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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参是药用豆科槐属植物苦参 Sophora%flavescens%Ait的
干燥根，性寒味苦，始载于我国最早的药学文献《神农本草
经》。 据《本草纲目》记载：苦参，苦、寒，无毒，具有清热解毒、
祛风燥湿、杀虫利尿等功效。 随着分离提取技术的进步，发现
在苦参、苦豆子、广豆根中存在同一类以苦参碱为代表的生
物碱。 苦参碱(matrine)和氧化苦参碱(oxymatrine)化学分子式
分别为Ｃ15H24N2O和Ｃ15H24N2O2，分子量分别为 266和 282，
是苦参型生物碱的主要活性成分，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
化，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和功效，如抗菌、抗炎、抗风湿、抗肿
瘤、抗过敏、抗病毒、抗寄生虫、抗心律失常、消肿利尿、免疫
及生物反应调节作用等[1,2]。 现将其药理作用和制备方法作一
简要综述。
1%%%药理作用
1.1%%%%抗炎作用 近年来研究发现苦参碱及氧化苦参碱均可
调节小鼠及大鼠腹腔肥大细胞组织胺释放，两者可有效抑制
IgE及其特异性抗原引起的肥大细胞释放组织胺、 白三烯等
介质，而对一些非特异性激活剂，如 PHA等诱导的组织胺释
放无影响。 已有报道临床上可用于治疗荨麻疹、湿疹、急性肾
炎、鼻炎及皮炎[1]。
1.2%%%%抗肝炎病毒及肝损伤作用 研究证实，苦参碱及氧化苦
参碱具有抗乙型肝炎病毒和抗肝纤维化的双重作用，临床采
用苦参碱或氧化苦参碱注射液治疗后获得满意疗效[3,4]。 苦参
碱及氧化苦参碱不仅可抑制 HBV病毒的复制， 还对感染后
免疫系统具有双向调节作用，从而减轻肝损伤程度。 苦参碱
及氧化苦参碱还对各种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可用于肝
功能损伤较重并伴有黄疸的患者， 其对肝细胞的保护作用，
表现在丙氨酸转氨酶降低，肝脏病理变化明显减轻，抑制巨
噬细胞释放肿瘤坏死因子[5]。此外，苦参碱及氧化苦参碱可阻
断肝细胞的异常凋亡，对实验性小鼠肝衰竭具有保护作用。
1.3%%%%抗纤维化作用 有研究结果表明，苦参碱及氧化苦参碱
在抗肝纤维化、抗皮肤纤维化、抗肾小球硬化和肾间质纤维
化等方面有较强活性[6~8]。 苦参碱及氧化苦参碱能抑制胶原活
动度和防治肝纤维化，且在治疗慢性肝炎和肝纤维化等方面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9~14]。
1.4%%%%对免疫系统的调节作用 苦参碱及氧化苦参碱可表现
出一定的免疫调节作用[15]。 氧化苦参碱可使低反应性的人扁
桃体淋巴细胞增殖能力提高，对高反应性的人扁桃体淋巴细
胞及正常小鼠脾细胞增殖则表现为抑制作用。 由此说明，其
对淋巴细胞增殖的影响和细胞状态密切相关。 氧化苦参碱还
可使淋巴细胞浆游离钙水平上升，其钙离子来源于细胞内储
存钙的释放。
1.5%%%%抗肿瘤作用 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能有效地抑制肿瘤
细胞的增殖与转移；同时促进肿瘤的凋亡并诱导分化，提高
患者机体免疫力[16]。 这一研究结果提示苦参有可能在抗肿瘤
机制中发挥独特效用，为中医中药临床治疗肿瘤提供新的思
路。
1.6%%%%抗心律失常作用 苦参碱及氧化苦参碱对心脏具有负
性频率、负性自律性和延长有效不应期作用，可以对抗乌头
碱引起的心律失常，推测其为类抗心律失常药物[17]。
1.7%%%%抗寄生虫作用 苦参型生物总碱对阿米巴原虫、贾滴虫
均有杀灭作用，但目前对其杀灭寄生虫的机理尚不明确[18]。

