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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艽( Radix Gentianae Macrophyllae) 为龙胆科龙胆属多

年 生 草 本 植 物 秦 艽( Gentiana macrophylla Pal1) 、麻 花 秦 艽

( Gentiana straminea Maxim) 、粗 茎 秦 艽( Gentiana crassicaulis

Duthieex Burk) 和小秦艽( Gentiana dahurica Fisch) 的干燥根[1]。

该 组 植 物 全 世 界 约 20 种 , 我 国 有 17 种 , 药 用 的 有 12 种 ,

《中国药典》2005 年版将秦艽、麻花秦艽、粗茎秦艽和小 秦

艽 4 种植物收载为中药秦艽的基原植物 , 以根入药。《晶珠

本草》记载其味苦、平 , 列为中品 , 具有清热利胆、舒筋止痛

的功效, 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肺结核、低热盗汗、黄疸型肝

炎等症[2]。笔者对秦艽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研究作了综述。

1 化学成分

1.1 主要成分 文献报道 , 秦艽 4 种基原植物根主要含有

大量的裂环烯醚萜甙类: 龙胆苦苷( gentiopic roside) [3- 5]、当药

苦苷( swerta marin) 、当药苷( sweroside) [6]。其根中还含有大

量龙胆碱。郭亚健等的研究表明 , 秦艽根主要含有龙胆苦

苷 , 本身不含生物碱 , 在提取分离过程中使用氨水 , 使得化

学很不稳定的龙胆苦苷( 裂环烯醚萜类) 与氨水反应 , 形成

矫作物( artifacts) : 秦艽碱甲素( 龙胆碱) 、秦艽碱乙素( 龙胆

次碱) 及秦艽碱丙素( 龙胆醛碱) 等[7]。所以在早期的文献中 ,

均以生物碱作为秦艽药材的主要成分 , 到目前生物碱仍被

作为秦艽的主要质量标准控制成分之一[8]。秦艽主要药理活

性成分为龙胆苦苷、龙胆碱, 其结构式见图 1。

1.2 其他成分 藤嘉和等从秦艽类 植 物 氯 仿 提 取 液 部 分

分离出除龙胆苦苷外的 7 种结晶 , 对其中 6 种进行元素及

各种光谱分析 , 鉴定为褐煤酸、褐煤酸甲酯、α!香树醛、栎瘿

酸、β!谷甾醇!β!D!葡萄糖苷、β!谷甾醇[9]。刘艳红等从秦艽类

植物甲醇提取物的水溶性部分分离到秦艽苷 A, 哈巴苷以

及 2 个甾醇苷 , 胡萝卜苷和谷甾醇!3!O!龙胆糖苷 , 其中秦艽

苷 A 是 1 个新裂环烯醚萜苷[10]。纪兰菊等从麻花秦艽的甲

醇提取物水溶液中部分分离出落干酸 [11]。马玉花等对麻花

秦艽全草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 , 从甲醇提取物中分离出

了异荭草苷 , 但未在麻花秦艽的根部测出异荭草苷[12]。杨婕

等从小秦艽的氯仿提取物中首次分离到了 3 个化合物 , 分

别为 : 3, 4!二羟基!8!甲基!1H!吡喃[3.4!c]吡啶!1!醇、苯甲酰

胺和谷甾醇[8]。秦艽根中还含有挥发油、糖类 [13]等。另据报

道 , 从秦艽开花期间的地上部分还分离获得了 homoorientin

( 异荭草素) 等[1]。

2 药理作用

2.1 抗炎作用 腹腔注射( ig) 龙胆苦苷 0.6 g/kg 能明显对

抗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廓肿胀 ; 抑制角叉菜胶所致的大鼠

后足跖肿胀反应 , 加速炎症反应的消退 ; 抑制冰醋酸所致腹

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龙胆苦苷能对抗酵母多糖 A 所致

