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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药百蕊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之功效#目前#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其生物特性%加工炮制%化学成分及其提取分离%药理

作用 # 个方面'百蕊草共有 !B 科 :! 种寄主#半寄生特性是其人工栽培的一大难点&百蕊草的炮制加工方法为洗净#切段后干

燥&已分离鉴定出 AA 种化合物#其中黄酮类化合物 8$ 种#生物碱类 9 种#二萜类化合物 B 种#有机酸类 A 种#杂类化合物 $B

种&体内外研究表明#百蕊草具有抑菌%抗炎镇痛%抗氧化%抗癌等药理活性$ 尽管现代研究已经分离鉴定了包括黄酮%酚酸%二

萜在内的多种成分#但已知的化合物数量十分有限#且对各类活性成分的生物合成%转运调控过程及分子机制也知之甚少#亦

无官方药材质量控制标准$ 此外#野生百蕊草与栽培品种的功效是否一致缺少定论$ 故今后亟须进一步探讨百蕊草药材来

源与生物活性成分和防治疾病作用的关系#推动百蕊草用药的规范化和科学化#为药材的质量控制和优良种植的选育提供参

考$

关键词"百蕊草&生物特性&加工炮制&化学成分&药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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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蕊草!B0$;'"@80'%$%;$B"?8LM"又名地石榴'

百乳草'珍珠草'九龙草等#为檀香科百蕊草属半寄

生植物& 百蕊草分布广泛#我国南北大部分省区均

有分布#多生于荫蔽潮湿的草甸'田野或小溪边#也

见于草甸和沙漠地带边缘'干草原与栎树林的石砾

坡地上+$,

& 常于春'夏二季采挖全草#除去泥沙#晒

干#炮制时除去杂质#洗净#切段#晒干%性寒#味辛'

