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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附子
,

自古以来为中医常用植物药

之一
。

《神农本草经 》中列为下品
,

收为大热之

药
,

用以治疗
“

阳衰欲脱
,

身凉肢冷
,

脉微欲

绝
” 。

是回阳救逆的药物
,

是古代温剂 中常用

的生药
。

多年来
,

医药科学工作者对附子的生

药
、

炮制
、

方剂
、

化学
、

药理
、

毒性和临床等方

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

以期减少毒性
,

增加疗

效
,

寻找有效成分
,

阐明药物作用的机理
。

近

代医药学的研究认为
,

附子对神经系统
、

循环

系统
、

泌尿器官
、

物 质代谢等方 面都具有作

用
。

目前
,

各个方面还在进行着广泛的研究
。

附子 主产 于四川
、

陕 西
、

安徽
、

浙江
、

江

苏
,

多为栽培品 野生种分布于长江中
、

下游

北至秦岭和 山东东部
,

南至广西北部
,

生地 山

地草坡或灌木 丛中
〔‘’。

中医几千年来传统认

定 的道地药材为川附子
。

产于四川江油
、

彰明

两县
,

在涪江东西两岸的平原上
,

为四川省的

特产药材
。

附子的原植物为毛 食科
。

植 物 乌头
 。

,

药用其块根
。

附子的采集季节
,

各地

因客观条件下同
,

挖掘时间有早有晚
。

栽至第

二年 一 月收获
,

以夏 至到小暑 间采 集较

好
,

挖出后
,

把它的侧根 附子 与主根  乌

分开
,

抖掉泥土
,

去须根
。

除生附子外
,

一般采

收后
,

要进行各种加工炮制
,

炮制有不同的方

法
,

炮制后分别称盐附片
、

黑附片和 白附片
,

其主根晒干即为生药川乌或乌头
。

 
’〕本文就

中药附子的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作一简要概

述
。

一
、

附子的化学成分

中药 附子中的化学成分
,

到 目前为止
,

得

到的多为生物碱
,

还有醇胺
、

脂类及多糖等
。

多数结构已经确定
,

现分述如下
。

一 生物碱类

附子中生物碱含量很高
。

川乌
、

附子两药

植物同源
。

年
,

首先 由我国学者陈燕对其成分

进行 了报道图
,

从陕西所产秋 季采集的川乌

苯提取再 由氧

化铝层析
,

分得 种生物碱
,

种 已知物为

次 乌 头 碱
 、

乌 头 碱
 、

新乌头碱
 ! 和塔拉

地萨敏
。

另二种新 生物碱为

川 乌碱 甲
, 。 ,

熔 点

℃ 川乌碱乙
。 ,

熔点 ℃
。

年
,

日本学者岩佐准三等
〔月从我国

产乌头 中分离出次乌头碱
、

乌头碱和新乌头

碱
,

另一种称为卡乌碱
,

熔点 一 ℃
,

观其理化性 质
,

与川乌

碱乙为同一化合物或其光学异构体
。

年
,

日本学者小管卓夫 根据他在

年发现川附子中对蛙心具强心活性的

物 质
〕
从 日 本 乌 头  

一 中分离得 到一生物 碱贰
,

命名为 但其合成 品无强

心活性
。

进一步研究发现强心成分实际是混

在其中的其它微量成分  
。

年
,

小管卓

夫等 进而分离得到一种水溶性的无色板状

结晶
,

稀释至 亿分之一浓度对离体蛙心仍

显示强 心活性
,

定名 为 消旋 去

甲乌药碱 结构式 如下



  

年
,

陈迪华等 〕从云南丽江产的附

子 中利用醇提
,

溶剂粗分及层析分离得到一

水溶性生物碱
,

结果为
,

定名为去甲猪毛

菜碱
。

一
川

人厂

一

小粉

丫沂广、
一

尸 夕火夕
’

。

灯
  年

,

湖南医药工业研究所图合成 了

消旋去甲乌药碱
。

年
,

日本今野等 〕报导了以附子的

升压作 用为指标
。

从北海道 伊达产的附子

 。 为原 料
,

经 色

层分离出一种已知成分棍常碱
,

为一种季胺碱
,

对豚 鼠有弱强心作用
。

结构如

下

一
习 尸 望 ’ ,

年
,

王永高等
’〕从内蒙产北草包 中

分得五种生物碱
。

四种 已知物为 去氧乌头碱
、

次乌头碱
 、

乌头碱
。 和新 乌头碱

 

。

新化合物为北草乌头碱
,

熔点 一 ℃
,

结构如

冷

 !

