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二

知每根茎中含知母聚楷�
,

仑
,

� 和�
,

经凝胶层析 法 和 �
� � � � � � � � � � � � �或 ��

鉴。。柱法测得它们分子量分别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
�

� � �� ‘ ,

其中� 由

威李糖
,

阿精
、

木糖
、

半乳糖组成 � � 由 鼠

李搪
、

阿糖
、

半乳糖
,

葡萄糖组成
,
� 由岩

藻精
、

阿糖
、

木搪
、

半乳搪
,

葡萄糖组成 ,

� 由甘露糖和葡萄搪组成 闭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陈锐群等
�

生物化学与 生物 物 理 学 报
,

��

� � �
� � ��

,
� � � �

〔�〕 � � � � 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孟强华等
�

体外诱生抗体反应系统用 于 对 中

药免疾调节作用的研究 �内部� � � � �

药学情报通讯

〔� � 洪永福等
�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 � � �

增刊助
,

� � � �

〔�〕 韩公羽
�

第二军医大学学术资料汇编第一
’

提
�

祖国医学专辑� � �
,
� � � �

〔�〕 川崎敏男等
�
药学杂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洪永福等
�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

� � � � � � �
,

� � � �

〔�〕 森田直贤等
�

药学杂志
,
� �� � � � � � �

,
� �  孚

〔� �〕 有富正和等
�
医学中央杂志

,

�� �一� � �  
,

� � �  

〔� �〕 洪永福等
�

中草药 � � � � � � � �
,

� �  !

〔� �〕齐藤等
�

汉方研究
,

�� � � � � � �
,
� � � �

〔� �〕柴田承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各 国 植 物 药 专 利 综 述 �二 �

国家医药管理局天津中药研究所 彭海卿

四
、

保健药

这一部分的专利申请以人体保健用药为

主
,

包括生发剂
、

口腔清洁剂
、

戒烟剂
、

减

肥剂
、

食品保存剂以及保健食品和饮料等
。

以罗 卜的酒精提取液为主的头发生长刺

激剂
,

已有广泛的国际影响
。

这种生发剂有

芳香味
,

擦在头发上不会发生粘连现象
,

对

阳光无敏感
。

它的配方和制作过程 如 下
。

� � �公斤小罗 卜
,

用酒精提取得� �� 立升提取

液
,

将之与芥菜子 �� � �公斤 �
、

杜 松 果

�� � �公斤 �
、

马郁兰叶 � �� 。公斤 � 的酒精

提取液� �� 立升混合
。

再在此混合液中 加 入

�
�

�克�
� � � � �� �和 � �公斤三氧化二铝

。

冷 却

至 � � � ℃
,

析出沉淀并分离
,

得谈棕色透

明液
。

向此透明液中加进异硫氰酸 烯丙 醋

� �  � � �
、

� �
� � �

�

� � � � �
、

绕丹宁 � � � � �
、

含硫的氨基酸 �� �  � � � �
,

即为所要的生 发

剂 �”“�
。

从石胡萎属植物�
� � ��� � � � � �  �

� �� � � � � �� 提取得到的有效成分
,

也有刺激

� �

头发生长的作用
。

它既可作成油膏 局 部 涂

用
,

也可作成口服剂 �瑞 ”�
。

雏菊的干叶和茎

的水提取液对促进头发生长也有较好效果
。

� 克雏菊的干叶和根与 � 克药用紫草干叶浸

在 ��  克水中煮沸
,

每天 口服 � 次 �名‘�
。

对医疗口腔疾病如牙周炎等
,

亦有数件

专利报道 “ � 一 ‘“�
。

用低级醇 �甲
、

乙醇 �
、

极性溶媒 �丙酮
、

乙醚 � 或 非 极 性 溶 媒

�苯
、

石油醚� 提取 山金车
、

豆荔
、

银杏
、

人参得到的有效成分
,

可有效制止由于葡萄

球菌引起的齿垢和防止牙齿腐蚀
,

还可消除

齿跟炎症
。

从 良姜
、

南天竹
、

山植
、

忍冬
、

紫苏
、

钩樟
、

杏仁
、

牡丹皮等药材中也可提

取得治序上述口腔 炎症的成分
。

治疗齿跟红

肿
、

出血
、

过敏或脓溢也可用明矾粉和丁香

粉治疗
,

这两种成分的体积 比是 � � �
。

「月

矾和丁香在 � �� 一 � �� ℃干燥 � � � �小时
,

在

干燥空气中冷至室温
,

压成粉混合在一起
。

将这种混合粉直接上到有病灶的齿跟
�

上
,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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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 一 � 次
,

