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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药物进展
·

药用柑桔类化学及药理的研究进展

第二军医大学生药教研室 �上海 �。。���� 庞素秋 乔传卓

药用柑桔类来源于芸香料 � � �民 , �
、

柑

梢属 �计� �� 的植切
。

品种较多
,

用途户泛
,

柑桔果实为戎国名贵水采之一
,

尚是橘红
,

估

壳
、

桔实
、

青皮
、

陈皮
、

佛手和香姆 卒传统中药

材的来源
,

因此
,

对本类生药的化学成分及

其药理研究受到药学工作者的重视
,

所取得

的成就对本类植 比资源的开女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作者在此 以所见文献综述如下
。

化学成分

、 黄酮类 �� � � � �  ! 次类化合物主 妥

存在于柑桔果皮及果实中
。

��� 圭年
,

� �就 ��

由酸橙的果皮石油醚提取液中得到川陈皮素

�� � � ���� �� �
� � , , � , ,

�
,

� �
,

� 一六甲氧基 黄

酮�
,

二
一

邻
一

公甲川除皮书 礼�
一
。

一

� � � 以�� �
�

�� �� � 滋叼
、

又从其甲醇液 中得到橙 皮 柑

���� � � 。 � �� �� �
〔‘�

。

工� � �年
,

� � � � � 几 分别从甜橙
、

抽果 弃

中分离得到橙皮素 ��
、

币 � ���  � � �
、

新橙皮试

�� � � � � �� � � �� �� �
、

飞由皮成�
�

’

