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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药物进展

绞 股 蓝 的

解放军

国 内 研 究 现 状

医院 韩保氏

提要 纹股蓝在我国分布广泛
,

资源丰富
。

本文综述 了近年 来国 内有关衬纹股蓝的植物

资源
、

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等的研究概况
,

提示纹股蓝在医药领域的应用有着广阔的前景
。

绞股蓝

为葫芦科绞 股 蓝 属 植

物
,

多年生落叶攀缘草本
。

药名七叶胆
,

异

名小苦药
、

公罗锅底
、

遍地生根
。

前人对绞

股蓝早有认识
,

《救荒本草》 和 《植物名实

图考》 中就有该植物可供食用的记载
。

民间

则用于治疗咳嗽
、

痰喘
、

慢性支气管炎及传

染性肝炎等
。

自  !年起
,

日本学者对绞股

蓝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至今已从中分离
、

鉴定了 多种皂试
,

其中有部分与人参皂试

结构相同
。

同时
,

在药理和临床方面也作了

很多研究
,

对此已有专述
。

近年来
,

国内对

绞股蓝的研究十分活跃
,

进展很快
,

本文对

此作一综述
。

绞股蓝的植物资源

一
、

分布

绞股蓝属植物全世界约 种
,

分布于中

国
、

日本
、

朝鲜及东南亚各国
。

我国原已查

明有 种
,

最近又发现一个新种
,

故 目前共

确定有 种
,

广泛分布于黄河以南 广 大 地

区
,

其中以绞股蓝为最多
,

见附表
。

二
、

资源

广泛
,

资源堪称丰富
。

但随着对该植物的深

入研究及其进一 步开发利用
,

其来源必将成

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

对此
,

我国不少学者目

光较远
,

近年里已对绞股蓝的资源调查
,

生

态环境
,

种子活力测定
、

繁殖特性及技术研

究
、

引种栽培及病虫害的防治等有关方面作

了大量工作
,

取得了可喜成绩
。

现 在
,

河

北
、

山东等北方省区也有种植
,

确保了绞股

蓝的原料供应
。

另外
,

由于有些报道中常将绞股蓝误写

为绞股兰
,

而实际这是两种不同科 属 的 植

物
。

因此
,

为了防止混淆及伪品
,

澄 清 正

品
,

有作者对绞股蓝及其易混淆 品作了鉴别

研究
。

所有这些
,

都为国内今后对绞股蓝的

深入研究及开发利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

化学成分研究

一
、

皂武类 成分

年
,

张国安等首先报告了对国产绞

股蓝的化学研究
,

并与 日本产的绞股蓝作了

对比
。

作者采用 法对浙江他区产的绞股

蓝
、

缘果绞股蓝与日本冲绳县市售的两种绞

股蓝袋泡茶剂的成分作了比较研究
,

结果表

由表 可见
,

绞股蓝在我国的分布极为 明
,

西国产 的绞股蓝均有和人参皂贰类似的

·

消息
·

九 月 初 将 举 办 全 国 期 刊 展 览

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
,

我国期刊 出

版事业有 了巨大的发展
,

从数量到质量均有
了长足的进步

。

我国期刊 己成为传播党的方
针政策

,

促进科技 文化进 步
,

活致群众文化
生活 的重要工具

,

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方 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

在整个 出版事业中的地位也日益 突出
。

为 了检阅我国期刊出版事业的成就
,

加

强对期刊出版工作的导向
,

扩 大期 刊 的 宣

传
,

促进期刊的繁荣
,

中华人 民共和国新闻
出版署决 定于 年 月在北京举 办全国期
刊展 览

。

这是我国举办的第一次期刊展 览活动
,

是期刊工作者汇报成绩
,

相 互切磋 的一次盛
会

,

衬于进一繁荣我国期刊 出版事业有重要
的意义

。

本刊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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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 股 蓝 在 我 国 的 分 布

海拔 米
陕西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福建 湾台西江安徽浙江江苏

单 叶 绞 股 蓝 一 一

 

光 叶 绞 股 蓝
。

缅 甸 绞 股 蓝
。

绞 股 蓝

毛 绞 股 蓝 米
 

长 梗 绞 股 蓝 米

嚎 果 绞 股 蓝 带

心 籽 绞 股 蓝 带
 

小 籽 绞 股 蓝 带
 

聚 果 绞 股 蓝 带
。

疏 花 绞 股 蓝 带
。

广 西 绞 股 蓝
。

 !

