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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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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藏药系统中龙胆科苡药植物多用于肝、胆系统疾病的治疗。通过对龙胆科中的獐牙菜

属、扁蕾属、花锚属及龙胆属植物化学成分的综述可知,在苡药系统中,苡 医按药性区分的植

物与经典藏药材分类相一致 ,也与这些植物所含有的化学成分一致。同一种类的植物具有相

同或相似的化学成分 ,表明藏药的药性分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关键词 ;藏药 ;龙胆科植物 ;山阕类成分

藏药系统中人药的龙胆科植物有 50余种。主要用作清热解毒类药物 ,用于肝、胆系

统疾病治疗。自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对龙胆科中各类藏药植物的化学成分研究逐步增

多,同时,对各类药物中化合物的药效学研究亦逐步深人。现对青海产龙胆科中的獐牙菜

属、扁蕾属、花锚属及龙胆属中的化学成分研究 ,主要化合物的药理作用和有效成分的分

布作如下综述。为对这些药物的深度开发提供应用前景。

龙胆科藏药人药植物主要为
“
滴达

”
、
“
解吉

”
。治疗肝、胆疾病的藏药植物统称为

“
滴

达
”
。滴达又可分为 3类 :迦滴、哇滴、窝滴 ;窝滴又包括 6种 :松滴、赛尔滴、俄滴、桑滴、机

合滴、苟尔滴。藏药用于清热、消炎、解毒等病症的药物称为解吉 ,解吉分黑白2种。白的

称解吉嘎保 ,黑的称解吉那保。

桑滴类植物

在西藏及青海广大地区,桑滴人药植物主要为龙胆科獐牙菜属植物,亦泛称藏茵陈,

用于肝、胆系统疾病的治疗。该类植物性寒、味苦,具清热利湿,平肝利胆之功效。

1.川 西獐牙菜 (s叼r砌 ″osm沈 FmnCh.)

“
桑滴

”(藏语音译)人药植物之一。《晶珠本草》记载:桑滴味甘、苦、性温,可治并发风

· 中科院中组部
“
西部之光

”
人才培养计划及

“
九五

”
国家科技攻关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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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之胆病(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1991)。

从该种先后分离、鉴定了19种化学成分(丁经业等,1980;孙 洪发等,1981;孙 洪发等 ,

1991):8种游离山酮成分;6种 山酮甙;3种裂环烯醚萜 [甙吉龙甙(Amalogentin),龙胆苦

甙(Clentiopicr(心 ide)和獐牙菜苦甙 (swertianlarIn,)];1种 三萜酸 [齐墩果酸 (olmnotic

acid)];1种 黄酮甙[当药黄素(Swedisin)]。 其中 4种化合物为从该种分离、鉴定的新天

然产物。

齐墩果酸为抗肝炎 ,降 SGP「 的有效成分(T经业等,1980)。 裂环烯醚萜甙类成分有
苦补、健胃之功效(林启寿,1971)。

獐牙菜苦甙易被皮肤表面所吸收,分解后生成的甙元百金花 内酯 (E脚办

仰 ″绷 rz刀 ),可扩张毛细血管 ,激活和促进皮肤细胞酶系统 ,提高皮肤细胞生化功能 ,使

皮肤血流旺盛 ,提高皮肤机能,促进毛发生长(季宇彬 ,1995)。 这可能是日本诸多毛发生

长剂专利中使用
“
当药

”
类植物药的主要原因。

獐牙菜苦甙的另一重要生理活性是抑制离体回肠、子宫、胆驻平滑肌及胆管扩约肌的
自主节律性活动。具有明显的镇痛作用 ,其镇痛作用大于氨基比林 ,相当于吗啡或左旋四
氢巴马汀(梁居中等 ,1995)。 这是临床使用藏茵陈制剂治疗急性腹痛和急性胆褒炎、慢性
胆垂炎急性发作症的理论基础之一。

