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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苦参的活性成分主要是生物碱和黄酮类化合物。许多研究发现, 苦参在医疗方面具有抗肿瘤活性

及抗肝损伤、抗溃疡、抗生育、抗炎抑菌、抗心率失常、抗病毒和治疗慢性肝炎等作用; 在农业上, 苦参对多种病虫害

具有毒杀和抑制作用, 并具有杀鼠活性。文章对以上研究进行了综述, 并指出了苦参今后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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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参 (S op hora f lavescens A it) 为豆科槐属植

物, 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药物之一, 据文字记载,

已有 2000 多年的药用历史。苦参根具有清热、除湿、

祛风、杀虫、利尿等功效; 种子可明目; 全草煎汁为杀

虫剂, 内服可健胃、驱虫及治赤痢等症[1 ]。据《中国有

毒植物》记载, 苦参根和种子有毒。人中毒后出现以

神经系统为主的症状, 表现为流涎、呼吸和脉搏加

速、步态不稳, 严重者惊厥, 或因呼吸抑制而死亡[2 ]。

近几年, 对苦参化学成分和生物活性的研究不断深

入, 现将国内外对苦参生物活性方面的研究现状总

结如下。

1　药理活性

1. 1　抗肿瘤活性

　　目前的研究表明, 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不仅是肿

瘤细胞增殖和分化异常所致, 而且还是肿瘤细胞异

常凋亡的结果[3 ]。因此, 抑制肿瘤细胞增殖, 诱导肿

瘤细胞分化和凋亡, 对临床治疗肿瘤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近几年的研究表明, 苦参对恶性葡萄胎、绒癌、

子宫癌、埃氏腹水瘤和淋巴内癌细胞都有不同程度

的抑制和消灭作用, 苦参碱对肿瘤细胞具有选择性

杀伤作用, 还能通过改变细胞核酸的分子序列, 抑制

肿瘤的生长, 而且这种影响是广泛的、多部位的[4 ]。

邱慧颖等人[5 ]的研究表明, 用苦参碱治疗各种晚期

癌肿, 能减轻症状, 延长存活期, 且不破坏正常白细

胞的产生, 甚至能升高白细胞, 提高机体抵抗力, 这

是许多治疗药物难以达到的。钱学敏等人[6 ]报道, 一

定浓度的氧化苦参碱有抑制人肝癌细胞 SMM C2
7721 增殖的作用, 而苦参碱能有效抑制人成纤维肉

瘤 (H T 1080)细胞的增殖, IC 50值为 350 ΛgömL [7 ]。陈

伟忠等人[8 ]对苦参碱在抗肿瘤机制方面的研究也进

行过报道。概括起来其抗肿瘤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 1. 1　抑制肿瘤细胞增殖　苦参碱能有效抑制人

肝癌细胞株H epG2 的增殖。M T T 试验显示, 苦参碱

对H epG2 抑制作用有时间剂量依赖性。随着作用时

间延长和药物浓度的增加, H epG2 细胞存活率明显

降低, 细胞DNA 合成亦相应降低。病理学研究表

明, 苦参碱可干扰或破坏细胞的脂肪代谢, 表明苦参

碱可抑制肝癌H epG2 细胞的增殖, 并具有直接杀伤

作用[9 ]。其作用机制是苦参碱抑制部分肿瘤细胞从

G 期进入 S 期, 从而抑制其增殖[10 ]。

1. 1. 2　诱导肿瘤细胞分化和凋亡　近期的研究表

明, 苦参碱对 K562 细胞的分化作用随浓度的增加

而增加, 一定浓度的苦参碱对 K562 细胞具有一定

的诱导分化效应[10 ] , 这一结果为临床探索中药非杀

伤性治疗白血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1 ]。张燕军等

人[12 ]用 30 m göL 的苦参碱处理 SMM C27211 细胞,

6 d 后发现, 苦参碱可降低 SMM C27211 细胞的恶性

程度, 并使其趋向正常细胞; 张百红等人[13 ]研究发

现, 苦参碱对体外培养的 SGC27901 细胞增殖有抑

制作用, 提出一定浓度的苦参碱具有诱导人胃癌

SGC27901 细胞凋亡的作用, 而诱发 SGC27901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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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亡的主要诱因是苦参碱降低了细胞间的粘连

