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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大紫丹参 甘西鼠尾草 Σαλϖια πρζε ωαλσκιι ¬ 为云南习用丹参种类 ∀为了提供对其进一步开发利用的依据 ∀

方法  我们对其植物资源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应用薄层扫描法 !高效液相层析法对其主要有效万分进行了含量测定 ∀结果  

与正品丹参相比较 测定出其有效部位总丹参酮和总酚酸成分含量略高 有效成分丹参酮 2 !原儿茶醛的含量约为正品丹

参的一倍 ∀结论  大紫丹参不仅广泛颁于我国西部地区并在其颁区域内较为常见 且有效成分的含量较高 是较为理想的丹

参药用植物资源 ∀

关键词 大紫丹参 资源 丹参酮 2 原儿茶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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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ρελιµιναρψστυδψ ον τηε ρεσουρχεσ οφ σαλϖια πρζεωαλσκιι

± 2 ÷ 2≠∏ 2 ∏ 2 ∏ ( ∆επαρτµεντ οφ Χηινεσε Πηαρµ αχψ οφ Ψυνναν

Χολλεγε οφ Τραδιτιοναλ Χηινεσε Μεδιχινε , Κυν µινγ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Σαλϖια πρζε ωαλσκιι ¬ ∏ ∏ ≠∏ √

∏ ¬ ΜΕΤΗΟ∆  • √ ∏ ∏

√ √ ≥ ° ∏ ≤ Ρ ΕΣΥΛΤΣ  Σαλϖια πρζε ωαλ2

σκιι ¬ ∏ √ • ≤ × 2 ° ∏ ∏

Σαλϖια µιλτιορρηιζα ΧΟΝΧΛΥΣΙΟΝ  ∏ ⁄

ΚΕΨ ΩΟΡ ∆Σ : Σαλϖια πρζε ωαλσκιι ¬ ∏ × 2 ° ∏

  大紫丹参为甘西鼠尾草 Σαλϖια πρζε ωαλσκιι ¬ 的干

燥根 ∀该药味微苦 !性微寒 具有调经 !活血 !散瘀 !镇静止痛

的功能 用于月经不调 !风湿痹痛 !子宫出血 !吐血 !乳腺炎等

症 ∀大紫丹参也称为甘肃丹参 !褐毛丹参 !紫丹参 !红秦艽 !

丹参和甘西丹参 !灵兰香 在甘肃 !青海 !宁夏 !西藏和云南等

地≈ 广泛应用 ∀

1  大紫丹参(甘西鼠尾草)的植物资源

1 1  大紫丹参及其亲缘相近种的区别

大紫丹参近缘种分种检索表

叶全部为单叶 ∀

 雄蕊的药隔多弯成半圆形或弧形两端的药室均发育 ∀

  花丝比药隔长 ∀

   花丝比药隔长两倍以上 药隔长为 ∗ ∀

    叶椭圆状卵形 基部截形或近心形 花长约 洱源鼠尾草, , , , , , , , , , , , , , , , , , , , , ,

    叶三角状卵形或卵形 基部心形或浅戟形 花长 ∗ 雪山鼠尾草, , , , , , , , , , , , , , , , ,

   花丝比药隔长一倍或稍短 药隔长 以上 大紫丹参 甘西鼠尾草, , , , , , , , , , , , , , , , , , , ,

  花丝比药隔短或等长 轮伞花序紧密 幼时集合成球果状 土丹参,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雄蕊的药隔多少伸直 不弯成半圆形 下药室不发育 ∀

     花萼钟状 花冠筒外伸或向上弯曲 上唇长 丹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花萼筒状或近筒状 花冠筒内藏或微伸出花萼 平伸 上唇长 南丹参, , , , , , , , , , , , , , ,

叶为 小叶 偶有单叶混生 滇丹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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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丹参 ≥ √ 为5中国药典6 年

版收载种 南丹参 ≥ ⁄∏ 为湖南 !广西和广东常

作为丹参用 土丹参 ≥ − √ 在四川盐源作为

丹参入药 雪山鼠尾草 ≥ √ 2 在四川 !云

南作丹参入药 洱源鼠尾草 ≥ ≤ ≠ • ∏在云南

大理作紫丹参用 滇丹参 ≥ ∏ ≤ • 在云南

丽江作丹参的代用品≈ ∀

1 2  大紫丹参的地理分布

大紫丹参主要分布于甘肃西部和东部 !湖北西部 !四川

西部和南部 !云南西北部和东北部 !西藏等地 生长于林缘 !

