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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焦虑失眠等症状不 断困扰着现代人的正常生活
,

对于养心安神药的研究开发 日益迫切
。

酸枣仁是常用

的补肝
、

宁心
、

安神药
,

本文将对酸枣仁从资源
、

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
、

临床应 用等方面作一 综述
,

并对今后 的

进一 步研 究提 出几点 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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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酸枣 仁是 鼠李科 �� �� � �� ��
� 。 �植物酸枣

�� 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种子
。

具有补肝
、

宁心
、

敛汗
、

生津的

功效
,

是较为常用的镇静安眠中药
。

《神农本草经》

列为上品
,

《本草纲 目》列为本部类
,

《中药学》教科

书中列为养心安神药类
。

随着社会 的发展
,

人们工

作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
,

随之产生的焦虑
、

失眠等症

状也不断地困扰着人们的正常生活
,

对于养心安神

药的研究和开发就 日益迫切
。

因此本文就基于前人

大量的科研工作和详尽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酸枣

仁从资源
、

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
、

临床应用等方面作

一综述
,

并对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出几点思考
。

� 化学成分

资源

酸枣仁最早以
“

酸枣
”

之名收人《神农本草经》
,

以
“

酸枣仁
”

立项首见于《本草乘雅班褐》
。

在《中华

本草》中酸枣仁的名称有腻
、

棘
、

山枣
、

野枣等
。

其

原植物的拉丁名大多数学者同意用胡先啸先生组合

的学名 � � �� ���
� � � �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历史上酸枣仁 的原植物 曾在唐
、

