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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的本草考证及药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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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综述了烟草的药用历 史
、

药用价值
、

活性成分
、

提取分离和定性定量分析方法等方 面的研究进展
,

以及发展趋势
,

提出我 国在烟草药用研究领域的重点和发展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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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烟草植物的种植面积位居世界首位
,

烟草

种植与产品加工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

目前
,

国内外种植的烟草主要用于制作卷

烟制品
。

作为烟草大 国
,

我 国每年的烟叶产量 为

� � � 一 � � � 万吨
,

其中近 �� � 次烟叶
、

烟末等下脚料

被废弃
,

不能用于卷烟生产
,

国外烟草行业也面临同

样情况
。

因此
,

烟草及其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已成为

国内外烟草行业 �� 世纪重要的研究方向
一

’ 。

目前
,

这个课题已不仅为烟草行业的专业人员所关心
,

也

被医药界等其他行业的专家们所重视
。

烟草除主要

用于卷烟生产外
,

还可从 中提取多种有利用价值的

化学成分
,

如从烟草中提取的茄尼醇
,

烟碱等用于制

药原料 �有人提 出从烟草中提取烟草蛋 白
,

烟草多

糖
,

可能成为解决 �� 世纪粮食问题的一种途径之

一 �随着基因工程研究的深人
,

利用转基因烟草研制

治疗癌症等疾病的生物药物和防治其他疾病的疫苗

己成为高科技 发展 的前沿课题团
,

等等
。

由此 可

见
,

加强烟草及其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

变废为宝
,

保护环境
,

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

同时也可 以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
。

本

文仅涉及烟草的本草考证与药用研究进展
。

烟草的本草考证与药用历史概况

烟草又称为烟
、

烟叶
,

还被叫做淡 巴姑 �西班牙

语 ��� �� 。 的译音 �
、

还魂草
、

相思草
、

忘忧草等
。

本

品来源 于茄科烟草属植物烟草 ��� 
�� ���

� ��� �� � �

�
�

�的全草
。

现世界各地栽培的烟草均属该种
,

但

主要有 � 个栽培品种
,

即红花烟草和黄花烟草
。

烟

草为 � 年生或 � 一 � 年生草本
,

高 �
�

� 一 �
�

� �
,

被粘

质柔毛
。

茎直立
,

粗壮
,

基部木质化
,

上部分枝
。

单

叶互生
,

叶片大
,

椭圆状 卵形至矩 圆形或倒卵形
,

长

�� 一 �� � �
,

宽 � 一 � � � �
,

先端渐尖
,

基部渐窄
,

或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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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的翅状柄半抱茎
,

全缘或微波状
,

上面深绿色
,

下

面绿色
,

主脉粗壮
。

夏秋季开花
,

日间开放
,

为顶生

圆锥状花序
,

具梗和苞 片 � 尊长 圆形
,

绿 色
,

长约

� � �
,

裂片为披针形 � 花冠漏斗状
,

淡红色
,

较粤长 �

至 � 倍
,

外面被毛 � 雄蕊 �
。

葫果卵形
,

长约 �
�

�� �
,

与宿尊等长
” 。

烟草的起源至今仍是世界各国学者争论不休而

尚无定论的话题
。

一般认为烟草最早原产于美洲
,

但在诸多起源学说中
,

也提出原产地为非洲
、

埃及
、

蒙古和中国等不同观点
。

我们仅对
“

烟草原产于中

国说
”

作一简述
。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 为我国有野

生烟草存在
,

如《滇南本草》所记的
“

野烟
”

就是一

例
。

在四川绵竹等不少地方
,

至今仍有被叫作
“

野

烟
”

的野草
,

其叶形状与烟草相似
,

植株很小
,

叶面

颜色稍浅
,

但没发现有人将其作为烟草的代用品吸

食
。

在河南篙山林荫中有一种野生的茄科草本植

物
,

外形很像烟草
,

当地人有采摘
、

吸用的习惯
。

这

种植物在秦岭也有分布
,

所谓华山参就是指此种植

物的根部
,

其根有毒
,

不可服食
。

另外
,

在云南南部

及西双版纳一带分布有一种多年生野生烟草
,

抗病

虫性能很好
。

虽然 目前的调查考证还不完全
,

但可

以相信在亚洲热带和我国亚热带和温带地区可能有

烟草的原生植物分布
。

有人发现《昭君 出塞》壁画

中的使臣随员
,

就有人背着装烟的袋子 在 �� �� 年

�� 月 � � 日出版的《张建通讯》半月刊称
� “

中国之有

烟叶栽种
,

早在汉朝以前
。

到了汉时
,

已设吏专管征

税
。 ”