路旁 !草坡 !沟边和灌丛下 海拔 ∗ ≈ ∀

1 3  群落类型

大紫丹参主要分布于亚高山暗针叶林和草甸群落中 针

阔混交林中也有 ∀亚高山暗针叶林以云杉 !冷杉和高山松为

优势组成森林 草甸植被类型主要为蒿草沼泽化草甸 植物

群落层次分化明显 以莎草科蒿草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优

势 而针阔混交林树种较为丰富 多为复层林 以铁杉 !高山

松 !黄杉等针叶树为主 ∀

1 4  生长结构

大紫丹参为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 ∀通常一年生植株不

形成块根 数年后块根表面红褐色 老茎藤黄褐色或深绿色 ∀

以种子和根分蘖进行繁殖 ∀

1 5  采收加工 !药材性状

秋季挖取根部 除去茎叶 !须根和泥土 晒干 ∀大紫丹参

为圆锥根 长 ∗ 直径可达 ∗ 由多数直径

的细条组成 根顶部可见圆柱形茎痕 ∀根表面红褐色 具扭

曲错综的纵向沟纹 ∀质松 易折断 ∀断面疏松 极不平整 多

数异形维管束木质部为黄色点状 散列于各处 ∀气微臭 味

淡 微涩 ∀

2  大紫丹参的有效部位及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

总丹参酮类成分具有抗菌 !抗炎及扩张血管的作用 总

酚酸类成分具有抗凝血 !溶纤及强抗脂质过氧化作用 ∀总丹

参酮类成分中 丹参酮 2 具有明显的抗炎作用 总酚酸类

成分中 原儿茶醛具有显著扩张冠状动脉 !增加冠脉血流量

的作用 能抗心绞痛 为治疗冠心病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 ∀

2 1  大紫丹参的总丹参酮 !总酚酸含量测定

2 1 1  仪器与材料  仪器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上海分

析仪器厂 对照品 丹参酮 2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

所 !原儿茶醛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试剂 氯仿 !无

水乙醇 !浓盐酸 !乙醚 !氯化钠均为分析纯 ∀样品 大紫丹参

甘西鼠尾草 ≥ √ 云南中甸 !丹参 ≥ 2

河南 ∀

2 1 2  实验方法与结果  制备对照品溶液 !供试样品溶液

绘制标准曲线 经过精密度实验 !稳定性实验和加样回收实

验表明≈ 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大紫丹参植物中总丹参酮

类成分 !总酚酸类成分的含量可行≈ ∀与丹参 河南 的总丹

参酮含量和总酚酸含量相比较 大紫丹参的总丹参酮含量略

高 表 总酚酸含量也略高 表 ∀

表 1  大紫丹参的总丹参酮含量测定

Ταβ 1  ≤ × ≥ √

∂    

样品
平均含量

ξ ? σ
≥⁄

大紫丹参

云南中甸

丹   参

河南

表 2  大紫丹参的总水溶性酚酸含量测定

Ταβ 2  ≤ × ° ≥ √

∂       

样品
平均含量

ξ ? σ
≥⁄

大紫丹参

云南中甸

丹   参

河南

2 2  大紫丹参的丹参酮 2 !原儿茶醛含量测定

2 2 1  仪器与材料  仪器 美国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 泵 进样器 Κ2 型可调波长 ∂ 检测器

色谱工作站 大连利特科仪公司 对照品 丹参酮 2 !

