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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龙胆科穿心草属植物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医药中广泛应用，印度与我国的多个地区将该属植物用

来治疗癫痫、神经衰弱、肝炎、骨折、蛇虫咬伤等疾病。该属植物中的化学成分主要有口山酮、三萜、黄酮、类固醇

等。现代药理研究证明该属药用植物粗提物及单体化合物具有抗菌、抗炎、保肝等多种生物活性，对中枢神经

系统亦有一定的作用。本文系统综述了该属药用植物传统知识、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以期为该属

植物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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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ew on Medicinal Plants in Canscora ( Gentianac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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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nscora Lam． ( Gentianaceae) were widely used as medicinal plants by local people in many areas of differ-
ent countries． Many species of this genus were used as herbal medicines to treat epilepsy，neurasthenia，hepatitis，bone
fracture，snake bites and insect stings，and various injuries in India and China． Chemical constituents，such as xanthones，
triterpenoids，flavones and steroids were isolated from these plants．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es proved that the extracts
and compounds of some Canscora species had activities in antimicrobial，anti-inflammation，liver protection and had ben-
eficial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oo．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this genus，and aimed to provide data basi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utili-
zation of Canscora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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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胆 科 ( Gentiannaceae ) 穿 心 草 属 ( Canscora
Lam． ) 植物全球约 30 余种，为一年生草本，模式种

为贯叶草( C． perfoliata Lam． ) ，主要分布于非洲、亚

洲及大洋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我国有 3 种，分

布于 华 南 地 区，为 铺 地 穿 心 草［Canscora diffusa
( Vahl) Ｒ． Br． ex Ｒoem． ＆ Schult． ］、穿心草［C． lu-
cidissima ( Levl． ＆ Vaniot) Hand． -Mazz．］和罗星草

( C． andrographioides Griffi． ex C． B． Clarke) ［1，2］。印

度、中国等多个地区将其中几个种作为传统药用植

物广泛使用，治疗癫痫、神经衰弱、肝炎、胆囊炎、蛇
虫咬伤等疾病，是重要的民间药材。随着科研技术

的发展，科研人员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口山酮( xan-

thones) 、三萜( triterpenoids) 、黄酮( flavonoids) 等具

有良好生物活性的化学成分。研究表明口山酮类化合

物具有多种的药理活性，如抗疟、保肝及治疗急慢性

肝炎的、抗氧化、抗结核、抗抑郁等［3，4］，是一类具有

较大发展空间的活性天然产物。随着研究的深入，

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的口山酮类成分不断增多，同

时进一步开展了对该属多个种不同成分生物活性的

检验与分析。本文综述了穿心草属药用植物的传统

利用、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研究进展，以期为该属植

物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1 穿心草属植物的传统药用

穿心草属( Canscora) 最早由拉马克于 1785 年

命名［5］。该属植物在亚洲、非洲以及大洋洲的热带

和亚热带地区均有分布，不同种类各个部分被用于

治疗不同的疾病，各个地区的原住民部落的药用方



法有所不同( 表 1) 。
在穿心草属的 30 多种植物中，有 4 种是最为常

用的传 统 药 物，他 们 分 别 是 C． decussata ( Ｒoxb． )

Schult． ＆ Schult． f． ，C． diffusa，C． perfoliata 和 C． lu-
cidissima。其用法也因地而异，主要有煎煮后口服和

外敷两种方法。不同的地区对该属的不同种用法不

同，但是在用途方面有极大的相似性。印度的大部

分地区将该属植物用于口腔疾病、胃肠炎症以及精

神性疾病的治疗。阿育吠陀是印度地区最古老的传

统医学之一，自公元前 12 世纪沿用至今［6，7］。C． de-
cussata 是阿育吠陀 Medhya rasayana 类别中 Shankh-
pushpi 的基源植物，使用地区广泛，药效确切，通常

