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加 某些种
·

能哪
和动物产生肝硬

化
,

从而影响肝脏的正常功能
。

某些植物在新鲜状态时对人和动

物是有毒的
,
在干燥或烧煮后则失去毒性而

作为食品
,

例如众所周知的薯预属植物和天

南星科植物
。

毛莫属的许多种植物在新鲜状

态时是有毒的
,

千燥后可作为饲料
。

某些植物在正常情况下可作为动

物的有价值的食品
,

但车一定情况下能产华
大量的有毒物质

,

足以引起死亡
。

这可用马

铃薯为例
,

马铃薯是最有价值的蔬菜之一
,

但在发芽时能产生致死量的茄碱
。

禾本科的

某些植物在干旱或枯萎时能释放大量的足以

致死的氢氰酸
,

并导致全世界大量的牲畜死

亡
,

例如高梁
“ 。

很多象草香碗豆

这样的植物在长时间过量食用 后 会

产生病理状态
,

但在正常情况下
,

这个植物

可供人和牲畜食用
。

有些经常供食用的植物缺乏维生

素
、

矿物质
、

蛋白质等
,

也会导致有害的结

果
,

偶而甚至引起死亡
。

细菌是彼此独立的单细胞植物
,

它们产生的毒素 外毒素和内毒素 使人和

动物发生各种疾病
,

但它们通常不被划分为

有毒 植物
。

植物毒 素和细菌毒 素不同
,

长期

使用一定量的植物毒素在血清中不会产生抗

体或保护性物质
,

虽然蓖麻
“ 二

、

想思豆
〕

和巴豆属 某 些 种类的种子的植

物毒 素也是来源于活的细胞
,

并产生抗体
,

但均不属细菌之列
。

寄生在人和动物体的真菌是另一

种类型的植物
,

能引起癣
、

带状色 斑 等 疾

病
,

但通常也不属于有毒 植物之列
。

有毒植物 的定义

显然有毒植物的任何科学概念 都 必 须

是 这些植物会损害健康
。

对该课题有兴趣

的科学工作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概念
,

但都

不能满足上述各种情况
,

木文作者根据现代

知识提出的科学解释对有毒植物作了如下定

义 “
有毒植物是指这样一些植物

,

它们在

全部或某一部分
、

以一种或多种方式和机体

接触后立即产生有害的效应或立即 引 起 死

亡
,

或者由于其中存在的 已知的或未知的化

学物质而使毒性增加
,

但 非 机 械 作 用 所

致
。 ”

从前述的资料似乎可以看出
,

这个定义

包含一些烈性有毒植物
,

例如 乌头属
、

马钱

属和其它一些药用植物
,

也包含用作食品和

饲料的马铃薯和禾草
。

自然我们所指的一些

植物既是毒物
、

药物
,

同时又是食 物 和 饲

料
。

待续

〔  ,

《印度有

毒植物 》
, ,

 
,

英文 〕
‘

崔 熙译 苏中式校
‘

英 国 治 疗 风 湿 病 的 草 药

, 工  
等 英国

,

伦敦大学药学系生药教研室

在英国列夕
、
风涅病治疗的药用植物有

种
,

《英国草药药典》  推荐 种

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
。

此外还有一些草药

也常被用于治疗风湿病
,

如熊果叶
、

牛芬
、

着草
,

其中一部分在英国已普及应川
,

从它

们作出众多制剂的成份即可说明
。

在英国草

药的
“抗炎制剂

”
中最常使 用 六种 是 愈

创木 英国市场有 种制剂
、

芹菜子
、

熊果叶
、

睡菜
、

花椒
、

牛芬
。 一

卜
‘

面简介 种英国最常用的抗



风湿草药
。

‘
一

’斧菜手 芹菜子除了有 镇

静作用外
,

在 民间还广泛用于抗风湿
,

英国

药典已收载
。

但从芹菜子中分离出的
、

‘

特有

的纯化合物却未获得抗风湿活性的评价
。

熊果叶 户 来源于杜

鹃花科植物熊 果 五 。 一

叹
,

产于欧 洲 和 美

国
。

·

成份 氢酿衍生物 主要是熊果

试
,

含量在干重的 到

之间
,

还有少量的甲基熊果试
。

环烯醚菇类 已分离 出水

晶兰贰
。

其 它成

份 已分离出尿囊酸
、

酚酸
、

单宁
、

黄酮类
和三菇类

。

熊果有三个变种
,

其中一种的黄

酮含量与其它二种不同
。

所含的黄酮包括懈

皮素一 日一 一 一 。一没食子酞半乳糖

贰 〔 一
日
一 一 一 一

一 士 〕
,

个懈皮素一 一阿

拉伯糖贰
 一 一 斌

的导构体和杨梅素一 日一 葡萄糖戒 了二

一 日一 一
。

一

药理 浸膏有收敛和利尿作用
,

研究

并证明了熊果贰的作用方式是通过水解形成

具有抗菌活性的氢酮
。

用途 熊果叶 , 年就收载入 《英国

副药典》  
。

今天它的应用在英国市

场上已发展到 种制剂
,

’

