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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属植物药理作用的研究概况

枉 前
,

张恩娟 #第 气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药学部
,

重庆 ! ∀∃%

摘要 胡椒属植物化学成分丰富
,

包含 了生物碱
、

黄酮
、

木脂素
、

挥发油及脂肪酸类等成分
〔

在我 国该属药物

长期主要 以通经络
、

祛风湿的作用入药
,

而近年来国内外对该属植物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都作 了大量的研

究
,

发现其具有广泛的 药理作用
。

本文结合新的研究进展
,

从胡椒属植物杭血小板聚集
、

抗炎
、

杭感染等方面

回顾和介绍 胡椒属在 药理方 面的研究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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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属 #尸−., /0 %为胡椒科#尸勿/01 2/ 1/ %中最大的

属
。

在我国本属植物有  多种
,

其中 多种人药
,

具有较广泛的分布
,

主要位于我国东南至西南各省

区 民间多用作活 血止痛和抗风湿性疾病药物
,

其

中以海风藤使用较为广泛
。

海风藤的原植物
,

主要

有风藤 #3 −4, / 0
5 1杰6 074 %

、

石楠藤 #3 −4, / 0 、1 44−/8 −− %
、

9::9:: :

药#3 切
/ 0 ,‘1 , , / / −%和毛药 #3 切/ 0 尸6; / 06 46 < %等 4‘〕

。

国

内外对数十种胡椒属植物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作

了大量 的研究
,

分离了生物碱
、

黄酮
、

木脂素
、

挥发油

及脂肪酸类等多种化合物
,

并发现该属植物具有非

常广泛的药理作用
,

现对该属植物主要药理活性研

究综述如下
、

抗血小板活性作用

=6 1 %等对花生四烯酸 #1 01 /8−> ? ≅ −/ 1 / −>
,

, , % 和二磷

酸腺昔 #1 #∗ / ≅ ? = −≅ / > −3 8
#% =3 8

1 7/
,

, Α 3 % 引起的血刁
、

板

聚集也有显著的拮抗作用
,

因而推断可能存在 Β, Χ

受体拮抗 以外的其他机制
。

有研究 发现
,

从醉椒

#3
·

< / 78”=0−/ 6 < %中分离的 # Δ %
一 5 1 Ε 1 −≅ 能够通过

抑制环氧化酶 #/Φ/ 4? Γ ΦΗ / ≅ 1 = / ,

Ιϑ Κ %的活性而降低
9Λ4一小 板 的 聚 集

Μ ∃ Μ
。

Ν 6 1
等 4“4 对 3 −3 / 0; / 0>

,

< / 78
:

Φ43 −3 / 0; / 7? 4
,

3 −3 / 0 ? 4 Ο
,

3 −Β/
0? 4 , 与银杏内醋 Ο 抑制

Β,Χ 诱导 的血小板聚集活性进行比较
,

银杏内酷 Ο

的活性分别为前 ! 者的
+

Π
,

∗
+ , +

Π 和 ∗
+

! 倍
〕

但前 ! 者对 ,Α Β
、

, , 及 Ι , ΘΒ 引起的血小板聚集均

无明显抑制作用
,

表明其作用具有选择性
%

而吴庆

立等研究发现风藤
、

石楠藤
、

山药和毛药对 ,Α Β 诱

导的血小板聚集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川
。

世纪 ∃ 年代
,

药理研究发现石楠藤的提取

物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
,

改善血流动力学
,

增加冠脉

流量
,

改善心肌缺血和提高心肌耐缺氧的能力 Μ’〕
。

不久 Ι81 ≅ Η 等从台湾产植物风藤中分离出了天然的

血小板活化 9月子 #3 4
1 7/ 4/ 7 1 / 7−Ε 1 7−≅ Η Λ1 / 7? 0 ,

3, Χ %受

体拮抗剂海风藤酮 #51#4
=

60 /≅? ≅/ %
,

后北京 医科大学

也从风藤中发现 了具有 Β, Χ 拮抗活性的多种苯骄

吠喃类新 木脂素曰
,

Β,Χ 是一种 内源性 的脂质 因

子
,

具有广
一

泛的生物活性
,

是至今发现的最强的血小

板聚集诱导剂
。

国内外学者对该属植物进行了大量

的抗 Β,Χ 活性成分筛选
。

李长龄等川发现
,

山药的

醇提物有抑制 Β, Χ诱导 的血小板聚集作用
。

韩桂

秋等 〔’Ρ从石楠藤 中分离到了 ∀ 种 Β,Χ 受体拮抗剂

活性成分
。

沈志强等 Μ“Σ对 ∗ 种滇产胡椒属植物的

药理研究表明
,

所有醇提物均能明显抑制 Β, Χ 诱导

的血小板聚集
,

其中部分醇提物如短药 #尸切/0 < 6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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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炎作用