即可见效
。

饶有风趣的是把药

物制成口香糖形式来治疗 口腔炎症
。

芦荟口

香糖对治疗各种口腔炎症都很有效
,

包括由

于革兰氏阴性细菌
、

革兰氏阳性细菌
、

绿脓

杆菌
、

霉菌引起的各种炎症
。

这种口香糖形

式的剂型最大的特点是由于口腔咀嚼
,

把芦

荟分散到每一个齿缝之间
,

对整个口腔起了

彻底的清洁作用
,

对牙刷无法达的细小间隙

都进行了清理
。

这种剂型特别适用于尚不会

刷牙或刷不好牙齿的儿童
、

少年
。

此外由于

芦荟 口香糖有抗酸碱的性质
,

故这种剂型也

适用于酸碱作业的工作人员
,

预防牙齿被酸

腐蚀
。

芦荟 口香糖的这种作用主要来自其中

的有效成分芦荟素和芦荟大黄素等
。

一种戒烟糖或戒烟 口香糖
,

可使抽烟者

不 因少抽或不抽烟而产生脱瘾现象
。

这种戒

烟糖是有机锗或由含有机锗的物质与松香提

取物配制而成
。

含有机锗的物质包括人参
、

大

蒜等
。

松香提取物的制备
,

是将天然松香浸

抱在有机溶媒中�� 小时 �密闭容器 �
,

再蒸

去溶媒而得
。

有机锗通常以 �
�

��的比 例 与

松香提取液混合
,

还可适当加些甘 草 提 取

液
、

维生素 �
� 、

维生素�等 �� “�
。

食欲抑制剂可以使胖人变得瘦
,

也可帮

助糖尿病人减少饭量
。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

食欲抑制剂也可叫减肥剂
。

这种减 肥 剂 由

�� � �� �漪萝叶和��  !∀ �漪萝子 配 制 而

成
。

漪萝子也可用茵香子或藏茵香 子 所 代

替 �‘ � �
。

从七叶胆中提得的一种皂贰 �绞股

蓝皂试�
,

能改进人体中过氧化脂类代谢或

降低花生四烯酸的代谢
,

使肥胖得控制
。

提

取这种皂贰的方法如下
� 用冷水或低级醇浸

泡七叶胆的茎或种子
,

把皂贰游离出来
,

再

将之吸附在树脂或氧化铝上
,

然后用甲醇或

乙醇洗脱
,

洗脱液减压蒸发后
,

即得浅棕色

粉末 �‘吕�
。

姜根提取液的抗细菌作用可以用作食品

保存剂 仔 � � 。

用有机溶媒如酒精
、

丙酮
、

醚

等
,

从姜末中提得的这种成分
,

对 大 肠 杆

菌
、

产气肠杆菌
、

肺炎杆菌
、

普通 变 形 杆

菌
、

灵杆菌
、

绿脓杆菌
、

鼠伤寒沙门氏菌
、

志贺氏菌以及枯草杆菌等有抑制作用
。

保存

剂使用量为食品重的 �
�

�� 一�
�

� �
。

这 种 食

品保存剂对热稳定
,

对食品的色
、

香
、

味无

影响
。

用芦荟制成的保健食品
,

味道清香且能

治疗 胃炎
、

便秘
、

神经痛
、

口腔炎等
。

这种

食品的制备分两步
�
第一步在水中 煮 沸 芦

荟
,

驱赶芦荟的青草气味苦味
,
第二步将煮

软的芦荟渍在热的浓糖溶液中
,

即制得里嫩

外脆的芦荟糖 �� “》
。

以雏菊为主要成分的保

健饮料
,

能增加营养和医治多种疾病
。

饮料

中含雏菊汁��  �� � 以及柑橘汁
、

蜂密
、

香料

等
。