又据载
,

三 国时诸葛亮率军南征时
,

士兵受到

瘴气感染
,

当地居民送韭叶云香草
,

燃烧吸取其烟以

驱瘴毒
。

云香草后来被移植甘陕一带
,

逐渐成为当

地家种烟叶
。

甘肃兰州著名的水烟便是当地黄花烟

制作的
,

烟农称黄花烟为韭 叶云香草
。

唐代诗人刘

禹锡在流放地写下了反映湘西少数民族吸烟的《竹

枝词》
� “马鞭烟袋细细通

,

两人相恋莫漏 风
。

燕子

衔泥 口要紧
,

蚕儿挽丝在肚 中
。 ”

李京在元朝大德七

年 �公元 �� � � 年 �写成的《云南志略》记载
� 金齿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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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 �即今天云南德宏傣族
、

景颇族 �有
“

嚼烟草的习

俗和嗜好
。 ”

显然这些都早于哥伦布 ���� 年在美洲

发现的烟草
。

《本草从新》�卷 四草部 �记载
�
烟

,

辛温
。

宣 阳

气
,

行经络 治山岚瘴气
,

�明时征滇
,

深人瘴地
,

军

中皆染病
,

独一营以服烟得免
,

由是遍传远迩
,

人皆

服之矣
。

�寒湿阴邪
。

辟秽杀虫
。

�捣汁
,

可毒头虱
,

烟筒中水
,

能解 蛇毒
。

�用于代酒代茗
。

终生不厌
。

�故 一名相思草
。

�然火气熏灼
。

�最烁肺阴
,

今人患

喉风 咽痛
,

嗽血 失音之证 甚多
,

未 必不 由嗜烟所

致
。

�耗血 损年
。

卫生 者宜远 之
。

闽中产者最佳
。

�质细
,

名金丝
,

沈 氏露书云
� 吕宋 国有草

,

名淡 巴

孤
,

漳州人 自海外携来
,

莆田亦种之
,

今处处有之
,

不

独闽矣
。

�

《本草备要》�草部 �收载
“

烟草
”

人药
,

日 � 宣
,

行气
,

辟寒
。

辛温有毒
。

治风寒湿痹
,

滞气停痰
,

山

岚瘴雾
。

其气入 口
,

不循常度
,

顷刻而周一身
,

令人

通体俱快
,

醒能使醉
,

醉能使醒
,

饥能使饱
,

饱能使

饥
。

人以代酒代茗
,

终生不厌 �故一名相思草 �
。

然

火气熏灼
,

耗血损年
,

人自不觉耳
。

闽产者佳 �烟筒

中水
,

能解蛇毒�
。

《滇南本草》第二卷载
“

野烟
” ,

曰 � “

一名烟草
、

小烟草
。

味辛
、

麻
,

性温
。

有大毒
。

治若毒疗疮
,

痈

搭背
,

无名肿毒
,

一切热毒恶疮 �或吃牛
、

马
、

驴
、

骡死

肉中此恶毒
,

惟用此药可救
。

�补注 �吃此药后
,

令

人烦乱
,

不省人事
,

发迷一
、

二时后
,

出汗方醒
,

不必

著惊
,

盖此药性之恶烈也
,

虚弱之人忌服
。

�附案 �

昔一人生搭背
,

日久不溃
,

将死
。

名医诊视
,

皆言死

症
,

俱不下药
。

后一人授以此草
,

煎服
,

疮溃
,

调治痊

愈
。

后人起名气死名医草
。

以单剂为末
,

酒和为丸
,

又名青龙丸
。 ”