用于治疗精神错乱、癫痫、神经衰弱等疾病［8，9］。中

国大部分地区用于肝炎、胆囊炎的治疗，如穿心草，

主要分布于贵州、广西等地，民间用于肺热咳嗽、胃

痛、黄疸、毒蛇咬伤等。壮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同

样作为治疗黄疸型肝炎、胃炎、跌打内伤的常用药材

而广泛使用。罗星草( C． Andrographioides) 全草用于

急性胆囊炎、泄泻、乳蛾、跌打骨折、关节肿痛等疾病

的治疗［10，11］。综合上述记载，该属植物多有抗菌消

炎作用，主要用于肝炎、胃肠道疾病及精神性疾病等

的治疗。
植物作为药物来使用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人

类进化的初期，不管是在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中，

药用植物都在减轻人类的疼痛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12，13］。基于少数民族及当地原住民的民族药物

学已被认为是新药发现的一个工具［14-16］。对于穿

心草属植物药用传统知识，需要进行更多科学研究，

以便进一步验证其传统知识的正确性与有效性。

表 1 穿心草属植物的传统药用

Table 1 Traditional medicinal uses of Canscora Lam．

种名
Species

当地名
Local name

国家 /地区
Country /
Ｒegion

用途
Uses

药用部位
Medicinal

part

用法
Preparation

文献
Ｒeference

Canscora alata
( Ｒoth) Wall．

Ara bhui nim，
Dankuni

印度，西孟加拉邦，普如
里 亚 县 Purulia district，
West Bengal，India

退烧药 17

罗星草
C． andrographioides
Griff． ex C． B．
Clarke

四方 正、四 不 正、
糖果草

中国，广 东、广 西、云 南
Guangdong，Guangxi and
Yunnan，China

急性肠炎，扁桃体炎，跌
打骨折，关节肿痛

全草
煎煮口服、鲜品捣敷
( 外)

10，11

C． decussata
( Ｒoxb． ) Schult． ＆
Schult． f．

未记载 Unknown
印度，乌杜皮县，Kollur 镇
Kollur，Udupi district，In-
dia

抗菌剂 全草 18

Dankuni，Ara bhui
nim

印度，西孟加拉邦，布鲁
利 亚 区 Purulia district，
West Bengal，India

消化不良，轻泻药，保肝
药

全草 浸泡后口服 19，20，21

未记载 Unknown
印度，西孟加拉邦，科奇
比 哈 尔 县 Cooch Behar
district，West Bengal，India

癫痫症 22

Sankhafulli 印度，奥里萨邦
Odisha，India 口腔溃疡 全草 膏状物涂抹 23

Shankhpushpi 印度 India 泻药，神经补药，神经错
乱，神经衰弱，癫痫

全草、根 煎煮口服 24，25

未记载 Unknown 印度 India 改善记忆力和智力，神经
性补药

带花的
全草植株

全草制成膏药，( 包
括花) 与牛奶一同服
用

26-28

铺地穿心草
C． diffusa ( Vahl )
Ｒ． Br． ex Ｒoem． ＆
Schult．

Shankhpushpi 印度，比哈尔邦
Bihar，India 疟疾 全草 29，30

Khakhabhagi 印度，曼尼普尔邦
Manipur，India 消化不良 全草

煎煮 后 与 Mishri 混
合，饭 前 服 用，每 天
三杯，4 天一疗程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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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khaphuli 印度，中央邦
Madhya Pradesh，India 神经衰弱，外伤炎症 全草、叶子 煎煮、外敷 32

Zinku，Bhuinarali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
纳西克县
Nasik district，Maharash-
tra，India

皮肤感染引起的毛发脱
落，组织肿大、擦伤、甲状
腺肿等

叶、全草

叶 磨 成 粉 与 椰 油 混
合 涂 抹 在 皮 肤 上 治
疗 皮 肤 感 染 引 起 的
毛 发 脱 落; 全 草 的
灰、烟能治疗组织肿
大、擦 伤、甲 状 腺 肿
等

33

未记载 Unknown 印度，西孟加拉邦
Vidarbha，India

皮肤感染引起的毛发脱
落，组织肿大、擦伤、甲状
腺肿等，作为神经强壮剂
( C． decussata 的替代品)