微苦'涩#具清热解毒'消肿之功效+!,

& 百蕊草作为

一种广谱抗菌中草药#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临床常

用于治疗感冒发热'扁桃体炎'咽喉炎'支气管炎'肺

炎'肺脓疡'疖肿等症#素有 (植物抗生素)之美

称+8,

& 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尝试研

究其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 进入 !$ 世纪后#陆续出

现针对百蕊草寄生生长'种子休眠破除和组织培养

的研究论文#有关百蕊草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

Ê等+#,综述了有关百蕊草民族医学'植物化学和药

理方面的研究进展#但并未涉及百蕊草的生物特性

与人工栽培#缺乏整体性& 本文尝试从百蕊草的生

物学特性'加工炮制'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药理作

用等方面全面总结百蕊草研究进展#为其进一步研

究开发提供参考&

?@百蕊草的生物特性与人工栽培

?B?@形态特征%百蕊草为多年生柔弱草本#半寄

生#株高 $B f#" SY#全株无毛%根呈圆锥形#直径

$ f# YY#表面棕黄色#有纵皱纹#具细支根#侧根上

具圆球形吸器#呈钳状#夹附于寄主植物根上以吸取

水分及营养物质%茎细长#直径约 ! YY#单生或簇

生#基部以上疏分枝#长 $! f8" SY#暗黄绿色#具纵

棱%叶互生或对生#叶片线形#长 ! fB SY#顶端急尖

或渐尖#具单脉& 花单生于叶腋#近无梗#花期 # fB

月#花被绿白色#雄蕊不外伸#与花被裂片对生%坚果

椭圆状或近球形#直径约 ! YY#淡绿色#表面具隆起

的网脉状花纹#果期 A1@ 月+$,

&

?BA@生长特性%百蕊草分布地区广泛#有研究表明

百蕊草适宜分布区主要在我国温带季风气候区和亚

热带季风气候区#包括西南'东北'华东'华北'华中

等区域共 8" 个省市+B,

& 宋玲珊等+A,通过定点标记

法观察百蕊草物候期#发现野生百蕊草在长江流域

为二年生植物#每年 81A 月均可出苗#花果期为

#1A 月#出苗较早的实生苗大多在 @ 月份倒苗后死

亡%较晚萌发的实生苗物候期推迟#可顺利越夏并在

秋冬季分化出根颈芽#于冬季进入休眠状态& 第二

年由根颈芽发育为宿根苗#快速生长为丛生苗#在 A

月份左右枯萎死亡&

?BC@寄主植物%百蕊草为半寄生植物#叶肉细胞内

叶绿体数量多#叶片光合能力强大#可通过自身的光

合作用合成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或部分有机营养物

质%也可通过根部吸器从寄主体内获取水分和营养

物质+@,

& 调查研究发现百蕊草寄主来源广泛#涵盖

豆科'菊科'禾本科等共 !B 科 :" 余种植物+:,

#常见

的白茅'夏枯草'小飞蓬等植物都是其寄主!详细寄

主介绍见表 $"& 适宜的寄主可促进百蕊草的生长

发育#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营养成分和药用活性成

分含量的差异#如以野菊'夏枯草为寄主的百蕊草中

总黄酮含量显著高于以假俭草为寄主的百蕊草+9,

&

在比较了寄生于不同寄主的百蕊草单株干重'叶绿

素浓度和营养物质含量后#_,'等+$",得出结论#白

茅'夏枯草'野菊等对百蕊草生长的促进作用优于其

他寄主#是其优良寄主&

?BD@人工栽培%随着百蕊草的使用量增加和野生

资源的缩减#探索优化百蕊草离体快繁技术以培育

出优质百蕊草幼苗#是实现百蕊草人工栽培的重要

途径& 1*+M等+$#,使用最大熵模型预测百蕊草的适

宜生存环境#确定其适宜地区的潜在迁移趋势#评估

了影响百蕊草分布的主要环境变量#得出结论为百

蕊草的潜在分布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沿线省

份#未来气候情境下#百蕊草高度适宜生长区将逐渐

向高纬度地区扩展%年平均温度'最暖月份最高温

度'年温度区间和年降水量是决定百蕊草分布的主

要环境变量#为规划优先种植区域和改进仿生种植

管理技术提供了科学依据&

自然条件下#野生百蕊草的种子存在休眠现象&

有研究比较了百蕊草种子不同质量浓度'不同浸提

次数'不同提取部位浸提液对小麦与白菜种子萌发

和幼苗生长的影响#发现百蕊草种子浸提液对其有

显著抑制作用#且该抑制作用随浸提液质量浓度增

大而增强#说明百蕊草种子内存在活性较强的内源

抑制物#这可能是导致百蕊草种子休眠现象的主要

原因之一+$B,

& 研究人员通过实验验证了 _/8 浸种

和低温层积相结合的方法可有效破除百蕊草种子休

眠#进一步探究发现植物激素信号转导是启动百蕊

草种子休眠释放的主要因素+$A G$@,

&

吴峰等+$:,以野生百蕊草幼嫩茎和叶片为原料#

通过控制变量和正交试验法#探索出百蕊草外植体

的最佳消毒时间为酒精消毒 $$ F后升汞消毒

: YE+#诱导愈伤组织的培养基及培养条件为 65 m

$ YM*^

G$

A G=/!A G苄氨基嘌呤" m"($B Y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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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萘乙酸" m"($ YM*^

