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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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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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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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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主要的化学成分 为
:
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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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药理作用

Sdrothalln

, 朋IPso n一。ne 日〔2 夕R !

产尹~
、

么、

)

、、

人

田基黄系我 国传统 中药
,

味苦
、

甜
,

性平 ;治酒

病
、

消肿胀
,

解蛊毒
、

散恶疮等症
。

田基黄的主要药

理作用有如下几个方面 :

2
.
1 抗肿瘤作 用 金辉喜

L” 一

等采用 M T T 法证实

了田基黄对人舌 癌细胞 株 TSC C
a
有 明显 的杀伤作

用
,

并且
.
随药物浓度的增加

,

其杀伤能力增强
,

当药

物浓度达 到 200 m g/ m L 时
,

对癌细 胞抑制率 接近

100 %
。

经超微结构观察发现
,

田基黄主要是干扰癌

细胞内线粒体和粗面内质网
。

而线粒体是细胞有氧

呼吸的基地和供能场所
,

细胞生命活动中所需能量

约有 95% 来 自线粒体 ;粗面内质 网是合成 内源性蛋

白质的基地
。

当细胞内线粒体和粗面内质网受到严

重干扰后细胞就无法生存而死亡
。

这可能是 田基黄

具有抗癌活性的原因
’“〕。

2

.

2 免 疫作用 周小玲
’7

等应用免疫学细胞技术

研究田基黄对大 鼠呼吸道及全身免疫功能的影响
。

结果发 现 田 基 黄能 明显 提 高外 周血 中性 粒 细胞

(P M N )吞噬率(75
.
2 士 3

.
9

,

8 3

.

5
, 5

.
1

,

尸 < 0 0 0 1 )

及 T 淋巴细胞百分率 (64
.
8 士 5

.
4

,

72

.

2
, 3

.
1

,

尸 <

0
.
0 0 1 )

;提高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B A L F )中 T 淋巴细

胞百分率 (60 4 士 6
.
3

,

6 8

.

8
土 1 6

.
5

,

P
<

0

.

0 1
)

; 对呼

吸道局部免疫功能也有一定影响
。

说明田基黄能提

高大鼠全身的特异性和非特异性细胞免疫功能
。

试

验结果证明田基黄能作用于机体的免疫器官和免疫

细胞
,

促进 T 淋巴细胞的分化与成熟
,

从而增强机体

的特异性细胞免疫和免疫调节作用 ;田基黄还能增

强中性粒细胞的吞噬杀菌功能
,

从而提高机体抗细

菌感染能力 ;但 田基黄对 T 淋巴细胞分泌 白细胞移

行抑制因子的作用不明显
。

田基黄的免疫效应机制

目前 尚 不很 清楚
,

有 待 进 一 步 从 分子 水 平 去 研

究
一

’6 飞 。

2

.

3 抑菌作用 田基黄对正常组织 细胞无毒副作

用
,

并有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
,

其中提取的乙素对金

黄色葡萄球菌
、

猪霍乱杆菌
、

牛型结核杆菌
、

链球菌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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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杆菌
、

肺炎双球菌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

尤其是对牛型结核杆菌敏感作用明显
。

田基黄煎剂

对伤寒
,

副伤寒有抑制作用
,

最低抑菌浓度为 2
.
5 %

一 2 0 % 之间
。

S
a
ro

t h
r a

l
e n

A

、

B 对金 黄色葡萄球菌
、

蜡样芽胞杆菌和偌卡氏菌有显著抑制作用 f
“ 〕

。

2

.

4 保肝作用 田基黄注射液对氯仿所致肝损伤

有明显保护作用
,

表 明田基黄注射液可能有抗脂质

过氧化
,

保护肝细胞超微粒结构及细胞色素 P碑5 0

系统的作用
。

对醋氨酚肝中毒
,

田基黄注射液也有

保护作用
,

能提高肝细胞 GSH 的含量和保护微粒体

G SH 的活性
,

使 生成 的醋氨酚亲 电子代谢产 物与

G SH 结合而排 出
,

从而抑制醋氨酚肝
。

民间常用地

耳草治疗肝炎脂质过氧化而使肝脏免受损害
。

地耳

草酸性渗婉的黄色析出物对传染性肝炎具有显著疗

效
,

但其作用机制不明
’6 )

。

2

.

5 止血作用 李建 良等用 田基黄治疗各种 内脏

血出
,

收效甚佳
,

一般治疗 3d 可痊愈
,

远期效果也甚

佳
「’6 〕

。

2

.