� �� �� �
、

及其贰

元�� � � �� � � � �� �
〔么�

。

� �  !年
。

何海音等从佛手柑中分离出�
,

� , � ,

三经基
一

�,
, � 二 甲氧基黄酮和 � , � , �

, �

三经基 �‘ , � ‘ ,

�
一

三甲氧基黄酮
〔� �

。

� �  �年
,

日本盯田浩对伊予柑黄酮进行

了研究
,

新分离得到四个黄桐化合物
� � , �

,

� ,

�
,

� ,
,

� ‘一六甲氧基黄酮
, �

,

�
,

�
,

� , , � , 一

五甲氧

基黄酮
, �

,

�
,

�
,

�,
,

�’一 五甲城基黄酮
, �

,

�

�
,

� , � 产一五甲氧基黄酮
〔� �

。

� �引年
,

石力夫从黄皮枯果中得到蜜桔

货��� � � � � � � �� �
,

�‘
,

叮 丁
,

�
一

四甲
吧

风毖 贡

酮
仁� �

。

二
�

生物城类� �� � �叭� 、

� � � �年
,

� �� � ��
一

李
二“�首次从柑桔类植

勿的叶及果皮中分离得到厅辛福休 ‘
�

�
一 �� �

� � �咐�几��
,

在当时是该类植
一

刃中准一知 道

的生物碱
,

到了 �� 年代
,

湖南医药研元所从

权实中分
�

巧得到另一种生物减 �
一

节塔酪咬

〔�
一

� � ��� � � � �几�� �� � �
【, �

�
,

万毕发油类 � � � � � 、�
、

三。三工�

该类成分相当复杂
,

观 已分尚价兰定的

化合物包括单菇
、

倍半菇 已万�下百余种
。

总

之
,

果皮挥发油主成分为 拧 称 始 ��� � � �  �

� � �
,

叶油抓 乙敌芳樟醋为主
,

花泊中芳樟醇

������ �� ��的含量最高
〔
卜

, �
。

另外
,

还有褚类
、

有机酸
、

维生索 �
� 、

�
� 、

�
、

胡萝 卜 ��
、

隐黄素等
。

药理及临床

�
�

心 了� 管系统 辛福杜百收编血管
,

产

生升高血压的作川 麻醉猫挣水注射可完全

对杭住织胶所引起的
、

一

几
‘

爵次编
,

对豚 鼠高

体气管亦 汀问样作 �石
。

�
一

甲基砧按可增 加

冠脉流量和肾血流量
,

降低心肌耗氧量和明

显的利尿作
�

写
,

麻醉犬静泳 �
�

例 、。
�

� � � �

叱
,

均呈升压效应
。

其诱女
�

》讥节律的作用

强度与肾上腺索相当
,

而比多巴胶和辛福林

强
。

临床上二者合用治疗文气管哮喘及手术

和麻醉时低血压
、

虚脱及休克等
,

在内科和儿

科使用
,

抗休克疗效达 乳肠
‘〕

·

“传 � �� �� �

�� �� ‘� �等发现
,

柑桔果胶可降低血压 沁胆 画

醇
,

川 陈皮素 �� � � � � 啥�
‘

权� 裔脉注封麻 醉

猫
,

有明显的升高血压的作用
�
抽皮试在药

理上其有姆节微血管的通 咬企砂而改善微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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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

临床上 用于心血管疾浦的辅助治疗
�
橙皮

贰可以洁抗肾病上腺素引起的血管收缩
,

显

示维生素 � 的药效
,

叩具有延长肾上腺素作

用的活性
,

从而维持也音的正常渗透压
,

降低

血管脆性
,

增强 血管切性等作暇
�

甲基橙皮代

的生理活注强于橙皮贰
,

可扩张冠次动脉
,

维

持血管正常渗透压
,

增强毛细血管抵扰力
,

抑

制血清胆固醇升高和防止动脉粥样硬化等作

用
,

是 临床防止高血压
, ’

�考溢血的 良好抵钧

用橙皮贰制 ‘的
�

于乏方橙皮式咬飞
” ,

’

习于防

治高血压和动脉硬化所致力竹晓变性疾指疗

效显著
。

甲基橙皮成是制造
“

几赘盈
”

的主要原

料
,

后来发现 称 维生 � 合月会鹉强疗效
,

现已制成
“

橙维 �
”

