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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叶缬草的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杨乾，鞠爱华‘，白万富，陈鹏飞(内蒙古医学院药学院，呼和浩特010059)

摘要：目的综述宽叶缬草的化学成分与药理活性方面的研究进展。方法 查阅关于宽叶缬草的国内外文献。结果与结论

其化学成分主要有挥发油类、环烯醚萜类成分及其他一些成分。在药理活性方面有：对循环系统的作用、镇静安神、抗癫痫作

用、对肾脏的保护作用、调节血脂及抗脂质过氧化作用及对呼吸系统的作用。

关键词：宽叶缬草；化学成分；药理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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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dvance in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y-Activity for the Valedana officinalis

Linn．var．1atiofofia Miq．

YANG Qian，JU Ai—hua，BAI Wan-fu，CHEN Peng-fei(The school of Pharmaceceutical Science，Inner Mongolia Medical Col-

lege，Huhhot，Inner Mongolia 010059，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review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study on Va／er／ana officinalis Linn．var．Latifolia Miq in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y activity．METHODS To consult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麟ULTS&CONCLUSION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mainly contain volatile oil，iridoids ete．In pharmacology—activity，there are mainly six aspects，including treat—

ment for circle system，sedation，the activity of anti-epilepsy，kidney·protecting，lipid·regulating and anti—lipid peroxidafion effects and

treatment for breath system，ete．

KEY WORDS：Valerians offwinalis IAnn．VSX．Latifolia Miq；chemical constituents；pharmacology—activity

宽叶缬草(Valeriana offtcinalis“肌．Var．1atiofolia Miq．)

又称宽裂缬草，是败酱科缬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以根和根

茎入药，广泛分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安徽、浙江、江

西、台湾及河南陕西等地¨5。在很多地区被认为缬草的变

种。宽叶缬草在民间药用历史悠久，其性辛、甘、温。u服可

止腹泻、驱风、治感冒，外用治风湿、跌打损伤，特别是治小孩

腹泻效果良好。常用于治疗肾虚失眠、腹胀腹泻、消化不良、

痢疾、以及头痛等症状。在国外也得到不同程度的研究，已

被列入德国、英国、挪威、荷兰、日本药典怛J。

1化学成分

1．1挥发油类

缬草属中挥发油含量为0．5％-2．0％。王立群等人口1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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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典方法提取宽叶缬草挥发油，收率为l％。宽叶缬草

