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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 210029)

　　 提　要 收集近年来有关槟榔的药理作用研究方向的资料 , 综述了所取得的进展 , 概括了槟榔在灭螺 、驱虫 、杀虫 、抑菌 、促胃

肠运动 、诱发口腔粘膜病变及其他相关方面的作用 ,为槟榔的深入研究和将来的开发利用提供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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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槟榔为棕榈科植物槟榔(Areca Catechu L.)的干燥成熟种

子 ,含生物碱 0.3%～ 0.6%, 以槟榔碱为主(0.1%～ 0.5%)。

长期的临床实践证明 , 槟榔具有健胃消食 、行气利水 、杀虫泻

下 、利湿除疸的功效。近年来 , 对槟榔的药理作用研究逐渐增

多 ,现将其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灭螺

冯青等〔1〕研究表明槟榔碱(Arecoline , Are.)与植物灭钉螺

药商陆皂甙或化学灭钉螺药五氨酚钠等联合使用 , 可显著降低

二者的投药量。何昌浩等〔2〕采用WHO公布的“灭螺剂实验室

终筛法”中的浸泡法 , 发现槟榔碱与化学灭螺药合用后 , 降低了

钉螺对药物刺激的敏感性 , 钉螺上爬率明显降低 , 灭螺效果显

著增强。在探讨槟榔碱降低钉螺附壁上爬 , 增强灭螺效果的作

用机制方面 ,邓静萍等〔3〕研究表明 ,槟榔碱使钉螺足平滑肌收

缩力增加 , 且发现其促收缩活动可被维拉帕米所拮抗 , 从而推

测槟榔碱可能具有阻钙作用 ,此研究从理论上解释投药后钉螺

不附壁上爬从而增强灭螺效果的机理。谭苹等〔4 ,5〕运用扫描电

镜和透射电镜观察一定浓度的槟榔碱单用或与杀螺药合用对

钉螺头部及触角 、足跖肌 、壳轴肌 、神经节形态结构的影响 , 发

现槟榔碱能增强灭螺药对钉螺软体结构和神经节细胞的破坏

作用。姚伟星等〔6〕通过观察槟榔碱对大鼠门静脉收缩活动和

钙通道电流(ICa)的剂量与效应关系 , 证明不同浓度的槟榔碱

对 Ca2+和钙通道电流均显示有剂量与效应关系 , 低浓度有促

Ca2+及增加 ICa作用 , 高浓度有阻 Ca2+内流及降低 ICa作用 , 推

测阻钙作用可能是槟榔碱降低钉螺上爬附壁率 、增强灭螺效果

作用的理论依据。

2　驱虫 、杀虫

杨家芬等〔7〕采用体外培养法对溶组织内阿米巴 、兰氏贾第

鞭毛虫与阴道毛滴虫培养基中加入一定量的中药水提物或醇提

物,发现槟榔对阴道毛滴虫有明显抑制作用 , 抑虫率达 81%～

100%。赵文爱等〔8〕观察中药槟榔对体外培养的猪囊尾蚴形态学

改变的影响 ,结果槟榔作用 30min 、1h 后虫体蠕动停止 , 20min、

40min 后虫体表面出现部分剥蚀区 ,表明槟榔可以作为人或猪囊

虫病的治疗药物。田喜凤等〔9〕观察了槟榔南瓜子合剂对猪带绦

虫作用的超微结构, 证实了槟榔南瓜子合剂的驱虫机理主要是

对猪带绦虫起麻痹作用 ,对虫体的皮层 、实质 、神经无损伤。

3　抑菌

黄冰冰等〔10〕采用乙醇溶液作为溶剂 , 通过纸片扩散法筛选

能抑制牙周病菌生长的中草药 ,发现槟榔对各实验菌株呈明显

的抑菌圈 ,可为中草药防治牙周病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材料。

黄正蔚等〔11 ,12〕研究表明槟榔等天然药物对内氏放线菌的生长

和产酸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对唾液链球菌的产酸具有一定的

抑制能力。肖悦等〔13〕发现槟榔对血链球菌的生长和产酸有一

定抑制作用。符起亚等〔14〕采用双盲随机对照法 , 选择了 216 例

慢性牙龈炎患者 ,分为复方槟榔含漱液组 、呋喃西林含漱液组

和蒸馏水组 ,用药后复方槟榔含漱液组的牙龈炎指数 、牙龈出

血指数 、菌斑指数均比用药前有明显降低。

4　促胃肠运动

黄海霞等〔15〕采用胃排空率及高灵敏度应片传感器记录在

体胃和离体十二指肠运动在用药(木香 、槟榔 、木香—槟榔)前

后的改变 ,发现槟榔 、木香—槟榔均能增强胃 、十二指肠运动 ,

合剂效果好于单独用药。邹百仓等〔16〕观察了槟榔对功能性消

