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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药 知 母 的 药 理 与 化 学 研 究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 系 洪 永福

中药知母是百合科 ��� ����
�
�� � 植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

干燥根茎
。

早在 《神农本草经》 中 就 有 记

载
,

现为一种常用 中药
,

性味苦寒
,

具有滋

阴降火
、

润燥滑肠之功效
。

可治烦热消渴
、

骨蒸劳热
、

肺热咳嗽
、

大便燥结
、

小便不利

等症
。

现代药理学研究
,

用知母浸膏 � �
�

� � � � �� � � 皮下注射能制止大肠杆 菌 引

起的家兔发热
,

因此认为有解热作用
。

近有

报道知母根茎中所 含的皂试具有明显降低 由

甲状腺素造成的耗氧率增 高 及 抑 制�
� � 、

�
�

一� � �酶活性的作用
,

实验结果表 明
,

其中总皂俄对� 。� 、

�
十

一� � �酶的抑制 率

��

达 ��
�

� �
,

而酸水解得到的萨尔萨 皂 试 元

�� � � � � � � � � � � � �� � 抑制率为 � �
�

� �
,

其半

唬拍酞衍生物抑制率为 � �
�

� �
,

从理论上解

释知母具有清热泻火的功效 �’�
。

知母 煎 剂

对葡萄球菌
、

伤寒杆菌
、

痢疾杆 菌
、

副 伤

寒杆 菌
、

大肠杆菌
、

枯草杆 菌
、

霍乱孤菌
、

肺炎双球菌
、

白色念珠菌等均有不同程度的

抑制作用
,

对某些常见的致病性皮肤癣菌也

有抑制作用
。

知母的乙醚浸膏及此浸膏用丙

酮处理所得的粗结晶对�
。 ,
� � 人型结 核 杆

菌亚种有较强的 抑制作用
,

但前人所提到的

皂贰并无此作用
。

在小 鼠实验性结核治疗实

验中
,

用含�
·

� �知母粉的饲料喂食后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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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 结林病灶有抑制 作用
,