G$

!## G7!!## G二氯

苯氧乙酸"#最适 Z2值为 B(: fA("#最佳培养温度

为 !! f!# d& 赵维萍等+$9,研究了不同种类和浓度

的激素配比#对百蕊草阶段式培养的影响#筛选出满

足百蕊草组织培养各阶段生长发育所需养分的培养

基配方#为百蕊草的工厂化育苗和人工栽培提供了

参考& 除激素配比外#黄燕芬等+!",研究了百蕊草悬

浮细胞生长与营养消耗规律#发现培养过程中悬浮细

胞生长曲线呈(5)形#对硝态氮的消耗多于铵态氮#铵

态氮的利用消耗先于硝态氮#铵态氮的浓度过高会抑

制细胞生长#以 65 为基本培养基#当氮浓度为

@" YY'<*^

G$

#磷酸盐浓度为 $(8 YY'<*^

G$

#&2

#

m

C

&g

8

G为 !"CB" 时有利于百蕊草细胞的悬浮培养&

表 ?@百蕊草寄主种类

寄主科名 寄主名称 参考文献 寄主科名 寄主名称 参考文献

金星蕨科 延羽卵果蕨 +$$, 菊科 小飞蓬 +$$,

榆科 糙叶树 +$$, 一年蓬 +$$,

石竹科 雀舌草 +$$, 牡蒿 +$$,

球序卷耳 +$$, 黄鹌菜 +$$,

瞿麦 +$8, 茵陈蒿 +$8,

毛茛科 毛茛 +$$, 魁蒿 +$8,

蔷薇科 山莓 +$$, 豚草 +$8,

蛇莓 +$$, 春飞蓬 +$8,

龙牙草 +$$, 苏门白酒草 +$8,

地榆 +$$, 野菊 +$!,

翻白草 +$$, 鼠曲草 +$!,

委陵菜 +$8, 马兰 +$!,

豆科 鸡眼草 +$$, 尖裂假还阳参 +$!,

绒毛胡枝子 +$$, 菊花 +$!,

黄檀 +$$, 阿尔泰狗娃花 +$!,

尖叶铁扫帚 +$8, 禾本科 白茅 +$$,

野豌豆 +$8, 结缕草 +$$,

山葛 +$8, 假俭草 +$$,

大巢菜 +$!, 狗牙根 +$$,

大豆 +$!, 弯叶画眉草 +$8,

鸡眼草 +$!, 大凌风草 +$8,

苜蓿 +$!, 弗吉尼亚须芒草 +$8,

南苜蓿 +$!, 扭鞘香茅 +$8,

米口袋 +$!, 鼠尾粟 +$8,

截叶铁扫帚 +$!, 大狗尾草 +$8,

远志科 瓜子金 +$$, 升马唐 +$8,

堇菜科 紫花地丁 +$$, 野古草 +$8,

东北堇菜 +$8, 小麦 +$!,

五加科
!

木 +$$, 莎草科 香附子 +$$,

报春花科 泽珍珠菜 +$$, 球柱草 +$8,

茜草科 白马骨 +$$, 蓼科 小酸模 +$8,

蓬子菜 +$8, 羊蹄 +$8,

睫毛坚扣草 +$8, 酢浆草科 酢浆草 +$8,

东南茜草 +$8, 柳叶菜科 黄花月见草 +$8,

拉拉藤 +$8, 裂叶月见草 +$8,

唇形科 石见穿 +$$, 景天科 珠芽景天 +$8,

风轮菜 +$$, 木通科 木通 +$8,

夏枯草 +$$, 伞形科 野胡萝卜 +$!,

细叶益母草 +$8, 紫草科 斑种草 +$!,

大苞野芝麻 +$8, 百合科 薤白 +$!,

桔梗科 半边莲 +$$, 十字花科 白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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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蕊草作为半寄生生物#虽然主侧根发达#但根

毛退化#根系直接从土壤中吸取水分和养分的能力较

弱#故而需要通过吸器从寄主体内获取生长发育所需

的绝大部分水分和矿质营养+!$,

#这也给百蕊草的人

工栽培带来了一定困难& 另有研究表明#人工种植百

蕊草药材中百蕊草素3'紫云英苷'山柰酚等成分含量

与野生百蕊草有显著差异#目前暂不确定人工种植百

蕊草是否满足药用要求+!! G!8,

#要实现百蕊草的人工

栽培并保证相同的治疗作用#还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究&

A@百蕊草的加工炮制

百蕊草始载于-本草图经.#名百乳草#曰$(生

河中府'秦州'剑州& 根黄白色#形如瓦松#茎叶俱

青#有如松叶#无花#三月生苗#四月长及五六寸许#

四时采其根#晒干用& 下乳#亦通顺血脉#调气甚佳&

亦谓之百蕊草&)从上可看出#宋时百蕊草以根入

药#其后在-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本草纲目.等书中

亦有相似记载#现代-全国中草药汇编.!$99A"中以

全草入药# -中药大辞典. !!""A "' -中国本草.

