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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羚 甲基
一 一

糠醛
一

在 中药复方 中
的研 究现状及相关 药效探讨

口耿 放 王喜军 嘿龙江中医 药大学 哈尔滨 巧

摘 要 本文总结 了化合物
一

夯 甲基
一 一

糠醛
一 一 一

的一般形成过程和存在

状况
,

归纳 了其药理作用
,

并概括 了
一

在 中药复方 中的研究现状
。

作者在此基础上提 出
一

可能是 中药复方 中的一个未被人们所 了解的活性成分
,

其在中药复方 中可能发挥着独特药效
。

关键词
一

夯 甲基糠醛 中药

中药 的成分是复杂 的
、

有差异 的
,

但从 多种植物

和 中药 复方 中发 现 了一 个共 同成 分
一

经 甲基糠 醛
一 一 一 ,

简称
一 ,

该成分在 中

药及 复方 中的作用及其代谢情 况可能对 阐明 中药及

复方 的作用具有重要 意义
。 一

主要是 由己糖经

加热分解产生
,

广泛存在于含有糖类物质 的植物 和

食品中
,

一般炮制或加热后
一

含量增加
。

在含糖

的食 品 和 药 品 生 产
、

存放 过 程 中都 有 可 能 生 成
,

有关研究对 医 药工业
、

糖工业 以 及食 品工业来

说是非常重要的
。

有关
一

的药理作用一直以来

存有争议
,

有人 曾报道
一

有一定程度 的毒副作

用
,

但近年来研究表 明其还具有抗氧化
、

改善血液流

变学等对人体有利 的作用
。

另外
,

中药复方 中也发现

了
一 ,

是煎煮过程 中产生 的新成分
。

本文对

的形成过程
、

存在现状
、

药理作用及其在 中药复

方 中的研究现状等进行 了归纳
,

综述如下
。

一
、 一

轻甲基
一 一

糠醛
一

的形成和存在

收稿 日期 一 一

修回 日期 一 一

一

舟 甲基
一 一

糠醛
一

的形成

形成过程 在蔗糖生产过程 中以及各类含糖

食 品和药品的生产和贮存过程 中
,

都不 可避免地会

发生糖 的热降解反应 蔗糖的焦化及还原糖的分解

和美拉德反应
。

各反应 同时发生并存在着相互影响
,

使反应过程及产物非常复杂
。

例如 中药的炮制
、

蜂

蜜 的存放
、

葡萄糖注射液 的灭菌等过程
。

然而
,

上述

两个反应都会产生一种 可用来 指示反应进行程度 的

物质 即
一 。

其生成过程见图
。

影响 因素
一

在 形 成 过 程 中受 多种 因

素 的影 响
。

加热 的 时 间 和 温 度 是 首 要 因 素
’ ,

不 论

是 中药 的炮制 过 程 还 是 注 射 液 的 高温 灭 菌 过 程 均

能使
一

的含量呈 规 律性 变 化
,

有 时其 含量 的

增 加 与 灭 菌 温 度
、

时 间成 正 比
。

另 外
,

高温 状 态

下
,

存在 溶 液 的 电解 质 价 数 越 高
,

分解 产 生 的

量越 多 , 。

联 系人 王喜军
,

冬刊编委
,

教授
,

博士 生 导师
,

黑龙江 中医 药大 学副校长
,

研究方 向 中药血清药物化学及 中药质量标准化研究
,

, 卜 卜
, 一 。

〔 ‘ 邵加
。 七 衍 浏 耐

,‘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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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塞里基卫二趣醛 丛 夕直植鱼盛空的查在

