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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检索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分析了乌蔹莓的生态特点和生活习性等 ,并研究了其在药用方面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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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乌蔹莓生物学特征

1 .1 科属及分布

1 .1 .1 科属及名称。乌蔹莓 Cayrati a japonica( Thunb) Gagne .

为葡萄科乌蔹莓属( Cayratia Juss .) 植物, 别名母猪藤、五爪

龙、五叶藤、地五加等[ 1 - 2] 。

1 .1 .2 分布情况。乌蔹莓属约45 种 , 分布于非洲、亚洲及大

洋洲等世界各地 , 在我国约有13 种, 主产秦岭以南各省区。

乌蔹莓类常生于山谷、山坡、旷野、路边、堤岸、沟旁的林中或

灌丛中 , 常攀附于其他物上[ 3] 。

1 .2 该属种类  该属主要包含以下几个种类: 大叶乌蔹莓

C . oli gocarpa ( Levl .et Vant .) Gagn . 、短柄乌蔹莓 C . cardi osper-

moi des( Planch .) Gagn . 、三叶乌蔹莓 C . trifoli a ( L .) Domin、灰毛

乌蔹莓 C .japonica var . canescens Web .T .Wang 、尖叶乌蔹莓 C .

pseudotrifoli a W.T . Wang 、角花乌蔹莓 C . comi culat a ( Benth .)

Gagnep . 和菱叶乌蔹莓 C . rhombifor mis W.T . Wang 等。

1 .3 生活习性  乌蔹莓在各种不同类型地段均有分布, 但

以沿江堤坡、湿度较大的沙土、沙壤土地段分布较多。乌蔹

莓为蔓生性杂草, 极易形成单体生长优势, 一般不与其他杂

草构成群落 , 喜光照, 分布以田边较多, 并向田中蔓延, 在田

间为不均匀分布[ 4] 。

2  乌蔹莓药用成分研究概况

乌蔹莓化学成分方面 , 日本报道其果实中含有一种新的

色素。有研究者从乌蔹莓全草中分离鉴定了7 种化合物。

它们分别为三十一烷、棕榈酸、硬脂酸、无羁萜、无羁萜 - 3β

- 醇、β- 谷甾醇和胡萝卜苷。乌蔹莓还含硝酸钾及黏液质

( 可水解生成阿拉伯糖) 、甾醇类、黄酮类、氨基酸及酚性物

质; 根含生物碱和鞣质; 果皮中含乌蔹莓苷[ 5] 。其挥发油成

分分析鉴定挥发油收率为0 .005 % , 常温下为黄棕色透明油

状液体。解析鉴定出30 种成分, 其中单萜、倍半萜及其含氧

化合物占60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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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乌蔹莓药理研究及记载

3 .1 药理研究  乌蔹莓性味苦、酸、寒 , 无毒。对人体可清

热、利湿、解毒消肿。人们常用它的全株入药来治疗痛肿、疥

疮、痄腮、丹毒等, 有的地方还用它来治疗高血压[ 7] 。其全草

提取液制成注射液, 在临床上用于治疗病毒性上呼吸道感

染, 取得较好效果, 并在鸡胚内对流感病毒具有明显的抑制

作用[ 6 ,8] 。

3 .2  古籍记载  宋代《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记载 ,

乌蔹莓“味酸苦寒 , 主风毒热肿、游丹蛇伤捣傅并饮汁”; 明·

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载乌蔹莓图谱中卷须生于叶腋下;《中

药大辞典》中载乌蔹莓异名绞股蓝[ 9] 。

4  乌蔹莓药用价值

4 .1 抗菌效应

4 .1.1 抑菌作用。乌蔹莓是一类繁殖力很强的野生植物 ,

具有解毒消肿、活血散淤、利尿止血的作用 , 且易采集和

炮制[ 10] 。

为了了解乌蔹莓的抗菌效果, 通过对革兰氏阳性菌和革

兰氏阴性菌等化脓菌采用平皿法进行体外抗菌效应试验, 结

果证明, 乌蔹莓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福氏痢疾杆菌、绿脓杆

菌、伤寒杆菌等9 种细菌均有抑制作用[ 11] 。

4 .1.2 油性成分。

( 1) 乌蔹莓挥发油成分分析鉴定挥发油收率为0 .005 % ,

常温下为黄棕色透明油状液体。乌蔹莓挥发油在组织培养

上主要表现于病毒侵入细胞后的复制合成阶段, 并随药物浓

度增高而作用增强。其所表现的抗 HSV- 1 活性可与阿昔洛

韦( ACV) 媲美, 是具有开发前景的中药[ 12] 。

( 2) 乌蔹莓挥发油对病毒无直接杀灭作甩。细胞感染病

毒前用该药处理的结果表明, 乌蔹莓挥发油无预防效果, 可

能对细胞表面的受体无破坏或封闭作用。乌蔹莓在体外对

流感病毒甲3 型等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而对鼻病毒、埃可病

毒I1 型无明显抑制作用[ 8] 。

4 .2 民间应用

4 .2.1 治疗风湿性腰痛。在烧热的地面上洒上一些水 , 形

成蒸汽。把准备好的乌蔹莓2 000 ～3 000 g 立即均匀地铺在

热地上, 然后再铺上麻袋片或布片。让患者脱掉衣服仅穿贴

身内衣仰卧上面, 腰部最好裸露接触热源中心 , 出汗后0 .5 h

即起, 擦干汗液, 穿好衣服即可。隔1 周再治疗1 次,2 ～3 次

即愈[ 7] 。

4 .2 .2 治疗风湿性膝关节疼。取鲜乌蔹莓100 g , 捣碎挤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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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用一块干燥的长条布( 毛巾也可) 吸取乌蔹莓汁液。然后

