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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竭资源开发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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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

云南昆明 65 02 2 3)

摘要
:
综述 了近年来传统活血药物血竭 的基源植物

、

化学成分
、

形 成机制
、

药理作用及其他相关方面的研究进展
,

并在血

竭的进一步开发
、

利用上
,

提出 了一些巫待解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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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竭是一种传统的内外伤用药
,

在历代的 《本

草》上多称为
“

麒麟竭
” ,

又名为渴 留
、

海蜡
、

麒

麟血
、

木血竭等川
。

其性平
、

温
,

味甘
、

咸
,

归

心
、

肝经
,

具有止血
、

活血
,

化癖止痛
、

生肌敛疮

等功效 ; 主要用于外伤出血
、

溃疡不敛
、

跌打损

伤
、

痕滞作痛等症
,

有
“

活血之圣药
”

的美誉 (明
·

李时珍 《本草纲 目》卷 34)
。

血竭现广泛应 用于

膏
、

丸
、

丹
、

散
、

片及雾剂等中成药产品中
,

据统

计
,

我国含血竭成分的药剂多达 60 多种
。

据初步考证
,

血竭在我国作为药用植物至少有

巧O多年的历史
。

最初的记载始于公元五世纪南北

朝时期的 《雷公炮炙论》
。

血竭的基源植物据谢宗

万先生的考证
,

主要有棕桐科 (Pa lma
e

)
、

龙舌兰

科 (Aga
v
ac e ae )

、

豆 科 (玫gu 而os ae ) 及 大 戟 科

(E u p ho th ia e e ae ) 4 科 18 种不 同的植物类型
。

我 国

民间的血竭在南北朝至明初主要是来自西亚和北非

的阿拉伯国家
,

而 14 05 年郑和下西洋打开海路运

输后
,

东南亚的血竭逐渐成为我 国进 口 血竭 的主

流
。

其中主要的产品有源 自非洲龙舌兰科龙血树属

索科特拉龙血树 (D rac 配na 。in na 乙a ri Ba lf
.

f)
、

龙血

树 (刀rac ae na 。

mb
e t Ko ts e hy et Pe yr )

、

朔古龙血树

(刀
矛u 《

ae na d rac
。 L

.

) 及阿拉伯地区的阿拉伯龙血树

(刀
八翻 ae na

、ch 泌nt ha B ar ke r
)

,

这些植物所分泌的产

物习惯 上统称为非洲 血竭 (z针到c an d ra g o n ,s hl oo d)

(南宋
·

张存惠 《重修本草》卷 3 0 )
,

即我国传统中

所称
“

麒麟竭
” 。

其次还有来 自东南亚棕搁科

(Pal m ae ) 黄藤属 (刀。C

脚nD roP
、

) 一 些植物 的含脂

木材及果实的树脂提取物
,

统称为南亚血竭
,

一般

认为
,

非洲血竭是正品血竭
,

而南亚血竭是副品或

者代用品「2
一 4 3

。

血竭的研究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都比较

少
,

在国外主要有美国
、

日本
、

德国及泰国一些学

者对血竭化学成分的提取进行研究 [ 5 一 ’2 !
。

而我国

现代国产血竭的生产及应用是在 19 72 年著名植物

学家蔡希陶教授在云南省孟连县首次发现能够提制

血 竭 的 植 物 资 源 剑 叶 龙 血 树 I D ro c * na
c o c hi粼hi舰几15

(肠
u r

.

) 5
.

C
.

Che n
〕后才真 正 起

步〔2
一 3〕

。

在 开发传统中药
、

改变进 口 现状的号 召

下
,

7 0 年代末
,

云南和广西 的学者分别对两地 的

龙血树资源进行勘察
,

开展了国产血竭 的研究与开

发
,

国产 血竭 于 1974 年 载人 了 《云南省药品标

准》
,

19 99 年正式定名为
“

龙血竭
”

并载人 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标准 〔W S3
一

0 82 (Z
一

0 16)
一

9 9 (z) 」
。

现将

血竭资源开发的研究综述如下
。

1 血竭 的植物资源概况

龙血树 (D

~
e
na 己

r口￡。 L
.

