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盯尔第五卷 方 雄 �

下

小
�

家
。。只随和 分成 分卫

一

屏姐 � � 只
。

两 妥钠川
, ,

匕� 上墓
,

以翻正 反射消失 � 分钟
’ �

组分另�浓胃给以菌丝 �� 髯� � 义和相应体积 的 上为入睡指标
,

记录 �� 分钟内的动物的入睡

牛理欲火
。

伟分仙 后两垠
一

均腹腔 注射戊巴比 数
,

结果进行�
“

检验
,

见表 � �

表 � 菌 丝 与 戊 巴 比 妥 的 作 用

�
� � �

一
�

�
� � �

� � � �

三
。
�

� �
� �

�
� �

旦
� �

些
�

旦少
�

�

�
�
� �

竺
�

吧三生
一

竺 �

一上一竺
一

, � 二�一

�
「

片司、
一

� 厂� �
�

� � 叉
�

。。�二 � � 、�
, �。

⋯
、。

�
丝 � � � � � � 十 ,

�� 巴比 二 的二 � �� � � � �
。

� � �

结裂表明菌丝
丫

�
�

戊巴比妥有
一

协同作用
,

能明显地增强戊巴比妥的巾枢镇静作用
。

�四 �对氯丙嗓 中枢抑制作用的影响 �“�

大 白鼠阳只随机分成 � 组
,

每组 �� 只
,

两组分别港胃菌丝 ��� � � � 和相应体积的 生

理盐水
,

妈分钟 后 均 腹 腔 注 射 氯 丙 嗓

�� � � � � � 观察给药后�� 分钟内动物 的 行为

变化
,

结果表明两组动物均出 现 安 静
、

体

软
、

趴倒现象
,

但翻正反射均无消失
,

表 明

菌丝对氯丙嚓的中枢抑制无协同作用
。

三
、

讨 论

从本实验结果表明
,

人工猴头菌丝有明

显的降低小鼠的 自主活动
� 拮抗苯丙胺的兴

奋作用 �
协同阂下剂量戊巴比妥钠的催眠作

用 � 但对氯丙嗦的中枢抑制无协同作用
,

其

机理不明
。

本实验所用的人工猴头菌丝据报

道其成分为猴头多糖
、

氨基酸
、

多肤类及少

量的生物硷
、

酚类
、

有机酸
、

黄 酮 类
、

揉

质
、

蕙很类物质 �� 
。

至于发挥镇静作 用 是

何种成分尚有待今后研究
,

但从本实验结果

看猴头菌丝可作为镇静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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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药 丹 参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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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一

的
钾
进

一 ’

展
� 一‘

“ 丁、

天津第二医学院药学系 叶泳年

尽、�
、

厂

从 � � � � 年 日 本 的 中 尾 等 人 �’� 与

�
� � � �� �和我国的王序等 �� �用科学的 方 法

研究丹参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 了
。

随着

研究的不断深入
,

人们对丹参这一中草药的

植物化学
、

药理作用
、

制剂剂型和临床应用

都有了一些认识
。

现将近年来上述研究结果

简要综述如下
�

丹参的植物化学

一
、

关于丹参的植物学

丹参��
� �� �� � � ����� � � � �� � � � � � � �

是唇形科 �� � � �� �� �� �
‘

鼠尾草属 �� � �� �
�

� � 植物
。�

在我国北至辽宁
、

南全浙 江
、

东

自山东
、

西室甘肃均有生产
。

丹参为野生草

本植物
,

方形茎
,

叶呈心脏形对生
,

花为 白

色或青紫色的吞形花
,

根多呈红棕色
,

歧根

粗壮且内部紫褐色
,

并有香气而味略甜
,

一

般秋季采挖其根供药用
。

国内栽培的丹参约

有二
、

三年后挖根供用
。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丹参共有十八种
。

它

们是
�
丹参 �� � �� �� � ����� � � � �� � � � � �

� �



彝厂户南丹参 �� � �� � 。 � 。� 一� � � � 。 � � �
�

��
、

甘西鼠尾 �甘肃丹参
,

�� � � � � � � ��
�

� �� � � �� � �
、

褐毛甘西鼠尾 �褐毛丹参
,

� ‘一

�全� � � � ��� �� � � � �� � � �
�

� � 双 � � � ��
�

� � � � � ��� �
、

三叶鼠尾 �三对 叶 丹 参
,

�
·

�� ��� � � � �� �� �
、

滇丹参 �云南丹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毛地黄

夙尾 �白背叶丹参
,

�
·

� �� �� � �� �� � � � ��
�

�� �
、

铜色鼠尾 ��
·

� � � � � �
, � � ��

、

栗色

鼠尾 ��
·

� � � �� � � � � �� �� �
、

雪 山 鼠尾

� �
, � � � � � �� � � �

·

� �
、

短冠鼠尾 ��
·

� � � � �� � �� � � � � ��
·

� 戟叶鼠尾 ��
·

� � ��。

� � � � � � � � �� �
、

黄花鼠尾 ��
·

��� � � �
�

� � �  � � � � �� �� �
、

沧江鼠尾 ��
·

� � � �
�

� � � � � �� � � �� � 紫参 ��
�

� � �� � � � �� � � �  

! 五)
、

小丹参 ( 长尾鼠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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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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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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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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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i

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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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等
。

二
、

关于丹参的化学成分

丹参的化学成分包括水溶性与脂溶性两

部分
。

这两部分均有一定的药理作用
,

故均

为有效成分
。

1

.

