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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乾 女 硕士研究生   3 通讯作者 鞠爱华 女 教授 硕士生导师   ×

宽叶缬草的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杨乾 鞠爱华 3 白万富 陈鹏飞 内蒙古医学院药学院 呼和浩特

摘要 目的  综述宽叶缬草的化学成分与药理活性方面的研究进展 ∀方法  查阅关于宽叶缬草的国内外文献 ∀结果与结论

其化学成分主要有挥发油类 !环烯醚萜类成分及其他一些成分 ∀在药理活性方面有 对循环系统的作用 !镇静安神 !抗癫痫作

用 !对肾脏的保护作用 !调节血脂及抗脂质过氧化作用及对呼吸系统的作用 ∀

关键词 宽叶缬草 化学成分 药理活性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Τηε Ρ εσεαρχη Αδϖανχε ιν Χηεµ ιχαλ Χονστιτυεντσ ανδ Πηαρµ αχολογψ2Αχτιϖιτψ φορ τηε ς αλεριανα οφφιχιναλισ

Λινν. ϖαρ. λατιοφολια Μιθ.

≠ ± 2 ∏ • 2∏ ≤ ∞ ° 2 (Τηε σχηοολοφ Πηαρµ αχεχευτιχαλΣχιενχε, ΙννερΜονγολια ΜεδιχαλΧολ2

λεγε, Ηυηηοτ, ΙννερΜονγολια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ςαλεριανα οφφιχιναλισ √

∏ √ ΜΕΤΗΟ∆ Σ × ∏ ∏ Ρ ΕΣΥΛΤΣ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2 √ ¬ ∏ 2

√ 2 2 2 ∏ 2 ¬

ΚΕΨ Ω ΟΡ ∆ Σ: ςαλεριανα οφφιχιναλισ √ ∏ 2 √

  宽叶缬草 ςαλεριανα οφφιχιναλισ √

又称宽裂缬草 是败酱科缬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以根和根

茎入药 广泛分布于黑龙江 !吉林 !辽宁 !江苏 !安徽 !浙江 !江

西 !台湾及河南陕西等地 ≈ ∀在很多地区被认为缬草的变

种 ∀宽叶缬草在民间药用历史悠久 其性辛 !甘 !温 ∀口服可

止腹泻 !驱风 !治感冒 外用治风湿 !跌打损伤 特别是治小孩

腹泻效果良好 ∀常用于治疗肾虚失眠 !腹胀腹泻 !消化不良 !

痢疾 !以及头痛等症状 ∀在国外也得到不同程度的研究 已

被列入德国 !英国 !挪威 !荷兰 !日本药典 ≈ ∀

1  化学成分

1 1  挥发油类

缬草属中挥发油含量为 2 ∀王立群等人 ≈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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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典方法提取宽叶缬草挥发油 收率为 ∀宽叶缬草

的主要化学成分为单萜和倍半萜 其中倍半萜具镇静的生物

活性 ∀所含化学成分有蒈烯 !Α一侧柏烯 ! 2异丙基 2 2甲基

双环 ≈ 己烷 !桧烯 !对伞花素 !柠檬烯 !樟脑 !龙脑 ! 2桃

金娘醇 !Α2甲基 ! 二甲基乙基 苯酚 !乙酸龙脑脂 !桧醇 !

Α2松油醇 !Β2丁香烯 !Β2古芸烯 !蛇麻烯 !反石竹烯 !橙花叔

醇 !榄香烯 !异戊酸龙脑脂 !薁呋喃 !苧烯醇的立体异构体 !

2六氢 2 一二甲基 Α2异丙基萘酮 !

2八氢 2 四甲基 2羟基 2环丙烷萘 !喇

叭蔡醇 !愈创木醇 !缬草酮 !努特卡酮峰 的同分异构体 !

