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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动物皮肤急性毒性
、

皮肤过

敏
、

长期毒性及 眼刺激性实验结果表明
,

伤速

康换药液基本无毒性作用
,

可用于临床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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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了国内
、

外对中药女贞子在化学成分及其药理作用方面的研究概况和近年来的新进展
,

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今后的研究展望
。

关键词 女贞子 �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 �研究进展

女贞子是木杯科植物女贞 �� �� �� ��� �

� �� 过
� � �� �� 的干燥成熟果实

,

为常用 中药

材
。

其功 能为扶正固本
、

滋补肝 肾
、

明 目乌

发
,

临床主要用于强腰膝
、

壮筋骨
、

乌须发
,

治

疗阴虚 内热
、

头晕
、

耳鸣等
。

女贞子也是 目前

抗衰老
、

抗肿瘤方剂中的主要药物之一
,

应用

十分广泛
,

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

多年

以来
,

国内外对女贞子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

尤

其在化学和药理方面作了较为深人 的探讨
,

取得许多进展
,

本文就这些方面作综合介绍
。

一
、

化学成分的研究

�一 �国外研究概况

女贞子含有多种化学成分
,

对这些成分

的研究工作也开始得较早
,

国外最先发现的

是女贞子含有较高含量的齐墩果酸 �‘〕后陆

续发现了乙酞齐墩果酸
、

熊果酸等
,

另含有甘

露醇
、

葡萄糖等 �� 
。

还含有油脂及脂肪酸等

化合物
。

近 �� 多年来
,

随着分离手段的进步

和光谱技术等鉴定仪器的发展
,

又从女贞属

植物女贞及 日本女贞的果实中分离得到女贞

贰�� ��
� � �� �� � ��� �

�� 一 经基橄榄苦贰 ��� 一 �� ��� � �� ���
�

,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 届毕业生

, ,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 � 届毕业生

�� 
� �� �

、

橄榄苦贰 ���
� � �� � ��� �

、

��即
�� � � �� �

、

�� 一 场���
� ���即

� �
�� �� � �� �

、

新 女 贞 贰

��� �� �� �
��� � � �

、

�� � � �� 卯��� � � ���
、

�娜�� ��
�

��� �� � ��� �� �等裂环环烯醚菇贰类化合物
。

另

有报道从 日本女贞 ��� �
� � � � 卫� �� � � � ����� �的

果实中分离鉴定 了对经基苯 乙醇 一 � 一 � 一

葡萄糖贰 �� 一 �����卿�� �� ��
� �一 � 一 � �

� ��哪�� � ��
“�

、

以 及 ��
��� � � �

�印��� �
� 、 � �

即�� �眼�
��� �

、

�咖
��� �� ��� � 和 ��� � ��� �仍�� � �

等�� 裂环环烯醚菇贰类化合物
。

�二 �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对女贞子的化学成分的研究尚不深

人
。

自 � � 年代末从女贞子中分离得到齐墩

果酸
、

乙酸齐墩果酸和乌索酸�� 等以后
,

未

作进一步深人研究
。

尤其对女贞子中的水溶

性成分
,

除报道过分离得到了甘露醇外 �� 
,

多年来未见其它报道
。

�中药大辞典》和《全

国中草药汇编》中收载了女贞子
,

但对其化学

成分只提到含有齐墩果酸
、

熊果酸
、

甘露醇
、

葡萄糖
、

硬脂酸
、

油酸
、

亚油酸
。

种子含脂肪

油 ��
�

� �
,

油 中棕搁酸与硬脂酸 ��
�

� �
、

油

酸亚麻酸等为 ��
�

� � ��� 川
。

近年来
。

国内

对女贞子 中的微量元素进行了研究
,

女贞子

中含有 � � 种微量元素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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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其 中 �
、