此外獐牙菜苦甙还具有中枢神经抑制及抗炎(季宇彬△995),退热、抗惊厥作用(宋万
亮末i,1986)。

獐牙菜苦甙制剂 496例临床观察表明:对胃肠道、胆道平滑肌痉挛性疼痛有显著解痉
作用 ,总有效率达 88,3%(季字彬 ,1995)。 所以獐牙菜苦甙是有进一步开发价值的资源
成分。

当药黄素及其异构体对四氯化碳引起的转氨酶升高有降低作用(宋万志,1986)。

山酮及山酮甙是川西獐牙菜中的主要化合物类群 ,芒果甙有利胆、强心、利尿及对中
枢神经兴奋作用(T经业等,1980)。 1.8一二羟基一3.7二甲氧基山围能抑制结核杆菌。

2,抱 茎 獐 牙 菜 (s出r砌 no犯 杨 ‘切刀口 H.smith)

与川西獐牙菜为同属同组 (0pllelia)同 系(R狙碾睡)植物。亦为
“
桑滴

”
人药植物之

一 ,在青海东部广大地区作为藏茵陈使用。从该种分离鉴定了 14种成分:7种 为游离山
酮(T经业等△982);2种 山酮甙和芒果甙;1种黄酮甙(当药黄素)及 1种三萜酸(齐墩果
酸);2种裂环烯醚萜甙(龙胆苦甙和吉龙甙 )。 其中 1种山阐甙为从该种分离、鉴定的新
天然产物。1,5,8ˉ三羟基一3-甲 氧基山酮为主要游离山酮,该化合物的 C1一位氧键葡萄糖
甙 ,当 药醇甙(swertianolin)为主要山阑甙。

l,3,5,8~四 氧代山围及其甙类有着较强的生理活性 :1,5,8-三羟基一3甲氧基山围 ,1,

8-二羟基一3,5ˉ二甲氧基山酮及其氧键葡萄糖甙 ,对中枢神经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宋万志 ,

1986)。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5,8-三羟基-3一甲氧基山酮是强 A型单胺氧化酶抑制剂 ,临

床上可用于优郁症的治疗。

3.二叶獐牙菜(swr沏 ;j`o切 Batal)

从该种的脂溶性部位分离、鉴定了 5种游离山田 ,这些山围的取代基类型均为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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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和 1`3,7,8一四氧代型(图 1),与獐牙菜属其他种的取代基类型一致。

几种獐牙菜中山酮类化合物的分布见表 1。

o

图 1 山自类化合物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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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植物名称

NaIne of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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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合滴类植物

《晶珠本草》记载 :机合滴味苦,解疮热及时疫热。
各地藏医多用龙胆科的湿生扁蕾做为机合滴人药。同时,也广泛使用龙胆科花锚及

肋柱花等属植物。

机合滴性寒 ,味苦 ,清肝利胆 ,清热解毒 ,祛湿 ,消炎愈疮 ;治疗急性黄疸性肝炎、急性
肾盂肾炎、流行性感冒、胆病引起的发烧及疮疖痈毒。

1.湿 生 扁 扌 (GeP,仂刀o`呐 p‘,J‘‘‘ios口 (Mmm)Ma)

日本学者报道 ,尼泊尔人称湿生扁蕾为
“
Upa” ,全草人药,镇 咳、止痛。现代药学研

究 ,湿生扁蕾制剂对治疗小儿腹泻及小儿秋季病毒性腹泻的疗效达 90%(张 宝琛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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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从湿生扁蕾中分离到 2种 1,3,7,8一 四氧取代型山围化合物;1种黄酮化合物 ,木犀草

素(Luteolin);及 熊果酸(Ur∞licacid),苯 甲酸 ,琥珀酸等(张宝琛等 ,1980)。

木犀草素具有多种生理活性 :抗菌 ,抗炎 ,免疫增强,可使动脉压增加而降低静脉压 ,

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对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有降低血胆固醇的作用。祛痰 ,解痉 ,抗癌

