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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抗糖尿病有效成分及药理活性
□ 康　洁１　陈若芸２　于德泉２

（１．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北京　１０００５０
２．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物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０５０）

　　摘　要　糖尿病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疾病，目前用于治疗糖尿病的化学及生物化学类药物已成为研
究重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报道，自然界中存在大量抗糖尿病的有效成分，如生物碱类，萜及其苷

类，色原酮类，硫键化合物，不饱和脂肪酸，葡萄糖苷类，多糖类等。本文对这些成分进行了化学和

药理方面的综述。

　　关键词　抗糖尿病活性　天然有效成分　综述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有遗传倾向的内分泌系统疾
病，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糖、脂肪、蛋白质代谢紊乱，

以血糖增高和尿糖为特征，进而导致多个系统、多个

脏器损害的综合征。该病仅次于心脑血管病和肿瘤，

被列为世界第三大疾病。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糖尿

病发病率快速上升，糖尿病已成为对人类健康的重大

威胁。现在，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药物主要依赖

于化学及生物化学类药物，但据报道，使用这些药物

并不能使人完全康复。而传统中药及天然的抗糖尿病

有效成分以其新颖的化学结构和较好的药理活性，日

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为糖尿病药物的研制提供了光明

的前景。以下化合物是对糖尿病有一定作用的天然化

合物。

１　生物碱类
１１　多羟基生物碱类　多羟基生物碱为一类含有氮
原子且在环上有一定数目的羟基化合物，结构类似于

单糖。由于结构与单糖类似，在体内它们有可能取代

糖的位置而与糖苷酶结合，而且氮原子的存在，使得

这种结合可能更强，因此竞争性的抑制了糖苷酶的活

性从而影响了糖代谢。根据结构上的差异，多羟基生

物碱可分为五个类型：吡咯烷类，多羟基哌啶类，吲

哚里西啶类，吡咯里西啶类，吡咯啉类。

１１１　吡咯烷类 （ｐｙｒｒｏｌｉｄｉｎｅｓ）　这类化合物的结构
类似于呋喃糖，母核为五元环。

化合物２（Ｒ），５（Ｒ）ｂｉｓ（ｈｙｄｒｏｘｙｍｅｔｈｙｌ）３（Ｒ），４
（Ｒ）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ｙｒｒｏｌｉｄｉｎｅ（ＤＭＤＰ）（１），ｈｏｍｏＤＭＤＰ
（２），６ｄｅｏｘｙｈｏｍｏＤＭＤＰ（３）是从风信子 Ｈｙａｃｉｎｔｈｕ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风信子属，百合科）的鳞茎的５０％甲醇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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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分离得到的［１］：其中化合物３对稻米中的 α葡萄
糖苷酶和大鼠肠内的麦芽糖酶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ＩＣ５０分别为２２μＭ和２５μＭ；化合物１和２对稻米中
的 α葡萄糖苷酶的作用较弱，ＩＣ５０分别为 ２００和
１３０μＭ［１］。

化合物ｒａｄｉｃａｍｉｎｅＡ（４）和ｒａｄｉｃａｍｉｎｅＢ（５）是从
半边莲Ｌｏｂｅｌ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半边莲属，半边莲科）的全草
的５０％甲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的［２］，它们均对酵母中

的α葡萄糖苷酶有较强的抑制作用，ＩＣ５０分别为６７
和９３μＭ［２］。
１１２　多羟基哌啶类 （ｐｉｐｅｒｉｄｉｎｅｓ）　这类化合物为
１去氧吡喃糖的Ｏ被Ｎ取代而成的类似物。

化合物αｈｏｍｏｎｏｊｉｒｉｍｙｃｉｎ（６），β－ｈｏｍｏｎｏｊｉｒｉｍｙｃｉｎ
（７），αｈｏｍｏｍａｎｎｏｊｉｒｉｍｙｃｉｎ（８），βｈｏｍｏｍａｎｎｏｊｉｒｉｍｙｃｉｎ
（９）是从 Ａｇｌａｏｎｅｍａｔｒｅｕｂｉｉ（广东万年青属，天南星科）
的５０％甲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的［３］：其中化合物６，
７，９对大鼠肠内的蔗糖酶有较强的抑制作用，ＩＣ５０分
别为０１７，７２和３０μＭ；化合物８的作用相对较弱，
ＩＣ５０为２７μＭ