雏菊是一种含有蛋白质
、

油和醋肪
、

叶

绿素
、

叶黄素等的医用草药
、

对糖尿病
、

肠

胃病
、

恶性贫血
、

肝病
、

恶性肿瘤 等 有 疗

效
。

饮料制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对雏

菊进行热煮
,

这样会使有效成分遭 到 破 坏

�“ �
。

用珍珠粉 � � � � � � � �
、

米醋 � � �

� � � 和蜂蜜制成的保健饮料
,

有相当高的

营养价值 �““�
。

一种 由皂试和米醋构成的保

健饮料
,

适合高血压患者饮用
。

配方中所用

的皂试系用正丁醇从丝瓜
、

绞股蓝
、

红车轴

草
,

南首借中提取而得
。

提取过程包抓用正

丁醇浸泡
、

氧化铝柱吸附和酒精洗脱
。

米醋

和皂贰的配伍
,

既可发挥米醋对高血压
、

动

脉硬化
、

便秘等治疗作用
,

又能缓和米醋的

气味和酸度
,

还能起到协同治疗作用 �” , � 。

五
、

其它疾病用药

从莺尾兰中提得的一种有效成分
,

对流

感病毒
、

烟草花叶病毒和 黄 瓜
」

叶 病 毒有
效 �“ 》

。

这种成分毒性低
。

提取分 两 个 阶

段
�

第一阶段是用水
、

� � � 碳醋肪醇或芳

香醇浸饱鸳尾兰的整体或部分根 茎
,

可在
� “� � 。七之间进行 , 第二阶段用醋酸 乙 醋

处理提取液以除丢叶绿素
。

从番荔枝属植物�
� � 。。� � “吐�� �

“” �

� �� 得到的含�� �裸酸的提取液 �工� 与 奎

� �



佘诊费沙窥合使用
,

可以增加奎宁的抗疟疾

作栩异
「

这种配方的重量比是 工
’ 亚 � � 一

�

郊过� � � �
,

‘

� � � �‘� � � � �
“ ”�

。

一 、· 二

一种抗寄生虫和抗真菌的成分系从常春
,

藤提取而得
。

这种药物的作用对 象包 括 绦

虫
、

线虫
、

吸虫
、

原虫
、

白色念珠菌和犬小

抱子菌等
,

它对膜壳绦虫
、

管状线虫和片吸

啤的作用较土木香脑和山道年强
。

常春藤提取液中的有效成分是常春藤皂

贰 � 提取方法包括下述六步
�

� 用丙酮 或

与丙酮有同样介电常数的溶媒浸泡粉末状常

春藤 ,
�

� 蒸出溶媒
,

用甲醇提取残留物
� �

离心分离
,

用活性炭处理分离液
,

再过滤 �

�对滤液进行真空浓缩
,

在浓缩液中加入乙

醚 �或与乙醚有同样极性的溶液)
,

使皂贰

析出; ½ 用甲醇溶解上述析出的皂 贰
,

过

滤
,

蒸干得到含60 % 常春藤皂试 C 的 提 取

物; ¾ 再将之溶于甲醇中在氧化铝柱上色谱

分离
,

可使提取物中常春藤皂试C 的含 量高

达90% (
“ “

)
。

从 莎 草 属C y p eru S a rti。u l a t a t u S L

提取得一种抗惊威药
,

对治疗癫痈有明显的

疗效 (
67)。

一种抑制血栓形成的物质已由人参中提

得
。

先用甲醇提取人参
,

再在60 ℃以下减压

浓缩提取液至固态
,

然后用 “乙醇一水
’