丹参的水溶性 有效成分

关于丹参水溶性成分的研究报导较少
。

七十年代起我国上海一些药学工作者在这方

面工作较多
:
上海第九制药厂 (a) 等单 位 对

水溶性成分进行了研究
,

用 乙醚处理丹参注

射液
,

水层经乙酸乙醋提取
,

调p H 至8
.
5 ,

碱性水溶液再调 pH 至 3 一 4
,

析出物 用 乙

酸乙醋提取
,

纸层析可展出 7个斑点
,

初步

证明含有贰类物质和酚经基的强酸性物质
。

1 9 8 1 年杨春欣等 (
‘
) 从水溶性成分中得 到 一

种 白色结晶
,

定名为丹参素
,

并制成了注射

剂 (
“
) 它与三氯化铁反应为翠绿色

,

薄 层 层

析表明
,

丹参素用苯一 乙 酸 乙 醋 一 甲 酸

(8 O
,

70

,
8

) 展开剂展开 后 其 R f 值 为

9
.
11,

纸层析用正丁醇一 乙酸一水(4
:1:5)

药学情报通讯

展开
,

显色剂用 1 % 铁氰 化钾和 2 % 三氯化

铁临用混合
,

可得单一的蓝色斑点
,

R f 值为

0
.
52。 经与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植化教研

室协作
,

确证丹参素之化学结构为D ( + )

日 (3
.
4一二经基苯基 ) 乳酸

:

C H Z
一

C H

一

C O O H

占
H

\
l
/
⋯
\OOHH

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张德成 (
。
) 对丹 参 的

水溶性有效成分研究表明
,

除含原儿茶醛外

也含有上述成分
,

并证明水溶性成分对冠心

病心绞痛和心肌梗塞有效
。

作者除采用三氯

化铁
、

铁氰化钾等呈色反应鉴别外
,

还用加

澳酚绿指示剂显黄色
,

加T ol l
“n
试剂显棕

色等反应证明其为酚酸
。

将其与碳酸氢钠作

用制成钠盐得白色针状结晶
,

m p
25

5 ~
8 ℃

,

。。〕2乌5为十 35 (水 ); 作者还详细介绍了制
从 ~ ,

D
/ J ’ “ 。 “ z J 、 产

”
r一口 一吓Z曰 2

, ‘曰 ‘ ·,二

备方法以及红外
、

紫外
、

质谱和核磁共振谱
。

2

。

丹参的脂溶性成份

有关丹参脂溶性成分的研究国外文献报

道较多
,

1 9 7 5 年上海药物研究所 白东鲁综述

国外文献 20 篇 (t)
,

详细地介绍 了十一 种 丹

参的脂溶性化学成分的提取
、

合成及化学性

质
,

并将各种成分的结构式
、

熔 点
、

比 旋

度
、

紫外和红外光谱等物理性质列出了比较

表
。

这十一种成分是
:
丹参酮 工 ( T

a
ns h 卜

n o n e l )
、

丹参酮 l[ A (T a n s h in o n e ll
-

A )
、

经基丹参酮 五 A ( H y d
r o x y ta n s -

h in o n e I A )
、

丹参酮 I B ( T ans h in o
-

n e 亚 B )
、

丹参酮甲醋 ( M eth y l ta n s in
-

o n a te)
、

隐丹参酮 (C ry p to ta n s h in o n e )
、

异丹参酮 I ( Iso tan sh in o n e l )
、

异丹

参酮 五 ( Is o ta n s h in o n e 亚 )
、

异 隐丹

参酮 (Iso C ry p ta n s h in o n e)
、

丹参 新 酮

(M itiro n e )和丹参酚(5 a lv io l)
。

1 9 7 8 年张

安 铺 (8) 在综述丹参的化学及其制剂的研究

一文中又补充了四个丹参的脂溶性成分
,

它

们是左旋二氢丹参酮 工 (m P 215一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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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新醒 甲 (m p 20 0℃)
、

丹参新醒乙(m p

182℃) 和丹参新醒丙 (m p 2 16一218 CC )
。

1 9 8 0 年西安植物园化学研究室冯宝 树 等 (。)