但小 鼠死亡率与

对照组差异不大
� 如用 量提高

,

肺结核指数可

接近异烟拼
,

但死亡率亦比对照组高
。

对豚

鼠实验性结核治疗巾
,

能使肺部病变较对照

组减轻 � � � 左右
。

也有报道从知母中提得

一种水溶性皂试
,

对结核杆菌
,

尤其对白色

念珠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

而另一种黄酮结

晶
,

对
‘

结核杆菌亦有抑制作用
。

知母干浸膏给正常家兔注射后
,

对血糖

水平未发现有何影响 � 醇提取物产生暂时性

的血糖升高 , 也有报道水提取物能引起血糖

下降
。

对大鼠试验中
,

知母不能增进葡萄糖

的氧化
,

虽可促进横隔
、

脂肪组织对葡萄糖

的摄取
,

使横隔中糖元含量轻度增加
,

但肝

糖元含量却有所降低
。

知母水提取物对实验

性糖尿病小鼠
,

具有降低血糖
,

使尿中酮体

减少
,

死亡率较对照组减轻的作用
。

最近报

道从知母根茎中分离得到知母聚 糖 �
、

�
、

�
、

�
,

有降血糖作用
,

其 中 �的 活 性 最

强 �’�
。

另外知母浸膏中性原液
,

中等剂量能使

家兔抑制呼吸
,

血压微下降 � 大剂量则使呼

吸停止
,

血压下降
,

导致死亡
。

对 蟾 蛤 心

等剂量能抑制
,

大剂量可麻痹心脏
。

对妊娠家兔离体子宫无显著影响
。

从知母叶

中提得的芒果试 �� � �
�� �

� � ��� 治疗 慢 性

支气管炎
,

有较好的疗效
,

疗程 �� 天
,

有效

率可达��
�

� �芒果贰还具有明显的 利 胆 作

用
。

最近在应用体外诱生抗体方法研究中药

免疫调节作用机理实验中
,

证明芒 果 试 在

�
�

� � ��卜� � � �浓度时对 �� �有一 定 选 择

性抑制作用
,

且不显著影响细胞存活率和回

收率 �� 
。

知母中所含的茄酸
,

有维持皮肤

与神经健康及促进消化道功 能作用
。

二 在对祖国医学
“
肾

” 的研究中
,

选用生

地
、

知母
、

甘草三味滋阴泻火药
,

通过药理

实验与临床观察
,

对它们的作用 原理进行探

讨
。

地塞米松加用以上三种中药 �三味
、

双

味或单味)
,

均可使血浆皮质酮浓度有不 同

程度的 升高
,

从?
.
工8 不:g / 100

n l l的抑制水平

升至5
.
劝 一8

.
44卜Lg / 100 m l不 等

,

抑制残剩

率达引
.
9一 82

.
2 %

,

其中以单味知母及三味

配伍的 效果尤为显著
。

从而提示中药生地
、

知母
、

甘草具有对抗地塞 米 松 抑 制 脑 垂

体
—

肾上腺皮质系功能的作用
,

而使血 浆

皮质酮浓度升高
。

在对影响皮质醇分解代谢

的实验研究中
,

发现知母 具 减 弱 皮 质 醇

C ‘. 。

双键的打开还原 与 C , , , 2 ,
= 经 基

,

C
: 。

酮基的变化
,

对C 3
酮基 的 还 原 及 C ; :

上经基变化的影响方面亦显示一定的抑制作

用
。

由于它能保护皮质醇A 环C :二 。

的双键和

C :
酮基不被还原以及 侧 链 上C 7

和 C Z:
轻基

和C :。
酮基免受降解

,

因此能延缓肝细胞 对

皮质醇的分解代谢
。

近来从我国产的西陵知母根茎 中 分 得

p一谷街醇 (’)
,

据报道治疗皮 肤 鳞 癌
、

宫

颈癌等有较好疗效且无副作用
,

另其有降低

血胆固醇作用和较强的抗炎
、

解热活性
。

对知母的化学成分研究
,

早在1934年就

提得无定形的皂贰及皂俄元
,

到目前为止
,

巳了解知母中所含主要化学成分 有 皂 贰
、

黄酮
、

木脂素
、

获酸
、

胆硷以及多糖
、

还原

塘
、

粘液质
,

裸酸
、

日一谷苗醇
、

脂肪油等

多种化学成分
。

其中有些成分的化学结构 已

被确认
,

现分述如下
:

一
、

皂试类

最早从我国东北产的知母中分得无定形

粗皂贰
,

价p 21 0~ 2 15 ℃
,

并得到微黄 色 无

定形皂试元
,

rn p 1
45 ~

1
50 ℃

。

后来在 采 用

溶血法测定中药中所含皂贰成分时
,

也证实

知母中含有大量的皂贰
。

实验证明
,

其根茎

含 6 % 皂贰
,

经酸水解
,

得到主要 的 皂 贰

元

—
萨尔萨皂贰元 (“少

。

知母生药粗粉 5 9 ,

加 15 % V /V H :5 0 ‘

5 0 m l 及氯仿50 m l ,

水解 2 小时
,

检查氯 仿

层中留体化含物
,

在硅胶G 薄板 上
,

以 氯

仿

—
丙酮

—
环 己烷 ( 3 : 3 : 4 ) 为展

开剂
,

展开后用三氯化锑氯仿饱 和液显色
,

6 3

1
1

11盔.口



麦现有 7 个颜色不 同的斑点
。

冬夫采集的知

毒粮童叭 只含有萨尔萨皂试元
,

含量约为

0
.
5 %

,

夏天采集的根茎中
,

提得萨尔 萨 皂

贰元及少量吗尔考皂试元 (M a rk o ge , , i n
)

