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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简要介绍藏药独一味的来源、性味功能、形态特征、地理分布和资源状况。概述了藏药独一味的化学

成分、药理活性的研究进展 ,提示藏药独一味的研究和开发具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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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一味来源于唇形科植物独一味 L am ioph lom is

rota ta (Benth. ) Kudo的根及根茎或全草 ,主产于西

藏、青海、云南、四川、甘肃等省区 ,为传统藏药 ,藏语

称“大巴 ”、“打布巴 ”、“尕果拉 ”等。其根及根茎或

全草入药 ,药材表面枯黄色或黄褐色 ,质坚硬、干枯、

气腥臭 ,是我国藏、蒙、纳西等民族民间常用草药之

一。近年来 ,有关独一味的研究很活跃。本文就其

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作一综述。

1　性味功能、地理分布及资源状况

独一味性微寒 ,味苦 ,有小毒。功效活血 ,行瘀 ,

消肿 ,止痛。主治跌伤筋骨 ,闪腰挫气 ,关节积黄

水 [ 1 ]。生长于海拔 3 000 m以上的高原或高山上 ,

强风化的碎石滩中或生长在盘山冰峰脚下的石质高

山草甸、河滩草地等 ,分布于我国西藏、青海、云南、

四川、甘肃等省区。

2　化学成分

2. 1　黄酮类成分 　独一味的地上部分含黄酮类化

合物 ,母核类型为木犀草素、芹菜素和槲皮素 [ 2 ]。

1990年易进海从独一味根乙醇提取物的石油醚部

分分得 12羟基 22, 3, 52三甲氧基 吨酮 (12hydroxy22,

3, 52trimethoxyxanthone) [ 3 ] ,结构如图 1所示。王瑞

东等从正丁醇部位分离得到 3个黄酮类 ,经鉴定分

别为木犀草素 272O2β2D2吡喃葡萄糖苷 ( luteolin272O2
β2D2glucopyranoside)、芹菜素 272O2β2D2吡喃葡萄糖

苷 ( ap igenin272O2β2D2glucopyranoside)、木犀草素 272
O2[β2D2呋喃芹菜糖 ( 1 →6 ) ] 2β2D2吡喃葡萄糖苷

( luteolin272O2[β2D2ap iofuranosyl(1→6) ] 2β2D2gluco2
pyranoside) ,其中后者报道为首次从独一味中获

得 [ 4 ]
,结构见图 2。

2. 2　环烯醚萜类化合物 　张承忠等分出 3个环烯

醚萜苷类化合物 ,分别为 82O2乙酰山栀苷甲酯 (82O2
acetyl shanzhiside methylester) ,山栀苷甲酯 ( shanzhi2
side methylester) ,胡麻属苷 ( sesamoside) ,均报道为

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得到 [ 5 ]。前二者结构见图 3,后

者为具有环氧结构的环烯醚萜化合物 ,结构见图 4。

1990年 ,易进海报道从独一味根的乙醇部位中分离

得到 2个新环烯醚萜成分 ,根据光谱分析和化学方

法确定了化学结构 ,命名为独一味素 A ( lam iophlo2
m iol A )、独一味素 B ( lam iophlom iol B )。这是两个

具有环氧结构的环烯醚萜化合物 ,且互为差向异构

体 ,两者的 BCNMR化学位移指示差异在 C2l ( + 413

ppm) [ 6 ]。1992年又报道获得新环烯醚萜成分 ,命

名为独一味素 C ( lam iophlom iol C) [ 7 ]。独一味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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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的结构见图 4。1997年易进海等从独一味根中

的正丁醇提取物中首次分得 4个环烯醚萜苷 ,根据

光谱分析和化学方法鉴定为 : 82O2乙酰山栀苷甲酯

(82O2acetyl shanzhiside methylester) , 62O2乙酰山栀

苷甲酯 (62O2acetyl shanzhiside methylester) , penstem2
oside和 7, 82dehydropenstemoside

[ 8 ]。前三者结构见

图 3,后者结构见图 5。

2. 3　苯乙醇苷类 　1995年易进海等从独一味根的

正丁醇提取物中分得 2个苷类化合物 ,经化学方法

和光谱分析 ,确定结构分别为 32羟基 242甲氧基苯乙

基 2O2[α2L2吡喃鼠李糖 (1→3) ] 2O2[β2D2呋喃芹菜

糖 (1→3) ] 242O2阿魏酰基 2β2D2吡喃葡萄糖苷 ( leu2
coscep toside B )和 32甲氧基 242羟基苯乙基 2O2[α2L2
吡喃鼠李糖 (1→3) ] 2O2[β2D2呋喃芹菜糖 (1→6) ] 2
42O2阿魏酰基 2β2D2吡喃葡萄糖苷 ,后者为一新化合