胡椒属植物
,

尤其是海风藤类药材的抗炎作用

明显
。。

吴庆立等研究发现
,

风藤和山药对巴豆油引

起的炎症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

毛药次之
,

石楠藤的作

用不明显川
。

体外实验表明
,

胡椒属植物能通过影

响炎性进程中一些关键酶的活性和炎性因子的释放

来起 到抗炎作用
。

风藤提取物对环氧化酶
一 ∗ #2Φ

:

2
4? ΓΦ Η/ ≅1 , 。 ,

2 ϑ Κ 一 4% 具有剂量依赖性 的抑制作用
,

与阿 司 匹林表 现 出 了相 同 的 抑制强 度 # 9Ι Ψ。 二

Τ ∗林ΗΖ < [ %
,

对 磷 脂 酶 , ∴ # 3 8
。% =3 8? 4−3 1 = / , ∴

,

3 [, ∴ %和脂肪氧化酶 #∗
一 ∗∗∗%? Γ ΦΗ / ≅ 1 = / ,

∗ 一 [#% %也

显示 了较强 的抑制作用
,

#9Ι
Ψ‘,

分别 为 ∗!∃ 此Ζ < [
,

ΠΤ 林岁< [ %
。

同时对 Ι? Κ 一
也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

#9/
。。。 ]  ∀ ∗ 卜ΗΖ < [ % ∗) 〕

。

=7? 80
等 ⊥ ’〔, 〕发现 3

+

、1

0<
/ ≅ :

7? =6 < 的正己烷提取浸膏有抑制 Ιϑ Κ 一 4 及 Τ 一 [ϑ

作用
,

9Ι
Ψ。

分别为 ∗)
,

∗ 林群< [
。

由风藤 中分离得

到的化合物 Β9Β/ 04 12 71 < Ψ
,

能 够抑制植物凝 血素

#3 8Φ7? 8/ < 1 Η Η46 7−≅ −≅
,

ΒΝ , %刺激的 _ 细胞增殖
,

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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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阻止 _ 细胞 由 β 期向 Ψ 期转化 同时 3 −Β/ > 12 71 <

Ψ 能够抑制 _ 细胞的炎性因子如 4[ 一 、

4[ 一 !
、

9α Χ

一 , 等的 < ( α , 表达
,

以及减少 Ι 一 Λ? 、
蛋 白的合

成
「

川 近期有学者通过体外研究表明 ∗) 种胡椒属

植物提取成分能通过抑制 Ι? Κ 一 9 和 Τ 一 [ϑ 减少

前列腺素#3 0? = 71 Η41 ≅ > −≅
,

3β %和白细胞 三烯 #χ/ 6 5 ? 7
:

‘/ ≅ / %的生物合成
[ ’ 」 ,

这 ∗) 种胡椒属植物包括风

藤
、

石楠藤
、

山药和海南药等 ∗Π 种在 中国有分布
。

Ν 1 =8− < #%7 #%

等
&
‘’」
从醉椒 中分离出了具有抑制 _ αΧ1

释放作用 的化合物 Τ
,

 一 Α / Σ
∗Φ> 0# %

5 1 δ 1 −≅ 和 Φ1 ≅ Η ? :

≅− ≅ ,

分析了其结构并成功实现了合成

∀ 镇痛和镇静作用

对风藤
、

石楠藤
、

山药和毛药作小鼠扭体法实验

证明
,

∗Ζ Ψ [Α Ψ‘、

的剂量均有明显的镇痛作用
,

以热板

法实验
,

风藤和山药表现了明显的镇痛作用
%

贺启

芬等将 3 −3 / 0 1 08
〔〕0 −。。41 的挥发油

、

碱性和酸性部分
,

小鼠热板法均显镇痛作用
,

从中提取分离出的 ∀
,

!

