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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花化学成分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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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长春花的化学成分研究进展进行文献整理，为其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　长春花；化学成分；研究进展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ｏｆＣａｔｈａｒａｎｔｈｕｓＲｏｓｅｕｓ
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１，Ｚｈ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ｊｉｎｇ１，ＸｕＹａｊｕａｎ２，ＸｕＴｕｎｈａｉ３，４，ＬｉｕＴｏｎｇｈｕａ３，４，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ｙｕａｎ３

（１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１３０１１７，Ｃｈｉｎａ；２Ｊｉｌ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１３００２１，Ｃｈｉｎａ；３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９，Ｃｈｉｎａ；４Ｈｅａｌｔｈ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ｏｒｔｅｄ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ｏ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ＣａｔｈａｒａｎｔｈｕｓＲｏｓｅｕｓ，ｓｏａ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ｖａｌ
ｕａｂｌ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ｉｔ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ａｔｈａｒａｎｔｈｕｓｒｏｓｅｕ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中图分类号：Ｒ２８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２０２．２０１４．０７．０３６

　　长春花 Ｃａｔｈａｒａｎｔｈｕｓｒｏｓｅｕｓ（Ｌ）ＧＤｏｎ是双子叶
纲龙胆（Ｄｉｃｏｔｙｌｅｄｏｎｅｓ）夹竹桃科（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长春花
属（ＣａｔｈａｒａｎｔｈｕｓＧＤｏｎ）植物，又称雁来红、日日新、四
时春、三万花等，中医临床以全株入药。原产于非洲马

达加斯加岛西印度一带的热带森林地区，早在宋代以

前就传入我国［１］。在我国的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云南省、海南省、贵州省、四川省以及江浙一带均有栽

培，作为一种重要的药用植物被广泛应用。其味微苦、

性凉，具有抗癌、镇静安神、平肝、降压、解毒等功

效［２－３］，具有小毒，可引起人体细胞的萎缩、白血球及

血小板的减少、引起肌肉无力、四肢麻痹等症状［４］。目

前，化学成分研究方面，对长春花各部位（包括根、茎

叶、花等）分离得到的有生物碱、黄酮及其他等成分，本

文对长春花化学成分研究进展作了简要概括，为今后

研究开发利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１　生物碱类
迄今，研究人员从长春花的根及茎叶中分离出的

生物碱类化合物多达１３０个［５－６］，大多具有抗肿瘤活

性，多以长春碱、长春新碱的硫酸盐形式应用于临床。

长春碱可通过前体化合物长春质碱、文多灵等合成而

得［７］。长春花中各部位均含有生物碱：叶中约含

０３７％～１１６％，茎中约含０４６％，根中约含０７％ ～
２４％，花中约含０４％ ～０８４％，果皮中约含１１４％，
种子中约含０１８％。
１１　二聚吲哚生物碱　 主要有长春碱（ｖｉｎｃａｌｅｕｋｏ
ｂｌａｓｔｉｎｅ）、环氧长春碱（ｌｅｕｒｏｓｉｎｅ）、长春新碱（ｌｅｕｒｏｃｒｉｓ
ｔｉｎｅ）、长春罗定（ｖｉｎｒｏｓｉｄｉｎｅ／ｌｅｕｒｏｓｉｄｉｎｅ）、长春西碱
（ｖｉｎｃａｔｈｉｃｉｎｅ）、羟基长春碱（ｖｉｎｃａｄｉｏｌｉｎｅ）、去乙酰长春
碱（ｄｅｓａｃｅｔｙ１ＶＬＢ）、长春花双胺（ｃａｔｈａｒａｎｔｈａｍｉｎｅ）、脱
乙酰氧基长春碱（ｄｅｓａｃｔｏｘｙＶＬＢ）、去甲长春碱（Ｎ－
ｄｅｍｅｔｈｙｌＶＬＢ）、脱水长春碱（ａｎｈｙｄｒｏＶＬＢ）等，其化学
结构见表１。二聚吲哚生物碱结构式见图１。

图１　二聚吲哚生物碱结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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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单吲哚生物碱　主要有长春质碱（Ⅰ，ｃａｔｈａｒａｎ
ｔｈｉｎｅ）、长春文碱（Ⅱ，ｖｉｎｅｒｖｉｎｅ）、可利文蔓（Ⅲ，ｃｌｅａｖ
ａｍｉｎｅ）、文考灵（ｖｉｎｃｏｌｉｎｅ）、阿吗碱（Ⅳ，ａｊｍａｌｉｃｉｎｅ）、文
多尼定碱（Ⅴ，ｖｉｎｄｏｒｏｓｉｎｅ）、二氢文多尼宁碱（Ⅵ，ｄｉ
ｈｙｄｒｏｖｉｎｄｏｌｉｎｉｎｅ）、荷哈默辛（Ⅶ，ｈｏｒｈａｍｍｅｒｉｃｉｎｅ）、洛柯

辛碱（Ⅷ，ｌｏｃｈｎｅｒｃｉｎｅ）、洛柯日宁碱（Ⅸ，ｌｏｃｈｎｅｒｉｎｉｎｅ）、
文多灵（Ⅹ，ｖｉｎｄｏｌｉｎｅ）、去乙酰文多灵碱（Ⅺ，ｄｅｓａｃｅｔｙｌ
ｖｉｎｄｏｌｉｎｅ）、文朵尼定碱（Ⅻ，ｖｉｎｄｏｌｉｎｉｎｅ）、去乙酰文朵
尼定碱（ＸＩＩＩ，ｃａｔｈａｒｏｓｉｎｅ）、利血平（ｒｅｓｅｒｐｉｎｅ）等。见图
２。