) 是一种单子叶常

绿植物
。

茎内具有次生长
,

形成层在维管束外的薄

壁组织 中向内产生维管束和基本薄壁组织
,

向外产

生少量的薄壁组织使树干增粗
,

使得龙血树成为一

种罕见的单子叶高大乔木“
3了

。

龙血树原产于非洲

西部的加拿利群岛的热带森林中仁
’4〕

。

龙血树属植

物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的热带与亚热带地区
,

全

世界大约 150 种
,

我国有 5 种
,

主要生长于华南地

区
、

海南岛及台湾地区
。

龙血树一般分布在海拔

1 以X〕m 左右的热带或亚热带的石灰岩上
。

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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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气候有 明显 的十湿交 替特征
,

年平均气温在 18

一
20 ℃

。

由于石灰岩上壤浅薄
,

旱季于燥
,

植被稀

少
,

因此龙血树是一种耐旱
、

喜光的植物仁“
一 4 二

国产血竭 的基源植物是龙舌兰科 (A ga va C e、 )

龙 血 树 属 (刀阴 cae na ) 剑 叶 龙 血 树 ! D

~
、

c
(,c hinc hine

, , is (l, ) u r
.

) 5
.

C
.

(: h
e , ,
〕

,

也叫柬埔寨龙

血树 (z万切 aeI 。 。a 刀访nd ia na Pi e

二
。X

.

G a gn eP )
,

《中

国植物 志》第 14 卷修订其学 名为 剑叶龙血树

仁加
又之丫双 )

、 co 硫i门刁1 1、赫 (I、u r

) 5
.

C
.

Che n
l
。

在

云南省
,

剑计卜龙血树是我国本属植物中分布最多的
一种

,

也是国产血竭的主要资源植物
。

据调查
,

在

滇南
、

滇西南的孟连
、

勋腊
、

景谷
、

沧源
、

耿马等

地方都有丰富的龙血树资源
} 2 一 4 巩。

剑叶龙血树所分

布的生态环境多为悬崖绝壁的石灰岩地区阳坡
,

垂

直分布区约为海拔 1 以叉〕一 1 700
n l
之间

,

常见于石

缝间及山势险峻
、

坡度较陡的环境
。

由于石灰岩土

壤浅薄
,

旱季含水量只有 巧 %
,

是红壤土的无效

水
,

因此
,

许多植物不能在此生长繁殖
,

龙血树成

为石灰岩局部地区的优势种
。

据调查
,

在野外的龙

血树树林中
,

除了年老的龙血树和 2 一 3 年生的幼

苗外
,

不见有中等大小的植株
,

现认为原因在于种

子落地成苗后
,

因成年龙血
.

树每年 10 月份的一次

大量落叶覆盖 不见光致死
。

这样
,

从植物群落 仁

看
,

龙血树的优势只是暂时的
,

因此
,

从持续利用

珍惜资源角度上 看
,

野生龙 血树资源属于 匾乏行

列
)