!$999"中同时收录有百蕊草根和百蕊草两种药材

规格& $9@@ 年版-中国药典.中收载有百蕊草标准#

但此后历版药典中均未收录%各地炮制规范中对于

百蕊草的记载较少#仅有安徽'甘肃'河南'江苏'上

海 B 个省市收载有百蕊草的炮制方法#现将有关百

蕊草炮制方法的记载整理如表 !&

百蕊草的采收加工较为简单#常于春'夏二季采

挖全草#除去泥沙#晒干后备用%炮制时将原药除去

杂质#洗净润透后切段#干燥后筛去灰屑即得& 各地

标准中仅-河南省中药材炮制规范.!$9@# 年版"规

定了切段长度为 9 f$! YY&

表 A@百蕊草各地炮制规范

书名 入药部位 炮制方法

-中国药典.$9@@ 年版+!, 全草 除去杂质#洗净#切段#晒干&

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第二版"!!""B 年版"

+!#, 全草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稍晾#切段#干燥&

上海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年版"

+!B, 全草 将原药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短段#干燥#筛去灰屑&

江苏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9:" 年版"

+!A, 全草 将原药拣去杂质#洗净#切短段#干燥&

甘肃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9:" 年版"

+!@, 除去杂质#洗净#切段#晒干&

河南省中药材炮制规范!$9@# 年版"

+!:, 全草 除去杂质#清水洗净#捞出#切段 9 f$! YY长#晒干

江苏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年版"

+!9, 全草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切段#晒干&

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第三版"!!"$9 年版"

+8", 全草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稍晾#切段#干燥&

上海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年版"

+8$, 全草 将药材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短段#干燥#筛去灰屑&

江苏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99! 年版"

+8!, 全草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清水洗净#摊晾至半干#切短段#干燥&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B 年版"

+88, 全草 除去杂质#洗净#切段#晒干&

C@百蕊草的化学成分研究

百蕊草中含有多种化学成分#主要包括黄酮'多

糖'生物碱'有机酸'甾醇等+8#,

#其中黄酮类化合物

的含量较为丰富& 百蕊草所含黄酮类化合物多为黄

酮类和黄酮醇类#常在 8'B'@'8l'#l位有取代#常见

取代基有羟基'葡萄糖基'鼠李糖基等#现有研究已

从百蕊草中分离鉴定出 8$ 种黄酮类成分#各黄酮类

成分信息见表 8#结构见图 $&

百蕊草提取物中的生物碱类成分主要为喹啉里

西啶类生物碱#其母核由两个哌啶共用一个氮原子

稠合而成& 王峥等+#8,通过硅胶柱色谱与制备薄层

色谱洗脱#从百蕊草中分离出 &G甲基金雀花碱

!8!"'白金雀儿碱!88"和槐果碱!8#"三种生物碱成

分& 周思倩等+89,采用液质联用技术鉴定了百蕊草

醇提物化学成分#发现了槐胺碱 !8B"'红古豆碱

!8A"'氧化苦参碱!8@"'毛果天芥菜碱!8:"'吐根酚

碱!89"'五乙酰乌头碱!#""#其中氧化苦参碱为首

次在百蕊草中发现&

百蕊草中还含有二萜类化合物#其母核由 # 个

异戊二烯单位构成#目前已鉴定出 -KV*,RE'FERKa

!#$"'-KV*,RE'FERK0!#!"'甜菊糖苷!#8"'甜茶苷

!##"'7,<S'FERK/!#B"等& 另有学者在百蕊草中分

离得到丁二酸!#A"'对羟基苯甲酸!#@"'8 G对香豆

酰基奎宁酸!#:"'# G咖啡酰奎尼酸甲酯!#9"'# G

gG阿魏酰基奎宁酸!B""'绿原酸甲酯!B$"等有机

酸#以及7G甘露醇!B!"'丹皮酚新苷!B8"'8## G

二羟基苯乙醇葡萄糖苷!B#"'#lGQ.R-'L.*SKO'ZQKW

+'+K!BB"

