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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珊瑚又名九节茶，出《生

草药性备要》，别名肿节风、接骨

金粟兰、接骨木，为金粟兰科

(Chloranthaceae)植物草珊瑚

Sarcandra glabra(Thunb)Nakai的

全株。多为全草人药。草珊瑚属植

物主要分布于浙江、安徽、广东、

广西、云南、江西、福建、台湾、

湖南、四川等地。其味辛、苦，性

平，有小毒，具有清热、祛风、抗

癌、活血化瘀、接骨、止痛等作

用，临床主要用于感冒、肺热喘

咳、痢疾、泄泻、肠痈、疮疡肿

毒、跌打损伤、骨折、风湿痹痛以

及癌症等疾病的治疗。近年来，草

珊瑚已被研制开发出一系列药品和

保健食品，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本文根据国内外几十年的研

究，从生药学、化学成分、药理作

用及临床应用等方面作一综述。

1 生药学研究

草珊瑚属包括2种和2变种，

其中2种为：草珊瑚(Sarcandra

glabra)、海南草珊瑚

(SⅡ厂condro矗口in口nensis)；2变种

啦作者简介刘爱华，女，江西中医学院2000级颈_：蠡研究生。

为：屏边草珊瑚[S．hainanensis

(Pei) Swang et Bailey var

Pingbianensis C．Z．Qiao et Q．H

Zhang]、陵水草珊瑚[s．

Hainanensis(Pei)Swang et Bailey

var．1ingshuinensis C．Z．Qiao et Q．

H Zhang]‘1I。

1．1 植物形态草珊瑚为常绿半

灌木，高30～140cm。根褐色、味

芳香，茎直立，多分枝，节膨大，

节间有明显的纵沟纹。叶革质，卵

型或卵状披针形，对生，边缘具粗

锯齿，齿端有1腺体，雄蕊1，药

隔棒状肉质。核果球形，成熟时鲜

红色。多生于山谷、山坡、林下阴

[43]张晨，黄世林．雄黄抗白血病细胞多

药耐药及其凋亡诱导关系的研究．中国中医

基础医学杂志，1999，12：41—42．

[44]张文卿，刘叙仪，刘海英，等．中药

R，对耐阿霉素人乳腺癌细胞系(MC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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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药耐受的逆转作用．中药药理与临床，1994

(5)：16—21．

[45]张文卿，刘叙仪，韩复生，等．中药

R，对耐阿霉素人乳腺癌细胞P糖蛋白表达的

影响．中药药理与『临床，1996(1)：18—21．

[46]刘叙仪，孟松娘，杨敬贤，等．中药

R3对耐阿霉素人乳腺癌细胞(MCF7”“)多

药耐药的逆转．中国肿瘤l临床，1997，24：

32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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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处L2 J。海南草珊瑚又名山泽兰、

