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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仲 E ucomm ia u lm oid es O liver 又名思仙、丝棉树, 属

我国特有科杜仲科 (Eucom iaceae)。主要分布于陕西、河南、

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浙江、甘肃等省。其皮茎、叶均

可入药, 具有补肝肾、强筋骨、降血压、安胎、轻身耐老等功

效。现代研究表明杜仲含有多种活性成分, 具有降压、利尿、

抗菌、抗炎、镇静、止血、镇痛等作用[1 ]。本文综述了杜仲的降

压成分及降压作用机制。

1　降压成分

根据近年来的研究进展, 可将杜仲的皮、叶中含有的降

压成分大致分 4 类: 木脂素类、苯丙素类、环烯醚萜类、黄酮

类。其中木脂素类化合物是杜仲化学成分中研究最多、组成

成分最明确的一类化合物。迄今为止, 从杜仲中分离出的木

质素类化合物已有 27 种, 多数为苷类化合物, 其中 4 种具有

降压作用 (表 1)。

表 1　杜仲中已知的降压成分

Table 1　Iden tif ied an tihyperten sive con stituen ts

of E 1 u lm oides

分　类 　　降压成分 参考文献
木脂素类 松脂素二糖苷 2

脱氢二松柏醇二糖苷 3

木脂素类 松脂素单糖苷 3

柑桔素B 3

苯丙素类 咖啡酸 4、5

阿魏酸 4、5

环烯醚萜类 京尼平 3

京尼平苷酸 3

黄酮类 槲皮素 6

芦丁 6

2　降压机制

211　水提物: 水提物是以水为溶剂从杜仲中提取的一种混

合物。动物实验证明杜仲水提物有明显的降压作用, 而且不

良反应小[7 ]。近年研究认为水提物可能通过舒张血管产生降

压作用。水提物的舒张血管作用具有内皮依赖性, 当去除血

管内皮细胞后, 水提物的舒张血管作用完全消失 [8 ]。

水提物对弹性大动脉和肌型小动脉的舒张机制有所不

同: 在大动脉中主要通过促进内皮细胞合成一氧化氮 (NO ) ,

从而激活鸟苷酸环化酶 (GC)使细胞中环磷酸鸟苷 (cGM P)的

浓度增高, cGM P 作为第二信使, 进而激活其他的酶来达到舒

张血管的作用[8 ]; 而水提物在小动脉中除通过促进内皮细胞

合成NO 来舒张血管外, 还通过促进内皮细胞释放内皮依赖

性超极化因子 (EDH F) 来舒张血管, 并且这一途径为舒张小

动脉的主要途径[9 ]。进一步研究发现, 水提物舒张血管的作用

与M 型受体无关而与 K+ 通道激活有关。Kw an 等在实验中

加入阿托品, 水提物的舒张血管作用无明显改变, 而 K+ 通道

抑制剂能够显著抑制其舒张作用[8 ] , 这可能是由于水提物作

用于血管内皮所产生的NO 和 EGH F 均可通过激活钾离子

通道这一途径引起血管平滑肌细胞超极化和舒张 [10～ 12 ]。

212　黄酮类

21211　槲皮素: 近年研究发现槲皮素能通过多种途径降低

血压。槲皮素具有舒张血管作用, 并且根据浓度的高低, 其舒

张作用的具体机制也有所不同。低浓度时, 槲皮素的舒张血

管作用具有内皮依赖性, 主要通过促进内皮细胞释放NO 舒

张血管; 而在高浓度时, 其主要通过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的

Ca2+ 通道等途径舒张血管[13 ]。研究表明槲皮素 1～ 100

Λmo löL 能呈剂量依赖性地抑制高钾去极化引起的血管平滑

肌细胞内钙浓度升高, 与维拉帕米作用相似, 但弱于维拉帕

米; 槲皮素 1～ 100 Λmo löL 对去甲肾上腺素及血管紧张素Ê

通过受体介导引起的钙浓度增高也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但

对静息状态的平滑肌钙浓度无明显影响。故槲皮素可能通过

对血管平滑肌细胞电压依赖性钙通道和受体操纵性钙通道

的双重抑制作用, 降低细胞内游离钙水平, 从而舒张血管, 降

低血压[14 ]。

槲皮素对动脉平滑肌细胞 (A SM C)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A CE) 活性及血管紧张素 (A ng Ê ) 生成有持久的抑制作