［３］。

化合物 ｆａｇｏｍｉｎｅ（１０）和 ４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
ｆａｇｏｍｉｎｅ（１１）是从Ｘａｎｔｈｏｃｅｒｃｉｓｚａｍｂｅｓｉａｃａ的根的５０％
甲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的［４］。当静脉注射剂量为１５０
μｍｏｌ·ｋｇ－１和７５μｍｏｌ·ｋｇ－１时，均对链脲佐菌素所致
的糖尿病小鼠有降血糖作用［４］。

化合物 ２Ｏ（αＤｇａｌａｃｔ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１ｄｅｏｘｙｎｏｊｉｒｉ
ｍｙｃｉｎ（１２），６Ｏ（αＤｇａｌａｃｔ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１ｄｅｏｘｙｎｏｊｉｒｉ
ｍｙｃｉｎ（１３），３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１ｄｅｏｘｙｎｏｊｉｒｉｍｙ
ｃｉｎ（１４）是从桑白皮 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桑属，桑科）的根的水
提取物中分离得到的［５］：其中化合物１２和 １３是较强
的稻米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ＩＣ５０分别为０９５和６０
μＭ；化合物 １４的抑制作用相对较弱，ＩＣ５０为
３００μＭ［５］。

化合物 ７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αｈｏｍｏｎｏｊｉｒｉｍｙｃｉｎ
（１５）是从山梗菜 Ｌｏｂｅｌｉａｓｅｓｓｉｌｉｆｏｌｉａ（半边莲属，半边莲
科）的全草５０％甲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的［６］。１Ｏβ
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５ｄｅｏｘｙ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ｉｎｅ（１６），１ｄｅｏｘｙａｄ
ｅｎｏｐｈｏｒｉｎｅ（１７）是从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ｓｐｐ（沙参属，桔梗科）
的根的５０％甲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的［６］：其中化合物

１５和１６对稻米α葡萄糖苷酶有较强的抑制作用，ＩＣ５０

分别为０２５和０４９μＭ；化合物１７的作用相对较弱，
ＩＣ５０为２１μＭ

［６］。

１１３　吲哚里西啶类（ｉｎｄｏｌｉｚｉｄｉｎｅｓ）　这类化合物以
叔碳稠和吡咯环与哌啶环而成的双环体系。

化合物６，７ｄｉｅｐｉｃａｓｔａ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ｎｅ（１８），ｃａｓｔａｎｏｓｐｅｒ
ｍｉｎｅ（１９），６ｅｐｉｃａｓｔａ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ｎｅ（２０），ｌｅｎｔｉｇｉｎｏｓｉｎｅ
（２１）是从 Ｃａｓｔａｎ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ａｕｓｔｒａｌｅ的种子的甲醇提取
物中分离得到的［７］：其中化合物１９对淀粉葡萄糖苷
酶的抑制作用最强，ＩＣ５０为８０μＭ；化合物１８，２０，２１
的ＩＣ５０分别为８４，２０和３２μＭ

［７］。

１１４　吡咯里西啶类（ｐｙｒｒｏｌｉｚｉｄｉｎｅｓ）　这类化合物为
两个五元吡咯环稠合而成的双环体系。

化合物 ｈｙａｃｉｎｔｈａｃｉｎｅｓＡ１（２２），Ａ２（２３）是从 Ｍｕｓ
ｃａｒｉ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ｕｍ（射香兰属，百合科）的鳞茎的６０％乙
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的［８］；化合物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ｎｅ（２４）是从
Ｃａｓｔａｎ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ａｕｓｔｒａｌｅ的种子的甲醇提取物中分离得
到的［７］。其中化合物２３和２４对淀粉葡萄糖苷酶的抑
制作用较强，ＩＣ５０分别为８６

［８］和６０μＭ［７］；化合物２２
的ＩＣ５０为２５μＭ

［８］。

１１５　降－托品烷类 （ｎｏｒｔｒｏｐａｎｅｓ）　 此类化合物是
由吡咯烷与哌啶骈和而成的杂环。

化合物 ｃａｌｙｓｔｅｇｉｎＢ２（２５）和 ｃａｌｙｓｔｅｇｉｎＮ１（２６）是
从天仙子Ｈｙｏｓｃｙａｍｕｓｎｉｇｅｒ（天仙子属，茄科）的全草的
水提物中分离得到的，它们对蔗糖酶的抑制作用均较