∀#

∃%&∋ 年
,

张迪华[ls 〕从白附片中分得八个

成分
:
异翠雀碱 (i

sodelpinine)( I )
、

下乌头

碱 (hyp
aeonitine)

、

乌头碱 (
aeonitine) (l )

、

中乌头碱 (m
esaeonitine)(VI )

、

苯 甲酞中乌头

原碱 (b
enzoyl m esaeonitine ) ( v )

、

新 乌 碱

(neoline ) ( VI )
、

1 5
a 一

轻 基 新 乌 碱 (16a
一

h y

-

d
r o x y n e

d i
n e

) ( VI ) 及一 非生物碱结晶 (姐 )
。

药理实验表明 卜 VI 均有抗炎作用
,

结果姐具

有抗心衰作用
。

1 9 8 2 年
,

陈洒英等tl’〕从云南移植栽培的

川乌中分离获得了美沙乌头碱
、

海帕乌头碱
、

乌头碱
、

尼奥灵
,

准噶尔乌头碱及一个新生物

碱 附 子 灵 (fuzilin e )
,

鉴 定 为 zsa一O H

一
n e o

-

l i
n e

。

2 9 8 2 年
,

北川勋(日)[
‘, 〕报导从川包中分

得乌头碱
、

美沙乌头碱
、

海帕乌头碱
、

塔拉胺
、

1 4

一

乙酞塔拉胺 (14
一
a e e t y

l
t a

l
a t i

s a
m i

n e
)

、

1
5 0

-

t a
l
t i

z
i d i

n e
、

尼奥灵
、

卡拉 可林及四 个脂 生物

碱
: L opoaeonitine

、

L i p
o

h y p
a e o n

i
t
i
n e

、

L i P
o

m
e s a e o n

i t i
n e

、

L I P
o

d
e o x

y
a e o n

i t i
n o

。

同年 C h
ohaehi K onno (日)等[

, ‘
]从中国

产药附子中获得十个生物碱
:
海帕乌头碱

、

美

沙乌头 碱
、

乌头碱
、

塔拉胺
、

i
s o t a

l
a t i

z
k d i

n e
、

卡拉可林
、

乙酞塔拉萨敏
、

s
e n

b
u s

i
n e

A

、

B

、

e

( 附子灵)
。

1 9 8 2 年
,

P
e

l l
e t i

e r
,

S

.

W 等[
, ’〕从附子中

分得 附子灵
,

乌头碱
、

海帕乌头碱
、

美沙乌头

碱
、

尼 奥 灵
、

S
e n

b
u s

i
n e

C

、

i g
n a v

i
n e

、

h
o
k

-

b
u s

i k
e

A

、

B

。

1 9 8 5 年
,

王洁之等[1s 〕从江油附子中
,

利

用经典方法从中分离得到七个 已知二菇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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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
:
海帕 乌头碱