州昆

合液在60 ℃提取得皂素
。

用皂素120 m g和冻

千尿激酶 12 00单位混合并灭菌
,

即得对血栓

形成有明显抑制作用的药品 (
5”) 。

六
、

植物药提取新工艺

有关植物药提取工艺的专利申请
,

着重

于缩短提取时间
、

提高提取收率
、

提高纯度

以及节省有机溶媒等
,

围绕质量
、

收率和成本

三个方面开发
。

本部分除介绍功件提取新工

艺的专利 申请外
,

还介绍一件药物合成
、

一

件组织培养和一件植物药简易鉴别灼 申清
。

用丙酮一氨混合液提取甘草
,

可增加最

终产物 中有效成分的含量
。

所用混 合 液 是

60 一70 % 丙酮和 1 % 氨液
。

在对提取液进行

6吕

药学情报通讯

浓缩并蒸出丙酮后
,

将之倒入酒精中
,

析出

沉淀
,

分离干燥得有效成分 (”)
。

另一种新工艺从植物药中提出的有效成

分比老工艺高3
.
1倍

,

而提取时间只有老工艺

的 1 / 10
。

这种新工艺的特点是先将植物药

通过机器进 口的窄道向里挤
,

再通过维持一

定温度的压缩过程向外排出 (
。。

)
。

植物药在

提取前先通过滚动磨碎
,

使成一定的颗粒
,

能提高产品的质量 (a ‘
)

。

一种提取皂贰的方法系采用挥发性醇或

水或醇与水的混合物作提取剂
,

提取后蒸去

溶媒得固形物
。

再将此固形物作成 水 悬 浮

液
,

用溶媒 (如醚
、

醋酸乙醋
、

氯 仿 或 己

烷) 处理以除去脂溶性成分
。

然后在此经过

处理的水悬浮液中加入酒精
,

即析出沉淀
,

在醋酸乙醋中重结晶得 皂贰
。

通过柱色谱精

制可进一步提高质量 (
“ 2

)
。

一件申请叙述了不需有机溶媒而只用水

来提取植物药中的有效成分 (8
“
)

。

这种水提

取的工艺如下
:
¹ 将所用的植物药粉碎; º

将之在水中煮沸并浓缩; » 加一种能提高液

沸点的介质;¼ 在低于焦糖变性温度(Zod℃ )

下连续煮沸和浓缩
,

如 在12 。一 16 。℃ 浓 缩

6 ~ 12 小时
。

另一件专利 申请
,

采用类似的

工艺来提取赤竹属植物中的有效成分 邝 ‘
)

。

方法是将切碎的赤竹属植物装入锅中加水煮

沸
,

最后浓缩至糊状或胶状
。

在浓缩过程中

加进一种提高 溶 液 沸 点 的 介 质 (0
.
1%

N a H C 0 3)
,

使浓缩在120
“一 160℃进行 6 ~

12小时
。

在植物药提取过程中
,

由于含在植物药

中的草酸或草酸盐所引起的结石
,

是一种生

理上所不需要的物质
。

一件专利介绍了在提

取液中加细铁粉的办法来除掉草酸
。

细铁粉

在提取液中能将草酸吸附到自己表面
,

通过

过滤除去铁粉的同时
,

也就除去了草胶
‘

「

” 5 》
。

三七中起止血作用的有效成分 已 被 分

出 (
6“ , “

)
。

将100 克三七粉加到200 毫升甲醇

中 (室温)
,

搅拌一小时
,

离心分离
。

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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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出的固形物再加到加。毫升甲醇中保持 搅

拌
。

然后用水抽提两次
,

每次300 毫升 (室

温 )
。

将此水抽提液通过色谱分离精制
,

得

产品 j6 毫克
。

这种有止血作用的有效成分的

化学 名称是
a
一氨 基一日(草酞氨基 ) 丙酸

,

分子式是 〔H O
:C C O N H C H ZC H (N H Z)

C O ZH 〕
。

经鼠体试验
,

证明此成分有止血

和增加血小板的作用
,

血小板增加数与对照

比较是 69
.
6 x ]o 弓对54

.
9 x 一0 4 。 按照从三七

中提出的有止血作用的有效成分的分子结构

研究
,

现已用化学合成法制得这种化合物
。

合 成 用 的 起 步 物 质 是 D
一
H

Z
N C H

:
C H

( N H C H
3
C

。
H 声0

2一
) C 0

2
H

,

用 草 酞

氯进行酞化
,

得 到D 一H O
ZC C O N H C H :-

C H
、

( 尽H C H
3C .H ‘

5 0
: 一

) C O
:
H

,

再 用

嗅化氢或醋酸在70 ℃反应 8 小时
,

即得止血

有效成分D
一
H O

Z
C C O N H C H

:
C H ( N H

Z
)

