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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兰科 ( Magno lia ceae)全球共 15属约 250种 ,分布于北

美和南美南回归线以北以及亚洲东南部、南部的热带、亚热

带至温带地区。我国有 11属 ,约 100种 ,多数分布在南部、西

南部 [1]。 近 5年来 ,国内外已出现许多有关木兰科植物生物

活性研究报道 ,内容涉及抗肿瘤、抗氧化、抗菌、抗炎、对中枢

神经系统的作用、美容护肤化妆品、抗补体活性等方面 [2～ 7 ]。

为了充分利用木兰科中药用植物的生物活性 ,笔者对木

兰科中某些中国特有植物的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进行了研

究 [8～ 9 ]。现将近 5年来国内外有关木兰科药用植物生物活性

成分研究情况进行概述。

1　抗肿瘤活性

　　木兰科植物日本厚朴 Magnolia obova ta Thunb.的茎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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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甲醇提取 ,经过硅胶柱及 ODS柱色谱分离得到厚朴酚、和

厚朴酚及 3个生物碱 (鹅掌楸碱、番荔枝碱、 a similobine)。这

些化合物均能缩短所培养的肿瘤细胞株的寿命 ,其中鹅掌楸

碱作用最强 [2]。

　　在从药用植物中寻找能抑制肿瘤坏死因子 ( TNF) -α化

合物的工作中 ,厚朴 M . off icinalis Rehd. et Wils的醇提物

中所含新木脂素即厚朴酚被确认为活性成分 ,以剂量依赖关

系抑制了脂多糖中激活 RAW. 264. 7细胞所产生的肿瘤坏

死因子 ,其抑制活性 IC50值分别为 53. 7和 61. 4μmo l /L[11]。

通过生物活性跟踪分离的手段 ,从望春玉兰 M . farge-

sii Cheng的花蕾中分离得到 3个能够抑制 TNF-α的木脂素

成分。他们均显示出对 TNF-α的抑制作用 ,其中桉叶素显示

出最强大的活性 ( IC50= 51μmo l /L ) [12 ]。

2　抗氧化活性

　　经过对厚朴的不同溶剂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进行比较

研究 ,发现其抗氧化活性: EtOAc提取物 > 60%乙醇提取

物> 95%乙醇提取物> 正己烷提取物> 水提取物。提取物的

用量与抗氧化作用呈正比关系 [3]。

最近 ,有人研究通过电化学测定 ( ECD) -高效液相色谱

( HPLC)的手段对生药中的甲醇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进行

评价 ,从比较的结果来看 ,在环电量图 ( CV )的低电场区显示

氧化峰的生药具有强大的、迅速的自由基清除活性 ,并且发

现了在 1, 1-二苯基-2-苦味酸基 ( DPPH)自由基清除活性和

通过 ECD-HPLC测定的总峰面积之间的相关性 ( r2 =

0. 76)。 因此 ,这种 ECD-HPLC方法对于评价生药的抗氧化

活性以及抗氧化成分的分别测定分析都是适用的 [13]。

3　治疗牙周病及其他抗炎活性

　　近来 ,可以预防牙龋病、齿龈病、牙周病、口腔粘膜和咽

炎的咀嚼泡腾片及漱口剂已研制出来。 在其制剂的配方中 ,

都含有 M . hypoleuca auct. non Sieb. et Zucc.等药用植物

提取物 [14]。

国内的学者通过由巴豆油诱发的鼠耳水肿和由角叉菜

诱发的鼠后爪水肿的病理模型 ,研究了由紫玉兰 M . lilif lo-

ra Desr.等提取物制备成的一种合剂对小鼠毛细血管通透

性及过敏性反应的药理作用情况。 结果表明 ,这种合剂显示

出抗谈作用 ,抑制了毛细血管通透性和过敏性反应 [4]。 通过

采用 3种炎症动物模型: 急性炎症水肿、佐剂关节炎、慢性肉

芽肿 ,研究了 Flos Magnolia的挥发油的抗炎作用。该挥发油

抑制了炎症组织的血管通透性和水肿 ,缓解了佐剂关节炎 ,

抑制了慢性肉芽肿。 显示了显著的抗炎作用 [15]。

4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

　　木兰科植物的树皮 ,不仅是一种消化用药 ,而且也被认

为是有镇痛作用的中草药。 近来研究发现 ,木兰皮通过以浓

度依赖的方式抑制了由乙酰胆碱 ( ACh )诱导的儿茶酚胺从

细胞中的分泌 ,但这几乎都是通过高浓度钾离子来作用的。

木兰皮中的厚朴酚、和厚朴酚、β-桉醇和龙脑乙酸盐这些成

分都大大抑制了 ACh诱导的分泌。但是 ,β -桉醇显示了最大

