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年 我 国 夫 然 药 物 研 究 成 就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植化教研主 梁华清

天然药物研究是药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

分
,

这不仅因我国有祖国医药 这 个 伟 大宝

库
,

已为世界所注目
,

而且资源丰富
,

前景

光辉
。

年 月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国际 《天然

产物有机化学讨论会》 上
,

英国诺贝尔化学

奖获得者巴顿教授对记者说
“
人类使用的

各种药物绝大多数和药用的天然产物有直接

和间接的关系
,

现在全球从事药用天然产物

的有机化学人员大约有五十万人
,

他们肩负

着争取人类健康和长寿的使命
。 ” 又说

“
十

几年前我曾来过中国
,

这次重来发现变化很

大
,

科学家大胆工作
,

仪器设备的改善以及

研究成果大量出现
,

给我很深的印象
。

在这

次体现 当代水平的药用有机天然产物的国际

会议上
,

中国学者的论文占了一半
,

特别是

青篙素和天花粉蛋白的研究是出色的
,
⋯⋯

青篙素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
,

受到世界卫

生组织的高度重视
‘

,
。

近年来
,

我 国从

以中药为主的天然产物的研究中确获得很大

成就
,

表现在如
一

几个方面
。

一
、

引产及避孕药

计划生育是我囚一项基本国策
,

计划生

育药物研究对控制人 口提高国民素质具有重

大意义
。

天花粉是葫芦科植 物 枯 楼
‘ ‘ “ ‘ 自块根

。

早在东

汉末年张仲景的 《金匾要略方证》 和明朝李

时珍的 《本草纲 目》 中有
“
通 月 水 ” ,

治

“胞衣不下
”

