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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远志属植物在我国多数被药用, 具有益智安神、镇咳祛痰之功效, 现代药理研究还发现其具有降糖和免疫
增强等活性。该属植物主要含有皂苷、　酮及寡糖多酯等成分, 其中皂苷是该属植物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 苷元均
为齐墩果烷型三萜, 糖的种类有葡萄糖、鼠李糖、木糖、芹糖、半乳糖等。现对该类成分的化学结构、波谱学特征及现
代药理研究进行总结, 以利于这类植物的进一步研究、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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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志属植物在全世界有 500 多种, 我国有 39 种 8 变种,

遍及全国各地, 而以西南和华南为盛。该属植物中可供药用

的有 17 种 2 变种, 其中远志是一个重要的常用中药, 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 视为上品。《中国药典》2005 年版收载 2 种基

源植物: 远志 P oly g a la tenu if olia W illd1 和卵叶远志 P 1

sibirica L 1, 药用部位为根。民间以全草或根入药, 具有镇咳、

祛痰、益智、安定、解毒消肿、补益强壮作用。现代药理研究表

明其某些活性成分还具有抗菌、降糖、免疫增强等活性, 并对

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本属植物所含成分的结构复杂且相对分子质量较大, 直

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才第一次得以阐明。随后日渐发展, 已

成功地分离并鉴定了大量的皂苷、　酮、寡糖多酯等成分。本

文主要就本属植物中作为主要成分之一的皂苷类成分的化

学结构、结构鉴定和药理活性进行综述, 以便为其进一步的

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1　化学结构

本属植物的皂苷为齐墩果烷型三萜皂苷, 常见苷元有原

远 志皂苷元 (p resenegen in )、2Β2羟基2232醛基齐墩果酸

(po lygalagen in)、2Β2232二羟基齐墩果酸 (bayogen in) 等。苷

元的区别在于 2 位碳取代基不同 (羟基或酮基) , 23 位碳氧

化度不同 (甲基、醛基、羟甲基、羧基或亚甲基) , 双键的数量

和位置的差异[有的在 12 (13) 位, 有的在 11 (2)、13 (18) 位 2

个双键 ]。皂苷多为 32O 苷和 28 位酯苷, 其中 3 位连接的糖

为葡萄糖, 28 位连接的糖地下部分以岩藻糖为主, 地上部分

以葡萄糖为主。各种皂苷元结构见表 1 和图 1。

表 1　远志属植物中的皂苷元

Table 1　Sapon in aglycon s in plan ts of Polyga la L 1

结构
类型

名　称
衍生皂
苷数量

文献

É 2Β, 232二羟基齐墩果酸 (bayo2
gen in)

11 1

Ê 瓜子金皂苷元 3 2

Ë 2Β2羟 基2232醛 基 齐 墩 果 酸
(po lygalagen in) 8 1

Ì 2Β2羟基齐墩果酸 1 3

Í 2Β2羟 基2232羧 基 齐 墩 果 酸
(m edicagen ic acid)

2 3

Î 22酮基2232羧基齐墩果酸 1 3

Ï 原远志皂苷元 55 3～ 13

Ð 2Β, 3Β, 232三羟基2282羧基211,
13 (18) 2齐墩果二烯

2 3

Ñ 常春藤皂苷元 1 3

Ò 2Β, 3Β2dihydroxy 242no r o lean
4 (23) , 122dien228 o ic acid

1 3

ÒÉ 23, 27, 292三羟基齐墩果酸 2 14

2　结构鉴定

皂苷是远志属植物中含有的一类结构较为复杂的成分,

在分离和结构鉴定方面难度较大, 结构研究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才开始取得进展, 近 10 年来由于分离纯化技术的进

步, 各种微量分析方法特别是质谱和核磁共振等新技术的发

展, 皂苷化合物的结构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远志皂

苷的结构研究工作可分为两个方面, 即苷元和寡糖基的结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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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远志属植物皂苷元的母核和结构类型

F ig. 1　Skeleton of sapon in aglycones in plan ts of Polyga la L 1
　　本属植物中皂苷多为齐墩果烷型三萜皂苷, E I 质谱一