归入抗炎制荆‘ 某

些文章曾记载熊果叶用于膀胧炎和尿道炎
。

‘

注意 氢酿有毒性
,

可 引起耳鸣
、

呕吐
、

澹妄和惊厥
,

最后导致虚脱和死亡
。

威岩仙 来源于小

璧科植物唐松威岩仙 谊 ‘

‘ ,

一种美国药

用植物的干燥根和根茎
。

成份 已分离出多种羽扇豆型生物碱夕

包括威岩仙碱 对
、

·

安那吉

碱 了全
,

和鹰靛碱 诫
,

此外还含有阿朴菲型季钱碱木兰花碱
。

药理 用石油醚洗脱的地上部分醇提

物
,

以 的注射剂量
,

鼠足肿 胀试

验得到 的抑制率
。

用途 威岩 仙 年收载入
。

据

报道它具有抗风湿
、

解痉
、

通经和子宫强壮作

用
。

不仅用于风湿痛
,

而且也用于痛经和先

兆性流产
。

注意 羽扇豆型生物碱有毒性
,

任何

一种要求作用于子宫的草药都有一种潜在的

危险
,

特别对于孕妇
。

升麻 来源 于毛 莫

科的总状花升麻  !  ∀  #∃ % & ∋&∀ “
m

o s a -

( L
.

) N ut
t
.

) 的干燥根和根茎
,

原产北

美
。

成份 : ( 1 ) 三菇贰类
:
从地下部分

已分离得 到阿克亭 (ac t
ei五) 和升麻 高 试

(e玩ig
oside) 、

.

金龟草醇 (aeerin o l)
,

工5一 。一乙酞金龟草醇 (15一。一
aee.tyla二

。e :执ol ) 舍龟草醇单醋酸醋和。一甲基械醇

份顺
。t h y l

e
i m i

a e e r o
l 也出现在日本的升

麻属植物
。

( 2) 其它成 份
:
树 脂

、

单宁‘ 异

阿魏酸J 挥发油
、

水杨
一

酸和痕迹 量 的 生 物

碱舒
。

认
.
}

:

纵拼药庄渝用石油醚洗脱的地上部 分 醇 提

物孟
·

l

以IQ腼灯kg的剂量
,

鼠足肿胀试 验得

到翻蛤的抑翻率‘作者指出本试验可能出现

俊阳性矿威岩仙和升麻是用地上部 分 做 实

验护而人药部位却是地下部分
。

‘: : 川琢扩 升麻193 4年曾收载入B P C
,

据

报道具有抗风湿、 镇咳
、

镇静和通 经 的 功

效奋
。
不仅用于风湿病

,

而且用于痛经和子宫

痉挛
。

·

注意蓄如果升麻的地下部分的确作用于

子官肌
,

对孕妇可能有危险
。

5

。

愈创木 (G u aiae ti m ) 愈创木是热

带常绿植物羡葬科的愈创木 (G uai ac
um

。f f i
e
i
n a

l
e
L
.
)或神圣愈创木 (G

.Sane tu m



‘二, 二的心材
。

成份
:

( 1 ) 木脂素类
:
一系列的 C

-

18 木脂素从树脂中分离得到
,

树脂在愈创木

中含量达18 ~ 25 %
。

( 2 ) 其它成分
:
多种

树脂酸
、

香草醛
、

一种皂试和一种三菇类成

份
。

:
、

用途: 愈创木1949年收载入 B P C
,

包 括

配剂
、

含片
、

糖果剂等
。

具有抗风湿
、

抗炎
、

利尿和轻泻等作用
。

B H P 记载它可用 于 类

风湿性关节炎
、

亚急性和急性风湿病
。

6

.

角胡麻 (H arp ag o p h y tu m ) 来源

于胡麻科植物平卧角胡 麻 (H ar p
ag o p h y -

t“m p r o C u m b
e n s

D C
.