+8#,

'YKOQ.<S*PPK*OK!BA"

+8B,

'5QE'+'FERK0

!B@"'5ZE-'OKO-*Y*OGK+'<GM<,S'FERK!B:"'1*+MQE+E+

!B9"'甲氧基肉桂酸辛酯!A""'黑麦草内酯!A$"'8#

##B GO-EYKOQ'L.ZQK+.<G$ GgG

(

G*ZE'P,-*+'F.<G

!$v

&

Al" G

(

GM<,S'Z.-*+'FERK!A!"'8H#BH#A5#@4#

9HGYKM*FOEMY*+ G@ GK+ G8#B#A#9 GOKO-'<G9 G

gG

(

G7G*ZE'P,-*+'F.<G!$

&

!" G

(

G7GM<,S'Z.W

-*+'FERK!A8"'OQKFE+E+KG#lGgG7GM<,S'FERK' 5'<W

*+'<*SO'FERK=!AB" '_*<<ES*FERK3!AA"等成分+## G#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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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百蕊草中分离得到的黄酮及其苷类化合物

序号 化合物 分子式 参考文献

$ 紫云英苷 0

!$

2

!"

g

$$

+8B,

! 柚皮素G# GgG葡萄糖苷 0

!$

2

!!

g

$"

+8B,

8 芹菜素G@ GgG葡萄糖苷 0

!$

2

!"

g

$"

+8B,

# 木犀草素G@ GgG葡萄糖苷 0

!$

2

!"

g

$$

+8B,

B 芦丁 0

!@

2

8"

g

$A

+8B,

A 芹菜素G: G0G

%

Ĝ G阿拉伯糖苷 2

$:

g

$"

+8A,

@ 芹菜素G@ GgG葡萄糖醛酸苷 0

!$

2

$:

g

$$

+8A,

: 高车前苷 0

!!

2

!!

g

$$

+8A,

9 大蓟苷 0

!9

2

8#

g

$B

+8A,

$" 蒙花苷 0

!:

2

8!

g

$#

+8A,

$$ 金圣草黄素 0

$A

2

$!

g

A

+8A,

$! 柯伊利素G@ GgG

(

G7G葡萄糖醛酸苷 0

!!

2

!"

g

$!

+8A,

$8 山柰酚 0

$B

2

$"

g

A

+8@,

$# 山柰酚G8#@ G二GgG葡萄糖苷 0

!@

2

8"

g

$A

+8@,

$B 山柰酚G8 GgG鼠李糖基 !$

&

!" G葡萄糖苷 0

!@

2

8"

g

$B

+8@,

$A 山柰酚G8 GgG鼠李糖基 !$

&

!" G+A GgG乙酰基, G

(

G葡萄糖苷 0

!9

2

8!

g

$A

+8@,

$@ B G甲氧基山柰酚 0

$A

2

$!

g

A

+8:,

$: 芹菜素GB GgG鼠李糖基!$

&

#" G葡萄糖苷 0

!@

2

8"

g

$#

+8:,

$9 槲皮素G8##lG二GgG葡萄糖苷 0

!@

2

8"

g

$@

+89,

!" 槲皮素G8 GgG新橙皮苷 0

!@

2

8"

g

$A

+89,

!$ 异鼠李素G8#@ G二GgG葡萄糖苷 0

!:

2

8!

g

$@

+89,

!! 槲皮素G@ GgG葡萄糖苷 0

!$

2

!"

g

$!