叶、全草

叶 磨 成 粉 与 椰 油 混
合 涂 抹 在 皮 肤 上 治
疗 皮 肤 感 染 引 起 的
毛 发 脱 落; 全 草 的
灰、烟 治 疗 组 织 肿
大、擦 伤、甲 状 腺 肿
等神经性疾病

34

Arivaa vettu pach-
chilai

印 度，泰 米 尔 纳 德 邦
Tamil Nadu，India 刀伤 叶子 外敷 35

未记载 Unknown 印 度，泰 米 尔 纳 德 邦
Tamil Nadu，India 口腔炎，口腔红肿及发炎 全草 36

穿心草
C． lucidissima
( Levl． ＆ Vaniot )
Hand． -Mazz．

穿钱草
中国，贵州、广西
Guizhou and Guangxi，Chi-
na

肺热咳嗽，肝炎，钩端螺
旋体病，胸痛，胃痛，跌打
损伤，毒蛇咬伤

全草
煎煮口服、煎煮水洗
( 外)

10，11

C． perfoliata Lam． 未记载 Unknown

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韦
鲁杜纳加尔县
Virduhunagar district，
Tamil Nadu，India

毒虫咬伤 全草 新鲜汁液敷伤口 18，30

2 化学成分研究

2． 1 口山酮类( Xanthones) 化合物

1821 年，Henry 等［37］ 从 龙 胆 科 植 物 Gentiana
lutea L． 中分离得到第一个口山酮化合物，即 1，7-二羟

基-3-甲氧基口山酮。据不完全统计，研究工作者已提

取分离得到 200 多个口山酮化合物，其中从穿心草属

植物中分离得到 31 个口山酮化合物( 表 2，图 1) 。口山酮

为黄色或无色化合物，与黄酮类化合物( flavonoids)
有相似的颜色反应及色谱特征。天然口山酮主要是一

些高等植物、真菌和地衣产生的次生代谢产物，其药

理性质和在分类学上的重要性引起研究人员极大的

兴趣［38］。口山酮的母核为苯并色原酮，有 8 个可被取

代的位置。根据取代基的不同，提取分离得到口山酮

衍生物有简单的氧代口山 酮 ( simple oxygenated xan-
thones) 、口山酮糖苷( xanthone glycosides) 、异戊烯基取

代的口山酮( prenylated and related xanthones) 、口山酮木

质素( xanthonolignoids) 及其它口山酮化合物( miscella-
neous xanthones) 等五大类［39］。口山酮甙类化合物则根

据连接的糖苷原子的不同分为口山酮氧苷和口山酮碳苷

两种类型。口山酮甙类化合物对于龙胆科的植物有着

重要的化学分类的意义，绝大部分的口山酮甙都分布

于龙胆科的各个属中。

表 2 穿心草属中口山酮类化合物

Table 2 Xanthone compounds of Canscora Lam．

标号
No．

化合物
Compounds

分子式
Molecular formula

来源植物
Species

文献
Ｒeferences

1 1，5-dihydroxy-3-methoxy C14H10O5 A 40，41

2 1-hydroxy-3，5-dimethoxy C15H12O5 A． B 40，41，42

3 1，3，5-trihydroxy C13H8O5 A 41

4 1-methoxy-3，5-dihydroxy C14H10O5 A 41，43

5 1-methoxy-5-hydroxy-3-O-rutinoside C26H30O14 ． H2O A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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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glucosyloxy-3-hydroxy-5-methoxy C20H20O10 A 41，44