性[14 ]。

有学者发现, 大部分肿瘤有端粒酶活性表达, 而

正常细胞 (除生殖细胞外) 没有端粒酶活性表达, 不

能无限分裂, 因而端粒酶有可能成为肿瘤治疗的突

破口[15 ]。最近一些研究探讨了不同浓度的苦参碱对

K2562 细胞端粒酶活性的抑制作用, 发现苦参碱能

显著降低 K2562 细胞端粒酶的活性, 同时伴随着细

胞的明显分化[11 ]; 张百红等人[16 ]发现, 苦参碱可以

通过下调BCL 22 原癌基因的表达而诱导肿瘤细胞

的凋亡。

1. 1. 3　抑制肿瘤转移　CD 44 分子是粘附分子家

族中的一员, 它所编码的是细胞表面的一组跨膜糖

蛋白。目前已发现有 16 种 CD 44 分子的变异异构

体, 即 CD 44V , 一些肿瘤转移的过程中往往伴有

CD 44 表达的上调[17 ]。E rm ak 等人[18 ]认为, CD 44V 6

的表达有助于肿瘤细胞获得转移潜能。林洪生等

人[19 ]的研究表明, 苦参碱可减少CD 44 粘附因子的

表达, 抑制肿瘤细胞与内皮细胞的粘附, 阻止肿瘤的

转移。

1. 2　对治疗慢性肝炎、肝损伤及抗肝纤维化的作用

苦参素的主要成分为氧化苦参碱, 是从苦参根

中提取出的一种生物碱。在临床上具有免疫调节、保

护肝细胞及抗病毒的作用。对慢性肝炎病人, 用苦参

素治疗 3 个月, 其 H beA g, HBV DAN 阴转率达到

42. 9% 和 46. 4% , 其作用机制是苦参素能够抑制

HBV DAN 的复制及表达[20 ]。因此, 苦参素在慢性

乙型肝炎的治疗中具有一定的价值。肿瘤坏死因子

Α(TN FΑ) 主要来源于单核细胞, 它能激活多种炎症

细胞[21 ] , 在肝脏有炎性损伤时, 也可来源于炎症区

的肝细胞, 并可直接损伤肝细胞, 增强炎症活动度,

加重对肝组织的损伤[22 ]。韩家文[23 ]等人报道, 苦参

素能有效抑制单核巨噬细胞的功能。甘乐文[24 ]等报

道, 苦参素对CC l4 引起的大鼠慢性肝损伤具有一定

的防护作用。用CC l4 造成大鼠慢性肝损伤的病理过

程与人类慢性肝炎向肝硬化发展的病理过程相类

似[25 ] , 因此, 苦参素有可能治愈人类肝损伤, 防止慢

性肝炎向肝硬化发展。氧化苦参碱对急性肝损伤也

具有保护作用[26 ]。

刘天灯[27 ]报道, 苦参素能有效降低血液中HA

(血清透明质酸)、PCË (Ë 型前胶原)、AL T (丙氨酸

转移酶) 和 TB IL (总胆红素) 的含量, 改善临床症

状, 减轻炎性细胞浸润及肝细胞坏死, 具有抗肝纤维

化的作用。陈伟忠等[28 ]发现, 苦参碱能显著减轻大

鼠肝细胞坏死, 保护肝细胞, 降低不同试验阶段大鼠

血清中AL T 及HA 的含量, 有效防治肝的纤维化。

1. 3　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1. 3. 1　抗心率失常作用　张宝恒等人[29 ]报道, 200

