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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良姜的化学活性成分主要 包括二苯基庚烷类 �� ��� ����� ���� �� � �
、

挥发油类
、

糖普类
、

苯 丙素类和黄酮

类等
。

高良姜有广泛的 药理作用
,

如止呕
、

杭溃疡
、

抗腹泻
、

镇痛杭炎
、

抗血检形成
、

抗缺氧
、

杭氧化
、

杭促癌作

用等
、

本文就近年来高良姜的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

并展望 了下一步研究的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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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良姜 �� �讼
。� � ��� ��� �� 口厅泛

� �� �� � � �为姜科 山

姜 属 ��勿�� �� � 植 物 高 良姜 ���� ��� � 叻花
� ��� �� �

�� ��
。�的干燥根茎

,

收载于历 版《中华人 民共和国

药典》
。

本品性热味辛
,

具温 胃散寒
、

消食止痛的功

效
,

用于肮腹冷痛
、

胃寒呕 吐
、

暖气吞酸等 〔‘〕
。

高良姜的化学成分

�
�

� 二苯基庚烷类 二苯基庚烷类化合物是一类

低极性化合物
,

存在于甲醇提取物的氯仿部位
,

其若

无酚轻基或酚经基甲基化后则活性消失
。

从高良姜

中分离得到 �� 个线性二苯基庚烷类化合物
,

其特征

为芳基取代位置在庚烷骨架 的 �
,

� 位
,

芳基上取代

基为轻基或 甲氧基
,

位置在 间位
、

对位
,

在庚烷的母

体结构中
,

至少在 � 一 � 位上有含氧取代基存在
,

取

代基通常是酮淡基
、

经基或甲氧基
。

此外
,

在二苯基

庚烷类化合物中还存在双键
,

位置在 � 一 � 位
仁� 〕

。

卜宪章等以 �� � 乙醇提取高 良姜干药材
,

得 暗

红色浸膏
,

再多次常压及加压柱层析
,

分别 以石油醚

� 乙酸乙酷
,

乙酸乙酷 � 无水 乙醇
,

丙酮� 三氯 甲烷等

体系进行梯度洗脱
,

分离了 � 个化合物
。

其 中化合

物 �
,

� 一 二苯基 一 � 一 醇 一 � 一 庚酮 � � �
、

� 一 苯基 �

� 一 ��
’ 一 甲氧基 一 �

’ 一 轻基 �苯基 一 � 一
醇

一 � 一庚

酮 � �� �在高良姜中含量较高
,

是主要的二苯基庚烷

类组分
,

化合物 �� 具有强烈的辛辣味毛’�
。

�
�

� 挥发油 类 高 良姜属辛 温药
,

有特殊的芳香

味
。

辛味药多含挥发油
,

且挥发油是其药用有效成

分之一
。

罗辉等采用气相 � � 一 质谱 � � 一
计算机联用技

术从高良姜挥发油中分离鉴定 出三十余种化学成

分
。

其主要成分为 �
,

� 一 按叶素 ��
,

� 一 。 �� � � �� �
,

其

次为 � 一旅烯 �� 一 � �� � � � �
、
。 一 松油醇 �。 一 �� 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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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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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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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