用[15 ]。众所周知, 血管局部组织肾素2血管紧张素系统

(RA S) 在高血压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A CE 在血管收

缩和血管舒张之间的平衡中起关键作用, 槲皮素的这一作用

也可引起血管舒张, 产生降低血压的作用。

槲皮素还可通过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 (V SM C) 的增生途

径来降低血压。高血压病属于细胞增殖性疾病, 其细胞学本质

为V SM C 增殖和迁移, 引起管腔狭窄, 导致血压升高。原癌基

因 c2m yc 的表达增高与V SM C 增殖和迁移密切相关。槲皮素

能够抑制平滑肌细胞中 c2m yc DNA 的转录, 从而可抑制其翻

译蛋白促进的V SM C 增生[16 ]。同时, 因槲皮素对A SM C 的

A ng Ê 生成有抑制作用, 而A ng Ê 可促进心肌及平滑细胞的

增殖重构, 故槲皮素的这一作用也可抑制V SM C 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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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的发生除与心血管系统有关外, 还与其他多种因

素有关, 如N a+ 吸收与重吸收。正常的N a+ 吸收与重吸收是

维持正常体液量和血压的必要条件, 肾远曲小管上皮钠通道

(EN aC)在N a+ 的重吸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近来发现, 槲皮

素能够降低高盐饮食所诱导的 EN aC 表达增高, 从而降低高

盐饮食所引起的血压升高 [17 ]。

21212　芦丁: 是槲皮素的糖苷, 其在体内可转化为槲皮素相

关的代谢物, 但其降压作用较槲皮素弱。当芦丁浓度为 1～

30 Λmo löL 时无明显的舒张作用, 而为 100 Λmo löL 时能使

血管舒张 (13. 7±3. 2) %。芦丁的舒血管作用主要是通过促

进血管内皮细胞释放NO 来实现[6 ]。

213　苯丙素类

21311　咖啡酸: 具有舒张血管、降低血压的功能。其舒张血

管作用具有内皮细胞依赖性。咖啡酸能通过诱导内皮细胞中

一氧化氮合酶, 促使NO 的合成增加, 从而达到舒张血管的

作用[18 ]。

咖啡酸可抑制内皮素 (ET 21) 的生成并可拮抗其生物效

应。内皮素具有强大的缩血管和致细胞有丝分裂效应, 实验

也已证实内皮素参与了高血压的病理生理过程。咖啡酸的降

压作用可能与其影响内皮素基因的转录后修饰或释放, 降低

血浆中 ET 21 的浓度, 及对 ET 21 的直接拮抗有关[4, 5, 19 ]。研

究还发现咖啡酸对热休克蛋白 70 (H SP70) 的基因表达具有

抑制作用。H SP70 是近年发现的参与高血压发病的因素之

一, 咖啡酸对其基因表达的抑制, 也可能是其抑制高血压病

的发生与发展又一作用机制 [4, 5 ]。

21312　阿魏酸: 与咖啡酸相似, 能通过降低血浆中内皮素的

浓度, 直接拮抗其生物作用和抑制 H SP70 的基因表达来降

低血压[4, 5, 19 ] , 并且阿魏酸还能够清除与NO 反应的超氧阴

离子, 增加NO 浓度进而引起血管舒张 [20 ]。已有实验证明阿

托品能降低阿魏酸的舒张血管作用, 故考虑其舒张血管作用

也可能通过M 受体介导[20 ]。

214　木脂素类: 木脂素类的降压作用虽早有报道, 但对其机

制研究尚少。D eyam n 等研究了杜仲中木脂素类物质对环磷

酸腺苷 (cAM P) 磷酸二酯酶的抑制作用, 结果发现其有较强

的酶抑制活性[21 ]。木质素类可能通过对磷酸二酯酶的抑制

作用, 使血管平滑肌中 cAM P 的浓度升高, 从而激活蛋白激

酶A , 抑制钙离子的内流, 舒张血管, 降低血压。

215　环烯醚萜类: 环烯醚萜类中的京尼平苷酸、京尼平具有

降压作用, 30 m gökg 的京尼平苷酸、京尼平可使高血压大鼠

血压分别降低 20～ 40 mmH g 和 5～ 10 mmH g [3 ]。关于京尼平

苷酸、京尼平的降压机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报道。M arcello 等

用京尼平苷酸灌注离体的大鼠心脏时, 发现大鼠的心率可明

显降低, 但具体机制不详。M arcello 等还考虑京尼平苷可能通

过对细胞内 cAM P 浓度的影响来产生心血管效应[22 ]。

3　结语

杜仲是中国特有的药材, 我国的杜仲资源在世界上占绝

对优势, 为杜仲的开发利用提供了资源保证。目前对其降压

机制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杜仲不同于已有的化学

药物, 可通过促进NO 释放, 抑制 Ca2+ 内流、磷酸二脂酶及

A ng Ê 的活性、原癌基因 c2m yc 的表达, 拮抗 ET 21 等多种

途径产生降压作用。其降压作用平稳, 不良反应小, 因此对杜

仲的开发和利用具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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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现代化的人才队伍——中药现代化的核心战略