  

 

十 十

  

带为我国所特有

成分
。

四种绞股蓝的醇提液
,

经加酸水解
,

薄层展开后
,

在 同一 值处有与人 参 二 醇

相同的斑点
。

因此推测国产绞股蓝含有人参

二醇皂试元
。

此后
,

戴培兴等对杭州地区产绞股蓝中

有效成分的研究证实了上述推测
。

作者将绞

股蓝用乙醇提取得总皂试
,

然后用 硫酸

水解
,

浓缩后再用乙酸乙醋萃取得总试元
,

以硅胶柱层分离
,

分别得到两个结晶性皂试

元 工和 亚
。

其中贰元 工经薄层层析鉴定为人

参二醇
。

刘国樵等报告
,

从产自广东花县
、

新丰

等地的绞股蓝中提取得粗皂贰
,

经 强 酸 水

解
,

硅胶柱层析
,

分别得到 个结 晶
,

为

一
,

一
,

一
。

经定性分析
,

确认 一 为人参二醇
,

一 为经基人

参二醇
,

而 一 则为商陆素
。

后者在绞股蓝属植物中尚属首次发现
。

何心亮以人参皂贰 为标准品
,

用比

色法对山东栽培的绞股蓝中所含的总皂试进

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
,

结果表明
,

绞股蓝的

茎
、

叶中均含有与人参皂试 相 同 的 成

分
,

含量测定结果
,

全草中的总皂贰含量
,

叶高于茎
。

二
、

’

其他成分

蔡继炯对杭州市药物研究所引种栽培的

绞股蓝作了系统的成分分析
,

测定了其总皂

贰
,

氨基酸及微量元素的含量
。

结 果 也 表

明
,

无论是总皂试还是氨基酸
,

不同部位的

含量均是叶 茎 地下茎
。

总皂贰含量为叶

一 ,

茎
,

地下茎
,

氨基酸有 种之多
,

其中有 种是必需氨基

酸
,

总含量为叶
,

茎
,

地下

茎
,

微量元素含量也很丰富
,

经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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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 种
,

