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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究概况
。

关键词

本文 综述了槐木属植物化学成分 三菇皂贰
、

有机酸及酷类
、

聚 乙炔化合物等 和药理活性的研

穗木属 化学成分 药理活性

 !  

, ,

, ,

 !  , ,

 

,  ! ,

五 加科
。

穗木属 植

物
,

为小乔木
,

灌木或多年生草本
。

本属约有

多种
,

大多数分布于亚洲
,

少数分布于北

美洲
。

我国有 种
,

分布于除新疆
、

内蒙外的

各省市  
。

本属植物主要有祛风除湿
、

活血止

痛
、

利尿 消肿
、

保肝及补气安神等功效
,

被用

于治疗风湿痹痛
、

跌打损伤
、

肝炎
、

糖尿病
、

水

肿
、

神经衰弱
、

胃病等证
。

其药用始见于《千金

方 户〕,

治肠痈
“

又方截取檐头尖少许 烧灰

水 和服
,

当作 孔 出脓血 取愈
” 。

至 《滇 南 本

草  〕其药用 已与现代接近
“

味苦辛
,

性凉
。

入脾
、

肾二经
。

治风湿痛
、

胃痛
、

跌打损伤
。

骨

折
,

用鲜根捣碎
,

酒炒热敷
。

近年来
,

关于椒木属植物化学成分的研

究比较多
,

但主要集中于三菇皂贰成分的研

究
。

到目前为止
,

本属 已有 种植物作过化

,

第二军 医大学药学院
, ,

上海长海 医院药学部

学成分的研究
,

分离得到 了三菇皂贰
、

二菇
、

有机酸
、

聚乙炔化合物等成分
。

药理活性的研

究也有一些
。

一
、

化学成分

一 三菇皂戒

三菇皂贰广泛存在于椒属植物中
。

早在

年代初
,

自辽东穗木  中即分得

三菇皂贰类成分
,

通过药理实验证明是其有

效成份
,

从而促使对椒木属植物特别是辽东

穗木的皂贰成分和药理作用不断进行深入研

究
。

六十年代
, 。 及

等人从辽东袍木根中分离出了三种单体

皂贰袍木皂贰
、 、 、 、 ,

并

用化学方法初步确定了袍木皂贰
、

的结

构
‘

·

〕
。

之后在 年代
,

苏联学者

等用硅胶层析的方法从辽东穗木叶中

提取了七种皂贰
,

波兰 等用

法从辽东椒木根中分得九种皂贰
,

并确定其

贰元均为齐墩果酸 
’〕

。

随着分离技术和鉴定



 

技术的不断发展
,

新的皂贰不断被发现
,

其中 或 和 位连接糖基
,

形成单糖链或双糖链

开展研究较多的是 日本的几个实验室
,

我 国 皂贰
。

组成皂贰的糖常见的有葡萄糖醛酸
、

葡

也有有关皂贰成分的报道
。

到 目前为止
,

共从 萄糖
、

阿拉 伯糖 吠喃或毗喃糖
、

半乳糖
、

木

椒木属植物中分离得 种以上的皂贰
,

见附 糖
、

鼠李糖等六种
。

少数皂贰其葡萄糖醛酸的

表
。

6 位以甲醋形式存在
。

一般情况下
,

常见葡萄

椒木属植物皂贰元绝大多数为五环三菇 糖醛酸与葡萄糖
、

半乳糖
、

阿拉伯糖等形成直

类的齐墩 果酸 (o lea no h
。
ac id

,

1 )

,

少数也有 链或支链糖链后与 3各O H 成贰
,

和 28 位梭

常春藤贰元(hed er ag en in
,

2 )

。

在贰元的 3位 基成酷贰的多为葡萄糖
。

附表 穗木属植物中的三 菇皂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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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o nin SOuree Strueture refere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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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机酸及 酉旨类

椒木属植物 中有机酸类成分较多
,

主要

为二菇有机酸
、

长链脂肪酸及酚酸类等
。

1

.