此外，还有关于氧化苦参碱具有镇静、催眠等中枢抑制
作用和平喘、止痒、止泻作用以及影响细胞凋亡的报道[19~21]。
2%%%%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的制备

周维仁等通过对江苏盱眙产苦参各部总生物碱含量测
定结果的分析，发现在苦参植株中除常用的根部苦参总生物
碱含量较高外，其叶、茎中也含有一定量的总生物碱，尤其是
种子中总生物碱含量相当高[22]。
2.1%%%%苦参碱的制备方法
2.1.1%%%%醇提法 张奎远等对苦参碱的提取工艺进行了研究，
发现水提法过滤极为困难，且提取率低，而用 60%乙醇 6倍
量回流提取 3次，每次 2h，苦参碱含量为 7.07mg/g[23]。
2.1.2%%%%离子交换法 高拴平等研究了离子交换法提取分离
苦参碱的工艺和过程，结果发现采用此提取分离方法，苦参
碱的产率高，结晶质量好[24]。
2.1.3%%%%合成法 诸平等对苦参碱的合成方法进行了研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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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9页）Ab对头孢哌酮 /舒巴坦最为敏感（100%），其
次是左旋氧氟沙星（88.7%）、环丙沙星（87.1%）。 耐药性较高
的是头孢唑啉(93.5%)、头孢噻肟(80.6%)、头孢他啶(66.1%)，
与其他报道基本相符[2]%，耐药率 >30%的抗菌药物有 9种，多
重耐药严重。

根据鲍氏不动杆菌引起医院感染的特点，而 ICU又往往
是危重病人，常需气管切开、插管等侵入操作，故 ICU需加强
水、自身、医用器械和管路的清洗消毒，严格执行无菌操作，

控制外源性医院感染，同时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及早留取标
本送检，为有效选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以防止多重耐菌株
的播散，预防医院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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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出了苦参碱及其衍生物的 4种不同合成方法[25]。
2.1.4%%%%其他 也有使用氯仿 +浓氨溶液提取法、水溶液提取
法、水和甲醇(1:1)溶液的提取方法用于苦参碱制备的文献报
道[26]。
2.2%%%%氧化苦参碱的制备方法
2.2.1%%%%水提醇沉法 此法为中药制剂常用的方法，是制备氧
化苦参碱较早使用的方法，效果一般。
2.2.2%%%%微滤-大孔树脂法 高红宁等采用微滤 -大孔树脂法
精制苦参中氧化苦参碱，并与水提醇沉法进行了比较。 试验
结果显示经微滤 -大孔树脂法处理后，氧化苦参碱保留率为
78.88%，醇沉法为 60.7%；微滤 -大孔树脂法处理的固形物去
除率为 38.95%，醇沉法为 34.88%，可见微滤 -大孔树脂法较
醇沉法能更有效地保留有效成分、去除杂质[27]。
2.2.3%%%%离子交换树脂法 崔九成等采用离子交换树脂法制
备氧化苦参碱，其正交实验结果表明，氧化苦参碱最佳提取
工艺组合为用 0.1%的稀盐酸渗漉，PH=12氨水碱化，80%乙
醇洗脱。 此工艺经扩大量生产，氧化苦参碱的平均收率约 1%
左右[28]。 也有人用聚苯乙烯磺酸型阳离子交换树脂分离法制
备氧化苦参碱 [29]，得率为原药材的 1.8%。
2.2.4%%%%超临界 CO2流体萃取法 刘喆等采用超临界 CO2流
体萃取法提取苦豆子中的氧化苦参碱，以 0.1mL/L的氨水作
碱化剂，在 45℃、压力 42MPa的条件下萃取 2h，并用高效液
相色谱法对萃取液中的氧化苦参碱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
该方法可靠，精密度高[30]。
3%%%%展望

苦参碱及氧化苦参碱有抗肝炎病毒、抗肿瘤等重要的药
理活性，其提取制备方法简便，收率高，工业可行性好，对其
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开发和利用传统中草药
苦参等，为临床提供一种安全、廉价的中药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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