7 1，3，5-trihydroxy-6-methoxy C14H10O6 A 40，41

8 1，3，5，6-tetrahydroxy C13H8O6 A 40，41

9 1-hydroxy-3，5，6-trimethoxy C16H14O6 A 45

10 1，6-dihydroxy-3，5-dimethoxy C15H12O6 A 41，45

11 1，5，6-trihydroxy-3-methoxy C14H10O6 A 45

12 1，5，8-trihydroxy-3-methoxy C14H10O6 B 43

13 1，3，6，7-tetrahydroxy C13H8O6 A 41，46

14 1，3，8-trihydroxy-7-methoxy C14H10O6 A 40

15 1，8-dihydroxy-3，7-dimethoxy C15H12O6 A 40

16 1-hydroxy-3，7，8-trimethoxy C16H14O6 A 40

17 1，3，7，8-tetrahydroxy C13H8O6 A 40

18 mangiferin C19H18O11 A 40

19 1，3，5，6-tetrahydroxy-C2-glucoside C19H18O11 A 46

20 1-hydroxy-3，5，6，7-tetramethoxy C17H16O7 A 47

21 1，3，5，6，7-pentahydroxy C13H8O7 A 47

22 7-glucosyloxy-1，6-dihydroxy-3，5-dimethoxy C21H22O12 A 41，44

23 1，5，6-trihydroxy-3，7-dimethoxy C15H12O7 A 41，44

24 1，5，7-trihydroxy-3，6-dimethoxy C15H12O7 A 44

25 1，3，5-trihydroxy-6，7-dimethoxy C15H12O7 A 44

26 1，5-dihydroxy-3，6，7-trimethoxy C16H14O7 A 44

27 1，3，6-trihydroxy-5，7-dimethoxy C15H12O7 A 41

28 1，3，8-trihydroxy-6，7-dimethoxy C15H12O7 A 40

29 1，8-dihydroxy-3，6，7-trimethoxy C16H14O7 A 40

30 1-hydroxy-3，6，7，8-tetramethoxy C17H16O7 A 40

31 1，3，6，7，8-pentahydroxy C13H8O7 A 40

注: A: Canscora decussata ( Ｒoxb． ) Schult． ＆ Schult． f． ; B: C． lucidissima ( H． Lév． ＆ Vaniot) Hand． -Mazz．

图 1 穿心草属中口山酮类化合物

Fig. 1 Xanthone compounds of Canscora Lam．

0921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Vol. 27



2． 2 其他类化合物

目前研究从穿心草属植物中还分离得到了 25
个其它结构类型的化合物，包括三萜、黄酮、倍半萜、
固醇等化合物( 表 3) 。

表 3 穿心草属中其他类型化合物

Table 3 Other compounds ( excluding xanthones) of Canscora Lam．

化合物类型
Compounds

Types

标号
No．

化合物
Compounds

分子式
Molecular
formula

来源植物
Species

文献
Ｒeferences

三萜类化合物
Triterpene

33 gluanone C30H48O A 48

34 canscoradione C30H26O2 A 48

35 friedelin C30H50O A 48

36 fridelan-3-β-ol C30H52O A 48

37 β-amyrin C30H50O A 48

38 squalene C30H50 B 49

39 β-amyrin trimethylsilyl ether C33H58OSi B 49
其他类化合物

Others 40 sitosterol C29H50O A 48

41 stigmasterol C29H48O A 48

42 campesterol C28H48O A 48

43 tetrahydro-3，4-furandiol C4H8O3 B 49

44 1，14-tetradecanediol C14H30O2 B 49

45 1，2-benzenedicarboxylic acid，diheptyl ester C22H34O4 B 49

46 β-d-glucopyranoside，methyl C7H14O6 B 49

47 phytol C20H40O B 49

48 urs-12-en-24-oic acid，3-oxo-，methyl ester C31H48O3 B 49

49 1，2，3，5，6，7，8，8a-Octahydro-1，4-dimethyl-7-
( 1-methylethenyl) -［1S-( 1a，7a，8ab) ］-azulene

C15H24 B 49

50 8S，14-cedrandiol C15H26O2 B 49

51 2-myristynoyl-glycinamide C16H28N2O2 B 49

52 n-［2-( 3，4-dimethoxyphenyl) ethyl］-2-methoxy-benzamide C18H21NO4 B 49

53 hesperetin C16H14O6 B 49

54 docosene C22H44 B 49

55 5( -Cholestan-3β-ol，2-methylene- C28H48O B 49

56 4-( iodomethyl) -4，5-dimethyl-7a-prop-1-en-2-
yl-2，3，3a，5，6，7-hexahydro-1H-indene