宋之际发生过混乱
,

其中主流商品药材是酸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干燥成熟种子
,

与现在药用的酸枣仁来源一

致
。

酸枣仁主产于河北
、

陕西
、

辽宁
、

河南等地
,

内蒙

古
、

甘肃
、

山西
、

山东
、

安徽等地亦产 〔’〕
。

酸枣仁在

山东主产于蒙阴
、

平邑
、

青州
、

莱芜
、

历城
、

淄博等 ��

余个县市
,

是山东著名的道地药材之一 〔’〕
。

云南产

酸枣仁为鼠李科植物滇刺枣 �� �� 勿�
� � 、 � �� �� �。 。。

�� � �的干燥成熟种子
,

习称滇枣仁
,

理枣仁或缅枣

仁其药理作用与酸枣仁相同〔� 〕
。

但理枣仁 中总皂

昔及皂昔 � 的含量均低 于酸枣仁的 � 倍
。

文献报

道的伪品还有同科植物积棋子 � � � � � �� � � �� �� � � � � �

的种子
,

其根本不含酸枣仁皂昔 �
,

� 川
。

�
�

� 脂肪酸 酸枣仁中含大约 �� � 的脂肪油
。

油

中含有 � 种脂肪酸 �棕桐酸 �
�

�� �
、

硬脂酸 �
�

�� �
、

油酸 ��
�

�� �
、

亚油酸 � �
�

�� �
、

亚麻酸 �
�

�� �
、

花生

酸 �
�

� ��
、

花生烯酸 �
�

�� �
、

山芋酸 �
�

� �� � ‘�
。

可

皂化部分有 �� 个组分
,

其中鉴定了 �� 个化合物
�
己

酸甲醋 ��
� � � � � �

�
、

庚酸 甲醋 ��
� � , �

�
�

�
、

辛酸 甲醋

��
� � �� � �

�
、

壬酸 甲醋 ��
、。� �。� �

�
、

�
,

�
一

癸二烯醇
一

�

��
, 。� , � � �

、

癸酸 甲醋 ��
� , � � � � � �

、

十一烷酸 甲酚

��
, � � �� � � �

、

�
一

� 基
一

辛醇
一

� ��
, � � � � � �

�
、

十四烷酸 甲

酷 ��
, 。� 。。 � �

�
、

十五烷酸甲醋 ��
」。� � � � �

�
、

�
,

� �
一

十

八碳二烯 酸甲醋 ��
�。 � � � � �

�
、

�
一

十八 烷 烯酸 甲醋

��
、� � � � � � �

、

十八烷酸 甲醋 ��
�� � � � � �

�
、

�
,

��
,

� �
一

十

八碳三烯 酸甲醋 ��
, , � � � � � �

、

� �
一

二十烷烯酸 甲酷

��
� , � ��

�
,

�
、

二十一烷酸甲醋 ��
� � � � � � � �

、

二十烷酸

甲酷 ��
� , � � � � �

�
、

二十二烷酸甲醋 ��
� , � � 。 � � �

、

二十

三烷酸甲醋 ��
� � � � � � �

�
、

二 十四 烷酸 甲醋 ��
� , � 。。

� �

�
、

二十五烷酸甲醋 ��
�� � � � � �

�二十六烷酸 甲醋

��
�� � �� � � � �

’“
。

�
�
� 羽 扇豆烷型 三 花类化合物 白桦酷酸 ( he t

u-

linie aeid ) C
3。
H
4 :
O
。 ,

白桦醋醇 (b
etu tin ) C

3。
H

S 。
0

3 ,

美

洲 茶 酸 ( e
eanothie aeid )

,

麦 珠 子 酸 (
alPhitolie

acid ) [
6“。

2

.

3 达玛烷型 三 菇皂 普 酸枣仁皂昔 A
,

B 和 B ,

( j uj
u

b
o s

i d
e s

A
,

B

,

B
,

)
夏’〕酸枣仁皂昔 A

,

( j
u
j
u

b
a s

i d
e s

A
,

)

、

酸枣仁皂昔 C (juj
ubasides C )和乙酞酸枣仁皂

昔 B (
。e e t y l

j
u

一

b
a s

i d
e 。 B )

t名}
,

原酸枣仁皂昔 A (pro t
o-

juj ubo
sides A )

,

原酸枣仁皂 昔 B ( protoiuju
一

b
o s

i d
e s

B
) 和原酸枣仁皂昔 B

,

(
p ro

r
oj

u

j

u
b

o s
j d

e s
B

:

)
[ 9 〕。 从

酸枣叶中分离得到 的新皂昔
:
酸枣仁皂昔 I、 11

、

111

( j uj

u

b

a s a

p

o n
i
n s

x

、

1 1

、

x l l
) 和

ziziphin t’o 〕,

即 3
一

。
一

〔2
一

。
-

a 一

D

一

fu
e o

p y
r a n o s

y l

一

3

一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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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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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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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a n o s

y l

一

3

一

0

一

p

一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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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u eo p y ran o syl )
一
a

一

L

一
a r a

b i
n o

p y
r a n o s

y l 〕 j
ujub
oge-

nin:” 〕,

酸枣仁皂昔 Iv 、

V

、

V l
( j

u

j

u
b

a s a
p

o n
i
n s

I V

、

V

、

V l )

’Z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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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苗体化合物 胡萝 卜昔
敲6 〕。

2

.

5 生物碱 酸枣仁碱 (s
an
joinine ) A

、

B

、

D

、

E

、

F

、

G

, 、

G

Z 、

I

, 、

I

。 、

K

。

酸枣仁碱 A 即欧鼠李叶碱 (fra
ng“ -

fo l i
n e

)

,

碱 E 就是荷叶碱 (
nueife rine )

,

碱 Ia 就是原

荷叶碱 (
nornueife rine )

,

碱 Ib 就是 去 甲异 紫 董定

(
norrisoeory d ine )

,

碱 K 就是右旋的衡州乌药碱 (
eo-

elaurine )
,

N

一

甲基巴婆碱 (N
一

m
e t h y l

a s
i m i l

o
b i

n e

)

,

酸李

碱 (
zizy一p h

u s
i
n e

)

,

5

一

经 基
一

6

一

甲 氧 基 去 甲 阿 朴 啡

(
eaaverine ,

5

一

h y d
r o x

y
一

6

一

m
e
t h

o x
y

n o r a
p

o r
p h

一

i
n e

)

,

安 木

非宾碱 (
am ph ibine )

,

酸枣仁环肤 (
, a n

j

o
i
n e n

i
n 。

)
t ” 〕,

木兰花碱 (m agn
ofl orine )

。

2

.