种为必需微量元素
。

种元素

中
,

铜
、

镁
、

钾的含量高于其他元 素 数 百

倍
。

李若存等专门测定了湖南平江县产绞股

蓝全草中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含量
。

测定结

果
,

绞股蓝中含有 种氨基酸
,

其中有 种

必需氨基酸 所测定的 种元素中
,

有 种

是必需微量元素
。

氨基酸与微量元素的种类

与文献相近
,

但两者的含量均与文献报道相

差悬殊
。

这可能与绞股蓝的产地或采集季节

或实验方法不同等因素有关
。

郭巧生等报道

了南京产 含引种 三种绞股蓝属植物中维

生素 的含量测定
。

采用 日立一 荧 光 光

谱分析仪对南京产绞股蓝
、

嚎果绞股蓝和引

种 的日本甘茶蔓 日本对绞股蓝的称谓 的

新鲜茎
、

叶中的维生素 进行测定
,

结果 表

明
,

三种植物的茎叶中均 含有维生素
,

且

叶中含量均高于茎 不同品种 中维生素 含

量是
,

茎中以绞股蓝为最高

鲜样
,

叶中以嚎果绞股蓝为最高

八 鲜样
。

综上所述
,

国产绞股蓝的化学成分与日

本产绞股蓝基本相同
,

均 含有人参皂贰类成

分
,

并富含氨基酸和微量元素等
。

由于起步

较晚和条件所限
,

对皂试成分研究的深度尚

欠不够
,

大都局限于粗皂贰的提取
,

对单个

皂贰分离
,

鉴定不多
,

有待深入研究
。

此外
,

根据文献的报道
,

提示在采收绞

股蓝时
,

以取地上部分为宜
,

而不应挖采地

下茎
。

一方面由于地下茎有效成分含量低
,

另一方面因为绞股蓝是多年生宿根植物
,

地

下茎呈竹鞭状蔓延生长
,

只要保留 其 地 下

茎
,

一年可以 收取二次茎叶
,

这对于增加产

量
,

保护资源均有很大意义
。

药理研究

一
、

毒性

绞股蓝的毒性很低
,

其总皂试或提取物

小鼠口服无毒性 口 服 给药 此
,

无 死

亡发生
。

总皂试小鼠腹腔注射的
。 。

为

士
,

提取物 小 鼠腹 腔 注

射的
。 。

为  士
。

二
、

杭糖皮质激素过盛作 用

马炳宣用从陕西平利 县产的绞股蓝中提

取的皂贰
,

研究了其对糖皮质激素的影响
。

实

验采用雄性大白鼠
,

绞股蓝皂贰用生理盐水

溶解成
,

给 药 剂量绞股蓝皂试 与

地塞米松均为 幻
。

结果 表 明 绞 股

蓝皂试可抑制地塞米松引起的肾上腺
、

胸腺

萎缩及皮质醇含量减少
。

这种抑制作用与给

药 先后无关
,

即绞股蓝皂试既可以阻止糖皮

质激素所引起的器官萎缩
,

也能够使已萎缩

的器官复原
。

三
、

对小 鼠缺氧耐受力的影响

不少作者研究了绞股蓝总皂试及水提取

物对小 鼠缺 氧耐受力的影响
,

结果均表明
,

绞股蓝总皂试从总体上看皆能提高小鼠对缺

氧的耐受力
,

但不同的剂量及不 同作者的实

验结果有差异
。

绞股蓝的水提取物给小鼠腹

腔注 射 时
,

与对照组比 较 无 差

别 当给予 时
,

则能明显延长小鼠

耐缺氧时间 绞股蓝总皂试给予小鼠腹腔注

射 时
,

对小鼠耐缺氧能力作 用不明

显
,

当给予 时
,

则能明显提高小鼠

对常压缺氧的耐受性
。

但另一作者 的研究则

表明
,

给小鼠腹腔注射绞股蓝总皂试
、

时
、

皆能显著提高小鼠的耐缺氧能力
。

这些差别可能与实验小鼠的品系不同或绞股

蓝总皂试的纯度不一有关
。

四
、

抗利多卞 因毒性 的作用

盛玉桂等在实验 中曾观察到绞股蓝总皂

试能明显提高小鼠的耐缺氧能力
,

并在此基

础上
,

对其抗利多卡因毒性的作用进行了实

验观察
。

结果表明
,

绞股蓝总皂试给予小鼠

腹腔注射
、

时
,

对 小 鼠给予

过量利多卡因的毒性既有预防又有 救 治 作

用
。

与对照组比较
,

两种给药剂量均有显著

性差 别
,

但 以 剂量效果好
。

在 预

防毒性实验和救治中毒实验中
,
两种给药剂



总 药学情报通讯199。年第 8 卷第 2 期

量的小 鼠死亡率分别为35 %
、

20 % 和 55 %
,

30 %

。

另外
,

绞股蓝总皂贰给大鼠腹腔注射
4om g

、

80 m g
/

k g
,

也能 明显增加大鼠对利

多卡因的耐受量
,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
,

有非常

显著 的差异
,

但也以80 m g/k g 剂量 效果好
。

五
、

时血流动 力学的影响

孔祥棒等报告了绞股蓝总皂试对犬血流

动力学各参数的影响
。

实验用绞股蓝总皂试