Λmo löL 的苦参碱能显著减慢离体大鼠右心房的自

发频率, 拮抗异丙肾上腺素诱发的心率加快; 给家兔

静脉注射 30 m gökg 氧化苦参碱, 能缩短异丙肾上

腺素诱发的心率失常的恢复时间; 静脉注射 42

m gökg的槐果碱, 能对抗氯化钙诱发的小鼠室性心

率失常和乌头碱诱发的大鼠心率失常; 静脉注射 20

m gökg的槐胺碱, 能对抗乌头碱和氯化钙所致的大

鼠心率失常; 静脉注射槐定碱, 可预防或治疗乌头碱

诱发的大鼠心率失常[30 ]; 而苦参碱对大鼠有明显的

抗心率失常作用[31 ]。可见, 苦参碱具有广谱的抗实

验性心率失常作用。王继光等[32 ]报道, 苦参总黄酮

同样具有抗心率失常作用。

1. 3. 2　对其他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作用　静脉注射

槐果碱, 对麻醉大鼠具有快速、恒定的降压作用, 降

压作用随剂量的增加而增加; 灌胃给药 30 m gökg,

亦能降低肾性高血压大鼠的血压。槐果碱和槐定碱

可使冷血动物的末梢及内脏血管引起收缩[33 ]。据刘

桂荣等[34 ]报道, 苦参碱具有降血脂、对抗脑垂体后

叶素引起的冠状血管收缩和增加流量、保护心肌缺

血的作用, 并能增强心肌收缩力; 苦参总碱对兔、大

鼠等动物的心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可使心肌收缩

力减弱、心输出量减少等[35 ]。李青等[36 ]用多种实验

动物研究了氧化苦参碱的强心作用, 结果表明, 氧化

苦参碱能明显增加正常离体蟾蜍的心肌收缩力和心

输出量, 强心的同时不增加心率, 并能显著增加戊巴

比妥钠和低钙离子体心衰模型的心肌缩。

1. 4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

苦参能明显抑制小鼠的自发活动, 能拮抗苯丙

胺和咖啡因的中枢兴奋作用, 增强戊巴比妥钠及水

合氯醛的中枢抑制作用。槐果碱、苦参碱、槐胺碱及

槐定碱均能不同程度升高大鼠纹体及前脑边缘区的

多巴胺代谢物——二羟苯乙胺 (DO PA C ) 和高香草

酸 (HVA )的含量。槐果碱还能降低纹状体中多巴胺

含量, 将其注入延髓能明显升高脑内的 cAM P (环腺

苷酸) [34 ]。蒋袁絮等人[37 ]用经典的药理试验方法证

实, 氧化苦参碱具有明显的镇静、催眠等中枢神经抑

制作用。耿群美等[38 ]的药理试验表明, 苦参碱与氧

化苦参碱有类似安定的作用, 对中枢均有抑制作用,

并与脑中递质 Χ2氨基丁酸和甘氨酸含量增加有关,

作用随剂量增加而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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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对免疫系统的活性作用

苦参中的生物碱——苦参碱、氧化苦参碱、槐果

碱、槐胺碱及槐定碱均为免疫抑制剂, 对 T 细胞介

导的免疫反应有不同程度的抑制效应, 对依赖 T 细

胞的抗致敏红细胞 (SRBC) 有抗体反应, 苦参碱、氧

化苦参碱、槐胺碱均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氧化苦参

碱对小鼠脾 T、B 淋巴细胞和细胞因子呈双向调节

作用, 即高浓度 (1 m gömL ) 呈不同程度的抑制效

应, 而低浓度 (10～ 5 m gömL ) 则有明显的增强效

应, 较高浓度时与分裂霉素对淋巴细胞的作用呈协

同作用[34 ]。

1. 6　抗溃疡作用

盐酸乙醇溃疡作用模型试验结果表明, 口服

25, 50 m gökg 的苦参酮, 能抑制盐酸乙醇诱发的溃

疡, 且苦参酮对盐酸乙醇溃疡的抑制作用是通过胃

粘膜直接进行的[34 ]。王清华等人[39 ]用苦参和其他几

种中草药合用治疗外阴溃疡也取得了显著的疗效。

1. 7　抗炎抑菌作用

苦参有抗炎抑菌作用, 对痢疾杆菌、金色葡萄球

菌、维白痢沙门氏杆菌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对瑾色

毛癣菌等十多种皮肤真菌亦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

用[40 ]。肌肉注射苦参碱, 能明显对抗由巴豆油诱发

的耳壳炎症, 长期给药, 其作用随剂量增加而增强;