6 抗疟作用 顾明国等试验证 明地耳草素 A 和

B 对鼠疟原虫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6 j

。

3 田基黄注射液的研究

3
.
1 处 方 及 制备 工 艺 田基 黄注射液 的处 方

:

10 00 9 田基黄的乙醇提取物
、

巧m L 苯甲醇
、

1 9 亚硫

酸氢钠
,

加注射用水 1 00 0m L 。

因田基黄注射液 中

含有不稳定缩合型靴质
,

影响其质量稳定性 和放置

澄明度
,

使其含量差异很大
,

因此必须尽可能的除去

蹂质杂质
。

据国内生产厂家普遍反映
,

几年来按原

有工艺
,

用明胶除去靴质后的产品
,

质量不易控制
,

放置后澄明度较差
,

而且总黄酮含量高低不一
。

武

秀英等探索新工艺碱性醇沉法除靴质
,

并经试验证

明新工艺产品的总黄酮含量明显高于老工艺产品
。

经初步留样观察结果
,

澄明度也有所提高
,

急性毒性

试验合格
,

工艺较简单
,

但 其稳 定性 还需进一 步提

高
红‘6 〕

。

3

.

2 质量标准 田基黄注射液在中国药典 (1977

版 )已收载
,

并普遍用于临床
,

但质量标准不够完善
,

近有文献报道 了其含量测定的方法
,

主要以芦丁为

对照品
,

通过比色法来测定总黄酮的含量
,

也有报道

用库仑滴定法测定地耳草 中懈皮昔的含量
,

但均不

能有效控制其质量
。

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发布 的
“

中药注射剂指纹图谱研究 的技术要求
”

明确要求

中药注射剂必须制订指纹图谱
,

以控制其质量
。

并

规定在 2003 年 12 月 31 日止
,

所有中药注射剂须利

用指纹图谱技术控制质量
,

否则将不准生产和销售

(即取消批准文号 )
。

因此
,

建立 田基黄注射液的指

纹图谱势在必行
。

值得注意的是
:
对于一个中药制

剂而言
,

指纹图谱应结合该产 品工艺的筛选及 药效

和临床观察相结合
,

才能真正起到控制质量的作用
。

在建立起 H PL C 或 TLC 等色谱指纹图谱后
,

应开展

化学成分和药效相关性研究
,

做到基本讲清有效成

分
,

基本讲清药效作用
,

使指纹图谱含有更多深刻的

化学和药效内容
“ ,

。

3 3 药理药效作用 田基黄注射液由田基黄提取

制成的黄色或棕黄色灭菌水溶液
,

临床上广泛应用

于消炎解毒
,

对急性黄疽型
、

迁延性和慢性及重症肝

炎及肝硬化的 SG P T 下降均有较好效果
,

特别是对

胆红质的改善较板蓝根恢复迅速
。

临床试验表明其

对急性黄疽性和非黄疽性肝炎有效率达 95 %
,

对迁

延性和慢性肝炎有效率为 74 %
。

田基黄注射液有

效成分为黄酮类成分
,

但到 目前为止
,

其药理学基础

不明
,

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
。

4 小结

近年来
,

许多科学家对田基黄进行 了多方面的

研究
,

并取得 了巨大的发展
。

在化学成分研究上
,

已

有近 50 个化合物被发现
,

其 中咕吨酮等化合物具有

抗肝炎
,

抗肿瘤活性
,

但其药理作用机制尚未确定
。

田基黄植物生长范围较为狭窄
,

研究较少
,

特别是药

理活性研究很不足
,

而天然化学方面
,

也应在进一步

完善新化合物的提取分离技术上
,

拓展思路
,

不仅要

注重筛选新化合物活性
,

还应开发 已发现化合物的

新活性
。

参考文献 :

〔1马 宋立人
,

胡熙名
,

张国镇
,

等
.
中华本草 (第三册 )〔M 」

.
上海

:
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99 年出版 :598

.

〔2〕 顾 明国
,

冯淑珍
,

王 小燕
.
地耳草抗疟有效成分 的研 究

—
地

耳草系 A 、

B

、

C

、

D 的分离和结构〔J}
.
化学学报

,

1 9
88

,

4 6
:
2 4 6

.

〔3〕 K yoko l
,

M
a

s
a

e
Y

,

M i
k

i k
o

K

,
e

t
a

l

.

S

a

ro
r
h

r a
l
e

n
A

a o
d B

,

N
o

w
A

: 卜

t、
b i
o ti

e
C
o
m p

o u n
d
s
fr
o
m H y p

e r
i
e u

m s
a
p
o n

i
〔二m 〔J」

.
Planta M e‘I

,

1 9 8 6

,

(
4

)

:
2

8 8

.