般得不到分子离子峰, 会出现一般三萜皂苷的 RDA 裂解基

峰, 现多采用 FAB 质谱, 可方便地得到相对分子质量。而结

构鉴定更多地应用核磁共振氢谱、碳谱技术和 2D 2NM R , 并

结合水解、衍生化、H PL C、GC、TL C 方法。因此本文主要讨

论其氢谱和碳谱。

齐墩果烷型三萜皂苷元一般含有 8 个角甲基, 该属植物

中所含皂苷多为 28 位取代基, 即羧基或羧基与糖成酯。23 位

多有不同程度的氧化, 所以角甲基信号一般少于 6 个, 化学位

移值依取代情况的不同在 0. 8～ 2. 0。23, 24 为偕二甲基时, 其

24 位甲基出现在最低场, 与 25 位甲基化位移值相近, 小于

1. 5, 且所有甲基均为孤立的单峰; 若最低场甲基的化学位移

值大于 1. 5, 则 23 位有不同程度的氧化, 根据出现的氧化度不

同的碳上的氢信号确定取代基类型 (具体化合物各举一例见

表 2)。该属植物中所含皂苷元多为 2Β, 3Β羟基取代, 少数 2 位

为酮羰基或二氢取代。若为酮基取代, 25 位甲基会因羰基的屏

蔽效应出现在较高场, 化学位移值小于 1, 仅高于 29, 30 位甲

基信号, 同时碳谱出现化学位移值大于 200 的羰基峰。

该属植物中所含皂苷的双键多为 12 (13)位双键, 少数会

出现 11 (12) 和 13 (18) 共轭双键, 亦有 23 位双键的情况。双

键的判断可采用的方法: 化学位移值大于 5 为环内双键, 小

于 5 为环外双键, 双键的情况可综合烯碳和烯氢的化学位移

值的峰值和峰数判断。

该属植物中所含 32O 糖苷和 (或) 28 位酯苷遵循苷化位

移规律, 3 位氢呈现特征的 J = 3～ 4 H z 的双峰或宽、单峰。糖

的端基氢位于 4. 5～ 6. 5, 端基碳位于 90～ 110, 将苷完全酸

水解成苷元与糖, 再与各种糖对照品比较, 可以确定糖的种

类和数量。糖上羟基常与不同的酸成酯, 将其碱水解后与对

照品比较确定。糖的碳氢的归属通过 H 2HCO SY、HOHA 2
HA、HM Q C、HM BC、NO E 谱确定。糖与酸、糖与苷元的连接

位置主要通过HM BC、NO E 差谱确定。

近年的研究中 H PL C 和 GC 在该类成分的分离和结构

鉴定中的广泛应用, 使得大量的结构极近似的化合物得以分

离和鉴定。

表 2　远志属皂苷的部分氢谱数据 (500 M Hz, pyr id ine-d6)

Table 2　1 H-NM R Spectra l data of some polyga lasapon in s (500 M Hz, pyr id ine-d6)

　　名　称 C223 C224 C225 C226 C227 C229 C230 苷元类型

po lygalasaponin ÒÒ 1. 35 (s) 1. 45 (s) 1. 45 (s) 1. 05 (s) 1. 31 (s) 0. 96 (s) 1. 02 (s) Ì

po lygalasaponin É 3. 66 (d)

4. 30 (d)

1. 33 (s) 1. 56 (s) 1. 16 (s) 1. 22 (s) 0. 89 (s) 0. 88 (s) É

po lygalasaponin ÒÊ 9. 72 (s) 1. 68 (s) 1. 48 (s) 1. 10 (s) 1. 24 (s) 0. 92 (s) 0. 89 (s) Ë

po lygalasaponin ÒÉ 1. 94 (s) 1. 54 (s) 1. 14 (s) 1. 24 (s) 0. 85 (s) 0. 86 (s) Í

po lygalasaponin ÒÒË 1. 51 (s) 0. 97 (s) 1. 05 (s) 1. 24 (s) 0. 85 (s) 0. 85 (s) Î

3　药理研究

远志植物作为药用历史悠久、具镇咳、祛痰、益智、安定、

解毒消肿、补益强壮作用, 近年来药理研究证明了其中的皂

苷类成分是一类具有重要生物活性的物质, 并对其作用机制

进行了探讨, 有助于更好的揭示药物作用的物质基础。

311　降血糖作用: Kako 等[5 ] 的研究表明宽叶美远志 P 1
seneg a L 1 var1 la tif olia To rrey et Gray 的正丁醇提取物可明