的记载
,

然而直接用它弓产也

有副作用
。

最近我国化学家已提纯制成结晶

性天花粉蛋白
,

使原复方的 克用量减低至

目前的 毫克
,

为二万分之一
。

研究表明天

花粉的副作用
,

主要来自包括天花粉蛋白本

身的异性蛋白过敏性及其杂质
,

提纯后的天

花粉蛋白
,

大大减轻了副反应
,

提高了安全

性和疗效
,

中期引产率达
。

化学家还

搞清了这种比胰岛素分子量大两倍的蛋白
,

是由 种共 个氨基酸组 成的
,

并 测 出了

全部一级结构
。

这标志我国生物大分子晶体

结构研究 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

本研究获国

家发明二等奖
“ , “ 。

棉子 油 为 陆 地 棉

种子之油
,

现证明其活性成分为

棉酚
,

主要作用于肇丸的生精细胞
,

使精子

数量逐渐减少
,

进而影响精子的成熟以达不

孕的效果
。

棉酚有二个光学异构体
,

左旋体

可使男性不育
,

右旋体则无
,

反映了立体结

构与活性之间的密切关系
。

棉酚用于临床已

有万余病例
,

有效率达的
。

年 月

在南京召开的男性生育调节的国际会议上
,

受到很高的评价
。

住一缺点是约有 的人

服用此药可出现低血钾症
,

这是普遍推广应

用的一大障碍 一 “ , 。

芫花为瑞香科植物芜花

的根
,

明李时珍的 《本草纲 目 》 中

其根有催生去胎的记载
,

华中地区民间用于

引产效果很好
。

上海药物研究所等单位从芫

花的根及花中分得四种二菇醋类化合物
,

即

芫花醋甲
、

乙
、

丙
、

丁
。

四种芫花脂的引厂作用
,

具有时间短
、

安全性高
、

并发症少
、

有效率高
、

资源丰富

及成本低等优点
,

值得推广到临床应用
。

前列腺素用于中期引产
,

成功率在

一 一



 以上
。

‘

已是一种具五元不 饱和环的特殊

脂肪酸类化合物
,

在自然界有二十余种
,

过

去认为只存在动物和人体的前列腺中
,

现发

现海洋的柳珊瑚
、

深水角珊瑚和水媳珊瑚中

普遍存在
。

以柳珊瑚为例
,

可 提 得 一表

 干皮重量
。

我国海 南 岛和

西沙群岛成片生长此类珊瑚
,

它是潜在海产

前列腺索的资源
,

颇有开发前途
““ 。

四 种芜花酷 的 引产效果比较

化 合 物

名 称

芫 艺西旨甲

最低有效

剂量 沁

一 人

戈
次弓
功
产
二林 临床试用情况

中期引产 羊

说腔注射

例
,

子宫月空注

射 例

芫花酉旨乙 一阅 人

“‘孕合、

芫花醋丙 ⋯
。。 、

、、

芫花酉旨丁 孕猴

。 、

临床试用 的

佘例

‘ 期引产有效

。扫期引产有效

二
、

抗疟药
,

从中药青篙叩菊科植物黄花篙 斗

工
了

全草 中提出的青篙素

受到世界卫生组织高度重视
,

这不仅因它带

过氧桥的新型倍半菇内醋是一个新化合物
,

也是一个与过去抗疟药灼结构完全不同的新

抗疟药
,

还在于它制成了琉拍酞还 原青篙素

单醋钠 一 后解决了水溶性
。

具有

速效低毒的特点
,

抢救了多例恶性疟病人
,

引起了国际上重视
。

经临床 。多例验证
,

对间日疟
、

特别对恶性疟和杭氯哇株疟疾都

有满意的疗效
,

达到国际光进水平
,

被授予

国家发明二等奖川
。

陵水暗罗
’浪

。 恨属番荔枝科植物
,

产于

广东和海南岛地区
,

民间用其治疗疟疾与肝

炎
。

现从中分离一种草绿色 晶 体
,

鉴 定为
一

琉基氧化毗咤的锌盐 在植物界为 首次

发现
。

它对猴疟杀灭率为
,

遗 憾的

是毒性与活性联系在一越
,

尚不能推广到临

床应用
, 。

三
、

血液代用品

血液代用品是救治失血性休克的重要药

物
,

广泛用于野战创伤 及一般 性 失 血 性休

克
、

手术失血
、

内外科出血性休克的预防和

治疗
,

还可用于冠心病
、

脉管炎
、

脑血性等

症的治疗
。

我军对代血浆的研究十分重视
,

取得一批成果
,

具有临床应用价值的有 生

脉代血浆和经丙基支链淀粉代血浆
、

驴皮胶

即 代血浆
、

褐藻酸注射液代血浆
、

罗 氏海盘明胶代血浆
、

海星胶代血浆
、

袖皮

果胶代血浆
、

苹果胶代血浆
、

木瓜及白岌胶

代血浆等等
。

这些代血浆可以扩充血容量
、

改善微循坏作用
,

无异物和蓄积作用
,

对组

织无损伤性变化
,
无过敏性及热原反应

,

无

渗血及血凝现象
,

各研究均有适 当例数临床

报告
,

效果满意 《 
。

四 、
皿淤瘫衡

一

冠心病的心绞痛
、

急性心叽梗塞
、

急性

脑血饮矛血徐跳塞性脉管炎
、

硬皮病
、

烧伤

瘫痕等症犷户麒智归于 “血淤症
” ,

现在治

疗的多为嗡药
,

约有方剂 余种
,

其中以丹

参
、

川营及当归在这一领域中研 究 最 为活

跃二 ’ 下
’

义

。

丹参酮
人
磺酸钠

,

治胸闷 有 效率

为 王 舜红绞痛多奋
。

丹参素 〔 十 日
,

笛‘袅舞基苯基
、

乳酸 〕
,

比前者更能

显著地延长力 鼠耐缺氧时间
,

有明显抗凝血

作用
,

洽冠合病有血 的病人 症 状 得 到改

善
。

丹参酸甲
、

’

乙也有增加冠 脉 流 量 的作

用
。

’

口
’