+89,

!8 山柰酚G8 GgG鼠李糖基 !$

&

!" G+A GgG丙酰基, G

(

G葡萄糖苷 0

8"

2

8#

g

$A

+89,

!# 山柰酚G8 GgG+A GgG乙酰基, G葡萄糖苷G@ GgG鼠李糖苷 0

!9

2

8!

g

$A

+89,

!B 矢车菊素G8 GgG葡萄糖芸香糖苷 0

88

2

#$

0<g

!"

+89,

!A 山柰酚G8 GgG+A GgG乙酰基, G葡萄糖苷 0

!8

2

$9

g

$"

+89,

!@ 异鼠李素G8 GgG葡萄糖苷 0

!!

2

!!

g

$!

+89,

!: 山柰酚G8 G槐二糖G@ GgG鼠李糖苷 0

88

2

#"

g

!"

+89,

!9 山柰酚G8 GgG芸香糖苷 0

!@

2

8"

g

$B

+#",

8" 山柰酚G8 GgG葡萄糖基 !$

&

!" G+A GgG乙酰基, G

(

G葡萄糖苷 0

!9

2

8!

g

$@

+#$,

8$ 山柰酚G8 GgG+A GgG8 G羟基G8 G甲基G戊二酸二乙酯, G葡萄糖苷 0

8$

2

8A

g

$B

+#!,

D@百蕊草化学成分的提取工艺研究

DB?@黄酮类化学成分的提取工艺与含量测定%百

蕊草中黄酮类化合物含量丰富#众多学者围绕其黄

酮类成分的提取工艺开展研究#主要涉及超声提取

和加热回流提取两种方法#利用黄酮类易溶于乙醇

的性质进行提取#再以芦丁或山柰酚为对照品测定

其含量& 兰艳素等+#A,采用超声辅助法提取百蕊草

总黄酮#取百蕊草粉末加入乙醇#超声提取后将提取

液低速离心 $" YE+#取上清液作为待测液#以芦丁为

对照品#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待测液吸光度并计算

总黄酮含量#以乙醇体积分数'提取时间'液料比

为自变量#总黄酮得率为因变量#星点 G响应面法

筛选百蕊草总黄酮的最佳提取工艺#最终优选工

艺为乙醇体积分数 @"e#提取时间 #" YE+#液料比

!" 7 $!Ŷ 7M"#此条件下总黄酮平均得率为

$8(@A YM*M

G$

& 另有学者设计了正交试验#以水提

醇沉法先将百蕊草提取浓缩得到干浸膏#再采用

2b̂0或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干浸膏中黄酮类成分

含量#根据干浸膏得率和黄酮类成分提取当量优选

百蕊草的最佳提取工艺+#@ G#9,

&

徐国兵等+B",对市售的 $" 批不同产地百蕊草药

材进行了总黄酮和山柰酚含量测定#结果显示不同

批次药材的山柰酚和总黄酮含量有较大差异$亳州

产百蕊草中山柰酚与总黄酮含量最高#分别达

8(8A YM*M

G$

'$B(! YM*M

G$

%安庆产百蕊草中未检

出山柰酚%宿州产百蕊草总黄酮含量最低#仅有

$o!" YM*M

G$

& 储晓琴等+B$,以山柰酚为参照物#建

立其与百蕊草素 3和紫云英苷的相对校正因子#并

计算各成分含量#与外标法直接测定三种成分含量

结果相比较#无显著差异#成功建立了山柰酚'百蕊

草素3'紫云英苷的一测多评含量测定方法#实现了

百蕊草药材中多成分含量的同步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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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百蕊草中黄酮及其苷类化合物结构

