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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树林药物研究的历史
、

现状

海洋是一个巨大的药源宝库
。

海洋 生物活性物

质主要包括生物信息物质
、

各类活性成分
、

海生毒素
、

生物功能材料等
,

研究海洋生物活性物质是海洋药

物研究 的主导方向[l]
。

20 世纪 60 年代 以来
,

从海洋

动物
、

植物及微生物中已分离获得新型化合物 1 万多

种
,

其中 1 /2 以上具有抗肿瘤
、

抗菌
、

抗病毒
、

抗凝血

等药理活性 ; 这些新 型化合物为药物设计提供了可

贵的分子模型
,

为海 洋药物的开 发提供 了重要 的先

导化合物库川
。

但与来源于陆生植物的 15 万种天然

产物相 比
,

海洋天然药物至今才 1 万多种
,

从资源研

究上看
,

目前用于研究的海洋生物仅几千 种
,

海洋生

物具有巨大潜力等待开发与研究闭
。

海洋药物的应 用在我 国有着悠 久 的历史
,

是中

医药科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

海洋药物对功能性

疾病
、

自身免疫性疾病
、

老年性疾病及多种疑难病症

具有优于化学药物和传统中药的疗效
。

因此
,

海洋药

业对现代中药产业的发展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

海洋药物由于具有药理的稳定性
、

强效性 和特

异性等优点
,

决定 了海洋药物是具有明显优势的新

药品种
。

目前用于临床的海洋药物主要有
:

藻酸双醋

钠
、

甘糖酷
、

精母注射液
、

龙珠口服液等
,

基本完成研制

的有
:

珍珠贝胶囊和聚甘古醋抗艾滋病注射液等 [z]
。

我国的药物研究
,

极少有来源于海洋生物活性

先导化合物的原创性研究和专利
。

到 目前为止
,

我国

仅研究了约 1 0 00 个海洋化合物
,

鉴定了约 500 个海

洋生物化合物的结构
,

具有 生理活性 的化合物更少
。

而 国外发现了约 9 0 00 种海洋生物化合物
,

其中 50 %

具有活性 [’, 5〕
。

红树林是分布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木本植

物群落
,

中国有红树植物 12 科 15 属 26 种 (含 1 变种 )
,

以及半红树植物 9 科 10 属 n 种困
。

在我国 37 种红树

植物和半红树植物中
,

已发现具有药用价值的 18 种
,

说

明一半的红树植物种类是已知具有民间药物利用传统

的
。

其中
,

老鼠箭(A ca nth
“:

ili “fo li us )l 种真红树植物
,

黄撞(Hi 从sc us til isc eus )和海芒果 (Q而ra ma
n g ha 、 )2 种

半红树植物被《全国中草药汇编》所收录
。

红树植物药的有效成分研究很少
。

具有药用价

值的有毒植物海漆 (公
c o e e。 r i。 。g a lzo c 人。 ) 〔,

,
8 ] 和海

芒果 (C er be ra m a n g h as )川
,

主要是利用其各种有毒

成分
,

而其中多种植物的药用
,

很大程度上 与红树植

物单宁含量较高有关
。

单宁具有收敛
、

止血
、

解毒和

防腐等药学性质[10 】
。

海莲(B r u g u￡e ra
: e x a n g u za )树皮的提取物能有

效地抑制 2 种类型的肿瘤
,

肉瘤 1 8 0 (s a r e o m a 1 8 0 )和

刘易斯肺癌(L e w is zu n g 。a r e in o m a ) [ , ’〕。

老鼠翁是国际上研究较为深人的药用红树植物

之一
。

在我国及亚太地 区其它 国家的红树林海岸居

民都有传统的药物利 用经验
。

泰国学者 K o k p ol [l ‘〕

研究报道
,

在老鼠筋的根提取液中发现的成分如苯并

唔哇琳(b e n z o x a z o lin e-- 2
一 en e )因其对中枢神经系统具

有抑制作用而具有较高的 医药利用价值
,

可作止痛

药
、

退热剂
、

抗惊厥药和安眠药及具有肌肉松弛活性 ;

