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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为芒果苷的深入研究和开发提供参考。方法 :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 ,对芒果苷药理研究方面的

新进展进行归纳总结。结果和结论 :芒果苷药理研究日益受到人们重视 ,拥有良好的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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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苷 (mangiferin) ,又名芒果素 ,知母宁 ,是从

百合科植物知母中提取的天然多酚类化合物 ,分子

式为 : C19 H18 O11。分子量 : 422。化学结构为 :

该成分亦可从漆树科芒果树与扁桃树的叶、果

实、树皮中得到 ;还可从龙胆科植物东北龙胆、川西

獐牙菜 ,水龙骨科植物光石韦等中提取获得。芒果

苷具有多种重要生理活性 ,其研究日益受到人们重

视 ,国内外新的研究报道不断涌现 ,本文对其药理进

展综述如下。

1　抗氧化作用

由于芒果苷结构的特殊性 ,分子内具有多个酚

羟基 ,而酚羟基恰好是清除自由基和活性氧的重要

基团。其对自由基的作用机制可归结为两个方面 :

一方面直接作用于清除自由基 ,另一方面作用于铁

和铜离子等减少其进一步与自由基反应。古巴的

Pardo2Andreu等 [ 1 ]研究了芒果苷对 Fe3 +联合抗坏血

酸诱导 22去氧核糖损伤的抑制。结果表明 ,芒果苷

对 22去氧核糖降解的阻断恰好是基于以上两机制 ,

一方面清除自由基 ,另一方面络合铁离子 ,使它们在

Feton反应中活性降低或无活性从而抑制新的自由

基生成。另外 , Prabhu等 [ 2 ]的研究表明 ,芒果苷在

防止异丙肾上腺素诱导的心肌梗塞方面的作用源自

其潜在的抗氧化作用。

Pardo2Andreu等 [ 3 ]人研究了芒果苷对线粒体通

透性改变的作用 ,线粒体通透性改变是一种 Ca
2 +依

赖型作用 ,其与细胞的凋亡密切相关 ,芒果苷的作用

可使线粒体膜电位消失 ,细胞内 Ca2 +释放减少 ,抑

制膜的脂质过氧化反应 ,从而有效保护细胞。现代

研究表明 ,射线辐射会导致分子“电离 ”,使其失去

电子而成为破坏力很强的自由基。辐射电离氧化作

用是杀死生物、基因突变的重要原因。芒果苷作为

一种天然的清除自由基的抗氧化剂 ,其分子结构中

的 4个酚羟基具有亲电子能力 ,且苯环为良好的能

量陷阱 ,可使生物分子受辐照引发的自由基转移从

而保护生物分子 [ 4 ]。 Jagetia等 [ 5 ]在辐射之前以不

同浓度的芒果苷处理小鼠 ,与未经处理的小鼠相比

较 ,辐射症状明显减少 ,疾病的发生明显延迟 ,死亡

率也有所下降。

2　抗肿瘤作用

白血病的发生与细胞周期调控紊乱有关 ,而细

胞周期调控又与端粒酶活性表达之间存在着密切的

关系。因此 ,针对端粒酶和细胞周期调控异常的研

究已成为探讨白血病发生及治疗的一个新方向。彭

志刚等 [ 6 ]研究了芒果苷对白血病 K562细胞端粒酶

活性及其细胞周期的影响。结果表明 ,经芒果苷作

用后 , K562细胞端粒酶活性下降 ,随药物浓度增加

和作用时间的延长 ,其抑制作用增强 ;芒果苷作用

24 h后 , K562细胞 G2 /M期细胞增多 , S期细胞减

少 ,出现期阻滞 ,并呈剂量依赖性。

3　神经保护作用

具有多酚结构的芒果苷通过减弱 Ca
2 +内流和

氧化应激程度 ,从而减少神经元中谷氨酸引起的细

胞死亡以达到保护神经元的作用。西班牙的 Gottli2
eb等 [ 7 ]研究了多酚对兴奋性中毒和实验性局部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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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引起的神经损伤的保护作用 ,发现芒果苷在体内