)
一,

平卧角胡麻产

于南非和东非
,

大而钩爪状的果实是它的显

著特征
。

成份
: ( 1 ) 环烯醚菇类

: 从根中分

离得到哈巾白贰(h
arpagid e)哈帕高贰( h

ar-

I〕a g o s i d e
) 和角胡麻试 (p

ro e u m b id e )
。

用

高压液 相层析 和气 一液层析进 行 定 量 分

析
,

测得根的哈帕高试的含量是1
.
5%

。

( 2 )

其它成分
:
主要糖类是水苏糖

,

此外还有葡萄

糖
、

半乳糖
、

果搪
、

内消旋肌醇
、

蔗糖和棉

子糖
,

另外还检出12 种常见的氨基酸
。

药理 : 最早的平卧角胡麻抗风湿活性

的报道遇到异议
。

因为早期试验对实验鼠没

有用鹿角菜胶致肿和人工诱发关节炎
。

角胡

麻浸膏对鼠足肿胀实验
,

用药 4 小时后观察

肿胀没有明显减轻
,

而对比之下消炎痛却有

明显的减轻
。

当浸膏试验由于注射石蜡油中

的结核分枝杆菌导致足肿胀的关节炎
,

1 9
/

k g 的剂量 7 天后才观察到一些作用
。

作 者认

为
:
假如从这些结果外推到人体的 有 效 程

度
,

那么所推荐的剂量可说是无效的
。

相反
,

可测出含有环烯醚菇类化合物的角胡麻甲醇

提取物
,

以20 0m g / k g的剂量
,

并与保泰讼比

较
,

对鹿角菜胶诱发的鼠足肿胀获得显著的

抑制效果
。

用途
:

抗炎
、

抗风湿
、

止痛
、

镇静和

利尿
,

适用于风湿病
、

关节炎
、

痛风
、

纤维

组织炎和腰痛
。

注意 : 角胡麻据说有催产作角
,

孕妇

应避免应用
。

7

.

牛劳 (L appa) 来源于菊科植物牛

芬 (A retium lapp a L
.
) 的干燥一年 生

根或干燥地上部分
。

成份
:

( 1 )多炔类化合物
,

少量的多

炔类化合物(0
.
001 ~ 0

.
002 % )

,

已分 离得

到1
,

n 一十三烷二烯一 3
,

5
,

7
,

卜四

炔和含硫的牛芬酸
。

( 2 ) 氨基酸
。

丫一孤基

一正丁酸 已 从 根 部 氨 基 酸 部 份 分 离 得

到
。

( 3 ) 其它成分
:
根含高 达50 % 的 菊

糖
。

曾分离出酚酸例如咖啡酸和氯原酸
、

单

宁
、

固体油
、

牛 芬 试
、

三 菇 类 和 吉 玛 贰

(germ acrolid e)
。

另外还从种子中分 离

得到一系列新的天然产物
—

倍半木脂素如

牛芬醇A
,

B ( l
a

p p
a o

l A
,

B ) 等
。

药理
:
提取物对动物具有降低血糖和利

尿活性
。

用途
:
以前作为利尿药

。

B H P 推 荐 用

于风湿病
、

膀胧炎
、

痛风的治疗
,

也用于湿

疹和厌食
。

8

。

睡菜 (M 。 , l y a : 1 t h
e s

) 来源 于 睡

菜科睡菜 (M enya nthes trifo liata L
.
)

的干燥叶
。

成份 : ( 1 ) 环烯醚菇类
: 已分离得 到

多种环烯醚菇贰
,

包括马钱子试 (1
0ga ni n )

、

睡菜苦试 (foliam e n th in )
、

双氢睡 菜苦

试和睡菜根试甲 (m enthia fo lin )
。

(
2 )

生物碱类
:
已分离多种毗咤生物碱

,

主要一

种是龙胆宁碱 (g en tia n in e ) ( 3 ) 香豆 精

类 : 7 一羚基
~
一 6 一甲氧基一香豆精

。

( 4 )

其它成分
:
据报道还存在黄酮类

、

街醇类和

挥友油
。

用途 : 睡菜作为一种苦味质并压许多欧

洲药典中收载
,

B H P 专门指出可用于 肌 风

湿病的治疗
。

注意
:
大剂量用为泻药和引起呕吐

。

,
。

蓄 (M ille fo liu m ) 来源于菊科的



着 (A
cllillca ;, , i l l

C
f
o

l i
。n :

L
.
) 开花期

的地上部分
,

是一种分布广泛的植物
,

包含

有许多亚种的复杂类群
,

其分类学也较粗放

和混乱
。

成份
:
( 1 )挥发油含量在0

.
1一 0

.
4 %

,

由12 0多种复杂的混合物组成
,

包括莫 (a-

zu le ne)
、

a 一和日一旅烯 (a一 a n d 日
一p i

n e -

s
)