C15H25 I B 49

57 ( 4E，8E) 5，9，13-trimethyl-4，8，12-tetradecatrien-1-ol C17H30O B 49

注: A: Canscora． decussata ( Ｒoxb． ) Schult． ＆ Schult． f． ; B: C． perfoliata Lam．

3 药理作用研究

药理实验发现穿心草属植物有很强的抗菌、抗
炎、抗氧化等作用，印度和我国民间用该属植物作抗

菌药、轻泻药、利胆药和抗炎药，治疗口腔溃疡、胆囊

炎、肝炎、胃炎、疟疾、结核病、蛇虫咬伤等; 该属植物

对中枢神经系统具有一定作用，印度传统用法将其

作为神经强壮剂，治疗精神错乱、癫痫、神经衰弱等

疾病，实验研究在一定程度为其传统用法的合理性

和科学性提供了解释。
研究表明，穿心草属植物含有丰富的口山酮类化

合物，具有较好的抗炎、保护心血管、降低血糖、抗氧

化、抗菌等药理作用。近期研究表明某些被羟基、环
氧基和不饱和烯键等活性基团取代的口山酮衍生物具

备较好的抗肿瘤活性［50，51］。另外，研究发现穿心草

属植物中提取得到的其他化合物类型也具有抗菌、
抗氧化、抗炎等多种药理作用。
3． 1 抗菌作用

Ghosal 等人［52］研究发现，用 C． decussata 中产

生的天然芒果苷( xanthone-C-glucoside) 处理红花种

子，将其幼苗栽培在受感染的土壤中，幼苗在长达两

周内能避免因 3 种真菌感染而导致红花枯萎病; 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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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苷能引起真菌菌丝的溶解，减缓菌丝的生长，对尖

孢镰刀菌有很好的抑制作用。Sujogya Kumar Panda
等［14］在印度奥丽萨邦 Similipal 生物圈保护区进行

民族植物学调查发现，当地使用 C． decussata 来治疗

口腔溃疡，实验证明 C． decussata 的甲醇提取物( 800
μg /mL) 对绿脓杆菌和葡萄球菌具有抑制作用，能防

止口腔黏膜破损后受到细菌感染，为阐明当地的传

统用法提供了科学依据。Ghosal 等［41］通过实验证

明 C． decussata 中提取分离得到的口山酮化合物有较

强的抗结核杆菌活性，具有与链霉素一样的抑制效

果。Mungole 等［53］实验证明 C． decurrens 的各有效

提取部位都具有明显的抗菌活性; 其根部氯仿提取

物对假单胞菌、枯草芽孢杆菌、红球菌有较强的抑菌

作用; 叶和根的各溶剂提取物对变形杆菌、除大肠杆

菌外的所有测试菌种都体现出较强的抗菌活性，其

丙酮提取物对红球菌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其乙醇提

取物对变形杆菌有明显的抗菌活性; 其水提取物对

金黄色葡萄球菌、假单胞菌和红球菌有明显的抑制

作用。Ghosal 等［41］ 对 C． decussata 和 Swertia pur-
purascens 中 的 口 山 酮 化 合 物 进 行 抑 制 结 核 杆 菌

H37ＲV 的最小抑菌浓度测试，其 MIC 数据显示，口山

酮内核 1 位和 3 位被含氧基团取代、5 位和 6 位被

含氧基团取代以及 8 位被含氧基团取代的化合物具

有中度至高度抗结核杆菌活性，其中 1． 3． 5． 6． 7 位

的氢被取代( 22、23、27 ) 和 1． 3． 6． 7． 8 位的氢被取

代口山酮化合物的抑菌活性最强，并且其取代基为羟

基的口山酮化合物比取代基为甲氧基或者糖苷的口山酮

化合物抑菌作用更强。
3． 2 抗炎作用

Aarnika Chaure 等［54］ 对 C． decussata 叶子的乙

醇-水提取物进行药理实验，将其作用于注射 40%
甲醛溶液诱导的 Wistar 大鼠后爪肿胀模型中，结果

显示 200 ～ 400 mg /kg 提取物对炎症大鼠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同时随剂量增加其抑制率作用也随之增