苦参还对大鼠后肢因角叉菜胶诱发的炎症及因小鼠

腹腔注射冰醋酸诱发的渗出性炎症有明显的抑制作

用[41 ]。苦参还具有抗原虫活性, 对致病性皮肤真菌

有抑制作用, 可用于治疗黄鳝皮肤打印病和鲤鱼竖

鳞病; 与百部合用可治甲鱼疥癞、毛霉病等[42 ]。李洪

敏等人[43 ]采用二倍梯度稀释法研究苦参碱对结核

杆菌的作用, 结果表明苦参碱对结核杆菌有较强的

抑制作用, 最低抑菌浓度为 10 m göL , 但杀菌效果较

弱。张耀龙[44 ]报道, 苦参碱能抑制角朊细胞增殖, 并

有抗炎和调节免疫的作用, 临床上用于治疗银屑病

32 例, 总有效率达 87. 5% , 尤其对早期病人疗效更

好, 对病期长、皮损厚、面积较大者也能起到减少鳞

屑, 使皮肤变薄和稳定病情的作用。

现已知苦参抗菌的主要活性成分是苦参碱、氧

化苦参碱、槐定碱、三叶豆檀甙和高丽槐素[4 ]。

1. 8　抗病毒活性

陈婷婷等[45 ]报道, 苦参总碱浓度在0. 000 2～

3. 125 gömL 时, 可产生明显的抗柯萨奇 B 病毒

(CVB ) 活性, 且作用与药物浓度存在剂量依赖关

系。刘晶星等[46 ]以纯化的CVB 作为病毒蛋白质对

照, 研究其作用机理, 结果表明纯化苦参总碱抗

CVB 的作用机理是不影响病毒的吸附, 它能进入细

胞内影响病毒的生物合成, 主要表现为抑制病毒蛋

白质的合成。杨志伟等人[47 ]的研究表明, 苦参总碱

在体外有明显抗CVB 3 (柯萨奇B 组 3 型病毒) 的作

用。叶明等人[48 ]报道, 苦参碱具有抗乙肝病毒的作

用, 可用于乙型肝炎的临床治疗。

1. 9　对细菌脂多糖所致的小鼠死亡有抑制作用

苦参碱可有效抑制细菌脂多糖导致的小鼠死

亡。腹腔注射L PS (细菌脂多糖) 10 m gökg 后, 小鼠

出现竖毛、呼吸急促、大小便失禁等症状, 大部分在

12～ 18 h 内死亡; 而预先口服不同剂量的苦参碱

后, 可有效抑制L PS 的致死毒性, 且呈现显著的量

效关系[49 ]。

1. 10　抗生育作用

杜俊杰等人[50 ]用苦参碱进行体外杀精子效力

试验, 结果表明苦参碱使精子瞬间失活的最低有效

浓度为 0. 85～ 3. 15 göL , 与国外杀精子剂比较, 苦

参碱的有效杀精浓度强于T S288, 稍弱于N P210。黄

自明等[51 ]报道, 苦参碱体外抑精活性存在明显的量

效关系, 低浓度时可使精子运动受抑制, 随着浓度的

提高, 抑制作用逐渐增强, 形态学观察发现苦参碱对

精子有致死作用。药敏试验表明, 苦参碱不抑制乳酸

杆菌的生长、繁衍, 不干扰阴道的菌群环境。

1. 11　抗过敏和平喘作用

鲍淑娟等人[52 ]报道, 氧化苦参碱能抑制 IgE 和

由抗原引起的肥大细胞释放组织胺, 但不改变 Pa

细胞的 cAM P 水平, 说明氧化苦参碱有抗过敏作

用; 对大鼠、豚鼠的离体气管、回肠平滑肌在有Ca2+

和无 Ca2+ 的情况下, 苦参碱均能明显地对抗组织

胺、乙酰胆碱和氯化钡兴奋气管平滑肌和肠平滑肌

的作用, 在无 Ca2+ 的情况下, 这种对抗作用更为明

显。可见, 苦参具有平喘作用, 临床上已用来治疗支

气管哮喘及喘息型气管炎。

1. 12　药理上的其他活性作用

苦参还有利尿、镇静、镇痛解热的作用, 而且苦

参中的其他一些成分, 如金雀碱、臭豆碱有兴奋呼吸

的作用, 白金雀花碱有兴奋子宫的作用[53 ]。白音夫

等[54 ]报道, 苦参中的黄烷酮类化合物对盐酸、乙酸、

消炎痛引起的胃粘膜损伤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苦参

碱也具有这种作用。徐三强[55 ]报道, 苦参素能快速