6 黄 酮类 化合 物 斯皮诺素 (
sPinosin )

,

即 2
,‘,

O

一

p

一

g l
u c o s

y l
s w e r

t i
s
i
n

,

酸枣黄 素 (
zivulgari。

)
[
’‘飞 ,

6

, I) -

芥子酞斯皮诺 素 (6
’“ 一s

i
n a

p
o

y l
s p i

n o s
i
n

)

,

6

“, 一

阿魏 酞

斯皮诺素 (6
‘11 一

fe ru l
o

y l
s
p i

n o s
i
n

)

,

6

, ,‘一

对香豆酞斯皮诺

素 (6
”’一

p
一 e o u

m
a r o

y l
s
p i

n o s
i
n

)

,

当药素 (
sw ertisi。

)
〔‘5 3

,

6

,

8

一

二
一

碳葡萄糖基芹菜素 (vi c
eni n n )

,

芹菜素
一

6

一

C

-

仁(6
一

o

一

对经基苯甲酸 )
一

p

一

D

一

毗喃葡萄基 (l 一2)」
一

p

-

D

一

毗喃 葡 萄 糖 昔 厂
apigenin一6 一

C

一

仁(6
一

O

一
p

一

h y d
r o x

y

-

b
e n z o

y l
)

一

p

一

D

一

g l

u e o
p y

r a n o s
y l

(
l 、2 )〕

一

p

一

D

一

g l
u e o p y

r -

a n o s
i d

e 。

2. 7 酚酸化合物 阿魏酸〔川
。

2

.

8 氨基酸 天 门冬氨酸
,

苏氨酸
,

丝氨酸
,

谷氨

酸
,

脯氨酸
,

甘氨酸
,

丙氨酸
,

半胧氨酸
,

撷氨酸
,

异亮

氨酸
,

亮氨酸
,

酪氨酸
,

苯丙氨酸
,

组氨酸
,

蛋氨酸
,

赖

氨酸
,

精 氨 酸 等 17 种 氨 基 酸
,

总 含 量 可 达 到

2
·

7 4
%

厂

1 6 1
。

2

.

9 其他 成分 酸枣仁 中还含有钾
、

钠
、

钙
、

锌
、

铁
、

铜
、

锰
「’7 几 、

镍
、

硒
,

钥
。

还含大量的 CA M P
,

最高可

达 soo
nm ol / g ,

是 已报道 的含 cA M P 高等植物 中的

10 倍
‘了〕。

维生素 c 及植物街醇和酸枣多糖 t
4, 飞。

3 药理作用

3
.
1 酸枣仁水煎剂 的药理作 用 酸枣仁水煎液应

用 H P Lc 一

电化学检测器观察小鼠脑组织中单胺类神

经递质及其代谢物含量 的变化
。

结果显示
:
酸枣仁

水煎液可降低多巴胺和 3
,

4

一

二经基苯 乙酸的含量
,

这说明酸枣仁水煎液可能是通过降低单胺类神经递

质使中枢神经产生 镇静 的作用
〔’9 。

酸枣仁水溶液

灌胃可使大 鼠慢波睡眠深睡的平均 时间明显 增加

( + 116
.
3% )

,

深睡的发作频率亦增加 (
+ 89

.
0% )

,

每次发作的持续时间亦趋延长 ( + 31
.
6 % )

,

慢波睡

眠的脑电波幅度明显增大
。

频率变慢
,

每天总睡眠

量增加 ( + 26
.
0 % )

,

总睡眠的每次发作持续时间延

长 ( 十 95
.
6 % )

。

但总睡眠发作频率减少 (
一
36

.
0 % )