介绍 了他们从丹参的乙醚提取物中得到了一

个结晶物质
,

呈暗红色多面体状
,

经分析为

一对同分异构体
,

多次重结晶后得到一个次

甲丹参醒的异构体
,

呈红 色片状 结晶
,

m p

1
69 一 171 ℃

,

紫外和红外光谱表明有邻醒及

映喃的结构
,

质谱表明其分子量 为 278 (与

次 甲丹参醒相同 )
,

他们还作了核 磁 共 振

谱
,

并定这个新化含物名为
: 1 ,

2
一

二氢丹参

醒
。

三
、

关于 丹参的药效与植物种属的关系

丹参的生理活性 与其化学结构 密 切 相

关
,

有关其构效关系的研究很少
。

从丹参的

主要脂溶性成分 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是二菇

酮类化合物
,

无论邻醒或对醒的结构都很容

易被还原成二酚类的化合物
;
而二酚类的化

合物又可氧化成为邻醒或对醒
。

这种氧化还

原反应与生物体内的很多与电子传递有关的

生物化学反应有关
,

从而对生物体的新陈代

谢产生一系列的作用和影响
。

所 以说总丹参

酮的含量与药效的强弱有很密切的关系
。

张安铺 (s) 在其综述中列出十四个 品 种

的丹参中所含总丹参酮
、

隐丹参酮和丹参酮

I A 的含量
,

并制表进行比较
。

其中六种鼠

尾草属植物中总丹参酮含量较高
,

它们是丹

参 (1
.
95% )

、 一

甘西鼠尾 (1
.
99 % )

、

褐毛

甘西鼠尾 (1
.
30 % )

、

三叶鼠尾 (1
.
06% )

、

毛地黄鼠尾 (0
.
67 % ) 和滇丹参 (0

.
55 )

。

丹参的药理作用

19 84年陈维洲对丹参的药理作用已经做

了比较全面的综述 (
‘。

)
,

任建伟和 施 顺 清

(“ )在 《丹参研究新进展》 一文中也综述了

药理研究的成果
。

有关丹参在实验动物体内

的吸收
、

分布
、

代谢和排泄等资料
,

上述二

文均有详细介绍
,

本文不再赘述
。

目前有关

丹参的药动学和药效学资料还很不完善
,

现

将主要药理作用概述如下
:

一
、

,寸心脏的作用

丹参注射液具有显著扩张冠脉
、

增加冠

脉流量的作用
。

尤其在心脏活动功能已经不

良的情况下
,

明显地改善心脏收缩力
,

减慢

心率
,

使心脏功能获得明显改善
。

(
‘2

) 药理试

验证明有增加离体灌流心脏的冠脉流量; 静

脉滴注亦能增加麻醉狗的冠脉 流量
,

降低冠

脉阻力
。

( ‘。) 一次性注入丹参注射液能增加

正常或颤动离体兔心的冠脉流量
,

不增加心

肌氧耗量
。

将丹参脂溶性成分丹参酮 亚 A 的母 核

上引入一个磺酸基
,

可 以得一个水溶性的衍

生物
—

丹参酮 亚 A 磺酸钠
。

这一药物给冠

心病病人静滴
,

可缓解心绞痛和胸闷症状
。

药理试验 证明丹参酮 且 A 磺酸钠可延 长小

鼠常压缺氧的存活时间
,

,

这与改善小鼠的乳

酸代谢有关 (0)
。

关于丹参酮 五 A 磺酸钠是

否具有C
a “ + 通道阻滞剂的药理特性的 问题

,

最近范铮等 (‘“ ) 研究了它对心肌电和机械活

动的影响
:
用豚鼠

、

兔和猪离体心肌实验表

明
,

丹参酮 且 A 磺酸钠可抑制心肌收缩力
,

缩短动作电位时程
,

而对 O 相上升速率影响

较小; 由于其降低慢反应 电位除极速率
,

减

慢窦房结细胞的自律性
,

提示丹参酮 亚 A 磺

酸钠可能影响C
a “ +
向细胞的内流

。

对丹参的水溶性成分丹参素 的 研 究 表

明
,

它能显著延长小鼠耐缺氧时间
,

其作用

次于氯丙嚓
,

但较丹参酮 兀 A 磺酸钠强 , 对

脑垂体后叶素引起的大鼠缺血性心电变化
,

丹参素有显著保护作用; 对急性心肌梗塞麻

醉狗实验证明丹参素抗心肌梗塞 范 围
一

的 疗

效较潘生丁等显著 “ ‘
)

。

玉椒恤等
“ , ’给

小鼠腹腔注射丹参
,

每只格当丹 参 生 药 量

22 5
一

45
o m g

,

30 分钟内可使心肌和脑中人T P

含量明显增加
。

这和增加动物的耐缺氧能力

和对缺氧心肌的保护作用一致
劝 :

“
、
.

时乒液的作用
-

藏星星等 “ , ’用体外绵苇红细胞的溶解

试验发现丹参等中药对此溶血模型有抑制作

57



用
,

并皇现出一种量效关系
,

作者认为原因之

功堪药物增强了细胞膜的稳定性
,

丹参抑制
·

棒外兔疫溶血为其抑制抗体和补体杀伤肿瘤

喇袍
、

’

促进肿瘤转移提供 了间接的证据
。

洛
:,

丹参注射液可抑制血小板聚集
,

使其粘

附性降低
,

对抗血栓形成和抗凝血
。

O ni
t
-

污“k a 等 (l
’》发现丹参酮 工

、

丹参酮 亚
、

隐丹

参酮等对可溶性骨胶原所致的血小板凝集具

有抑制作用
。

其中以丹参酮 工之作用最强
,

为瞿粟碱的30 倍
。

L i 等 (
‘“

) 在丹参 的 水 提

取物中除了得到丹参素
、

原儿茶醛外
,

还得

到了两个缩合 物
,

其 中
: 2 一 (3

.
4一 二 经

基苯乙烯基) 一咖啡酸的缩合物有 抗 凝 活

性
。

作者命名为S
alv ianolie aeid A ,

简

称S A A
。

静脉注射丹参注射液可使冠心病人的全

血粘度下降
,

红细胞电泳加快
,

手指血流量

增加和其外周微循环改善
。

上述血液流变学

的变化可能是丹参注射液治疗一些心血管疾

病的基础 (
‘ ,

)
。

三
、

抗菌作用 (2“) (
‘。

)

