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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药有效成分国际专利近况分析(Ⅱ) 

刘 吉开 ，杨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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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总结自9O年代以来植物药有效成分的国际专利(还包括了海洋生物、动物和昆虫来源的有效成分)， 

并对这些信息进行了整理和分析，以图表和化学结构的方式给出结果，同时对专利中的化合物类型分布、治疗领域 

分布以及相对分子量分布情况等相关问题作了简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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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I) 。 已报道了有关 55个植物药有效成分的来 续报道另一些有效成分的概况(表 1，图 1)并进行分析。 

源、中文名、部位、生物活性及化合物结构，笔者将在此文继 

表 1 植物药有效成分概况 

△与前文(I)连续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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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植物药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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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化合物类型分布 

从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些专利涉及到的化合物类型最多 

的还是生物碱、二萜和倍半萜，其次为黄酮、蒽醌类、酚类衍 

生物，三萜、香豆素类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糖类、多羟基 

醇、氨基酸及有机酸衍生物也占有一定的份额，其中大环类 

化合物主要还是来源于海洋生物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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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 10一大环 11一长链 12-其它 

图 2 化合物类型分布 

2 治疗领域 

这些专利绝大部分集中于抗肿瘤、抗感染(包括抗菌、抗 

病毒、抗 HIV等)、抗炎、抗过敏及免疫调节治疗领域。心血 

管系统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包括老年痴呆、Parkinsons 

症、抑郁症等)、糖尿病紧随其后。其它涉及保肝、止痛、抗疟、 

胃溃疡和骨质疏松等诸多治疗领域。农用化学品也占有一定 

份额(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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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化合物治疗领域分布 

3 相对分子■分布 

在这些专利中，大多数活性成分的相对分子量在 200～ 

700 u，其中 200～500 u的活性成分分布更为集中(图4)。 

综上所述，这些专利涉及到诸多类型天然产物和诸多治 

疗领域，十分明显，日、美、欧占有绝对优势。面对进入 WTO 

以及日趋完善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我国制药产业面临 

着严峻挑战 。就 目前 的情况而言 ，天然创新药物 的研制和开 

发是我国药业发展的良好突破 口。我国在天然产物研究方面 

相对来说有较好的基础 ，如果注意加强活性研 究、结构改造 

和修饰，并结合传统用药经验，以及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相信 

在未来的国际专利中，中国占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 

n 

2 3 4 5 6 7 8 

相对分子量 Mr／u 

卜< 200 2 200～ 300 3—3O1～ 400 4—401～ 500 

5—5O1～ 600 6 6O1～ 700 7—701～ 800 8一> 800 

图4 化合物相对分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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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黄芪的研究概况 

陈聪颖，陆 阳，陈泽乃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化学教研室 ，上海 200025) 

摘 要：内蒙黄芪的化学成分主要为黄芪多糖、皂苷类、黄酮类等，具有抗衰老、对 DNA损伤的防护作用等药理活 

性。提出应加大对内蒙黄芪的研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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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f studies on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var．mongol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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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Astragalus membranaceus(Fisch)Bge．var mongolicus (Bge．)P．K．Hsiao；chemical 

constituents；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内蒙黄芪 Astragalus membranaceus(Fisch)Bge．var． 

mongolicus(Bge．)P．K．Hsiao为膜荚黄芪 A．membra— 

naceus(Fisch．)Bge．的变种 ，主产于黑龙江、内蒙古 、山西 、 

河北等省区 ]。黄芪是豆科植物黄芪属内蒙黄芪和膜荚黄芪 

的干燥根。我国药典规定两者均作为正品药用。该属植物约 

1 600种，分布于除大洋洲外的亚热带和温带地区，我国有 

1 3O种以上，主产于东北，可充黄芪作药用者有 10种左右。 

内蒙黄芪有补气固表，利尿托毒，敛疮生肌，益气补中之 

功效，主要用于食少便溏，中气下陷，久泻脱肛，便血崩漏，表 

虚自汗，气虚水肿，慢性肾炎蛋白尿和糖尿病等症的治疗 2̈]。 

对膜荚黄芪的研究已有较多报道，而内蒙黄芪则相对较 

少，两者在成分上也似有差异，对内蒙黄芪的化学和药理的 

研究概况进行综述。 

1 化学成分 

1．1 黄芪多糖：内蒙黄芪的多糖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其多 

糖含量处于中上水平 3̈]。黄芪多糖 多采用水提醇沉法提取 ， 

关键是控制好醇沉浓度，秦雪梅等n 比较不同部位多糖含 

量，测得根含量最高，茎叶次之，种子最低。还可采用超滤 

法 ，因黄芪多糖相对分子量在 1万～5万 u左右，因此，用 

超滤法选择适宜超滤膜(相对分子量为 6 ku)，以便将多糖提 

取完全。 

方积年 一从内蒙黄芪根的碱性水提液中得到一水溶性 

多糖一黄芪葡聚糖，以1，4一葡萄糖残基为主链，并在 6一。有分 

支，重复单元为 10个葡萄糖残基的葡聚糖。 

Shimizu等 7 从根中分离得到一种酸性多糖 AMon—S， 

相对分子量 76 ku，碳清除率试验显示显著增强网状内皮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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