的 2 % 水溶液
,

分 1 m g/kg
,

20 m g
/

k g 两种

剂量给犬作静脉输注
,

两种剂量给药间隔 60

分钟
。

结果表明
,

绞股蓝/总皂 试 1 m g/kg

注射后
,

动脉收缩压舒张压及平均动脉压均

明显上升
,

左心室压力明显增加
,

心指数略

增加
,

总外围阻力略降低
,

但无统 计 学 意

义; 心率无明显改 变
。

20 m g
/
k g 静 注 后

,

心率
、

动脉 收缩压及舒张压
、

平均 动脉压
、

左心室压力
、

心指数等指标皆下降; 总外围

阻力稍增加
,

但无统计学意义
。

实验结果显

示了因剂量不同引起的血流动力学方面的正

负相反的双向效应
,

该 效应与人参皂试的反

应类似
。

认为在临床用时应予注意
。

六
、

对胆 固醇及各种脂蛋白的影响

戴汉云等将含量为82
.
6% 绞股蓝总皂试

用生理盐水溶解
,

过滤后给小鼠灌 胃20 o m g

/
, _ 。 t

、

二
。。 脸 林 白、。 。 。/ 二、 二 二

二 ,

、,
k g

,
Z h 后腹 腔 注射75 % 新鲜 蛋 黄 乳 液

o
.
sm l,

20
h 后取血测定血中胆固醇含量

。

结

果 表明
,

灌 胃给予总皂试能非常显著地降低

血清总胆固醇含量
,

其作用 与 75 0 m g /k g剂

量的安妥明相当
,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非常显

著; 给高脂大鼠每天灌 胃 200 m g /k g
,

连续

7 天后取血测定各类脂蛋白和总胆 固 醇 含

量
,

与高脂对照组比较
,

总皂试能显著降低

血清总胆固醇 ( T C )
,

低 密度脂蛋 白 ( L D

L )
,

极低密度脂蛋 白 ( V L D L )的含量
,

提高高密度脂蛋白 ( H D L ) 含量
,

使H D L

/L D L 比值增大
。

实验认为总皂试的 这一作

用对脂质代谢失调
,

有明显改善和调整作用
,

因而对防治动脉粥样硬化是非常有益 的
。

七
、

免疾增强 作用

钱伯初等观察 了绞股蓝总皂试对正常动

物及免疫反应低下动物免疫功能的影响
。

实

验表明
,

绞股蓝总皂贰对环磷酞胺所致小鼠

血清溶血表减少
、

地塞米松所致大鼠脾脏空

斑形成细胞 (P F C )
,

特异玫瑰花形成细胞

( SR F C )和脾细胞抗体分泌量 ( Q H S )的

减少及时对荷S一180 实体瘤小 鼠 的P F C
、

S R F c 和 Q H S减少均有明显保护作用
,

并能

减轻环磷酞胺所致小鼠免疫器官的萎缩
。

实

验结果显示
,

绞股蓝总皂贰对免疫反应低下

动物有显著的免疫增强作用
,

而对正常动物

的免疫功能无明显影响
,

推测绞股蓝属于免

疫调节剂 ( im m
uno m o d u lato : )

。

八
、

延长果蝇寿命 的作用

用绞股蓝的水提 乙醇沉淀干浸膏
,

配成

不 同浓度的水溶液加入基础培养基中饲养果

蝇
,

结果表明
,

绞股蓝提取物0
.
5% 的浓 度

能 明显缩短果蝇卵发育为成虫的时间
,

并促

使果蝇幼虫的生长发育加快; 0
.
5%

、

1
%

浓度对雄性果蝇平均寿命分别延长11
.
8% 和

12
·

2
%

;
0

.

25 % 浓度对雌雄果蝇平 均 寿 命

分 别 延 长 18
.
5% 和 24

.
2 1 % ; 0

.
5 % 浓

度 在 孵 育 期 的 卵 开 始 给 药
,

其平均

寿 命 比 从 成 虫 ( 30 日 龄 ) 开 始 给药

有 明 显 延长
,

延长 百分率 前 者 为53
.
3%

( 色 )
、

4 6

.

1
% ( 早 )

,

后者为14
.
4% (古)

,

9

.

7
% ( 早 )

。

研究结果显示
,

绞股蓝 既 能

促进生长发育
,

又能延缓衰老
,

并提示从胚

胎期开始抗老是可行 的
。

另有作者将绞股蓝总皂试给幼年小 鼠腹

腔注射20 m g
、

40
m g

/
k g

,

与 对 照组比较
,

小鼠体重增加显著
,

表明绞股蓝总皂贰能促

进幼年小鼠的生长和发育
。

九
、

杭应激作用

陈压等报告
,

用绞股蓝地上部分的水提

取浸膏对小鼠的抗应激作用进行了研究
,

从

对环磷酞胺所致小鼠低白细胞的影响
,

小鼠

游泳试验
,

爬杆试验 以及对戊巴比妥睡眠时

间的影响几个方面作了观察
。

结果表明
,

绞



药学情报通讯1990年第 8 卷第 2 期 37 (总125 )