在体外抗菌试验中
,

总丹参酮对金黄色

葡萄球菌和其耐药菌株有较强的抑菌作用
。

对总丹参酮中10 个单体成分的抑菌 试 验 表

明: 隐丹参酮
,

二氢丹参酮 工
、

经 基 丹参

酮
、

丹参酮 兀 B 和丹参酸甲醋有抑菌作 用
;

丹参酮 亚 A
、

丹参酮 工
、

丹参新醒甲
、

乙 和

丙均无抑菌作用
。

总丹参酮中隐丹参酮抑制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作用最强
;
丹参新醒甲和

丹参酮 亚 一
A 对人型结核杆菌的抑制作 用 最

强; 总丹参酮对真菌铁锈 色毛发癣菌和红 色

毛发癣菌也有抑制作用
。

郑师章等 (
22)比较了丹参五个样品的有

效成分
,

他们认为在体外抗菌实验方面和丹

参酮 亚 A 的含量方面以 山东的两个品种即丹

参 (又称紫花丹参) 和白花丹参为好
,

尤其

是白花丹参抗菌实验证明抑菌力最强
。

四、 其他作即 : “ ‘

勺
1

一 ,

丹参注射液具有促进癌细胞转
}
移和血行

与8

药学情报通讯

扩散的作用
。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傅

乃武等 (
“ ‘》报告

:
艾氏腹水癌小鼠腹腔注射

丹参4
.
0一 9

.
0 9/ K g 可 明 显 对 抗 pH A

(20 0件g / m l) 腹水细胞诱发的癌 细 胞 凝

集
,

说明其有较强的解聚作用
。

上悔伤骨科研究所徐荣辉 (
““) 进行了丹

参对家兔皮肤切 口 愈合影响的组织 化 学 观

察
,

发现丹参组 (20 只兔) 巨噬细胞及成堆

异物细饱出现早于对照组 (30 只兔)
,

使创

伤修复清扫阶段明显提前
;
丹参组血管肉芽

组织
、

胶原性肉芽组织以及疤痕性肉芽组织

的出现显著早于对照组
。

所用丹参注射液每

天注射 2 m l
,

共计13 天
。

丹参的制荆

张安墉 (s) 在其综述 《丹参的化学
.
及 其

制剂的研究》 一文中曾介绍了十九种丹参的

制剂和方剂
。

它们是
:
丹参舒心片 (原名冠

心 722)
、

丹参 9 号片
、

复方丹参片
、

丹参酮

片
、

丹参及复方丹参注射液
、

丹参 精 注 射

液
、

丹参酮软膏
、

冠心亚号
、

冠心 扛号加宁

心祛风片
、

红金片
、

复方参香片
、

赤槐丸
、

冠通散
、

冠心 工号方
、

绞痛一号
、

心 舒 一

号
、

冠心 工号
、

复方三七注射液和复方三七

丸
。

其中目前较常用的是片剂和注射剂
。

丹参舒心片为丹参90 % 的乙醇提取物
,

洗去水溶性成分后主含丹参的脂溶性成分
,

每片含提取物0
.
2克

。

复方丹参片每片 主 含

丹参
、

三七
、

冰片等成分
,

市售有包衣片和

裸片两种
,

主治冠心病患者的胸闷 和 心 绞

痛
。

一般包衣片的临床效果不如裸片好; 但

裸片如保存条件差或遇光遇热则冰片挥发
,

可以见到瓶壁有升华的冰片结晶
,

故影响疗

效
。

丹参酮片也是 由丹参的脂溶性 成 分 组

成
,

其中每片含总丹参酮0
.
16 克

,

且规定隐

丹参酮含量不能低于总丹参酮 含量 的 10 %

(即 16毫克以上 )
。

丹参酮片主要用于抗菌
_
消炎。

_ ’
,

除丹参精注射液外
,

常见的注射剂有两

种
:
一为复方丹 多注射液 (除丹参外

,

尚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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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药降香)
;
一为丹参注射液

。

前者制作

时降香成分易挥发
,

故实际含量甚少
,

故一

般多采用后者
,

即单味药丹参注射液
。

1 9 了7

年版 中国药典一部收载了丹参注射液
,

( “)

其注射液规格为 2 m l
,

内含相当丹参 3
.
0克

的灭菌水溶液 ; 并规定了制法
、

性状
、

鉴别

和检查等项 目
。

关于丹参和复方丹参注射液制备方法的

研究
,

近年来报道较多
。

林顺 (
3”

