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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茎 山属植物的研究进展 

来 国防 ，陈 纪军 ，王 易芬，曹建 新 ，王慧英 ，罗士德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植物化学开放实验室 ，云南 昆明 650204) 

摘 要 ：综述 了杜茎山属植物富含 的苯醌衍 生物、三萜皂苷等化学成分 。以及其具有抗 病毒、抗菌、溶血性及消炎、 

止痛 、退热 、镇静等作用 。为全面评价该属植物的药用价值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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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studies on M aesa For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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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ry of Phytochemistry，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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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茎山属(Maesa Forsk)植物属紫金牛科(Myrsinaceae)。 

在 全世 界约 200种 ，主要 分 布 于东半 球 热带 地 区。我 国产 29 

种 1变种。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以南各地 一。杜茎山属植物 

中 民间作 为药 用 的主要 有 以下几 种 ，见表 1。 

笔 者 旨在 对 杜茎 山属 植 物 化 学 成分 的研 究 成 果 作 一 综 

述 ，以便今后更加深入地研究该属植物及合理地开发利用该 

属植 物 资 源 。 

1 化学 成分 

到目前为止 ，从杜茎山属植物 中分离鉴定的化学成分包 

括 苯醌 衍 生 物 、三萜 皂 苷 等 。 

表 1 

1．1 苯醌类化合物：印度学者 chandrasekhar等人从 Maesa 

macrophylla Wall的叶子中分离出苯醌类 化合物 (bhogati) 

日本学 者 Kubo等 人从狭 叶密花树 的 果实 中分 离 出 mae— 

sanin 7 ：；美 国学者 Mossa等 人从 同种植 物 的 果实 中分 离 出 5 

个烷基化的苯醌类化合物一 ：2一乙酰氧基一5一甲氧基一6一甲基一 

3一十 三烷 基 1，4苯 醌 ；2一甲 氧 基一5乙酰 氧 基一6～甲 基一3一十三 

烷基 1。4苯醌 ；2一乙酰氧基一5一甲氧基一6一甲基一3一[(z)10 十 

五碳烯基]一1，4一苯醌 ；2一甲氧基 5一乙酰氧基一6一甲基一3一[(z)一 

10 一十五碳烯基]～1，4一苯醌 ；2。5一二甲氧基一6一甲基一3一十三烷 

基 1。4一苯 醌 。 

几种 杜茎 山属药 用 植物 的 分布 及 用途 

1．2 三 萜皂 苷 类 ：除苯 醌类 化 合 物外 ，已分 离 鉴 定 的三 萜类 

化 合 物 为本 属 另一 特性 成 分 。国外学 者 从 4种 同属植 物 中 已 

分 离 28个 三 萜 皂 苷 类 化 合 物 ，它 们 都 属 于 齐 墩 果 烷 

型一 ～ 。 

1．3 其 它 类 ：除 上述 二 类 成 分 外 ，美 国学 者 Wall等 人 从 金 

株 柳 的 叶 子 中 分 离 出 二 聚 体 酚 类 化 合 物 杜 茎 山 醇 

(maeso1) ” 。印度 学者 Ahmad等 人 从包 疮 叶 的叶 子 中分 离 

出 谷 甾醇 。 

2 药理活性 

2．1 抗 病 毒 活 性 ：狭 叶 密 花 树 中 的 甲 醇 提 取 物 。在 浓 度 为 

500 ptg／mI 时 ，对 带状 病 毒 HSV一1，HSV一2，MV—EA，SF— 

A7。VSV T2具有抗病毒活性 。此外。对非带状病毒 Polio 1、 

Cox—Bz，也具 有 抗病 毒 活性 ⋯：。 

2．2 抗菌 活 性 ：狭 叶密 花 树新 鲜 果 实的 甲醇 提 取 物 。具 有抗 

篓 ：桨 】19873一)，河南柘城人，l997年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获学士学位，2ooo年昆明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同年考入中 作者简介：蠢 霞 蔓饕会 辈 雾 囊 专 繇  士~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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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 活性 一。 

2．3 溶血作用 ：狭叶密花树叶的甲醇提取物 measasaponi— 

ns·在浓度为 1．6 t~g／mI 时，能溶 jO 的人类红细胞 。此外 ， 

它 还 有 中等 强度 的抑 菌 和抗 诱 变活 性 [1 4 2。 

2．4 其它作用：药理实验表明 M．chisisa var．angustifolia 

的甲醇提取物 。具有消炎、止痛 、退热 、镇静等作用 5]；从 M． 

macroph3 rlla的叶中提取 出的苯醌类化合物 bhogati可 以治 

疗 发热 ，咳嗽 ，溃 疡等 疾 府  ；从 称杆 树 叶 中提 取 出的 三萜 皂 

苷 在 I D ： 100 mg／I 时 ，具 有毒 鱼 的作 用一一“]。 

2．5 毒 性 ：初 步 生 物 实 验 表 明 ，疏 花 杜 茎 山 叶 的 乙 醇 提 取 

物 ，对 A一549细 胞 有 中 等 强 度 的 毒 性 ，它 的 Ic。。为 

10 t~g／mI 。此外，在浓度为 10 mg／mI 时 ，它还能抑制微管 

蛋 白的组装，抑制率为 41 一 。狭叶密花树 叶甲醇提取物 

maesasaponins的 I D I D5 的 值 分 男 为 4．1，2．3 t~g／mL 

时 ，对 软 体 动 物 蜗 牛 Biomphalaria glabrata有 很 强 的毒 

性 。 

3 结语 

我 国 杜 茎 山属 植 物 资 源 丰 富 ，民间 主要 用 于 治 疗 皮 肤 

病 、急性黄疸 型肝炎、痢疾 等病毒性疾病。对杜茎山属几种植 

物 的化学成分研 究表 明苯醌类和齐墩果烷型皂苷为其特性 

成 分 ，初 步 药理 学 研 究表 明几 种 植物 的 甲醇或 乙 醇提 取 物 具 

有一定的抗病毒和抗菌作用 ；苯醌类化合物具有一定活性如 

治疗发热、咳嗽、溃疡等疾病 ；但齐墩果烷型皂苷具有毒鱼的 

作用 。除此之外 ，本属植物 的化学和药理学研究 尚欠缺 。结合 

我们 对 几种 杜 茎 山属 植物 的抗 病 毒 筛选 结 果 ，以及 其 富含 三 

萜皂苷类成分 。考虑到一些具有较好抗病毒活性的三萜化合 

物的事实，我们认为本属植物中的三萜皂苷类化合物可能是 

抗病毒的活性成分之一。此外 ，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它能抑制 

微管蛋 白的组装。深人地开展对其化学和药理学的研究，可 

为其开发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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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活性成分与癌症的化 学预 防 

卢志强 ，娄红祥 

(山东大学药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 2) 

摘 要：大量的动物实验证 明植物中的活性成分能够有效 的抑制癌变过程 ，其作为潜在 的化学预防药物开发前景 

广阔。综述 了几类主要天然植物活性成分 的癌症 预防作用 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 ：癌症 ；化学预防 ；天然植物活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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