2八氢 2 2二甲基 2Α丙烯基 ≈Α 萘醇等 ∀

龙春焯等对贵州宽叶缬草挥发油化学成分进行了 ≤ 2

≥ ⁄≥ ƒ 2 型毛细管气相色谱 质谱 计算机联用

方法 分析 共检出 个成分 鉴定了 个成分 占总量

主要成分为乙酸龙脑酯含量为 以及 Α2蒎

烯 !莰烯 !Β2蒎烯 !柠檬烯 !乙酸葛缕酯等化合物 ≈ ∀

年 明东升等对宽叶缬草 ς. οφφιχιναλισ √ 2

!中国缬草 ς. πσευδ οφφιχιναλισ ≤ ≠ ≤

≤ !蜘蛛香 ς. ϕαταµ ανσιι 及黑水缬草 ς. αµ υρενσισ

≥ ¬ √ 的挥发油成分进行了鉴定 证明醋酸龙

脑酯为缬草挥发油中的主要成分 ≈ ∀

1 2  环烯醚萜类

其中主要含二氢缬草醚酯 √ 和缬草三酯 ∀

缬草三酯类成分是一类不稳定的化合物 不耐热 在酸水 乙

醇 或碱水 乙醇 中降解很快 主要分解产物是黄色的

∀陈等 ≈ 采用 °2 ° ≤法 对蜘蛛香 !中国缬草及

宽叶缬草中所含缬草素 !二氢缬草素和乙酰缬草素的含量进

行了研究 ∀也发现以蜘蛛香中的含量为最高 !缬草次之 !宽

叶缬草含量最低 ∀此外 药材不同部位 !不同产地之间环烯

醚萜类成分含量的差异也较明显 ∀

1 3  生物碱类

缬草属植物亦含有生物碱类成分 但含量较低 约 左

右 目前分离得到的单体生物碱有缬草碱 √ !缬草宁

碱 √ !猕猴桃碱 !鬃草宁 !缬

草碱 和 等 ∀

1 4  黄酮及其他成分

从缬草属植物的地上部分已分离得到 余种黄酮类成

分 主要为芹菜素 !洋芫荽黄素 !木犀

草素 ∏ !槲皮素 ∏ !金合欢素 !山

柰酚 !蒙花苷 等 ∀

此外 缬草属植物中还含有一些游离氨基酸 !异阿魏酸 !