一 二甲氧基苯丙酸及 ∀
,

! 一 二 甲氧基苯丙酞氨单

体
,

亦有镇痛作用
,

尤 以后者更好
〕

在此基础上
,

对

后者进行药理研究
,

发现它镇痛
、

镇静作用虽不及吗

啡
、

氯丙臻
,

但毒性低
,

副作用 小
,

且无成瘾性 缸’%
。

Θ/ Χ/

00/
≅
等

‘

’“

对 卵叶胡椒碱 #3 =3 / 0? Ε 1 7−≅ / %的研 究

发现
,

从 3 −3 / 0 Β−= / 1 7? 06 < 中发现的具有镇痛等神经

系统作用的卵叶胡椒碱
,

其机理是增加细胞 内钙离

子浓度
,

其过程 与副交感神经系统无关
。

有报道 7” Σ

Β
+

04− Η06 < 的乙醇提取物以 岁5 Η 剂量给小鼠灌胃
,

发现有抗惊厥
、

镇静
、

镇痛作用
。

对醉椒提取物的研

究也发现有类似活性
,

其作用机制 可能是通过影响

脑内多巴胺水平
’ Μ

。〕

! 抗感染作用

抗感染作用是胡椒属植物研究的热点之一
,

已

发现其多种化学成分具有抗细菌
、

真菌和抗病毒的

活性

胡椒属具有抗微生物作用的成分较多
,

多为生

物碱和黄酮类
。

,4 ;/ 07 。 等
” ∃ Μ报道来 自 尸−4, /0 8帅−

:

> ‘, < 的化合物 α 一
〔∃

一 #∀ ,, !
’

一 < / 78Φ4/ ≅ / 一 > −?
Γ Φ

:

「, 8/ ≅ Φ4% 一 #∴ %
,

! #∴ % 一 8/ 3 ∋1 > −/ ≅ ? Φ4〕3 Φ00 ? 4−> −≅ /
有

抑制 分支抱 子 菌属 勒8 ,4/ 0? +ΨΒ /0 < 6 < 活 性
。

( /
≅1 71

等
’Π &

发现从 尸切/0 10 ;? 0/ 6 < 中分离的 Τ 种酞胺类化

合物和从 尸切/0 764, / 02 64 17 6 < 中分离的 Π 种化合物具

有抗 分支抱 子菌 属活性
。

Α 1≅
/

467 7。 等红叫 从 尸甲/0

20 。
、
−≅ /
顽。

≅ 分离得到了可抑制分支抱子菌属和 Ι

Τ9% 加
/ 0? 毕/0 < 6 < 的黄酮 类 和 二 氢 黄 酮 类化合物

。

Β0 1#4 81 ≅
等 川从 尸−4, / ∋ 。心06 < [

‘

中分离得到对金葡

菌
、

沙门氏杆菌和大肠杆菌有抑制作用的酚类化合

物 ∀
,

! 一 > −8Φ> 0? Γ Φ3 8/ ≅ Φ4
/ 781 ≅ ? 4 Η46 / ? = −> / 和 ∀

,

! :

> −8Φ>
0 ? Γ Φ 一  一 α 一

#
/ 78Φ41 < −≅ ?

% ; / ≅ ε 1 < −> / 。

ς −1 07

等 ∗ ’〕报道胡椒属 尸−4, / ∋ 、
州?= 6 < 的提取物具有广谱

的抗菌活性
。

? 0.14 1 〔 Σ等报道从 Β−≅ /0 1> 6≅ 26 < 中

分离得到 Τ 种抗微生物活性的化合物
。

[叩
/ ε ⊥ , Μ等

发现 Τ 种从 尸恤
∋
∴1≅ 2/ 1

/Λ? 4−6 < 中得到的苯 甲酸衍生

物具有抗白色念珠菌 的作用
,

其中
,

黄酮类 化合物

户−≅ ? // < 乙0 −
& ‘/81 4/ ? ≅ /

的 ) φ 抑菌浓度为 χ 林Η Ζ < [
。

最近 尸4., /0 0/ Η≅ /44 −− 的乙酸乙酷提取物也发现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
、

细小杆菌有抑制作用
,

) φ 抑菌浓度

#Θ42 %为 ∗ 林扩< [&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粘草杆

菌的 Θ9Ι 为 巧
+

 林岁< [
%

9, 8/ε 让 等 [∴, Σ报 道 从 印度 尼 西 亚 植 物 尸动/0

1 > 64 、6 < 中发现 了对脊髓炎病毒有抑制作用 的成

分
〔

Τ 抗氧化作用

α 15 17 1≅ −[  %等报道从 尸, /0 。−Η0 6 < 中分离得到

的 Τ 种化合物
,

从 尸
+

0/7
0γΛ矛1 27 6 < 中分离得到的 ∃ 种

化合物及从 尸
+

乙12 2 17 6 < 分离得到的 种化合物都

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
,

其作用均强于天然抗氧化

剂维生素 η
。

其中 Λ/ 0
叩/0 −≅ / 与人

一

η 合成 的抗氧剂

丁经茵醚 #ΟΝ , %的抗氧化强度相似
。

⊥,/ −等[’∃ 〕也

发现 尸明/0 ;/ 74/ 提取物具有抗氧化和抗 血小板聚集

活性
〔

由风藤 中分离得 到的化合物 3 −Β/ 04 12 71 < =
,

发现 可对铜诱导 的 [Α9 过氧化有 抑制作用
,

对

Ν ∴

仇 Ζ Χ/ Ψϑ
!