等(宋万志,1986)。

2.卯叶扁 曹 (Gm沏 n叩s峦 p‘,J9‘doso(Mmm)Ma Var, 0四 ro山△o耐四 )

卵叶偏蕾为湿生扁蕾的一变种 ,藏医将其归于机合滴类药物使用。从该变种中,分离

和鉴定了4种 1,3,7,8-四 氧取代山酮;1种山酮甙,1-0一樱草搪 7̄-羟基一3,8-二 甲氧基山

酮 ;β
一谷甾醇 ;熊果酸;齐墩果酸;胡萝 卜甙;青兰甙等 10种单体成分(张晓峰等,1988;

1992)。

β一谷甾醇是龙胆科植物中的一种广布成分 ,在各种中均有较高含量。β一谷甾醇可降

低胆固醇,其降血脂作用较安妥明好 ,其二氢化物降血脂作用更优 ;口 服 250mg/kg剂 量 ,

具有显著的镇咳作用 ;β
一谷甾醇对小鼠腺癌 715,Lewise肺 癌和大鼠瓦克癌瘤 256具有

活性。此外 ,β
一谷甾醇有抗慢性乙酸型胃溃疡活性(宋万志 ,1986)。

β一谷甾醇临床用于慢性气管炎有效率为 89.3%,显效率为 53,3%,止咳、祛痰、平喘

效果均较好。

用于高血脂症 ,血清胆固醇下降有效率为 81.4%,平 均下降值为 62.4± 8nlg(p(

0.001)。

用于治疗宫颈癌、皮肤癌及皮肤溃疡均有较好效果(宋万志 ,1986)。

3.细 有 扁 啻 (CemJIoP9opsjs hr况 的 Var.sJ口口
`:oC(IJ芦

H.X,Liu eX T,X.Ho)

该种也可归于机合滴类药物 ,从该种分离到 6种 山酮成分,4种游离山酮,2种 山酮

甙,取代类型与湿生扁蕾和卵叶扁酋一致。此外 ,还分离和鉴定了齐墩果酸 ,熊果酸和青

兰甙(Lut∞lo)(纪兰菊 1992a)。

青兰甙又称木樨草甙。具有止咳、祛痰、平喘作用;对心血管系统而言 ,青兰甙可降低

实验动物模型粥样硬化中硬甾醇的作用 ;大 鼠皮下注射有增强毛细血管的作用;对中枢神

经系统有缩短巴比妥所致的大鼠睡眠时间的作用(宋万志,1986)。

4,椭 叶 花 锚 (HoleP,加 dJjpJ四口 D,DOu)

椭叶花锚又称贾滴仁高玛(藏语译音 )。

从该种分离和鉴定了 10种游离山围 ,其中4种为新天然产物;3种新天然山围甙;齐

墩果酸;青兰甙 ;β 谷̄甾醇等 16种成分(胡伯林等,1984;孙洪发等 ,1983;1987)。

四种机合滴植物的山围类型及分布见表 2。

花锚中的总山酮甙对四氯化碳引起的肝损伤有修复作用 ,并能增加肝细胞内的糖元

及核糖核酸 (张 经明,1984)。 主要有效成分为花锚甙 (Halenlaside)和 去氧花锚甙

(Demethoxyhalenlaside)。 所以,以花锚为主药制成的治疗肝炎、急肝宁和乙肝宁药物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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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疗效是有着理论和实验根据的。

△ 2 花竹、扁0曰拉中中的山口化合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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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吉类植物

藏药解吉药物的人药植物为多种龙胆属植物。

《晶珠本草》记载:解吉嘎保可止血,消肿,清腑热,胆热,脉热,治麻风和毒热。解吉那

保燥黄水,消肿,治白喉及由此引起的喉阻塞,消 炎,清腑热和胆热,防除疠病。

1,麻 花 秦 艽 (Ce″泥口口 srn‘ImⅡ″印 Maxim)