、

冰片 (b orn eol)
、

丁香粉 (eu gen-

01) 及倍半菇内醋如着素 (aehillin)
.
(2 )

黄酮类
”
多种黄酮化合物如懈皮素

、

木犀草

素及其试类
。

( 3 ) 生物碱类
:
至少分离出

g 种碱性化合物
,

包括水 苏 碱 (S taehy d-

rin c)
、

葫芦巴碱 (trigon e llin e ) 和胆碱

(c h ol ine)
.
( 4 ) 其它成分: 街醇

、

三

菇
、

香豆精
、

氨基酸
、

酚酸
、

碳水化合物
、

蛋 白质和单宁
。

药理 : 鼠足肿胀实验证明营的浸膏具有

抗炎活性
。

活性部份还不完全清楚
,

但属水

溶性
、

无毒和非街体化合物
。

据认为是碳水

化合物和蛋 白质的混合物
。

由于着存在着不同亚种和可能的一些化

学型
,

故着就获得矛盾的药理结果 是 可 能

的
。

]t1 途 : 着在民间广泛使用
,

具多种不同

的功效
,

包括抗风湿
、

解痉
、

强壮
、

驱风和

退热
。

北美印地安人认为着至少有29 种不同

的功效
。

文献记载有43 种应用
,

从流产以至

创伤等
。

B H P 列举的应用有发热
、

感冒
、

高血压
、

经闭
、

痢疾和腹泻等
,

一

特别适用于

高血压合并血性
,

包括脑血栓朴!冠状动脉血

栓
。

注意
:
着虽非有毒植物

,

但曾有一头小牛

因食用而迅速死亡
。

挥发油中的芋酮 (th 。 -

j
o

ne
) 如果投予足够剂量

,

可 以导致流产
,

建 议孕妇不可服用
。

1 0

。

杨树芽 (P oplar b uds) 来源于

杨 柳 科 的 脂 杨 ( P o p u lus b a lsa m ife ra

D u rR o i) 或白杨 (P
。

e a n
d i

e a n s
A ) 春 季

采收的叶芽
,

产于北美
。

成份 : ( l ) 挥发油2%
,

组成复杂
,

包

括d
一
毕澄茄烯 (d一 e a d i n e n e )

、

按叶素(ei-

n eole)
、

甜没药烯 (bisabolen e) 金合欢

烯 (farn esen e) 和其它格类
。

( 2 ) 酚酸

贰
:
水杨试 (Saliein)

、

白杨试 (P
op ulin)

和相应的酚酸
。

( 3 ) 其它成份
: 查耳酮

、

树脂和正烷烃
。

药理
:

水杨贰有类似阿
一

司匹林的抗炎

止痛作用
。

用途: 杨树芽在民间以治疗小伤
、

小

痛著称
。

注意
:
有类似水杨酸盐类的毒性

。

1 1

.

拔葵 (Sm ila x) 来源于百合 科 拔

葵属的药用拔莫 (Sm ilax o fficin a li: k
.
)

和退热拔葵 (5
.
febrifuga K

.
) 等多 种

植物的干燥根
。

成份
: (l )皂试: 萨尔萨皂试元 (s ar sa

-

sa p o g e n in )
、

拔莫皂贰元 (S m ila g en i-

n )
、

谷街醇 (S itosterol) 及其俄类
。

( 2
)

其它成分
:
粘液质和痕迹量的油

。

、

用途
:
拔葵作为矫味剂 1949年 收 载 入

B P c, 以前是推荐用于慢性风湿病和皮肤病

洽疗
。

现在拔葵仍继续用于风湿病
、

发热和

皮眯病
。

全t碑
.
花椒 (Z an tho xy lum ) 来源 于芸

香科美国花椒 (Za n tho xy lum am ers。a -

夕u 扭 M
。

) ( 北花椒)和棒花椒 (2
. 。

l
a v a 二

h
e r 。。

1 1
5
L
.
) (南花椒)

,

成份
:
北花椒 ( 1 ) 香豆精如花椒树皮

素 (‘a o t h y l
e t i。)

.
( 2 ) 生物碱

:
异嗤

琳类的樟叶木防己 碱 (la urifo一in e )
、

两

面针碱 (n itidine) 和木兰花碱 (m agn g-

fl or i
n e)

,

唆琳类的丫一崖椒碱 (Y一 f a g a ‘

r
i
n e

) 和茵芋碱 (Sk im m ian in e)
。

( 3 )

其它成份
: 一

单宁
、

树脂
。

南花椒 ( l ) 异唆琳生物碱
:
樟叶防

己碱
、

木兰花碱
、

两面针碱
、

白屈 菜 红 碱

(eh elerythrin e)
.
( 2 ) 酸胺类如棒花

淑酸胺 (h e reo lin ) 和桂皮酸胺 ( e in n a-

一 43 一



班麦d。)
.