显降低正常小鼠和 KK2A y 小鼠 (又称黄色 KK 小鼠, 用于研

究高胰岛素血症的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的动物模型) 的血

糖。其中的三萜皂苷 senegin Ê、senegin Ë 在 1 和 5 m gökg

剂量下 ip 给药 4 h 后显示较好的降血糖活性, 活性强度与剂

量相关, 而 senegin Ì、desm ethoxysenegin Ê 和 senego se A

(一种寡聚糖酯) 对正常小鼠无效。同时 4 种皂苷均可降低

KK2A y 小鼠的血糖并且活性强于对照品 to lbu tam ide。研究

者认为苷元部分是降血糖的决定性因素, 而糖的数目与活性

强弱有关。

312　免疫增强作用: N agai 等[16 ]对新皂苷 senegasapon in 的

免疫增强活性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以原远志皂苷元骨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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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母核, 28 位连接不同糖的皂苷都具有免疫佐剂活性。并证

明了从 P 1 tenu if olia W illdenow 的甲醇提取物中分离到的

onjisapon in A、E、F、G 具有流感疫苗和百日咳疫苗的有效安

全佐剂活性。各皂苷与流感疫苗合并接种可明显增加血清血

凝效价, 并明显增加血清 HA 抗体和抗流感病毒 IGA、IgG 抗

体效价, 最高可增加 27～ 50 倍, 鼻内疫苗合并 F 可抑制感染

鼠支气管肺泡盥洗流感病毒A öPR ö8ö34, 与白日咳疫苗合并

应用, 血清 IgG, 鼻皂苷 IgA 抗体效价亦明显增加。皂苷用量

一般为 10 m g, on jisapon ion F 的最低剂量为 1 m g。实验表明,

所有皂苷质量浓度达 100 m gömL 几乎无溶血活性。

313　镇静作用: 远志的镇静安定作用古已用之, 现代药理研

究对其中 po lygalasapon in 成分的镇静活性和机制进行了探

讨, 研究提示该物质的体内作用机制为多巴胺和 52羟色胺受

体拮抗作用。该成分可抑制阿朴吗啡诱导的小鼠刻板行为和

攀登行为 (EDm in为 25 m gökg ip , 250 m gökg sc 和 p o) , 可缓冲

52羟色胺和M K2801 诱导的高活性 52羟色胺症状, 并显示剂

量相关性, EDm in分别为 25 和 50 m gökg [17 ]。

314　祛痰、镇咳作用: 彭文铎等[18 ]采用酚红法和氨水引咳法

测定 4 种远志皂苷 (分别简称为 2D、3D、5D、3C) 的祛痰镇咳

作用, 其中皂苷 3D 可能是祛痰作用的主要成分, 2D , 3C 则为

镇咳的主要成分, 作用甚至强于等剂量的可待因和咳必清。

315　对心脏的作用: 彭文铎[19 ]用尾袖法测定清醒大鼠和肾

性高血压大鼠收缩压, 并与麻醉后左侧颈总动脉记录的平均

动脉压比较, 研究远志皂苷的降压作用及其机制, 结果表明

远志皂苷有降压作用, 此作用与迷走神经兴奋、神经节阻断

以及外周 Α2肾上腺,M 2胆碱能和H 1 受体无关。在对离体兔心

肌的研究中发现, 远志皂苷对离体兔心肌具有抑制作用 [20 ]。

4　结语

远志皂苷作为远志属植物中的主要化学成分, 在化学结

构、结构鉴定和生物活性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系统和深

入的研究。我国药典虽已收载了远志流浸膏和酊剂, 但仅用其

祛痰作用, 且均为简单粗提物, 功效成分尚未明确, 缺乏可控的

质量标准。现代药理研究发现了远志皂苷的一些新的生物活性

及其作用机制, 因此, 还有待进一步利用现代药学的研究手段,

对远志皂苷类化合物及其他有效成分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 将

其直接开发成新药, 或以有效成分为先导化合物, 设计合成更

有效的新药, 扩展这一药用植物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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