、

乌头碱
、

附子灵
、

美沙乌头

碱
、

尼奥灵
、

卡拉可林
、

北乌碱
。

1 9 8 4 年
,

横 田正实(日)[
, ‘」从江油附子中

分得消旋去甲乌药碱
。

同年
,

K i t a
g

a
w

a
,

x
s a o

等[川 ( 日)从炮 附

子中分得 A
eonitin e 、

h y p
a e o n

i
t
i
n e

、

m
e s a c o n

i

-

t i
n e

、
t a

l
a t i

s a
m i

n e
、

1 4

一
a e e t y l

t a
l
a t

i
s a

m i
n e

、

1
5 0

-

t a
l
a

i
s

i d i
n e

、

k
a r a

k
o

l i
n e

、
n e o

l i
n e

、

l i P
o a e o n

i

-

t
i
n e

、

l i P
o

h y P
a e o n e t

i
n e

、

l i P
o

m
e s a e o n

i
t
i
n e

、

1 i P
o

d
e o x

y
a e o n

i t i
n e

、

b
e n z o

y l
a e o n

i
t i

n e
、

b
e n

-

z o y
l h y P

a e o n
i t i

n e
、

b
e n z o y

l m
e s a e o n

i
t i

n e
。

同年
,

K i t a
g

a
w

a
,

I
s a o [

, , 〕又从川乌中得到

乌头碱
、

海帕乌头碱
、

美沙乌头碱
、

卡拉可林
、

尼奥灵
、

t a
l
a t i

s a
m i

n e
、

1 4

一
a e e t y

l
t a

l
a t i

s a
m i

n e
、

i
s o t a

l
a t i

z
k d i

n e
。

(二 )其它类成分

附子 中除生物碱外
,

还 含 有脂 类成 分

0
.
7%

,

含量较高的为附子脂酸 即 △,
·

“ 一

二十

碳双烯酸
;
其次为附子磷脂酸钙

,

件谷街醇及

脂肪酸醋[
, ,

]
。

1 9 8 6 年
,

K
o n n o

,

C h
o

h
a e

h i [
2 ‘
]从 附子 中

分离出多糖
:A eonitan A

,

分子量一8 700
,

由

a一
(l ~

6 )

一
D

一

葡萄糖组成
,

具降血糖活性
。

附子 中含一种弱酸性强心物质
,

结构未

定[
, 5

]
。

二
、

药理作用

1958 年
,

曾由日本学者进行过药理学报

道[
, ‘〕

。

( 一 )毒性

附子和乌头具有毒植物
,

中毒时表现为

心律失常[27
一润

,

附子的毒性主要 由双醋型二

菇类生物碱引起[30 〕
。

其毒性受采集季节影响[3l 〕
.

临床应用须

炮制或久煮以破坏毒性成分[32
,

33j

。

(二 )对心血管来统的作用

1
.
正性肌力作用

五十至六十年代
,

中外就有报道附子和

乌头有明显的强心作用 [3’
一
3 , 〕

。

早期研究认为

与钙有关系[3’
,
’
6]

。

但另有报道[3’〕,

乌头与附

子中含钙量并不高
。

在 1976 年咖〕
,

从 日本附

子中提到有很强的强心作用的成分
:
去甲乌

药碱
。

另外一些成分也有强心活性[a8
·

39

·

, 3〕
。

而

且许多实验结果都支持了这一点
〔
34.
”

·

”〕。

2

.

附子对心率和心律的影响

附子能够导致心律失常恤〕
。

能够对抗垂

体 后 叶素所 致 的 各种 不 同类 型 的 心律 失

常[
, 日〕

。

3

.

附子对心脏功能的影响

附子对血液循环有明显的作用
。

能使血

流量增 加[’0 〕
,

外周阻 力下降[39
·

‘。〕
,

对血压有

影响 [
41
一〕

。

4

.

附子的水溶性成分的活性

目前分离 出了去甲乌药碱具有很强的作

用
,

但心率也加大[38
·

‘3〕
。

而去甲猪毛菜碱
〔‘, 〕、

氯化甲基多巴胺川〕则强心活性较小
。

( 三 )附子 的杭炎作用及其对 内分泌的影

响

中医用附子治疗风寒湿痹的关节疼痛
,

能消炎止痛
,

实验结果表明
:
能够明显抑制关

节肿痛[’s
·

“
·

‘, 〕。

并且进一步证明附子的抗炎

成分为乌头类生物碱(如乌头碱
、

中乌头碱和

次乌头碱)[
‘’

·

’8 〕
。

但 A
riehi和 u eh iad[

‘,
]则发

现 日本产附子不含生物碱的提取液也有明显

的抗炎作用
。

目前对附子抗炎作用的机制有

不同的看法
:
有认为附子影响肾上腺而似有

兴奋垂体
一

肾上腺皮质系统的作用嘟
·

5 。〕
。

但也

有相反的报道
,

表明其抗炎作用与垂体
一

肾上

腺皮质系统无关[’5
·

s ‘〕
。

也有人认为附子本身

具有糖皮质激素样作用卿〕
。

( 四 )对镇痛
、

镇静和 体温 的影响

实验表明
,

生附子能抑制压迫大鼠尾部

引起的疼痛和腹腔注射醋酸引起的小鼠扭体

反应
。

而对热板法 引起的疼痛无效
,

而炮附子

无以上抑制作用 [53 〕
。

小鼠口服生附子冷浸液

能延长环已巴 比妥钠的睡眠时间减少 自主运

动
,

并能降低体温达二小时之久
,

而炮附子相

同剂量无上述作用[s3 〕
。

在寒冷的情况下
,

附

子冷浸液和水煎液均能抑制寒冷引起的鸡和



大鼠的体温下降
。

甚至使降低的体温恢复
,

延

长生存时间
,

降低死亡率 [s’
,

5 , 〕
。

( 五 )对免疫 系统的作用

用毒性弱
、

安全有效 的制 附子可以治疗

慢性肝 炎
、

对 G O T
、

G P T 以及 A /G 有 作

用[s6
·

”, 〕
。

另外
,

川 附子 水溶性 提取物 对
“

阳

虚
”

