严重心脏疾病,疗效显著[ 3]。天葵亦被我国药典( 2000

年版)收载;拟耧斗菜属许多植物在藏族民间广泛利用, 拟耧

斗菜 P araquilegia micr op hy lla ( Royle) Drumn. et Hutch.

就是一种著名的藏药, 始载于《晶珠本草》,用于止痛,催产止

血, 下死胎,排异物, 跌打损伤等[4]。由此可见, 这一类植物很

有利用价值, 但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目前我国学者

对该类群植物的研究及开发利用较少。为了充分利用我国的

药用植物资源, 我们对该类植物的化学成分、植物资源以及

民间疗效进行了整理归纳, 以期为进一步开发利用该类植物

提供参考。

1　化学成分

以往的研究表明, 该族植物化学成分主要有异喹啉生物

碱、脂肪酸、酚酸、黄酮类及皂苷类。现将各类成分概括如下:

1. 1　A quilegia 属成分

1. 1. 1　脂肪酸: 该属植物种子中含有大量不饱和脂肪

酸[5～7] , 主要有: 十八碳四烯酸、二十碳烯酸、二十碳三烯酸

和丙二烯酸( allenic)等。

1. 1. 2　生物碱类: 从该属种中分到的生物碱有: 木兰花碱

( magnoflor ine) , 紫堇块茎碱 ( co ry tuberine ) , 黄连碱 ( copti-

sine) [8]及小檗碱( berberine ) [ 9] . 从尖萼耧斗菜中分到 4 个氧

化阿朴菲生物碱[ 10] : lysicamine、isomoschato line、lir idine 和

oxostephanine。

1. 1. 3　黄酮类: 本属植物主要含简单的黄酮化合物: 芹菜

素、apigenin-7-O-�-D-g lucoside、apig enin-7-O-rut inoside、东

方蓼黄酮苷( or ientin)和异东方蓼黄酮苷[ 11] ; iso cytisoside及

其 7-O-�葡萄糖苷和 2″-O-双葡萄糖苷[12] ; 从尖萼耧斗菜中

分离到 5 个黄酮化合物[13] :芫花素 ( g enkw anin) , 木樨草素

( luteo lin) , 当药苷( sw ertisin) , 日本椴苷( tilianin)和芹菜素。

此外,从花中分离到飞燕草素、蹄纹天竺素、矢车菊素及其苷

化物[14]。

1. 1. 4　酚酸类:本属植物富含酚酸类成分, 主要有: 没食子

酸、二羟基苯甲酸、原儿茶酸、对羟基苯甲酸、香草酸、咖啡

酸、阿魏酸、介子酸( sinapic acid)和 p -香豆酸[ 15, 16]。此外,从

A . arata var . atr oviolacea 的根中还分到一个丁烯羟酸内酸

aquilegiolide Ⅰ及其异构体[17]。

1. 1. 5　皂苷类: 日本学者[ 18]从 A . f labellata 的地上部分分

离得到 2 个羊甾烷型皂苷 aquileg iosides A 和 B。

1. 2　I sopy rum 属成分:国外对该属植物 I . thalictr oides 进

行了一些植物化学的研究,分到十几个生物碱, 主要类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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苄基异喹啉类和原小檗碱类; 主要有: 木兰花碱、紫堇块茎

碱、黄连碱[8] ;小檗胺、异粉防己碱( isotet randrine) [19] ; S S-粉

防己碱( SS -tetr andr ine)、RS -粉防己碱(R S-tetrandrine)、O-

methylr epandine[ 20] ;防己诺林碱( fangchinoline)、isopy rutha-

line Ⅰ, Ⅱ[21] ; pseudoberber ine、pseudocoptisine, pseudo-

co lumbamine , dehydropseudocheilanthifo line [22]。

1. 3　其它属化学成分: 从乳突拟耧斗菜 paraquilegia

anemonoides 的全草中分到 3个生物碱单体[ 23] : (± ) -防己诺

林碱( -fangchinoline )、木兰花碱、S , S-二甲基箭毒碱 ( S, S -

dimet hy lcur ine ) , 从天葵 Semiaguileqia adoxoides ( DC. )