二菇有机酸

有关稳木属植物二菇有机酸成分的报道

虽较多
,

但又局限于本属几种草本植物中
,

而

在木本植物中目前仍未发现二菇有机酸的存

在
,

这一现象有可能成为化学分类学方面的

依据
。

所分离 到的二菇 有机 酸均 以贝壳杉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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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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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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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链脂肪酸及醋类

从黄毛穗木 中分到软脂酸
〔15 〕,

从虎刺椒

木中分到二十八梭酸[l’〕
,

从刺穗木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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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eh em eriea 中 分 到 岩 芹 酸 (petroselin ie

ac id )
,

从辽东椒木中分到二十四梭 酸
、

十五

酸 甲酷
、

十六酸 甲酷
、

十八 酸甲酷
、

二十六酸

甲酷
、

二十酸甲醋等一系列脂肪酸
、

醋[1.
’5〕

3
.

其他有机酸及酉旨类

从椒木属植物中分离到的有机酸还有长

白穗木 中的 咖啡酸 (
。a
f f
e r ic a e id )

、

阿魏酸

(ferulie aeid )[35〕
,

穗 木 中 的 刺 囊 酸

(echinocy stie aeid )[, 6
]

,

棘茎袍木中的墟拍

酸[
, ’〕等

。

( 三 )聚乙炔化合物

聚 乙炔化合物 (p
olyaeetylenes )是 一类

在化学分类学方面曾引起关注的化合物
,

并

具有较强的生理
、

药理活性
。

在穗木属的几个

种中
,

也发现了这类化合物的存在
。

从辽东椒

木和产于北美的 A
ralia raeem osa 中

,

都分离

到 T fa learin one ( 5 ) 和 falearinolo ne

(6 )[‘2
·

”〕
,

从长 白椒木 中分 离到 falearind io l

(四 )其他成分

Sa it
o S 等从辽东穗木 中分离到两个黄

酮 贰 quereetin 一

3

一

O

一
a

一

L

一
r
h

a
m

n o
p y

r a n o s
i d

e

和 kaem pferol
一

3

一

O

一
a

一

L

一
r
h

a
m

n o
P
o
y

r a
-

n

os id
e

,

这是椒木属植物中仅见的关于黄酮

化合物的报道[8]
。

另外
,

姜永涛等从辽东穗木

中分得一种 酚贰类化合物 无梗加五加贰 D

(aeantho side D )[23〕
。

L i
s e

h
e
w

s
k i

M 等[
, ‘
]从

袍木 中分 得一种香 豆素类化合物
esc ul et in

di
一

M

e
et

he

r
,

还有报道分别从辽东椒木和长

白穗木 中分离到花青贰类
。
ya ni d i

n 一

3

一
x

y l
。 -

s y lg
a
l
a e t o s id

e [ , “〕
。

植物中普遍存在的 幽醇
,

同样也从椒木

属植物 中分离得到
。

主要有 各谷 街醇
、

豆街

醇
、

莱油 街醇 (C
am pesterol)