《本草纲 目拾遗》�卷二火部 �也记载有烟叶一

药
�
称烟叶可治脑漏

。

杨春涯验方
�
烟叶半斤

,

晒干
,

研极 细末
,

调花露四两
,

晒干
,

用玫瑰饼再研吹人
。

吃兰花烟成脑漏者
,

以 白誊脊骨烧烟熏之
,

数 日即

愈
二

兰花乃江西贾人一种兰子
,

即泽兰子也
。

气香

烈
,

取其子拌人烟
,

名曰兰花烟
。

人食之作兰花香
,

然其气窜上
,

往往人顶伤脑
,

易成脑漏
。

叶天士种福

堂方
�
治风寒湿气

,

骨节疼痛
,

屡痹不仁
。

鹤膝风
、

历

节风
、

偏头漏肩等症
。

有见明膏
,

中用新鲜烟叶捣

汁
,

浸松香
,

晒干人药
,

亦取其气味以透利筋骨也
。

毒蛇咬伤
�
慈航活人书

�
先避风挤去恶血

,

用生烟叶

捣烂敷之
,

无鲜叶用干者
,

研末敷
,

即烟油烟灰皆可
。

不药良方
�
治毒蛇 咬伤及毒虫伤

。

用鱼腥草
、

皱面

草
、

烟叶
、

草决明等份
,

柞烂敷之
。

辟臭虫
�

活人书用烟叶铺床代褥
,

或烧熏之
,

则

臭虫尽绝
� � 。

现代文献除《全 国中草药汇编》外
,

尚有许多地

方性中草药手册也收录烟草一药
,

对其来源
、

形态特

征
、

生境分布
、

采集加工
、

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
、

性味

功效和主治用法等有详细的描述
。

从烟草中至少已

分离到 �� 种生物碱
,

主要有左旋烟碱
、

毒黎碱
、

去氢

毒覃碱等
,

总生物碱的含量在 �� 一 � �
。

其他所含

成分还有
�
腐胺类 �咖啡酞腐胺

、

对
一
香豆酞腐胺

、

阿魏酞腐胺等�
、

茄尼醇
、

多种 氨基酸
、

芦丁
、

绿原

酸
、

多种有机酸
、

内脂
、

酶等活性成分
。

本品性温
、

味

辛
。

有毒
。

具有消肿
、

解毒
、

杀虫等功效
。

主要用于

疗疮肿毒
、

头癣
、

秃疮
、

毒蛇咬伤等症
,

可治风痰
、

鹤

膝�包括骨结核
、

慢性化脓性膝关节炎等 �
,

也可用

于灭钉螺
、

蚊
、

蝇
、

老鼠和杀虫等占, 了
。

由此可见
,

历代本草 和中医药文献均对烟草的

药用价值有所论述
,

烟草是一味具有悠久历史的传

统药物
,

这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

� 烟草及其废弃物中活性成分
、

药用价值与开发前
亏邑
戈尺

烟草中的茄尼醇�
� �� �� �� �� �是 目前的研究热点

之一
。

该物质本身具有抗菌
、

消炎
、

抗溃疡和治疗心

血管疾病等作用
,

同时也是用于合成辅酶 �
,。 、

维生

素 �
、

抗癌增效剂 �� � 等的药用中间体原料
。

辅酶

�川是人体内不可缺少的参与代谢的重要活性物质
,

它作为细胞电子和质子的传递 者
,

参与蛋 白质和脂

肪代谢
,

是细胞呼吸和代谢为人体细胞产生能量的

激活剂
。

辅酶 �
�。

最常用 于心 血管 系统疾病的防

治
,

对癌症和病毒性肝炎也有一定疗效
,

同时它具有

提高人体免疫力和增强抗氧化能力的功效
,

从而体

现其抗衰老作用
。

从烟草中已分离鉴定出 �� 余种生物碱
,

其中烟

碱 ��� �� �� �� �含量最高
,

约 占烟草生物碱的 �� �
,

烟

碱含量 占烟草干重的 �
�

�� 一 � � 不等
。

烟碱具有

杀虫
、

解毒
、

提神醒脑等功效
。

烟碱也是合成常用药

物烟酸和烟酚胺的主要中间体
。

烟酸和烟酞胺系人

体必须的 � 族维生素类物质
,

它能与体内蛋白质结

合形成辅酶
,

参与机体的氧化还原作用
,

促进新陈代

谢过程
,

是治疗皮炎和神经性障碍的药物
。

它也被

用于作为外用戒烟贴剂和治疗关节疼痛
、

肌肉痉挛

等症
。

目前
,

作为新兴的
“

生 物农药
”