2 龙血树的繁殖技术

龙血树属植物
,

较常见的繁殖方式有播种
、

空

中压条
、

扦插及组织培养困
。

有关国产血竭的基源

植物剑叶龙血树繁殖的报道很少见
,

特别是对作为

药用经济植物的剑叶龙血树的人工培养繁殖技术
。

199 9 年管康林等人
! ’“1虽 曾提及剑时

一

龙血树的种子

繁殖
,

但对其专门研究报道基本缺乏
。

随着血竭市场需求量的不断增大
,

现有的野生

资源非常有限 )“一 4 )
,

不能满足原材料的供应
,

并且

根据对龙血树龙血竭的自然产量及不同处理后的产

量的研究来看
,

只有木质部损伤后才有明显的树脂

分泌
,

而药剂处理的刺激作用效果并不明显州
。

同

时
,

在野外
,

由于 自毒作用
、

落叶的覆盖及气候干

燥
、

土壤缺水等原 因
,

龙 血树幼苗的成活率非常

低
,

只有为数很少的幼苗能在空旷的裸露的石灰岩

石隙中生存下来屯5 {
。

因此
,

为了龙血竭的持续开发

利用
,

加强龙血树的繁殖技术的研究迫在眉睫

3 血竭 的形成

自然界中真菌进人植物体形成植物一微生物的

共同体
,

其中特别是致病微生物侵染植物
,

可引起

植物的次生代谢作用加强或其他形式的应激反应
,

使得植物体中产生防卫物质对 自身进行保护
。

这是

植物保护研究及微生物与植物关系研究中的焦点之
一

目前
,

国外研究证实了受伤及接种真菌对松树

树脂与裕烯的影响 l’“刃
。

国内对真菌等微生物在龙血竭形成中作用的研

究很少
,

主要是对龙血树所感染的真菌等微生物 的

分离 纯化 进 行 回 接 及 检验 其 抗 菌 活性 的 研

究日7 一 ’。夕
。

实验已证明剑 仔于
一

龙血树损伤后感染的微

生物主要是真菌
,

其中镰刀菌属占优势
,

其次还有

短梗霉菌
、

枝饱霉菌
、

青霉属
、

丝核菌属
、

侧抱霉

属
、

于以青霉属
、

水霉属
、

头抱霉属等
。

用分离得到

的真菌进行活体回接促脂实验发现
,

这些真菌都能

促进龙血竭的生成
,

但是血竭形成周期长
,

产量增

加效果不明显扛
’8 }

。

同时
,

也有部分实验研究龙血

竭的成分对剑叶龙血树损伤感染的真菌等微生物的

作用
,

结果表明国产龙血竭中的酚性物质
、

黄酮类

及蔑 类 成 分 对 真 菌等 病 原 微 生 物 有 抗 性 作

用\l7
、

20
一

251
,

并且也证明了龙血竭 中某些酚性成分

及龙血素 A 等是植物损伤感染微生物后所形成的

次生代谢物一植物防卫素 (phyto le x in * ){’7 {
。

根据这

些实验
,

初步认为龙 血竭的形成是因龙血树树干外

部受机械或虫蛀损伤后感染真菌等微生物
,

从而引

起的龙血树植物体的防御作用
,

产生次生代谢物

质 龙血树的树干不具有树脂道
,

不能产生新的保

护组织
,

因此龙血竭是作为一种保护性物质而存

在
’“

,

‘7 }
,

但事实上在许多的血竭生药学鉴别中发

现
,

在未受伤的树干横切面中
,

其基本组织
、

韧皮

部及木质部的薄壁组织中都充满了棕黄色或棕红色

的树脂团块赶2“
一 “7癸

。

这种红色树脂的存在就无法把

血竭仅解释成是一种植物防御素
。〕

因此
,

对于龙血

竭的形成机制中
,

在血竭形成中起主要作用的真菌

的确定
、

真菌的作用机制及剑叶龙血树感染真菌后

的代谢变化等间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解决
。

4 国产血竭 的化 学成分研究及提取工 艺对

其成分的影响

近年来
,

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血竭
,

规范其生

产
,

检验国产不同来源的血竭与进 日血竭的有效成

分异同及药用效果
,

相应地开展了部分不同来源的



第 6 期 陈定芳
,

等
.

血竭资源开发的研究进展 4 9 1

血竭成分比较及不同提取工艺对血竭化学成分影响

的研究
。

如陈友地等靓
“8〕采用红外吸收光谱

、

紫外

吸收光谱
、

高效液相色谱
、

薄层层析色谱
,

对广西

血竭
、

云南血竭
、

进 口皇冠牌血竭和非洲索科特拉

血竭 (来自龙舌兰科 ) 进行 了比较
,

认为广西血竭

和云南血竭的主要化学成分极相似
,

此二者与非洲

索科特拉血竭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

而与进口 皇冠牌

血竭差别极大
。

19 95 年王锦亮等〔
“, 万用薄层层析法

对云南
、

广西
、

海南三地 的血竭及进 口
“

皇冠牌
”