,

胡罗 卜贰及胡

罗 卜贰
一

6’
一

棕桐酸醋等 誉
2一, s

·

2 ,
·

’6〕

二
、

药理活性

椒木类药材作为常用草药
,

主要在民间

应用
,

经调查发现共有 13 种植物供药用
,

常

用的为椒木
、

辽东袍木
、

长白穗木
、

黄毛袍木
、

头序穗木
、

棘茎椒木
、

太白穗木
、

陕鄂袍木
、

虎

刺穗木等 9种
。

我国一些县市级中医院临床

上用椒木治疗糖尿病及用作消化道肿瘤手术

后加 中草药治疗的主要方药
〔, , 〕

。

临床上用从

穗木类药材中提取的齐墩果酸制成的齐墩果

酸片治疗慢性迁延性肝炎
、

慢性活动性肝炎
、

急性黄疽性肝炎及中毒性肝损伤[’0 〕
。

六十年



代
,

苏联卫生保健部已正式批准在临床上使

用辽东袍木制剂作为 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治

疗脑力和体力疲劳过 度
,

并作为宇航员的保

健品
。

椒木属植物的药理活性研究主要集中于

皂贰的研究
,

特别是辽东穗木总皂贰的药理

研究更为广泛
,

其它有关穗木
、

黄毛椒木皂贰

以及二菇酸
、

聚 乙炔化合物的药理研究也有

报道
。

其药理活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 一 )强壮作用

辽东椒木总皂贰有明显的抗疲劳
、

抗低

温
、

耐缺氧作用
,

临床上用于治疗脑
、

体力疲

劳过度[
各1

,
4 2

]

.

( 二 )对中枢来统的作用

辽 东椒木 总 皂 贰 可 兴 奋 中枢 神 经 系

统[’l 〕;椒 木皂贰有一 定镇痛作 用
,

能对抗苯

丙胺的中枢兴奋作用
,

与戊巴比妥
、

氯丙嗦合

用
,

可出现协同的中枢抑制效应[43 〕
。

另外
,

发

现 自
,

长 白袍木中分 离得到的 1一海松酸和 贝

壳杉烯酸有一定的镇静作用[az 〕
。

( 三 )免疫作用

辽东槐木皂贰能 明显促进单核 巨噬细胞

吞噬功能 [’z 〕
。

给小鼠腹腔注射辽东枢木皂贰

连续 7 天
,

还可显著刺激 PG E Z
, 、

P G E

:

的合

成
,

诱导
cG M P 含量 明显下降

。

而对组织胺

释放无影响[’’〕
。

( 四)杭种瘤作用

网克清等 发 现[
3, 〕,

袍木对 U , 。 、

H
e

p A

、

S

,
80 等肿瘤细胞抑制率较高

。

( 五)杭清疡作用

穗木煎剂可通过多种机制抑制胃溃疡形

成
,

并能促进溃疡愈合[’5 〕
。

( 六)保肝作用

熊筱娟等发现
,

黄毛椒木总皂贰对 cCI
‘

引起的急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6 〕
。

有

意义 的是
,

从辽 东椒木 中分 得 的单体 皂 贰

ES
一

7
,

E S

一

8 对 C CI
;
诱 导的肝细胞损伤 也有

保护作用[
,

,

’‘〕
。

( 七 )心脑血管药理

穗木总皂贰可对抗环磷酞胺引起的血细

胞总数减少
;
穗木总皂贰和黄毛椒木总皂贰

可使心率减慢
,

对脑垂体后 叶素造成的大鼠

急性心肌缺血模型可使转阴率明显增高
。

辽

东椒木总皂贰对异丙肾上腺素诱发心肌缺血

模型和结扎冠脉所致大鼠心肌梗塞有 良好的

保护作用
,

对由 K C N 或 N
aN O :所致小 鼠组

织中毒性缺血和结扎两侧颈总动脉所致脑循

环障碍性缺氧也有保护作用
· ,

对动物大脑缺

氧有改善作用 [’:
·

4s]