山牛耳清。海南草珊瑚与草珊瑚比

较，其差异为：叶纸质，核果卵

形，雄蕾药隔为卵形或圆盘状。两

个新变种(屏边珊瑚和陵水草珊

瑚)与原变种相比较，雄蕾形态

变异颇大，屏边草珊瑚药隔呈卵

形，背面显著隆起；药室侧生，明

显向内，常短于药隔。陵水草珊瑚

药隔呈长舌状，长度为前者的两倍

以上，复部有纵向沟槽；药室明显

短于药隔¨J。

1．2 显微结构1950年，Swang

等人对草珊瑚和海南草珊瑚进行了

各部器官的解剖学研究，在两种植

物中都没有发现导管分子-3 J。Thi—

erry(1912)H o虽发现草珊瑚有导

管存在，但他却解释为“具梯状

纹孔或后生木质部管胞”。Taka-

hashi(1988)∞1发现草珊瑚茎的木

质部中具有导管，Cariquist

(1987)M o发现草珊瑚根的木质部

中也存在梯状复穿孔导管分子。由

此可见，草珊瑚根和茎的木质部都

有导管存在。最近，李松林⋯也

对草珊瑚属植物各器官进行了解剖

学研究，发现都存在不易判断的管

胞样的导管分子。张遂申旧1则发

现海南草珊瑚茎的木质部中确有导

管存在，而且局限在初生木质部，

次生木质部几乎没有，偶然有也是

极不典型的。此外，在初生木质部

中，导管的数量比例远比根的次生

木质部中的要少。

取广西、四川、贵州产草珊瑚

株中部成熟叶片以及江西产草珊瑚

株上部不完全成熟叶片、中部成熟

叶片和下部老叶片，用扫描电镜进

行叶类生药学鉴定，研究发现叶表

角层谱有差异，且江西产草珊瑚同

株不同发育程度叶的角质层谱也有

很大差异。因此在利用扫描电镜进

行植物种间鉴定或叶类生药鉴定

时，必须在广泛收集样品的基础上

对不同发育程度和不同产地的同种

植物叶进行比较研究，以保证结果

的可靠性-9 J。不同产地草珊瑚茎

和根的组织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

所以不同产地草珊瑚的组织鉴定具

有一定的实用意义H 0|。

2 化学成分研究

主要对草珊瑚进行了研究，从

中分离得到内酯、挥发油、有机

酸、黄酮等多类化学成分，其中许

多是草珊瑚抗菌消炎的有效成分，

而对海南草珊瑚却未见报道。

2．1 内酯类成分Yoshio Takeda

等人u刈从草珊瑚中提得倍半帖内

酯F。Hiroaki okamura等人‘1引又从

草珊瑚中分得Chloranosides A和

B。王爱琴等人[13]也从草珊瑚中分

得istanbulin A。

2．2 挥发油 李松林[14 3对不同

产地的草珊瑚研究发现，草珊瑚挥

发油存在3个化学型，即化合物A

型、橙椒醇型和十六烷型。黄荣清

等人¨5、161从草珊瑚中检出38种挥

发油成分，但目前仅有乙酸芳樟酯

被分离出来。

2．3 有机酸有机酸是目前发现

的中草药抗菌消炎活性成分比较多

的一类Ⅲ]。李先春‘18、191利用超临

界流体及GC．MS等方法检出草珊

瑚中含有机酸24种，但从草珊瑚

中分得的有机酸只有延胡索酸和琥

玻酸。

2．4 黄酮类草珊瑚中的总黄酮

含量较高，其中以叶的含量最高，

根其次，茎最低脚]。但迄今只有

绨纹天竺素鼠李糖苷和落新妇苷单

体分离的报道_21I。

2．5 其他类从草珊瑚中分得一

个香豆素类成分一异芩皮定心2I。

指田丰等人[2纠从九节茶果实中分

得N—B一乙氧苯基一3一(3，4

一甲叉二氧苯基)丙烯酰胺和N—

B一乙氧苯基一3一(3，4一二甲

氧苯基)丙烯酰胺，他还从中国

产注射剂中分得p一谷甾醇一p—

D一葡萄糖苷、葡萄糖、蔗糖等。

朱元昌等人Ⅲo对肿节风的微量元

素进行x一射线荧光分析，检测得

K?Mg?Na?Mn?Fe?Ni?Cu?

Zn、Se、Pb、Sr、Rb。田学萍[25]

从草珊瑚含片中测得无门冬氨酸等

16种氨基酸，还测得Fe、Al等8

种无机元素。

3 药理研究

3．1 抗菌作用 草珊瑚超临界流

体萃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

杆菌、伤寒沙门氏菌、铜绿假单胞

均有较好的抑菌效果¨8|。不同产

地草珊瑚挥发油主成分在质和量上

存在差异，其抗真菌活性也有所不

同1141。草珊瑚中分得的有机酸

(延胡索酸和琥珀酸)对绿脓杆

菌、痢疾杆菌、乙型链球菌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017]。肿节风中的异白

蜡树定制成5rag／ml的水溶液，以

60mg／kg给药，对已接种的S。舳的

小白鼠灌胃，3次／13，结果表明

其对s㈤的抑制率为37～38％，而

体重不下降旧2|。

3．2 抗病毒作用 草珊瑚浸膏经

柱层析粗分，其10％乙醇洗脱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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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对流感病毒A／京#斗／1／68