化不良模型大鼠平滑肌运动的影响 ,表明槟榔有显著的促功能

性消化不良大鼠胃平滑肌收缩的作用 , 主要作用为增强收缩振

幅 ,对胃运动频率无明显影响。杜志敏等〔17〕发现槟榔碱为M-

受体兴奋药 ,具有明显促进豚鼠离体回肠自发性收缩作用 , 且

呈剂量依赖性关系。杨颖丽等〔18〕通过在体 、离体实验观察槟榔

对动物胃肠运动的影响 , 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理 , 结果表明槟

榔可明显增高家兔十二指肠肠管的张力 , 减小收缩波平均振

幅 ,不影响收缩频率;山莨菪碱 、异搏定能减弱槟榔对十二指肠

肠管张力的增高作用;槟榔对小鼠胃肠推进运动有显著加强作

用。由研究结果得到提示:槟榔兴奋家兔十二指肠 , 此效应可

能由胆碱能M 受体介导 ,且涉及家兔十二指肠平滑肌细胞膜上

对异搏定敏感的 Ca2+通道。朱金照〔19〕报道槟榔灌服对大鼠胃

排空和肠推进有促进作用。陈海潮〔20〕报道槟榔的主要成分之

一槟榔碱对胃肠道平滑肌具有兴奋作用 , 主要表现在使离体豚

鼠回肠自发收缩的幅度增加 , 收缩节律整齐 , 对频率影响不明

显。倪依东等〔21〕观察槟榔水煎液对整体动物小鼠胃肠运动的

影响 , 并结合对大鼠离体胃底平滑肌肌条收缩活动的影响 , 结

果表明槟榔水煎液有促进小鼠胃肠运动和大鼠胃底肌条收缩

的作用 ,并可拮抗阿托品和对抗去甲肾上腺素对胃肠产生的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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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用 ,因此推测槟榔对胃肠运动的促进作用除与M 胆碱受体

有关外 , 很可能与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受体也有关 , 从而产生

双重调节效应 ,促使胃肠运动趋向正常化。

5　诱发口腔黏膜病变

冯云枝等〔22 ,23〕在探讨口腔黏膜下纤维化(OSF)发生机理

中 ,发现槟榔提取物能上调细胞间粘附分子-1(ICAM-1), 刺

激成纤维细胞增殖 , 而诱发 OSF;对体外培养的人类口腔黏膜

上皮角朊细胞(KC), 槟榔提取物能引起 KC 分泌内皮素(ET)水

平上调而诱发 OSF。黄生高等〔24 ,25〕采用黏膜下注射及表面涂

布水溶性槟榔提取液相结合的方法 , 诱发 SD大鼠颊部口腔黏

膜下 OSF ,在实验第 12 、16 、22 及 28 周分别进行颊黏膜显微及

超微结构观察 ,发现模型组动物在各个时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

OSF样改变 , 停止用药后 ,病变未见明显逆转;在 OSF 发生过程

中 ,肥大细胞与成纤维细胞关系密切 , 其数量明显增多 , 且随刺

激时间延长而逐渐增加 ,各模型组肥大细胞计数与组织羟脯氨

酸含量均呈高度正相关 ,提示槟榔某些水溶性成份可通过激发

肥大细胞增殖与活化 ,干扰组织胶原代谢而诱发 OSF。方厂云

等〔26〕采用原位缺口平移技术检测市售槟榔提取物对人胚口腔

黏膜纤维母细胞 DNA的损伤作用 , 发现随着槟榔提取物浓度

增大 ,细胞存活率降低 , 细胞 DNA 损伤程度愈严重 , 表明槟榔

提取物有潜在致癌的可能性。

6　其他作用

胡怡秀等〔27～ 29〕采用精子计数 、精子活动率 、精子形态学指标观

察了槟榔水提取液对雄性小鼠精子的影响, 结果发现槟榔能使小

鼠精子数量明显减少 ,精子活动率明显降低 ,精子畸形率明显升

高,提示槟榔对雄性小鼠生殖功能可能造成一定影响;采用交配试

验观察槟榔水提取液对雄性小鼠生育力的影响, 发现雌鼠授孕率

随剂量增加而下降 ,且实验组仔鼠出生体重明显低于对照组,表明

槟榔对雄性小鼠生育力及仔鼠生长发育可能存在一定影响;采用

绵羊红细胞诱导小鼠迟发型变态反应 、抗体生成细胞检测 、碳粒廓

清试验等进行观察 ,发现长期给予槟榔的受试小鼠 ,未见对细胞免

疫、单核—巨噬细胞功能、胸腺 体重比值的影响, 但在 7.50g kg、

3.75g kg剂量时 ,受试小鼠出现溶血空斑数减少 ,脾 体比值降低。

陈冬梅等〔30〕发现槟榔碱可剂量依赖性地对抗血栓形成 ,其分子机

制可能是通过促进内皮细胞释放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t-PA)