小 鼠免疫功能的影响[58 〕
。

金治萃[59 〕通过 R E 药环试验及 T 淋 巴

细胞转化试验初步研究了附子液对机体细胞

免疫的影响
。

结果证明
,

能使小鼠血清抗体滴

点及脾脏体形成细胞数明显增加
,

可使豚 鼠

血清补体含量明显增高
。

附子 的药理作用还不仅如此
。

如其多糖

成分的降低胰岛素作用[60
·

“〕
。

其水溶部分对

内毒素休克的治疗作用[62 〕
。

其浸出液的抑菌

作用等[63 〕
。

水溶性成分去甲乌药碱的强心实

验研究还在不断进行[s’〕
。

目前
,

人们对附子的研究工作正在深入
,

从化学成分上来讲
,

脂溶性成分的研究较多
,

而且取得 了很大的成绩
,

迄今已发现脂溶性

生物碱 20 余个
,

结构鉴定方面的数据也较丰

富
,

所以 目前人们逐渐注意 到了其中的水溶

性成分
,

最近
,

从四川江油附子 中发现新的水

溶性强心成分
,

代号 A W
一

lle

s]
,

经鉴定为尿嗜

吮 (u raeil)[
6‘〕。 但是水溶性成分含量较低

,

分

离
、

鉴定都非常困难
,

由于科技手段的不断进

步
,

譬如一些新型高效的填充剂的问世
,

高效

液相制备手段的发展
,

都能够帮助我们对其

水溶性成分进行不断开发和研究
,

光谱技术

的不断完善使鉴定工作也有 了基础
。

从药理活性方面来讲
,

目前药理模型也

在不断进步与发展
,

希望人们在药理活性实

验中
,

不仅完善原来传统的强心实验
,

而且能

够从整体上
,

多方位地考察其活性
,

譬如各种

休克
、

免疫
、

抗肿瘤心脑血管等
,

希望能够不

断揭示这一传统药防病
、

治病的机理
,

使传统

中药为现代医药学服务
,

以便开发出有价值

的新药
,

使祖国医药学发扬光大
,

为现代医药

学发展做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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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设计法研究酸枣仁 口服液的提取工艺

王菊荣

(海军第 401

衷锦华

医院 青岛

刘振强

266071)

摘要 本文用正交设计法研究酸枣仁 口服液的提取工艺
,

考察加水量
,

煎提时间和煎提温度对浸出率

的影响
,

并对实验结果进行方差分析
,

表明
:
加水量对浸出率影响极显著 (p < 。

.
01 )温度影响显著(p < 0

.05) ,

而时间在 0
.
5~ l

.
sh 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P > 。

.
0 5 )

.
确认将酸枣仁粉碎过 2 号筛加 6倍量水

,

煮沸后即刻控

温在 90 ℃
,

浸提 2 次
,

合并滤液或减压浓缩至一定量即得
。

关键词 酸枣仁
;正交设计 ;提取工艺

酸 枣 仁 为 鼠 李 科植 物 酸 枣 (Zi zi phus
sp in osa )的干燥成熟种子

。

药用炮制品炒枣

仁是中医治疗虚烦不得眠的主药[1]
。

具有良

好的安眠作用[21
;
能养肝

、

宁心
、

敛汗
、

生津
。

内含多种生物活性成分
,

1
50

9
/ k g 小鼠灌胃

无毒性症状[3j
。

我们将其制备成 口服液治疗

失眠多梦的病症效果良好
。

工作实践中发现

酸枣仁浸 出物量受提取方法中各种因素影响

而有变化
,

为了确定最佳提取工艺
,

我们用正

交试验对其制备工艺进行了实验研究
。

一
、

实验材料和仪器

(一 )炒枣仁 采购于唠山药材站
。

经外

观
、

性状鉴别符合《药典》规定
,

按《药典 》附录

水溶性浸出物测定方法
,

测得本品水溶性浸

出物的百分含量为 巧
.
75 % (3 次测 定平均

值)
。

( 二)仪器 T G
一

3
28

A 分析天平
,

电热恒

温水溶锅
,

可调 电热保温套
,

N X G 20
2

一

IB 型

电热干燥箱
,

W Q

一

77 型电热真空干燥箱
。

二
、

实验方法与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