的主要化学成分为单萜和倍半萜，其中倍半萜具镇静的生物

活性。所含化学成分有蒈烯、d一侧柏烯、6一异丙基-卜甲基

双环E3．1．0]己烷、桧烯、对伞花素、柠檬烯、樟脑、龙脑、L-桃

金娘醇、叶甲基4(1，、l二甲基乙基)苯酚、乙酸龙脑脂、桧醇、

d-松油醇、p一丁香烯、p一古芸烯、蛇麻烯、反石竹烯、橙花叔

醇、榄香烯、异戊酸龙脑脂、奠呋喃、芋烯醇的立体异构体、2，

3，4，4 a,6，8 a一六氢-4 a，8一二甲基d-异丙基萘酮、la，2，4，

5，6，7，7 a，7 b-八氢-1，l，7，7 a四甲基，4一羟基-环丙烷萘、喇

叭蔡醇、愈创木醇、缬草酮、努特卡酮峰30的同分异构体、1，

2，3，4，4 a，5，6，8a-八氢-4 a，8-二甲基一d丙烯基[a]萘醇等。

龙春焯等对贵州宽叶缬草挥发油化学成分进行了GC—

MS／DS(Finingan-4570型毛细管气相色谱／质谱／计算机联用

方法)分析，共检出29个成分，鉴定了21个成分，占总量

92．33％，主要成分为乙酸龙脑酯含量为50．56％以及仅-蒎

烯、莰烯、B．蒎烯、柠檬烯、乙酸葛缕酯等化合物H】。

1994年，明东升等对宽叶缬草(E officinalis L Val"．1atifo-

lia Miq．)、中国缬草(E pseud officinalis C．Y．Chenet H．B．

Chen)、蜘蛛香(矿jatamansii Jones)及黑水缬草(矿amurensis

Stair．ex Komarov．)的挥发油成分进行了鉴定，证明醋酸龙

脑酯为缬草挥发油中的主要成分"J。

1．2环烯醚萜类

其中主要含二氢缬草醚酯(didrovahrate)和缬草三酯。

缬草三酯类成分是一类不稳定的化合物，不耐热，在酸水(乙

醇)或碱水(乙醇)中降解很快，主要分解产物是黄色的

baldfinals。陈等旧3采用RP·HPLC法，对蜘蛛香、中国缬草及

宽叶缬草中所含缬草素、二氢缬草素和乙酰缬草素的含量进

行了研究。也发现以蜘蛛香中的含量为最高、缬草次之、宽

叶缬草含量最低。此外，药材不同部位、不同产地之间环烯

醚萜类成分含量的差异也较明显。

1．3生物碱类

缬草属植物亦含有生物碱类成分，但含量较低，约l％左

右，目前分离得到的单体生物碱有缬草碱(valerine)、缬草宁

碱(valeriane)、猕猴桃碱(actinidine)、鬃草宁(chatinine)、缬

草碱A和B等。

1．4黄酮及其他成分

从缬草属植物的地上部分已分离得到10余种黄酮类成

分，主要为芹菜素(apigenin)、洋芫荽黄素(diosmetin)、木犀

草素(hteolin)、槲皮素(quereetin)、金合欢素(acacetin)、山

柰酚(kaempfer01)、蒙花苷(1inarin)等。

此外，缬草属植物中还含有一些游离氨基酸、异阿魏酸、

咖啡酸、绿原酸等多种有机酸川。

2药理作用

2．1对循环系统的作用

任世兰等旧1通过动物实验证明宽叶缬草挥发油有解除

平滑肌痉挛和强大的扩张冠状动脉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

是扩张冠脉血管，降低心肌耗氧量，并通过改善心肌代谢等

途径康复缺血心肌，同时还具有降血脂和用药安全的特点。

’614。 Chin JMAP，2008 July，Vd．25 No．7

王俊峰等一1通过实验证明宽叶缬草可显著抑制血管平

滑肌细胞的迁移能力，并在初步确定的剂量梯度内显示良好

的剂量依赖性。宽叶缬草的这一作用町能是其在动物实验