弱，ＩＣ５０分别为５０００和１００００μＭ
［９］。

１１６　吡咯啉类 （ｐｙｒｒｏｌｉｎｅｓ）　这类化合物目前文献
报道的只分离得到一个化合物。

化合物ｎｅｃｔｒｉｓｉｎｅ（２７）是从一种真菌 Ｎｅｔｒｉａｌｕｃｉｄａ
Ｆ４４９０中得到的，它对α葡萄糖苷酶有较强的抑制作
用，ＩＣ５０为０３８μＭ

［１０］。

１２　原小檗碱类　此类化合物是由两个异喹啉环稠
和而成。化合物 ｂｅｒｂｅｒｉｎｅ（２８）是中药黄连 Ｃｏｐｔ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黄连属，毛茛科）的主要成分，经实验证明
有降糖作用，在临床上用于治疗ＩＩ型糖尿病［１１］。

１３　双吲哚类　化合物 ｖｉｎｄｏｌｉｎｅ（２９）、ｖｉｎｄｏｌｉｎｉｎｅ
（３０）和 ｌｅｕｒｏｓｉｎｅ（３１）来源于长春花 Ｃａｔｈａｒａｎｔｈｕｓｒｏ
ｓｅｕｓ（长春花属，夹竹桃科）的叶，均有降血糖作用，作
用缓慢但较持久［１２］。

１４　双苄基异喹啉类　此类化合物是由两个苄基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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喹啉在酚羟基位置以醚键方式相连而成。化合物 ｔｅｔ
ｒａｎｄｒｉｎｅ（３２）的醚键连接方式是头头与尾尾相连，它是
从粉防己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ａ（千金藤属，防己科）的根
中提取的，可预防四氧嘧啶大鼠的高血糖发生［１３］。

２　萜及其苷类
２１　三萜及其苷类　化合物２，３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ｕｒｓ１２ｅｎ
２８ｏｉｃａｃｉｄ（３３）和 ３，６，１９ｔｒ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ｕｒｓ１２ｅｎ２８ｏｉｃ
ａｃｉｄ（３４）为乌苏烷型三萜，是从枇杷 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ｊａｐｏｎｉ
ｃａ（枇杷属，蔷薇科）的甲醇部分中分离的［１４］，两者对

遗传型糖尿病小鼠的尿糖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将两个

化合物对正常大鼠口服给药（剂量分别为１０ｍｇ·ｋｇ－１

和０１ｍｇ·ｋｇ－１），可降低其血糖水平（与对照组１００
ｍｇ· １００ｍｌ１相比，相对血糖浓度均为 ７０ｍｇ·
１００ｍｌ１）［１４］。

化合物 ｇｙｍｎｅｍｏｓｉｄｅｂ（３５）和 ｇｙｍｎｅｍｉｃａｃｉｄｓⅢ
（３６），Ⅴ （３７），Ⅷ（３８）为齐墩果烷型三萜，是从匙羹
藤Ｇｙｍｎｅｍａ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ｅ（匙羹藤属，萝摩科）的叶子中得
到的，此四个化合物（剂量均为１００ｍｇ·ｋｇ－１）对抑制
高糖饮食大鼠的血清葡萄糖水平有一定作用，但作用

不是很强［１５］。

化合物ｄｅｈｙｄｒｏｔｒａｍｅｔｅ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３９）为羊毛甾烷三
萜烯型化合物，源于中药茯苓 Ｐｏｒｉａｃｏｃｏｓ（卧孔菌属，
多孔菌科），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新类型的胰岛素增敏

剂［１６］。

化合物ｓｅｎｅｇｉｎ－Ⅱ（４０）为齐墩果烷型三萜，是从
美远志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ｓｅｎｅｇａ（远志属，远志科）中得到的，对
正常小鼠口服给药，剂量为０５ｍｇ·ｋｇ－１，２５ｍｇ·
ｋｇ－１，５ｍｇ·ｋｇ－１时，均能显著降低正常小鼠的血
糖［１７］。

