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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综述近几年来淫羊霍化学成分研究的新进展
。

方法 检索国内资料并进行汇总
、

综述
。

结果

淫羊霍属植物的化学成分
,

主要为黄酮
、

木醋素
、

生物碱和多糖
,

此外有挥发油
、

棕桐酸
、

硬脂酸
、

油酸
、

亚麻酸

等
。

结论 本属各植物均含有黄酮类有效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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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羊蕾 如 二 为小孽

科淫羊蕾属植物
,

亦名仙灵脾
,

是我国传统补益类中

药
,

具有补肾阳
、

强筋骨
、

祛风湿
。

用于阳屡遗精
、

筋

骨痰软
、

风湿痹痛
、

麻木拘挛等症 〔’了
,

淫羊霍全球有

个种
,

我国有 个种
,

个变种
。

中国是淫羊霍

属最主要分布区
,

约占世界总数的 〔
。

本属植

物均可药用
,

以箭叶淫羊霍
、

柔 毛淫羊蕾
、

巫山淫羊

蕾
、

朝鲜淫羊蕾和粗毛淫羊蕾使用最多
。

现就近年

来国内对淫羊蕾化学成分的研究综述如下

化学成分

近年来
,

对淫羊霍化学成分进行了更深人的研

究
,

董晓萍等〔’〕从粗毛淫羊霍中分离得到宝霍昔
,

淫羊蕾昔 和淫

羊霍昔 三个黄酮昔
,

其中宝蕾昔 为首次

从该植物中分离获得
。

从心叶淫羊蕾〔
,

, 〕中分离得淫羊霍昔
,

淫羊蕾次昔
,

宝蕾昔
,

巫山淫羊霍
,

宝蕾昔
,

山蔡酚
一 , 一 一 一 一

鼠李糖昔

 
一 , 一 一 一 一 和

除淫羊蕾昔
,

淫羊霍次营外
,

均 为首次

在该植物中分离获得
。

贾宪生等〔
一 ‘〕从粗毛淫羊蕾根中分得大花淫羊

蕾昔
,

大花淫羊蕾昔
,

淫羊霍昔
,

二叶淫羊蕾昔
,

朝霍定
,

大花淫羊

蕾昔  记
,

除大花淫羊蕾昔
,

淫羊蕾昔

外
,

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获得 从黔岭淫羊霍中

分离获得
, ‘, 一

鼠李糖基淫羊蕾次昔
“ 一 一 一  ,

箭蕾昔

和大花淫羊霍昔
,

均为首

次在该植物中分离获得
。

李文魁等〔
一 ” 〕从朝鲜淫羊蕾地上部分离得朝

霍素
 ! ,

朝蕾素
,

朝 蕾昔
,

朝霍 素
 ! , 一

经基
一 , , , 一 四甲氧

基
一 , 一

二氢菲
一  一 , , , 一  

一 , 一  ,

大黄素
,

甘草素  
!

,

首借素 (t
riein)

,

淫羊蕾

素(i ca rit in)
,

淫羊蕾昔
,

淫羊霍次昔 c
,

胡萝 卜昔

(daueosterol)
,

金丝桃昔
,

撇皮素
,

淫羊霍次昔
一 I

,

宝

蕾昔
一 I

,

其中除淫羊蕾昔
,

淫羊蕾次昔 C
,

宝蕾昔 I

外
,

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得
。

孙朋悦等〔“
一 ”〕从朝鲜淫羊霍地上部分分离得

出 20 多种化合物
,

分别是朝霍昔 甲 (k
orepim edoside

A )
,

朝蕾昔 乙 ( k
orepim edoside B )

,

朝蕾昔 丙 (k
o-

re pim edoside C )
,

淫羊蕾昔 A
:
(ieari side A

7
)