〔4 1 K y、, k o
l

,

M
a s a

e
Y

,

M i k
:

k

o
K

,
e
z

0

1

.

S

a r 。, h
r a

l i
n

G
:
A A

n t i m i
。二 , ,

l
、
i
a
l

C
o
m p

o u n d
fro

m H y p
e r

i
e u

m
j

a
p
o n

i
e u m 舀J二

.
刊

。。之:
M
o
J

,

J 9 9 0

,

5 6

(
3

)

:
2 7 4

〔5〕 K yoko l
,

M
a s a

e
Y

,

M i
k

i
k

o

K

, 。t a
l

.

A C h
r o m

e n e
fr
o
m H y p

o r
i
(二m

Ja p o n ie u m 仁J〕
.
P卜yroo h eo isrry

,

1
9

9
0

,

2 9
(

3
)

:
1

0
1

0

.

〔6〕 K yoko l
,

S
a t

o

k

o
N

,

H i
s a e

F

,
e

r
u

l

.

A
F l

a v
a n

o n o
l

R 卜
a。;,0 5

1
‘
J
。

fr(
,。

H y p
e r ie u m J a p 、,n i

e u m
!

J 」
.
phytoehem i、r尽 ,

1 9 9 1

,

3 0
(

9
)

:

3
1 5 2

.

〔7〕 K yoko l
,

s
a t

o

k

o
N

,
H i

s a e

F

,
e t a

l

.

A D i p
e

l
, t i d

e
D

e r
i v a t i

v e
f r o rn H y

-

p e ri
c u n ,

J
a
p

o n ‘e om 仁J3 Ph y
全o e h

e
m i
s t卿

,

1 9 9 2

,

3
0

( 川
:3639
.

〔8〕 K yoko l
,

N
o r

i
k

o

N

,

A k i
k

o

s

,
e

t
a

l

.

A p 、
n y王a :

e
d x

a , ,之h o o e 斤
。 ,。

C
e
l l s

u s
p
e n s

i
o n

e
u
l
t u r e s o

f H y p e
r
i e u m

j

a
p
o n

i
e u m 〔J〕

.
phyto、七e m

-

ist叮
,

1
9

9 7

,

4 4
(

6
)

:
1

0 6
5

.



药学实践杂志 2004 年第 22 卷第 2 期 10 1

〔9 W u Q L
,

W

a , ,
g s p

,

D
u

L
J

, 。艺 a
l X

a n t h
o n e s

fl
o L、、

H y p
e r t e u n1 )。

-

p
o n

i
e u

m
a n 〔

1 H

.

H
o n 叮i 仁J]

.
phyt(, c h

e
m i

s r r y
,

1 9 9 8

,

4 9
(

5
)

:
1 3 9 5

.

{
1 0 { H

u
I I J

,

Y i p S C

,

s i m
K

Y

.

x
a n

*
h

。, n e s
fr

o l o H y p o r
i
〔旧 m a s (, r o n

「J」
.
1999 ,

5
2

:
1 3 7 一

「11 K yok‘, I
,

S
a t
‘,

k
o

N
,

H i
s a e

o

,
e , a

l

.
B i

s x a n t l
l o n e s

fr
o
m H y p

e r l 〔u ,n

j
a
l
。《、rl

i
(、 .

rn
:

I
n
h il

,
i t
o r 、 o

f p A F
一

I
n

d
u o e

(l
H y p

o
t
e n s

i
o n

t
J j

·

p l

a n
t

a

M

e (

l

,

2 0 0 2

,

6 8
:
2 5 8

.

t
1 2 」 H u l」H ,

Y
I
P S C

.

C
o

m P l
o

x
C

a
g

e
d p

o
l y i

s o
p

r e
o

y l
a

t
e

d B
o n z ( )

p h
e n o ;、e

I )
e r

i
v a t l、e s

,

S
a

m p
s o n

i
( I

n
e s

A
a n

d B

,

肠otn H yp e ri‘比 ,
m

s a rn p
s o l、l 、

{ j ]

.

1
’
e

r
r a

h

e

d

r ‘, l 、
L
o t t e r 、

,

1 9 9 8

,

3
9

:
7 9 9 9

.

「13 H u ] H ,

Y I I
,

S C

.

S
a

m ‘、s o n i o n e s C H
,

a
L

n
i q

u o
F

a
rn i l y

〔,
f p

o
l y l

) r 。
-

, l
y l

a t e .
] B

e n z o
p h

e n o n e
D

o r , v a t i
v 、 w i t

h
t h

e
N
o v o l T

e t r 。、岑。」o题7
.
3
.
]
.