大鼠足跖肿胀 , 并且呈显著量效关系。但 ig 龙胆苦苷对制

霉菌素所致大鼠足跖肿胀并无明显抑制作用 [14]。西藏地产

藏药大叶秦艽乙醇提取物( 石油醚脱脂) 组分能明显缩小阿

司匹林及乙醇诱导大鼠胃溃疡模型的溃疡面积 , 大剂量有

减少胃液总量作用和胃蛋白总量分泌作用 , 与对照组相比

有显著性差异[15]。落干酸具有一定的抗炎活性 , 对角叉菜胶

引起的小鼠脚肿胀和十四烷佛波醇乙酯引起的小鼠耳肿胀

抑制率达 44.4 %[16]。临床研究表明 , 秦艽汤加减治疗类风湿

性关节炎具有很好的疗效, 且副作用小[17]。另外运用秦艽汤

保留灌肠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和运用异功散合秦艽丸治疗异

位性皮炎都起到了很好的疗效[18- 19]。秦艽抗炎作用的机理是

通过兴奋肾上腺皮质而实现的, 它是通过神经系统以刺激垂

体 , 促使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加而达到抗炎作用的[2]。秦

艽对小鼠胸 腺 淋 巴 细 胞 和 脾 脏 淋巴 细 胞 的 增 殖 有 抑 制 作

用 , 对环氧酶!1( COX!1) 和氧化酶!2( COX!2) 有不同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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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秦艽祛风湿的部分机理可能是由于其抑制淋巴细胞

增殖和环氧酶介导[20]。

2.2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 秦艽煎液具有镇静、镇痛、解

热及抑制反射性肠液分泌的作用。秦艽小剂量灌服或腹腔

注射时对大鼠和小鼠有镇静作用 , 还能增强戊巴比妥钠的

催眠作用, 但较大剂量( 腹腔注射 364 mg/kg 以上) 时则有中

枢兴奋作用 , 最后导致试验鼠麻痹而死亡 [21]。另据报道 , 秦

艽较小剂量注射给药时 , 能抑制狗肠瘘因灌注氯化亚汞所

引起的反射性肠液分泌 , 即抑制了狗的神经系统 , 这种抑制

作用随着剂量的增大而加强。秦艽碱甲能明显提高痛阈, 具

有镇痛作用。光热刺激法试验表明 , 秦艽碱甲能提高大鼠的

痛阈 , 但作用时间短暂 , 腹腔注射秦艽碱甲 90 mg/kg 20 min

后, 大鼠痛阈比给药前提高 47 %, 但 40 min 后作用即消失[22]。

热板法试验研究表明 , 秦艽碱甲对小鼠有镇痛作用 , 如与天

仙子、延胡索、草乌等配伍 , 可使镇痛作用增强 , 作用时间延

长 ; 但与吗啡合用时 , 无相互增强作用[22]。秦艽提取物当药

苦苷具有抑制中枢神经及抗炎、退热、抗惊厥作用[23]。

2.3 对免疫系统的作用 秦艽碱甲具 有 抗 过 敏 性 休 克 和

抗组织胺作用。给兔腹腔注射秦艽碱甲 90 mg/kg, 能明显减

轻蛋清所致的过敏性休克症状 , 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同样

剂量给豚鼠腹腔注射亦能明显地减轻组织胺喷雾引起的哮

喘及抽搐, 且能对抗组胺等引起的离体豚鼠回肠平滑肌的

收缩[6]。有学者将秦艽等 21 种中药制成水煎剂 , 喂服实验小

鼠 30 g/kg, 口服 7 日 , 观察了 21 种中药对正常小鼠免疫功

能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 秦艽能明显降低小鼠的胸腺指数 ,

且显示中药免疫药理作用可能是多方面的[1]。

2.4 保肝作用 秦艽提取物龙胆苦苷( gentiopicroside, GPS)