介导的
+

血管内皮氧化损伤也有较好的

保护作用
,

由于 [Α [ 过氧化和血管内皮损伤是动脉

粥样硬化病理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

提示了其可能对

动脉粥样硬化具有防治作用 7 Π〕
。

 抗肿瘤作用

∗)  ) 年
,

Τ
+

_15 =81 =8 −从风藤中分离出一个已知

的环氧化合物 Λ6 7?Γ −> / ,

该化合物被证实具有显著的

抗癌活性
,

近年来 的研究发现 Λ67 ?Γ −> /
也存在于石

楠藤
、

山药和 Β−≅ /0 24 1
05− −巾川

。

Θ−
≅
等 ⊥ ) 〕发现 尸−Β

:

/ 0 ∗ &‘Η 6 < 中的草菠酚胺 #3 −4% /04
? ≅ Η 6 < −≅ −≅ /

%对 1 一
黑

素细胞激素刺激的 Ο∗  黑色素瘤细胞的黑素生成

有抑制作用
。

Θ 60 1 51 <− 等
Μ ∀。χ 通过对 马来西亚 ∗ ∗!

种植物提取物 的抗 η Ο 病毒活性筛选后发现
,

包括

尸−., /0 4%/ 74/ 的 叶提取物在 内的几种植物提 取物在

< Η Ζ < [ 的 浓 度 下 对促癌剂 ∗ 一 ϑ 一 8/ Γ 1 >
/ :

2 1 ≅ ‘, Φ43 8? 0
; ? 4 一 ∗∀ 一 1 / / 71 7/ #Ν 3 , %诱导的拉吉细胞

#( 1.− 2/ 44% 内 η Ο 病毒活性具有最 为显著的抑制作

用
,

提示了其抗 η Ο 病毒所致肿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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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医生电脑输人错误造成
,

但实际并未执行
。

总之
,

老年人比一般人群使用更多的药物
,

且常

是混合使用
,

因而面临着发生更多不良反应的危险
,

因此
,

开具处方时
,

应复习患者的用药史
,

注意老年

人个体差异
、

疾病特点
,

选用药物时应权衡利弊
,

注

意药代动力学
、

药效动力学和老年人的用药特点
,

应

尽量将药物不良反应减少到最低限度
,

以发挥药物

应有的作用
,

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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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Ρ, ++Ρ‘+工0++/=4
+
/=+Ρ

, 4
飞 

!∀

#

是钙离子拮抗剂
、

作用于交感神经系统药和 ∃%&∋
。

钙离子拮抗剂广泛应用于高血压
、

冠心病
、

脑血管病

的治疗
,

被《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列为第一线抗高

血压药「’」
,

为高血压合并糖尿病首选治疗药
。

糖尿

病用药中胰岛素
、

阿卡波糖
、

二甲双肌使用较多
。

(  在此次调查中发现
,

合用 ) 种 以上药物的占

) ∗  +
,

其中 , 一 − 种有 ∗ ./ 条
,

占总数的 ∗0 // + 1

!2 一 .∗ 种有 . 0/ 条
,

占总数的 ∗ // +
。

尽管老年

人往往同时患有几种疾病
,

仍应避免同时给予太多

的药物
,

宜视病情轻重缓急施治
,

以减少不 良反应
,

因为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与用药的种类往往呈正

相关
。

有统计资料表明 〔 〕
,

应用单种药物不 良反应

发生率为 ./
,

0 +
,

而如同时应用 ) 种药物
,

不 良反

应发生率将上升到 ∗, +
。

( 3 通过 4∃ 55 软件系统审查发现的用药错误
,

实

际执行中并未导致不 良反应发生 6 待研究 7
。

但对

于 以55 的提示
,

医生还是应该给与足够重视
。

部

分不合理用药医嘱
,

如
“

静推氯化钾注射液
” ,

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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