外模型中都具有神经保护的功能。芒果苷在减弱氧

化应激导致细胞死亡的同时 ,减少了自由基的增殖

和海马区神经元的丢失 ,使小鼠前脑的局部缺血迅

速消失。此项研究提示 ,芒果苷可运用于治疗急性

的神经损害和残疾。

4　抗炎作用

R ivera等 [ 8 ]的研究在体内外模型中证明了芒果

苷对肥大细胞介导的炎症反应具有抑制作用。Gar2
rido等 [ 9 ]研究了芒果苷对小鼠耳浮肿的作用和在巨

噬细胞中对花生四烯酸产物的抑制。通过口服给予

芒果苷 (50～200 mg/kg)可以减轻由花生四烯酸和

PMA引起的耳浮肿。在活体外以 J774巨噬细胞为研

究对象 ,以刺激 LPS2TNFgamma和钙离子载体 A23187

产生炎症反应 ,然后测定前列腺素 PEG ( 2)和白细

胞三烯 LTB (4)的释放。芒果苷分别以 17. 2μg/mL

和 2. 1μg/mL的浓度抑制 PEG (2)和 LTB ( 4)的释

放。

5　退热作用

邓家刚等 [ 10 ]研究了芒果苷对内毒素引起的发

热实验动物模型的解热作用。实验动物选择基础体

温无显著性差异的日本大耳白家兔 ,分空白组 ,模型

组 ,大 ,小剂量组和阳性药物组 ,以注射内毒素引起

发热 ,最后对照各组体温差异来测定芒果苷的退热

效果。结果显示 ,芒果苷对内毒素引起的发热实验

动物模型有良好的解热作用 ,且与剂量呈正相关 ,对

热损伤有较好的保护作用。

6　镇痛作用

Dar等 [ 11 ]提出芒果苷对醋酸诱导和热板测试诱

导的疼痛具有显著的镇痛效果 ,通过与盐酸纳洛酮

对比 ,发现芒果苷诱发痛觉缺失并非依赖于阿片受

体 ,其镇痛作用显著 ,对外周神经影响轻微。

7　抗寄生虫作用

Perrucci等 [ 12 ]的研究表明 ,芒果苷对幼鼠体内

微小隐孢子虫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比较研究芒果

苷 [ 50 mg/ ( kg·d) ]与巴龙霉素 [ 100 mg/ ( kg·

d) ]对小鼠体内微小隐孢子虫的作用 ,结果显示芒

果苷 [ 100 mg/ ( kg·d) ]有显著的抗微小隐孢子虫

的作用 ,其作用与巴龙霉素 [ 100 mg/ ( kg·d) ]相

当。但是它不能完全地抑制肠内微小隐孢子虫 ,只

是使其数量减少。与未用药物处理的对照组相比

较 ,芒果苷可减少 80%的微小隐孢子虫。在治疗的

后期阶段 50 mg/ ( kg·d)的芒果苷也具有同样显著

的药理活性。

Garcia等 [ 13 ]研究了芒果苷对感染线虫 ,旋毛虫

的小鼠的作用。对感染小鼠每天以 50 mg/kg的剂

量处理 ,结果显示肌肉中寄生幼虫的生活周期明显

缩短 ,特异性抗毛线虫的 IgE水平亦明显降低。

8　结语

据《本草拾遗 》记载 ,芒果“益胃气 ,止呕晕 ”,而

芒果叶作为中药记载则始于 1977年的《中药大辞

典 》。芒果叶性味酸、甘、凉、平 ,具有平喘止咳、祛

痰、免疫、抗炎、镇痛、保肝利胆、抗脂质过氧化、抗病

毒、抗肿瘤、抗菌等作用。芒果叶及其提取物在我国

已经具有较长的应用历史 ,但多局限于止咳祛痰或

保健功能。

芒果苷作为芒果叶中的重要活性成分 ,具有多

种明确的药理活性 ,虽然它的治疗作用尚未得到充

分开发 ,但其应用研究正方兴未艾。

新的研究表明 ,芒果苷在抗氧化、抗肿瘤、神经

保护、抗炎、退热、镇痛和抗寄生虫等方面均具有一

定的活性。特别是对它抗氧化、抗肿瘤等重要活性

的深入研究 ,契合了目前新药研究的重要方向 ,为新