。

( 八)降血糖作用

在大 鼠口服糖耐受性实验以及四氧嗜吮

诱导的大鼠糖尿病模型中
,

分别观察到单体

皂 贰
elatosid e E 和 olean oliC aeid

一

2 8

一

O

一

俘
-

D 一

g l
u c o

p y r a n o s
i d

e 的降血糖作用[
, ,

·

’‘
]
。

( 九)抗 菌作用

从长白椒木中提 出的聚乙炔化合物 fa卜

e a rin d io n 和 dehyd rofarearin diol具有抗菌作

用 [
, 7 〕

。

另外
,

还发现从长白穗木中提出的 1一海

松酸 有抗炎作用 [32
〕,

从 辽东穗木 中提 出的

falearino lon e 有 局 部 麻 醉 作 用 [
, , 〕

。

Y
os hi

ka
w

a

M 等报道 从辽东穗木中分 得的

皂贰
ela tos id e A 和 B 可以降低大鼠对 乙醇

的吸收
,

具有避免酒精中毒的作用哪
〕。

综上所术
,

自椒木属植物中虽然分离到

较多化学成分
,

但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几

个 种上
。

拖木属有 30 多种
,

在我国即有 30

种
,

为充分开发药用资源
,

有必要加大对其它

种化学成分的研究力度
。

对于穗木属植物的药理活性研究虽较广

泛
,

但多只停留在总皂贰制剂的药理研究方

面
。

既然化学成分的研究 已较深入
,

分离到较

多单体皂贰
,

有必要把单体化合物的药理活

性及 各单体之间相互作 用的研究深入下去
,

以期发掘 出新的活性成分
,

使传统药更好地

为现代医学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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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朗克清
,

王晓莉
,

彭祥那
.
槐龙黄金汤的抗肿启作用

.

湖南医药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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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思勤主编
.
中国名优中成药

.
第一版

,

上海 :上海中

医学院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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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郑汉臣译
.
东北椒木根中贰的含t 及其在生长期内的

积累
.
国外医学药学分册

,

19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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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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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孙晓波
,

周重楚
,

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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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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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槐木 总皂贰的强壮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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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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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高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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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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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木总皂贰的中枢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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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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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任俊
,

程锦轩
,

王振纲
.
龙芽椒木总皂贰对前列腺索及

环核昔酸的影响
.
中国药理学通报

,

19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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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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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雍定国
,

耿宝琴
,

顾刚果
.
椒木前剂对抗大鼠胃演疡的

实验研究
.
浙江医科大学学报

,

19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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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熊筱娟
,

徐晓清
,

张 国全
,

第
.
江西黄毛椒木对小鼠实

验性肝损伤的影晌
.
中药材

,

19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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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邓汉武
,

李元建
,

沈乃
,

等
.
辽东穗木 总贰对大鼠实验

性心肌缺血的保护 作用
.
中国药理与毒理 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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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黄立成
,

姜平
.
龙芽枪木总贰对缺氧的耐力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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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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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消耗数据分析》第 2 集完成

《军队主要 医院药品消耗数据分析 》第 2 集于 日前已 由电脑排版胶 印成册
。

它继第 1 集

(198 9一 199 1)
,

收集了各大军区总医院
、

各军大教学医院 1992一19 94年三个年度的药品消耗

数据
,

用系统软件处理
,

采取第 1集格式列出了各种药品消耗额的位序
、

药理大类排序
、

与医院

医疗统计相关的平均值等
,

并附有综合的文字分析
。

全册 40 余页
,

它是编委会几十位同志集体

坚持创作的重要成果
,

是具有跨地区代表性的历史参考数据
,

是药品研究开发
、

生产经营和 医

疗单位供应管理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料
。

凡按规定缴纳 1996 年网员资料费的单位均发一册
,

缺

第一集的也可联系补发
。

其他非网员单位需此资料者请直接与第二军医大学卫材教研室陈盛

新同志联 系(地址
:
上海市国和路 10 1 号

,

邮编
:200433 ,

电话
:653470 18

一

7 1 5 2 8 )

。

欢迎订阅 1996 年《全国医药信息》

《全国医药信息》是由国家医药管理局和

新华社合办的医药行业的重要信息刊物
。

该

刊约 10 天一期
,

每期 20 页
,

它以较快的速度

刊登国内外最新医药信息
。

自 1987 年创刊以

来
,

为各级医药管理部门
、

医药生产经营企业

和医疗单位提供了大量的富有价值的信息资

料
,

受到了医药各界领导和广大医药员工的

欢迎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

特别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
,

《全国

医药信息》所起的舆论导向
、

信息传播等作用

将 日益突出
,

将更加成为改革创造的知识源

泉
,

参与市场竞争的决策依据
。

为 了适应市场
,

正确决策
,

搞活企业
,

搞

好工作
,

望各单位不失时机地联系订阅
。

《全

国医药信息 》编辑部住北京北礼士路 甲 38

号
,

邮编 100810
,

电话 8313344
一

1 9 1 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