杀死H IV 21 病毒, 从而具有防治艾滋病的作用。章

顺意等[56 ]报道, 苦参具有抗阴道滴虫的活性。辛顺

妹等[57 ]报道, 苦参碱具有止泻的作用。另外, 用苦参

碱滴鼻液治疗变应性鼻炎, 疗效显著, 且苦参碱滴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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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对鼻粘膜无刺激性[58 ]。

2　在植物保护方面的活性作用

2. 1　杀虫活性

苦参在农业上作为杀虫剂使用, 在我国历史上

已有不少记载,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的杀虫

植物中就有苦参。20 世纪 40 年代, 华南农业大学赵

善欢教授便开始了苦参在农业上的应用调查研究,

称黔桂农民长期用苦参杀虫[39 ]。另据报道[59 ] , 苦参

防治农业和卫生害虫的对象非常广, 包括甘蓝蚜、棉

蚜、红蜘蛛、棉叶跳虫、菜青虫、烟青虫、猿叶虫、桑

磺、野蚕、三化螟、稻飞虱、叶蝉、粘虫、地老虎、蚱蜢、

软体害虫及各种毛虫等。

曲学刚[60 ]用苦参素防治苹果树蚜虫的试验结

果表明, 喷施苦参素植物杀虫剂 1 000 倍液不会产

生药害, 在施药后 1 d 蚜虫减退率为 84. 1% , 校正防

效为 85. 4% ; 施药后 3 d 蚜虫减退率为 98. 7% , 防

效也提高到 99% ; 施药后 5 d 蚜虫数有回升现象, 但

防效仍为 98% 以上, 防治效果优于氧化乐果, 且苦

参杀虫剂不含化学药剂成分, 对果园无污染, 无残

留, 在果树生产上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曾明森等[61 ]

用苦参素防治茶尺蠖的结果表明, 用苦参素 500 倍

液与 1 000 倍液防治 3～ 4 龄茶尺蠖幼虫效果良好,

防治后 1～ 7 d, 防效均达 95% 以上, 两者无显著差

异, 且防效均与对照农药杀灭菊酯 2 000 倍液相当,

与室内试验一致, 表现出了强烈的触杀作用; 用苦参

素 500 倍液防治茶小绿叶蝉, 防治后 1 和 3 d 的效

果分别为 80. 8% 和 69. 1% , 1 000 倍液的防治效果

分别为 74. 1% 和 64. 7% , 防治效果均优于对照农药

高效氯氰菊酯 2 000 倍液的防效。郑方强等[62 ]用 2

göL 的蚜螨敌水剂 (有效成分为苦参碱) 和 3 göL 的

绿灵水剂 (有效成分为苦参碱)进行防治韭蛆及杀虫

研究, 结果表明, 这 2 种植物杀虫剂均表现出很好的

杀虫效果, 在总体效果上与辛硫磷相当, 用 500, 800

和 1 000 倍液, 试虫在 9～ 12 d 内全部死亡; 大田试

验表明, 这 2 种苦参碱杀虫剂在施药后 7 d 的防效

分别为 92. 42% 和 88. 82% , 14 d 之内能将被害率控

制在 3% 以下; 室内研究表明, 苦参碱对韭蛆的消化

系统、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均能产生明显的影响。

用 3. 8 göL 的苦参碱防治菜青虫、菜蚜的药效试验

表明, 其 1 000 倍, 1 500 倍和 2 000 倍药液在施药后

3, 5, 7 d 对菜青虫的防效均达 100% , 对菜蚜的防效

也优于菜田常用药剂敌杀死的防效[63 ]。孙光忠等[64 ]