,

2
一
( 对

经基苯氧)
一
5

,

7
一
二轻基

一
6
一
异戊烯基色酮「2

-

(p
一
h y d ro

x y p h
e n o x y

)
一
5

,

7
一
d ih y d

ro x y 一
6

一 P :e
-

n y l
e
h ro m o n e 」

,

麦芽酚(m
altol)

,

沙立昔(
salidro side)

,

懈皮素 (que rc et in )
,

淫 羊霍昔 A ,

粗 毛淫羊蕾昔

(
aeum inatin)

,

脱水淫羊霍素 (an hydro i
earitin )

,

8
-

异戊烯山蔡酚 (8
一 p r e ny lk ae m p fe ro l )

,

银杏 双黄酮

(gi
nkgetin )

,

异银杏双黄酮 (i
soginkgetin )

,

去 甲银杏

双黄酮 (bil
obetin )

,

淫羊蕾次昔 (
epim edoside)

,

淫羊

蕾定 A (
epim edin A )

,

金丝桃昔(hyp
erin )

,

淫羊蕾昔

I (iea百sid e l )
,

淫羊霍昔 11 (i
eari side ll )

,

淫羊蕾昔

A l(i
eari sid eA I)

,

淫羊霍定 B (epim edin B )2
“ 一
鼠李

糖基淫羊蕾昔 n
。

郭宝林等〔’0
,

2
, 〕从淫羊蕾中分得 6 个黄酮化合

物为宝霍昔 I ,

淫羊霍昔
,

鼠李糖基淫羊霍昔 n
,

宝

蕾昔 11
.
箭霍昔 B (

sagittatoside B )
,

大花淫羊霍昔 F

(ik
arisoside F )

,

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得;从川鄂

淫羊蕾中分得 6 个化合物为淫羊霍昔 A
,

大花淫羊



蕾昔 C
,

淫羊蕾定 B
,

淫羊霍定 C (
epim edin C )

,

淫羊

蕾昔
,

金丝桃昔
,

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获得
。

吴勤丽等[”〕从箭叶淫羊蕾分得 p
一
谷街醇

,

p

一
谷街醇葡萄糖昔及 5

一
经基

一
6
一
7
一
二 甲氧基

-

3
’ ,

4

’ 一 亚甲二氧基黄酮 (箭叶素)
。

李文魁从万 山淫羊蕾[”
,

24 〕中分得脱水淫羊霍

素(
anhydro iearitin )去 甲脱水淫羊蕾 (d

esm ethylan
-

hydo iearitin )
,

朝霍定 B (
epim edin B )

,

朝蕾定 C

(
epim edin C )

,

双蕾昔 B (diphyll
oside B )

,

双蕾昔 A

(diphyll
osid。 A )

,

箭蕾昔 A
,

箭蕾昔 B
,

大花淫羊蕾

昔 B
,

脱水淫羊蕾素
一
3
一
O

一
2
一
L
一
鼠李糖(1弓2 )

一
2
一 L 一

鼠李糖昔
,

去 甲脱水淫羊蕾素
一
3
一
O

一
2

一
L
一
鼠李糖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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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
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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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李糖昔

。

韩冰等〔洲对贵州产黔岭淫羊霍的根进行了化

学成分的研究
,

从该植物的石油醚和醋酸 乙酷萃取

物中分离得到 5 个化合物
,

分别鉴定为
:
三十三烷烃

(I)
,

p

一
谷街醇(11)

,

6

,

2 2
一
二轻基何帕烷 (111)

,

宝

蕾昔 n (IV )
,

2’’
‘ 一

O
一
鼠李糖基淫羊霍次昔 n (V )

