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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和探讨了六盘山鸡爪大黄蒽醌化合物的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 , 为开发和利用六盘山鸡爪大黄资源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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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黄是我国著名的传统中药, 为蓼科大黄属植物。大黄

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 同时也是一类用途广泛的药用植物和经

济植物, 主要以根及根茎入药。大黄属植物主要分布于亚

洲, 全属近60 种。我国为分布中心, 有41 种4 变种共45 种 ;

其中有37 种2 变种及1 变型集中分布于西北和西南一带, 除

2～3 种外, 均有药用价值[ 1] 。大黄全属分为7 组[ 2] , 其中掌

叶组包括掌叶大黄、药用大黄、唐古特大黄、六盘山鸡爪大

黄、条裂大黄、秦岭大黄、绿花唐古特大黄, 前3 个种植物的

根及根茎为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药典所收录的

正品大黄。目前, 除药典记录的3 种大黄在进行大量栽培

外, 其他品种都属野生[ 3] 。由于大黄的适宜种植区在西北 ,

因此发展大黄生产是西北地区脱贫致富的途径之一, 也是扩

大大黄资源的重要途径。

1  正品大黄蒽醌类化合物的研究

关于大黄的研究 , 国内外已有大量报道, 但研究主要集

中在大黄的植物化学和药理作用等方面[ 4 - 8] 。并且主要集

中在针对中国药典收载的3 种正品大黄的医学和药学领域。

  根据现有研究结果可知, 大黄所含的化学成分多达180

种, 化学结构已经明确的有机化合物至少已有136 种以上 ,

药理作用清楚或正在研究的化学成分有30 多种。在各种有

效成分中, 研究比较透彻的是蒽醌衍生物和鞣质及其相关化

合物, 并且由于蒽醌类物质是其疗效的主要组成成分, 故对

其研究颇多[ 9] , 但也主要集中于蒽醌类物质的提取分离及药

理作用等方面。大黄中蒽衍生物包括蒽醌及其不同还原产

物, 含量随品种不同而有差异, 大体在1 .12 % ～5 .19 % [ 10] 。

大黄中羟基蒽醌衍生物总量约为2 % ～5 % , 其中游离羟基蒽

衍生物含量较少, 一般占总量的1/ 10～1/ 5 [ 11] 。

大黄中的蒽醌类成分以两种形式存在: 大部分与葡萄糖

结合成蒽苷, 少部分以游离形式的甙元如大黄酸、大黄酚、大

黄素、芦荟大黄素和大黄素甲醚存在, 这5 种蒽醌化合物结

构相似 , 性质相近, 分子量相差很小。大黄的泻下成分主要

是结合型的蒽醌甙和二蒽酮甙, 以二蒽酮甙中的番泻甙 A 、

B、C、D、E、F 泻下作用最强, 但含量中等[ 12] 。蒽甙中的单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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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甙包括: 大黄酸甙、大黄酸-8- 葡萄糖甙、大黄素甲醚葡萄

糖甙、芦荟大黄素- 8- 葡萄糖甙、芦荟大黄素- W- 葡萄糖甙、大

黄酚葡萄糖甙、大黄素葡萄糖甙, 它们亦有泻下作用, 但作

用较弱[ 13] 。

2  六盘山鸡爪大黄蒽醌类化合物的研究与展望

六盘山鸡爪大黄是正品、唐古特大黄的变种, 具有与正

品大黄相似的有效成分和药用价值。郑俊华等1993 年系

统报道了大黄全属各组植物的根及根茎中蒽醌类物质、微

量元素、鞣质成分和氨基酸等的含量, 其中 , 蓼科大黄属掌

叶组的宁夏特有种六盘山鸡爪大黄中蒽醌及其单糖甙含量

最高[ 14] , 唐古特大黄中鞣质及其相关化合物含量最高。大

黄药材发挥作用的活性物质主要为蒽醌类衍生物, 因此 , 蒽

醌类成分含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黄的品质[ 15] 。

陈燕等研究表明, 六盘山鸡爪大黄的根茎断面有星点( 异型

维管束) , 紫外灯下显棕色等特征与正品大黄极为相似, 是

一种很有希望的代用品[ 13] 。薄层色谱显示 , 掌叶组各种生

药在 Rf0 .10 、0 .82、0 .86、0 .91 有橙色斑点, 为该组共同成

分; 六盘山鸡爪大黄、掌叶大黄、唐古特大黄、药用大黄成分

非常相似 , 但六盘山鸡爪大黄无 Rf0 .38 的斑点[ 16] 。以上研

究结果说明 , 六盘山鸡爪大黄与正品大黄间存在极大的相

似性 , 因此, 分析和探讨其成为正品大黄新种群来源的依据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目前对六盘山鸡爪大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 1) 探讨和研究六盘山鸡爪大黄根和根茎中蒽醌类化