苯并哩琳能抗真菌病害
,

这种糖的核糖衍生物具有抗

癌和抗病毒活性
;
鼠类试验中证明老鼠筋的根具有抗

白血病 (le u k e m ia ) 的活性
。

Kanc ha
na卿m 等[ ‘,

,
‘3〕从

老 鼠筋的地 上 部分分离得到多种化学成分
。

氏bu

等[1’〕从老鼠幼叶的提取物进行鼠类实验中发现具有抗

肿瘤效应
。

迄今为止从老鼠籁(A ca nt hus ili ci fo l￡us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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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瓷黯吻
分离到了约 30 个化合物

,

主要有
:
2
一

喳琳梭酸
,
2
一

喳

琳淡酸
、

酮类化合物甲基芹菜素
一
7
一

仔汗仆葡萄糖醛

酸昔 (M
et hy la p ig e n io 7

一

仔牙仆g lu e u r o n a te )
、

解皮素
-

3
一

O-- 汗D-- 葡萄糖酸昔 (q u e r ee tin-- 3
一

O-- 任仆 g lu eo p yr a n o -

si de )
,

生物碱 7
一

氯
一

(ZR )
一
2
一

0
一

俘
一

n 毗 喃型葡萄糖基
一
2

氢 1
,
4
一

氧氮杂奈酮
一
3
一

(4 氢 )
一

(7
一

ch IOr
o 一

(Z R )2
一

。牙仆
g lu eo Py r a n o sy l

一

ZH
一
1

,
4 b e n z o x a z in

一
3 (4 H )

一o n e )
,

三菇

系列化合物三菇昔和三菇皂昔 (齐墩果烷
、

羽扇豆醇
、

乌苏烷和乌苏酸等 )
。

国内外对慢性肝炎还没有特效

药物和特效疗法
。

比较有前景的是干扰素和基因疗

法
。

干扰素价格昂贵
,

基因疗法很不成熟
。

而在中国

民间
,

红树植物老 鼠筋根捣碎水煮加上蜂蜜后 口 服

是治疗乙 型肝炎的特效药
,

这是与它的独特的化学

成分有关的
。

海漆 (公
c o ee a r ia a g a zzo e人a )为有毒红 树植物

,

迄今为止从中分离到 的化合物有二菇
、

三枯
、

查尔酮

和毗吮生物碱
,

主要 以二枯化合物为主
,

其中 D aP h
-

n a n e (瑞香烷 )型 22 种化合物
,

它们具有相同的母核

与致癌物质佛波醋相同
,

这类化合物 已被证实是 对

人的皮肤造成刺激损伤的原因 ; 此外
,

从海漆中分离

了 19 种 La bd
a n e
型化合物和 5 种 段ye ~ 型化合物

。

Er ic ks on 等 [15 〕报道了红树植物海漆的提取物 的

抗艾滋病原理
。

最近
,

印度学者 Ba bu 等 [l’
,
‘幻报道 了

红树植物 老 鼠筋的 乙 醇提 取物 (浓度 为 2 50 500

m g / 掩)能有效地抑制肿瘤的生长和致癌物诱导在老

鼠皮层瘤 的生成等
; 日本学者 K o n os hi m a

等[s] 采用

1 2
一

0 四癸酞基
一

佛波
一
1 3

一

乙酸醋诱导 的 E B犷 E A (非

洲淋巴细胞瘤病毒 )活化的体外肿瘤模型
,

对从海漆

中分离的 8 个 Lab da ne 型二枯化合物初步活性筛选
,

其中化合物 7 在肿瘤催进剂 T PA ( 1 2
一

仔四癸酞基
一

佛

波
一
1 3

一

乙酸醋 )和 激动剂 D M B A (7
,
1 2

一

二 甲基苯并

蕙 )协同作用的双阶段小鼠肿瘤模型中
,

该化合物显

示出显著的抗肿瘤活性
。

值得注意的是
,

某些与海洋动植物共生或附 生

的微生物 可产生不同于陆生生物所产生的生物活性

物质
,

其中有些成分以前还 被认为是动植物宿主所

产生的
,

如从海藻中分离 的 Fl
a切加e t“u m u zi彭

n o s u m

产生可抗肿瘤的 M
a rin a e ta n ; 2 0 % 一 5 0 纬海鞘和海参

体内的微生 物可产生具 细胞毒性 和杀菌的化合物 ;