。

对慢波睡眠中的浅睡阶段和快波睡眠无 明显影 响
,

主要影响慢波睡眠的深睡阶段 〔’“〕。

腹腔注射酸枣

仁水溶性有效成分 52
,

和 52 2(2 0m g/k g体重 )均可

使大鼠觉醒时间减少
,

总睡眠时间和慢波睡眠深睡

期明显增多
,

而对快波睡眠无明显影响
「” 〕

。

采用跳台法及复杂水迷宫法观察酸枣仁水煎剂

对记忆获得障碍
、

记忆再现障碍小 鼠及正常小鼠学

习记忆能力的影响
。

结果发现酸枣仁可缩短正常小

鼠在复杂水迷宫内由起点抵达终点 的时间
,

减少错

误次数
,

延长记忆获得 障碍及记忆再现障碍模型小

鼠的首次错误 出现时间
,

减少错误发生率
。

因此酸

枣仁可显著改善小 鼠学习记忆能力 〔”; 。

3

.

2 酸枣仁 总皂普 的 药理 活 性 酸枣仁 总皂昔

64 m g/k g 连续 20 d 腹膜 内注射
,

明显降低 正常大 鼠

血清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
一

胆固醇 (L D L
一

C
)

,

显

著升高高密度脂蛋 白
一

胆固醇 (H D L
一

C
) 和高密度脂

蛋白
一

胆固醇第二亚组分 (H D LZ
一

C
)

,

也能显著降低

高脂饲养 大 鼠的血清甘 油三脂
,

升高 H D LZ
一

c
卜” 〕

。

酸枣仁总皂昔通过降低血脂和调理血浆脂蛋 白对动

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2‘了。

酸枣仁总皂昔抗大 鼠心肌缺血
,

保护缺氧心肌

细胞的作用
,

万印华等研究发现这可能与其清除脂

质过氧化物及抗 c a
Z‘
超载有关 〔2, 3

。

酸枣仁总皂昔

能剂量依赖性 的减少温 育后兔肝 匀浆 M D A 含量
,

升高 so D 活性 〔’‘〕
。

酸枣仁总皂昔 33 林g/ m L 明显对

抗缺氧
、

缺糖
、

氯丙 嗦及丝裂霉素 C 对 大鼠心肌细

胞释放乳酸脱氢酶的作用
” 〕。

郭胜民等研究发现酸枣仁总皂昔能够
:
减少小

鼠自发活动
,

协同戊巴 比妥钠的中枢抑制作用
,

拮抗

苯丙胺的中枢兴奋作用
。

其中枢抑制作用成一定 的

剂量依赖性
犷23 〕。

采用抖笼换能器法
、

玻板倾斜法 以

及翻正反射法测定酸枣仁皂昔对正常小鼠及大鼠的

镇静
、

协调运动和催眠作用
。

结果显示酸枣仁皂昔

高
、

中
、

低剂量组能明显抑制正常小 鼠的活动次数
,

抑制苯丙胺的中枢兴奋作用
,

降低大 鼠的协调运动
,

明显延长戊巴 比妥钠阑剂量的小鼠睡眠时间以及增

加戊巴 比妥钠阂下催眠剂量的入睡动物数 〔’”〕
。

酸枣仁 总皂 昔 能减 少 缺 血脑 组织 含 水 量及

M D A 含量
,

使脑组织中 SO D
,

C K 及 LD H 活性增高
,

乳酸含量下降
,

脑神经细胞损害减轻
,

对缺血性脑损

伤具有保护作用
〔’。〕

。

此外
,

不同剂量的酸枣仁总皂昔水溶液对原发

性高血压大鼠 (S H R )血压均有 明显 的降低作用 (尸

< 0
·

0 1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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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酸枣仁皂普 A
、