和
“

绿色农

药
” ,

烟碱也是一种重要的原料
,

由它复配高效
、

低

毒
、

低残留的无公害农药
,

以替代目前农业生产上大

量使用的高毒
、

高残 留的有机合成农药
。

这对人类

健康和环境保护显然具有深远和重大的意义
。

它也

可作为食品
、

营养保健品
、

香精香料
、

化妆品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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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的添加剂
,

香烟的加味剂
,

减肥药及其他化工和

生化试剂等
。

已发现烟草中有 �� 种氨基酸
,

含量约为烟叶干

重的 � �
,

其中人体必需 的 � 种氨基酸都具备
。

作

为人类和动物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
,

氨基酸类作为

药物
,

也大量用于食品和饲料添加剂
。

有 的氨基酸

还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

如天门冬氨酸对治疗心脏机

能衰弱有良好的效果
。

烟草中其他物质
,

如多种有机 酸
,

含 量 约 为

�� � � 多糖类含量 �� � 左右
,

这些组分都是可以为

人类利用的
。

为此有人预言
,

烟草中的氨基酸
、

蛋白

质和多糖类
,

有可能成为 �� 世纪解决地球上粮食紧

缺的重要补充来源
。

� 烟草及其废弃物中活性成分的提取分离和分析

方法研究进展

�
�

� 茄尼醇的提取分离技术和分析方法 茄尼醇

是一种不饱和的聚异戊二烯醇
,

具有特殊的全反式

链状结构
,

分子式 �
� �
�
��
�

,

分子量 � � 
,

熔点 � �
�

� �

� �
�

� ℃
,

易溶于乙醚
,

丙酮
,

烃类等有机溶剂
,

不溶于

水
,

无光学活性
,

茄尼醇在烟草中的含量为 �
�

� � �

� � 困
。

目前市场上茄尼醇的工业品有两种
� 一种

是褐色的膏状的产品
,

茄尼醇的含量约为 �� � �另

一种是类 白色或淡黄色的粉末状产品
,

茄尼醇的含

量在 �� � 左右
。

从废次烟叶中提取 �� � 的茄尼醇的粗品
,

提取

溶剂是关键
,

现在工业上大多采用正 己烷提取烟叶

中的茄尼醇
,

而正己烷是一种价格较贵的有机溶剂
,

生产成本较高
。

国内有报道 〔�
,

通过实验找到了一

种价廉且易得的有机溶剂 ��
,

相对于传统的提取剂

正己烷
,

�� 溶剂在最佳工艺条件下不仅有较高的茄

尼醇提取率和较高的溶剂回收率
,

更为重要的是
,

它

的价格远低于正己烷
,

如果能工业化生产
,

可使整个

生产过程的成本降低
,

而且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

姚

文〔� 二等也对采用正己烷
、

� �油等作为萃取溶剂提取

茄尼醇存在的一些 问题提出了新 的解决办法
,

如烟

草内的精油类化合物多为极性化合物
,

而正己烷为

非极性化合物
,

不能对上述化合物进行很好的萃取
。

他们采用了 �� � 溶剂体系
,

在对非极性物质有萃取

能力的同时对弱极性和极性化合物有更好的萃取作

用
。

孙心齐
”�

等人也针对正己烷的价格较高
、

缺乏

市场竞争力
、

甲醇毒性较大的问题
,

筛选出丙酮作为

提取剂
,

经多次实验表明
,

茄尼醇的粗品的收率可达

�� 一 �
�

� �
。

提取率达到 �� �
,

茄尼醇的含量达到

�� �
,

产品达到工业要求
。

国外现有的提取茄尼醇

的技术中
,

工艺较为成熟和实用的是 日本的专利技

术