��
、

� �
、

��
均为人体宏量元素�� 〕。 另报道含有总磷脂

约 �
�

�� �
,

经薄层层析分析含 � 种磷脂成

分
,

其 中 以 �℃ 含 量 最 高
,

占 总 磷 脂 的

��
�

�� � �
���

。

女贞子 中还含有 挥发油
,

经水

蒸汽蒸馏后 乙醚萃取
,

得率约 � �
,

运用 ��

一�� 一 �� 从中初步鉴定出 �� 种成分� ���
。

另提取得到女贞子多糖
,

它 由鼠李糖
、

阿拉伯

糖
、

葡萄糖和岩藻糖 � 种单糖组成
。

红外光

谱分析表明
,

它为 �一 糖贰键联结的多糖�
’�〕

。

从女贞子中还得到了一种新的三菇类化合物

�� � 一 轻基 一 � 一 乙酞乌索酸��� 一 ����� � � 一

� 一 �

�� ��一

�
��� �� �� ��

’� � 。 最近
,

国内也对

女贞子的水溶性成分着手进行较为系统的研

究
,

除分离
、

鉴定了国外报道过的一些化合物

外
,

还 分 离 得 到 了 女 贞 酸 ��� ��  ��� �� �

�� �� �� �� 
、

对经基苯乙醇 一 。 一 � 一 葡 萄糖贰

�� 一 ��山旧
� �� �� �� �� ��一

� 一 � 一 ��� �� �这
些新的化合物和齐墩果酸的盐等�� 〕

。

二
、

药理作用的研究

国内外对女贞子及其主要化学成分的药

理作用进行了较为深人的研究
,

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

�一 �女贞子及其提取物的药理作用

�
�

女贞子醉提取液

��� 具有明显的抗衰老作用
。

��
,

� � �� 相

当于 � ��� �� 生药 �能明显降低高龄小鼠脑
、

肝过氧化脂质��� � �含量
,

提高肝超氧化物

歧化酶 �
���

�活性�‘, � 。

�� �其本身无丝裂原作用
,

但可促进淋巴

细胞对 ��  的应答 �提高胰酶处理后的人淋

巴细胞的 �� 花环结合率
,

但不能完全对抗

氢化考 的松对淋巴细胞代谢的抑制作用
,

而

且其作用可因代谢抑制而被消除
,

提示人们

女贞子是通过增强细胞表面受体活性来促进

� 细胞的活性
,

并能促进细胞内受体迅速分

泌到细胞表面而增强表面受体的结合能力
,

不影响受体的合成速度 ��� 
。

��� 具有抑制肿瘤细胞逆转录酶及多种

� � � 聚合酶的作用 �� 〕。

�
�
女贞子水提取液

(l) 也具有抑制肿瘤细胞逆转录酶及多

种 D N A 聚合酶的作用
,

但水提液的作用 比

醇提液更强 [21 〕
。

( 2) 能明显增强正常人淋巴细胞对亚适

量 P H A
、

Cb
nA

和 P 万M 引起的增殖反应;使

恶性肿瘤病人淋巴细胞引起的局部移植物抗

宿主 (G V H )反应
,

达 到或接 近 正 常人水

平[22 ]
。

( 3) 能增加小鼠单核细胞的吞噬功能
,

提

高淋巴细胞转化率
,

升高血清 I茄 含量〔231
,

每天 谊12
.
5

、

2 5
9 在g

,

还可使小鼠免疫器官胸

腺
、

脾脏重量增加
,

明显提高小 鼠血清溶血素

抗体活性
,

对抗环磷酞胺(C Y )的免疫抑制作

用[加]
。

(
4
) 对 I

、

m

、

W 型变态反应具有明显抑

制作用
,

谊
,

上述女贞子煎剂能显著抑制小鼠

和大鼠被动皮肤过敏反应;降低大鼠颅骨膜

肥大细胞脱颗粒百分率 ;对抗组织胺引起的

大鼠皮肤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抗原攻击前

给药
,

可抑制 2
,

4
一二硝基氯苯(D N C B )所致

小鼠接触性皮炎 ;女贞子 25 9瓜g 抗原攻击后

给药亦 能明显抑制 D N CB 引起的小 鼠接触

性皮炎;减轻大 鼠主动及反向被动 A
lth us 反

应 ;女贞子 209 /k g 显著降低豚鼠血清补体总

量「25]
。

但女贞子对绵羊红细胞 (S斑犯)所致

的W 型变态反应有促进作用[24]
。

( 5)
可能通过激活垂体 一 肾上腺皮质系

统
,

促进皮质激素的释放 ;抑制前列腺素

(PG E )的合成或释放来发挥抗炎作用
。

女贞

子水煎剂对二甲苯
、

乙酸
、

角叉菜胶等致炎物

引起的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
、

炎症渗出增加

和组织水肿以及甲醛所致慢性炎性损伤均有

抑制作用
,

明显抑制炎症后期肉芽组织的增

生
,

增加大鼠的肾上腺重量
,

降低大鼠炎性组

织 P G E 的含量[26]
。

( 6) 小鼠微核试验法结果表明
,

对环磷酞

胺和乌拉坦引起的染色体损伤均有明显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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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作用[2v]
。