制刘供宣 临 床
,

月 于 治

疗脂质代谢紊乱和高胆固醇症
。

近年米它在

日本用途愈来愈广
,

用 甲基橙皮贰和有关药

物通成强化血管药
、

止血药
、

消肿药和治疗感

冒药供应于临床
〔’�

·
, ‘�

。

�
。

�

红 乏系统

� � �� �� ��� 月曾研究橙皮贰
、

蜜桔素及 抽

皮成等方酮类化合功对红细胞的凝集 车用
,

发现以上均能降低红细胞凝集 作用并延缓共

沉降率
,

其中蜜桔素作用最强
,

其欠为橙皮

贰
、

油皮贰
。

�
。

呼吸 系统

分别对小 白鼠用恒压喷雾氨水法万��酚红

日测比色法试验柠椽烯的镇咳
、

平喘祛类作

用
,

结果均为阳性
�‘�】� 川冻皮索对汤鼠离体

气管和麻醉猫静脉注射时都证实有明显的扩

张气管的作用
。

强度略逊于氨奈减
� ‘

一

� �另有报

道化州橘红多塘治疗慢文肺气肿 汀效 率 达

� ��
〔‘”�

。

�
。

消化 系统

药理实验表明
,

橙皮贰和甲基橙皮战能

那制离体肠肌的运动
,

给结扎幽门造 戊大鼠

胃溃疡实验性模型皮下注射 甲基橙皮戒 �� �

� � �� � � � � �
,

有明显抑制胃溃疡发生的 效

果
,

具有抗胃酸分泌的作用
,

合用维生素 � 可

增强这一作用
,

临床上多用于胃弛缓定及胃

溃疡
【, ,

·

, 。一
。

�
。

中枢神汪 系统

� �� ��
“‘�报道

,

从柑桔类植物中提取的柠

椽苦素样物质具有中枢神经兴奋的作用
。

将

其作为饲料添加剂�� � � 盯 �� �喂小鼠
,

发现

其睡眠 寸间比对照组减少了�� �
。

�
�

对胆结石 的影响

址�价拼
� ,等报道

,

柠椽烯有很强的溶 解

胆结石的作用
。

在试管内�� 了℃ �溶解胆结石

的作用比鹅 去氧胆艘钠大 拍倍
,

与 乙醚
、

氯

仿的溶石能力相似
,

而毒性很低
。

但灌注桔

油�主要 成 守勺柠橡烯�的动物实验表明有刺

激性副 �乍祠
。

桔油若进入汗胜或大量长时间

和胆囊
、

胆道系完接触
,

能毯成粘膜充血
一

淤

血
、

坏死等右
�

二支 化
,

书狗进行慢性药理实

验表明
,

若 渗桔油加入乳 化川
,

减少灌流剂

旦
,

减慢 �必流速度
,

以保持胆道畅通等
,

可使

劝 勿对胆囊内灌注桔泊的耐受情况改善
。 �】

。

北京胆石症调查协作组二
,

芝告
〔
�� 

,

橙皮油胶囊

口 服
,

复方橙皮 由乳剂� 型管道给药
,

用于治

疗胆石症
,

疗效显著
。

了
�

杭菌
、

杭病毒
、

杭肿瘤作 用

泞涤烯对肺炎双球菌
、

甲型链球菌
、

卡他

双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都有很强的抑制作

星�
� 月 � 袖皮贰对水泡性口 角炎病毒有强抑制

作用
�

川冻皮素对鼻咽癌� �细胞的 � � �� 为

� � � �协� � � �
,

体内对小鼠 �� � �� 肺癌和瓦克
一

畜 纽� � � 万较高活比
〔二� ’�另外

,

由权实中提

取的总黄酮制成的次酮膏临床上治疗疗疮
、

丹毒总有效率为 � �
�

巧�
〔

川
。

其它还有如 日本利用柑桔果皮提取物制

戊可治疗皮肤伤口和烧伤的医用果胶簿膜
,

能帮�� 皮扶 于吸和保持水分
,

有一定疗效
。

综上所 公
,

鉴于我国柑桔植物资源丰富
,

所含化学成分众多
,

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广

泛
。

但是绝大部分还未得到充分利用
,

比如

柑桔果皮除极少数药用外
,

大部分 力被当炸

垃圾处理掉
,

造戍浪费和污染
。

本文提示柑

桔类提取物有重要的药用价值
,
了上议 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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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综合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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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的止血作用及其临床应用

解放军第二二三医院临床药理室(延吉 133 000 ) 王敬 国 哀海龙 曲 家伟 纬长征

祖国传统医学认为
“】,

大黄可清泻 阳明

经炽火
,

入手阳明大肠经
,

泻肠热以降肺气
,

故能止上焦之鼻妞
、

咯血或咳血
:又大黄专于

清降阳明
,

治胃有实热而叱血
,

从而止中焦之

呕血;另外大黄通泻 阳明实热
,

对下焦便血有

效
。

近年来的临床药理实验表明 [z.
“l ,

大黄

中含有两种有效止血单体
,

即 d
一

儿茶素和没

食子酸
,

两种单体能增高血小板枯附及血小

板聚集功能
,

并能使抗凝血酶111 (A T 皿 )的活

力减低而促使血液凝血
;
没食子酸还能增高

a:一巨蛋白含量
,
二降低纤溶活 注

,

促进血液凝

固
。

据王鸿利等报道
「‘
.
5
1
,

大黄片 剂可显著

增加纤维蛋白元
,

缩短凝血与复钙对间
、

血小

板形成和纤维蛋白形成时间
,

用于家兔可使

兔血液枯度升高
,

红细胞聚集性增加
,

微血管

血流减速
。

另据观察血液流变学改变资料
‘日J

表明
,

大黄具有类似输液治疗的血液稀释作

用
,

而且这种作用 可能是它的渗透压效应
,

促

使细胞外液向血管内转移
,

从而使血液被稀

释
。

临床应用

一
、

治 疗肺咯血 侯萦
r了,等采用单味大

黄醇提片治疗肺咯血 25 例
,

每次服 3 片
,

每

日 3 次
,

并与 29 例用西药止血患者进行疗效

对比
,

结果表明大黄醇提片对一般量咯血患

者疗效确切
,

与西药止血相比较
,

具有止血速

度快
,

用药量少
,

价廉方便等优点
。

二
、

治疗上消化道 出血 上消化道出血

是消化道常见急症
,

占 内科 住 院 人数 的

2.4 3%
,

死亡率在 8一 1% 之间lsl
。

近年来大

黄用于治疗上消化道出血的报道陆续出现
,

如孙迪安等报道用单 味生大黄粉 口服
,

每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