,

均以烟叶为原料
,

用大量的正己烷为萃取剂加热

搅拌抽提 � 一 � 次
,

经过滤液浓缩得粗品茄尼醇
。

该

技术同样存在上述不足
。

我国学者发明了在烟草废

弃物中提取茄尼醇的新工艺
,

在原料
、

工艺及反应条

件上都有改进
。

也有报道 � ‘“〕
,

利用大孔吸附树脂来

提取粗的茄尼醇
。

李烈 �川 等人采用超临界流体萃

取技术对从烟草中提取茄尼醇的工艺进行 了研究
,

与传统的溶剂法相 比
,

不仅提取周期短
、

无污染
,

而

且收率较高
,

是一种较好的提取茄尼醇的方法
。

制备 �� � 的茄尼醇 的关键在于选择纯化溶剂

和纯化过程
。

孙心齐 〔’ 等人经过多次实验
,

选择了

新的溶剂和纯化过程
。

由于国内的茄尼醇的精制工

艺 比较落后
,

无法达到制药原料的纯度要求
。

从茄尼醇粗品逐步提纯到含量为 �� � 以上 的

精品的方法主要有
�
柱层析

,

离心液
一
液层析

,

� ���

等
。

近 日
,

河南大学承担的茄尼醇提取分离新工艺

的实验和工艺中试规模的实验也取得成功 〔’� 〕
,

在此

基础上建成了年产 � 吨的生产线
,

并投人工业化生

产
,

产品出口 欧洲
。

关于茄尼醇含量测定方法 的文献报道较少
,

国

外报道 中主要用气相色谱法测定烟草中茄尼醇的含

量 〔”
,

’‘〕
,

但茄尼醇沸点大于 ��� ℃
,

需要用耐高温色

谱柱
,

条件较为苛刻
,

不易推广
。

国内报道用 � ���

一示差折光检测仪来测定其含量
一

‘, 」
。

也有报道用

薄层扫描法 � ’� 〕和薄层分离
一
库仑滴定法 〔’� �测定烟

叶中茄尼醇的含量
。

由于茄尼醇的紫外吸收峰位于

� �� � �
,

这给用常规的 ��� �
一 � � 方法检测造成一

定的困难
。

最近
,

尹国盛等� ’� 〕对茄尼醇的红外和拉

曼光谱进行了研究
,

通过两种光谱的图谱比较
,

对茄

尼醇的特征谱带进行 了具体指认
,

初步推论了多烯

光谱中双键振动谱带的数目等于双键的数目
。

该研

究结果为茄尼醇结构的定性鉴别提供了科学依据
。

�
�

� 烟碱的提取分 离技术和分析方法 烟碱是烟

草植物中特有的生物碱
,

它属于毗咙类衍生物
,

分子

式 � 川�
��
�
� ,

分子量 ���
�

��
。

它是一种无色或微黄

色的油状液体
,

沸点 � �� ℃
,

具有左旋光性
,

性质不

稳定
,

在 � �℃ 以下时能与水形成水合物
,

可随水蒸

汽一起蒸出
。

烟碱在烟 叶中主要是 以有机酸盐 的形式存在

的
,

烟碱的有机酸盐在水中有很好的溶解性
。

工业

生产中通常用稀硫酸吸收制成硫酸烟碱
。

以废次烟

叶为原料
,

制造硫酸烟碱和纯烟碱的主要工艺是
� 烟

叶的预处理
一浸泡

一
分离

一
纯化

一
转化

一
精制

一
产

品
。

目前
,

烟碱的提取分离方法主要有蒸馏法
、

离子

交换法和液
一
液萃取法

。

蒸馏法是先用碱液润湿烟叶
,

然后通人过热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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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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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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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蒸气进行蒸馏
,