咖啡酸 !绿原酸等多种有机酸 ≈ ∀

2  药理作用

2 1  对循环系统的作用

任世兰等 ≈ 通过动物实验证明宽叶缬草挥发油有解除

平滑肌痉挛和强大的扩张冠状动脉作用 ∀其作用机制可能

是扩张冠脉血管 降低心肌耗氧量 并通过改善心肌代谢等

途径康复缺血心肌 同时还具有降血脂和用药安全的特点 ∀

王俊峰等 ≈ 通过实验证明宽叶缬草可显著抑制血管平

滑肌细胞的迁移能力 并在初步确定的剂量梯度内显示良好

的剂量依赖性 ∀宽叶缬草的这一作用可能是其在动物实验

中抗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之一 ∀尹虹 !薛存宽等 ≈ 认为宽

叶缬草能促进 ° 的分泌 抑制 ×÷ 的产生 从而舒张冠

状动脉 并能减少肿瘤坏死因子产生 改善冠脉微循环 ∀

年 罗国君等 ≈ 通过观察宽叶缬草对兔的脑血管

痉挛的作用的药理实验 表明宽叶缬草与尼莫通一样能有效

地扩张痉挛的脑动脉 减轻兔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脑血管痉

挛程度 ∀说明宽叶缬草扩张痉挛的脑基底动脉疗效肯定 ∀

年 杨桂元等 ≈ 通过实验发现宽叶缬草可显著抑

制 引起的血管平滑肌细胞 ∂ ≥ ≤ 收缩 提示其可能

具有较好的扩管降压作用 ∀而且这种作用不会被 ≥抑制

剂 2硝基左旋精氨酸甲酯所阻断 说明宽叶缬草的抑 ∂ ≥ ≤

收缩作用不依赖内源性 ∀还发现宽叶缬草能显著抑制传

代的 ∂ ≥ ≤生长 并能抑制 引起的 ∂ ≥ ≤生长 且呈一

定的剂量依赖性 提示宽叶缬草可能具有防治高血压血管重

构的功能 ∀

年 陈柏华等 ≈ 用球囊拖伤兔腹主动脉及髂动脉

内皮 制作动脉狭窄动物模型 ∀结果显示 宽叶缬草组与非

用药组比较 我国鄂西北神农架地区生长的宽叶缬草对血管

内膜增生有明显抑制作用 ∀

年 王云甫等 ≈ 把 只健康 !雄性 • 大鼠分

为正常组 !假手术组 !大脑中动脉闭塞组 ≤ 组 !对照组

≥组 !宽叶缬草组 ∂ 组 制作可复流大脑中动脉闭

塞大鼠模型 ∀结果得到 ∂ 组的脑梗死体积比显著低于

≤ 组 ∂ 组海马各区及大脑皮层神经元损伤轻 丢失

相对较少 故得出宽叶缬草可以减轻局灶性脑缺血后脑组织

病理学损害 具有脑保护作用 ∀其作用机制为宽叶缬草可以

抑制局灶性脑缺血所诱导的 ≤ 2ƒ !≤ 2 ∏的表达 ∀

在临床研究方面 杨桂元等 ≈ 使用宽叶缬草中提取出

的挥发油治疗 个冠心病患者 其中 人伴随局部缺血

同时用丹参注射液做对照治疗 个冠心病患者 其中 个

伴随局部缺血 ∀结果表明 在改善心绞痛症状 !减少心绞痛

发病频率 !缩短心绞痛发作持续时间方面 宽叶缬草的疗效

明显优于丹参注射液 ∀对改善心肌缺血 康复缺血心肌的作

用也明显优于复方丹参 ° 说明宽叶缬草在缓解心

绞痛症状和改善心肌缺血两方面均有显著疗效 ∀

2 2  镇静安神

宽叶缬草提取物用于镇静 !催眠 !抗惊厥 其中以镇静安

神作用开发为主 ∀自 年 ≤ √ 证明缬草酊剂具有镇

静效果以来 在近百年的时间里 人们一直围绕着究竟是什

么物质在发挥镇静作用而展开研究 ∀在证明挥发油具有明

显的镇静作用后 年 ×
≈ 分离出缬草三酯类成分

并证实了该类化合物具有镇静活性这一事实 ∀
≈ 等对包括缬草烯酸在内的 种缬草烷型倍

半萜进行了量效关系的考察 结果缬草烯酸在剂量为

# 时显示出强烈的镇静活性 ∀ 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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缬草烯酸非常类似于戊巴比妥 镇静活性指标 因而很可能

也有抗抑郁活性而非肌肉松弛活性 ∀

2 3  抗癫痫作用

≥ 等 ≈ 认为缬草水提取物能抑制 ≈ 吸收

并促进释放 从而影响 在突触中的浓度 推断缬草水

提取物是通过逆转 载体导致 ≈ 的释放 这种

增加 ≈ 的释放作用与 2 2 ×°酶的活性和膜

电位无关 从而达到抗癫痫作用 ∀

年 罗国君等 ≈ 用不同剂量的 ∂ 对抗对戊四氮

°× 的惊厥作用 发现三种剂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抗惊厥作

用 且高剂量组更明显 ∀故宽叶缬草能有效对抗 °× 的点燃

作用 且有剂量依赖性 ∀同时发现 ∂ 能改变 转运

体 2 的表达而影响 的浓度 使之起抗癫作用 ∀

2 4  对肾脏的保护作用

年司晓芸等 ≈ 通过实验发现 高胆固醇血症大鼠

接受宽叶缬草治疗 周后 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较高

脂组明显下降 在血脂下降同时 尿蛋白和血肌酐也较高脂

组明显降低 证实宽叶缬草对高脂引起的肾损伤具有保护作

用 ∀其肾保护的作用机制之一可能是在有效降脂的基础上

抑制了肾组织内 × ƒ2Β 的表达 从而使细胞外基质产生减

少延缓了肾小球硬化的进程 ∀

2 5  调节血脂及抗脂质过氧化作用

胡昌兴 !张道斌等 ≈ 应用免疫损伤合并高胆固醇喂饲复

制家兔高脂血症模型 观察到宽叶缬草油有显著的调节血脂

的效果 ∀该实验的结果还表明宽叶缬草油能显著降低 ⁄

升高 ≥ ⁄∀因此可以推测宽叶缬草油可能是一种抗氧化剂 ∀

目前 疗效肯定的调节血脂药物较多 但因价格昂贵 国人很

难长期服用 ∀而且目前尚未见既有良好调节血脂效果又有扩

张冠状动脉 !改善心肌缺血的新型药物的报道 ∀宽叶缬草油

为天然纯中草药制剂 且资源丰富 毒副作用少 因此宽叶缬

草油是一种防治动脉粥样硬化及冠心病很有潜力的药物 ∀

2 6  对呼吸系统的作用

宽叶缬草挥发油有很强的抗实验性肺水肿作用 其疗效

优于消心痛与 2 与酚妥拉明相近 ∀它的抗水肿作用是

其强烈扩张小动 !静脉 改善微循环 显著降低心脏前 !后负

荷 增加心输出量 迅速扩张冠状动脉 增加冠状流量 有效

地改善心肌微循环灌注 从而大大改善了心肌缺血状态与舒

缩功能障碍 抗心律失常 镇静降低机体氧耗 减慢心律降低

心肌氧耗等综合影响的结果 ∀

3  结语

宽叶缬草这种传统的药用植物近来展示出广泛的药理

活性 其中对循环系统的作用得到大量生物学以及药理学实

验临床实践的检验 但由于其有效成分和作用机制尚不明

确 故无法进行宽叶缬草类制剂的深入研究 因此加强这两

方面的研究必将对系统的研究和开发中国丰富的宽叶缬草

资源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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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多糖抗肿瘤作用研究进展