合物的主要贮藏部位。蒽醌类化合物是一类具有重要药用

价值的中药有效成分除大黄外 , 还在何首乌、虎杖等中药中

大量分布 , 该类物质多为黄色晶体, 遇碱显红色或红紫色,

具棕色荧光[ 17 - 18] , 能被锇酸固定而形成黑色嗜锇物质。刘

文哲等对大黄蒽醌类化合物组织化学定位的研究认为: 大

黄根茎中蒽醌类化合物主要积累在次生木质部和次生韧皮

部的维管射线细胞中[ 19] 。《中国药典》中记载 , 大黄根茎木

质部射线较密, 内含棕色物[ 20] ; 周仰青研究认为 , 大黄断面

以呈棕色荧光者为正品[ 18] , 这与刘文哲等的研究结果一

致, 也反映了六盘山鸡爪大黄与正品大黄的相似性[ 13] 。因

此, 探讨和研究六盘山鸡瓜大黄中蒽醌类化合物的主要贮

藏部位 , 揭示其作为正品大黄的依据对开发和利用六盘山

鸡爪大黄资源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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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探索六盘山鸡爪大黄中蒽醌类化合物的贮藏积累

的规律及其蒽醌类化合物含量较高的机理。刘文哲等研究

发现, 大黄根茎在不同部位以及不同发育时期维管射线细

胞的显色程度不同 , 在同一横切面上 , 早期形成的射线细胞

偏向红黄色, 而晚期形成的射线细胞偏向黄色。2 年生与1

年生根茎比较 ,2 年生根茎射线细胞多显桔红色 , 而1 年生

多为黄色。该现象说明蒽醌类化合物是以累加的方式在射

线细胞中积累 , 越早形成的射线细胞积累的越多, 故呈桔红

色, 显棕色荧光; 越晚形成的射线积累的越少 , 故显黄色, 所

发荧光也较弱 , 但能被锇酸固定而形成灰色嗜锇物质。同

时说明2 年生大黄根茎中蒽醌类化合物的含量高于1 年生

根茎。但对六盘山鸡爪大黄中蒽酯类化合物的贮藏积累规

律及组织分布特征还需作进一步研究。

( 3) 分析其他植物中蒽醌类化合物的积累规律 , 以阐明

六盘山鸡爪大黄蒽醌类化合物的积累规律。蓼科蓼属多年

生草本植物虎杖在传统药用部位及主要药用有效成分方面

与大黄极为相似[ 21] 。么春艳等研究结果认为 : 虎杖各营养

器官中均含有蒽醌类化合物 , 不同营养器官蒽醌的含量差

异较大, 其含量高低依次为3 年生根> 1 年生根> 幼叶> 成

熟叶> 幼茎> 老茎[ 22] 。在根中 ,3 年生根蒽醌类化合物的

含量远高于1 年生根 , 表明根中蒽醌类化合物积累的方式

与根茎一致 , 以累积的方式逐年增加[ 23] , 与大黄中蒽醌类

化合物的积累方式相似[ 24] 。根是大多数高等植物次生代

谢产物的合成和积累场所[ 25] , 虎杖根也具有相似的特点。

在茎和叶中, 幼嫩部分蒽醌类化合物含量高于成熟部分。

次生代谢产物的含量随着器官成熟而下降的现象在其他植

物中也有发现。Turner 分析了41 种木本植物中酚类化合物

的含量分析, 发现幼叶中单宁的含量高出成熟叶70 % [ 26] 。

喜树幼叶中喜树碱的含量是成熟叶的100 倍[ 27 - 28] 。因此,

六盘山鸡爪大黄茎和叶中的蒽醌类化合物有向根和根茎转

移的可能 , 但其机制仍需研究和探讨。

( 4) 分析其他植物各相关结构与蒽醌物质的关系以及

蒽醌类物质合成、代谢和积累的关系。蒽醌类物质是芦荟

属植物的重要药用成分, 主要存在于该属植物叶内。胡正

海等研究结果显示 , 芦荟属植物叶的基本结构类似, 维管束

韧皮部内具大型薄壁细胞为该属的结构特征, 是蒽醌类物

质的主要贮存场所 ; 不同种植物叶内及同种植物叶的不同

部分中蒽醌类物质的含量不同 , 且与维管束分布密度、大型

薄壁细胞所占比率及同化组织厚度成正相关[ 29] 。沈宗根

等研究认 为: 蒽醌 类物质在 芦荟叶 内的贮 藏是 多位 点

的[ 30] 。Si mpson 研究指出, 植物体内蒽醌类物质的生成从乙

酸单体开始, 经一系列中间步骤合成中间体 , 然后再合成终

产物。沈宗根等研究认为 , 包括表皮和同化薄壁细胞在内

的绿色组织可能仅仅是蒽醌类物质前体的供应场所, 而贮

水组织没有观察到相应的贮藏结构[ 30] 。因此 , 研究六盘山

鸡爪大黄含蒽醌类物质合成代谢过程中的前体、中间体及

各种游离和结合蒽醌类化合物在植物各相关部位贮藏、运

输和积累的关系 , 对了解六盘山鸡爪大黄蒽酯类物质贮藏

和积累的机理及蒽醌类化合物合成代谢的基本途径密切相

关。因此, 研究大黄含蒽醌类成分的各相关结构与蒽醌物

质的关系以及物质合成、代谢和积累的关系尤其重要。

3  小结

伴随药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资源日趋枯竭 , 如何保

护和合理使用有限资源 , 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因此 , 加快

和提高正品大黄的种植及高产 , 是扩大药源的重要途径 ; 同

时加快非正品大黄研究 , 使其成为正品大黄的新种群来源,

也是扩大药源的一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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