馏出液即为游离烟碱的水溶液 �离子

交换法是用清水浸泡烟叶
,

浸 出液 �含有烟碱盐 �经

阳离子交换树脂交换
,

再用碱液洗脱即得游离烟碱

水溶液 �液
一
液萃取法是将清水浸泡烟叶所得的浸

出液用石灰乳 中和过滤后得到 的游离烟碱水溶液

的
,

以上得到的烟碱水溶液用有机溶剂萃取使烟碱

进入有机相
,

再用 �� �
一
�� � 的稀硫酸反萃该有机

相得到硫酸烟碱稀溶液
,

该溶液经浓缩 即得到 � � �

的硫酸烟碱成品
。

以 � � � 的硫酸烟碱为原料
,

经中

和
,

脱水
,

减压
,

蒸馏可制得含量 � �� � 的烟碱产品

国外也有报道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烟草中

提取烟碱
,

然后减压或升温使溶剂成为气体而得到

纯净的烟碱
‘,

此法萃取率高
,

产品质量好
,

但目

前仍处于实验阶段
,

尚无成熟
�

� 艺流程
〔

提取过茄尼醇的烟叶可进一步提取烟碱
。

经分

析测定证明
,

提取过茄尼醇的烟叶中烟碱 的含量和

未经提取 的烟叶 中的烟碱含量基本相 同
, ” 。

如果

从 � 述经离子交换树脂法和液
一
液萃取法提取过烟

碱的烟渣中进一步提取茄尼醇
,

可使成本大大降低
,

应用前景更加可观 由于利用烟草废弃物提取烟草

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

国内外很 多学者都在积极 的

投身于这方血的的研究与开发
。

一些烟草生产国家

近年来已相继建立 了从烟草中提取天然烟碱的工厂

中试生产装置
,

加快 了这方面的开发和产业化研究

关于烟碱 的分 析方 法
,

有张驰等报道 的重 量

法
� 。 ,

对供试样品经水蒸汽蒸馏
,

接受馏出液
,

再将

馏出液与硅钨酸反应形成沉淀进行定量测定
。

实验

对
一

不同品种
、

不同来源和不同部位样品的测定结果

显示
,

烟草中烟碱的含量在 �
�

� � 一 �
�

��
。

李德亮

等对近 十年来国内外报道的烟碱分析方法进行 了综

述
� , ,

根据烟碱的性质
,

除重量法外
,

还 可采用分光

光度法
、

化学滴定法
、

旋光法
、

电位法
、

色谱法等多种

分析方法 由于色谱法具备高灵敏度和高分离性

能
,

对于微量分析和混合物样品分析
,

一般采用高效

液相和气相色谱测定为好
。

�
�

� 从烟草废弃物 中制取植物蛋白 大豆似乎是

能提供人类蛋 白质最多的佼佼者
,

但是最近的研究

表明
,

绿色烟叶可提供的植物类蛋白质无论在数量

土还是在质量上都独居榜首
「� � � 。

烟草中蛋白质含

量高达 ��
�

�� �
,

与玉米等农作物的蛋 白质含量相

当
。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学教授威廉等人研究

提取到了烟叶可食用蛋白的结晶体
,

外观颇似味精
,

毫无烟臭味
,

纯度高达 ��
�

�� �
。

近来的实验研究

表明
� , ,

在提取烟碱和茄尼醇的酸碱浸取过程 中
,

首先提取茄尼醇成分
,

然后用上层澄清的部分来提

取烟碱
,

而加酸后 的下层沉淀部分可用于提取烟草

植物蛋白
。

烟草种植过程中打叶下来的废弃新鲜烟

叶也可以直接作为提取植物蛋白的原料
。

从烟草 中提取 的植物蛋 白富含多种氨基酸
,

特

别是苏氨酸和色氨酸等氨基酸含量高于鱼粉
、

酪蛋

白和鸡蛋等动物蛋 白
,

是一种优 良的天然营养食品

添加剂
、

因此
,

烟草植物蛋 自不但可以成为动物蛋

白的替代物
,

一

也可作为乳糖缺乏病人的牛奶代用品
,

还可以添加到肉食品
,

蛋制 品
,

鱼制品和糖果中
,

提

高其营养价值 这些研究结果为我们展现了烟草及

其废弃物综合利用的又一厂
‘

阔前景
、

� 烟草药用研究的发展方向与研究重点

根据 �习内外研究进展情况
,

结合我们对烟草所

做的研究工作结果
,

我们认为
,

对烟草及其废弃物的

相关活性成分进行药用研究是 �
�

分有意义的
。

当前

至少有以 下几方
一

面值得深人研究
�

烟草 中茄尼醇的

分离纯化和药理活性研究
,

探讨其直接应用和其衍

生化产物的药用价值 另外
,

以茄尼醇本身的理化

性质
,

我们认为它在药剂学领域作为新剂型研究可

能有其潜在应用价值 � 烟草的传统药用价值如
“

燥

湿
、

避瘴
、

杀虫
、

解毒
”

等
,

怎样发扬光大
,

老药新用 ?