和抑制内皮细胞合成并释放的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PAZ-1)的

活性 ,间接激活纤溶系统 ,发挥抗血栓作用。王雪玲等〔31〕研究提示

槟榔茶可降低血清总胆固醇 ,但对甘油三酯和载脂蛋白无明显影

响。邱小青等〔32〕研究表明槟榔剂量依赖性增加大鼠膀胱逼尿肌肌

条的张力和收缩波平均振幅,对频率无影响;异搏定和阿托品可阻

断槟榔的兴奋作用;六烃季胺、酚妥拉明和消炎痛可部分阻断槟榔

增高肌条张力的效应 ,但不影响收缩波平均振幅。推测槟榔兴奋

大鼠逼尿肌肌条的作用是经由胆碱能M 受体和细胞膜 L型 Ca2+

通道发挥的,部分作用也可能同胆碱能N受体、肾上腺素能α受体

和前列腺素的合成有关。

7　结语

近年来国内对槟榔的药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上述几方面。

笔者认为如果对槟榔的药理研究能逐渐从药材或有效部位进

入到有效成份 ,从药效验证进入到机理探索 , 从对槟榔及其所

含成分的作用途径机制到明确它们在体内作用过程 , 将有利于

槟榔的开发利用。而槟榔碱在杀螺 、驱虫 、促胃肠动力作用方

面的深入研究将为槟榔的开发提供新的线索。 这为中药现代

化和走向国际药品市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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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笔者对比较典型的 48

例 50岁以上的中老年带状疱疹患

者 ,以中西医结合治疗 ,取得较好疗

效 。现将具体方法与结果 ,总结和

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选取 98例 50岁以上中老年带

状疱疹确诊患者 ,随机分为治疗组

和对照组。治疗组 48例 ,其中男性

32例 ,女 16例;平均年龄为 63岁;

病程 3 ～ 15天。对照组 50例 ,其中

男性 28例 ,女性22例;平均年龄 56

岁;病程 2 ～ 14天 。

2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阿昔洛韦 0.75g 加

入 0.9%氯化纳溶液 500ml中静脉

点滴 ,每日 1次 ,协同常规使用神经

营养剂 。

2.2　治疗组　在上述对照组治疗

方法基础上 ,给予:(1)黄芪注射液

20ml加入 5%葡萄糖液 250ml静脉

点滴 ,每日 1次;(2)内服中药龙胆泻肝汤加味:龙胆草

6g ,蒲公英 30g , 板蓝根 30g , 生地 10g ,连翘 、银花 、郁

金 、姜黄(各)15g ,每日 1剂以水煎服。(3)对神经疼痛

明显者再给予针灸或理疗 ,每日1次 ,每次约 20分钟 ,

5天为1疗程。

2组病例在治疗 10天后进行疗效比较 。

3　疗效观察

3.1　疗效标准　痊愈:皮损炎症全退 ,水泡干涸 ,无新

疹 ,自觉症状全部消失;好转:皮疹消退约 70%左右 ,

疼痛明显减退;无效:皮疹消退不足 30%,还有明显的

疼痛;后遗神经痛 ,指在全部脱痂 1周后疼痛依然持

续。

3.2　治疗结果　治疗组痊愈 41例 ,占 85.4%,好转 7

例 ,占 14.6%,总有效率为 100%,有后遗神经痛的为 2

例 ,发生率为 4.2%。对照组痊愈 35例 ,占 70.0%,好

转15例 ,占 30.0%。后遗神经痛率多达 12例 ,发生率

为24.0%。

4　讨论

老年带状疱疹是老年病中较常见的一种疾病 ,从

治疗到见效需要一定的时间。而老年人由于体质相对

较弱 ,抵抗力趋弱 ,西医的诊疗效果有一定的局限性。

而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相对较为理想 。

中老年患带状疱疹 ,神经疼痛多见而剧烈 ,治疗后

遗留有神经痛的也不少见。结合临床观察 ,我们认为

患带状疱疹是由人体正气不足 ,外感热毒邪气郁滞于

经络 ,气血运行不畅所致 。只有尽早排除郁滞在经络

的热毒才能减轻病痛及减少后遗神经痛的发生。因

此 ,治疗一方面要抗病毒 ,宣散热邪 ,另一方面要益气

扶正以托邪外出 。阿昔洛韦对疱疹病毒具有抑制作

用。而中药处方中龙胆草清热燥湿解毒 ,银翘 、板蓝根

清热解毒 ,生地清热凉血 ,郁金 、姜黄活血止痛 ,黄芪益

气固表 、托毒生肌 。体针与理疗 ,有助于经络气血运

畅。经临床观察 ,治疗组对缩短病程 ,缓解疼痛 ,特别

是对减少后遗神经痛的发生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因

此 ,对老年神经疼痛剧烈带状疱疹患者使用以此法为

基础的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及护理 ,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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