相当部分以前被认为是动植物产生 的毒素 已被证明

是其共生的细 菌所产生少
,

川
。

目前
,

研究与海洋动

植物共生或附生 的微生物所产生的生物活性物质 已

成为海洋药物资源 研究和开发的新兴领域
,

在这方

面已经进行 了有益的探索 [19
,

朔
。

从国际上海洋药物研究 的进展看
,

近几年来
,

天

然药物化学家从红树植物中分离得到大量有 良好抗

肿瘤活性的结构新颖的化合物 [zl
·

州
。

但 目前进人 临

床及临床前研究的抗肿瘤海洋药物主要有膜海鞘素

(D id e m n in B )
、

海兔素肤 (Do la d ta tin 1 0 )
、

苔醉虫素

(B r yo s ta tin l)等[ ‘〕
。

它们多为脂类
、

多肤或蔽类
,

且

多从海洋动物中提取
。

从海洋高等植物—
红树林

中得到抗肿瘤药物用于临床的未见报道
。

可见大力

开发红树植物药物十分紧迫
,

争取早 日获得我国有自

主知识产权 的红树海洋植物药物
。

2 中国海洋红树林植物药物的民间利用

从中国的 自然地理条件和红树林的生态 习性看

来
,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红树林的 自然分布
。

从我国海

岸开发史来看
,

东南沿海 红树林海岸居 民利用红树林

生态系统也至少有几百年历史
。

因此
,

红树林海岸居

民积累了极为丰富 的红树植物的药物利用知识
。

(1 ) 正红树 (R h￡z o Ph o
ra

a P￡e u la ta B I
.

) (红树科 )

民间利用正红树作为治疗结石
、

尿路结石的有效

药物
。

通 常摘取 正红树 的 气 生根顶端嫩尖
,

长 约

1 。m
,

水煮 口服
,

能化解结石
,

使泌尿系统得以畅通
。

在海南琼山县
,

正红树的树皮民间用 于治疗烧伤
、

烫

伤
。

采集方法 是刮 去最外层老树皮
,

剥取第二层树

皮
,

捣碎磨烂之后外敷于患处
,

不仅能防止患处化脓

感染
,

而且促进伤 口较快愈合
,

新皮再生
。

当地部队

16 2 医院
,

经临床试验
,

证明其对烧伤治疗有特效
,

正

在进一步研究开发中
。

(2 ) 木榄 (B r u g u ie
ra g 少m n o r r 丙iza (L

.

) L am k
.

)

(红树科 )

木榄果 (胚轴 )捣碎
,

水煮 口 服
,

民间作为腹泻的

收敛剂卿〕
。

在海南琼山市民间还利用木榄胚轴来治

糖尿病
。

(3 ) 海莲 (B r u g u￡e ra
se x a n g u la (L o u r

.

) Po ir
.

)

(红树科 )

海莲的树叶
,

水煮熬汁 口服
,

可以用来治疗痢疾
。

(4 ) 角果 木 (C er io Ps ta g a l (Pe r r
.

) C
.

B 一R o b
.

)

(红树科 )

角果木的树皮捣碎外敷能止血
,

治恶 疮 ;种子榨

油外敷能止痒
,

治疥癣和冻疮
。

其叶熬汁可 以作为奎

宁的代用品
,

能治疗痢疾卿 3 。

(5 ) 秋茄 (K a n d e l乞a 。a n d el (L
.

) D r u e e ) (红树

科 )

在福建省福鼎县誉屿村
,

民间将秋茄的根挖掘捣

碎
,

水煮 口服
,

能够治疗风湿性关节炎
,

疗效较好
。

当

地居民说能根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病
。

(6 ) 白骨壤(A v 艺c e n n 艺a nza
r in a (Fo

r s k
.

) Vi
e r h

.

