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等报道早期糖尿病患者在降糖药物的基础上应用 4 周黄

芩苷治疗后, 患者A R 活性明显下降, 早期肾小球病变的指

标不仅治疗前后明显改善, 而且改善程度高于单用降糖药物

的对照组, 提示黄芩苷对糖尿病早期肾脏病变有一定疗效。

115　DA G2PKC 信号传导通路的抑制剂: 新近发现, 高血糖

能激活蛋白激酶C (PKC) 信息传导通路, 使调节血管的一系

列生理功能异常。PKC 抑制剂可以减弱高血糖诱导的血管

通透性因子mRNA 的表达增加。给链脲霉素 (ST Z) 诱导的

糖尿病大鼠和Ê 型糖尿病小鼠 PKC2Β抑制剂可以改善糖尿

病性肾系膜扩张, 可能是通过减少 T GF2Β和肾基质蛋白如

纤维黏连蛋白和Ì 型胶原的表达发挥作用的。灯盏花素是一

有效的 PKC 抑制剂, 对糖尿病微血管病变有一定的改善作

用[8 ]。

2　问题与展望

从文献中我们发现在动物模型方面, 目前中医多借用西

医模型, 存在辨证与辨病脱节问题, 可喜的是有人在这方面

进行了尝试, 习俊峰用猕猴做实验, 观察舌、脉、唇、神态、大

小便等, 初步建立了一系列的辨证指标 [9 ]。虽然已发现一些

有效的蛋白非酶糖化抑制剂, 但许多研究尚属初步, 药物的

作用机制还不清楚。大多数研究报告来自于动物实验, 临床

观察特别是远期疗效的观察还远远不够。一些药物的不良反

应也无临床资料报告。目前中药对DA G2PKC 信号传导通路

的影响目前研究的还较少, 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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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苗族草药“水金凤”植物基源调查报告 (É )

郑　林, 魏升华Ξ

(贵阳中医学院 药学系, 贵州 贵阳　550002)

　　“水金凤”为苗族习用药材, 在贵州、云南等苗族聚居地

均用其治疗跌打损伤、红肿瘀痛、风湿疼痛、湿疹、疥疮、疥癣

等。但各地所用“水金凤”药材的植物种类不一样, 且当时又

无法定“水金凤”药材标准。因此, 为准确了解“水金凤”药材

的植物基源, 对“水金凤”基源进行了为期两年多的考查。

2002 年 6 月—2003 年 8 月, 笔者在贵州黔南、黔东南、

安顺、遵义、六盘水地区及贵阳周边和云南的曲靖、昆明等苗

族聚居地进行了苗族草药“水金凤”的用药情况调查, 走访了

当地的老药农和苗族草医, 并采集了部分标本等资料。经对

标本进行鉴定比较, 发现在不同的地区所用的主要种类存在

很大的差异。在贵州主要集中为凤仙花科厚裂凤仙花 Im p a2
tiens crassiloba Hook. f. 、黄金凤 I. sicu lif era Hook. f. 、平坝

凤仙花 I. g anp iuana Hook. f. 和齿萼凤仙花 I. dicen tra

F ranch. ex Hook. f. ; 而云南的曲靖、昆明则将同属的滇水金

凤 I. u lig nosa F ranch. f. 作“水金凤”入药。

厚裂凤仙花 Im p atiens crassiloba Hook. f. 为一年生肉质

草本, 高 30～ 80 cm ; 茎直立, 光滑具分枝, 下部匍匐, 节上长

有不定根。单叶互生, 卵形、长卵形或卵状披针形, 长 2～ 7

cm , 宽 1～ 3 cm , 先端渐尖, 基部楔形或宽楔形, 边缘具粗锯

齿, 齿尖具小刚毛, 基部边缘具数对腺体, 侧脉每边 6～ 8 条;

叶柄长 015～ 2 cm。总花梗腋生, 细弱, 长 115～ 215 cm , 花梗

短, 长约 1 cm , 基部具 1 狭披针状小苞片, 花小, 黄色, 长约

215 cm ; 萼片 2, 小, 披形针, 先端具突尖, 旗瓣圆形, 先端微

有凹陷, 有小尖头, 基部到心形, 背面中肋具龙骨突; 翼瓣 3

裂, 上裂片大, 先端偏后下陷, 形成 2 个裂片, 下裂片小, 较

厚, 耳状, 唇瓣上部舟状, 基部下延成弯曲的长距; 花药钝。蒴

果狭纺锤形。花期 9～ 10 月, 果期 10～ 11 月[1 ]。

主产于贵阳、毕节等地, 生长于海拔 620～ 1 600 m 的水

沟、小河、田边等水湿环境 (标本号 SQ 030806, SQ 030807,

SQ 030809, SQ 0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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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凤 I. sicu lif era Hook. f. 为一年生草本, 茎细弱, 肉

质, 不分枝或少有分枝, 长 30～ 60 cm , 下部节上有须状根。

表面淡绿色或淡紫色, 叶互生, 通常密集于茎或分枝的上部,

下部叶有柄, 上部叶无柄, 卵状披针形或椭圆状披针形, 长

5～ 13 cm , 宽 215～ 5 cm , 绿色, 先端急尖或渐尖, 基部楔形,

边缘有粗圆齿。总状花序具 5～ 8 朵花; 花黄色; 花萼 2, 萼片

小, 披针形, 先端突尖; 旗瓣圆形, 中肋具翼状龙骨突; 翼瓣 2

裂, 上裂片长条形; 唇瓣窄漏斗状, 基部下延为弯曲的长距;