,

川苛中的川芍嗓 即四甲丛毗嗓
,

大量用于临床
,

对脑血检有较好疗效
。

。

当归中的阿魏酸能对抗 和胶

原诱发的血小板聚集
,

有 明 显 抗 血 检 作

用 ‘’ 。

五
、

新型镇痛药
。

伏毛铁棒锤
, ,



母。 一 执多劝 块根总碱中分 得 新 生 物 碱

一乙爵乌头碱
,

起效镇痛时间为 分
,

持续时间为 小时
,

成人一 次 量 仅 毫

克
,

肌注
,

临床应用  例
,

止痛 效 率达
,

中小手术止痛率为
,

为 一

种新型的非成瘾性消炎止痛药
。 。

。

高乌头
 ‘

、 块根中分得 拉 巴 乌 头 碱

“ 及防己科 木 防己

  根中

分出的木防己碱 均有较好镇

痛作用
,

不成瘾
,

亦为一种新型镇痛活性成

分
’ 。

六
、

新抗菌药

有 个科 位物中含有抗菌物质
,

一般认

为 凡是酚
、

酸性成分
、

醒类 包括单醒
、

苯

醒和葱醒
、

精油中的含氧成分
、

某些生物

碱如小孽碱类均有抗菌作用
。

近年来我国药学工作者从国产大蒜

鳞茎中 分 得一

种大蒜新素
,

经鉴定其结构式为二烯丙基化

三硫
一

,

与国外报道的含大蒜辣素
,

二 硫氧基二丙烯 差异很大
、 新素性质较辣

素稳定
,

具广谱抗菌 作用
,

对呼吸道
、

消化

道
、

脑膜 炎及肠道疾患有较好疗效
,

有效率

达 一
‘ “ 。

。

陵水暗罗素的钠盐
,

对红色癣
、

白

色念珠菌等 种真茵的抑菌作用均优于益康

 对贺氏志贺氏菌等 种常见细菌最低抑

菌浓度均在 微克 毫升以下
。

临床验证真

菌病共 例
,

其中体
、

股
、

手
、

足癣 例
,

有效率
·

,

治愈率
,

无不 良副反

应
,

说明木品为一种新型 广 谱 抗 真 菌 药

物
’ 。

土谨皮为 金钱松的根皮
,

《本草纲

目》 , “列为冶疗头面钱癣
。

现从 中分得四种

二惦内醋酸性化合物
,

其中乙素在动物中有

较强的抗真菌效果
‘ ,

现有 土 棋 皮 配 出

售
。

。

从 民间秘方 治疗肺脓 肿 的 金 荞麦

〔

〕的根茎 中分得活性成分双聚原矢车菊

试元
, , ‘ , ‘ 一

四轻基黄烷
一 一

醇

双聚体
,

治愈率
,

好转率
,

用本成分治疗肺脓肿为我国新的发现
‘ “ 。

七
、

抗肿瘤活性成分

在植物界寻找抗肿瘤的活性成分进行了

巨大工作
,

但用于临床的不 多
。

我国近年来

具有临床应用价直的有如下述几种
。

从中药当归芦荟丸筛选出青黛有抗

白血病作用
,

进一步发现其有效成分为靛玉

红  ! ∀#
,

用靛玉红治疗慢性粒细

胞 白皿病314 例
,

完全缓浑占26
.
n %

,

部分

缓解占33
.
44 %

,

进步占2
:’ .

7) %

,

总有效率

为87
.
26 %

,

疗效明显
,

得国 家 发 明 三 等

奖 (
3)。

2

.

汉防己甲素合并小剂量放射治疗97

例 且一 工 V 期肺癌患者
,

近期疗效达61
.
75 %

,

其中显效 ( 即 肿瘤缩小 l / 2 以 上 ) 的达

31
·

95 %

。

药理作用也证明用
“ 汉甲

”
后

,

小 鼠和兔的内脏血管的血容量和细胞的氧含

量增加
,

从而增加 了对癌细胞 放 疗 的 敏感

性
,

因此提出
“汉甲” 是我国发现的一种合

并小剂量放疗肿瘤的增效剂 (
‘7

)
。

3

.