)

M a r王n e S eie n e e s / V o l
.

2 9
,

N o
.

9 / 2 00 5



R 器黯琦
(马鞭草科 )

白骨壤的叶
,

捣烂外敷
,

可治脓肿
,

其树皮胶可外

用作为避孕药品[23 〕
。

(7 ) 海漆 (E 工‘o e c a r ia a g a zzo e人a L
.

) (大戟科 )

海漆为有毒的红树植物
,

分泌乳状汁液
,

有刺激

性
,

可使皮肤肿胀
,

倘误人眼睛
,

为害更大 [24 〕,

少量可

引起暂时失明
,

民间有用作箭毒或毒鱼 的[25 〕。

(8 ) 老 鼠籁 (A c a n t人u : ilic ifo liu , L
.

) (爵床科 )

在海南澄迈县
,

民间广泛将其用作药物
。

其根捣

碎水煮
,

加上蜂蜜后口服
,

是治疗乙型肝炎 的特效药
。

一些乙 型肝炎患者
,

用许多其它药物无法治愈
,

就专

程到红树林海岸
,

挖掘老鼠筋的根煎药服 用
,

几个月

后可治愈
;
另一种用途是将根捣碎后外敷于患处

,

有

消炎作用
,

治无名肿痛
。

老鼠筋目前已被《全国中草药汇编 》收录嘟〕。

以

全株或根人药
,

全年可采
,

洗净晒干备用
。

性味功能
:

微咸
、

凉
,

清热解毒
,

能消肿 散结
、

节核平喘
。

外敷可

治瘫病等
。

老鼠筋的药用仍限于民间
,

国家法定药典

《中华人 民共和 国药典》中药部分中尚未记载
。

海南民间用老鼠筋消肿
、

解毒
、

止痛
、

治淋巴结肿

大
、

急性肝脾疼痛
、

黄疽
、

胃痛和哮喘
。

广西 民间运用

其根治神经痛
、

腰肌劳损
、

祛痰等
。

另有报道其叶和

根混合捣碎成糊状
,

可治蛇伤
。

根叶捣碎可作为毛发

防腐剂
。

茎叶可消肿
,

种子捣碎 可治脓肿
。

林鹏 [23 〕

在福建龙海调查 了解到民间还 用老鼠筋治疗男子不

育症
。

该种在福建已濒临灭绝
,

各地适宜种植和利用

相结合
,

以保护种质资源
。

(9 ) 小 花 老 鼠筋 (A c a n t人u : 。占r e c te a t u s V a hl
.

)

(爵床科 )

小花老鼠筋的果实捣碎外敷
,

可治疗疗 [27 〕。

(1 0 ) 海桑 (S o n o e r a t泣a e a se o la r ia (L
.

) E n g le r )

(海桑科 )

海桑的果实捣烂成糊状
,

可以治扭伤嘟〕
。

其果

实
、

叶和花作为内科用药
。

( 1 1 ) 杯曹海桑 (S o n n e
ra ria a lb a S m

.

) (海桑科 )

杯尊海 桑果实榨汁发酵
,

可用于止溢血 [za 〕
。

(12 ) 榄李 (L u m n ￡tze ra ra ce mo
sa Pre sl

.

) (使君子

科)

榄李的树叶熬汁
,

可治鹅 口疮
、

雪 口病 [27 〕。

(1 3 ) 银 叶树 (H e r itie ra l艺t t o
ra lis (D r g a n d

.

)

A it
.

)( 梧桐科 )

银叶树 的 树皮
,

水煮熬 汁内 服
,

可 治疗 血尿

病卿】
。

银叶树也用作治疗腹泻 和赤痢
,

其种仁被认

为是一种滋补品卿习。

(1 4 ) 海芒果 (Ce
r b e

ra m a n g 人a : L
.