�� �和茨烯 ��� � � ���
�

�
。

产地不同
,

挥发油的化学成

分及其含量也不完全相 同
,

说明中药的化学成分与

其种植的土壤及气候环境有关〔‘丁
。

而对高 良姜鲜

品和干品的比较显示
,

鲜品总含油量比干品高
,

但挥

发油组成及其含量则无明显差别
,

说明高良姜挥发

油有较高的稳定性
〔’“。

林敬明等 〔� �采用 � � 一 � � 进行 了高 良姜超临

界 � � � 萃取物中的成分分析
,

解析釜 �挥发油分离

出 � � 个组分
,

确定了 �� 种成分及相对含量
,

其中相

对含量最高的分别是 � 一 经基 一 �
,

� 一 二苯基庚酮
、

辣椒素 �
� � � � � �� �� �

、

� 一苯基 一 � 一 丁酮 �解析釜 �� 挥

发油分离出 �� � 个组分
,

确定 了其中 �� 种成分及

相对含量
,

其 主要成分分别是按树脑 �
�

�� �� �� ��  �
、

杜松烯 � ,
一 � � � �� � � � �

、

巴伦 西亚桔烯 �
� � �。。。� � � �

等
。

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萃取的挥发油成分比用水

蒸馏
、

乙醇
、

醚等提取的挥发油成分明显增多
,

且多

种成分未见报道
。

本法还能分离出旋光
、

构象
、

顺反

异构等化合物
。

�
�

� 糖等类 日本学者 � � 等 �� 采用反相高效液相

色谱
、

� �� � � � 技术分离确证 了新鲜高 良姜根茎的

甲醇提取物 中的 � 种糖昔类化合物
,

包括 ���
,

� �
,

�� �
一反式 一 � 一 经基 一 �

,

� 一 按树脑 日一 � 一 葡萄

糖毗喃糖昔等 � 种已知结构化合物和 � 一
经基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葡萄糖毗喃糖基
一 � 一 烯丙基苯

、

去 甲

基丁香酚
一 � 一 � 一 葡萄糖毗喃糖营等 � 种全新结

构化合物
,

其中 � 种为首次在高 良姜根茎中分离得

到
。

�
�

� 苯 丙素类 日本学者 �� 等 �� 采用反相高效液

相色谱
、

� �� � �  技术分离确证了新鲜高 良姜根茎

的甲醇提取物中的 � 种苯丙素类化合物
,

包括 �� �

一 � 一 香豆素醇 一 , 一 � 一 甲基醚和 �� � 一 � 一 香豆

素醇等 � 种已知结 构化合物和 �� � � 一 �
,

� 一 双 ��

一 羚苯基 � 一 � 一 甲氧 一 � 一 �甲氧甲基 �
一 � 一

戊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体异构体��� 和 �� �
、

�� � � 一 �
,

� 一 双 �� 一 轻苯

基 � 一 � 一 �甲氧 甲基 �
一 � 一 戊烯 一 � 一 醇等 � 种全

新结构化合物
,

� 种化合物全部为首次在高良姜根

茎中分离得到
。

�
�

� 微量元 素 不同产地 的高 良姜
,

均含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 种元 素
,

其 中 � �
、

� � 、

� �
、

� � 几

种人体必须的微量元 素含量丰富
。

因此
,

高 良姜可

作为营养食品 以补充和调节人体所需微量元素
。

而

对人体危害较大的 ��
、

��
、

� � 等元素在高 良姜中未

被检 出或含量极微 〔� 〕
。

�
�

� 其它成分 高 良姜尚含 � 一 谷 幽醇 �� 一 �� ���
�

�� ! �� �
、

�
,

� 一 二轻基苯 甲酸
、

黄酮类
�

高 良姜素 ��
� �

�� � � �� �
、

大黄素 �� �
� � �� �

、

榔皮素 ��
� � � � � ��� �

、

山蔡

素
、

山蔡素 一 �’ 一 甲醚等
〔’