图 A@百蕊草中生物碱结构

DBA@其他化学成分的提取研究%除黄酮外#百蕊草

中还含有丰富的多糖成分#目前百蕊草多糖的提取

方式主要有碱液提取法与超声波提取法两种& 李奎

等+B!,以响应面法优化碱液提取百蕊草多糖的工艺#

提取前先用石油醚和乙醇浸泡药材#以便除去脂类

和黄酮#碱液提取后再用乙醇沉淀多糖#取沉淀重新

溶解后以苯酚硫酸法测定多糖含量#所得最佳条件

为氢氧化钠溶液浓度 "(@# Y'<*^

G$

#料液比 $7

88#提取时间 ! Q#提取温度 9B d#此方法下百蕊草

多糖得率为 !"(:Ae& 鲍玲玲等+B8,以正交试验优选

百蕊草多糖的超声波提取工艺#结果显示#在料液比

$7BB!M7Ŷ "'超声功率 :" k'超声时间 B" YE+

时#多糖提取率最高& 王峥等+B#,探索了一种百蕊草

多糖的提取方法#以 A"e乙醇回流提取百蕊草粉末

中黄酮类成分#过滤后收集药渣并干燥#再以水提醇

沉法分离纯化得到百蕊草水溶性多糖&

有关百蕊草其他成分的研究较少#罗夫来等+BB,

运用30b法对百蕊草药材中矿质元素含量进行分

析#发现百蕊草中含有 $@ 种以上矿质元素#其中包

括硼'镁'锰'锌'铜 B 种具明显抗癌活性的元素#且

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铜'硼'磷'铬'钴'镍等元素与

百蕊草药材质量具有一定相关性& 王小东等+BA,以

热浸法测定百蕊草的水溶性浸出物#含量测定结果

为 !$(:"e f!B(!!e&

E@百蕊草的药理作用

EB?@抗菌%百蕊草中的黄酮及生物碱类成分可通

过破坏细菌细胞膜的完整性#改变细胞膜结构和通

透性#破坏细胞结构#抑制7&/的合成复制#降低分

泌致病因子的能力#阻碍细菌对蛋白质和糖分等营

养物质的利用#影响细菌能量代谢#从而抑制细菌的

生长& 部分黄酮化合物还可中和细菌毒素#实现抗

菌作用+B@ GB:,

&

有研究表明#百蕊草水溶性成分对实验所选

_

m和_

G菌具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且对_

m菌的

抗菌效果更强#但大肠埃希菌对百蕊草敏感性不

强+B9,

& 宣伟东等+A",对 /7H肾病模型大鼠给予不

同剂量的百蕊草提取液灌胃#发现药物干预 # 周后

给药组大鼠浮肿症状相较于模型组明显好转#烂尾

症状均痊愈#而模型组烂尾症状未有改善#说明百蕊

草具有良好的抗菌作用#能有效防治大鼠感染#改善

动物的生存状态& Ê,等+#",从百蕊草乙醇提取物中

分离得到 9 种乙炔酸#并对它们的体外抗菌活性进

行研究#其中化合物4L'S*-ZES*SER对 8 种常见口腔

致病菌表现出较强的抑菌活性&

EBA@抗炎镇痛%b*-NKK+ 等+A$,研究了百蕊草乙酸

乙酯提取物和氯仿提取物的抗炎和镇痛活性#结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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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百蕊草中二萜类'有机酸类及其他成分结构