) (夹竹桃科 )

海南民间用海芒果的叶
、

树皮
、

乳汁
、

有催吐
、

下

泻之效
,

但有毒
,

用量须慎重
。

广西民间用海芒果做

泻下剂仁2 ? ]
。

海芒果为《全国中草药汇编 》收录的红树植物
,

药

用部分为其树液
,

具有催吐
、

泻下之效用
,

属少用中草

药类
。

海芒果所含的海芒果贰具有强心作用
,

国内已从

海芒果中提取海芒果贰
。

属一种显效快
,

正性肌力作

用强
,

持续时间短的强心贰
,

用于治疗心 力衰竭 的急

性病症
。

海芒果为中国红树林中的有毒植物哪〕。

其树叶

和果均有毒
,

核仁毒性最强
。

因含氢氛酸和海芒果贰

(。er b er in )等
,

其茎呈生物碱和酸性物质反应
。

种 子

可毒鱼哪〕。

在海南琼 山县 调查了解到
,

民间有吃食

海芒果果实自杀者
。

误食其果实中毒时
,

民间用灌鲜

羊血
、

饮椰子水解毒
。

(1 5 ) 玉蕊 (Ba 币鳍
t o n ￡a ra

c e

mo sa R o

xb
.

) (玉蕊

科 )

海南民间将玉蕊作为药用植物
,

其根 可退热
,

果

可以止 咳
。

玉 蕊有一 定毒性
,

民间有误食 中毒发

生 [ , S〕
。

(1 6) 黄横 (H ib ise u : tilia c e u : L
.

) (锦葵科 )

黄模为《全国中草药汇编 》中收录的红树林药用

植物
。

药用部分为叶
、

树皮和花
,

其性甘
、

淡
、

微寒
、

具

清热解毒
、

散痕和消肿之效用
。

民间用来治木薯中

毒
。

方法是采摘鲜花或嫩叶 50 ~ 10 0 9
,

捣烂取汁冲

白糖水 口服
。

严重者可 每日服 2 ~ 3 剂
。

另外
,

能治

疮疖肿痛
,

方法是采摘嫩叶或鲜树皮捣烂外敷
。

黄横

属于少用中草药类
,

但 尚未见 于国家法定的《中华人

民共和 国药典》中药部分
。

广西 民间用黄横治痛疮肿痛
、

解除木薯中毒
。

黄

横树叶掺水磨汁
,

可作为祛痰剂和利尿剂山」
。

(1 7 ) 杨叶 肖模 (Th
esp e s艺a p o p证

二e a (L
.

) So
-

la n d
.

e x C o r r e a ) (锦葵科 )

杨叶肖懂的果实 可捣烂制药膏
,

能去虱
,

其树叶

水煮熬汁
,

可治头痛和疥癣山〕。

( 1 8) 木果棣 (X 夕loc a

净
u s g ra na t u m Ko

e ni g ) (糠

科 )

树皮可治赤痢
,

种仁用作滋补品[23 〕
。

在海南琼

山县和三亚市调查了解到
,

来 自东南亚的游客常采摘

木果棣的果实
,

据说是一种很好的滋补品
。

3 展望

红树林民间药物利用的调 查
,

目前 已经十分 困

难
。

随着海岸居 民医疗条件的改善
,

大多数以往用红

树林植物治疗的疾病
,

现在都已采用西药和其他中成

药
。

民间积累的丰富宝贵的药物利用 经验正在迅速

被遗忘
。

红树林民间药物利用调查虽然十分困难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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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十分紧迫和必要

。

海洋生物似乎能提供无穷尽 的新化合物
。

尤其

是近年来海洋生物中新化合物发现的速度和数量超

出了人们的想象
,

并且不 断有全新骨架 的海洋化合

物被报道
。

从海洋生物中寻找新的活性天 然产物依

然是当前海洋天然产物研究的主要 内容
。

从研究的

海洋生物物种看
,

主要是海绵
,

其次是珊瑚
,

其他物种

还有贝囊类动物
、

苔醉虫
、

棘皮动物
、

海藻
、

海 星等
。

而分布于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红树林天然产物

的研究是海洋天 然产物研究领域 的新热点
,

将扮演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同时
,

开发其药物价值
,

促进海岸 居 民把其作为

药用资源来加以保护和种植
,

才可能使红 树林避免

进一步遭受破坏
。

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结合
,

是

保护我国红树林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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