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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西藏胡黄连的化学成分按化学结构分主要有环烯醚萜类、葫芦素类、苯乙醇糖苷类和酚苷类,其中的苯乙醇糖

苷类化学成分在印度胡黄连中较为少见,另外还含有少量的甘露醇、胡黄连醇、胡黄连甾醇、香荚兰乙酮及酚酸等。本文综述

西藏胡黄连的化学成分研究进展。

[关键词 ] 胡黄连; 环烯醚萜;葫芦素; 苯乙醇糖苷;酚苷

[中图分类号 ] R28 [文献标志码 ] A [文章编号 ] 1006- 0111( 2010) 05- 0321- 04

胡黄连是我国的传统中药,具有清热凉血、燥湿

消疳等作用,用于小儿惊痫、疳积、泻痢、骨蒸劳热、自

汗、盗汗、吐血、目疾、痔瘘、疮肿等。药材胡黄连始载

于 唐本草!,记载其出自波斯 (今伊朗 ) ,但据印度人

Chopra分析波斯并未产胡黄连,  唐本草 !记载的胡

黄连应为西喜马拉雅产的胡黄连。胡黄连在 开宝本
草!、 本草经疏!、 本草正义 !、 本草图经!、 本草别

说!、 中药大辞典!、 全国中草药汇编 !、 中华本

草!、 中药志 !、 云南省药品标准! ( 1974年版、1996
年版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 ( 1977年 ~ 2005年

版 )中均有收载,具有悠久的用药历史。现代药理学

研究表明胡黄连具有保肝利胆、调节血脂、抗哮喘、抗

炎抗病毒、抗糖尿病等作用。

20世纪 70年代以前, 我国的胡黄连一直依赖

印度进口,后来在西藏和云南西北部发现了印度胡

黄连 P icrorhiza kurrooa Roy le的同属多年生宿根草

本植物并将其命名为西藏胡黄连 P icrorh iza scrophu

lariif lora Pennel,l因其在生药形态、组织、苦味度及

化学成分等方面与印度胡黄连非常相似而用作印度

胡黄连的代用品。目前西藏胡黄连被列入  中国珍
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 !、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 !、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中, 属于国

家三级保护植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 2005版

一部 )收载其作为法定药材使用。在中药配方中涉

及胡黄连的中成药有 20多种,如西藏藏药厂生产的

藏成药二十五味余甘子丸。

目前,对印度胡黄连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但对

于西藏胡黄连的研究相对还比较少, 本文综述了近

年来西藏胡黄连的化学成分研究进展。西藏胡黄连

的化学成分按化学结构分主要有环烯醚萜类、葫芦

素类、苯乙醇糖苷类和酚苷类, 其中的苯乙醇糖苷类

化学成分在印度胡黄连中较为少见, 另外还含有少

量的甘露醇、胡黄连醇、胡黄连甾醇、香荚兰乙酮及

酚酸等。

1 环烯醚萜类

该类物质在印度胡黄连和西藏胡黄连中的含量

均丰富,目前已经从西藏胡黄连中分离得到二十余种

环烯醚萜类化合物,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的  中药大

辞典! ( 2006年第 2版 )记载西藏胡黄连含有胡黄连

苦苷 ( p icroside)∀、#( amphicoside)、∃、%[ 1]
,桃叶珊瑚

苷 ( aucub in)和梓醇 ( cata lpo l)等环烯醚萜。其中,胡

黄连苦苷∀和#是其发挥保肝作用的主要成分,  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版规定: 按照高效液相色谱

法测定,西藏胡黄连含胡黄连苦苷∀和#的总量不得低

于 9. 0%。而胡黄连苦苷%、桃叶珊瑚苷则是西藏胡

黄连中特有的化学成分。另外,汪豪等
[ 2]
从西藏胡黄

连中分离得到 rehmag lut in A, D, 3&methoxyspec ion in

和 p ikuroside, 其中的 3&methoxyspecion in为新化合

物。K im等
[ 3]
分离鉴定了 picrorosidesA、B、C,这三个

化合物是首次从西藏胡黄连中提取得到的具有刚性

三元环结构的环烯醚萜类化合物。Huang等
[ 4]
也分

离到 2个新的环烯醚萜并命名为 p iscrosides A和 B。

Zou等
[ 5, 6]
分离到 5个裂环烯醚萜苷并分别命名为

p icrosecosides∀和#以及 p icrogent iosides A、B、C, 体外

活性研究发现 p icrogent iosides A和 B具有免疫调节

作用。其它见报道的还有 spec ioside, verm inoside,米

内苷 ( m inecoside ), veronicoside, 6 feruloy lcata lpo l
[ 1]

等。

2 葫芦素糖苷

该类化合物在印度胡黄连中的种类比较多, 目

前发现的已达 30余种,而从西藏胡黄连中提取得到

的该类化合物相对要少得多, 目前发现的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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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 1, 3, 7~ 9 ]