加，其中醇水提取物为 400 mg /kg b． w． 时的抑制率

高达 60%，证明 C． decussata 的乙醇-水提取物对由

40%甲醛溶液引起的炎症有很强抑制作用。Babita
Mandan［55］通过观察 C． decussata 的乙醇提取物对脂

多糖( LPS) 诱导的人内皮细胞间黏附分子-1( ICAM-
1) 和 E 选择素 ( E-selectin ) 表达影响，探讨 C． de-
cussata 乙醇提取物的抗炎作用。实验结果显示，其

乙醇提取物降低了 ICAM-1 和 E-selectin 的表达，最

高的抑制率达到 75%，首次证实 C． decussata 的乙醇

提取物能够显著降低 LPS 诱导的 ICAM-1 和 E-se-
lectin 表达。同时进一步进行角叉菜胶诱导的 SD
大鼠后爪肿胀模型实验，其乙醇提取物分别为 40、
55 和 70 mg /kg 时，对 SD 大鼠的后爪肿胀的抑制率

分别为 21． 8%、39． 0% 和 59． 0%，存在一定的剂量

相关性，并且剂量为 70 mg /kg 时，其抑制作用不随

时间而衰减，证明 C． decussata 乙醇提取物具有很强

的抗炎活性。
3． 3 抗氧化作用

杨东梅等［56］研究从穿心草中提取的 1，6-二羟

基-3，5-二甲氧基口山 酮( 10 ) 的抗脂质过氧化作用。
以正常大鼠组织匀浆、线粒体为材料，观察其对组织

匀浆、线粒体体外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 MDA) 生

成量的 影 响 及 对 邻 苯 三 酚 自 氧 化 产 生 的 O-·
2 及

Cu2 + -Vit C 自由基产生系统产生的 OH-的清除作

用。实验结果表明，1，6-二羟基-3，5-二甲氧基呫吨

酮( 10) 能有效抑制正常大鼠脑、肝、心、肾匀浆的体

外过氧化脂质生成，其抑制作用随剂量增加而增强

( 1 ～ 100 μmol /L) ; 同时，1，6-二羟基-3，5-二甲氧基

口山酮( 10) 还能抑制 Vit C 和 FeSO4 激发的线粒体膨

胀，清除 O-·
2 和 OH-离子。何泉华等［57-60］研究从穿

心草中得到的 1，8-二羟基-3，5-二甲基口山酮( 18 ) 、1-
羟基-3，5-二甲氧基口山酮( 7) 和 1-羟基-3，7，8-三甲氧

基口山酮( 14) 的抗氧化作用，发现这三种口山酮均能抑

制过氧化脂质的生成，显著减少 SD 大鼠红细胞

( ＲBC) 自氧化过程中 MDA 的含量; 连续 20 天腹腔

注射这三种化合物 0． 2 μmol /L 和 0． 02 μmol /L，能

不同程度地增加老年小鼠体内多种抗氧化酶的含

量，并且对外源性自由基发生系统加重缺血-再灌注

损伤有不同程度的保护作用。De-Jian Jiang 等人［61］

发现了口山酮具有抗氧化、抗炎、抑制血小板聚集、抗

血栓形成和扩张血管等活性，从而对心脑血管系统

产生保护作用，其中来自 C． lucidissima 的三个口山酮

化合物明显减弱体内由于心肌缺血再灌注导致的心

律不齐，同时提高了由于缺氧复氧毁伤的心肌细胞

的存活率，并减少其乳酸脱氢酶的释放率

3． 4 降血糖、血脂作用

Soundrapandian Thangakrishna Kumari 等［62］ 采

用 C． perfoliata 全草乙醇提取物对四氧嘧啶引起的

糖尿病小鼠进行给药，发现其乙醇提取物具有显著

的降血糖和降血压作用，且剂量在 2000 mg /kg 以内

对小鼠无明显毒副反应; 实验采用同样剂量的 C．
perfoliata 全草乙醇提取物对糖尿病小鼠及对照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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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进行处理，并对其体重、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清