M ak.中分到一个黄酮苷:刺槐素-( 1→2″) -O-�-L-鼠李糖基-

6-C-�-D-吡喃葡萄糖苷[ 24]。

2　植物资源及民间疗效

耧斗菜族植物资源丰富,在我国各地都有分布, 但主要

分布在北方地区。每种植物基本上都有在民间用于治疗各种

疾病的记载,现将资源分布和民间功效归纳整理,见表 1。

表 1　耧斗菜族植物资源分布和民间功效

植　物　名 分　　　　　布 药用部位 民间功效、用法

1. 东北扁果草
I sopy rum manshuricum

黑龙江东部、吉林 根 散结消肿、解毒

2. 蓝堇草
L ep topy rum f umarioid es

东北、华北、陕西、甘肃、新疆 全草 用于心血管、胃肠道疾病及伤寒

3. 小花人字果
Dichocarp um f ranchet ii

湖南、广西北部、西南、台湾 根 清热解毒,用于消化不良、目赤肿痛

4. 耳状人字果
D . aur iculatum

湖北、四川、贵州、云南东北部 全草 止咳化痰、消炎,用于咳嗽痰喘、虚肿、瘰疠

5. 基叶人字果
D . basi lare

四川南部 全草 用于风湿、水肿

6. 蕨叶人字果
D . dalz ie lii

浙江、江西、福建西部、广东、广西、四川、贵
州

根状茎 消肿解毒,用于劳伤腰痛、红肿疮毒

7. 纵肋人字果
D . f ar gesii

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河南、湖北、四川、
贵州

全草 健脾化湿、清热明目,用于消化不良、风火
赤眼

8. 人字果
D . sutchuense

浙江、湖北、四川、云南 根状茎 清热解毒、消肿

9. 三小叶人字果
D . t rif ol iolatum

四川南部 全草 驱风、益智醒脑

10. 乳突拟耧斗菜
P araquil egia anemonoid es

甘肃西北部、宁夏、青海西北部、西藏 根 用于治疗跌打损伤和堕胎

11. 拟耧斗菜
P . micr op hyl la

甘肃西南部、青海、新疆西部、四川西部、云
南西北部、西藏

枝、叶 活血散瘀、止痛、止血、清热解毒。用于子宫
出血、下死胎、刀枪伤、接骨等

12. 天葵
S emiaqui leg ia adoxoide s

全国各地 块根 清热解毒、散结消肿、利尿排石

13. 尾囊草
Urop hy sa henryi

湖北西部、湖南北部、四川东部、贵州 根 跌打损伤、消肿、疟疾、吐泻

14. 暗紫耧斗菜
A quil egia at rov inosa

新疆 全草 清热凉血、调经止血

15. 无距耧斗菜
A . ecalcarata

陕西西部、甘肃、青海、河南西部、湖北西北
部、四川、贵州北部、西藏东部

根 生肌拔毒,清热解毒。用于烂疮、黄水疮、溃
疡

16. 秦岭耧斗菜
A . incu rvata

陕西南部、甘肃南部、四川东北部 根 祛瘀生新、镇痛祛风,用于瘀血、跌打损伤

17. 白山耧斗菜
A . j aponica

吉林东部 全草 止血,用于妇女病

18. 尖萼耧斗菜
A . oxy sep ala

东北 全草 调经、活血,用于月经不调

19. 甘肃耧斗菜

A . oxysep ala var. kansuen-
sis

陕西南部、甘肃、宁夏南部、青海东部、湖北
西部、四川、云南西北部

根
全草

活血,用于劳伤
治感冒

20. 小花耧斗菜

A . p arv if l ora

黑龙江、内蒙古北部 全草 活血通经,用于月经不调、经期腹痛

21. 耧斗菜

A . v irid if l ora

东北、华北、陕西、青海、山东 全草 清热解毒,调经止血

22. 华北耧斗菜
A . yabeana

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河南 全草 用于月经不调、产后瘀血过多、痛经

3　结束语

耧斗菜族植物化学成分主要为生物碱和黄酮类及其他

类化合物, 与其他毛茛科植物相似,主要含异喹啉生物碱。在

疗效方面, 耧斗菜属植物大多数有清热凉血、调经止血功效,

民间都用来治疗各种妇女病, 可能成为妇科用药的新资源;

其 它属植物, 如人字果属 ( L ep topy rum )、拟 耧斗菜属

( P araquilegia)、天葵属( Semiaquileg ia)都有清热解毒、散结

消肿的功效, 民间多用于治疗各种疮毒等, 提示该类植物可

能成为寻找抗肿瘤活性成分和抗菌成分的新资源。目前,耧

斗菜族植物的化学和药理研究很少, 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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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麦注射液是近年应用于临床的中药静脉注射液,

具有多方面的作用。本文仅报告其在充血性心力衰

竭治疗中的作用。

1　对象和方法

近两年住院的有完整资料, 心功能≥Ⅱ级 (按纽约心功

能分级)的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 70 例,男 58 例,女 22 例, 年

龄 25～80 岁,平均年龄 56. 5 岁, 病因有冠心病 33 例,高血

压病 14 例, 肺心病 15 例, 心瓣膜病 3 例,心肌病 1 例,心肌

炎 4 例。

70例患者分为两组。40 例应用参麦注射液者为观察组,

用法是: 参麦注射液(正大青春宝药业公司生产 ) 30 mL +

5%葡萄糖注射液 250 mL 静脉点滴, 1 次/日 15 d 为 1 疗

程, 全部病人均应用 1～2 疗程, 若合并有糖尿病则在液体中

按比例加入正规胰岛素。30 例患者为对照组, 没有应用各种

剂型的麦冬及人参。两组患者的其它治疗均据病情进行。两

组统计处理 t检验。

2　结果

按纽约心功能分级,心功能改善Ⅱ级以上者为显效, 改

善Ⅰ级者为有效, 心功能没有改善者为无效。表 1 为两组病

人的治疗结果, 在治疗过程中没有发现参麦注射液有任何副

作用。

3　讨论

表 1　两组患者的治疗结果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0例) 19 18 3 92. 5%

对照组( 30例) 11 13 5 80%

P < 0. 05 < 0. 05 < 0. 05

　　充血性心力衰竭的病因是多种因素的, 多有诱因, 其中

以感染最常见,多为老年人, 并有各种心律失常, 肝肾功能不

全等,生活质量下降。治疗的措施是解除诱因,纠正血液力学

异常,缓解症状, 保护心肌降低死亡率。

参麦注射液具有下列作用: 1. 兴奋垂体-肾腺皮质系

统, 使血浆皮质类固醇水平明显提高。2. 兴奋网状内皮系

统,加速内毒素及休克时各种内源性致休克病理物质的吞噬

廓清。2. 改善心、肝、脑等重要脏器的血液循环,增强机体的

耐缺氧能力。4. 明显的抗心律失常作用。所以参麦注射可用

于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

本文中观察组的显效率、有效率及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

照( P < 0. 05) , 更进一步证实了参麦的上述某些作用, 又鉴

于参麦注射液无明显副作用,所以我们认为对于各种病因的

(尤其是冠心病)充血性心力衰竭,特别是年龄大、抵抗力低,

合并各种心律失常或肝肾功能不全者,可考虑应用参麦注射

液作为其治疗的辅助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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