) 对不 同制

备方法与揉质含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

由于

丹参注射液中普遍含有揉质
,

不仅影响了注

射液的稳定性
,

还会带来一些不 良反应
,

如

加速红细胞凝集
、

形成血栓
、

长期肌内注射

出现硬结和肿胀等
,

所以作者根据药典 (
2弓》

方法
,

选择了水醇法
、

改良明胶法
、

石硫醇

法
、

浓醇调 pH 法及聚酞胺法等五种工 艺 路

线
,

用纸层析和红细胞凝集试验测 定 糕 质

是
,

结果认为浓醇调p H 法较好
。

用聚酞胺柱

吸咐蹂质的方法
,

1 9 8 2 年胡衍兰 (
艺 日

) 曾提 出

过
,

他认为乙醇浓度如合适
,

可完全除去蹂

质
。

丛月珠等 (
2, ) 对复方丹参注射液的工艺

进行了改革
,

他们认为丹参注射液小白鼠耐

缺氧实验动物存活率与复方丹参注射滚基本

一致
,

但可省去降香减少操作工序 , 经改革

后的丹参注射液制剂稳定性好
,

含量高
。

孙

慈良 (
“ .

) 提出在制备丹参注射液时 应 通 氮

气
,

通氮后的注射液色泽较浅 (黄棕色)
、

p H 灭菌前后变化小
、

有效成分含 量 高
、

澄

明度好
。

故建议制备中充氮后
,

有效期可定

为 1 一 2 年
,

颜 色应 由棕色定为黄棕色
,

以

提高丹参往射液制剂的质量
。

总之 目前丹参

注射液制备中的棘手的问题是最大限度地除

去糠质
,

更多地保留有效成分
,

从而使制剂

稳定性提高
,

刺激作用减少
,

这是今后值得

研究的一个课题
。

为了控制丹参注射液制剂的质量
,

秦芝

玲等 (
“ 。

) 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丹参注射液

中钓水溶性有效成分抖参素
,

,

并对分析条件

的选择进行了探索
,

拟定了在峰波长2:7 甘二

处测定含量的方法
。

丹参素浓度在 l
·

o 一6
·

0

x
1 0

~ ‘
g
/
m l 范围与吸收值之间呈线性关 系

。

布 、 二 i %
、 _

. _ , 。 , , 、 _ _
_ ,

u 。
、

平均 七
r石盗入

n‘a x 2 7 9 “ m ( H
:
U ) = 1 2 8

·

6

士3
.
4 ( p 二9 5 % )

,

丹参水溶液稳定
,

于 3

小时内测得的吸收值不变化
。

何怀冰等 (
“”

)

在上述紫外方法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经纸层折

分离
,

再作紫外分光光度测定的方法
。

经他

们测定丹参注射液与复方丹参注射 液 R f 值

近乎相等 (0
.
602 和 0

.
60 4) 层离后两者紫外

光谱与丹参素图谱一致
。

而且注射液中另一

水溶性成份原儿茶 醛 ( R f 值 为一0
.
386 一

0
.
389 ) 可与丹参素完全分 离

,

不 干 扰 测

定
。

丹今的临床应用

由于丹参所含有的化学成分很多
,

它的

药理作用也很多
,

因而临床应用也很广泛
。

关于中药丹参的主要药理及临床应用
,

郭宁

如等 (s
’, 巳有介绍

,

现将近两年来的文献补

充如下
:

一

一
、

在心血管疾病方面

丹参住射液和丹参酮 I A 磺酸钠盐注射

液 (即丹参精注射液) 两者作用机理不同
,

但对心绞痛有相似的疗效
。

前者除提高心肌

对缺氧的耐受力外
,

还能减少机体的耗氧
,

从而增加冠脉的氧供给量
,

改善症状; 后者

可增强心肌收缩
,

增加心肌的血流灌注
,

使

缺血表现的心电图得到改善
。

口服丹参舒心

片 (每日三欢
,

每次两片) 连服两 个 月 有

90 % 以上的病例显示疗效
,

心绞痛症状有效

率73
.
2%

,

心电图有效率为58 %
。

上海仁济

医院俞国瑞 (
“ 2 》报告一例 心源性休克和一例

心博骤停的患者使用丹参注射液后 血 压 回

升
,

最后均痊愈出院
。

前者为一冠心病伴心

力衰竭及休克的患者
,

用速尿
、

多 巴 酚 丁

胺
、

多巴胺
、

阿拉明和酚妥拉明静注治疗达
.
6 小时血压仍测不到

;
在 5 % 碳酸氢钟注射

旅中加久丹参注射液61 归后 IQ 分
「

一

钟 血 压

韵/60 蹄川H 岛以后再加廿川
,

并伴以酚妥 拉

6D



时和多巴酚丁胺静滴
,

血压达 110/ 60m m H g
,

患者神志清醒
。

后者为一前壁心肌梗塞
,

因

房颤异致肺水肿
,

吸痰时造成心搏骤停的患

者
。

在用阿拉明
,

碳酸氢钠注射液等治疗 8

分钟未见心搏恢复
; 加入丹参注 射 液 4 m l

后恢复窦性心率
,

血压70 / 60 m m H g
,

继续

使用丹参注射液静滴
,

血 压 升 至 14 0 / 90

m m H g
。

昊旭秀等 ‘“ “) 对肌注复方丹参注射液进

行了血液流变学的观察
。

他们对31 例血液粘

度增高的心血管患者肌注复方丹参注射液
,

每日二次
,

每次 Z m l
,

连续 5 天
,

结 果 表

明
:
结合红细胞电泳时间缩 短 8

.
2 %

,

全血

粘度高切变率降低72 %
,

低 切 变 率 降 低

14
.
4 %

,

红细胞压积也减少 4
.
2 % ; 但 血 沉

及血浆粘度用药前后无明显改变
。

朱禧星等

(“‘ ) 研究了丹参和潘生丁对糖尿病患者血小

板聚集功能和对微循环的影响
,

作者给24 例

五型糖尿病患者 口服丹参
,

每天三次
,

每次

四片 (相当生药 3 克)
,

并以 n 例病情相仿

的 卫型糖尿病患者作对照
,

结果服用 3 个月

后
,

治疗组血小板聚集力显著降低
,

说明丹

参具有明显的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及改善微

循环的作用
。

二
、

在脑血管疾病方 面

对脑动脉粥样硬化缺血性中风的65 例患

者
,

用丹参注射液肌注或静滴后
,

基本痊愈

(偏瘫基本恢复
,

能扶杖步行
,

神志
、

语言

清楚) 9例
,

显著进步 19 例
,

进步 29例
,

无

效 8 例
。

但对椎基底动脉粥样硬化缺血型 中

风的患者
,

在血压下降的同时
,

出现神志昏

迷和偏瘫加重
,

则应警惕
。

丹参和复方丹参

往射液治疗大脑中动脉血栓形成
、

脑栓塞及

百日咳脑病均获得不同程度的疗效
。 ‘“ 6

)

三
、

在感染性疾病方 面

含有丹参酮的制剂对化脓性感染
、

急性

扁桃体炎
、

外耳道炎
,

蜂窝组 织 炎
、

乳 腺

炎
、

骨髓炎
、

痈疖
、

丹毒等均有较 好 的 效

果
。

尤其是对一些使用其他磺胺或抗生素无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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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
,

使用含有丹

参酮的制剂会有一定疗效
。

用丹参治疗慢性肝炎也有一定效果
。

王

祯等
(3“ ) 有专文综述了用丹参治疗慢性肝炎

的临床效果和实验研究现状
。

在恢复肝功能

方面将丹参注射液肌注每 日 4 m l治 疗 慢 性

肝炎27 例与用西药肝太乐19 例 比较
,

三个月

后疗效显著优于肝太乐组
,

门诊随访一年病

情稳定
,

总的显效率51
.
7 %

,

有效率88
.
3 %

。

在 回缩肝脾改善淤症方面
,

用丹参注射液行

肝俞和脾俞穴位注射
,

有80 % 患者 肝 脏 回

缩
。

在抗纤维化方面由于慢性肝炎主要病理

学特征之一是胶原纤维增生
,

故抑制胶原的

增生
、

促使已经形成的纤维消散和吸收
,

是

治疗慢性活动性肝炎的一个关键
。

丹参注射

液可以抑制纤维的增生
,

在抗肝纤维化方面

它比 D 一青霉胺
、

秋水仙碱
、

脯氨酸等 作用

更好
。

临床上有用丹参注射液 6 一 8 m l 加至

10 % 葡萄糖注射液中静脉点滴治疗小儿 慢性

活动性肝炎 4例
,

三例好转
,

仅一例变化不

明显
。

上海虹桥医院赵英明等 (37)曾使用垂

盆草等治疗慢性肝炎取得 了一定效果
,

但在

垂盆草处方中加入丹参
,

制成复方丹垂冲剂

后
,

对60 例慢性肝炎患者进行治疗
,

每 日三

次
,

每次冲剂20 克
,

8 周后S G P T 有82 % 恢

复正常
,

4
~

6 个月后总有效率达 96 %
,

说

明效果更好
。

四
、

在其他疾 病方 面

丹参制剂对弥漫性血管内 凝 血
、

脉 管

炎
、

银屑病
、

硬皮病
、

湿疹
、

篡麻疹和神经

性皮炎等皮肤病
、

神经衰弱
、

克 山病
、

中心

视网膜炎和视神经姜缩等眼病均有一定的序

效
。

从近代医学看到丹参如此广泛的临床应

用范围
,

就不难理解中医赞誉
“一味丹参

,

功同四物 妙
这句 话了 (注

:
四物为 当归

、

川

芍
、

白芍
、

熟地 )
。

关于丹参注射液的用量与作用关系的研

究
,

张作华等 (
“ 8

) 用动物实验证明 了加大用

量对
·

临床治疗的实际意义与理论根据
。

在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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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表性淤验中
,

丹参注射液 (每 m l相当生

药 1 克) 的 L D 5o为96
.
03士2

.
58 9 / k g

。

对

犬的观察表明
:
改善冠脉循环的作用随着用

量的增加而增加
; 增加剂量心肌耗量也显著

下降
。

作者实验设计用了三种丹参的剂量
:

小剂量相当 日常量 ( 2 一 4 9 ) 中剂量 相 当

16 9
,

大剂量为探索剂量 (309 )
。

结果证明

探索剂量可行
,

即每日静注相当丹 参生药量

30 一 40 9的丹参注射液可提高疗效
,

具 体 剂

量选择应根据不 同病情和病人体质 情 况 而

定
。

丹参注射液虽然毒性很低
,

但其不良反

应近年来也有报道
。

张铁等 (
39)专文论述了

丹参注射液的临床不良反应
,

并报 告 了 五

例
,

主要副作用为
:
月经过多

、

周身乏力
、

嗜睡
、

头痛
、

鼻粘膜 出血
、

齿跟出血等
。

陈

伟民 (
4”

) 最近报告一例 复方 丹参注射液引起

过敏性哮喘
,

该患者既往无过敏及哮喘史
,

入院前也未 曾用过复方丹参制剂
,

因心律失

常冠心病静滴复方丹参注射液 5 小时后出现

胸闷气喘等症状
,

用地塞米松
、

立其停
、

利

多卡因治疗哮喘缓解
。

第二天又用复方丹参

注射液16 m l静脉滴注
,

症状复发
,

同上用 地

塞米松治疗 4 小时后哮喘渐平
。

作者对此例

过敏
,

认为是 由复方丹参注射液中丹 参引起

的
,

还是降香引起的尚不 明确
。

长期服用复

方丹参可引起上腹部不适
、

恶心和呕吐等副

作用
,

这 也可能与冰片有关
。

为了慎重使用

丹参制剂尤其是注射剂
,

对出血素质
、

严重

贫血和妊妇应禁用
。

对月经过多者应慎用
,

对血管波动性头痛者可加剧头痛
,

在出现不

良反应时减量或停药
。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对中草药丹参研究的

进展
。

今后应在化学方面对有效单体成分提

取
、

分离和合成加强研究
,

以便为药理和临

床提供更多有效的药物
。

同时还要在丹参的

植物学方面进行研究
,

以改进品种
、

扩大种

植
、

提高产量
。

由于丹参含有如此众多的活

性成分
,

其药理研究工作还很不完善
,

各种

成分药动学和药效学的资料极少
。

制剂方面

稳定性和刺激性的研究是主要课题
,

其他如

提高制剂的生物利用度
、

增加和改进剂型以

适应临床需要也是应该研究的
。

在丹参的临床方面
,

虽然 目前适应症很

多除了对心血管疾病方面的研究比 较 深 入

外
,

对其他疾病的疗效缺乏严格的对照观察

和统计学分析
,

因而说服力不足
,

这些都是

今后应该注意改进的问题
。

虽然新版中国药

典 (1985年版 ) 没有收载丹参注射液这一品

种
,

但目前国内市场和临床上仍在使用
,

说

明丹参确有疗效
,

应用广泛
,

今后任务是进

一步研究和开发
。

参 考 文 献

〔1 〕中尾万三
,

他
:
药学杂志

,

58

:
8

44

,

〔2 〕W
es s e ly F a n d W

a n g S : C
一

A

2 3 6 5 . ,
1 9 4 0

〔3 〕上海第九制药厂
:
医药工业

,

( 1 )

2 0
,

1 9 7 3

1 9 3 4

. ,
3 4

] 4
ea

〔4 〕杨春欣等
,

药学通报
,

1 9 8 1

杨春欣等
:
中药通报

,

张德成
.
中成药研究

,

1 6 ( 1 1 )
:

6 4 6 一 7
,

〔5 〕

〔6 〕

〔7 〕

7 ( 2 )
: 20 ,

1 9 8 2

1
.

2 4
~

2 5

,
1 9 8 2

白东鲁
:
国外医学参考资料药学 分 册

,
2

( 6 )

.
3 3 5 ~ 3 4 0

,
1 9 7 5

〔8 〕张安铺
:
中草药通讯

,
( 7

)

:
3 2 1

~
3 2 6

,

1 9 7 8
-

〔。〕冯宝树等
:
药学通报

,
2 5

(
5

)

:
2 3 5 一 6 ’

1 9 8 0

〔10〕 陈维洲
:
药学学报

,
i 。 (1 1 )

: 8 7 6 ~ 5 5 0
,

1 9 8 4

〔11〕任建伟等
:
中成药研究

,
1 2

:
3 6 一 37

,
1 0 5 5

〔12〕钱百炎等
:
中草药注射剂

,

第13 8页
,

上 海

科学技术出版社
,

1 9
81 年

〔13〕范铮等
:
中国药理学报

,
7 ( 6 )

:
5 2 7一

5335 1986

〔z凌〕江文德等
:
药学 通 报

,
一6 ( 5 )

: 3 1 5
,

1 9 8 1

〔1 5〕王椒仙等
:
中草药

,
1 7 ( 1 6 )

:
4 5 1 一嫂53

,

1 9 8 6

〔1 6〕减星星等
:
中草药

,
1 7

(
2 0 )

:
4 5 5 ~ 4 5 9

,

6 1



玲86

〔1 7〕 O 且 i t , “k a M
e t a l

:
C h

e
m P }

1、, z

翎 B :i-

11 ,
3 1 ( 5 )

