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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毛喉鞘蕊花的发掘与研究进展 

中国科学 ㈣ 、7一／／ 赫  65㈣们 ’尸 。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哮瑞病薪药毛喉鞘蕊花的发掘垃程．栽培条件下的形态特征和化学 

关键调 毛喉鞘蕊花．哮喘病新药，化学成分 

寻找毛 

新植 

毛喉鞘蕊花属唇形科鞘蕊花属(ColeusLout．)植物 ，全属约 9O种[1]，产东半球热带、亚热带 

地区。我国有 6种，产云南、贵州、两广、福建和台湾。古印度称为“万灵药 的毛喉鞘蕊花，民间 

用于治感冒、咳嗽等疾病。7O午代，印度学者S．v．Bhat等人嘲，经过几百种天然植物的筛选，从 

毛喉鞘蕊花(c．forskohli／Briq)中分到五个化合物，其中三个具明显的降压和强心作用 ，当中又 

以福士可林(forskolin)效果为最好 。由此引起许多科学工作者和西德HOECHST公司的关注， 

先后对其药理、』临床及该化台物合成开展丁大量工作0】。迄今福士可林正作为一种治疗心血管 

疾病，充血性心力衰竭、肿瘤转移、青光眼、支气管哮喘、皮肤病等新药“ 引起广泛的重 

视，同时它还可以通过激活腺苷酸环化酶而调节各种组织，是一种其它药物的活化剂“ 。另外 

在试验室常作为一种不可少的生化试剂而广泛使用。 

2 我国毛喉鞘蕊花的发掘 

我国的毛喉鞘蕊花记载，是已故植物学家蔡希掏教授 1932年 9月在滇东北的东川山坡上 

采到过 ，从此以后不见任何标本和记载报导。我们的工作就从这仅有的线索开始．先是寻找原 

始记录 ，查证蔡老当年的采集路线 从中决定行动方案。至此，工作从 1987年开始，先后三次深 

入到现场发动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历时两年多，终于在 1989年底找到丁这 种稀有植物。 

3 云南毛喉鞘蕊花的分布与生长环境特点 

据现场调查，这种稀有植物是生长在土地极度退化，环境十分干热的荒山坡上，是一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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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半肉质的脆性草本植物，具喜阳、耐旱、耐贫瘠的生态特性。雨季时萌枝发叶，一片翠绿， 

6—7月进入旺盛营养生长期，8—9月开花，1 0一l1月结果。以后进入干季，部分枝叶枯死，植 

物体转为灰白色外观而进入休眠状态。 

云南野生鞘蕊花的环境．属干热少雨的河谷气候，薄层石灰岩土壤 ，pH8左右．目前分布范 

国方圆还不副 20kin ，如今还不断有烧山与放牧的影响，所以在一般的荒草坡上很少见到生 

长，仅在肉质多刺的仙人掌灌丛中，才得以保存了种源。 

4 云南毛喉鞘蕊花的引种试验 

由于毛喉鞘蕊花植物有其广闲的应用前景，而目前野生资源分布范围狭窄，资源数量极 

少，远不能适应批量生产的需要，所以我们开展了人工引种工作。通过栽培植物的观察，该植物 

为轮伞状总状花序 花紫兰色，产种量大，繁殖系数高 对土壤的要求不严格，特别在肥土上生 

长萌发力极强，插枝也极易成活 雨季期间生长特快 ．少有病虫危害，通过粗放管理就能丰收。 

云南毛喉鞘蕊花的种子千粒重 1．3g，一般 3—4月育苗，1 Od左右萌发 ，待 幼苗长至 3—5 

对真叶后移栽，种植密度视土壤肥力而不同，一般 2—4株／m。，当苗成活后生长迅猛 ，株高可达 

0．5—0．7m。8一g月开浅兰色花，9—10月结子，收子后采收垒株晒干捣碎，贮存备用 ．亩产干 

原料 200--300kg。 

5 云南产毛喉鞘蕊花和印度毛喉鞘蕊花的比较 

为应证云南种与印度种的差异，我们将两地种源进行 了同等条件下的栽培与化学测试比 

较，其结果如下： 

5．1 物种形态 

两个种均是多年生宿根半内质草本 ，叶对生，顶生总状花序， 

花二唇形 ，花冠紫兰色 ，萼钟状，喉部内面密被长柔毛 ，5齿，后齿 

大、心形 ，余 d齿近三角形 ，在果时增大并下弯 。但在同等条件下 ， 

云南种植株高仅 0．5—0．6m，侧枝呈 d5度 向上展开，基茎极度 

大 ，主茎向上呈锥形生长，花每轮 6朵，眉瓣小，里匙形折转一次 ， 

花萼大．种子较大(千粒重 1．3s)． 

印度种是植株高迭 O．8—1．0m，侧枝成 90度向外平展．基茎 

稍膨大，主茎 向上呈柱状生长，花每轮 10朵，唇瓣较大，呈之字形 

折转两次，花萼较小 ，种子小(千粒重 0．7g)。 

劳丹烷 1，2，3，4，5型 

的合成构造 

5．2 化学成分 he uc砸re。 。0mpo d搴 

两种植物均含相同劳丹烷(Labdane)型的二萜骨架(图)。但其 兰 竺： 
结构支链各有异同。相同点：两者均含锦苏醇一B(coleonol—B)(式 1) 2-RI：R|一R，；R．； oH 

和去乙酰一福士可林(deacetyl-forskoUn)(式 2)等 ；不同点是云南种 3．R1：R RI：OAC．R|：OH 

特含 1口，60．7 三乙酰锦苏醇一B(1e，60，7~=triacetyl-coleonol—B)(式 t．R =R，OAC R R·=0H 

3)和 1-2酰一福士可林(I-2)acetyl—for~olin)(式 d)[I1]{而 印度种则 。 I=R2=R． ·R|一。 

特含福士可林(forskolln)(式 5)及其一系列{}i生物 “-”“ -” 。二者用途基本相似 ，前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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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大量的化学药理与临床工作，后者则刚起步。 

根据上述两种植物的形态和化学成分之异同，作者认为二者并非同种植物，而是近似物 

种。这里将云南种暂定为小江毛喉鞘蕊花(coleus xluoj~~ ensis)(另文发表)·在利用方面刚大同 

小异。 

6 毛喉鞘蕊花的前景展望 

毛喉鞘蕊花一经发现，就引起科技、医药和药厂等有关部门的极大关注。目前它已被列为 

云南。八五 攻关项日。现在正作为一种治疗哮喘病的新药加紧临床，同时在治疗青光眼和心血 

管病方面，也有较好的疗效，因此，它的用途必将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发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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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ING OF COLEUS FORSKOHUI BR10 

AND ITS RESEARCH PRoGRESS IN CHINA 

W ang Zon8yu，W u Dagang 

(Kuamiag oy Botany，A 咖 oy China．Kunming 650204)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exploring prccedure of a flew drug for asthm a—Coleus forskohl~ 

Briq and its morphological featuras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while being cultivated，and its difference 

from the Coleus forskohliJ Briq in I11d诅 聃 wel1．The result of our research and experiments shows that 

both ofthem are notthe same specie~ Therefoce，th e ecie毫found in Yurman，China ．培 named “Coleus 

Xiaojiangensis ． 

Key words Coleus forskohlii Briq，New drug for asthma，Chemical 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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