。

另从知母花中得到一 皂试 结 晶
, n ‘

p 2 4 6 一

245℃
,

C

2 7

H

4 2 一

“ O
‘ ,

也有报道从知词 中

分到一种水溶性皂试
,

1ll
PI 邪℃

。

还有报道

从新鲜采集的知母根茎中
,

经酸水解
,

再用

有机溶剂提取
,

可分离得到三种皂试元
,

即

萨尔萨皂贰元
,

吗尔考皂试元和 新艾脱皂试

元 (N e o gito g en in ) (日 )
。

知母皂试元能溶于 乙醇
、

丙酮
、

苯和氯

仿
,

对 L ieb er m a n n
一B urch ard 反 应

,

S
a

l k
o

w
s

k i
,

T
s e

h
u

g
a e

f f

,
R

o s e n

一H e-

im er和 L a w ren e e 5 m a lo w a n等反应呈阳

性
。

萨尔萨皂试元和硫酸作用后
,

紫外吸收

光谱入m a x 2 7 1 n m (3
.
9 8 )

、

3 1 0
n

m ( 3

.

8 5 )

吗尔考皂试元和 硫酸作用后
,

紫外吸收光谱

入m a x 270 n tn (4
.
0 0)

,

3 0 8
n

m ( 3

.

9 0 )

。

二

二 _
_
_
⋯

、
, 、 ‘

一 kcl
萨尔萨皂贰元红外光谱

,

有
”

益及(Cm 一 ‘

):

9 9 0
,

9 2 1
,

8 9 了
,

8 5 3 ( 9 2 1
)

8 9 7 ) 的一组特

征吸收 峰
,

在3100一 2750e m 一 ‘

区
,

尚 可 见

到295 0 ,
2 9 3 0

,
2 8 7 0

,
2 8 6 0

,

2 8 5 0 几个吸收

峰
。

喇曼激光 光 谱 (R a m an S peetl’a
) 也

用于 鉴定街体皂试元
,

如采用红外光谱与喇

曼激光光谱结合来鉴定萨尔萨皂贰元
。

萨尔

萨皂试元质谱有 m / e4 16 (M
十

)

,
1 3 9 ( 基

峰) ,
3 5 7

,
3 4 4

,
3 0 2

,
2 7 3

,
2 5 5

,

1 2 6
,

1
15 等主要碎片离子峰 ‘4 )

。

知母根茎的粗粉
,

用 甲醇提取得到粗总

皂试
。

经纸层析检识 出 6 种皂试
,

命名为知

母皂试 (T im osa p o n in ) A l ,

A 五
,

A 班 ,

A W

,

B l 和 B 互 (v)
。

经柱层析分离得到含

量较高的A I 和 B 工
,

其余种未分离 得到
。

从知母 中提到的总皂贰
,

经酸完全 水解
,

只

得到萨尔萨皂贰元
,

说明这几种皂贰的 试元

均为萨尔萨皂贰元
。

A I 为水不溶性皂贰
,

用 2 N H C I完全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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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解
,