取石蜡500～1 000 g , 放在容器里加热熔化, 把浸在乌蔹莓汁

液的布条或毛巾放入熔化的石蜡中, 搅拌后立即取出冷却到

人的肌肤能够忍受的温度时, 将其缠在膝关节患处15 ～20

min 即可。隔1 周1 次 , 连续3 次, 不少患者用上述方法而

痊愈[ 7] 。

4 .2.3 治疗泌尿系统感染。取新鲜乌蔹莓全草1 000 g( 干草

减半) , 加水没过草药 , 煎2 次, 合并浓缩成500 ml , 加入适量

的糖。每次服20 ml , 每日4 次,7 d 为一个疗程 , 可治疗慢性

支气管炎。煎服鲜乌蔹莓的根 , 可治疗泌尿系统感染( 每次

30 g) [ 7] 。

4 .2.4 治疗急性扭挫伤。采用乌蔹莓的鲜根, 用清水洗去

附在根部的泥土 , 晾干; 去其木质部 , 用其根皮, 加入少许食

盐或醋后捣碎成糊状; 将糊状乌蔹莓均匀涂抹在纱布上, 敷

于患处 , 用布扎牢, 使用3 次后, 症状可消失[ 13] 。

4 .2.5 治疗第4 期压疮。将新鲜乌蔹莓全草洗净捣烂( 内加

少许食盐) 直接敷于创面, 高出创缘0 .5 c m 左右 , 外用纱布覆

盖固定 , 以防脱落, 换药次数为白天1 h1 次、晚上2 h1 次, 待

渗出物明显减少后可适当减少换药次数, 持续至肉芽组织填

满创面后停用。使用乌蔹莓1 d 后创面脓性渗出物减少, 至

第3 天创面可见新鲜的肉芽组织,7～10 d 新鲜肉芽组织填满

创面[ 14] 。

4 .2 .6 治疗小儿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根据142 例患者临床

监测结果, 治愈率达83 % 。经小鼠体内试验性流感抗病毒作用

的药理研究证明, 乌蔹莓挥发油对流感病毒A3 型( A3/ 雅防87-

2- E10) 的治疗作用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意义( P < 0 .001) [ 15] 。

4 .2.7  治疗化脓感染。通过采用乌蔹莓膏治疗小鼠局部化

脓感染取得了明显效果, 乌蔹莓治疗效果明显优于鱼石脂膏

组及对照组( P < 0 .01) , 与四环素组比较差异不明显( P >

0 .05) , 说明乌蔹莓能有效地控制外科化脓感染 , 可作为治疗

外科局部化脓感染的有效药物之一[ 16] 。

4 .3  凝血与免疫 乌蔹莓能明显抗体外血栓形成和血小板

粘附; 并显著抑制腺�呤二核苷酸磷酸( ADP) 、胶原诱导大鼠

血小板聚集 ; 能显著促进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 但对

大鼠外周血T 淋巴细胞有抑制趋势, 而对B 淋巴细胞却有增

强作用, 对胸腺重量有明显抑制作用, 对脾脏重量有轻度抑

制作用 , 说明乌蔹莓有抗凝血和增强细胞免疫作用[ 17] 。

4 .4 促进大白鼠生长  用乌蔹莓配合饲料喂养大白鼠, 对

大白鼠的血红蛋白、血清总蛋白、血清胆固醇、血清甘油三酯

等血液生化指标均无明显改变, 对血清高密度脂蛋白则有明

显的增高作用。乌蔹莓配合饲料对大白鼠体重增长的促进

效果显著, 从而证实乌蔹莓配合饲料有促进大白鼠生长

作用[ 18] 。

4 .5  对心脏的作用 乌蔹莓提取液对蟾蜍立体心脏的自律

性、传导性、心缩率均有抑制作用, 尤其对心室肌细胞的收缩

能力有“毒性”作用, 这种抑制作用随着乌蔹莓原汁含量的增

加而表现愈加明显。低浓度的乌蔹莓提取液对心脏活动无

明显影响, 亦无药用价值[ 19] 。

5  结语

乌蔹莓属是一类繁殖力很强的野生植物, 资源丰富 , 药

用历史悠久。其对多种细菌均有抑菌作用, 对于病毒细菌侵

入细胞质复制的抑制和对病毒的吸附侵入过程有影响 , 但是

详细机理仍需进一步研究。有关乌蔹莓属植物制剂的报道

很少, 如乌蔹莓软膏, 具有解毒消肿的功效, 但仅仅是院方制

剂[ 20] 。因此, 需要大力开发该类药用植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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