C O
Z
H

(“)
。

人参是一种名贵药材
,

但有关它的专利

申请却寥寥无几
,

本综述中只收集到两件
。

一件是用一氯乙烷与酒精共沸混合物从人参

中提取皂戒 ‘。 ’)
,

另一件是用人参组织培养
制备食品

、

香料和医药 口 “)
。

植物药中有效成分的分析
,

往往较为困

难
。

一件专利介绍了一种简易
、

准确而且不

受其它共存物干扰的分析法 口 ’》
。

方 法 如

下
:
先将药材浸泡在水中

,

再用乙醚提得三

种物质
,

第一种是酸性物质
,

第二种是 中性

物质
,

第三种是碱性物质
。

分别对这三种物

质进行薄层色谱分析
,

并将所得结果与标准

色谱作比较
,

即可确定被测物质属于何种有

效成分
。

七
、

讨 论

综合上述71 件各国植物药专利 申请
,

特

提出以下几点个人见解供讨论
。

( 一 ) 日本在植物药研究上的优势

日本在植物药研究上的优势
,

主要表现

在申请专利的数量
、

研制的水平
、

广度和研

究机构的数量等
。

1

.

研 究水平
:
当前衡量植物药研究水

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抗肿瘤药的进展
。

在本

文收录的 19 件抗肿瘤药专利申请 中
,

日本占

18 件
,

从日本的这一成就可说明日本在植物

药研究上的水平是很高的
。

2

.

研 究广度
:
日本对于医疗各种疾病

的植物药都有广泛的兴趣
。

无论是抗肿瘤药

或是保健用药
,

都留下了 日本专利的踪迹
,

且大多处于领先地位
。

日本国土不大
,

药材

资源有限
,

他们的研究人员就走遍世界寻找

资源
,

如从热带地区的楠树皮中就提取出一

种抗肿瘤的有效成分
。

3

.

研 完机构多: 本文收录的专利申请

中
,

涉及到 日本的研究机构和厂家达 34 个
。

其中不少机构对植物的某些方面作 出 了 贡

献
。

例如
:T E R O M O 株式会社申报了四件抗

肿瘤药的专利申请 (
‘一 ‘

) ;北里研究所申报了

四件关于干扰素诱导剂方面的专利申请 (
工“ -

‘“》乡 大阪药物所申报了五件有关保健饮 料

和减肥药等方面的专 利 ‘“7
’

““
’
‘吕

’
““

’

““) ;

北陆制药株式会社申报了三件有关三七方面

的专利 伊.甸s)
。二日本在植物药研究的开 创

性的贡献
,

值得备国科研决策机构借鉴
。

嵘二) 杭肿瘤药和保健药是植物药研 究

重点

从本文研究的71 件专利申请中看出抗肿

瘤药占加件
,

、

为全部申请的26
.
8 %

,

居于首

位
。

保健药古15 件
,

居第二位
。

由此分析
,

当前国际上植物药研究的重点是抗肿瘤药和

保健药
。

抗肿瘤药是当前的难题
,

应当重点

攻克
。

但对人民生活 息息相关的保健药
,

如

生发剂
、

护肤药
、

健齿药和戒烟药等
,

也是

植物药研究的重点
。

从下表所列各类植物的

专利申请数量和各自所占的百分比
,

可窥测

出当前国际上植物药研究的动向
。

( 三) 专利实用性的评价
‘

每一项申请专利的发明
,

按专利局要求

虽然应当具备先进性
,

创造性和实用性
,

但

实际上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专利束之高阁
,

无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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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价值
。