状况

从 文 献 中 可 知
, 一

存 在 于 可 能 发 生 蔗 糖

或单糖 的热 降解反应 的食品和植 物 中
。

例 如
,

葡萄

干
、

速 溶 咖 啡
、

啤酒
、

蜂 蜜
、

婴 儿乳 制 品
、

黄

杏 日本 等
。

已 发 现 含 有
一

及 其衍 生 物 的

植 物 见表
。

注射液 中的杂质

由于 葡 萄糖
、

果 糖 注射 液 在储存
、

加热 灭 菌 过

程 中都有 可能产 生
一 ,

而
一

由静脉人 血

后 会 产 生 副作 用
,

故 在 中 国药 典【圳
、

中 国 医 院 制

剂 规 范训
、

英 国药 典 】中分 别 限定 了 葡 萄糖
、

果 糖

注射液 中
一

的含量
。

一

的检 测 方 法 和 含 量 测 定 方 法 也 较 为 成

熟
。 一

在 处有最大吸收
,

故 一可见分光

光度法 是较为普遍 的测定方法
。

该法简单
,

易于在

医 院和制剂 室操作
,

因此应 用 范 围较广
。

近 年来
,

法
一

的应 用 克 服 了
一

和其他 成分在 同

一波长处 有吸收 的问题
,

从而能够更 准确 的

测定其含量 和控制注射液的质量
。

质基础
。

从产于 日本 的杏 中分离得 到 了
一 ,

通过血

液流变学实验同样证实 了
一

在改善血液流变性

方面的作用
。

杭酷氨酸酶

报道显示
,

菌类植物长裙竹荪 的 甲醇提取物具

有抗酷氨酸酶活性 的作用
。

经分离和药效学追踪
,

确

定其活性成分为
一 。

进一步的药动学实验表明
,

一

是一个氧化左旋多 巴 的非竞争抑制剂
,

并且

不 同基团的取代物其药效也相应改变
。

影响甘草酸代谢

蜂蜜 中含有葡萄糖
、

蔗糖
、 一

等成分
,

将这

一

一

·,

弹笠
。一

一

葡萄糖
一

在甲基糖醛

图
一

的生成过程示意图

二
、

药理学研究
表 植物 药 中

一

的分布情况
一

结构类似物质 糠醛为母核 备 注

﹀﹀﹀﹀﹀﹀﹀﹀﹀﹀改善血液流 变学的作用

在 等人 的研究 中得

知
,

熟地 黄可 以 通过改善红细

胞变形能力
、

红细胞集合体形成

等红细胞动态
,

并通过使纤溶 系

功能增强而改善血液流变学
,

从

而呈现血流促进 的作用 与熟地

黄相 比
,

生
、

干地 黄 的血 液 流 变

色 学 改 善作用 较 弱
,

或 未 显示 作

用
。

而熟地 中含有
一 ,

且含

量为生地 中的 倍
。

近年来
,

有

研究 证 实 了从熟 地 中分离 得 到

的
一

在增进血红细胞 变性

方 面 的作用
,

这不 仅证实 了

的药理作用
,

同时 阐明 了

熟地 改 善血 液 流 变学 的药效物

狗脊

熟地黄
,

乌糊
山 茱芡

,

北五味子回

石解小菇 ,习

玄参 ,

抽皮
,刀

牛膝

板蓝根一

滇黄精浏

北苍术
,

石 曹蒲网

手掌参

硕苞蔷薇果四

西南忍冬四

肉桂子固

槐树子囚

炮制后产生
,

有刺激性

炮制后含量增加 倍

炮制后产生

一

弃甲基糠酸
一

舟甲基糠醛

双
一

甲酞基糠基 醚

双
一

甲酞基糠基 醚

一

乙酞氧基糠醛

双〔
一

甲酞基糠基 〕醚
一 一

﹀﹀﹀﹀﹀﹀

〔评 ,‘
办 众 以 几夕浏 〕 ,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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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成分分别家兔 口 服给药后
,