用 1 göL 的氧化苦参碱水剂 1 800 mL öhm 2 防治菜

青虫, 施药后 3～ 7 d, 防效可达 99. 5% ; 用药 1 200

和 900 mL öhm 2, 在施药后 3～ 7 d 的防效均在 94%

以上, 防治效果非常显著。南京农业专科学校用 3. 6

göL 的苦参碱水剂防治小菜蛾也取得了很好的防治

效果[65 ]。张牢牢等[66 ]亦报道, 1 gökg 苦参生物碱对

菜青虫的防治效果为 85%～ 95% , 1. 5 gökg 对粘虫

的防效为 90% , 2 gökg 对白菜蚜的防效为 100% ; 并

且经分离测定, 认为其主要活性成分为苦参碱和槐

果碱。郑永权等[67 ]报道, 苦参中的黄酮类化合物苦

参酮和槐属二氢黄酮 G 对蚊子具有毒杀活性。

据资料报道[40 ] , 苦参的甲醇提取物有较强的杀

松材线虫活性, 经生物追踪分离鉴定, 证明其杀线虫

的活性成分为甲基野靛碱, 活性对比试验证明甲基

野靛碱的杀线虫活性是臭豆碱的 2 倍, 是野靛碱和

尼古丁的 50%。据此可以认为, 野靛碱型结构具有

杀线虫活性。苦参碱的杀线虫活性较差, 而苦参碱的

不饱和衍生物槐果碱及槐胺碱却有较强的杀线虫活

性, 其中槐果碱的杀线虫活性最强, 因此认为苦参碱

型生物碱 ∆2内酰胺环的不饱和程度对杀线虫活性

是至关重要的。另外, 苦参叶的提取物也具有良好的

杀虫活性, 通过分离鉴定, 其活性成分为苦参碱[40 ]。

2. 2　杀菌活性

苦参具有较广谱的杀菌活性, 除前面所述的抗

炎抑菌活性外, 在农业生产上, 苦参也对多种病菌具

有较强的生物活性。冯俊涛等[68 ]用苦参的丙酮提取

液 (1 gömL ) 做杀菌试验, 以生长速率法测定苦参对

番茄灰霉、小麦赤霉、苹果炭疽菌丝生长的抑制作

用, 抑制率分别为 99. 2% , 93. 2% 和90. 8% ; 采用孢

子萌发法测定其对苹果炭疽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

抑制率为 87. 0% ; 采用黄瓜子叶法测定其对番茄灰

霉病菌的保护作用, 效果为 89. 6% ; 采用温室盆栽

法测定其对小麦白粉病的保护及治疗作用, 效果为

59. 0%。郑永权等[67 ]报道, 苦参中的黄酮类化合物

苦参酮和槐属二氢黄酮 G 对金黄色链球菌、表皮葡

萄球菌、黑曲霉、葡萄孢、大肠杆菌等 10 种病菌具有

抑菌作用。另据报道[67 ] , 苦参酮和槐属二氢黄酮 G

对金黄色葡萄菌和链球菌等食物传染性细菌有抗菌

作用。从苦参中分离并鉴定的黄酮类化合物降苦参

酮、苦参酮、苦参醇、52O 2甲基苦参醇C 以及L 2高丽

槐素等对茄属丝核菌、硬柄皮伞、范特波里氏腐霉、

瓜果腐霉等草坪致病菌有一定抑制作用[40 ]。

2. 3　杀鼠活性

张宏利等[69 ]以小白鼠为试鼠, 对苦参的不同部

位进行了杀鼠活性测定, 结果表明, 饵料中样品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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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 gökg 时, 苦参根、茎叶对小白鼠个体的毒杀率