中抗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之一。尹虹、薛存宽等‘10。认为宽

叶缬草能促进PGl2的分泌，抑制TXA2的产生，从而舒张冠

状动脉，并能减少肿瘤坏死因子产生，改善冠脉微循环。

2001年，罗国君等¨“通过观察宽叶缬草对兔的脑血管

痉挛的作用的药理实验，表明宽叶缬草与尼莫通一样能有效

地扩张痉挛的脑动脉，减轻兔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脑血管痉

挛程度。说明宽叶缬草扩张痉挛的脑基底动脉疗效肯定。

2002年，杨桂元等¨21通过实验发现宽叶缬草可显著抑

制AngII引起的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收缩，提示其可能

具有较好的扩管降J仨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不会被NOS抑制

剂-硝基左旋精氨酸甲酯所阻断，说明宽叶缬草的抑VSMC

收缩作用不依赖内源性NO。还发现宽叶缬草能显著抑制传

代的VSMC生长，并能抑制AngII引起的VSMC生长，且呈一

定的剂量依赖性，提示宽叶缬草可能具有防治高血压血管重

构的功能。

2004年，陈柏华等¨利用球囊拖伤兔腹主动脉及髂动脉

内皮，制作动脉狭窄动物模型。结果显尔，宽叶缬草组与非

用药组比较，我国鄂西北神农架地区生长的宽叶缬草对血管

内膜增生有明显抑制作用。

2004年，乇云甫等【141把60只健康、雄性Wistar大鼠分

为正常组、假手术组、大脑中动脉闭塞组(MCAO组)、对照组

(NS组)、宽叶缬草组(VOL组)，制作可复流大脑中动脉闭

塞大鼠模型。结果得到VOL组的脑梗死体积比显著低于

MCAO组；VOL组海马各区及大脑皮层神经元损伤轻，丢失

相对较少，故得出宽叶缬草可以减轻局灶性脑缺血后脑组织

病理学损害，具有脑保护作用。其作用机制为宽叶缬草可以

抑制局灶性脑缺血所诱导的C—Fos、C-Jun的表达。

在临床研究方面，杨桂元等f15】使用宽叶缬草中提取出

的挥发油治疗82个冠心病患者(其中50人伴随局部缺血)；

同时用丹参注射液做对照治疗34个冠心病患者(其中24个

伴随局部缺血)。结果表明，在改善心绞痛症状、减少心绞痛

发病频率、缩短心绞痛发作持续时间方面，宽叶缬草的疗效

明显优于丹参注射液。对改善心肌缺斑，康复缺血心肌的作

用也明显优于复方丹参(P<0．01)，说明宽叶缬草在缓解心

绞痛症状和改善心肌缺血两方面均有显著疗效。

2．2镇静安神

宽叶缬草提取物用于镇静、催眠、抗惊厥，其中以镇静安

神作用开发为主。自1912年Chevalier证明缬草酊剂具有镇

静效果以来，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围绕着究竟是什

么物质在发挥镇静作用而展开研究。在证明挥发油具有明

显的镇静作用后，1966年Thies¨刮分离出缬草三酯类成分，

并证实了该类化合物具有镇静活性这一事实。

Hendriks【17】等对包括缬草烯酸在内的3种缬草烷型倍

半菇进行了量效关系的考察，结果缬草烯酸在剂量为50

，Ilg·kg“时显示出强烈的镇静活性。Hendriks进～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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缬草烯酸非常类似于戊巴比妥(镇静活性指标)，因而很可能