化合物ｇｉｎｓｅｎｏｓｉｄｅＲｂ２（４１）为达玛烷型三萜，是
从人参 Ｐａｎａｘｇｉｎｓｅｎｇ（人参属，五加科）中得到的，可
降低糖尿病大鼠的血糖，使肝中的碳水化合物及糖代

谢趋向正常，多食多尿等症状减轻［１８］。

另外，从黄毛
%

木 Ａｒａｌｉａｄｅｃａｉｓｎｅａｎａ（
%

木属，五

加科）中分得的齐墩果酸和熊果酸［１９］及其它植物中提

取的三萜皂苷，如刺五加皂苷、地肤子皂苷、人参茎

叶皂苷、苦瓜皂苷和三七皂苷等均有降糖活性。

刺五加皂苷能明显降低实验性Ⅱ 型糖尿病大鼠

的高血糖、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聚集指数 ４
个指标，并能拮抗肾上腺素及外源性葡萄糖所致大鼠

血糖升高，表明其可能具有抑制肝糖原分解及促进外

周组织摄取、利用葡萄糖的作用［２０］。

地肤子皂苷灌胃给药，剂量依赖性抑制小鼠胃排

空，表明其降糖机制是减慢葡萄糖由胃向小肠的转

运，这一作用有别于其它降糖药物，可望用于控制糖

尿病患者的饭后高血糖及减慢食物中糖的摄取速

度［２１］。

人参茎叶皂苷可通过降低血糖、脂质过氧化及血

小板聚集率，提高胰岛素水平及超氧化物歧化酶含

量，从而对实验性糖尿病大鼠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

发展起到有效的防治作用［２２］。

苦瓜皂苷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大鼠具有降血糖作

用，治疗２１天后，大鼠血糖明显下降，从１２２ｍｍｏｌ
·Ｌ－１下降到５８ｍｍｏｌ·Ｌ－１（Ｐ＜００１）［２３］。

三七皂苷 Ｃ１能降低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血糖，
效应随连续给药而增强，并呈量效关系趋势［２４］。

２２　二萜及其苷类　从甜叶菊Ｓｔｅｖｉａｒｅｂａｕｄｉａｎａ（甜菊
属，菊科）叶中分得化合物 ｓｔｅｖｉｏｓｉｄｅ（４２），其甙元也
为ｅｎｔ贝壳杉烯型二萜，该化合物有降血糖作用。在
巴拉圭，甜叶菊干叶的水浸液有治疗糖尿病的作用是

众所周知的常识；在我国，用甜叶菊对糖尿病患者进

行实验，结果取得降血糖、尿糖及改善三多症状的效

果，总有效率达８６％。且有甜味，无热值，适宜糖尿
病人食用［２５］。

２３　倍半萜及其苷类　化合物 ｐｒｏｌｏｑｕａｔｉｆｏｌｉｇｅｎｉｎⅣ
（４３）是从枇杷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枇杷属，蔷薇科）中
得到的，对遗传型糖尿病小鼠的尿糖有显着的抑制作

用［１４］。

化合物 βｅｕｄｅｓｍｏｌ（４４）来源于苍术 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
ｌａｎｃｅａ（苍术属，菊科）的根茎，能增强糖尿病人使用
肌松药琥珀酰胆碱所致的神经肌肉阻断作用，对于糖

尿病神经系统并发症的治疗有积极的意义［２６］。

２４　环烯醚萜甙类　化合物 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ｏｓｉｄｅＤ（４５）是
从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ｇｌｕｔｉｎｏｓａ（地黄属，玄参科）中分离得到
的，对自发性糖尿病小鼠有较弱的降糖作用［２７］。

３　色原酮类
化合物 ｉｓｏｌｉｑｕｉｒｉｔｉｇｅｎｉｎ（４６），ｉｓｏｌｉｑｕｉｒｉｔｉｎ（４７），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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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ｕｒａｓｉｄｅ（４８）为查耳酮类黄酮，来源于甘草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
ｚａｅ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甘草属，蝶形花科）的根的水提取物，其
中化合物４６是一种强的醛糖还原酶抑制剂，可预防糖
尿病并发症的发生［２８］。化合物４７是大鼠晶状体醛糖
还原酶抑制剂（ＩＣ５０为０７２μＭ）并且能抑制山梨醇在
人的血红细胞中的积累（ＩＣ５０为２９０μＭ）