,

化合物 I
,

n

,

m 和 Iv 系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

2 分离方法

对淫羊蕾化学成分的研究
,

各研究者总的分离

提取思路是一致的
。

一般采用吸附法
、

沉淀法
、

溶媒

萃取法
、

离子交换法和色谱法等技术进行分离提取
。

即取干燥的淫羊蕾地上部分
,

粉碎后
,

用乙醇回流提

取 3 次
,

浓缩得浸膏
,

浸膏溶于热水呈混悬液
,

依次

用石油醚
、

二氯甲烷
、

乙酸乙醋
、

正丁醇进行萃取
,

分

离获得不同极性的浸膏
,

然后
,

不同部分浸膏分别选

用不同的分离手段进行分离
、

纯化获得各单体化合

物
。

只是各具体分离过程所采用的方法
,

溶媒浓度
,

洗脱液的梯度
,

柱填充的吸附材料不同
,

所分离得单

体化合物不同
。

随着天然药物研究的发展
,

对分离

纯化的要求不断提高
,

新的液滴逆流萃取
、

超临界流

体萃取
、

高效液相色谱
、

亲和色谱
、

膜分离等技术的

不断应用
,

对淫羊蕾化学成分的分离纯化有很大的

促进
,

我们相信将来会从淫羊蕾中分离得更多的单

体化合物
。

3 讨论

淫羊蕾属植物的化学成分
,

主要为黄酮
、

木醋

素
、

生物碱和多糖
,

此外有挥发油
、

棕桐酸
、

硬脂酸
、

油酸
、

亚麻酸等
。

绿原酸具有较强的抗菌作用
,

含量

为0
.
25 %

。

本属各种均含有黄酮类有效成分
,

其总

黄酮含量在 2%
一
4

.

6 % 之间
,

除药典收载的 5 种

外
,

粗毛淫羊蕾分布广
、

产量大
,

其总黄酮含为 3
.
19

一4
.

14 %
。

随着新的分离技术在天然药物分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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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应用
,

将会从淫羊霍中分离获得含量更低
、

活

性更高的化合物单体
,

为新药的开发和研制提供更

多的先导化合物
。

淫羊蕾具有补肾阳
,

强筋骨
,

祛风湿的作用
,

药

理实验显示具有补肾壮阳
、

扩张血管
、

抗氧化
、

抗菌

抗病毒作用
,

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和预防骨质疏松的

作用
,

临床多用复方治疗糖尿病
,

男性不育症
,

防治

骨质疏松症
,

治疗肾阳虚症等
,

但具体药理作用是哪

一些单体或哪一个单体化合物在起主导作用
,

有待

进一步研究
。

随着对淫羊霍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

深人研究
,

淫羊霍在临床方面将会有更广阔的研究
、

开发
、

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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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真菌天然活性成分研究进展

张军东
’ ,

常 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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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永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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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远 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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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军医 大学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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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200 43 3 ;2
.
解放军第 534 医 院

,

洛阳

4710() 3 )

摘要 目的
:综述近年来抗真菌天然活性成分研究的进展

。

方法
:查阅国内外的相 关文献

,

并进行分类归 纳

和总结
。

结果
:近年来研究的抗真菌天然活性成分主要有黄烷 类

、

酮类
、

皂普类
、

肤类
、

菇类和醛类化合物
。

结论
:关于杭真菌天然活性成分的研究较多

,

也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
,

但仍缺乏 系统性
,

尤其没有进一步的开发

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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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20 年中
,

随着癌症放疗
、

化疗和器官

移植患者人数的增加
,

免疫抑制剂和广谱抗生素的

大量使用
,

以及艾滋病患者的剧增
,

深部真菌感染率

上升了 40 倍〔’l
,

真菌病的发生率大幅度上升
,

使抗

真菌药物研究工作面临更紧迫的局面
。

在过去的近 100 年中
,

抗真菌药物研究取得了

骄人成绩
,

但是
,

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后
,

抗

真菌药物研究仍存在许多问题鱼待解决
,

抗菌谱窄
,

不良反应严重
,

尤其临床检出了大量 的耐药真菌菌

株
,

因此各国科学家开始致力于寻找广谱
、

高效
、

低

毒的抗真菌新药
,

特别是从天然产物中寻找具有抗

真菌活性的天然有效成分
,

并进一步开发应用成为

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
,

现就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工

作综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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