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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血平 (Reserp ine) 是从印度萝芙木中提取

的降血压天然药物 , 虽然不断有新的降压药物出

现 , 但已应用了近 60年的利血平仍以其温和而持

久的降压特点 , 较低的价格而在临床得以广泛应

用。复杂的化学结构使其人工合成还不具备商业价

值 , 目前仍须从萝芙木植物提取。但长期无序采挖

使萝芙木野生资源面临枯竭 , 开展人工种植势在必

行。本文在前期工作 [ 1 ]基础上 , 简要总结利血平

药物资源的研发情况 , 以期对萝芙木种植产业规

划、资源开发有所裨益。

1　利血平的发展历史

传统草药是现代药物开发的源泉之一 , 于

1930年发现印度草药印度萝芙木具有显著降血压

作用 , 药物化学和药理学研究最终发现了活性成分

利血平 , 阐明了其降血压作用机制 , 并于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初开发成为降血压新药 (寿比南 )。由于

进口药品价格昂贵 , 我国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组

织开展了萝芙木类资源的综合研究 , 在云南、广西

等地找到较为丰富的植物资源 , 并于 1958年以萝

芙木总生物碱开发了治疗高血压的新药 “降压

灵 ”, 主要成分即是利血平 [ 2 ]。后来又逐步发展了

以利血平单体为原料药的各种制剂 , 如利血平片、

复方降压片、北京 O 号等 , 利血平的各种制剂在

临床上得到较为广泛的、长期持续的应用。

2　利血平的药物资源

夹竹桃科萝芙木属 ( Rauvolfia L inn. ) 植物是

提取利血平的资源 , 本属约 130种 , 主要分布于美

洲、亚洲、非洲、大洋州和热带及亚热带地区。我

国约 10余种 , 主要分布在云南、广西、广东等省

区。云南省内以滇南、滇西南的普洱市、西双版

纳、临沧地区、德宏州等地较多 , 有萝芙木 R.

verticilla ta (Laur. ) Baill. 及多个变种、云南萝芙

木 R. yunnanensis Tsiang、印度萝芙木 R. serpen tine

(L. ) B renth. ex Kurz. 、矮青木 R. brevisty la Tsi2
ang、四叶萝芙木 R. tetraphy lla L inn. 、催吐萝芙木

R. vom itoria Afzel. Ex Sp reng、古巴萝芙木 R. cu2
bana A. DC. 、霹雳萝芙木 R. perakensis King et

Gamble。其中以云南萝芙木、印度萝芙木、催吐萝

芙木较多 [ 2, 3 ]。

利血平具有长期持续而稳定的市场需求 , 而其

有限的植物来源、木本植物较长的生产周期、局限

的可利用部位、较低的含量决定了萝芙木植物具有

较高的经济价值。但经多年无序采挖 , 可用于提取

利血平的萝芙木天然资源已经枯竭 , 要保持可持续

发展 , 开展人工种植势在必行。目前在云南省内的

普洱、德宏、西双版纳等地 , 已经开展了初步的种

植试验 , 萝芙木人工种植产业正在逐步兴起 , 将会

有效解决资源问题 [ 4 - 6 ]。

3　利血平药物资源评价

萝芙木属植物为灌木或小乔木 , 不同的种之间

生物产量差别较大 ; 在化学成分上 , 均含有阿吗

碱、蛇根碱、利血平等单萜吲哚生物碱 , 但利血平

的含量要比阿吗碱、蛇根碱等低一些。萝芙木植物

资源利用的下游产业主要是提取利血平 , 因此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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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评价 , 对于种植产业发展 , 以生物产量结合

利血平的含量来筛选优质种源是重要基础。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以纸色谱 -比色法

测定各种萝芙木 (根 ) 中总生物碱和利血平的含

量 , 总碱在 0189% ～ 2174% 之间 , 利血平在

01022% ～01150%之间 , 以云南萝芙木根含量最

高 [ 2 ]。周丽娜 [ 7 ]等用 TLC方法检查广西产萝芙木

药材 , 认为其利血平含量很低。而田学军 [ 8 ]等用

TLC分析云南萝芙木、萝芙木的叶、枝、茎中利血

平 , 认为含量较高。为准确测定萝芙木植物资源中

利血平的含量 , 饶高雄 [ 1 ]等建立了 HPLC测定法

(专利已公开 ) , 并分析了云南主要萝芙木资源植

物 (印度萝芙木、云南萝芙木、催吐萝芙木 ) 根

和茎中利血平的含量。结果表明印度萝芙木 (根 )

含量 约 0108%、催 吐 萝 芙 木 (根 ) 含 量 约

01070%、云南萝芙木 (根 ) 含量约 01025% , 前

两者大约是后者的 3倍。从根和茎的比较看 , 无论

是印度萝芙木、催吐萝芙木还是云南萝芙木 , 茎中

利血平的含量均很低 , 约为根中含量的 10% , 不

能作为提取利血平的资源。

以上文献的分析结果有相互不吻合之处 , 由于

萝芙木中生物碱成分比较复杂 , 文献 [ 7, 8 ]用简单定

性分析模式的 TLC来判断利血平的存在与含量 ,

其结论并不可靠。而文献 [ 1 ]建立的 HPLC分析方法

对萝芙木中利血平的分析专属性强、灵敏度高 , 结

果准确可靠 , 对于萝芙木资源评价、药材质量分

析、提取工艺过程控制等均有直接的应用价值。

就具有资源价值的根部比较而言 , 云南萝芙木

植株较小 , 生物产量低 , 利血平的含量也低 ; 催吐

萝芙木植株高大 , 生物产量多 , 利血平含量较高 ;

