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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分泌增强，又能将其大量地释放到外围血液中去。肾上

腺皮质激素具有抗炎作用，它可间接的达到镰形棘豆抗炎、

祛痰的目的。该研究还通过该植物总黄酮苷元提取物对去肾

上腺和去垂体大鼠循环血浆中皮酮水平的影响实验发现，镰

形棘豆总黄酮苷元不具有糖皮质激素样作用，它不能使去肾

上腺大鼠外围血液皮质酮的浓度升高，对去肾上腺小鼠肝糖

原的积累亦无明显影响。研究表明药物作用部位在下丘脑正

中隆起，药理效应通过神经内分泌调节，激活下丘脑一垂体一

肾上腺轴，改善体内应激状态来实现祛痰、抗炎作用的。

2．2其他作用：镰形棘豆还具有清热解毒、生肌愈疮、涩脉、

止血、通便等功效。

3制剂及其临床应用

镰形棘豆作为药材被收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

品标准(藏药)》第一册。在成方制剂中有7个品种含有镰形

棘豆，包括口服及外用等3种剂型。

青鹏膏剂是以镰形棘豆为君药制成的复方外用膏剂。具

有止痛消肿的功效，临床上用于治疗痛风、湿痹、“冈巴”、“黄

水”病等引起的肿痛发烧、温疠发烧、疱疹等。

镰形棘豆具有明显的清热解毒作用，在九味青鹏散、达

斯玛保丸、二十九味羌活散、十八味欧曲丸中都用作配伍，治

疗痢疾、白喉、流感、肺炎，疱疹等病症。而在流感丸中作为臣

药的镰形棘豆，用于流行性感冒引起的鼻塞流涕、头痛咳嗽、

周身酸痛等症，效果良好。

赵永吉[63用镰形棘豆总黄酮苷元片治疗慢性气管炎且

痰量多者共314例(男性104例，女性210例)，病程在10年

左右。治疗组口服总黄酮苷元片，每次150～300 mg，每Et 3

次；对照组口服必消痰，每次16 mg，每日3次，疗程30 d。观

察结果表明，祛痰效果治疗组为91．77％，对照组为

64．86％，两组差异显著(P<O．01)；祛痰起效时间治疗组为

4．43 d，对照组为6．22 d，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o．05)。故

镰形棘豆总黄酮苷元片无论是从祛痰效果上还是祛痰起效

时间上都有速效祛痰的功效，特别是对病程长、病情重的患

者临床控制症状效果好。

4结语

棘豆属植物镰形棘豆长期以来主要用作藏药材，植物生

长处于自生自灭的野生状态。目前，对于镰形棘豆的化学成

分研究仍比较少，其药理活性研究方面尚处于初步研究阶

段，生物活性作用物质基础不明确，导致本植物在临床上的

应用受到局限，这对我国藏药资源的有效开发十分不利。因

此，挖掘这一丰富的宝贵资源的潜力，进一步深入研究镰形

棘豆的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通过药理作用的研究，找到药

效作用部位，开发出疗效确切稳定的新药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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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技术在中药鉴定中的应用

方和桂

(浙江医院，浙江杭州 310013)

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我国中药资源十分丰富，商品

药材的种类繁多，其疗效与药材品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此，为了保证用药的安全有效，准确、迅速、简捷的鉴别方

法的建立成为当务之急，而经典的来源、性状、理化性质鉴定

方法并不能满足中药真伪、优劣鉴别的需要，尤其是不能满

足对如动物药材、道地药材、加工炮制的药材以及中药复方

制剂组方鉴定的需要。近年来，随着生物技术层出不穷，中药

的鉴别方法也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基因技术在中

药鉴定中的应用，对中药鉴定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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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在中药鉴定中的应用以DNA分子遗传标记技术和

mRNA差异显示技术为代表。

1 DNA分子遗传标记技术

这是一种根据不同生物个体遗传物质DNA的差异来

鉴别生物物种的方法。生物的外观性状、细胞形态、组织结

构、化学成分、蛋白质等不仅受遗传因素的影响，还与生物的

生长环境、发育阶段、生理状态有关。而DNA作为遗传信息

的直接载体，不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因此DNA分子遗传标

记鉴别药材的方法具有高度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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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随机扩增多态DNA技术(RAPD)：用任意非特异性的

单引物在低温条件下与模板复性并进行PCR扩增，可对研

究对象的基因组DNA做多态性分析，获得DNA指纹图谱。

通过RAPD技术找出真品特定的DNA片段，对此测序并制

备DNA探针来检测相应的药材。RAPD技术尤其适用于贵

重药材的鉴定。梁之桃等[11利用RAPD技术对正品柴胡及

其混淆品进行分子水平鉴定，为中药柴胡类药材的分子鉴定

提供依据，同时探讨了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丁建弥心1在比

较野山人参和栽培人参的80个引物的RAPD图谱中发现

一个引物能产生稳定的、可重复的野生山参特征条带，可以

用来鉴定野山人参。

1．2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技术(RFLP)：将药材

DNA用限制性内切酶消化后，进行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分析，确定其基因的种属特异性，如5种海马的鉴别[3]。亦可

对药材DNA的PCR扩增产物进行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分析，找出种属特异性来鉴别中药。

1．3 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技术(AFLP)：ALFP是在

RAPD和RFLP技术上发展起来的DNA多态性检测技术。

具有RFLP技术高重复性和RAPD技术的简便快捷的特

点，不需像RFLP一样制备探针，此技术已经成功地用于遗

传多样性研究、种质资源鉴定方面的研究、构建遗传图谱等。

罗志勇等n3首次用AFLP技术构建人参和西洋参的指纹图

谱，具有丰富的多态性，对鉴别真假人参、人参品种提供了非

常有效的工具。虚泓等[5o用AFLP技术对石斛属植物进行了

鉴定，具有快捷、准确、可信度高的特点。

1．4直接对某基因片段PCR扩增产物测序，找出其种属特

异性来鉴别中药，其中常用的基因片段包括线粒体细胞b色

素和rRNA基因等。如龟甲的鉴定[6]。

2 mRNA差异显示技术

该法旨在找出不同组织或细胞在基因表达上的差异，是

通过将RNA反转录成单链cDNA，然后PCR扩增，最后分

离不同分子大小的DNA．挑选出有差异表达的基因进行序

列分析，这样既可以制备探针用于稳定灵敏的检测实验，亦

可制备其蛋白产物及其抗体进行免疫检测。借助该技术可以

将种植与野生的植物药、道地药材与普通药材之问的差异鉴

别出来。

3结语

利用基因技术鉴别中药的方法与传统的中药鉴别方法

相比具有准确性高、重现性好、真实、稳定、可靠的优点。基因

技术在中药鉴定实践中的不断应用和日臻完善，将为革新法

定的药品检验方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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