的抑制作用 [5]。

和厚朴酚被认为有镇定作用。 但是 ,利用小鼠的高架迷

宫试验显示了连续 7 d给小鼠以 0. 2 mg /kg及更高剂量的

和厚朴酚 ,没有运动神经和肌肉弹性的变化。 苯甲二氮 ( 1

mg /kg )与和厚朴酚 ( 0. 2 mg /kg )具有同样的抑制作用 ,但前

者可诱发小鼠肌肉松弛 [16 ]。

5　美容护肤、化妆品

　　日本科技人员研制出一种可以抵抗紫外线引起的色素

沉积的美容护肤品 ,该产品含有木兰属植物提取物等其他药

用植物提取物、 L -抗坏血酸、胎盘以及甘油单硬脂酸盐等

成分 [6 ]。

一种近来面世的美容护肤品中含有 M . preacoclassima

或柳叶玉兰 M . salicifolla Maxim. 的花蕾提取物 ,该产品对

黑色素形成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17 ]。

　　另外一种产品是含有日本厚朴提取物的洗发液 ,该产品

具有滋养头发和刺激头发生长的作用 [18 ]。

　　最近一项发明显示 ,将木兰科植物提取物与其他药用植

物提取物中所含有的某些成分进行适当配比 ,可用于促进头

发生长、防止或减少脱发 ,增强或使头发颜色复黑。这些产品

和方法可应用到头发护理中 [19 ]。

　　另一项与化妆品有关的发明 ,利用从木兰科植物中分到

的活性保湿成分 ceramide、氨基酸、皮肤增白剂等 ,进行猪皮

肤上的透皮吸收试验时发现 ,其可以改善活性成分的透皮吸

收 ,同时不引起皮肤过敏、刺激作用。 据称 ,这种化妆品是由

含有 2份的聚氧乙烯醚、 5份的甘氨酸、 1份的肉豆蔻酸基 -

1, 3-二甲基醚 ,添加适量的 ceramide保湿剂制备而成的 [20]。

6　其他生物活性物质的研究

　　通过生物活性跟踪色谱分离的手段 ,从木兰属植物 M .

fargesii Cheng花蕾的甲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一个具有抗补

体活性的化学物质 tiliro side, 对补体系统的传统途径显示

出非常有潜力的抗补体活性 ( IC50= 5. 4× 10- 5 mo l / L) ,其活

性甚至比公认的补体系统抑制剂迷迭香酸活性还强 [7]。

　　有人将厚朴皮用甲醇提取 ,浓缩 ,再用水萃取 ,过滤 ,最

后经真空浓缩 ,蒸发干燥 ,得到一种固体物质。这种固体物质

对大鼠小肠的 α-葡萄糖酶显示了 63. 8%的抑制作用 ,提示

可用来进行预防过度肥胖、糖尿病等疾病的研究 [21]。

　　国外学者在寻找血小板激活因子 ( PAF)拮抗药的研究

中 ,从中药辛夷中分离出 2个新木脂素化合物 ,即木兰酮 A

和木兰酮 B。 这 2个物质显示出对抗 PAF的活性 ,它们的

IC50值分别为 3. 8× 10-5和 2. 7× 10-5 mol /L[22]。

　　近来的研究表明:从 M . obovata Thunb. 叶子中分离出

来的 obovato l以及和厚朴酚是新型的胆固醇酰基转移酶

( ACAT )抑制剂。这些活性化合物抑制大鼠肝 ACAT的 IC50

值分别为 42. 71和 86μmol / L[23 ]。

对 M . salicifolia Max im进行生物活性跟踪分离并进一

步纯化得到 6个杀蚊化合物。其中木香烯内酯和小白菊内酯

也被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出来。从该植物果实中分离出来的

木香烯内酯在 24 h之内 , 1. 5× 10- 6 mo l /L浓度水平下 ,即

可显示出对第 4代 sta rA egyptii蚊子的 100%杀死效果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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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木兰属植物、菊科蒿属植物等提取物 ,以及从鞣酸、

羧酸中选用的收敛剂制成的洗浴制品进行研究发现 ,该制品

具有显著的除臭、杀菌作用 [25 ]。

7　结语

　　综上所述 ,木兰科植物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 ,有些活性

成分已开发成产品并进入市场和临床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

不断提高 ,人们将会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些活性成分的作用机

制及发现更多的活性成分 ,为人类提供更有效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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