原儿茶醛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试剂 无水乙醇 !乙

醚 !甲醇 ! 乙醇 !浓盐酸 !醋酸 !无水硫酸钠均为分析纯

水为密理膜处理的超纯水 ∀样品 同前 ∀

2 2 2  实验方法与结果  制备对照品溶液 !供试样品溶液

进行薄层色谱 在确定的色谱条件下进行稳定性实验 !绘制

标准曲线 !加样回收实验≈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大紫丹

参植物中丹参酮 2 和原儿茶醛含量可行≈ ∗ ∀与丹参

河南 的丹参酮 2 !原儿茶醛含量相比较 大紫丹参的丹

参酮 2 含量远高于丹参 表 而原儿茶醛含量约为其一

倍 表 ∀

表 3  大紫丹参的丹参酮 2 含量测定

Ταβ 3  ≤ × 2 ≥ √

样品 平均含量

大紫丹参

云南中甸

丹   参

河南

表 4  大紫丹参的原儿茶醛含量测定

Ταβ 4  ≤ ° ∏ ≥ √ 2

样品 平均含量 ≥⁄

大紫丹参

云南中甸

丹   参

河南

3  小结

在作为丹参使用的药用植物种类中 大紫丹参 甘西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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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不仅广泛分布于我国西部地区 而且在其分布区域内较

为常见 ∀与正品丹参相比较 大紫丹参的有效部位总丹参酮

类和总酚酸类成分含量略高 有效成分丹参酮 2 !原儿茶

醛的含量约为正品丹参的一倍 ∀以上研究结果为大紫丹参

作为丹参类药用植物资源的产业开发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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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雌激素大豆苷原(δαιδζειν)对结肠癌 Λος ο细胞生长的影响

基金项目 宁波大学人才启动基金 和浙江省教育厅科研基金

赖依峰 郭俊明 肖丙秀 陈枢青 浙江大学医学院 浙江  杭州 宁波大学医学院 浙江  宁波

摘要 目的  了解植物雌激素大豆苷原 对结肠癌细胞生长的影响 ∀方法  取对数生长期的人结肠癌细胞株 ∂ 细

胞 以不同浓度的大豆苷原处理细胞 和 然后应用 × × 法测定细胞的生长率 ∀结果  大豆苷原在高浓度 Λ

时在体外对 ∂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Π 而在低浓度 Λ 时对 ∂ 细胞又具有促增殖作用 ∀结论  大豆苷

原在体外对 ∂ 细胞的生长具有促进和抑制的双向作用 ∀

关键词 染料木黄酮 大豆苷原 ∂ 细胞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Εφφεχτ οφ δαιδζειν ον τηε γροωτη οφ Λος ο χελλσ ιν ϖιτρο

≠ 2 ∏ 2 ÷ 2¬∏ ≤ ∞ ≥∏2 ( . Μεδιχαλ σχηοολ, Ζηεϕιανγ Υνιϖερσιτψ, Ηανγζηου

, Χηινα ; . Νινγβο Υνιϖερσιτψ, Νινγβο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ΜΕΤΗΟ∆  ∂ ∏ ∏ ° √ ∏ ∏ ε

∏ ≤ √ ∂

× × Ρ ΕΣΥΛΤΣ  2 ∂ √

Λ Λ Λ ∏ ∏ ∂ ΧΟΝ2

ΧΛΥΣΙΟΝ  ⁄ √ ∂

ΚΕΨ ΩΟΡ ∆Σ : ∂

  植物雌激素是存在于多种植物中具有雌激素样作用的

一类化合物的总称 ∀大豆异黄酮 √ 就是存

在于人类食物大豆中的一类植物雌激素 ∀大豆异黄酮共

种 其中具有生物学活性的主要成分是染料木黄酮 2

和大豆苷原 ∀鉴于植物雌激素对人类的明显

保健作用 大豆异黄酮特别是其中的染料木黄酮已成为近年

来研究的热点 ∀染料木黄酮对于人体广泛的生理作用及其

生物学特性在国内外都已有了大量的报道 它对部分肿瘤细

胞生长的抑制作用及能引起调亡和诱导分化作用都已得到

了确认≈ ∀然而 对于同样存在于大豆及其它豆类食品中的

另一种植物雌激素大豆苷原的相关研究报道极为鲜见 ∀因

此 本研究探讨了大豆苷原在体外对结肠癌 ∂ 细胞生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