药设计和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而关于芒果苷的衍

生物以及结构类似物的药理研究 [ 11～14 ]也已引起人

们的重视 ,期望从中发现物理、化学性质改变或活性

更高的化合物。

综上所述 ,我国的芒果苷资源十分丰富 ,随着研

究的不断深入 ,其价值正在逐步体现 ,必将拥有良好

的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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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8 h内稳定。将本品 3批置 100 mL塑料瓶中 ,

密闭。室温下保存 10, 20, 30, 60, 90 d取样考察其

性状、pH值和含量等稳定性指标 ,结果外观性状、

pH值、含量均无明显变化 ,说明该制剂稳定性良好。

3. 4. 2. 5　样品测定 　按处方比例配制 3批样品 ,各

精取 1 mL置 25 mL容量瓶中 ,加乙醇溶解至刻度 ,

摇匀 ;精取稀释液 1 mL,置 100 mL容量瓶中 ,加乙

醇稀释至刻度 ,摇匀 ,在 315 nm波长处测定奥硝唑

吸收度 A ,将结果带入回归方程 A = 01027 5 + 01039

15C计算奥硝唑的含量 ,结果见表 2。

4　讨论

411　本品为复方搽剂 ,其处方设计以寻常痤疮的合

理药物治疗 [ 6 ]为依据 ,其主要成分为奥硝唑、硼酸、

月桂氮 酮。奥硝唑是第三代硝基咪唑类衍生物 ,

是一个广谱的抗厌氧菌药 ,具有良好的抗厌氧菌及

抗原虫作用 ,疗效高、副作用小 [ 7 ]。临床常用制剂

浓度为 0125～015% ,根据治疗厌氧菌感染的用量

和给药途径 ,故选择 2%的规格 [ 8 ]。硼酸为一弱酸 ,

能进入微生物细胞内 ,释放出氢离子而产生抑菌作

用 ,从而达到消除表浅炎症反应 ,减少渗出效果 ,临

床给药有 2%和 3%两种规格 [ 9 ]
,本处方为复方搽

剂 ,故选择 2%的规格。月桂氮 酮为一种优良的

透皮吸收促进剂 ,可增加对皮肤的穿透力 ,使药效增

强 ,且对皮肤刺激性小 ,临床常用浓度为 0. 5～2% ,

根据本制剂 pH值要求 ,选择 1%较为适合。奥硝唑

和硼均为 20 g酸配伍应用 ,制成的复方搽剂 ,具有

抑制或杀灭痤疮丙酸杆菌、螨虫和防腐、消炎的作

用 ,对寻常痤疮、毛囊炎的治疗具有协同作用 ,从而

使疗效增强。

412　用奥硝唑和硼酸为主药制成复方搽剂 ,采用紫

外分光光度法和中和法分别直接测定两组分含量。

测定奥哨唑的含量时 ,硼酸和月桂氮 酮在测定波

长处无吸收 ,对测定无干扰 ;测定硼酸时因其为弱酸

( Ka = 6. 4 ×10 - 10 ) ,不能直接用碱液滴定 ,故在加入

甘露醇后 ,产生较强的络合酸 ( Ka = 3 ×10
- 7 ) ,可用

氢氧化钠液滴不定 [ 10 ]。奥硝唑为含氮的杂环化合

物 ,具有弱碱性 ,不能和甘露醇发生产生络合酸 ,故

奥硝唑不影响中和法测定硼酸的含量。

本方组方合理 ,制备工艺简单 ,质量可控。经临

床使用疗效确切 ,未见不良反应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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