结合 纸层析等方法 分析
,

确认A lll 是

由萨尔萨皂贰元 及一分子半乳糖和一分子葡

萄糖组成
,

A 引 经用o
.
S N H :5 0 4一

50 % 乙醇

进行部分酸水解
,

分析鉴定出A 工
,

A 五 经

酸水解得到萨尔萨皂贰元和一分子半乳糖
,

可见A 工是 A 拼的 次级试
,

在 A 皿 分子中
,

糖部分是由一分子葡萄糖先和一分子半乳糖

连接成双糖
,

再通过半乳糖和贰元相连接
。

最后采用 K u h n的 甲基化方法分析出糖的 连

接位置
,

定 出A 班 的 化学结构
。

B 工为水溶性皂试
,

经 2 N H C I完 全 水

解
,

得萨尔萨
一

皂试元
,

并析出半乳糖和葡萄

糖两种单糖
。

B 工经苦杏仁酶于 2 5℃
,

放置

4 天进行酶解
,

从酶解产物中析出A I 及葡

萄糖
,

经定性定量分折
,

确认B l 的分子 组

成为在A I 分子上再连接一分子葡萄糖
,

但

连接位置尚不清楚
。

另报道从西陵知母新鲜根茎中
,

分离得

到两种皂试
,

称知母皂试A 和B ,

经紫外
、

红外
、

核磁共振和质谱等分鉴定
,

其中A 为

A 皿 ,
B 可能为一种新皂贰

,

其化学结 构 是

在 A I 分子上再连接两分子葡萄糖
,

且均 以

p一贰相连接 (‘)
。

对不同时期采集的知母贰含量变化的研

究认为
,

6 月份开花期采集的根茎
,

水不溶

性皂试含量较高
,

而 12 月份采集的根茎 (地

上部分 已枯死 ) ,

水溶性皂试 含量较高
。

也

有人研究 了知母栽培条件及根 中皂贰成分随

季节性变化
,

认为皂试成分还因温度和湿度

而有变化
,

对不 同生长期的知母根茎中萨尔

萨皂试元含量测定结果表明
,

在该植物的营

养期 4 一 5 月份
,

皂试元含量最高
,

可 达

3
.
17 %

,

而对不 同年份生的 根茎 中萨尔萨皂

试元含量测定结果显示
,

当年生长出的根茎

中含量最低
,

仅有 1
.
7 %

,

而生长了两 年 的

根茎含量最高
,

达4
.
19 %

,

生长 了三年的 根

茎次之 (8) 。

二
、

黄酮类

原先从知母 中提得一种具有黄酮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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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
,

称为知母宁 (C h irn o nin)
,

呈谈 黄

色结晶
、

后经紫外
,

红外及X 射线衍射等 鉴

定
,

确认为芒果伏
。

芒果试最先是从M ang-

ifera in di a
叶中分离得到

。

知母根茎中含芒

果试为0
.
5%

,

叶中含量为0
.
7% (5) (s) 后来

又在知母地上部位提到异芒果试 (iso m a n g

ifer in ) (’ 。
) 从花中也分离得到芒果贰和异

芒果试
、

知母所 含黄酮类成分
,

在紫外光谱

中有四个特征吸收峰
,

因此认为可用于知母

质量的初步鉴定
。

采用 薄层层析
—

紫外分

光法测定不同采集期知母根茎 中芒果试的含

量
,

结果表明一年中芒果试含量 以 4 月 份

开花前期最高
,

达 1
.
26 %

,
3 月份刚萌芽时

最低
,

仅0
.
12 % (1 ‘》

。

对知母中芒 果 贰 的

生物合成研究
,

采用
‘ 弓

C 示踪
。

认 为 是 以

C 。

一C 3
前体参与氧杂葱酮的生物合成 的

。

知母中所含黄酮类成分
,

主摹晕芒果试和墓
;

芒果试
,

均属于双苯毗酮类
,

其性质及化学

结构均有详尽的阐述
。

芒果武
:

为 1 ,
3

,
6

,
7 一四经氧杂

慈酮一 Z C 一日一D 一葡萄糖贰
,

淡黄 色针

晶
。

微溶于甲醇
、

乙醇
、

水
,

可溶子热稀甲

醇
,

热稀乙醇
,

能溶于二氧杂环 己 烧 ,
·

晓

咤犷 二甲亚枫和二甲替 甲酞胺
。

具有黄酮的

化学反应
,

与盐酸
—

镁粉试剂反应呈橙红

色
,

F
e

C 1
3

与试液反应呈污绿色
,

遇N a0 H

或 N a ZC O 3
液

,

颜 色加深
,

有黄色萤光
。

硅

胶G 薄层
:

甲苯一 甲酸乙 醋一 甲 酸 ( 5 :

4 : 1 ) (R f 0
.
09 ) , 正丁醇一60% 乙 酸

( z : 一) ( R f 0
.
8 1 )

。

纸层析
; 60% 乙

酸 (R f0
.
52) ;乙酸乙 醋一 甲酸一水 (10

:

2 : 3 ) (R f0
.
42)

。

尹
H 核磁共振

,

以D M S O 为溶剂
,

母 核 上 三

个芳香质子化学位 移 值 为乙6
.
45 (H

‘

)
,

各6
·

9 4
( H

。
)

,

乙7
.
5 3 (H

:
) 其四 甲基 ( 试

元上 ) 一四 乙基 (糖上)化合物质谱
,

〔M 一

59 〕
+
是基峰

,

M

+

强度只 占10 %
。

异芒果武
:

为 1 ,
3

,
6

,
7 一 四经氧

杂蕙酮一 4 C一日一D 一葡萄搪试
,

黄 色 针

晶
,

溶于浓H C I
、

毗吮
、

二甲亚讽
、

二氧杂

环己烷和 55 % 乙醇
,

微溶于甲醇
、

醋 酸
,

不

溶于乙醚
、

石油醚及氯仿等
。

具有黄酮的反

应
,

与盐酸一镁粉 (或锌粉) 试剂反应
,

呈

橙色; 与F eC 13试液反应呈污 绿 色;G ib b, s

反应阴性
,

与N aO H 或N a:C O 。

液反应颜 色

加深
,

有黄色萤光
。

紫外光谱
:

,

E
t 0 H

八
刀l a X

(
n

m ) 2 4 2 ( 4
.
4 4 )

,

2 5 7 ( 4

.

s a )

,

多工3 (4
.
29)

,
3 6 5 ( 4

.

1 0 )

。

~
t-.

、, ,

山
‘

K B

r

, _
. 、 n 月 , 八 ,

~

.

仿

红外光谱
: 勺

石鑫 (c m 一 ‘

)
3 4 5 0 ( 宽 峰

,

多轰基)
’

,
1 6 4 5

( 叛基)
,

为双苯 毗 酮 核
r
一呱酮的毅基典型吸收

。

采用H ag etal 的

方法
,

用F eC 13氧化
,

可得到阿糖和葡萄 糖

(因重排关系)
,

用碘氢酸迥流
,

得 1

紫外光谱
:

、

E t O H

八
I刀 a X

(
n m ) 2 4 0

3 1 6
,

3 6 6

、

E
o o

H 一A l(:l。
(

n
m

)

八 m a x

2 5 8
,

2 3 5

2 6 8
,

3 5 1
,

4 1 6

。

红外光诸
:

入

毖黔
。

m 一 )

3 350 ,
3 1 8 0

( 共骊狱基 )

(肩) (轻 基)

1591。

1 5 6 5

] 6 4 9

,
1 6 2 2

1 4 9 3 ( 芳环) ,

乱 6,
,

冲 一四羚氧杂蕙酮
。

异 芒 果 试

八一耳酸化物的
‘

H 核磁共振谱呈现了 3 个

考香质子及氧杂蕙酮和糖部分各有 4 个乙酞

基
。

其八共甲基化物
‘

H 核磁共振呈现 8 个

甲氧基
,

“个a一殊碳糖质子 (乙4
.
97

,

d

,

J
= l o

e
p

s
)

,

和 3 个芳香质子 (乙7
.
65 ;6

.
8 3

和6. 43)
,

其四甲基 (贰元上 ) 一 四 乙 基

(搪上) 化合物质谱
,

M

+
m

/

e
6

46 是基峰
,

〔M 一59 〕年
强度占22%

。

三
、

其他成分

知母中尚有维生素 B 族类成分
,

如茄 酸

等测得其含量
,

每克生药含蔑酸总 量2D 0 毫

微克
,

其中赘酞胺 12 毫微克
。

从知母中分离

得到 5 个酸类化合物
,

A
~

E
,

其中化 合 物

C 和E 被确认为正木脂素
,

并对其立体 化 学

作用了研究 (‘ “
) (

“ ’
)

。

6 母



二

知每根茎中含知母聚楷A
,

仑
,

c 和D ,

经凝胶层析 法 和 Sep h a ery l S ~ 20 0或s~

鉴。。柱法测得它们分子量分别为1
.
2 x l。“

.