姜建芳 王思平 何新军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药剂科 杭州

摘要 本文主要从多糖提高宿主免疫功能 对肿瘤细胞的直接作用以及其构效关系对中药多糖抗肿瘤作用研究进展作一

综述 ∀

关键词 中药多糖 抗肿瘤 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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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糖是一类广泛存在于高等植物 !真菌 !藻类 !细菌和动

物细胞膜上的生物大分子 是构成生命的四大基本物质之

一 ∀随着传统中药的多糖成分被分离和纯化 对它们的化学

结构 !理化性质 !药理功能以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

究 ∀研究表明 中药多糖具有免疫调节 !抗肿瘤 !抗炎 !抗病

毒 !抗氧化 !抗辐射 !降血糖 !降血脂 !保肝等多种功能 其中

中药多糖的免疫调节活性及抗肿瘤作用倍受关注 是中药多

糖研究的中心课题 现将近年来中药多糖抗肿瘤作用的研究

概况综述如下 ∀

1  增强宿主免疫功能而发挥抗肿瘤作用

1 1  活化巨噬细胞 5

5 是具有多种功能的重要免疫细胞 可通过处理抗原

和释放可溶性因子对免疫功能起重要的调节作用 ∀关于多

糖激活 5 的机制 目前尚未完全清楚 但绝大多数中药多

糖都能促进 5 的吞噬功能 ∀黎雪如 ≈ 的研究表明 枸杞多

糖能显著增加巨噬细胞 ≤ 和 ƒ 受体的数量和亲和力 从

而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王玲 ≈ 的研究表明 枸杞多糖

体外能促进巨噬细胞合成和释放 2 !× ƒ∀故多糖可能通

过激活巨噬细胞 合成释放单核因子 活化淋巴细胞 从而激

活对肿瘤细胞的免疫应答 ∀

1 2  活化 ×! 淋巴细胞

许多研究表明 多糖对 ≤ 活化的胸腺细胞有明显的

促增殖作用 周勇等 ≈ 的研究尚发现仙茅多糖对成熟的 ×细

胞有明显的促增殖作用 ∀香菇多糖是一种典型的 ×细胞激

活剂 可提高肿瘤患者 ≤⁄ ≤⁄ 比值而逆转免疫抑制状态

具有调节肿瘤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作用 ≈ ∀云芝多糖

°≥ 可增强 ×淋巴细胞的功能 并可治疗肿瘤本身或药物

所导致的 ×细胞功能下降 ∀在日本 °≥ 作为一种具有增强

免疫作用的生物调节剂 已被广泛用于临床 ∀

1 3  提高

细胞和 细胞的活性 细胞是生物体内天然存在

的非特异的免疫杀伤细胞 它在宿主的免疫监视功能中与

5 一起有着重要的作用 ∀螺旋藻多糖 ≥°° 的分子量约

⁄ ≥°°可提高不同病期的白血病患者 细胞活性

但不影响正常人 细胞活性 毒性试验表明 ≥°°对白血病

细胞无毒性作用 ≥°°作为生物反应调节剂用于白血病治疗

可提高 细胞活性 值得进一步研究开发应用 ≈ ∀杨海贤

等 ≈ 证明 黄芪多糖具有不同程度地提高存活 细胞的

体密度 !减少坏死 尤其是减少调亡细胞的体密度的作用 ∀

曹广文等 ≈ 研究表明枸杞多糖 ° 体内应用可显著增强

快速 活性 ∀

1 4  促有丝分裂作用

赵武述 ≈ 对 种植物中提取的 种多糖进行观察 发

现 种植物多糖均有促有丝分裂作用 大部分对有丝分裂

的反应尚有增强作用 ∀中药多糖的促有丝分裂作用机理是

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推测多糖可能在淋巴细胞上有自

己的受体外 凝集素与 °≥在淋巴细胞上有特异受体 近年

发现 云芝多糖 °≥ 在淋巴细胞上有相应的受体 ∀多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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