,

‘“
·

川
。

� 高良姜的药理活性

�
�

� 对消化系统作用

�
�

�
�

� 止呕作用 高 良姜水提物和醇提物对硫酸

铜致家鸽呕吐
,

均能 明显延长其呕吐潜伏期和减少

呕吐次数
,

醇提物活性强于水提物 「’“ 丁。 高良姜中的

黄酮类化合物 中尤 以高 良姜素具有 明显 的止呕作

用 � ‘� �
。

�
�

�
�

� 抗溃疡作用 高 良姜水提物及醚提物呈剂

量依赖性抑制水浸应激型小 鼠胃溃疡和盐酸致大鼠

胃溃疡的形成
,

但对叫噪美辛加 乙 醇型小 鼠胃溃疡

和幽门结扎性大 鼠胃溃疡无明显保护 〔‘, 〕
。

日本学

者报告高良姜丙酮提取物呈剂量依赖性地抑制盐酸
一 乙醇性溃疡

、

氢氧化钠性 溃疡
、

和氨水性溃疡形

成
,

对幽门结扎性溃疡亦无抑制作用
,

证实了高良姜

具有一定的抗溃疡作用 � ’‘」
。

�
�

�
�

� 对肝胆影响 高良姜水提物协同 ���
、

肝损

伤大 鼠转氨酶的升高
,

醚提物则无影响
。

高 良姜水

提物明显增加麻醉大 鼠给药后 �� � �� 胆汁流量 � 醚

提物作用时间及强度均高于水提物
。

提示高 良姜利

胆作用明显 �� !
。

�
�

�
�

� 抗腹泻作用 对于蓖麻油引起的小 鼠腹泻
,

高良姜两种提取物都能 明显减少其腹泻次数
�
对番

泻叶引起的小鼠腹泻
,

高 良姜水 提物能 明显减少其

腹泻次酬
� � �

。

�
�
 
�
! 对 胃肠平滑肌的影响 高良姜水提物小剂

量 (10 9/k g)明显减慢小鼠胃肠推进
,

这可能是高 良

姜抗腹泻的一个机理 〔川
。

高良姜水提物
、

醇提物和

挥发油均 能显著抑制兔 正常离体肠管 的运动 〔‘, 〕
。

但也有报道高 良姜水煎剂 不影响小 鼠胃肠推进运

动
,

高 良姜水煎剂呈浓度依赖性地增大离体兔空肠

平滑肌的收缩幅度和张力
。 。

胃肠运动受神经和体液因素共同调节
。

其中胆

碱能神经对平滑肌运动起重要作用
,

主要是通过释

放 乙酞胆碱 (A ch )
,

刺激肠壁 和肌间神经丛 M 受

体
,

通过细胞膜信号传导系统
,

使胞内 Ca
Z十
升高

,

引

起平滑肌收缩
。

研究表明
,

高 良姜具有明显 的胃肠

解痉作用
,

可抑制 A ch 致平滑肌张力升高
,

主要作

用部位为高良姜黄酮类 仁川
。

2

.

2 镇痛抗炎活性及其机制 高 良姜提取物具有

明显的镇痛抗炎活性
,

这证实 了高 良姜的温经止痛

功效
。

2

.

2

.

1 镇痛抗炎作用 在热板法
、

甲醛致痛和乙酸

扭歪试验中
,

高 良姜均显示明显的镇痛作用仁‘2
,

‘,
,

’6 1
。

在二甲苯致小鼠耳壳肿胀试验
、

乙酸提高小 鼠腹腔

毛细血管通透性试验和角叉菜胶致大鼠足肠肿胀试

验中
,

高良姜水提物表现出对炎症 的明显抑制作用
,

而醚提物则很少有活性 〔‘7 J
。

通过对高良姜水提
、

醇

提和挥发油
、

1

,

8
一
按油精 进行筛选

,

结果均呈较好

的镇痛作用
。

通过进一步的提取分离
,

确定主要镇

痛有效成分为高 良姜素 [
’8

气
2.2.2 高 良姜镇痛抗炎机制 日本学者 〔‘9〕发现高

良姜的氯仿提取物能抑制前列腺素 (PG )合成 酶系

和磷脂酶 A Z 活性
,

并分别分离出活性成分二苯基

庚烷类和倍半菇经杜松烯
。

由于这两种酶都参与

PG 的合成
,

而 PG 系机体 内源性致热
、

致痛
、

致炎和

致变态反应介质
,

因此高 良姜通过抑制上述两种酶

活性
,

阻碍花生 四烯酸 (A A )代谢成 P几是其镇痛抗

炎 的机理之一
。

2

.

3 抗血检形成

2
.
3
.
1 抗凝作用 对大鼠体外试管血液

,

高 良姜水

提物 10 0% 浓度 ( 1009 生药量/100 m l) 有 明显抗凝

作用
,

1
50

% 浓度可完全抗凝
[2”」。 大 鼠凝血功能测

定表明
,

高 良姜水提物 (1摊/kg)显著延长白陶土部

分凝血活酶时间 (K PT T)
、

凝血 因子 v ll 时间 (v n

F ) ;高 良姜 醚 提 物 (0
.
2 一 0

.
4 m F k 幼 明 显 延 长

K P TT
,

高良姜水提物和醚提物均参与内源性凝血系

统
,

具一定的抗凝作用
,

其机理可能与阻碍凝血活酶

的形成等因素有关
〔” 〕

。

2

.

3

.

2 对实验性血栓形成 的影响 给大鼠灌服高

良姜醚提物或水提物
,

都能呈剂量依赖地预防电刺

激颈动脉引起的血栓形成 「川
。

2

.

3

.