［２８］。化合物４８
也可 以 抑 制 大 鼠 晶 状 体 醛 糖 还 原 酶 （ＩＣ５０为
０５６μＭ）［２９］。化合物 ｓｗｅｒｃｈｉｒｉｎ（４９）为酮类化合物，
是从喜马拉雅山产 Ｓｗｅｒｔｉａｃｈｉｒａｙｉｔａ（獐牙菜属，龙胆
科）分得的，具有降糖活性［３０］。

另外，蜂胶中丰富的芦丁、槲皮素，月见草Ｏｅｎｏ
ｔｈｅｒａｏｄｏｒａｔａ（月见草属，柳叶菜科）中的儿茶素，番石
榴Ｐｓｉｄｉｕｍｇｕａｊａｖａ（番石榴属，桃金娘科）叶中的原花
青素等，都有一定的降糖作用。

４　硫键化合物
化合物ａｌｌｉｃｉｎ（５０）来源于大蒜 Ａｌｌｉｕｍｓａｔｉｖｕｍ（葱

属，石蒜科）的鳞茎，其结构中的硫键对降糖活性起决

定作用，主要是通过升高血清胰岛素水平来降低血糖

的［３１］。

５　不饱和脂肪酸
玉米须（ＺｅａｍａｙｓＬ．）是玉米的柱头，在中医中用

于治疗糖尿病及高血压。玉米须中含有带不饱和双键

的亚油酸，与降血糖作用之间存在一定关系［３２］。螺旋

藻 （Ｓｐｉｒｕｌｉｎａｐｌａｔｅｎｓｉｓ）中的γ亚油酸可提高胰岛β细
胞分泌胰岛素的功能而产生降糖作用［３３］。

６　葡萄糖苷类
化合物 ｐａｅｏｎｉｆｌｏｒｉｎ（５１），８ｄｅｂｅｎｚｏｙｌｐａｅｏｎｉｆｌｏｒｉｎ

（５２）是从芍药 Ｐａｅｏｎｉａ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芍药属，毛茛科）的
根中得到的，均对链脲佐菌素诱导的大鼠的高血糖

有明显的降低作用，且化合物５１的作用比化合物５２
的作用强：静脉注射剂量为１ｍｇ·ｋｇ－１时，化合物５１
的降糖活性为９±０４％，化合物５２为３±０６％［３４］。

７　多糖类
多糖的降糖机制归纳起来主要有７个环节：（１）

促进胰岛素分泌；（２）拮抗升糖激素；（３）促进外周组

织和靶器官对糖的利用；（４）促进糖原合成或抑制糖
原分解；（５）增加胰岛素受体或提高其亲和力，提高对
胰岛素的敏感性；（６）防止脂质过氧化；（７）改善微循
环［３５，３６］。

据报道，具有较好降糖作用的植物多糖，如人参

多糖（ｐａｎａｘａｎ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Ｉ、Ｊ、Ｋ、Ｌ、Ｍ、Ｎ、Ｏ、
Ｐ、Ｑ、Ｒ、Ｓ、Ｔ、Ｕ），薏苡仁多糖（ｃｏｉｘａｎＡ，Ｂ，Ｃ），苍术
多糖（ａｔｒａｃｔａｎＡ、Ｂ、Ｃ），灵芝多糖（ｇａｎｏｄｅｒａｎＡ、Ｂ），
黄芪多糖（Ａｐｓ），桑白皮蛋白多糖（ｍｏｒａｎＡ）等［３７］。

ＰａｎａｘａｎＪ为葡聚糖，腹腔注射给药７小时（３０ｍｇ
·ｋｇ－１，１００ｍｇ·ｋｇ－１）可显著降低四氧嘧啶糖尿病小
鼠的血糖（与对照组相对血糖浓度１００％相比，给药后
血糖浓度分别为７１％和６４％）［３８］。

ＣｏｉｘａｎＡ为薏苡仁多糖的主要成分，其组成为鼠
李糖，阿拉伯糖，木糖，甘露糖和半乳糖（摩尔比，０１
∶０１∶０１∶１１∶１０），静脉注射给药７小时（３０ｍｇ·
ｋｇ－１）可明显降低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的血糖（与对照
组相对血糖浓度 １００％相比，给药后血糖浓度为
４５％）［３９］。