(n3N2)15EID，。具有灭活作用，对

30EID轴也具有抑制作用，且作用

强于金刚烷胺、感冒灵、吗啉双

胍㈨。

3．3 抗肿瘤作用小白鼠腹腔注

射琥珀酸0．25∥kg，对S。。。的抑

制率为42．0～42．9％(P<0．01)，

对大鼠w：铂的抑制率为39％(P

<0．01)。腹腔注射乙酸芳樟酯

1ml／kg对S。。。的抑制率为45％

(P<0．001)埋7J。肿节风中的微

量元素zn、Cu、Mn、Mg、Fe、

Se、Rb均为人体必须元素，若缺

少会直接或间接导致癌变ⅢJ。肿

节风对二甲基亚硝胺中毒性肝损伤

大鼠的恢复具有促进作用，原理是

它具有促进肝脏轻度脂肪沉淀作用

(该作用是抗肿瘤作用的表现之

一)心8I。动物实验表明，肿节风干

浸膏对Sj80及w：，。按照4～12克干

浸膏(40—120克生药)／公斤体

重，连续口服7～11天的抑癌率在

30．4～56．7％之间(P<0．05，

P<0．01)，证明它具有抗癌活

性心9-31]。肿节风对癌细胞和荷瘤

肝耗氧能力有直接的抑制作用，故

阻止细胞分裂，肿节风还可使琥珀

酸脱氢酶活力趋向正常化，表明它

有使癌组织恢复巴斯德效应的趋

势[32‘。肿节风浸膏对小鼠自发乳

腺癌caⅢ的抑癌率为30～35％，

对自发白血病腹水型AL(T／C)

的延长生命率为60％，挥发油则

对EAC、S180、W256、S37有30～

40％的抑癌率旧0I。草珊瑚中总黄

酮甙对恢复荷瘤小鼠腹腔巨噬细胞

吞噬功能有显著的效果，但不直接

52 Tm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0121710l

破坏免疫抑制因子∞3。。

3．4 抗溃疡作用 肿节风对非特

异性炎症，特别是胃溃疡有明显的

修复细胞，促进胃粘膜保护层修复

作用∞0I。用肿节风浸膏治疗利血

平诱发的大鼠胃溃疡、糜烂性胃

炎，有与硫酸铝相似的抗溃疡作用

和抑制胃蛋白酶的自体组织分解作

用，并能直接与胃粘膜蛋白结合形

成保护膜，促进溃疡的修复和粘膜

再生‘34。。

4 临床研究

4．1 抗肿瘤 上海20家医疗单

位对17种恶性肿瘤共373例，分

成两组进行临床疗效统计，第一组

为单独使用肿节风片共1 14例，

总有效率为62．8％，显效率为

22．1％【35I。用肿节风治疗系统恶

性肿瘤18例，显效3例，有效19

例，无效5例，总有效率为

72％[36|。肿节风对胰腺癌亦有

效口7|。肿节风为主治疗急性白血

病14例，完全缓解4例，部分缓

解6例，未缓解4例，治疗过程中

无毒性反应，无任何不良反应，使

用方便，价格低廉[3 8|。

4．2 治疗银屑病用单味草珊瑚

治疗银屑病58例，结果治愈38

例，好转14例，无效6例，总有

效率89．7％㈣。
4．3 治疗各种炎症草珊瑚冲洗

剂治疗口腔炎症80例，疗效突出，

临床应用安全H⋯。草珊瑚含片治

疗慢性咽炎80例，结果治愈12

例，显效22例，有效30例，无效

16例，总有效率80％[41 J。肿节风

还可治疗疱疹性口炎、急性喉炎、

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和细菌

性痢疾一“。

4．4 治疗血小板减少症肿节风

口服液治疗血小板减少症100例，

结果显效51例，有效30例，无效

19例，总有效率为81％。其中一

疗程(100例)显效15例，有效

71例，无效14例，总有效率为

86％；二疗程(71例)显效36

例，有效30例，无效5例，总有

效率为93％143|。肿节风治疗原发

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26例，观察

到粘膜及内脏出血1～4天内缓解，

皮肤淤点、淤斑、紫斑7～15天内

消失，10天内复查血小板计数均

在10万／立方毫米以上，出血时间

正常，尤对急性者疗效显著。随访

半年以上21例，3个月以上5例，

均未见复发Ⅲ1。

4．5 其它 有报道_45。采用“九

节茶”内服治疗10种骨折40例，

服药天数为19～71．5天，临床愈

合时间为19—66．5天。用肿节风

浸膏片(每片含浸膏0．25克，相

当于生药2．5克)治疗胃溃疡、胃

窦炎71例，痊愈32例，显效13

例，有效14例，无效12例，总有

效率83％日⋯。

5 小结与展望

草珊瑚属植物在我国分布广

泛，资源丰富，成分多样，具有多

种药理作用，I临床疗效确切，毒副

作用小，因此是一类很有研究价值

的植物。国内外在生药学及药理学

方面都对其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但

在化学成分方面研究较少。应多加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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