B 的药理活性 酸枣仁总昔是

酸枣仁的主要有效成分
,

其 中主要含有酸枣仁皂昔

A ,

B[

” 〕
。

现代研究表 明
,

酸枣仁皂营 A
,

B 可提 高

so D 的活性
,

具有抗脂质过氧化作用 [
’6」 ,

抗心肌缺

血 !”了
,

可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和发展 〔’“〕
,

对缺

血性脑损伤有保护作用
[” 〕。 王雁萍等运用 体外培

养兔血管平滑肌细胞的方法
,

研究酸枣仁皂昔 A 对

细胞增殖及 51
5
基因表达的影响

,

发现酸枣仁皂营 A

( 180 m g/ L5 80 m g/ L) 具 有抑 制 巨 噬细 胞条 件培 养

液
,

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
,

R N A 合成及
51。 基因表达

的作用
。

这说 明酸枣仁皂昔 A 抗 动脉粥样硬化作

用可能与其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过度增殖有关「” 了
。

另外酸枣仁皂昔 A 是 c
aM 的天然拮抗剂〔’‘〕

。

吴树

勋等人认为酸枣仁皂营 A 对中枢系统无抑制作用
,

却与苯丙胺有协 同作用 〔”了
。

但封洲燕等人通过离

体脑片管流和在体脑室注射等试验发现酸枣仁皂昔

A 具有一定的中枢神经系统抑制作用
,

但不对抗戊

四氮所致的动物惊厥
〔’‘〕

。

酸枣仁皂昔 A 及 B 为其

镇静催眠的有效成分之一 〔”;
。

3

.

4 酸枣仁油的 药理 作用 酸枣仁油可明显降低

鹤鹑总胆固醇 (T C )
、

低密度脂蛋 白(L D L) 和甘油三

酷 (TG )水平
,

升高 H D L
一

L D L 比值
,

切片检查发现明

显减少心瓣膜和心内膜疏松增厚
,

减轻肝脂肪变性
,

并能明显抑制二磷酸腺昔诱导的大鼠血小板聚集反

应 以及对艾氏腹水瘤小鼠有明显抗肿瘤作用 题’8 1
。

赵求贤等利用浮动法和落砂法研究了酸枣仁油

剂对小鼠自主活动的影响
,

结果表 明酸枣仁油乳剂

在 1
.
4 m L/k g 或 0

.
35 m L/ kg 灌 胃给药

,

每天 2 次
,

连

续 3d
,

可使小 鼠自主活动减少 ;酸枣仁油乳剂与戊

巴 比妥钠合用
,

可延长小 鼠的睡眠时间
。

提示酸枣

仁油可能是酸枣仁镇静催眠作用的有效成分
L’9 ] 。

3

.

5 酸枣仁中氛基酸的药理作用 酸枣仁抗烧伤

的有效部位中含有较丰富的谷氨酸和多种中性氨基

酸
,

谷氨酸在脱梭酶的作用下变成 丫氨基丁酸
,

而

丫氨基丁酸和中性氨基酸对中枢神经系统均有抑制

作用
,

另外
,

酸枣仁中含有黄酮昔及三菇皂昔等具有

镇静作用成分
。

因此
,

酸枣仁对烫伤休克的保护作

用
,

可能是酸枣仁滋补营养作用和抑制中枢神经的

综合结果 [
’6 〕。

3 6 酸 枣仁 多糖免 疫增 强 作 用 酸 枣 仁 多糖

0
.
1g/ kg 灌 胃

,

连续 16 天
,

明显增加小 鼠溶血素抗

体水平及促进小鼠淋巴细胞转化
,

对抗
‘o
c
。 照射小

鼠白细胞数量 的减少及加速对注射 的碳粒廓清作

用 [
‘。〕。

3

.

7 其它 连续服用酸枣仁 6d
,

小鼠睡眠逐渐变

浅
,

维持时间也缩短
,

至第 6 天时已不能在相同剂量

下使动物进人睡眠
,

提示长期连续应用时可出现耐

受性
,

但与异戊巴比妥无交叉耐受
,

所形成的耐受性

在停药 1星期后即可消除
〔‘, )

。

酸枣仁中的总黄酮有镇静作用 〔‘,

几酸枣仁中的

总生物碱亦具有镇静作用
。

因此
,

真正的镇静活性

物质仍然有争议
。

4 临床应用

酸枣仁以复方制剂的形式在临床中的应用范围

很广
。

用于治疗失眠的复方有酸枣仁汤
、

复方酸枣

仁安神胶囊
、

安眠散
、

百合地黄汤
、

眠得安煎剂
、

安神

汤
、

苦参酸枣仁汤
、

酸枣仁合剂等
。

促进学习记忆的

复方有酸枣仁汤
、

酸枣仁合剂等
。

治疗神经衰弱的

复方有加味酸枣仁汤
、

益气养血安神 汤
、

酸枣仁合

剂
、

酸枣仁汤等
。

治疗心血管方面的复方有养心安

神汤
、

复律汤
、

定悸汤
、

枣地归麻汤
、

益气化痰汤
、

酸

枣仁汤
、

酸枣仁汤加味等
。

酸枣仁从五代开始 即有
“

睡多生使
,

不得 睡炒

熟
”