近发现用动物豚癌模型不11部分中
、

晚期肝癌病人服知母皂试后
,

动物生存期延

长
,

月干癌病人红细胞呐泵活性也有不同程度

的降低
,

此系国家科委
“六五

”
攻关课题

,

已于85 年12月通过鉴定 (
之 。

)
。

4

.

我国对三尖杉醋碱 及高三尖杉醋碱

的分离鉴定
、

半合成以及系列生物碱的研究

均取得一定成就
。

用三尖杉醋碱配合中药治

疗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
,

病情缓解率达 80 %

以上 (
‘ ·

)
。

5

.

值得注意的是非洲热带产的美登木

中含美登素仅千万分之二
.

,

即一吨生药中仅

含二百毫克的美登素
,

动物试验有高效低毒

1’1{J 抗癌作用
。

由于它有八个手性碳原子
,

十



九元环组成的大环型生物碱
,

许多国家相继

对
’

l三进行全合成的研究
,

迄今只有美国哈佛

大学考莱教授完成了这项合成工作
。

我国上

海药物研究所经过简化美国合成路线
,

进行

四十步反应
,

终于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全合成

美登素的机构
,

这标志我国精细有机台成研

究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
。

巴顿教授听到此消

息后热情道贺
: “祝贺你们取得这么漂亮的

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 ( 2 ‘

)o

6
.

此外小扁豆凝集素可用于肝癌的早

期诊断 (
‘吕

)
。

激光一血吟琳不仅可用于癌肿

部位的诊断
,

而且血叶琳在癌组织中受到激

光照射
,

可产生一种单态氧
,

能杀伤癌细胞

达到治疗的目的
。

用本法治疗 口腔领面部恶

性肿瘤患者四十例
,

近期有效率达97 % (
2 ’

)
。

J 、
、

免疫作用成分

1 . 四环三菇类成分以人 参 皂 试 为代

表
,

它能使癌症病人聆球蛋白
、

特异性IgM

增加
,

加速抗体产生
,

促使淋巴细胞转化
,

增强网状内皮系统的功能
。

2

.

五环三菇以商陆皂试为代表
,

发现

商陆总皂试能提高小鼠的 白血球吞噬功能
,

促进D N A 的转化以及诱生卜 干 扰 素 等 作

用
,

从而证明商陆的抗癌作用是通过增强机

体的免疫功能和 }泛谢机能而起的作用
,

正在

进行临床使用 “
”
》

。

活
。

多塘类的免疫作用日本早已重视
,

我国多糖类的研究正在迎头赶上
,

已研究的

中药有人参
、

银耳
、

芸芝
、

猪菩
、

红花
、

当

归
、

天麻
、

商陆
、

黄茂
、

淫羊茬
、

党参
、

天

花粉等等
。

一般认为多糖的免疫作用主要是

有促胸腺体反应
,

能刺激网状内皮系统
,

提

高宿主对癌细胞的特异抗原免疫反应力 , 同

时多糖又是细胞膜的组分
,

有强化正常细胞

抵御致癌物质的侵蚀
,

提高了机体的抗病自

卫能力
。

所以有人预言今后数年将是多糖的

时代
。

九
、

其它药

1 . 从民族药藏茄即从唐古 特 山 莫若

(S eop o lia ta ng u t iea M a x im ) 根中分

离出一种能冶疗微循环衰竭的山莫若碱
,

后

又进行人工合成
,

用该碱抢救小儿暴发型流

行性脑脊髓膜 炎和中毒性痢疾610 例
,

使病

死率下降至1
.
1%

,

而一般 疗 法 病 死 率 为

23 %
,

人工冬眠疗法为4
.
8%

,

阿托 品 疗法

为1
.
5% ; 用于治疗暴发型流脑53 2例

,

使病

死率降为8
.
97 %

,

而一般 疗 法 病 死 率 为

60%
,

阿托品疗法为23
.
7%

,

授予国家发明

二等奖 (
“
)