血脂( 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磷

脂、血清蛋白、白蛋白、球蛋白、血清酶丙谷转氨酶、
血清谷氨酸草酰乙酸转氨酶、碱性磷酸酶) 等生化

参数进行测定，发现经 C． perfoliata 乙醇提取物处理

后的糖尿病小鼠与对照组相比，其血脂已基本降至

正常水平。Nadeem Irshad 等［63］系统研究了 C． de-
cussata 甲醇提取物对四氧嘧啶诱导的糖尿病家兔的

降血脂和肾脏保护作用。实验分别采用 400、600
mg /kg 甲醇提取物及吡格列酮( 3 mg /kg) 对治疗组

及阳性对照组连续 30 d 给药，并对各组家兔体内甘

油三酯、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

蛋白、白蛋白、球蛋白、总蛋白等生化参数的变化进

行检测。结果表明，给药后糖尿病家兔的甘油三酯、
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动脉粥样硬化指

数、冠状动脉风险指数等指数能够得到显著降低( P
＜ 0． 01) ，且已接近正常组的数值。
3． 5 抗焦虑作用

Neeraj ［64］利用 C． decussata 地上部分乙醇提取

物对 Wistar 大鼠进行高架十字迷宫实验、开放空间

勘探行为及旋转行为实验。在高架十字迷宫实验

中，根据小鼠张开双臂的时间和张开的次数，证明随

乙醇提取物的剂量增加( 100、200 和 400 mg /kg) ，其

抗焦虑作用随之增强，同时小鼠开放领域探索行为

也增加; 此外神经肌肉的协调性测试结果显示，其剂

量为 400 mg /kg 时能显著降低大量活动后小鼠的肌

肉紧张，证明该提取物对中枢神经系统有一定作用。
Bhattacharya 等人［65］ 通过小鼠实验发现，从 C． de-
cussata 中提取得到的芒果苷具有单胺氧化酶抑制活

性，对中枢神经系统有一定作用，其结果一定程度上

能够对印度阿育吠陀医药系统中将 C． decussata 用

于精神疾病治疗的传统用法加以佐证。
3． 6 其他作用

Muhammad Shoaib Akhtar 等［66］ 对 C． decussata
全草水、甲醇提取物的保肝作用进行研究。实验用

C． decussata 全草水、甲醇提取物对 CCl4 诱导的肝损

伤小兔进行处理，通过对小兔血清谷氨酸草酰乙酸

氨基转移酶、血清谷丙转氨酶、碱性磷酸酶和胆红素

的酶活性进行检测分析，发现甲醇提取物具有显著

保肝作用，其作用较水提取物更为明显。
Spelman 等人［67］对具有细胞粘附分子调控作用

的不同植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C． decussata 具有明

显的细胞粘附分子调控作用，并在不同情况下表现

出刺激或抑制等不同调控效果，研究结果表明 C．
decussata 可作为治疗细胞粘附分子相关疾病的潜在

药物来源。

4 展望

以中药及民族药物为代表的传统药物正成为新

药研究领域的热点，无论是药用植物的传统用法还

是分离的活性成分都成为研发现代药物的重要源

泉，通过对药效确切的植物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可

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国外学者对穿心

草属植物的传统医药用途及生物活性进行了较多的

研究，发现其粗提物或是单体具有多样良好的生物

学活性。尤其是从该属植物中提取到的口山酮成分，

在抗炎、抗菌、抗氧化及对中枢神经系统等方面都具

有良好的活性。穿心草属植物在我国分布有 3 种，

均为药用植物，民间用药和临床应用十分广泛。该

属植物的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

印证其药用功效。我们应重视对穿心草属植物在抗

炎及抗癌活性方面的研究与开发，从而促进该属植

物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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