的记载
,

但研究证实
,

酸枣仁生
、

熟皆有明显镇

静催眠作用
,

二者并无差别
。

作为镇静催眠作用的

成分有两类
,

即酸枣仁皂昔和黄酮昔类对生熟两种

酸枣仁进行化学成分比较 t
4, , ,

两者的有效成分也基

本没有质的变化
。

我国临床应用酸枣仁通常有 3 种

方法
:
炒用

、

生用
、

生炒各半用
。

虽然生
、

炒酸枣仁均

可供临床应用
,

但王健等 〔“ 〕认为以炒酸枣仁应用为

佳
。

因为炒酸枣仁中酸枣仁总皂昔的含量明显高于

生酸枣仁
,

其中酸枣仁皂昔 A 的含量差别较大
,

酸

枣仁皂昔 B 的含量差别较小
,

这说明炒酸枣仁中酸

枣仁皂昔易于煎提
。

酸枣仁炒制也未引起油脂
,

皂

普和黄酮等各类化合物质的变化
,

但却使总黄酮 的

含量有所增加
,

从这一点来说炒制是有必要的
咚, 。

5 思考与建议

通过查阅大量国内外关于酸枣仁的文献报道发

现
:
近年来的资料与文献多仅限于酸枣仁道地药材

与其伪品的鉴别
,

药材的品种及生药鉴定资料缺乏
,

也没有完整的生药学质量标准 ;理化分析及有效成

分的含量测定方法仅散见于文献中
,

缺乏验证
,

在中

国药典中也是一项空 白;国内对化学成分研究不是

很深人
,

国外更多是根据某一活性模型追踪分离某

一类物质
,

分得了许多新化合物
,

但真正的系统分离

还不多见 ;明确的构效关系
,

量效关系
,

谱效关系也

是一项空白
。

因此笔者认为应该逐步做好以下几件

事情
。

¹ 规范种植
,

建立符合 GA P 的生产基地
,

实

行 SO P 操作规程
。

º 根据药理药效确定其药用活

性
,

并建立指纹图谱和质量标准
。

» 进行更加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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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学成分的分离与鉴定 ;¼ 建立合适的药理模型
,

追踪分离活性单体化合物或有效部位
。

科学技术和

实验条件的飞速发展
,

人们对酸枣仁将会有更深人

的认识
,

其研究开发前景也必将更加广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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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综述 田 基黄 (又名地耳草)的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及临床用注射液的研 究和进展
。

方法 :根据国

内外文献进行归纳
、

综述
。

结果 :田基黄的化学成分中已有近 50 种的化合物 被提取分离
。

药理 学方 面研 究

证明
:田 基黄具有抑 菌作用

,

保肝作用
,

抑制肿瘤作用
,

对心血管系统作用 等
。

在现代临床研究中
,

田 基黄提

炼制成针剂用 于临床治 疗急
、

慢性肝炎等
。

结论 :田基黄中含有多种化学成分
,

需进一 步开发其活性成分并

深入研究药理作用机制
。

关键词 田 基黄 ;化 学成分 ;肝 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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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载于《生

草药性备要》
,

《植物名实图考》
,

称地耳草
,

为藤黄

科植 物地耳 草全草
。

原植物 地耳草 枉夕夕er icu m ja
-

尸on ieu m T h u m b
. ex M u rray

,

生于 田野较湿润处
,

广布

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地
,

主产于江西
、

福建
、

广东
、

广西
、

四川
、

贵州等地〔‘了
。

1 化学成分

《中华本草》记载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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