血竭的化学成分进行 比较
,

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

表

明国产 3 种血竭的化学成分极相似
,

而与进口 血竭

不同
。

2 00 2 年胡迎庆等L291 又采用薄层层析法
、

紫

外分光光度法及高效液相色谱法对新工艺提取 (免

加热 ) 和传统加工提取的血竭成分进行比较
,

发现

新工艺提取的血竭中二氢查耳酮含量高
,

而黄酮和

茂类成分含量低
。

但其药效还有待于进一步证明
。

不同来源的国产血竭间及进 口血竭间的成分与质量

的分析比较也均有一系列报道 [ 30 一 32 。

目前对血竭化学有效成分的研究较多也较为成

熟
,

从采用最初的定性分析
,

逐步进人到利用精密

的仪器与方法进行定量的鉴别与研究
,

如薄层扫描

法 (TLC S)
、

高效液相 色谱法 (H PLC )
、

反高效液

相色谱法 (R P
一

H PI 刃)
、

红外吸收光谱法 (IR )
、

紫

外吸 收光谱法 (U V )
、

气相色谱一 质谱联 用 仪

(GC
一

MS)
、

核磁共振仪 (NM R )
、

负离子 FA B
一

MS 质

谱法等
。

目前特别对龙血树属植物及龙血竭的化学

成分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鉴定
。

综合目前的有关报

道
,

显示国产血竭主要含有黄酮
、

幽体皂贰类
、

酚

类
、

糖类及茂类等化合物
,

主要的成果如下
:

199 9 年从云南血竭稀 乙醇提取部位中分离得

到 3 个微量配糖体成分
,

l 个新 的酚贰 3
,

4
一

二经

基烯丙基苯 4
一

O
一

[
a 一

L 鼠李毗喃糖基 (1一 6 )」
一

俘
-

D
一

葡萄毗喃糖昔 ; 2 个已知幽体皂贰
: 26

一

O
一

俘
一

D
一

葡

萄毗喃糖基
一

吠街烷
一

5
,

2 0 (2 2 )
一

三烯
一

l俘
,

3俘
,

2 6
-

三醇
一

1
一

O
一

[
a 一

L
一

鼠李毗喃糖基 (l一 2)
一 a 一

L
一

阿拉伯

毗喃糖昔和 26
一

O
一

俘
一

D
一

葡萄毗喃糖基
一

吠街烷
一

5
,

25

(2 7 )
一

二烯
一

l俘
,

3俘
,

2 2俘
,

2 6
一

四醇
一

l
一

O
一

「
a 一

L
一

鼠李

毗喃糖基 (1 ~ 2 )〕
一a 一

L
一

阿拉伯毗喃糖昔 : 33 }
。

2 00 1年又从云南血竭的 甲醇提取物中分离到

12 个化合物
,

分别为
: 26

一

0
一

俘
一

D
一

葡萄毗喃糖基
一

吠

琶烷
一

5
,

25 (27 )
一

二烯
一

l俘
,

3俘
,

2 2归
,

2 6
一

四醇
一

l
一

O
-

a 一

L
一

阿拉伯毗喃糖昔 (工)
,

3
,

4
一

二轻基烯丙基苯
-

4
一

O
一

p
一

D
一

葡萄毗喃糖昔 ( fl )
,

7
一

轻基
一

3
一

(对
一

经基

苯基 )
一

色原烷 (m )
,

7
,

4
‘一

二轻基
一

3’
一

甲氧基黄烷

(W )
,

3
,

4
一

二 羚 基 烯丙 基 苯 (V )
,

白黎 芦 醇

(班 )
,

7
,

4
‘一

二 轻基二氢黄酮 (珊 )
,

二对 经苯基

甲烷 (珊)
,

五加贰 B (拼)
,

对经基苯 甲酸 (I )
,

对经基苯酚 (刀) 和原儿茶醛 (皿)
。

其中 l 是一

种新的街体配糖基
,

11 是新的酚试
,

丫 一 甜首次从

国产血竭中分离得到〔34]
。

同年从国产商品的甲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 9 个

查耳酮类化合物
: 1

一

[ 5
一

(2
,

4
,

4
‘一

三经基二氢查

耳酮基 )〕
一

1
一

对经 基 苯基
一

3
一

(2
一

甲氧基
一

4
一

羚 基 苯

基 )
一

丙 烷 ( 1 )
,

2
‘一

m e th()x ys o e o t‘n 一

5
‘一0

1 ( 11 )
,

s o c o tri n 一

4
‘一 0 1 (111 )