也有抗抑郁活性而非肌肉松弛活性。

2．3抗癫痫作用

Santos等‘181认为缬草水提取物能抑制[3 H]GABA吸收

并促进释放，从而影响GABA在突触中的浓度，推断缬草水

提取物是通过逆转GABA载体导致[3H]GABA的释放，这种

增加[3H]GABA的释放作用与Na+．K+．ATP酶的活性和膜

电位无关，从而达到抗癫痫作用。

2005年，罗同君等’19‘用不同剂量的VOL对抗对戊四氮

(PTZ)的惊厥作用，发现三种剂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抗惊厥作

用，且高剂最组更明显。故宽叶缬草能有效对抗PT'Z的点燃

作用，且有剂量依赖性。同时发现VOL能改变GABA转运

体-lmRNA的表达而影响GABA的浓度，使之起抗癫作用。

2．4对肾脏的保护作用

2003年司晓芸等Ⅲ1通过实验发现，高胆固醇血症大鼠

接受宽叶缬草治疗16周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门较高

脂组明显下降，在血脂下降同时，尿蛋白和IIIL肌酐也较高脂

组明显降低，证实宽叶缬草对高脂引起的。母损伤具有保护作

用。』￡肾保护的作用机制之一可能是在有效降脂的基础上，

抑制了肾组织内TGF一131的表达，从而使细胞外基质产生减

少延缓了肾小球硬化的进程。

2．5调节血脂及抗脂质过氧化作用

胡昌兴、张道斌等。21。应用免疫损伤合并高胆固醇喂饲复

制家兔高脂血症模型，观察到宽叶缬草油有显著的调节血脂

的效果。该实验的结果还表明宽叶缬草油能显著降低MDA，

升高SOD。因此可以推测宽叶缬草油叮能是一种抗氧化剂。

目前，疗效肯定的调节血脂药物较多，{n|因价格昂贵，国人很

难长期服用。而且目前尚末见既有良好调节血脂效果又有扩

张冠状动脉、改善心肌缺m的新璎药物的报道。宽叶缬草油

为天然纯中草药制剂，且资源丰富，毒副作用少，因此宽叶缬

草油是一种防治动脉粥样硬化及冠心病很有潜力的药物。

2．6对呼吸系统的作用

宽叶缬草挥发油有很强的抗实验性肺水肿作用，其疗效

优于消心痛与654-2，与酚妥拉明相近。它的抗水肿作用是

其强烈扩张小动、静脉，改善微循环，显著降低心脏的、后负

荷，增加心输出量；迅速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状流蛩，有效

地改善心肌微循环灌注，从而大大改善了心肌缺血状态与舒

缩功能障碍；抗心律失常；镇静降低机体氧耗；减慢心律降低

心肌氧耗等综合影响的结果。

3结语

宽叶缬草这种传统的药用植物近来展示出广泛的药理

活性，其中对循环系统的作用得到大最生物学以及药理学实

验临床实践的检验，但由于其有效成分和作用机制尚不明

确，故无法进行宽叶缬草类制剂的深入研究，因此加强这两

方面的研究必将对系统的研究和开发中国丰富的宽叶缬草

资源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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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从多糖提高宿主免疫功能，对肿瘤细胞的直接作用以及其构效关系对中药多糖抗肿瘤作用研究进展作一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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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糖是一类广泛存在于高等植物、真菌、藻类、细菌和动

物细胞膜l：的生物人分子，是构成生命的四大基本物质之

一。随着传统中药的多糖成分被分离和纯化，对它们的化学

结构、理化性质、药理功能以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

究。研究表明，中药多糖具有免疫调节，抗肿瘤、抗炎、抗病

毒、抗氧化、抗辐射、降IIIL糖、降血脂、保肝等多种功能，其中

中药多糖的免疫调节活性及抗肿瘤作用倍受关注，是中药多

糖研究的中心课题，现将近年来中药多糖抗肿瘤作用的研究

概况综述如下。

1增强宿主免疫功能而发挥抗肿瘤作用

1．1活化巨噬细胞M巾

Mqb是具有多种功能的重要免疫细胞，可通过处理抗原

和释放可溶性因子对免疫功能起重要的调节作用。关于多

糖激活M中的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清楚，但绝大多数中药多

糖都能促进M中的吞噬功能。黎雪如m的研究表明，枸杞多

糖能显著增加巨噬细胞C3b和Fc受体的数鼍和亲和力，从

而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王玲口1的研究表明，枸杞多糖

体外能促进巨噬细胞合成和释放IL一1、TNF。故多糖町能通

过激活Fi噬细胞，合成释放单核因子，活化淋巴细胞，从而激

活对肿瘤细胞的免疫应答。

1．2活化T、B淋巴细胞

许多研究表明，多糖对ConA活化的胸腺细胞有明显的

促增殖作用，周勇等。y的研究尚发现仙茅多糖对成熟的T细

胞有明显的促增殖作用。香菇多糖是一种典型的T细胞激

活剂，可提高肿瘤患者CD4／CD8比值而逆转免疫抑制状态，

具有调节肿瘤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作用H1。云芝多糖

(PSK)町增强T淋巴细胞的功能，并可治疗肿瘤本身或药物

所导致的T细胞功能下降。在13本PSK作为一种具有增强

免疫作用的生物调节剂，已被广泛用于临床。

1．3提高NK

细胞和LAK细胞的活性：NK细胞是生物体内天然存在

的非特异的免疫杀伤细胞，它在宿主的免疫监视功能中与

M中一起有着重要的作用。螺旋藻多糖(SPP)的分子量约

21．95 kD，SPP可提高不同病期的白血病患者NK细胞活性，

但不影响正常人NK细胞活性，毒性试验表明SPP对白血病

细胞兄毒性作用，SPP作为牛物反应调节剂用于白血病治疗

可提高NK细胞活性，值得进一步研究开发应用b1。杨海贤

等帕1证明，黄芪多糖具有不同程度地提高存活LAK细胞的

体密度、减少坏死，尤其是减少凋亡细胞的体密度的作用。

曹广文等。刊研究表明枸杞多糖(LBP)体内应用可显著增强

快速LAK活性。

1．4促有丝分裂作用

赵武述Jj对19种植物中提取的21种多糖进行观察，发

现21种植物多糖均有促有丝分裂作用，大部分对有丝分裂

的反应尚有增强作用。中药多糖的促有幺幺分裂作用机理是

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推测多糖町能在淋巴细胞上有自

己的受体外，凝集素与LPS在淋巴细胞|：有特异受体，近年

发现，云芝多糖(PSK)在淋巴细胞上有相应的受体。多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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