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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药材道地性研究极为有用
,

从而真正实现对

中药质量整体的评价和控制
,

保证临床用药安全有

效
,

这应该是现阶段 的研究重点
。

在此研究基础之

上
,

再开展中药指纹图谱和药效学相关性研究
,

这对

中药理论的基础研究和新药开发是一种崭新的模

式
,

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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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探讨中药指纹图谱共享数据库的 目的和意义

。

方法
:
检索国内文献资料并进行分析

。

结果 :中

药指纹图谱技术被认为是中药质量控制现代化的一种有效解决方案
。

中药指纹图谱技术的发展和完善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
,

需要大量的资料和经验的积 累
,

合理的保存和管理这些信息
,

必然对指纹 图谱技术的发展产

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

结论
:
中药指纹图谱数据库的研究已经滞后 于中药指纹图谱技术的发展

,

应 当加大中药

基金项目
:
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项目(0l DJ 190 12) 指纹图谱共享数据库的研究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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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是世界医药宝库中的瑰宝
,

随着 中国加人

W TO
,

中药走出国门的要求 日益迫切
。

中药质量控

制现代化是中药迈 出国门的关键之一
「’l

。

中药指

纹图谱技术被认为是 目前中药质量控制的一种有效

方式
。

中药指纹图谱使用的手段主要有光谱指纹图

谱
、

色谱指纹图谱
。

D N A 指纹 图谱由于其特点
,

无

法客观反映药用植物由于外部环境影响基因表达造

成的药效成分含量 的差异
,

只能用于药材种质资源

的考察
,

因此并不属于我们探讨的意义上指纹图谱
。

由此
,

中药指纹图谱数据库主要储存色谱和光谱资

料
。

中药指纹图谱研究工作需要长期的经验和资料

的积累
,

当前指纹图谱实验已经大规模展开
,

这些资

料的保存和共享方面的研究已经滞后
,

建立共享的

中药指纹图谱数据库的要求也 日益迫切了
。

1 建立中药指纹图谱数据库的目的和意义

1
.
1 中药指纹图谱共享数据库的意义 进人 ZL 世

纪以来
,

信息化的浪潮正在席卷全球
。

所谓信息化
,

就其本质来说
,

是指信息资源的共享水平和利用水

平不断提高的进程
。

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信息

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而计算机化
、

网络化
、

数字化

是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 的基础设施
,

是信息化的工

具和手段:
21。

目前中药指纹图谱研究过程中
,

基本

实现了计算机化
、

数字化
,

但是网络化的要求还远远

没有达到
。

指纹图谱研究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科学

资料
,

如果不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手段
,

必将造成指

纹图谱资料的交叉重复采集
,

浪费人力
、

物力
、

财力
。

尽管初期的重复采集可能有一定 的交叉验证效果
,

不同途径的探讨也是有必要的
,

但是
,

无 目的的重复

采集比之有组织
、

有计划的对方法进行考察效率就

要低多了
。

对于没有或只有薄弱的数据采集能力
,

但具有强大的资料分析能力的某些科研单位而言
,

对资料共享的要求就更加迫切了
。

1

.

2 中药指纹图谱库建立的迫切性 指纹图谱技

术正在不断的发展 和完善的过程中
,

指纹图谱的发

展分为两个阶段 [
’〕 ,

初级阶段应是确立指纹图谱的

建立方法及相似度判定
,

高级阶段进行指纹图谱特

征和药效相关性研究
,

指纹图谱的生物等效性研究
。

高级阶段 的工作要求大量 的资料积累
,

从而从 DD

量的资料中挖掘有效 的信息
,

对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

但是
,

任何一个研究单位可

以积累的资料量都是有限的
。

有限的资料量容易导

致对资料分析的片面
,

进而在我们探索真理道路上

造成阻碍
。

并且资料的统一保存
,

有利于资料长期

完整的保存
。

由于硬件损坏
、

病毒等等原因
,

存储在

计算机中的资料丢失 的事件时有发生
,

中药指纹图

谱资料是大量的科学工作者经过大量的实验获得

的
,

如果资料丢失
,

损失是巨大的
。

建立数据库由专

业人员负责维护
,

资料能够得到较好的保护
,

因意外

造成的资料丢失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
。

中药有几

千年的实践经验的积累
,

指纹图谱数据库的建立
,

使

这种积累达到了新的高度
,

从一个更科学的角度积

累数据
。

如果没有初级阶段 的资料积 累
,

也就谈不

上高级阶段的资料加工分析
。

如果没有一个 良好的

资料积累机制
,

必将影响到中药指纹图谱全局 的发

展
,

因此
,

中药指纹 图谱数据库建设的要求是紧迫

的
,

对中药指纹图谱技术的发展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

中药指纹图谱的数据库在建立初期就应当既考虑到

中药指纹图谱的实验资料
,

又考虑到相关的药理药

效学资料
,

甚至一些相关的不 良反应报告
。

2 中药指纹图谱数据库研究现状

2
.
1 色谱和光谱数据库发展现状 目前

,

国内色谱

数据库方面的研究以气相色谱保留指数方面的数据

库居多
,

另有一些液相的色谱条件数据库方面的研

究
。

储存原始色谱信号的数据库只有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进行 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尝试 〔4〕
。

光谱数据

库国内在红外光谱数据库方面的研究较多
,

红外光

谱数据库曾经作为我 国的七五攻关课题进行研究
。

目前
,

国外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联机数据库建设
,

国内

也有通过 In te m et 提供的检索服务
。

2

.