为了使国外专利具有实际意义
,

有必要对它们的实用性进行调研
。

较为方便

的办法是分析各项发明所申请的相同专利数

目
。

如果把某项发明第一次提出的专利 申请

称为基本专利的话
,

那末在第一次申请以后

向另外国家提出的专利申请称为相同专利
。

一般认为
,

相同专利数量较大的专利 申请
,

意味着该项技术比较成熟与有较广泛的销售

市场和用户
。

下表列出有三件以上相同专利

的申请
,

借此评价它们的实用价值
。

参文
献

考号

相专
利

同数

药学情报通讯

该项发明有较大实用性
。

上表另一个特点是四件有关提取千扰素

诱导的 申请
,

都有一定的相同专利数
。

这说

明千扰素诱导剂的研究已较为成熟

(四) 芦荟的开 发利用在发展

本文收录的 71 件专利申请中
,

涉及到数

十种植物药
,

大多是一种植物药中提出一种

有效成分医治一种疾病
。

唯一例外的是芦荟
,

有五个机构提出五件不同用途的 申请
,

即制

备抗肿瘤蛋白 (s)
、

外 科 用 药 (
“ “

)
、

化 妆
.
品 (2 “)

、

口腔病药 (
4”

) 以及食品 (
””

)
。

由此

可见芦荟是一种多用途的药材
,

应当进一步

开发利用
。

也由此得 到值得借鉴的是我们在

植物药研究上
,

不要受传统用药老框框的限

制
,

要敢于创新
,

开辟各种植物药 的 新 用

途
。

专利申请主要内容

B E 881595

U S 4419349

E P 30444

J 85011891

D E 3116695

C H 647079

D E 2660830

D E 27531或O

U S 4 50 30 4 7

D E 30 2 5 2 23

红花提取干扰素诱俘剂

紫苏提取干扒素诱 导剂

参考文献
乡超万摧雀布沼一选川州丁映谁夕
叮

件牛

苍术等提取干扰素诱导剂

篙属提取干扰素诱导剂

39

56

19件

羊曹制备免疫增强剂

头根提取消炎 I仁痛药

茅科提取抗前列腺炎药

香等配治胃溃疡药

卜等提取生发药

春藤提取抗寄生虫等药

通过对上表相同专利数量的分析
,

所列

10 件专利申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

其中尤以

从罗 卜等提取生发剂 (19 件相同专利) 和从

仙茅科提取抗前列腺炎药 (18件相同专利)

的相同专利数量为多
。

进一步查阅生发剂的

相 同专利的具体所在国家看到
,

复盖面几乎

遍及全世界
,

包括美国
、

英国
、

日本
、

匈牙

利
、

罗马尼亚
、

荷兰
、

联邦德国等
,

这说明

〔39〕U S 4 50 304 7

〔41〕J 5 813 40 30

〔4 3〕J 57 05 8 610

〔生5〕J 5 70 54 11 8

〔47〕G B 2 14 28 19

〔逐9〕J 60 032 705

〔51〕J 5 922 72 7 9

〔53〕J 600 37 9 60

〔55〕F R 25 500 93

〔57〕它P 70762

〔59〕S U ll0 2 60 4

〔6 1〕S U 99 20 62

〔63〕J 59 20 53 24

〔65 〕J 600 45 52 0

〔67〕J 51 14 51 1

〔6 9〕S U ll2 37 0 1

〔71〕J 60 02 893 2

〔40〕A U 84 32 64 9

〔4 2 〕J 5 70 5 861 1

以4〕U
54 49 51 7 1

〔4 6〕J 600 1 6 93 2

〔4 8〕J 600 4 33 58

〔50 〕J 5 813 4 9 41

〔52〕J 60 03 7 96 1

〔54〕它P 136188

〔5 6〕D E 30 25 22 3

〔5 8〕J S 71 2 312 1

〔60〕J 570 11 92 2

〔6 2〕J 592 10 0 99

〔64 〕J 59 20 41 24

〔66〕J 5 504 30 44

〔65〕它P 9728

〔7 0〕D E 33 2 730 6

九舀J住亡J内0印‘,曰J任06,止,几,土,工,人OdgJnj

、
圣蚤
;

因稿挤
,

本期篇幅增加
,

订户一概不加价

吻诱蚤.#.蚤

,

吻咖吻吻吻净吻参睿呼吻咖咖咖净咖咖净今咖吻咏咖今今吻今感咖咖永愈咖咖咖咖今今
。

7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