花药钝。蒴果小棒状。花期 5～ 10 月, 果期 6～ 11 月[1 ]。

主产于黔东南、黔南等地, 长于海拔 500～ 2 500 m 的水

沟、小河、田边等水湿环境 (标本号 SQ 020601, 雷山陶窑)。

齿萼凤仙花 I. d icen tra F ranch. ex Hook. f. 为一年生草

本, 茎具分枝, 光滑无毛。叶互生, 卵形或椭圆形, 长 7～ 15

cm , 宽 3～ 7 cm , 先端尾状渐尖, 基部阔楔形, 边缘有粗圆锯

齿; 叶柄长 2～ 5 cm。总花梗具 1～ 2 朵花, 腋生; 花大, 黄色,

下部具红色条纹; 萼片 2, 卵形至圆形, 边缘具齿或全缘, 背

面中肋有宽大具喙的龙骨突; 旗瓣矩圆形, 背面具较阔的龙

骨突, 无喙; 翼瓣 2 裂, 萼瓣裂片顶端具丝状长芒; 唇瓣囊状,

基部下延为先端 2 裂的短距。蒴果长条形。花期 7～ 9 月, 果

期 8～ 10 月[1 ]。

主产于道真、江口、大方等地, 长于海拔 850～ 2 700 m

的水沟、小河、田边等水湿环境 (标本号 SQ 020604, 遵义道真

大沙河)。

平坝凤仙花 I. g anp iuana Hook. f. 茎直立, 具分枝, 枝上

部具展开的褐色绒毛, 基部匍匐。叶互生, 椭圆形、长椭圆形

或长披针形, 长 3～ 6 cm , 宽 115～ 3 cm , 叶面疏生肉质短

毛, 叶柄细, 长 1～ 2 cm。总花梗长约 1 cm , 疏生 1～ 2 朵花;

萼片 2, 卵形, 背面中肋具狭长的龙骨突; 旗瓣椭圆形, 背面

龙骨突具短喙; 翼瓣 3 裂, 上裂片斧形, 顶部凹陷为 2 裂片,

下裂片阔卵形, 唇瓣漏斗状, 基部下延为细长弯曲的距, 长约

1 cm , 先端二浅裂; 花药钝。蒴果狭纺锤形。花期 8～ 10 月, 果

期 9～ 11 月[1 ]。

主产于贵阳、安顺、毕节, 长于海拔 1 000～ 2 000 m 的水

沟、小河、田边等水湿环境 (标本号 SQ 0200606, 安顺平坝)。

滇水金凤 I. u lig nosa F ranch. f. 为粗壮肉质草本。茎直

立, 不分枝, 高 35～ 70 cm , 浅绿色。叶互生, 膜质, 披针形或

狭披针形, 长 5～ 12 cm , 宽 115～ 3 cm , 先端渐尖, 基部楔形,

近叶柄处有 2～ 3 对浅红色疣状腺体, 边缘有粗锯齿, 齿端有

疣状刺, 上面绿色, 下面淡绿色, 有时红色; 叶柄基部有淡红

色托叶状的疣状腺体 2 枚。总状花序, 腋生, 总花梗比叶短,

具 3～ 5 朵花; 花淡紫色, 径约 212 cm ; 萼片 2, 较小, 淡紫色,

斜卵圆形, 中央有脊略作舟状; 旗瓣卵圆形, 背面具阔的龙骨

突; 翼瓣 2 裂, 上裂片半月形; 唇瓣漏斗状, 具紫红色条纹及

小点, 向后延伸成长距。花期 7～ 10 月[1 ]。

主产于昆明等地, 亦称为“水金凤”, 目前贵州未发现有

分布。长于海拔 1 700～ 2 500 m 的水沟、小河、田边等水湿环

境 (标本号 SQ 020610, 昆明西山)。

在调查中, 还发现了不同于上述几种常见的“水金凤”植

物基源, 并采集了标本, 将在后继作进一步报道 (以上标本保

存于贵州圣泉药业有限公司标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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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药中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郑敏霞1, 李水福2Ξ

(11 浙江省中医院, 浙江 杭州　310006; 　21 浙江省丽水市药品检验所, 浙江 丽水　323000)

　　中国传统中医药学已经过千百年的锤炼, 成为中华民族

的瑰宝。在人类进入日益要求提高生活质量、向疑难疾病不

断发起冲击的新时期, 全球正兴起“绿色食物”、“绿色药物”

的热潮, 发展传统中药, 实现中药现代化、中药科学化, 更具

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但笔者认为, 在高呼现代中药的热浪

中, 不能忽视另一面, 即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中药。为此, 笔

者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1　中药涵盖面

自古以来, 中国人都认为中药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使用

的药物, 把汉族为主使用的药物称为中药, 而其他民族使用

的药物则称为民族药, 如藏药、畲药、蒙药等。其实仔细推敲

有些不妥, 中药广义来讲应是包括全国各民族使用的药物,

而且还包括传统的药物和现代药物。

2　中药发展道路

中医药现代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涵盖了从阴阳五

行到经络学说、从作用机制到临床疗效、从药材种植到药品

产供销等各个环节, 而基础理论的创新处于核心和主导地

位。因其受我国古代科学的影响, 所以中医药学在深入、精

细、量化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 难以找到明确的二级学科的

边缘、界限及学科前沿。这就需要树立大学科和广兼容的理

念, 组织多学科人才, 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 加强空间形

式和数量关系的研究, 这就是说需走中药现代化之路。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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