对化学性及免疫性肝损伤有明显保护作用。GPS 可明显降

低 CCl4、TAA( thioethanolamine) , D!Gal 急性肝损伤 , CCl4 慢

性肝损伤及豚鼠同种免疫性肝损伤动物的血清转氨酶 , 能

不同程度地减轻肝组织的片状坏死、肿胀及脂肪变性 , 且可

促进肝脏的蛋白质合成 [24]。ig 龙胆苦苷后能明显降低 CCl4

急性肝损伤小鼠血清 ALT、AST 水平 , 并且能够增加肝组织

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力 , 大鼠胆流量明显增加 , 胆汁中

胆红素浓度提高[25]。徐丽华等通过试验发现 , 龙胆苦苷的保

肝机制可能为: 保护肝细胞膜 , 抑制在肝脏发生的特异性免

疫反应 , 促进吞噬功能及在肝损伤状态下刺激肝药酶的活

性 , 加强对异物的代谢和处理等[26]。Kondo Y 等通过试验表

明 , 龙胆苦苷对化学性( CCl4) 和免疫性( BCG/LPS) 诱导的肝

损伤具有抑制作用 , 前者通过抑制 CC14 引起血清中转氨酶

含量的升高 , 后者通过抑制血清中 TNF( 肿瘤坏死因子) 的

产生 , 而发挥抑制肝炎的作用 [27]。有研究表明 , 龙胆苦苷对

肝癌患者有保护作用 , 对人体肝细胞瘤的 Hep3 细胞会产生

细胞毒素作用[28]。

2.5 抗氧化作用 秦艽的甲醇和酸水 提 取 物 及 主 要 活 性

成分龙胆苦苷清除自由基能力显著 , 龙胆苦苷标准品浓度

在 0.25～10.00 g/L, 清除·OH 自由基能力随浓度的增加呈增

长趋势 , 达 40.74 %～87.03 %[29]。有研究表明 , 龙胆苦苷抗氧

化活性的 RC50 为 7.5×10- 2 mg/ml[30]。

2.6 对血糖的影响 秦艽碱甲对大鼠 和 小 鼠 均 有 升 高 血

糖的作用, 腹腔注射龙胆碱甲 30 min 后血糖升高 , 持续 3 h,

且升高作用与剂量成正相关 , 在血糖升高的同时 , 肝糖原明

显降低。切除动物肾上腺则升血糖作用消失[21]。

2.7 对心脏和血压的影响 静脉注射秦艽碱甲, 可引起麻醉

兔、犬的血压下降 , 同时使其心率减慢 , 作用因剂量增加而

增强 , 但仅持续 2～10 min 即消失 , 降压作用无快速耐受 现

象。切断迷走神经或静脉注射阿托品均不能阻断其降压效

果, 表明降压与迷走神经无关。由于秦艽碱甲有较强的心脏

抑制作用 , 故推测其降压作用的机制可能是对心脏的直接

抑制作用[31]。

2.8 其他作用 家兔利尿试验证明 , 口服秦艽煎剂有利尿

作用 , 尿量增加显著 , 无不良反应且可促进尿酸排泄 , 减少

代谢产物的沉淀[32]。秦艽碱甲有使大鼠肾上腺内的维生素 C

含量显著降低的作用 , 剂量愈大降低愈多 , 但在摘除垂体或

在戊巴比妥钠麻醉的情况下这种作用消失[21]。文献报道日

本学者研究发现 , 经胃瘘管注入龙胆苦苷可使胃液中游离

酸及总酸度升高, 表明龙胆苦苷有健胃作用[21, 33]。龙胆根的

甲醇提取物对不同胃损害的保护作用研究表明 , 口服和十

二指肠灌注都能显著保护由阿司匹林和幽门结扎所致、水

浸抑制压力所致、乙醇引起胃黏膜损害所致的急性胃溃疡[34]。

龙胆苦苷能显著降低离体豚鼠回肠的自主收缩功能。其抑

制作用可能是通过阻滞 Ca2+内流而产生收缩抑制 , 也可能

通过抑制钙调素等 Ca2+结合蛋白而发挥作用[35]。秦艽酸浸液

体外试验表明其有抗微生物作用[1]。

3 展望

秦艽具有抗炎、调节中枢系统、调节免疫系统、保肝、抗

氧化、升血糖 等 广 泛 的 药理 活 性 , 但 近 年 来 关 于 秦 艽新 的

药理作用及其分子药理作用的研究很少。目前应进一步研

究秦艽的系统化学成分、药理、毒理和适应症 , 提高其利用

价值。秦艽主产于甘肃、青海、陕西、四川等西部各省 , 但由