股蓝能保护环磷酞胺所致的自细胞下降
,

延

长小鼠的游泳
、

爬杆时间和戊 巴比妥睡眠时

间
,

显示出较好的抗应激样作用
。

由于这些

作用都是人参所具备的
,

故认为绞股蓝的这

些作用可能与其所含的人参样成分有关
。

文献也报道了给小鼠腹腔注射绞股蓝总

皂 贰60 m g/kg
,

对小 鼠的高温下耐疲 劳 及

耐高温生存有一定帮助
。

十
、

杭衰老作 用

周寿然等研究了绞股蓝的抗衰老效应
。

实验采用江西产绞股蓝的两次水煎浓缩液
,

按2
.
59 基础饲料内含。

.
1 9生药配成加药饲料

给五月龄正常雌性小鼠喂饲
,

对照组饲以普

通基础饲料
。

然后作耐力
、

自发活动性
、

存

活率
、

超氧化物歧化酶 ( S O D ) 活 性 等 试

验
。

结果表明
。

绞股蓝提取物能够增进动物

应激状态下的耐力
,

提高自发活动能力
,

维

持衰老期小鼠的存活率
,

特别是能显著提高

SO D 活力
,

这对于超氧自由基的清除
,

改善

机体代谢具有重要意义
。

十一
、

杭肿瘤作用

王玉琴等对陕西平利县产绞股蓝提取的

总皂试的抗肿瘤作用 进 行 了 研 究
。

用 昆

明种雄性小白鼠
,

按常规方法接 种 5
1:。
细

胞
。

结果表明
,

绞股蓝总皂贰 对 小 鼠S
:。。

移植性肿瘤的生长有明显 的 抑 制 作 用
,

3 0 m g
、

3 0 0 m g
/
k g 口 服 组 及 120m g/ kg 腹

腔注射组
,

其肿瘤生长抑制率均大于30 %
。

此外
,

总皂试对体外 S
, 8 。

细胞的作 用 结 果

是
,

对照管平均赤染率为28
.
84%

,

实 验 管

中绞股蓝总皂试浓度从0
.
38 ~ 。

.
75 % 时

,

赤

染率均大于50 %
,

说明绞股蓝总皂贰对S
, 。。

细胞有直接杀灭作用
。

本实验还证实
,

总皂试的抑瘤作用
,

以

30 m g /k g口 服 给药作用最强
。

抑 瘤 率 为

87
.
1% , 增加剂量抑瘤作用反而减弱

。

这种

现象与人参的乙醇提取物对S
, 。。

移植 性 肿

瘤的作用结果相似
,

提示在临床应用时应控

制在最适剂量
。

关于绞股蓝皂试的抗肿瘤作用机理
,

除

了对S
, : 。

细胞有直接杀灭作用外
,

有研究证

明尚能明显提高小鼠空斑形成细胞数和血凝

抗体效价
,

并明显增强小鼠迟发性 超 敏 反

应
,

从而提高荷瘤小鼠的免疫能力
。

但详细

机理 尚待深入研究
。

临床应用及产品开发

陈庆全等用广州兴华制药厂生产的七叶

胆精冲剂治疗病毒性无黄疽型肝炎
。

将病人

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各83 例
,

七叶胆冲

剂加辨证施治 83 例为治疗组
,

另 83 例单纯辨

证施治为对照组
,

两组年龄相近
。

按中医辨

证施治用药
,

每周诊病一次
,

服 6剂药
,

每

天一剂
,

星期 日休息
。

治疗组加服七叶胆冲

剂
,

每天 2 次
,

每次一包 ( 109
,

相当 于 生

药25 9 )
,

于早晚加水冲服
,

一个月为 一 个

疗程
,

以降酶的作用强弱作用为判断标准
。

结果
,

治疗组显效52 例 ( 62
.
7 % )

,

有效24

例 ( 28
.
9% )

,

无效 7例 ( 8
.
4 % ) ; 对 照

组显效39例 (47
.
1% )

,

有效10例 ( 1 2 % )
,

无效34 例 ( 40
.
9% )

。

治疗组与对琴组降酶

总有效率差别极显著 ( p < 0
.
00 1 )

,

说明七

叶胆精有较好的降酶作用
。

同时
,

从临床观

察所见
,

对虚症患者的失眠
,

多梦
,

头晕等

神经系统症状有明显改善
,

末发现副作用
。

另外
。

国内许多地区和单位
,

受到 日本

对绞股蓝应用研究的启发
,

开发研制 了一系
列以绞股蓝提取物为主要成分的保健产品

。

用于临床并作为抗衰老
、

抗疲劳
,

减肥

等的辅助治疗剂
。

产品有
,

西安市 研 制 的
“绞股蓝精

” , “
绞股蓝茶

” , “
古 兰 可

乐
” , “绞股蓝晶

” “绞股蓝蜂王浆
” ; 广

东研制了
“
七叶胆精

” ; 广西有
“ 绞 股 蓝

露
” , “绞股蓝冲剂

” ; 福建龙海 地 区 的
“
九龙甘茶

” ; 湖北鹤斗的
“

绞股蓝茶
”
陕

西安康的
“
绞股蓝总贰片

” ,

浙江温州地区

的
“百安可乐

” , “绞股蓝袋泡茶
” 等等

。

湖北省鄂西自治州还利用当地丰富的绞股蓝
资源

,

按照国外工艺
,

将其精制成丸剂
,

开

设了
“
绞股蓝专科门诊

。

可见绞股蓝产品在

我国的开发及应用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和优势
。

( 参考文献45 篇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