(
7

) 抑制小 鼠宫颈 癌
,

女贞子水浸液

60 9八g
,

ig

,

q d

,

对小鼠子宫颈癌(U 14) 抑制率

为 49
.
2% ;但对肉瘤 民80 和淋巴肉瘤(L l) 腹

水型无效I28)
。

(二)女贞子的有效成分的药理作用

1
.
齐墩果酸为女贞子 中的主要化学成

分
,

其含量很高
,

可达 1
.
1 一 14

.
8 %

。

多 年

来
,

国内对齐墩果酸的药理作用进行了广泛

和深人的研究
,

发现其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

因

而认为齐墩果酸是女贞子的主要有效成分
。

齐墩果酸具有促进淋巴细胞增殖和动物

巨 噬细胞吞噬功能和迟发超敏反应的效应
,

并与白介素 2( IL 一
2) 具有协同作用〔29]

。

动物实验证实
,

齐墩果酸可降低谷 一丙

转氨酶 (SG pT )[叨]
。

齐 墩果 酸 (50
、

1 0 0

、

1
50

mg

人g)
,

ig

,

q d

,

连续 6d
,

呈剂量依赖性地

降低 CC肠引起的大 鼠肝的丙二醛含 量 和

SG P T 活性
,

减少肝甘油三醋蓄积
,

提高肝谷

胧甘肤(G S] H )含量
。

在 10 0
、

1
50

rng

八g 剂量

时
,

明显提高肝 5’ 一核甘酸酶活性
。

提示齐

墩果酸的抗肝损伤作用机理可能与提高肝

G SH 含量而抑制肝细胞脂质过氧化反应有

关〔川
。

临床上用齐墩果酸治疗急性和慢性

肝炎
,

取得一定疗效
,

但复发率较高[32]
。

齐

墩果酸已商品化生产供应临床用于急
、

慢性

肝炎的治疗
。

馆给予齐墩果酸可延长小鼠爬杆疲劳时

间
,

且可降低大剂量氢化可的松所致
“

阳虚
”

小鼠的肝脏过氧化脂质(L PO )的含量
。

提示

了齐墩果酸对延缓衰老具有积极意义[33]
。

齐墩果酸还可抑制老龄小鼠血小板的聚

集作用
。

老龄小 鼠
,

ig 给予齐墩果酸后可 明

显抑制胶原及 A D P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
,

连续

给药 lwk
,

其对血小板聚集的抑制作用明显

优于 1 次给药的作用
。

剂量增加
,

作用增强
。

又可使血小板电泳迁移速率加快[341
。

齐墩果酸对由环磷酸胺和乌拉坦引起的

染色体的损伤均有明显的保护作用[27 〕
。

2

.

熊果酸也是早期在女贞子中发现的

化学成分
,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对正常小 鼠巨

噬细胞功能有非常明显的增强作用【洲
。

3

.

女贞子多糖 (L L PS )具有显著的免疫

增强作用
,

10

mg

八g
、

50

rng
八9 2 个剂量组分

别用药 7d
,

均可使小鼠脾脏重量增加
、

脾淋

巴细胞对肠
nA 刺激的增殖反应增强

。

使小

鼠对 D N FB 所致的迟发 型变态反应增强
,

并

可对抗由环酸酞胺 (C Y )所造成的淋巴细胞

增殖反应的抑制低下作用[l5 〕
。

三
、

研究展望

如前所述
,

国内已经对女贞子的药理作

用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探讨
。

而齐墩果酸被认

为是女贞子的主要有效成分
,

进行 了从化学

到药理作用的深人
、

系统的研究
。

并且逐步

建立了女贞子中齐墩果酸的多种定量分析方

法[29 ,35
,

36]

,

把女贞子中齐墩果酸的含量作为

女贞子生药品质评价的指标之一
。

这些工作

无疑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

然而
,

国内对女

贞子的水溶性化学成分的研究基本是空 白
。

按照祖国医学中药的传统的服药方法
,

是水

煎液服用
,

因而水溶性成分的药理作用是不

容忽视的
。

目前
,

已经着手开始这方面的工

作
。

从女贞子中提取得到的 2 种构型的对经

基苯乙醇葡萄糖贰
。

其中 p构型的也就是藏

药红景天中的重要成分红景天贰〔37]
。

红景

天的研究与开发也已取得一些进展
,

它具有

抗疲劳类似人参的双 向调节作用【38]
。

而红

景天贰经初步研究认为对缺氧后再给氧损伤

心肌细胞具有保护作用 [39 ]
。 。
构型 的对经

基苯乙醇葡萄糖贰的药理作用正在研究中
。

女贞子还含有多种裂环环烯醚菇贰
,

而裂环

环烯醚枯贰类化合物一般都具有较强的药理

作用
,

对这些化合物的药理作用 的深人研究

都具有十分广泛的前景
。

这些对于女贞子药

材的品质评价和合理应 用
,

对于新的治疗药

物的研究和开发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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