3 对血小板 聚集功能的影 响 高 良姜水提物

对试管内二磷酸腺昔 (A D P) 和胶原诱导 的兔血小

板聚集有明显抑制作用
,

对聚集抑制
、

聚集斜率和到

达最大聚集时间存在量效依赖关系
仁2‘了

。

以上实验提示高良姜抗血栓形成涉及到抗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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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姜素和 6 一 姜酚 )均可抑制 co x 一 1 和 c o x ~ 2
,

其抑制作用强子阳性对照药阿 司匹林
。

高 良姜乙醇

提取物对 5 一 L O 的抑制作用强于水提取物
。

两个

提取部位还具有抑制透 明质酸及脂质过氧化 的作

用 [
’7 :

。

3 展望

高 良姜氯仿提取物活性成分二苯基庚烷类和倍

半砧轻杜松烯是高 良姜镇痛抗炎作用的主要成分
。

镇痛抗炎实验还表明
,

高 良姜水提物的镇痛抗炎作

用强于醚提物
,

提示高 良姜中可能存在较强的水溶

性镇痛抗炎活性成分
。

如何分离鉴定并探讨其药理

活性机制
,

是下一步研究工作的方 向之一
。

目前对

高良姜 的抗溃疡
、

改善微循环
、

协同 PK c 抑制剂抑

制肿瘤细胞生长的机理 尚不明了
,

且研究多针对高

良姜的某一提取部位展开
,

缺少对活性单体的药效

药理学研究
,

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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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抗血小板聚集两个方 面
,

可用于预防或阻止休克

机体发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Dl c )
。

2

.

4 抗氧化作用 抗氧化剂是一种可 以消除 自由

基
,

抑制脂质过氧化作用的活性物质
,

它可以避免过

氧化脂质对生物体的损伤
。

应用于人体
,

它可以延

缓生理性和病理性衰老
,

可以防治由于脂类氧化引

起的贫血
、

溶血
、

血管栓塞
、

动脉硬化
、

心肌梗死
、

脑

软化
、

肝坏死
、

肌萎缩等疾病
。

高良姜醇提物在体外

脂质过氧化试 验中
,

氧化抑制率超 过对照品 vi tc
,

居益智等 8 味姜科和豆科试 验中药之首
〔川

。

心肌

急性缺氧时 自由基清除体系 (SO D )活性降低
,

氧 自

由基大量产生
,

与细胞膜上的饱和脂肪酸发生反应
,

形成过氧化脂质 (M D A )导致心肌结构损伤
。

实验

证明
,

对异丙肾上腺素致心肌缺血
,

高 良姜水提物能

保护缺氧心肌的 so D 活性
,

降低 M D A 含量 〔’。]
。

L y

等阳 〕的研究表明新鲜高 良姜根茎的 甲醇提取 物中

的苯丙素类化合物对空气中的甲基亚油酸自氧化具

有拮抗作用
。

2

.

5 抗缺氧作用 高 良姜醚提物和水提物都能延

长断头小鼠 (脑缺血缺氧 )张 口动作持续时间和氰

化钾中毒 (细胞 内缺氧 )小 鼠存活时间
。

另采用 Cy

一 2 测氧仪测定小 鼠在常压密瓶 内的耗氧速度
、

存

活时间及死亡时瓶内残存的氧含量 的办法
,

探讨 了

高良姜醚
、

水提物抗缺氧特点
,

发现其醚提物是通过

减慢机体耗氧速度产生抗缺氧作用
,

而水提物是通

过提高机体对低氧条件下的氧利用能力产生抗缺氧

作用 [
23:。

2. 6 抗促癌作用 陈南岳等[川 研究了高 良姜对蛋

白激酶 C (pr
otein kinase C ,

p K C
) 抑制剂存在下对鼻

咽癌细胞 生长 的影 响
。

P K C 抑制 剂
staurosporine

(ST )或 sphingo
sin e(55 )

,

能抑制人低分化鼻咽癌细

胞 CN E 一 2 2 的生长
,

高 良姜本身不影响 CN E 一 2 2

细胞的生长
,

但 明显协 同 SS 抑制 CN E 一 2 2 细胞生

长
,

提示高 良姜本身可能也参与了改变某些与 PK C

激活途径有关的环节 (如钙离子
、

作用底物
、

膜脂代

谢等 )o

高 良姜的甲醇提取物对 TPA 诱发水肿的抑制

率为 70 %
,

提取物对 D M BA
一 T P A 二阶段致癌过程

有抑制作用 〔25]
。

2

.