2 中药指纹图谱数据库研究现状 国内的何淑

华等人使用红外光谱仪自带的光谱建库功能建立 了

中药对照药材的红外指纹 图谱库[
’
~
;卢佩章等设想

在 5
一
10 年内建立以智能统一液相色谱法为基础的

中药组成指纹数据库[
6飞 ,

以及直接用质谱
、

光谱等

手段测定中药组成的数据库
。

王龙星等人使用 Ac
-

ce ss 数据库和 Vi
s
ua L B as i

c
设计了可以保存原始数

据的色谱指纹图谱数据库
,

并收录了部分药材的气

相和液相色谱信息 恶4 ,
。

与指纹 图谱实验技术的研

究相 比
,

指纹图谱数据库的研究还相对薄弱
,

研究只

是处在单机数据库阶段
,

尚没有考虑对药效学资料

的收集
,

对网络化的共享数据库方面尚缺乏系统性

研究
,

资料的采集只是使用本单位或者是有一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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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关系的单位的实验资料
。

3 结束语

中药指纹图谱数据库的研究已经滞后于中药指

纹图谱技术的发展
,

应当加大中药指纹 图谱共享数

据库的研究力度
,

并且
,

也应当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

积极进行数据库的建设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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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雪草及中药配方颗粒的研究进展

谷 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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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逸峰(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

上海 200 433)

摘要 目的
:综述 了近几年来积雪草在生药学研究

、

化 学成分
、

药理作用
、

质量控制等方 面的研究进展
。

综述

了中药配方颗粒的研究进展
。

方法 :查阅 了近十年来国内外对积雪草各方面 的研究论文
,

并对其进行归纳 总

结 ;对近几年中药配方颗粒的发展状况作一回顾
。

结果 :国内外对积雪草的生药
、

药理
、

化学成分
、

质量控制

等方面均有较深入的研究 ;中药配方颗粒具有质量标准统一
、

计量准确
、

便 以服用携带等优点
。

结论 :应当制

定 出适合的积雪草质量标准
,

为更好地安全
、

有效使用积雪草及其制提供 了科学依据 ;中药配方颗粒与传统

饮片各有各的适应范围
,

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

关键词 积雪草 ;研究进展 ;中药配方颗粒;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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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积雪草的研究进展

积雪草为伞形科 Ce
ntella asiatiea(L ) U th an 的

干燥全草
,

又称落得打
、

崩大碗
、

半边钱
。

具有清热

利湿
,

解毒消肿之功效
。

《中国药典》载其原植物为

伞形科植物积雪草(Ce
n, e l l

a a s i a t ie a
( L ) U rb

. ,

以

全草人药
。

用 于湿热黄疽
、

痈肿疮毒
、

跌扑损伤等

症
。

其有效成分积雪草总昔已在许多东南亚国家和

地区如印度等广泛应用于临床
,

多年来
,

国内外对积

霄草的生药
、

药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

本文就这些研

究成果作一概括回顾
。

1

.

1 生药学研究

1
.
1
.
1 本草考证 积雪草首载于《神农本草经》

,

列为中品
。

秦路平等川 从植物形态
、

分布与生境
、

开花期
、

采收期
、

可食性和功效几个方面对中药积雪

草原植物进行了本草考证
,

结合历代主要本草文献

确认本草记 载的积雪 草是伞形科植 物积雪 草 C.

基金项目
: 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项 目(01 Dj l9 01 2)

作者简介
:谷莉( 1972

一
)

,

女
,

硕十研究生

as ia tic
a ,

而不是唇形科的活血丹
。

《神农本草经》和

《名医别录》对积雪草的记载仅限于功效
,

而无植物

形态描述
。

唐《新修本草》首次描述 了植物形态 与

历代本草收载的积雪草基本是一致的
,

1 7
64 年植物

学家林奈将积雪草归人天胡要属 (刀户Zro co 州
。
)

,

并

定名为 双”Zro
e o
ty l
e a、i a t ie a l L

. ,

1 8 7 9 年德国人 U r
-

ban 根据花瓣的排列以及果实的棱数将天胡姜属中

的一组植物分裂 出来并 建立积雪草属 ( Ce nl ell a)
。

改学名为 Ce
nrella asiatiea (L

.
) u rban

. 。

1

.

1

.

2 资源分布 积雪草属 Ce nl ell
a L
.
植物全世

界约有 20 种
,

主要分布于南北半球热带和亚热带地

区
,

主产南非
、

印度
、

斯里兰卡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

亚
、

澳大利亚
、

日本亦 有分布
。

我 国仅产积雪草 1

种
,

广布于北纬 18
。 一

3 3
“ ,

东经 95
。 一 1 2 3

。

的华东
、

华南及西南诸省区
。

多生长于海拔 2 ooo m 以下的

山下路旁
、

沟边
、

田边
、

草地等肥 沃阴湿处
。

陈瑶

等
犷2〕查阅了标本及国内实地采集调查

,

对 国内积雪

草列出了资源分布表
。

1

.

2 化学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