物 ,即独一味苷 A ( lam iophlom ioside A ) [ 9 ]。王瑞东

等从正丁醇部位分离得到 3个苯乙醇苷类化合物 ,

经鉴定分别为连翘酯苷 ( forsythoside B )、betonyo2

sides A、毛蕊花糖苷 ( verbascoside) [ 4 ]。结构分别如

图 6所示。

leucoscep toside B　R1 =OH, R2 =OCH3 , R3 = H,

R4 =OAp i, R5 =OCH3 , R6 =OH;

lam iophlom ioside A　R1 = OCH3 , R2 =OH, R3 = H,

R4 =OAp i, R5 =OCH3 , R6 =OH;

forsythoside B　R1 =OH, R2 =OH, R3 = H,

R4 =OAp i, R5 =OH, R6 =OH;

betonyosides A　R1 =OH, R2 =OH, R3 =OH,

R4 =OH, R5 =OCH3, R6 =OH;

verbascoside　R1 =OH, R2 =OH, R3 = H,

R4 =OH, R5 =OH, R6 =OH;

图 6　苯乙醇苷类化合物的结构

2. 4　其他 　易进海等从根中分离出 4个结晶 ,除 1

个黄酮类以外 ,分别为β2谷甾醇 (β2sitosterol) ,软脂

酸 (palm itic acid)和混合饱和脂肪酸 ( saturated fatty

acids)
[ 5 ]。

3　药理活性

3. 1　镇痛作用 　独一味对小鼠热板和醋酸所致的

疼痛反应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表明其具有镇痛作

用 [ 10 ]。独一味胶囊可以活血化瘀、散结通络 ,使瘀

血去而出血止 ,瘀血去而新血生 ,用于治疗骨折 ,具

有强力的镇痛效果 ,且消肿较快 [ 11, 12 ]。独一味可以

明显地提高人体痛阈 [ 13 ]。

3. 2　止血作用 　独一味可以活血化瘀 ,通过促进骨

髓巨核系祖细胞 ,且兼有提升外周血小板的功能而

起止血作用 [ 11, 12, 14 ]。独一味水提取物可以增加大鼠

纤维蛋白原的含量 ,缩短大鼠凝血酶时间 ,发挥止

血、促凝血作用 ;止血效应表现出较好的量效关系和

时效关系 [ 15, 16 ]。独一味乙醇提取物及其中的环烯

醚萜苷类成分 ,小鼠灌胃给药均有较好的止血作用 ,

环烯醚萜苷类成分为其止血活性部位 [ 17 ]。

3. 3　抗炎作用 　独一味对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 ,对醋酸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 [ 10 ]。

3. 4　抗肿瘤活性 　应用溶剂萃取法、聚酰胺色谱柱

和大孔吸附树脂柱结合的方法分离独一味乙醇提取

物 ,独一味挥发油部分对体外培养的人胃癌细胞

SGC27901、人肝癌细胞 BEL27402和人白血病细胞

HL260的增殖表现出较强的抑制作用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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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对骨髓粒系祖细胞 (CFU2D )的影响 　独一味

浸膏对正常小鼠骨髓、马利蓝诱导的衰竭小鼠 CFU2
D的增殖对照组有显著促进作用 ,可促进骨髓粒细

胞增殖 ,具有补髓作用 [ 19 ]。

4　讨论

独一味原属糙苏属 ( Phlom is) ,后从中分出独立

为一属 ,称独一味属 (L am ioph lom is) ,目前也已认可。

从独一味中分离得到的 吨酮和槲皮素一类的黄酮

在糙苏属植物中没有发现 ,黄酮苷中糖的种类也有

差异 ,独一味黄酮苷中有阿拉伯糖、葡萄糖和新陈皮

糖 ,而糙苏属植物黄酮苷中有葡萄糖、对羟基肉桂酰

葡萄糖和芸香糖。独一味中环烯醚萜类化合物具有

环氧结构 ,而糙苏属植物中环烯醚萜类化合物无此

特征结构。从化学分类的角度看 ,独一味和糙苏属

植物的化学成分存在显著差异。所以该植物由糙苏

属分出独立为一属 ,从化学组成的差异上是有一定

根据的 [ 2 ]。

独一味主要产地为西藏林芝、甘肃玛曲、四川若

尔盖等地区 ,实验证明 ,三产地的独一味在镇痛、抗

炎方面 ,作用基本一致 [ 10 ]。独一味的生长环境高寒

缺氧 ,紫外线照射强烈 ,昼夜温差大、人烟稀少 ,无工

业废气、化学物质等人为因素的污染 ,可能与其活性

成分含量特殊、药力强、药效好相关。独一味是多年

生的草本植物 ,生长周期长 ,植物较矮小 ,质地轻。

随着奇正炎痛贴、独一味片、胶囊及颗粒剂等的大量

生产 ,独一味药材已供不应求。若要满足市场需求 ,

只有进行野生变家种栽培 ,才能实现野生资源的可

持续性利用。通过不同产地独一味的镇痛、抗炎作

用的比较 ,可为其野生变家种寻找有利的栽培地区

提供依据。

综上所述 ,独一味作为一种传统民族药物 ,在临

床上具有明确而独到的效果 ,但其药理作用的机制

研究较欠缺。比如其各种药理作用机制、环节均待

阐明清楚 ,这些问题的阐明 ,将为独一味的临床应用

提供新的思路和依据。同时 ,其有效部位、成分的分

离纯化 ,也将为这一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减小毒

(副 )作用、走向国际提供可能。独一味的毒副作用

还未见报道 ,其临床应用还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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