印度萝芙木植株中等但可密植 , 生物产量也较多 ,

利血平含量最高。三者均适生于云南省南部的西双

版纳州、普洱市、德宏州 , 以及临沧地区、红河

州、文山州、怒江州的部分区域。作为提取利血平

的原料开发 , 制定种植规划及开展人工繁育及种植

产业 , 应首选催吐萝芙木和印度萝芙木。

4　利血平的分析方法

利血平的分析方法 , 主要有对萝芙木植物中利

血平的分析 , 对于利血平单体原料药及其制剂的分

析 , 前者研究较少而后者研究很多。对于萝芙木植

物中利血平的含量分析 , 可用重量法初步测定总碱

含量 , 也用纸色谱电泳 , 或纤维素色谱分离出利血

平色带后 , 用光度法测定 [ 2 ]。饶高雄等于近期发

明了分析萝芙木植物中利血平含量的 HPLC 方

法 [ 1 ] , 用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柱 , 以乙腈

(45% ～35% ) - 甲醇 (10% ～25% ) - 0101%三

乙胺水溶液 ( 45% ～40% ) 组成的混合溶剂为流

动相 , 在柱温 40℃条件下于波长 268nm检测 , 具

有分离效果好 , 测定准确 , 灵敏高 , 专属性强、分

析简便快速的技术特点 , 除此外未见其它分析萝芙

木植物原料中利血平含量的方法报道。

对利血平 (化学单体原料药 ) 及制剂利血平

片、利血平注射液的含量分析 , 2005年版 《中国

药典 》 (二部 ) 均用分光光度法。但近 10余年来 ,

对于各种含利血平制剂的质量控制与分析 , 已有各

种定量方法研究报道 , 如荧光分光光度法 [ 9 ]、化

学发光法 [ 10 ]、电化学法 [ 11 ]、HPLC法等 , 其中以

HPLC法的研究和应用报道最多 [ 12 - 18 ]。在 HPLC中

一般用十八烷基硅烷基或腈基键合硅胶为固定相 ,

但往往采用较为复杂的含有庚烷基磺酸钠等离子对

试剂的流动相。

5　从萝芙木中提取利血平的方法

利血平在萝芙木植物中的含量较低 , 干扰成分

多 , 其提取工艺技术流程相对复杂。而其局限的可

利用部位 , 有限的植物资源 , 使得建立有效的提取

方法尤为重要。目前 , 提取利血平成熟的工业化规

模是用苯为溶剂回流浸提 , 与别的强碱性生物碱初

步分离后 , 在甲醇 -乙酸 -水混合溶剂中将利血平

转化为硫氰酸盐沉淀而分离 [ 19 ]。

针对上述工艺路线流程长 , 有机溶剂使用多、

毒性大的缺点 , 不断有人尝试开发新的提取技术 ,

基本的发展思路是利用树脂吸附技术。张志信

等 [ 20 ]报道了实验室规模的酸水提取 ———D151大孔

吸附树脂法 ; 孙蕾等 [ 21 ]报道了 50%酸性乙醇提取

———HZ818 大孔吸附树脂法 , 该提取方法在

100Kg/次规模提取率 01035% , 总收率达到 70%以

上 ; 该方法可直接以采收的湿料生产 , 减少利血平

在晾晒过程中的损失 , 展现了较好的产业应用前

景。此外 , 也有人尝试用超临界 CO2 萃取结合柱

色谱分离的方法从萝芙木植物中提取利血平 [ 22 ] ,

但目前尚不具备产业化前景。

6　利血平资源开发展望

利血平以其温和而持久的降压特点 , 较低的价

格而在临床广泛应用 , 具有长期持续而稳定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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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 复杂的化学结构使其人工合成还不具备商业

价值 , 仍须从萝芙木植物提取。随着萝芙木野生资

源面临枯竭 , 开展人工种植是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唯

一道路。

萝芙木资源开发的下游关联产业是提取利血

平 , 产业链的整体经济效益取决于萝芙木的生物产

量和利血平的含量 , 尤其是依赖于利血平的含量。

提高萝芙木原料中利血平的含量 , 实现高效提取是

产业发展关键 ; 通过选育优质种源、种苗 , 开展优

化、规范的人工栽培来提高萝芙木中有效成分利血

平的含量 , 提供工业化规模生产的原料 , 发展萝芙

木种植产业大有可为。

云南省主要的萝芙木资源是云南萝芙木、催吐

萝芙木、印度萝芙木 , 三者均适生于云南省南部的

西双版纳州、普洱市、德宏州 , 以及临沧地区、红

河州、文山州、怒江州的部分区域。云南萝芙木植

株较小 , 生物产量低 , 利血平的含量也低 ; 催吐萝

芙木植株高大 , 生物产量高 , 利血平含量较高 ; 印

度萝芙木植株中等但可密植 , 生物产量也较多 , 利

血平含量最高。制定种植规划及开展人工繁育及种

植产业 , 应首先催吐萝芙木和印度萝芙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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