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有杀菌和抗真菌效果。具体分离过程如下: 植物的己烷粗提

物采用 CPC 比采用普通柱色谱或快速色谱法分离都更为经济

有效。溶剂系统采用己烷-乙腈-乙酸乙酯-水( 8∶7∶5∶1) ,以

其中的下层作为流动相进行分离获得了良好的效果[11]。

3　小结

CPC 技术目前的应用还不如HPLC 技术的应用广泛, 但

它具有其它色谱技术所没有的独特选择性, 往往能在其它色谱

方法不能奏效时获得很好的分离效果, 现已成功应用于多种分

子的分离。

综上所述,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色谱技术也不

断进步, 使得复杂的分离工作得到简化的同时,也必将推动木

脂素化学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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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法菲西研究进展

卞庆亚,罗崇念,马小军
�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生物技术研究室,北京　100094)

　 　 法 菲 西, 俗 称 巴 西 人 参 ( Suma ) , 为 苋 科

( Amaranthaceae) 植物巴西人参 Pf aff ia p aniculata 的根,主

要分布在南美洲巴西等国家热带雨林地区, 于 1826 年被植物

学家首次记载。当地居民和草药学家使用法菲西这种植物已经

有 300 多年的历史, 最主要的用途是作为滋补剂、催欲药及降

血糖药使用。今天,法菲西的应用范围已越来越广泛,如在厄瓜

多尔法菲西被用来治疗诸如心血管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生殖

系统、消化系统、激素平衡紊乱、性机能障碍、不育症、动脉硬

化、糖尿病、关节炎和支气管炎等多个系统疾病的治疗; 在欧

洲,人们使用法菲西来恢复神经和腺体的功能, 调节内分泌, 增

强免疫系统的功能, 并用于治疗不育症, 停经或月经不调等症

状,及用于减少节育药物的副作用,而且,还可用于高胆固醇血

症和解毒。现代实验科学的研究结果为法菲西的民间应用提供

了实验依据。本文将对法菲西的主要实验研究结果作一踪述。

1　化学成分

日本学者对法菲西的化学成分做过较多研究[ 1～4]。法菲西

含有 19 种氨基酸, 大量电解质, 维生素 A、B1、B2、E、K,泛酸和

微量矿物质包括铁、镁、钴、硅、锌、及高含量的锗。在法菲西中

含有超过其干重 11% 的皂苷成分。这其中包括法菲西酸

( pfaffic a cid) 及其苷类 (如法菲西苷 pfaffo sides A-F ) , 三萜

类 ( no rtr iperpene) 及其苷类, 脱皮甾醇类激素 (如蜕皮甾酮

ecdyster one )、蕨 甾 酮 ( ptero sterone )、 足 甾 酮

( podecdysone )、豆甾醇 ( stigmaster ol)、谷甾醇 ( sitoster o) 及

其苷类等。

2　药理作用

2. 1　抗肿瘤作用: Wat anabe 等报道[ 5] , 皮下或腹腔注射法菲

西提取物后能明显抑制 S180或艾氏腹水瘤等荷瘤小鼠中癌细胞

的生长, 并且认为,法菲西对癌细胞的抑制活性可能是通过其

刺激增强机体的网织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增强自然杀伤细胞

和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的功能而发挥作用的。

T akashi等报道[ 6] , 4 周龄的雌性 AKR/ J 小鼠口服给予

法菲西粉,每周 3 次共 8 周,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给药小鼠

的胸腺瘤增长明显受到抑制(P < 0. 01)。在第一次给药后,内源

性小鼠重组白血病病毒 ( M ulv ) 的增殖也明显受到抑制 (P <

0. 05)。实验还发现,从 28 周龄接受口服给药的实验小鼠的胸

腺中, 提取无细胞的胸腺提取物再注入正常的 3 周龄的雌性

AKR/ J 小鼠的胸腺中,这些小鼠因发生胸腺瘤而死亡的进程

明显延迟。表明法菲西对雌性 AKR/ J 小鼠因 M ulv 病毒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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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自发性白血病的抑制作用可能是由于它增强了机体的非特

异性免疫和/或细胞免疫系统的功能而引起的。

2. 2　壮阳作用:意大利学者 Arletti 等研究了法菲西对正常大

鼠和阳痿大鼠的性功能的影响[ 7]。阳痿大鼠口服法菲西 ( 1 g /

kg 体重) 后,其泄精百分率明显增加, 而其爬背, 插入和泄精潜

伏期以及泄精间隙及交配间隙均明显缩短。这些结果支持了法

菲西在民间作为壮阳药使用的用法。但是, 法菲西对性功能正

常的大鼠没有明显的刺激作用。

2. 3　对血液系统的作用:在巴西民间, 法菲西广泛用于治疗贫

血症, 特别是镰状细胞性贫血。美国学者 Samir 等对法菲西治

疗镰状细胞性贫血症的机制进行了研究[ 8] 。镰状红细胞在体外

与不同浓度的法菲西提取物培养一定的时间后,利用专门设备

检测红细胞的各项参数, 包括阳离子含量、变形指数、胎儿血蛋

白及高密度红细胞含量等。结果显示, 镰状红细胞经法菲西作

用后, 其变形指数明显提高, 几乎接近正常红细胞水平; 同时,

受试红细胞的平均红细胞容积增加, 而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

量下降, 并且法菲西能明显提高细胞中 Na+ 含量, 而对 K + 含

量影响相对较小,表明红细胞的水合状态得到改善, 导致红细

胞表面的面积/体积比值增加,使其变形能力得到改善。以上研

究结果表明, 法菲西可能以钠离子汞的作用方式改善了镰状红

细胞的流变学特征, 并且为民间使用法菲西治疗镰状红细胞贫

血症提供了理论依据。

2. 4　抗炎、镇痛活性: 意大利学者 M azzanti 等报道,在小鼠腹

腔给药剂量达 2. 5 g/ kg 体重时, 没有出现明显的行为学改变。

剂量逐渐加大时,则出现镇静, 运动不协调, 竖毛,体温降低等

变化。其半数致死量大于 5 g / kg 体重。法菲西在腹腔给药剂量

为 0. 5 g / kg 时,能明显抑制由角叉菜胶引起的大鼠足趾肿胀

反应。同时, 在皮下注射给药剂量为 0. 5 g/ kg 时, 能明显抑制

由醋酸引起的小鼠扭体反应。研究结果表明, 法菲西具有一定

的抗炎和镇痛作用。

3　小结

法菲西在南美民间已有悠久的使用历史,可用于治疗多种

疾病。而在当今国际市场上, 也出现了多种以法菲西为原料的

单方或复方形式的保健产品或健康食品。主要用作滋补剂及生

理功能调节剂。法菲西所含有的丰富的植物激素和其特有的法

菲西皂苷可能与其活性密切相关。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法菲西

的药理活性进行了研究,结果支持了其在民间的用法, 为正确

科学地应用法菲西提供了实验依据。但是,对于法菲西的确切

疗效,目前尚缺乏更多的科学、严谨的临床研究加以验证。为了

进一步开发法菲西这一宝贵的药用资源, 有关的药理实验研究

和临床研究工作值得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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