,

2
一

甲氧 基
一

4
,

4
尹一

二羚基二氢查

耳酮 (W )
,

2
,

4
,

4
, 一

三经基二氢查耳酮 (V )
,

2
,

4
,

4
‘一

三轻基
一

6
一

甲氧基二氢查耳酮 (划)
,

2
‘ ,

4
‘ ,

4
一

三经基查耳酮 (珊 )
,

2
一

甲氧基
一

4
,

4
’

一几轻基查耳

酮 (珊 )
,

2 气甲氧基
一

4
‘ ,

4
一

二轻 基查
一

耳酮 ( 1X )
。

其中 1 为一种新的查耳酮二聚体
,

命名为剑叶血竭

素 (
C (, e hin e hin e n in )

,

11 一 IX首次从该 血竭 中分离

得到
「“5〕

。

199 5 年从广西血竭的石油醚和醋酸 乙醋部位

分离得到 6 个化合物
: l

,

2
,

4
,

5
一

四氯二 甲氧基

苯 (一种新化合物 )
,

正二 十二烷醇
, 一

十八碳饱和

脂肪酸乙醋
,

二十碳饱和脂肪酸乙醋
,

刃黎芦醇
,

4
,

7
一

二经基黄酮 [ 3“〕
。

19 98 年又从同样的部位分离

出另外 10 个化学成分
:

正二 十
一

七烷
,

4
一

甲基
一

7
一

烯

胆烷醇
,

阿魏酸二十二
、

二 十四
、

二十六
、

二十八

醋
,

紫檀蔑
,

邻苯二甲酸二 (2
一

乙基 ) 已醋
,

邻苯

二甲酸丁醋异丁醋和 4
‘一

甲氧基
一

3
‘ ,

7
一

二羚基黄酮
。

这些化合物均是首次在国产血竭中分离发现 [3v 飞。

19 9 8 年从广西 血竭的氯仿部位分离到 6 个化

合物
: 2

,

3
,

5
,

6
一

四氯
一

l
,

4
一

二 甲氧 基 苯 (工 )
,

7
一

轻基
一

4
‘一

甲氧基黄烷 ( 11 )
,

4
‘一

轻基
一

3
,

5
一

二 甲氧

基二苯代乙烯 ( m )
,

4
‘一

经基
一

2
,

6
一

二 甲氧基双氢

查耳酮 (W )
,

4
, 一

轻基
一

2
,

4
,

6
一

三甲氧基双氢查耳

酮 (\,T )
,

6
一

经基
一

7
一

甲氧基
一

3
,

(4
‘一

经节基 ) 色原烷

(划)
,

其中W
、

砚为新化合物
t 38 1

。

综上所述
,

国产血竭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血竭的

来源及其基源植物的考证
、

化学成分的分析及药

理
、

临床应用等方面
。

随着市场对血竭需求的不断

扩大
,

血竭基源植物剑叶龙血树资源有限
,

不能满

足血竭的生产
,

因此对血竭的形成机制及其在各种

疾病治疗中真正起作用的有效成分亚待确定
)

同

时
,

龙血树机械或虫蛀损伤后感染的真菌等微生物

的种类及血竭形成中起确定作用的微生物种类也有

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

同时对微生物的作用机制及

感染后植物体的化学及其他代谢方面的变化亦函需

明确的认识
。

为 了扩大名贵药材血竭的生产
,

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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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竭的形成原理及有效成分的分离鉴定做深人的研

究
,

利用生 物技术如组织培养等进行快速 大量 生

产
,

解决中药龙血竭的生产
一

与市场需求矛盾
,

使得

血竭在医学上取得更为广泛的应用
。

其次
,

从理论上讲
,

剑叶龙血树与损伤后所感

染的真菌等微生物的关系
一

也是一种 奇特的微生物与

植物关系
。

究竟是剑叶龙血树损伤后产生 的次生代

谢物质吸引 了某些特定的微生物
,

引起微生物感染

又促进了植物体次生代谢物质的积累
,

还是损伤后

微生物的感染引起的植物体的防御性的次生代谢作

用的加强
,

从而诱导了植物防御素物质龙血竭的生

成
,

从植物次生代谢及微生物与植物的关系方面来

探讨血竭 的形成机理
,

可为广义协同进化提供可能

的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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