。

2
‘

从民间药治绦虫的秘方中
,

发现仙

鹤草
’

(
A 官r:i饥on ia P ilo sa L e d eb

。

) 根

芽制荆有很强的杀绦虫作用
。

现从芽中分得

活性成分鹤章酚
,

为全新的化学结构
,

已人

工合成
。

鹤草酚杀灭力强
,

毒性小
,

治愈率

高 (94
.
5% 贫

,

获国家发明三等奖 ‘, 》
。

3. 民间药野梅械有利胆作用
,

已分离出

活性成分为谬改玲共茶刻
0)。发掘民间验方 ,

从珍珠贝隽掉攀精卵液中分出牛 磺 酸 ( 2 -

氨基乙磺酸)
,

治 疗 子 宫 出 血 有 效 率 达

93% (
取工) ,

从旋 花 科 丁 公 藤 ( E ry eib e

。
b t us i fo l认 B ent h

.
) 分得丁公 藤 甲 素

( 2旦:经妻认
,

6

有较好缩蘸
尽汤擎氧基去甲基食若烷)

,

甩
息

令可代替进 口药 毛 果 芸 香

碱 (
22) 。

·

L

“
}
众国外应用

二

最早的从箭毒 (c 。 r 。
-

r e
) 中提出曲衙箭毒碱(d

一
T
。b

。。。r a r
i
n
)

得到启发
,

寻找我国新资源
,

先后从防己科

多种植物中分得多种双节基异哇琳生物碱
,

经季多化后
,
均有较好的肌松作用

,

可代替筒

箭毒碱廖用
‘

旧通过鉴定可作临床应用的有
:

呀

汉肌松—
右旋汉防己甲素双 碘 甲 烷

盐
。

一 璧肌松—
右旋异汉防己甲素双碘甲烷

盐
。

傣肌松
—

二甲基消旋箭毒碱双碘甲烷

盐
。

新傣肌松
—

二甲基消旋箭毒碱双氯甲

烷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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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肌松—
粉背轮环藤总碱氯甲盐

。

总上所述
,

我国天然药物研究大部分是

采用传统中药和民间药为原料
,

运用现代分

离与鉴定手段
、

紧密与药理和 临 床 试 验结

合
,

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

使天然药物研究呈

现一派繁荣的景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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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疗 用 药 用 植 物

Norman R.Farnsworth 等(关国伊利 诺 斯 大学药带阶 、

世界卫生

组织传统医学比作巾
.
公生药学研充教授)

拥有适 当的药物并恰当地运用是基层保

健工作成功的先决条件之一
。

植物常 是药物

的一个普通来源
,

或是制成传统制剂
,

或是

提取为纯活性成分
。

因此
,

决策者有理由可

就地鉴别可用植物或植物提取物
,

以便能有

效地添入国家的药物名单中
,

或者甚至取代

一些需要采购和迸 口 的药品
。

木文用表介绍

了来源于植物的药物
,

并附有原植物名称及

其在治疗中的作用和应用
,

内容很新
。

因为多数药用植物都天然地存在于许多

国家中
,

故一个国家的某种可 能 重 要 的植

物
,

也许世界到处的科学家都在热心研究
。

如果他们的发现能向所有感兴趣的人提供出

来
,

那将会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

对
一

于药

物来说
,

大量积累资料是特别重要的
,

因为

对一个特殊药物的安全性或有效性作出有价

值的判断
,

很少是根据一个孤 立 的 研 究结

果
。

相反地
,

只有搜集一种专有植物已经在

许多国家的保健系统中的应用并连同许多组

科学家发表的效果和毒性数据的综合资料
,

才能有助于决定这种植物是否可以考虑为医

疗上所接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