13 ,

1 1

.

0 3

,

7 」r
otradeeane

一

2

,

1 2

,

1 4

一
t
r
i
o n e

S
k

e
l
e
t
、, n ,

fr
o

rn H y p
o r

i

-

。 u
m

s a
m p

s 〔》n
i
l

( G
u r t。份rae ) 〔J〕

.
T etrahedr〔, n L

e t t e r s ,

1 9 9 9

、

4 0
:

7 5 9

.

「14 H ll LH .K h‘, ‘, C W

,

J

a
g

a
d

e s e

J

, 。, a
l p h l

o r o
g l

u (
i
n o

l
‘
l
e r , v a t i

v e s

fr
o
m H y p

e r
i
e u

m J
a
p

o n 】e u
m 〔J ]

.
phytoohem ist叮

,

2 0 0 0

,

5
3

:
7 0 5

.

「巧 」 金辉 喜
,

李金荣
.
田基黄对舌癌 细胞株 TSC C

a
裸 鼠移植瘤抑

制作用 的研究 tJ鹰
.
口 腔医 学纵横杂志

,

19 97

,

1 3
(

3
)

:
1

3
1

.

〔16 ] 陈丽云
,

杨立伟
,

苏薇薇等
.
田基 黄及其 注射液 的研究进展

[J」
.
中药材

,

2 0 0 2

,

2 5
(

7
)

:
5 2

5

.

仁17 周小玲
,

柯美珍
,

宋志军
.
田 基黄对大 鼠呼吸道及全身免疫功

能的影 响红J]
.
广西佚 科大学学报

,

2
0

0 1

,

1 8
(

2
)

:
2 1 1

.

「18飞 张素芹
,

邱海霞
.
田 基黄 的研 究概述 「J」

.
中国中医 药科技

,

1 9 9
9

,

6
(

5
)

:
3 5 1

.

收稿 日期
:2003

一

! 0

_

1 7

海参多糖的生物活性研究概况

闰 冰
,

李 玲
,

易杨华 (第二军医 大学药学院海洋药物研究 中心
,

上海 200433)

摘要 目的 :综述海参多糖的 生物活性研 究概况
。

方法 :查询 国 内外文献
,

探讨海参 多糖近年来药理作用的

研究进展
。

结果 :海参多糖具有抗凝血
、

抗肿瘤
、

免疫调 节
、

延缓 衰老 等多种生物 活性
。

结论 :对于海参多糖

的研究较为深入
,

该成分显 示 出较强的 生物 活性
。

关键词 海参多糖
;生物 活性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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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参 (H
olothuria )为棘 皮动物 门 (E

Chinoderm a-

ta)海参纲 (H
ol‘, t h u r o

i d
e a

) 盾手 目(A
Spidoehirota )生

物
。

全世界有 1 10 0 多种
,

我 国海域有 10 0 多种
,

2 0

余种可供食用 川
。

海参味美可 口
,

营养丰富
,

具有较

高的药用价值
,

在我国一 向被视为佐膳珍 品
。

明代

以后
,

海参收人 《本草纲 目拾遗》
,

列为补益药
。

资

料记载
,

海参具有补益精 肾
、

养血润燥的功用
。

海参

奇特的药理作用
,

引起了国内外医 药工作者的广泛

重视
。

早期研究表明
,

阿氏辐肛参 (滋ti
noP 猎a

ag。
-

s
诚)的粗制剂对 S

一

1
80 肉瘤

、

Kr
eb

s
一

n 型腹水癌有显

著抑制作用
2:。

玉足海参 (Ho l
o;huria leuco胡lilota )

粗提物对 H
ela 细胞株

、

小 鼠 S
一

1
80 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
。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
海参体壁真皮结缔组织

、

体

腔
、

内腺管及内脏均含有生物活性物质如粘多糖
,

并

且具有药理活性
,

包括抗凝血
、

抗血栓
、

抗肿瘤
、

免疫

调节等作用
,

本文就近年来海参多糖 的药理作用及

其有关机理研究综述如下
。

1 抗凝血作用

作者简介 :}司冰(1979
一

)

,

男
,

汉族
,

硕士研 究生

我国学者樊绘曾采用酶水解
、

乙醇沉淀
、

氧化脱

色
、

二乙氨乙基纤维素分离等方法
,

从刺参体壁中提

取得到刺参多糖的主要有效成分一刺参酸性粘多糖

(
stiehopus j

aPonieus aeid ie m ueopoly一s a e e
h

a r
i d

e ,

简称

Sj an lP )
一

3
j 。

国内外有关研究表明海参中酸性粘多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