7 其他 田维熙等 [
263报道高 良姜提取物能有效

地抑制脂肪酸合成酶 (FA S )
。

高良姜中主要的黄酮

类化合物高良姜素
、

懈 皮素
、

山奈 酚等对 FA s 有可

逆抑制作用
,

但无双相慢性结合失活作用
。

表明它

们与己有报道的 FA S 抑制剂如浅蓝菌素
、

表没食子

儿茶酸盐等的抑制机理明显不同
。

高良姜的水及乙醇提取物(主要活性物质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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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复方新诺明片致肝损伤 1 例

徐 莉(中 国人 民解放军第 59 中心医院
,

云南 开远 66 1600)

中图分类号 :R 97 8
.
2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006 一 0 1 1 1 ( 2 0 0 4 ) 0 6 一 0 3 3 0 一 0 1

1 临床资料

患者
,

女
,

5 0 岁
。

2 0 0 3 年 10 月 2 日因患感 冒
,

感觉咽部疼痛 自购复方新诺 明片 (昆明制药集团股

份有 限 公 司 生 产
,

批 号 20021 223
一

02

,

有 效 期 至

2005/l 2 ) 口服治疗
。

按说明书每次 2 片每 日 2 次
,

首次加倍服用
。

当天即服药 2 次
,

未同时服用其它

药物
。

于服药第 2 日早晨开始出现尿颜色深黄
,

中

止服复方新诺 明
,

继之 出现发热
,

右上腹部疼痛不

适
、

腹胀
、

纳差
、

乏力
、

皮肤及巩膜发黄
。

曾在原单位

医院尿检
,

结果蛋 白(
,

)

,

酮体(、)
,

尿胆元 (++ ++ )
,

尿胆素 ( 一 )

。

肝功能
,

总胆红素 88 林m ol / L
,

直接胆

红素 35
.
6卜m ol/ L ,

A L T 3 9 9 单位 (4 0 单 位 以 下正

常 )
,

A S T 2 6 8 单位
,

总蛋白 75
.
4 9/ L ,

A / G l
:

1

,

H B

-

sA

g
(

一
)

,

A nt i

一

H A
VI gm

(

一
)

。

患者既往身体健康
,

有油漆过敏史
。

查体
,

T3
8

.

2 ℃
,

皮肤及巩膜中度黄

染
,

腹部稍隆起
,

腹水征 ( * )
,

肝脾未触及
,

肝 区有

压痛及叩击 痛
。

B 超检查 提示轻度肝损 伤
。

血常

规
,

白细胞 总数 ll x 一0 9/ L ,

中性 0
.
75 ,

淋 巴 0
.
23

。

尿检
,

蛋白 (+)
,

酮体(一)
,

尿胆元 (一)
。

初诊
:
¹ 药

物性肝损伤
。

º 急性黄疽型肝炎
。

人 院后 给予输

液
,

应用激素
、

保肝药治疗病情逐渐好转
。

住院 1周

复查肝功能
,

结果总胆红素降至 28 卜m ol / L
,

直接胆

红素 18卜m o l/ L ,

A

LT

1 2 0 U

,

A S T l o o U

,

,
一

G T
(
,

一

谷

氨酞转肚酶 )H O U
,

总蛋 白 70 g/ L
,

白蛋 白 40 9
。

H B

-

s
A g

,

A
n t i

一

H B
s

,

H B
e

A g

,

A
n t i

一

H B
e ,

A
n t i

一

H B
e ,

A
n t i

-

H
Cv

,

A nt i

一

H A
VI

g m

,

均 阴性
。

血 常规及 尿检 正 常
。

住院 14 d 再次复查肝功能恢复正常
,

治愈出院
。

2 讨论

复方新诺明片为磺胺类药的复方制剂
。

口服后

吸收较迅速
,

具有抗菌谱广
,

抗菌作用较强等特点
。

临床应用广泛
,

一般 不良反应主要有恶心
,

呕吐
、

眩

晕及药物性皮疹等
。

引起 急性肝损伤较少见
,

应引

起临床工作者重视
。

该 例患者人院后诊断明确
,

经

相应治疗病情康复顺利
。

其作用机制与过敏体质有

关
。

一旦发生应立 即停用并给予抗过敏及相应 治

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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