显示乙酸乙酯提取物对角叉菜胶诱导的后爪水肿和

二甲苯诱导的小鼠耳水肿炎症模型以及乙酸诱导的

腹部收缩疼痛模型均呈现出显著的'剂量依赖性的

抗炎和镇痛活性#氯仿提取物则无活性& 袁艺等+A!,

通过实验研究证实了百蕊草野生苗和组培苗均有明

显的抗炎作用#与对照组相比#野生组与组培组的百

蕊草对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肿胀以及蛋清诱发的大

鼠足肿胀炎症反应均有明显抑制作用#并可抑制大

鼠棉球肉芽的增生& 百蕊含片是以百蕊草为主要原

料的中成药#丁秀年等+A8,通过小鼠扭体'热板'甩尾

等疼痛模型研究百蕊含片的镇痛作用#发现其能显

著降低小鼠扭体次数#提高小鼠热痛阈值#延长小鼠

的甩尾潜伏期#证实百蕊含片具有镇痛作用&

张湄等+A#,将百蕊草经乙醇提取和柱层析纯化

得到黄酮类成分#通过体外实验证实百蕊草黄酮类

成分可促进H/k!A#(@ 细胞的增殖#抑制 b̂5 刺激

下巨噬细胞分泌&g#降低炎症反应#且此作用具有

一定的剂量依赖性& 5,+ 等+AB,研究发现#百蕊草素

3在体内外均有较强的抗炎作用#其抗炎机制与抑

制6/bJ和 &aG

#

=通路有关#临床治疗肺炎克雷

伯菌感染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BC@抗氧化与抗肿瘤%大量研究显示#人体内自由

基的产生和清除是一个动态平衡状态#过多的自由

基会导致人体正常细胞和组织受到损坏#从而引起

癌症'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AA,

& 抗氧化物

的研究#对于各种氧化损伤相关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药用植物中的多糖类成分

对机体内的多种自由基有着较好的去除力#具有天

然的抗肿瘤活性+A@,

& 百蕊草多糖具有较强的抗氧

化能力#体外抗氧化实验结果表明#百蕊草粗多糖及

其 8 个主要纯化组分均有较强的清除羟基自由基'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能力#且有一定的清除 7bb2

自由基的能力+A:,

& 有研究分析了不同脱色方法下

百蕊草多糖的自由基清除和抗氧化能力#结果表明#

相比于活性炭脱色处理的百蕊草多糖!01b"#2

!

g

!

脱色处理的多糖!21b"对于自由基!7bb2'羟基和

/=15"的清除效果较好#细胞抗氧化活性!0//"较

高+A9 G@",

& 对比两种脱色方法处理后的多糖结构#

01b硫酸盐基团较多#水溶性 99(@"e p"($Be%

21b糖醛酸基团较多#水溶性 @B(88e p"o$!e#

01b表现出抑制人肝癌细胞株 2KZ_! 增殖的活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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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1b对肝癌细胞的抑制作用较小#这可能是因为

多糖的抗肿瘤活性与硫酸基团数量及其水溶性有极

大关联性+@$,

&

&*Y等+@!,通过研究百蕊草乙醇提取物!1014"

的乳腺癌化学预防活性#发现1014在 9" M*^

G$和

$B" M*^

G$浓度时可显著抑制细胞色素 b#B" $/$

的活性#在 8 f$B" M*^

G$浓度范围内可诱导醌还原

酶活性#呈剂量依赖性#还能提高小鼠肝癌 2KZ*<W

S<S@ 细胞的谷胱甘肽 5 G转移酶活性和谷胱甘肽水

平#表明1014对乳腺癌具有化学预防潜力& 另一

方面#百蕊草水提液被证实可抑制芳香化酶和环氧

合酶活性#抑制0g?G! 的表达#说明101k或许对

乳腺癌具有化学预防潜力+@8,

&

Y@总结与展望

在我国#清热解毒药物百蕊草已有数千年的使

用历史#其抗炎抑菌效果十分受欢迎& 尽管现代研

究已经分离鉴定了包括黄酮'酚酸'二萜在内的多种

成分#但已知化合物数量仍十分有限#且对各类活性

成分的生物合成'转运调控的过程及分子机制也知

之甚少#不利于科学地阐释百蕊草防治疾病的作用

机制#也因此#目前尚无官方的百蕊草药材质量控制

标准& 近年来由于自然资源储量的减少#有关百蕊

草组织培养和人工栽培的研究成为热点#但野生与

栽培品种功效是否一致#目前尚无定论& 因此#迫切

需要一种可行'可靠的方法探讨百蕊草药材来源与

生物活性成分和防治疾病作用的关系#推动百蕊草

用药的规范化和科学化#为药材的质量控制和优良

种植的选育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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