麻花秦艽为解吉嘎保药物之一。从该种水溶部分主要分离和鉴定了二种单萜配糖

体 ,龙胆苦甙(Gentiopicr∞ ide)和 落干酸(Loganic洄 d)。 (纪兰菊等,1992b)

2,长 梗 龙 胆 (CePafto`:口 脚 JroJBjj Burk)

长梗龙胆也称长梗秦艽 ,为解吉那保人药植物之一。从该种提出物水溶部分主要分

离鉴定了龙胆昔甙和落于酸(纪兰菊等 ,1992b)。

龙胆苦甙在龙胆科植物中是一种广布成分。龙胆苦甙可直接促进胃液及游离盐酸分

泌增加。有苦补健胃作用。对疟原虫有较高毒性 ,可用于疟疾发热 ;对角又菜引起的大鼠

足趾水肿有抑制作用((宋万志,1986)。

3.乌 奴 龙 胆 (CerlrI‘ I刀口 口r″“J口 H.smith)

《晶珠本草》记载 :冈 嘎穹(乌奴龙胆)味苦 ,清热解毒,治血病、赤巴病、本保病引起的

出血、热痢。

冈嘎穹人药原植物为乌奴龙胆。化学成分预试验乌奴龙胆含有黄酮、鞣质、氨基酸、

有机酸 ,甾 醇、酚性物质。从甲醇提取物的水溶性成分中分离和鉴定了龙胆苦甙和落干酸

两种单萜环烯醚成分(纪兰菊 ,1992b)。

总  结

在藏药系统中龙胆科植物在青藏高原有较丰富的自然资源 ,尤其在清热解毒植物药

中,龙胆科植物占有较大比重 ,特别是龙胆属和獐牙菜属 ,有开发研究的潜力,从这些藏药

植物中,寻找用于治疗肝胆等疾患的药物及抗病毒药物 ,成功率较大。

山酮类、山酮甙类 ,单萜环烯醚萜类为龙胆科中分布的主要 3大类化合物。这些化合

物的生理活性较强 ,深人进行研究有可能开发出类别较高的、有意义的单体新药。如 :延

缓衰老药物及皮肤生长促进剂等。

滴达类藏药均以山酮类成分为主要类别的化合物。桑滴类药物以 1,3,5,8和 1,3,

7,8两种四氧代山酮为主,并富含裂环烯醚甙类成分 ,机合滴人药的扁蕾属植物以 1,3,7,

8四氧代型的山酮为主,不含苦味素成分 ;机合滴的另一种人药植物花锚稍有例外 ,山 酮

的取代类型为 1,2,3,5和 1,2,3,5,7型 ,也不含苦味素成分(表 2〉 ;解吉类龙胆属植物不

含或仅含微量的山酮成份 ,以苦味素成分为主。青藏高原龙胆科藏药植物成分的研究表

明,在藏药系统中,藏药的分类与植物分类 ,与 主要类别植物成分的关系相一致 ,表明藏药
·249 ·



的药性分类是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表明,各种类别的化合物与药性的关系也是藏药中需

要深人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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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ian plants mlled“ uda” in tradltioid TIbetan herb medlcines are mnsdv used as nlodianes to treat

d扫se of lver and gal1.“ ¤da” include汹 ny knds of Gentian planb strh as C.趾 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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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ld C,ge,2扌掖,,曰 .Thc chemical咖pou!lds of Centian plants are mmΥ n彪d in ths papcr.The

resd‘ show that the mne kInd of Cα ltian pla·lts have the,mlar ch蛔 cal mnpounds a!ld mdional effec‘
.

There is n()diferencc between the cl岱 1cal taxology s邺 tematic botany and the dasslfy mcthods of plants used

bv T1betan(utors accgrding to the nledionat effecos,· ∞ the Ttbetan medlone taxolog systσ mtic is

ren跏 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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