分别为 100% 和 50% ; 样品含量为 150 gökg 时分别

为 100% 和 20%。以家鸡为试验动物进行的二次中

毒试验中, 无家鸡死亡现象。夏瑞心等[70 ]报道, 用苦

参制成的植物毒鼠剂对害鼠具有一定的毒杀作用。

3　苦参的其他活性

苦参碱是苦参的一种化学成分, 含有像植物内

源激素的相似物质, 所以对农作物有刺激生长的作

用, 同时亦有抑制真菌的作用[71 ]。近几年, 苦参也用

于卫生用品, 如含苦参等 8 种中草药的具有杀菌作

用而无副作用的卫生纸, 含苦参等 14 种中草药的具

有预防皮肤病功效的香皂, 含苦参的可预防粉刺和

可增白的化妆品以及含苦参等多种植物提取液用于

治疗脚臭的药液等, 均已申请了专利[40 ]。傅生[72 ]报

道, 苦参碱对害虫也具有有效的驱避作用。

王秀满等[73 ]报道, 在育肥猪饲料中添加适量苦

参后, 试验组比对照组日采食量提高 6. 3% , 日增重

提高 16. 98% , 饲料报酬提高 9% ; 在 60 d 的试验期

内, 试验组比对照组平均每头猪增加效益 22. 35 元。

4　小　结

从以上的总结中可以看出, 在苦参生物活性的

研究方面, 前人已做了大量的工作, 且对其活性的研

究还在继续。几十年来, 我国在苦参的临床应用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的研究进

一步推动临床应用更趋于广泛和深入。作为天然物

质的苦参中的有效成分, 在药理上有传统药物无法

比拟的优势, 如在抗肿瘤方面, 苦参碱对肿瘤细胞具

有较高的活性, 且对其他正常细胞无副作用。而传统

药物如苯丁酸氮芥、顺二氯二氨基铂、阿霉素、长春

新碱、五氟脲嘧啶、蓖麻毒素等抗癌药物, 虽都能有

效杀死癌细胞, 但同时对正常细胞具有毒性, 并且需

要较高的使用剂量, 因此常常引起严重的副作用, 极

大地影响这些药物的治疗效果[74 ]。可见, 苦参在肿

瘤及其他疾病的治疗中大有发展前途, 目前的研究

及临床试验报道较多, 而在此方面的产品报道较少,

大多停留在研究阶段, 建议能加强苦参在医疗应用

方面的产品研制和开发。

在对苦参化学成分和生物活性的研究中, 所用

材料大多为苦参根, 而据张宏利等[69 ]报道, 苦参茎

叶也具有较强的生物活性, 因此, 也应重视对苦参茎

叶的研究, 进一步提高苦参植物资源的利用率。

按照我国“十五”规划, 甲胺磷、久效磷、对硫磷、

甲基对硫磷和氧化乐果等 5 个高毒品种农药的总产

量要从 1999 年的 11. 77 万 t 削减到 2005 年的 2. 33

万 t, 削减 80% 以上[75 ] , 这将为我国发展生物农药提

供巨大的市场。苦参在农林业生产中可以防治多种

病虫害及鼠害, 并已有几种以苦参为有效成分的农

药品种上市, 但与对苦参总体生物活性的研究相比,

其作用还远远未得到发挥, 特别是现在还未见有以

苦参活性成分为有效成分的植物性杀鼠药剂的报

道。因此, 应进一步扩大苦参在农药上的应用范围,

并对苦参的有效活性成分、结构、构效关系以及防治

病虫害和杀鼠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进一步开

辟我国植物性农药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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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vances in the research on b ioact ivity of S op hora f lavescens

ZHANG Hong- l i1, ZHANG Y ue- j in 2, HAN Chong-xuan 1,YANG Xue- ju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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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lleg e of L if e S ciences,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In the review w e summ arize the research p rogress on b ioact ivity of S op hora f lavescens in re2
cen t years. T he m ain act ive compounds are alkalo ids and flavono is. Study has show n that S op hora

f lavescens,w h ich is Ch inese trad it ional m edicine, has an t itumou s, an t iab scess, an t ip rocreate, an t iarrhythm ic

and an t iviru s act ivit ies, and in agricu ltu re, it cou ld po ison and con tro l m any p lan t d iseases and in sect pests,

and po ssesses act ivity of k illing ra t. T he direct ion fo r the fu tu re app lica t ion research w as also suggested.

Key words: S op hora f lavescens A it. ; b ioact ivity; an t i2pest act ivity; an t iviru s act ivity; act ivity fo r ra t

con tr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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