(图 3), 这些化合物的结构特点是 C 2位

有糖苷配基取代,这种结构的化合物目前还未在其

它玄参科种属类植物中报道过, 因此, W ang等
[ 7]
认

为该类化合物可作为该属种植物的分类学标记。在

胡黄连中,各种该类物质的含量均较少,目前对它们

的作用尚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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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苯乙醇糖苷类

该类成分在印度胡黄连中较为少见, 西藏胡

黄连目前已经分离得到十余种该类化合物。 Li

等
[ 1]
从西藏胡黄连中分离得到 scroside A, B, C和

plantama joside, H uang 等
[ 10 ]
发现了 scroside D和

E, W ang等
[ 11]
从西藏胡黄连中分离得到 7个苯乙

醇糖苷类化合物, 其中的 scroside G和 2 ( 3羟基

4甲氧基苯基 ) 乙基 吡喃葡萄糖基 ( 1∋ 3)

吡喃葡萄糖苷 ( compound 1 )为新化合物, 2 ( 3, 4

二羟基苯基 ) 乙基 吡喃葡萄糖苷 ( compound

2)、hem iphroside A和 plantainoside D为首次从该

植物中提取得到, 对这些苯乙醇糖苷类化合的抗

氧化活性研究发现, 结构中具有酚羟基的化合物

尤其是含有邻苯二酚基的化合物具有较好的抗氧

化作用, 其作用与抗坏血酸类似。由于目前胡黄

连的保肝作用的机制尚不明了, 但可能与抑制氧

负离子生成及消除自由基有关, 因此推测胡黄连

中的苯乙醇成分对此也起到一定作用。另外, 胡

红侠和杨培明
[ 8 ]
从西藏胡黄连中分离得到 scroside

H,谢智勇等
[ 12]
和 Zou等

[ 13 ]
两个研究小组均报道

从中分离得到一个含 Rhma糖基的新的苯乙醇糖

苷类化合物并巧合的都以 scroside F为名。这些苯

乙醇糖苷类化合物的结构特点是苯乙醇衍生物在

葡萄糖的 1位成苷, 糖的 4、6位多和咖啡酸或阿魏

酸成酯苷。 (注: 参考文献
[ 11 ]
和

[ 8 ]
中对 scrosideD

的命名与文献
[ 10 ]
重复, 建议分别命为 scroside G和

H。)现将该类成分结构列于图 4中。

图 4 西藏胡黄连中的苯乙醇糖苷类化合物

4 酚苷类

该类化合物在胡黄连属植物中的含量不多,

目前从西藏胡黄连中发现的有十余种: 除了和印

度产胡黄连一样含有的草夹竹桃苷 ( androsin) , 松

泊苷
[ 10]

( con iferin) , 云杉苷 ( p ice in )之外, H uang

等
[ 10]
分离到了藏黄连酚苷 A、B、C ( scrophenoside

A、B、C) , 由于这三个化合物的结构与草夹竹桃苷

相似, 因此推测它们可能会有与草夹竹桃苷类似

的抗哮喘作用。 Zou等
[ 13 ]
分离到藏黄连酚苷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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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智勇等
[ 10 ]
发现了藏黄连新苷 A和 B

[ 8]
( scrone

osideA、B ) , K im等
[ 14]
发现了 scrophulosides A、B,

并对 scrophu losides A、B的活性进行研究, 发现其

具有一定的细胞毒作用, 对 P 388细胞的 IC50值分

别为 0. 58和 4. 5 mg /m l。

图 5 藏黄连新苷 A和 B的结构

5 其它

除了含有少量的甘露醇、胡黄连醇、胡黄连甾

醇、香荚兰乙酮及香草酸、桂皮酸,阿魏酸等酚酸外,

W ang等
[ 7]
从西藏胡黄连中提取得到地黄呋喃 ( jio

furan) ,该化合物此前仅在地黄中有发现, 提示西藏

胡黄连和地黄可能在植物学上存在某种近缘关系。

黄开毅等
[ 15]
分离到熊果苷、 谷甾醇、胡萝卜苷、岩

白菜素、11O ( 4&甲氧基没食子酰基 ) 岩白菜素、

11 O没食子酰基岩白菜素。

近年来,对西藏胡黄连的化学成分研究取得

了较多的成果,但是相对于印度胡黄连, 对西藏胡

黄连的研究显得要粗浅的多, 可供参考的文献很

有限。近年来, 虽然从西藏胡黄连中发现了不少

的新化合物, 但是, 对这些化合物的活性研究也很

少, 基本上没有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下一步应在

继续分离发现新化合物的基础上深化对已知化合

物的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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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

本刊 2010年第 4期第 245页 气相色谱 质谱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分析中药挥发油成分的研究进展 !一文中第一作者 ∗腾

海英+应改为 ∗滕海英+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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