ＡｔｒａｃｔａｎＡ的分子量约为２１×１０５，组成为鼠李
糖，阿拉伯糖，甘露糖，半乳糖和葡萄糖（摩尔比，０５
∶２５∶０１：１０：０４），静脉注射给药７小时（３０ｍｇ·
ｋｇ－１）可明显降低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的血糖（与对照
组相对血糖浓度 １００％相比，给药后血糖浓度为
５０％［４０］。

ＧａｎｏｄｅｒａｎＢ为灵芝多糖的主要成分，其组成为甘
露糖和葡萄糖（摩尔比，００５∶１０）［４１］，具有降低血糖
作用，其机制是能升高血浆胰岛素的浓度，加速葡萄

糖代谢，提高周围组织对糖的利用，并通过强化参与

肝脏糖代谢的各种关键酶的活性来提高肝脏对葡萄糖

的利用［４２］。

黄芪多糖（ＡＰＳ）具有双向调节血糖的作用，对正
常小鼠的血糖含量无明显影响，但却使葡萄糖负荷后

小鼠的血糖水平显著下降，并能明显对抗肾上腺素引

起的小鼠血糖升高的反应［４３］。

桑白皮蛋白多糖，其糖的组成为鼠李糖，阿拉伯

糖，甘露糖，半乳糖和葡萄糖（摩尔比，０１∶１１∶０２∶
１０∶０５）；其氨基酸组成为（ｍｏｌ％）甘氨酸（１３７），谷
氨酸（１１４），天冬氨酸（１０５），丙氨酸（８９），脯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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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７８），苏氨酸（７１），丝氨酸（６９），羟脯氨酸
（６７），胱氨酸（５０）和其它少量氨基酸。静脉注射给
药７小时（３０ｍｇ·ｋｇ－１）可显著降低四氧嘧啶糖尿病小
鼠的血糖（与对照组相对血糖浓度１００％相比，给药后
血糖浓度为６４％）［４４］。

８　氨基酸及多肽类
许多植物中的氨基酸有降血糖作用，如近年从日

本香豌豆种子中分离的γＬ谷氨酰Ｌ香豌素，显示降
血糖活性［４５］。

综上所述，自然界存在大量的天然降糖物质，且

大多都作用温和，主要是通过调节机体自身的代谢及

提高免疫力而发挥作用的，因此副作用相对于化学和

生化药物可能会小些。而且很多天然药物，如多糖和

多肽类，不是从单一环节，而是从多方面、多靶点综

合产生药效。随着今后糖尿病患者在全球范围的增

加，对天然药物的研究与开发将非常迫切。由此可以

看出，从自然界寻找治疗糖尿病的有效成分，是一项

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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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

于地，故藏而不泄，名曰奇恒之

府。” 《内经》将子宫称为奇恒之

府，因为功能似脏，形体似府，具

有藏泄双重作用，如果胞宫功能异

常，就会导致月经病和妊娠病的发

生。

《素问·上古天真论》曰：

“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藏

之，故五脏盛乃能泻。”

《素问·阴阳别论》：“二阳之

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

月。”

《素问·评热病论》：“月事不

来者，胞脉闭也，胞脉者，属心而

络于胞中。”从上述几段原文可以

看出，月经病的发生与心脾有密切

关系，心主血，脾统血，脾为后天

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西医认为

月经的产生与丘脑下部 －垂体 －
卵巢轴有关，同时又受到大脑皮

质的影响，所以早在 《内经》就

指出了月经的来潮与心有关，因

心主神明。

４　阴阳为病
《素问·太阴阳明论》：“故犯

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食饮不节，

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阳受之则入

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指出虚

邪贼风从阳经而传入六腑，饮食劳

倦伤损阴经而入五脏。病邪不同，

侵犯传播的途径不同，引起的病变

也不同。

《素问·阴阳别论》曰： “阴

虚阳博谓之崩。” 《素问·阴阳别

论》：“阴博阳别，谓之有子”。从

以上原文可以看出内经以阴阳为

纲，阐述了妇科疾病的病机。

综上所述，《内经》对妇科病

的病因病机从六淫、七情、生活所

伤、脏腑、气血、经络、阴阳几个

方面加以论述，对中医妇科学的形

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对于妇科临床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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