( 3 ) 其它成分
、

木脂素
、

挥 发

油
、 ,

树脂
,

据报道南花椒无香豆精
。

’

药理
:
浸膏具驱风和止泻作用

,

也是一

种刺激剂
,

从花椒属植物2
. zant h o x y l。 -

i d
e s
中获得的崖椒酞胺 (fa g a ra m id e) 证

明对鹿角菜胶所致的鼠足肿胀有效
,

但只有

消炎痛效力的 1 / 2 0
。

据报道崖椒酞胺体外

试验可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
。

用途
:
用于风湿病

、

发热
、

牙痛和作为

强壮剂
,

特别推荐用于与风湿症状有联系的

外周循环障碍
。

注意
:
苯骄氮杂菲类生物碱具有细胞毒

性
。

〔P J 《药学杂志 》
,

2 3 3 ( 6 2 8 5 )
:

1 1 1 一 114
,

] 9 8 4 ( 英文) 〕

范尚坦 节译 苏中武 张紫洞校

印 度 黄 柏 的 植 物 来 源 和 小 璧 碱 含 量

高桥真人部 ( }
_
{ 仁岐阜药学院

,

教授)

从印度进 口 名为 印度黄柏的生药
,

作为

制备小案碱的原料
。

该种生药中常混杂有广

倒卵形
、

粗锯齿缘
、

草质的叶片
,

具明显的网

状脉
。

其外形明显地与来源于黄柏 (P h e l一

l
o
d
e n

d
r o n a ;n t: r e n : e

) 的关黄 柏 皮 不

同
。

研究工作从鉴定该生药的原植物着乎
。

作者等在印度通过阿尔卑斯印度药物有限公

司
,

在 印度北部的生产中心得到印度黄柏的

嫩枝
,

发现嫩枝上的叶与混杂在生药中的叶

碎片有相同的脉序
。

从形态学与组织学研究

的结果
,

说明印度黄柏的来源是一种小璧属

植物
。

与H o o k e r等记载的印 度H 种 小 璧

属植物比较
,

鉴定了印度黄柏的原植物为小

璧科的亚洲小壁 (B e rb e ri: a “i a t i C a )
。

亚洲小璧用作刺齿 小 璧 (B
. a ri:ta -

ta ) 的代用品
,

根治发热与眼疾
。

C h at
t
e r -

j

e e

等曾记载其小璧碱 含 量
:
根中 为3

.
5一

3 .8 % ;根皮中2
.
7一 8 % ;茎中为1一 1

.
5%

,

茎皮中为1
.
0%

。

作者将从印度得到的 印度

黄柏 与日本采得的关黄柏皮作对照检测
。

将

样品粉碎
,

于105 ℃干燥 10小时
。

每 份样品

(0
.
19) 用50 , n

l 的甲醇提 取 6 小 时
,

提 取

物汽硅胶板上点样
,

先用 甲醇一 乙 酸 一 水

( 7 : 1 : 2) 然后用二 乙胺一环 己烷 ( 1
: 9 )

迸行二度展开
。

在紫外光 (25 37 入 )下 或用

D ra g e n d o rff试剂检测
。

印度黄柏 甲 醇 提

取物经T L C 得到小璧碱
、

药 根碱
、

掌 叶 防

己碱和一种未鉴定的生物碱 (E )
。

在关黄 柏

甲醇提取物中
,

除得到小里碱
,

药根碱
、

掌叶

防己碱和木兰碱外
,

则得到另一种未鉴定的

生物碱 (F)
,

作者还按 日本药局方第十 版的

方法测定了印度黄柏中的小璧碱含量为2
.
45

一 2
.
55 %

。

以上结呆表明
,

印度黄柏是提取

小案碱很有价值的原料
。

〔生药学杂志 (「1本)
,

3 。 ( i )
: 7 1一75

,

1 9 8 5 ( 英义) 〕

顾 长虹摘 苏中式校

中 药 复 方 抗 衰 老 研 究 进 展

上海铁道医学院药理教研室 许士凯

在祖国历代医药文献中
,

一

记载着为数众

多的摄生保健中药和延年益寿古方
,

这些补

益方药
,

基本上属于扶正固本类药物
,

具有

调整阴阳
、

补养气血
、

健脾益 胃
、

滋肾填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