家兔体 内甘草酸和甘

草次酸的代谢情况受到影响
。

结果表明
, 一

能抑

制甘草次酸氧化为
一

脱氢甘草次酸
,

增加 甘草酸在

体 内的吸 收
,

从而促进 甘草酸和甘草次酸 的抑 制肿

瘤
、

抗炎
、

降低血 中胆 固醇 的作用
。

杀 虫作 用四

等采取药效追踪 的方式对 山茱英 的

甲醇提取物进行研究
,

分离得到了
一 。

通过药效

学实验发现
一

对于黑腹果蝇幼虫有杀虫作用
。

毒性相关性研究

研究发现
,

在 以焦糖 为着色剂 的各种食物 中
,

的含量可 以 达到
。

为了证实蔗糖加热后可 以

产生结肠小囊异常生 长 的作用
,

利用结肠致癌

剂造模 的 雌性大 鼠进行实验
。

造模 周后
,

将动物随机分成 组
,

并分别在正常饮食 中加人未

加热 的蔗糖
、

加热后 的蔗糖
、

加热后蔗糖的丁醇提取

物 去除
一

和 的
一

进 行饲养
。

结果显

示
,

蔗糖 加 热 组 和 的
一

组 均 出现 明 显 的
,

而
一

丁醇提取物组大 鼠未出现
。

进一步实验

还 证实
一

能直接导致 的产生
,

并呈剂量

依赖性
。

由此得 出结论
,

对糖进行加热后 包括 家庭

烹制 如能产 生 含量 为 的
一 ,

就有可 能 引发

并促进结肠小囊异常生 长
。

另外
, 一

可产生一

定程度的基 因毒性
,

推测其机制为
一

在体 内经

过硫化和氯化 的过程而产生 的致突变作用
。

但也有大量 文献报道
一

并 不具有某些毒副

作用
。 , , , 等对

一

对家兔的一般毒理

和特殊毒理学进行考察
。

结果表明
,

家兔体重
、

血红蛋

自
、

自细胞数
、

血小板
、

血浆蛋 白
、

血浆 一丙氨酸一转氨

酶
、

碱性磷酸酶
、

肝细胞坏死
、

肝脂肪化程度等指标均

未改变 连续 静脉 注射
一

的等渗

溶液后
,

并未增加对静脉 的刺激
,

而此时 的给药

剂量要远远大于葡萄糖注射液 中会产生 的
一

的

量
。

另有报道 显示
,

在对 种碳水化合物的热降解产

物对小 鼠皮肤癌的作用 的研究中发现
, 一

并未显

示 出诱导和促进皮肤癌 的作用
。

通过 一 对蛋

自质损伤和影 响谷肤 甘肤活性 的研究
,

得 出结论
,

虽然能够使正常细胞 内谷肤甘肤活性受到一定

影响
,

但远远不会给人体带来严重的损害
。

代谢研究

将
一

用 ’℃标记后 大 鼠 口 服 给 药
,

后 发

现 ’℃ 主要 集 中在 肾脏 和 膀胧
,

其次是肝 脏
,

胃肠 道

较少
,

可见 肾排泄是
一

的主要排泄方式
。

在大 鼠

给药 后 的尿液 中检测到 了两种 吠喃环 的成分
,

经 甲基
一 一

糠 酸 和 的甘氨酸结合物
,

并且尿液 中的 ’℃ 含量达到
,

给药

后其含量大大降低
。

由此可见
, 一

在大 鼠体内主

要经 肾排泄
,

且代谢速度较快
。

三
、

中药复方中的
一

不仅单 味 中药 中存在
一 ,

中药 复方 中也 同

样存在
。

所不 同的是
,

复方 中的
一

多 由配伍
、

煎

煮后新产生
。

例如
,

在生脉散闭书 合煎剂 中分 离得到

了一个新成分
,

经光谱鉴定后确定为
一 。

该研究

表明
,

单味人参
、

麦冬
、

五味子在煎煮前均不 含
, 一

是麦冬 与五味子共煎过程 中生成 的
,

且

含量 随麦 冬 的增 加 而增 加
。

因此 分 析 生 脉 散 中

产生 和变化机理为 麦冬在与五味子共煎时 酸

性条件下
,

麦冬 中所含的糖降解生成 了
一 。

复方独特疗效有其独特 的物质基础
,

即复方在

煎煮
、

制剂过程 中发生 了化学变化
,

从 而使复方的化

学成分与单味药化学成分与其简单加和有 了很 大 区

别
,

甚至是本质 的区别
。

在复方组成过程 的特定条件

下
,

药物 与药物 间发生 了相互 作用
,

从 而使化学成 分

发生 了改变
,

而且这种变化与 中药疗效直接相关
。

四
、

讨 论

综上可知
,

由于
一

的广泛存在性
,

其药理作

用是人们 的研究重点
。

但
一

的作用产生机制仍

未 明晰
,

目前还停 留在一个推测
、

争论 的阶段
。

作 为

糖 的热 降解 产 物
, 一

的研 究 已 涉 足 医 药 业
、

糖

业
、

食品业等领域
,

尤其医药领域意义重大
。

多年来
,

虽然其相关研究有一定 程度 的积 累
,

但还 没有公认

的结论
,

尤其是药理作用还存在争议
。

在 自然 界 中
,

不仅存 在 多种 含有
一

的植物
,

受热后 能产生

的糖类物质更是随处可见
。

那么
, 一

的存在

别 〔律 ,
。 阴 。邵 体 众以 双八 心 ￡ 血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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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究竟给人类带来 了什么样 的作用 在多种 中药

、

复方

之 间会不会存在某种共性 生脉散的研究给人们提

供启示
,

这种新物质 的产生对整体疗效是有利 的
,

很有可能成为隐藏在单味药成分背后 的
、

未被

人们所认识的活性成分
,

中药复方 中的
一

将为

整体药效的发挥做出贡献
。

而且
,

我们在六味地黄丸

中发 现 了该成分 的衍生物
,

其 意 义何在
,

尚待 阐明
。

我们将关注对
一

的研究
,

从而 阐明
一

自身

和中药复方药理作用之间的内在联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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