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的积极性高涨。秧苗价格由 20元猛升到 120元以上 ,翻了

6番。

3)雅连为无性繁殖 ,生长慢而单产低 ,生产条件比较艰

苦 ,劳动强度大 ,产区自引种味连以来 ,药农因而纷纷转产 ,

使雅连生产逐年下降。

5　几点建议

5. 1　继续改进黄连生产技术:传统种黄连的方法 ,木材用量

较大 ,林、连矛盾突出 ,所以应积极推广短棚栽连 ,人工造林

新建栽连 ,永久棚栽连等新技术。

5. 2　科学种药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目前 ,黄连单产很低 ,一

般在 150 kg左右 ,增产潜力较大 ,应进一步采取选育良种、

合理密植、防治病虫害 ,适时采收等措施 ,以增加产量。

5. 3　稳定布局 ,规模生产: 黄连生长年限长 ,应在生产布局、

发展规模、购销政策等方面保持相对稳定 ,以免产销失调。

5. 4　保护雅连生产 ,发挥质量优势: 雅连为黄连中的优势品

种 ,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应加强雅连生产基地建设 ,从政策、

措施上加以保护。

5. 5　加强黄连的细胞组织培养研究:筛选出稳产高产的细

胞系 ,以获得与黄连根茎相同的小檗碱 ,进行工业化生产。

5. 6　加快新药开发: 包括防治脑血管性痴呆及中风后遗症

药物 ;降血压、血糖、血脂类药物 ;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和动脉

硬化药物 ;免疫调节剂和抗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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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药独一味的研究进展

曾　阳 1 ,陈学军 2 ,陈振宁1

 

( 1. 青海师范大学 生物系 ,青海 西宁　 810008;　 2. 广州天河区中医院 ,广东 广州　 510655)

摘　要 :简要介绍了藏药独一味的来源、性味功能、形态特征、地理分布和资源状况 ,概述了藏药独一味的化学成

分、药理活性和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 提示藏药独一味的研究和开发具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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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一味 Lamiophlomis rotata ( Benth. ) Kudo为唇形科

植物 ,原属糙苏属 (Phlomis Linn) ,现已从该属中分出成为

独立的属 ,称独一味属 ,仅 1种 ,又名独步通 [1] ,藏语亦称“大

巴”、“打布巴”。 其根及根茎或全草入药 ,药材表面枯黄色或

黄褐色 ,质坚硬、干枯、气腥臭 ,是我国藏 、蒙、纳西等民族民

间常用草药之一。

1　性味功能、地理分布及资源状况

1. 1　性味功能:味苦 ,微寒 ,有小毒 ,温 ,入口久则有麻痹感 ;

具有止血、镇痛消肿、活血化瘀、补髓、行气、续筋接骨等功

能 [1～ 4]。

1. 2　地理分布及资源状况: 生长于海拔 3 000 m以上的裸

岩等 ,分布于我国青海 ,西藏 ,四川 ,甘肃等藏区。

2　化学成分

2. 1　从独一味叶中分得化学成分有木犀草素 ,木犀草素 -7-

O-葡萄糖苷 ,槲皮素 ,槲皮素-3-O-阿拉伯糖苷 ,芹菜素 ,芹菜

素 -7-O-新陈皮糖苷 ,β -谷甾醇 [5, 6] ;环烯醚萜苷类化合物有

8-O-乙酰山栀苷甲酯 ,山栀苷甲酯和 sesamoside[7]。

2. 2　从独一味根中分得 3个单体和一组混合物为 1-羟基 -

2, 3, 5-三甲氧基 酮 ,β -谷甾醇 ,软脂酸 ,混合饱和脂肪酸 [8] ;