王耀刚1, 2, 段宏泉2Ξ

(11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天津　300072; 21 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300070)

　　当今世界,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已见端倪, 科技

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人才作为知

识的拥有者、传播者和创造者, 凭借其他资源无法替代、无法

超越的独特属性, 已经成为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要

素。中药科技领域的进步和发展也是一样, 在实现中药现代

化的进程之中, 建设现代化的人才队伍, 应成为中药现代化

的核心战略。

1　我国中药业基本现状的 SWOT

SWO T 是英文 Strength (优势)、W eakness (弱势)、Op2
po rtun ity (机会)、T h reat (威胁) 的缩略语。SWO T 分析就是

指企业在选择发展战略时, 对其内部的优势、弱势和外部的

机会、威胁进行综合分析, 据此对备选的战略方案做出系统

的评价, 最终遴选出适宜的战略。

总结我国中药现代化的进程, 可以将其基本现状

SWO T 归纳如下。

111　优势: 1) 中药在我国历史悠久、民众信任度高; 2) 中药

作为纯天然药物不良反应很小; 3) 中药市场潜力巨大; 4) 中

药标本兼治的整体理念符合当前医学发展方向; 5) 我国中草

药资源丰富。

112　劣势: 1)中药质量控制标准水平低, 与国际差距大; 2) 我

国所占世界中药和天然药物市场份额很少 (约 7% ) ; 3) 中药

产品科技含量与附加值偏低; 4)中药制药技术水平低, 生产设

备落后; 5)中药研发力量薄弱, 生产、营销等管理水平低。

113　机会: 1)我国加入W TO ; 2)“回归自然”的兴起; 3)国家

政策的倾斜和政府的鼎力支持; 4)全球人均用于保健类药物

支出大幅增长; 5) 国内已经形成经验丰富、创新力强的相关

学科的科技人才队伍。

114　威胁: 1)药物市场竞争日趋国际化; 2)“洋中药”开始涌

入中国市场; 3)我国中药研发水平低, 重复现象严重; 4) 我国

中药企业竞争力较差; 5) 我国国内医药市场秩序混乱; 6) 高

水平中药研发人才不足、队伍结构不合理且人才流失严重。

2　我国中药现代化的核心战略——人才强药战略

从我国中药业基本现状的 SWO T 分析可以看到, 我国

中药现代化进程本身存在着优势、面临着机遇, 但面临的劣

势、威胁则极大地阻碍中药的现代化进程, 而其中最核心的

问题是人才问题, 因为人才是实现中药现代化的主体。首先

是对人才队伍的认识、构成等战略层面的问题, 其次是对人

才队伍自身的理念、意识、素质、水平等实践层面的问题。因

此, 要实现中药现代化, 必须首先实现人才队伍的现代化。人

才队伍现代化不仅是实现中药现代化的前提, 也是实现中药

现代化的保证。

211　认识层面——必须从战略高度构建“人才强药”战略:

首先, 人才资源是其他一切资源的决定因素。人类生存发展

所凭借的资源主要包括 4 类: 人力、财力、物力和信息。在这

4 类资源中, 人类自身的开发程度支配和决定了其他资源的

开发和利用程度。只有人类能够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高级

思维活动, 具有主观能动性。而工具、设备、原材料等各种生

产资料, 只有通过在生产过程中被动地适应于人类, 才能转

化为生产力, 才能创造价值。

其次, 人才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创造性

是人才的基本特征。人才的创造性表现在 3 个方面: 一是发

明创造, 二是管理创新, 三是文化创新。通过人才的创造性思

维活动, 人类推动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

第三, 人才资源具有自我增值的巨大潜力。随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 人的知识正在取代土地、资本和原材料而成为直

接的生产要素, 并直接产生价值。工业社会时代的石油大王、

钢铁大王, 无一不是依靠庞大的物力资源的积累而发展起

来, 大多需要耗费其半生的精力。而作为新经济时代代表的

比尔·盖茨, 仅以数百美元起家, 短短数年就一跃而成为世

界首富, 他们主要依靠的是知识创新。人才资源不仅可以直

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而且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其他生

产要素的利用与配置效率, 带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第四, 人才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基础。人

才资源具有其他资源和生产要素所不具有的可无限开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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