于人们乱采滥挖 , 秦艽野生资源面临枯竭 , 研究者加强了对

其药用植物的研究, 以期扩大药用资源。进行细胞组织培养

和大面积的人工引种栽培成为保护该药用植物资源的一项

可行措施, 可以初步代替野生种入药 , 但需对其有效成分含

量进行控制。然而有关该植物组织与细胞培养以及其生产

过程方面的研究却不够成熟。此外, 有关该植物栽培品种及

其品质道地性方面的研究也亟待加强 , 以便为更好地开发

利用该植物资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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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稳定性试验 RSD=3.3 %, 供试品溶液在 6 h 内基本稳

定 , 在 0~3 h 内很稳定, 3 h 后稍有下降的趋势。说明仪器稳

定性良好。

2.4 供试样品的测定( 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 , 黄芪及其

炮制品中水溶性糖含量依次为 : 生品>米制>酒制>盐制>炒

制>盐麸制 , 生品的含量最高。而还原性糖含量依次为 : 生

品>米制>酒制>盐制>炒制>盐麸制 , 生品的含量最高。黄芪

炮制后其多糖含量均比生黄芪高 , 多糖含量依次为 : 酒制>

盐制>炒制>米制>盐麸制>生品 , 酒制最高。

3 结论与讨论

该试验结果表明 , 黄芪及其炮制品中水溶性糖含量依

次为 : 生品>米制>酒制>盐制>炒制>盐麸制 , 生品的含量最

高。而还原性糖依次为: 生品>米制>酒制>盐制>炒制>盐麸

制 , 生品的含量最高。黄芪炮制后其多糖含量均比生黄芪

高, 多糖含量依次为: 酒制>盐制>炒制>米制>盐麸制>生品 ,

酒制最高。由此可见, 黄芪炮制后水溶性糖和还原性糖的含

量均减低, 而黄芪炮制后其多糖含量均比生黄芪高。

苯酚- 硫酸法测定是在浓硫酸的作用下 , 脱水生成的糠

醛能与苯酚综合成一种橙红色的红色化合物, 在 10~100 mg

范围内其颜色深浅与糖的含量呈正比 , 且在 490 nm 波长处

有最大吸收峰, 故可用比色法在该波长进行测定。测定时基

本不受蛋白质存在的影响, 且产生的颜色可稳定 160 min 以

上[5]。在稳定试验中不同显色时间对测定结果有影响 , 所以

最好控制在 60 min 内完成。在生产中用苯酚- 硫酸法测定黄

芪中含糖量 , 对于黄芪多糖制剂的质量控制起到了一定的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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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规范———数字

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各种计数和计量 , 均用阿拉伯数字。年份不能简写 , 如 1990 年不能写成 90

年 , 文中避免出现“去年”、“今年”等写法。小于 1 的小数点前的零不能省略 , 如 0.245 6 不能写成.245 6。小数点前或

后超过 4 位数( 含 4 位数) , 从小数点向左右每 3 位空半格 , 不用“, ”隔开。如 18 072.235 71。尾数多的( 5 位以上) 的

数字和小数点后位数多的小数, 宜采用×10n( n 为正负整数) 的写法。数字应正确地写出有效数字 , 任何一个数字, 只

允许最后一位存在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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