:
1 6 7 0

,
1 9 8 3

〔1 8〕 L 1 L M et a l: P la n ta M e d
,

5 0 ( 3 )
:

2 2 7
,

1 9 8 4

〔19 〕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生理教研组
: f
l
.
「且内科

杂志
,

( 4 )
:

2 0 7
,

1 9 7 7

〔2 0〕高玉桂等
:
药学学报

,
1 4 ( i )

:
7 5

,
1 9 7 9

〔2 1〕傅乃武等
:
药学通报

,
2 5 ( 7 )

:
3 3 5 川 980

亡22 ) 郑师章等
:
中草药

,
2 2 ( 3 )

:
2 0 5 一 9 ,

1 9 8 1

〔23〕徐荣辉
:
中草 药

,
2 3 ( 2 )

: 。 ,
3 一 6 ,

1 9 8 2

〔2 4〕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
,

第1巧页
,

人 民

卫生出版社
,

1 9 7 7 年

〔2 5〕林顺
:
中草药

,
1 5 ( 1 1 )

:
4 0 8

,
1 9 8 4

〔26〕胡衍兰
:
中草药

,
1 3 ( 3 )

:
2 0 9 一 1 1 0

,

1 9 8 2

〔2 7〕丛月珠等
:
中成药研究

,

( 2 )
:

5
~

6
,

1 9 8 5

〔2 8〕孙慈良
:
中草药

,
1 6 ( 4 )

: 2 2
,

2 9 5 5

〔29〕秦芝玲等
:
药学通报

,
1 7 ( 飞z )

: 6 9 7
,

z g a Z

药学情报通讯

龙
q〕何怀冰等

:
药学通报

,

18 ( 8 )
:

5
00 ~

5 0 1
,

1 9 8 3

〔3 1〕郭宁如等
:
中级医刊

,
1 9 ( i )

: 峨1~ 4 2
,

1 9 8 4

〔32 〕 俞国瑞
:
中还i医结合杂志

,
6 ( 6 )

:
3 6 8

,

1 9 8 6

〔33〕吴旭秀等
:
中华心血管杂志

,

13 ( 4 )
.

2 5 1
,

1 9 8 5

〔34 〕朱禧星等
:
中华内科杂志

,
2 通 ( 4 )

: 2 9 7 ~

9
,

1 9 8 5

〔3 5 〕王洛生主编
:
中药药理与应用

,

第 231 页
,

人民卫生出版社
,

1 9 8 3

〔3 6 〕王祯菩
:
中西医结合杂志

。
5 ( 8 )

:
5
09 一

10 ,
1 9 8 5

〔3 7〕赵英明等
:
新药与临床

,
5 ( 6 )

:
3 3 3 一

335 ,
1 9 8 6

〔3 8〕张作华等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

4 ( 5
)

.
:

1 9 5
tw

1 9 6
,

1 9 8 4

〔39〕张铁等
:
药学通报

,
2 0 ( 5 )

:
2 6 5

,
1 9 8 5

〔4 0〕成伟民
:
中西医结合杂志

,
6 ( 5

)

:
3 0 0

] 9 8 6

中 药 知 母 的 药 理 与 化 学 研 究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 洪永福

中药知母是百合科 (Li liac
e
ae ) 植物

A nem arrhe:a asp hodelo ides B eg
、

的

干燥根茎
。

早在 《神农本草经》 中 就 有 记

载
,

现为一种常用中药
,

性味苦寒
,

具有滋

阴降火
、

润燥滑肠之功效
。

可治烦热消渴
、

骨蒸劳热
、

肺热咳嗽
、

大便燥结
、

小便不利

等症
。

现代药理学研究
,

用知母浸膏 (2 :

1 ) 2 m l/ k g皮下注射能制止大肠杆 菌 引

起的家兔发热
,

因此认为有解热作用
。

近有

报道知母根茎中所含的皂试具有明显降低 由

甲状腺素造成的耗氧率增 高及 抑 制N
a+、

k

+

一A T P 酶活性的作用
,

实验结果表 明
,

其中总皂俄对N 。
+ 、

K

十

一A T P酶的抑制 率

62

达 59
.
8 %

,

而酸水解得到的萨尔萨 皂 试 元

(S a rsa sa p o g en in ) 抑制率为44
.
6 %

,

其半

唬拍酞衍生物抑制率为89
.
8 %

,

从理论上解

释知母具有清热泻火的功效 (
’
)
。

知母 煎 剂

对葡萄球菌
、

伤寒杆菌
、

痢疾杆 菌
、

副 伤

寒杆 菌
、

大肠杆菌
、

枯草杆菌
、

霍乱孤菌
、

肺炎双球菌
、

白色念珠菌等均有不同程度的

抑制作用
,

对某些常见的致病性皮肤癣菌也

有抑制作用
。

知母的乙醚浸膏及此浸膏用丙

酮处理所得的粗结晶对H
。 ,

R V 人型结 核杆

菌亚种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

但前人所提到的

皂贰并无此作用
。

在小鼠实验性结核治疗实

验中
,

用含2
·

5
% 知母粉的饲料喂食后

,

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