烟草中以烟碱等为代表作为天然杀虫剂替代化学合

成品
,

从而保护环境 和人类 自身的安全
。 “

吸烟有

害健康
”

的常识已家喻户晓
,

也被各国明文规定 印

刷在烟草制品的包装 上
二

然而吸烟的人群并未由此

而减少多少
,

难道这仅仅是烟瘾难戒之故吗? 我们

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
“

吸烟现象
” 。 “

吸烟有害

健康
” ,

说明我们已发现烟草的毒
、

副作用
,

这很好
。

那么烟草对人类在防治疾病方面的功效和价值是否

就此应该被埋没? 如果回答是否定 的
,

则又可衍生

出一个研究重点
,

那就是应该研究
“

高效低毒
”

的烟

草制品
,

将
“

吸烟有害健康
”

降低到最小程度
,

从而

体现和发挥其有利的功效
。

综上所述
,

我们应该认识到
,

烟草资源是我国的

一个巨大物质资源
,

做好它的综合开发利用有很大

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

目前对烟草中几种药用物

质的分离分析与综合开发在国内已有一定的研究
,

但是仍面临很多问题
,

主要有以下不足
:
国内茄尼醇

精制工艺落后
,

无法达到制药的工艺要求;对于烟草

中茄尼醇
、

烟碱的初提多采有机溶剂提取法
,

造成环

境污染及安全隐患 ;对于烟草中所含的几种药用物

质都是单一提取
,

效率较低 ;对应用超临界流体萃取

技术用于烟草中的茄尼醇和烟碱的分离纯化
,

国内

虽陆续有文献报道
,

但数量很少且都处于实验阶段
,

尚有待深人研究
。

因此
,

作为药学工作者
,

在这方面

进行探索和系统研究
,

特别是对其中具有药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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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进行基础和应用基础的研究很有必要
。

目前
,

世界各国对烟草及其废弃物综合利用的

研究开发方兴未艾
,

而且正在不断的深人
,

与美国和

俄罗斯相 比较
,

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相对较为落后
。

值得重视的是
,

我国既是烟草生产大国又是烟草的

消费大国
,

烟草既对人类有药用等多种实用价值
,

也

存在
“

吸烟危害人类健康和污染环境
”

的隐患
。

由

于烟草业税收丰盈已成为国家财政收人的主要来源

之一
,

因此
,

国家面临
“

增加财政收人
”

和
“

禁烟保障

人民健康
”

的两难 困境
。

怎样结合国情
,

加强对烟

草有利人类方面的综合开发利用研究
,

同时重视对

烟草制品进行再研究
,

提高品质
,

降低有害物质的含

量
,

体现其有益的功效
,

既满足吸烟人群的需求又达

到最大限度保护健康和减少环境污染的 目的
,

扬长

避短
,

让烟草充分发挥对人类的贡献
。

由此可见
,

结

合高新技术的发展
,

在烟草及其废弃物的综合开发

与利用领域
,

必将开创出新的局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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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2006 年征订启事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是经国家科学技术部批准
、

由卫生部主管
、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
、

宁波戒毒研究中心主办的

我国在药物滥用防治领域进行报道和交流的学术性期刊
,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的出版发行
,

将为进一步推动我国药物滥

用防治工作及对药滥用的预防
、

宣传
、

教育发挥积极作用
。

该刊于 1995 年创刊
,

刊号为
:C Nl l

一
3 7 4

2/
R

,

双月刊
,

大 16 开本
,

6 4 页
,

国内外公开发行
,

邮发代号
:82 一

7 68

。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设有法规
、

论著
、

综述
、

专题讲座
、

专论述评
、

论坛
、

临床报道
、

案例报道
、

基层园地及其他等栏

目
。。

面向全国医疗卫生
、

公安
、

部队等戒毒机构
,

社会医学及健康教育研究
、

宣传单位
,

各级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及大中专医学

院校
。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2006 年全年定价 48 元
。

欢迎单位和个人在当地邮局或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社订阅
。

邮局

汇款
: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社 ;邮编

: l【x x〕6 1 ;地址
:
北京市崇文 区法华里 n 号楼;联系电话

: (01 0 )61 757 64 7
,

传真
:

(0 10 )6715764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