分得环烯醚萜类为独一味素 A～ C[9, 10 ];从独一味根中的正

丁醇提取物中分得 2个苷类化合物: 3-羟基 -4-甲氧基苯乙

基 -O [α-L-吡喃鼠李糖 ( 1→ 3) ]-O-[β-D -呋喃芹菜糖 ( 1→ 6) ]-

4-O-阿魏酰基-β -D-吡喃葡萄糖苷和 3-甲氧基 -4-羟基苯乙基

-O-[α-L -吡喃鼠李糖 ( 1→ 3) ] -O-[β -D-呋喃芹菜糖 ( 1→ 6) ]-

4-O-阿魏酰基-β -D-吡喃葡萄糖苷 ,即为独一味苷 A[11 ];从独

一味根中的正丁醇提取物中分得 4个环烯醚萜苷 ,根据光谱

分析和化学方法鉴定为 8-O-乙酰山栀苷甲酯 , 6-O-乙酰山栀

苷甲酯 , Penstemoside, 7, 8-deh ydropenstemoside[12]。

2. 3　从挥发油部分经光谱和化学分析鉴定出有 5、 7、 3′、 4′-

四羟基黄酮 , 5、 7、 3′、 4′-甲羟基黄酮 -7-O-β-D -葡萄糖苷 ,槲

皮素 ,槲皮素 -3-O-β-L -阿拉伯糖苷 , 5、 7、 4′-三羟基黄酮 -7-

O-β-新橙皮糖苷 ,偏诺皂苷元糖苷 ,β -谷甾醇和正三十三

烷 [6]。

3　药理活性:

3. 1　镇痛作用:用 10%独一味浸膏 0. 28和 0. 14 m L /10 g ,

小鼠灌胃 ,有明显的镇痛作用 (热板法 ) ,持续时间约 2 h。 独

一味浸膏 0. 19～ 3. 0 g /kg的镇痛作用与 0. 23 g /kg的阿司

匹林相当。以不同剂量的独一味浸膏给小鼠灌胃后 1 h,腹腔

注射 0. 3%醋酸 0. 2 m L ,扭体动物数显著减少 [6]。

3. 2　止血作用:用 10%和 5%独一味浸膏 0. 14 m L /10 g给

小鼠灌胃 ,出血时间由给药前 7. 1～ 7. 7 min,分别缩短至

4. 7和 3. 2 min,有显著止血作用 (小鼠尾静脉止血试验 );大

鼠麻醉后剖腹切割肝脏 ,局部用药 ,不给药的出血时间均大

于 60 min,给药的切口平均为 7. 2 min,表明有局部止血作用

(大鼠肝脏止血实验 ) [6]。

3. 3　抗菌作用:用滤纸片法 ,以青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

和氯霉素作对照 ,独一味浸膏对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和产气杆

菌有抑菌作用 ;独一味叶皂苷对痢疾杆菌、绿脓杆菌、产气杆

菌、枯草杆菌和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均有显著的抑菌作用 ,但

较抗菌素弱 [6]。

3. 4　提高免疫功能的作用:独一味皂苷 50, 100 mg /kg ,腹

腔注射 ,连续 5 d,结果能显著提高巨噬细胞吞噬率、巨噬细

胞吞噬指数、 E-花环形成率及酸性α-萘酚醋酸酯酶染色阳性

率 ,表明独一味有显著提高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的作

用 [6 ]。

3. 5　抗肿瘤作用: 独一味皂苷及醇提物对 S180、艾氏癌

( EC)、肝癌 ( Hep)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抑制率分别为

51. 2% 、 32. 7% 、 38. 7%。同时该药物可使荷瘤小鼠的脾脏和

胸腺增重 ,体重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表明该药有一定程度

的免疫作用 [13]。

3. 6　对骨髓粒祖细胞 ( CFU-D)的影响: 独一味浸膏对正常

小鼠骨髓、马利蓝诱导的衰竭小鼠 CFU-D的增殖对照组有

显著促进作用 ,表明独一味有补髓作用 ,而且是通过促进骨

髓粒细胞增殖而完成的 [14 ]。

3. 7　毒性试验: 给小鼠一次灌胃 ,求得独一味浸膏的 LD50

为 13. 5 g /kg ,以独一味浸膏 1. 5 g /kg给麻醉家兔肠内注入

给药 ,观察呼吸、血压、心率均在正常范围 ,无中毒表现。狗经

胃给药 ,独一味浸膏 0. 1及 0. 5 g /kg,每天 1次 ,连续 21 d,

对血相、肝及肾功能无明显影响 ,病理切片观察心、肺、肝、

脾、胃等主要脏器未见异常 [6]。

4　临床应用

4. 1　治疗骨外伤: 用独一味片治疗外伤后软组织损伤 79

例 ,外伤骨折 12例 ,有效率 96. 1% [15 ]。 治疗骨外科 20余病

种 356例 ,结果: 显效率 20. 5% ,有效率 63. 5%。 对 14例患

者用独一味片前后测定前臂内侧皮肤痛觉阈 ,结果服药后

1, 2, 3, 4 h从药前的 4. 34 cm增加到 5. 71, 6. 41, 6. 71,

6. 75 cm ,服药后痛阈升高 [16 ] ,表明独一味片用于骨外科有

较好的止血、镇痛效果。

4. 2　术后镇痛: 用独一味胶囊对耳鼻咽喉及头颈外科手术

病人 150例进行镇痛疗效观察 ,其中男 108例 ,女 42例 ,年

龄 16～ 84岁 ,总有效率 88. 0% ,鼻部及头颈部有效率达

90. 4%和 92. 3% ,较对照组疗效为优 ,同时对鼻部手术出血

也具有较好的止血作用 [17, 18]。 对 40例 18～ 66岁 (男 32例 ,

女 8例 )肛瘘手术服用独一味观察治疗 ,对照组 30例 ,手术

后服去痛片 ,维生素 K1肌肉注射 ,庆大霉素 32万 U加入生

理盐水 500 m L,静脉滴注 ,其结果为: 手术后疼痛、尿潴留、

手术创面渗血的疗效均优于对照组 ,且手术创面愈合时间较

对照组快 [19]。

4. 3　治疗妇科疾病: 用独一味片治疗妇科疾病 190例 ,其中

因宫血、炎症、放环等所致阴道出血 139例 ,显效 51. 1% ,有

效 41. 0% ,因痛经、附件炎及其它原因所致疼痛 51例 ,显效

31. 4% ,有效 45. 1% ,较之维生素 K、 6-氨基乙酸、安络血、去

痛片、肤宁滴丸的疗效为优 [20]。

4. 4　治疗视网膜静脉阻塞 ( RVO ):独一味治疗 RVO 16例 ,

总有效率为 87. 5% ,是一种较理想的治疗 RVO的药物。 可

以疏通血管、消除视网膜水肿 ,有利于视功能的恢复 ,并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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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症的发生 [21]。

综上所述 ,独一味具有丰富的资源和广泛的生物活性 ,

具有止血镇痛、活血化瘀、抗菌消炎、抗肿瘤和增强机体免疫

等功效。 现已分离和鉴定出多种有效成分 ,临床用于多种外

科手术后的刀口疼痛、出血、外伤骨折、筋骨扭伤、风湿痹痛、

崩漏、痛经、牙龈肿痛、出血以及视网膜静脉阻塞等疾病。 目

前对其作用成分及作用机制报道较少 ,尤其是对其活血化

瘀、抗肿瘤、增强机体免疫的研究报道较少 ,尚待进一步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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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片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

吴寿荣 ,程　刚 ,冯　岩

 

(沈阳药科大学 药剂教研室 ,辽宁 沈阳　 110016)

摘　要: 综述冰片的药理作用、药物动力学及毒理学的研究概况。冰片能显著促进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药物的吸
收 ,提高治疗药物脑组织中的浓度 ,对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具有一定的研究开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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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studies on pharmacology of borneol
WU Shou-rong , CHENG Gang , FENG Yan

( Depa rtment o f Pharmaceutics, Shenyang Pha rmaceutical Univ 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16,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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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冰片为龙脑香料常绿乔木龙脑香 Dryobalanops

arornatica Gaer ta. f.树脂的加工品 (称为“梅片” ) ,或菊科植

物 Blumea balsamif era DC.的提取物 (称为 “艾片” ) ,或以樟

脑、松节油为原料经化学合成的加工制成品 (称为机制冰

片 ) [1 ] ,天然冰片主成分是龙脑 ( borneo l) ,合成冰片为外消旋

体 ,其中含有大量异龙脑 ( isobo rneol) [2 ]。

中医认为冰片味辛苦、微寒 ,归心、脾、肺经 ,有开窍醒

神、通诸窍等作用。《本草纲目》记载 ,冰片具有“通诸窍、散郁

火”之功效。在许多中成药中常作为“药引” ,以增加其它药物

的治疗效果 ,即中医所谓的“芳香走窜 ,引药上行” ,“独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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