6
、

6

.

0 x 1 0
‘、

2

.

4
x 1 0

‘和6
.
5 x lo ‘ ,

其中A 由

威李糖
,

阿精
、

木糖
、

半乳糖组成; B 由 鼠

李搪
、

阿糖
、

半乳糖
,

葡萄糖组成
,

C 由岩

藻精
、

阿糖
、

木搪
、

半乳搪
,

葡萄糖组成 ,

D 由甘露糖和葡萄搪组成 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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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保健药

这一部分的专利申请以人体保健用药为

主
,

包括生发剂
、

口腔清洁剂
、

戒烟剂
、

减

肥剂
、

食品保存剂以及保健食品和饮料等
。

以罗 卜的酒精提取液为主的头发生长刺

激剂
,

已有广泛的国际影响
。

这种生发剂有

芳香味
,

擦在头发上不会发生粘连现象
,

对

阳光无敏感
。

它的配方和制作过程 如 下
。

3 7 0 公斤小罗 卜
,

用酒精提取得800 立升提取

液
,

将之与芥菜子 (200公斤 )
、

杜 松 果

(100公斤)
、

马郁兰叶 (10。公斤) 的酒精

提取液200 立升混合
。

再在此混合液中 加 入

5
.
1克Proso lal和 40公斤三氧化二铝

。

冷 却

至 4 ~ 6 ℃
,

析出沉淀并分离
,

得谈棕色透

明液
。

向此透明液中加进异硫氰酸 烯 丙 醋

35m g/ L
、

C
u + 2

1

.

6 m g
/ L

、

绕丹宁 1 m g/L
、

含硫的氨基酸185Om g/ L
,

即为所要的生 发

剂 (” “
)

。

从石胡萎属植物C en tiP ed a eu n -

n in g h a m ii 提取得到的有效成分
,

也有刺激

66

头发生长的作用
。

它既可作成油膏 局 部 涂

用
,

也可作成口 服剂 (瑞 ”
)

。

雏菊的干叶和茎

的水提取液对促进头发生长也有较好效果
。

8 克雏菊的干叶和根与 2 克药用紫草干叶浸

在 120克水中煮沸
,

每天 口服 2 次 (名‘)
。

对医疗口腔疾病如牙周炎等
,

亦有数件

专利报道 “ 2 一 ‘ “
)

。

用低级醇 (甲
、

乙醇 )
、

极性溶媒 (丙酮
、

乙醚) 或 非 极 性 溶 媒

(苯
、

石油醚) 提取 山金车
、

豆荔
、

银杏
、

人参得到的有效成分
,

可有效制止由于葡萄

球菌引起的齿垢和 防止牙齿腐蚀
,

还可消除

齿跟炎症
。

从 良姜
、

南天竹
、

山植
、

忍冬
、

紫苏
、

钩樟
、

杏仁
、

牡丹皮等药材中也可提

取得治序上述口腔 炎症的成分
。

治疗齿跟红

肿
、

出血
、

过敏或脓溢也可用明矾粉和丁香

粉治疗
,

这两种成分的体积 比是 1 : 1 。

「月

矾和丁香在180 一 200 ℃干燥 8 ~ 10小时
,

在

干燥空气中冷至室温
,

压成粉混合在一起
。

将这种混合粉直接上到有病灶的齿跟
_
上

,

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