表１　长春花中含有的双聚吲哚生物碱化学结构［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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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３　其他生物碱　从长春花分得的生物及胺类化合
物还有它波宁（Ⅰ，ｔａｂｅｒｓｏｎｉｎｅ／ｖｉｎｃａｄｉｆｆｏｒｍｉｎｅ）、凯瑟
罗新碱（ｃａｔｈｏｒｏｓｉｎｅ）、１６－表 －１９－Ｓ－文多尼宁 －Ｎ
－氧化物（１６－Ｅｐ－ｉ１９－Ｓ－ｖｉｎｄｏｌｉｎｉｎｅ－Ｎ－ｏｘｉｄｅ）、
长春花拉胺（ｖｉｎｇｒａｍｉｎｅ）、文可宾碱（ｖｉｎｃｕｂｉｎｅ）、高马
哉碱（ｇｏｍｅｚｉｎｅ）、文可林宁（ｖｉｎｃｏｖａｌｉｎｉｎｅ）、高马灵碱
（ｇｏｍａｌｉｎｅ）、甲基长春花拉胺（ｍｅｔｈｙｌｖｉｎｇｒａｍｉｎｅ）、维卡
罗定碱（ｖｉｎｃｏｒｏｄｉｎｅ）等。见图３。

图３

２　生物碱衍生物
对长春花生物碱类进行结构修饰所得的产物为长

春花生物碱衍生物。其一是依据构效关系，通过对长

春花生物碱类药物进行改造，修饰其活性中心，合成一

系列长春碱类衍生物，而得到具有更强的药理活性、更

低的毒性和更广的抗肿瘤谱的长春花生物碱类药物；

其二是在满足药理活性的条件下，将靶向基团（特异

性寡肽、单克隆抗体及叶酸等）引入非活性位点，合成

一系列长春花生物碱类衍生物的靶向前体药物，以期

降低长春花生物碱类药物的不良反应，提高长春碱类

药物治疗指数［１５］。Ｆａｈｙ等［１６］通过活化长春质碱 Ｃ－
２０′位，在超酸环境下，首先合成二氟取代物。并证明
长春瑞宾是合成长春氟宁的起始原料。Ｎｇａｎ等［１７］得

出长春氟宁的神经毒性远小于其他长春花生物碱类药

物，其原因是长春氟宁对微管蛋白结合位点的亲和力

小，诱导所产生的螺旋较小、螺旋松解时间比较短，因

而清除出细胞所用的时间更短。肖亮等［１８］证实长春

氟宁对体内肿瘤生长的抑制率比长春瑞宾高。Ｓｈａｏ
等［１９］通过对去甲长春碱Ｃ－２２位的研究得出，芳香基
甲酸酯衍生物及脱氢长春碱的烷基甲酸酯衍生。

３　黄酮类成分
分布于长春花各部位中，其含量含量从高到低为

果（含种子）、叶片、花、茎、根［２０］。包括色素类：牵牛花

色素、锦葵色素、报春色素、松香素３－Ｏ－［６－Ｏ－（α
－鼠李糖基）－β－半乳糖苷］、７－Ｏ－甲基花青素３
－Ｏ－［６－Ｏ－（α－鼠李糖基）－β－半乳糖苷］等；槲
皮素类：３′，４′－二－Ｏ－甲基槲皮素－７－Ｏ－［（４′′→
１３′′′）－２′′′，６′′′，１０′′′，１４′′′－四甲基十六烷－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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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１４′′′－烯］－β－Ｄ－吡喃葡萄糖、槲皮素 －３－Ｏ
－（２，６－二 －Ｏ－α－Ｌ－鼠李糖基 －β－Ｄ－半乳糖
苷）、槲皮素等；山柰酚类：山柰酚 －３－Ｏ－（２，６－二
－Ｏ－α－Ｌ－鼠李糖基 －β－Ｄ－半乳糖苷）、山柰酚
等；以及４′－Ｏ－甲基芸香苷－７－Ｏ－［（６′′→１′′′）－
３′′′，１１′′′－二甲基－７′′′－羟基 －亚甲基十二烷］－β
－Ｄ－吡喃葡萄糖苷、４′－Ｏ－甲基山柰酚 －３－Ｏ－
［（４′′→１３′′′）－２′′′，６′′′，１０′′′，１４′′′－四甲基十六烷
基－１３′′′－甲苯基］－β－Ｄ－吡喃葡萄糖苷、丁香黄
素－３－Ｏ－刺槐糖苷、１１′′′－二甲基 －７′′′－亚甲基
十二烷－３′′′，１０′′′－烯］－β－Ｄ－吡喃葡萄糖苷还有
小麦黄酮等［２１－２４］。

４　新酚类化合物
近年来研究发现，在长春花的种子、茎、叶中还含

有酚类化合物，且在种子中含量最多。３－Ｏ－咖啡酰
氧基奎宁酸（Ⅰ，３－Ｏ－Ｃａｆｆｅｏｙｌｑｕ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４－Ｏ－
咖啡酰氧基奎宁酸（Ⅱ，４－Ｏ－ｃａｆｆｅｏｙｌｑｕ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５
－Ｏ－咖啡酰氧基奎宁酸（Ⅲ，５－Ｏ－ｃａｆｆｅｏｙｌｑｕ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２５］。见图４。

图４

５　其他化合物
研究表明长春花中还含有 β－谷甾醇（β－ｓｉｔｏｓ

ｔｅｒｏｌ）、３－表白桦脂酸（３－ｅｐｉ－ｂｅｔｕｌ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ｎ－
ｐｅｎｔａｄｅｃａｎｙｌｏｃｔａ－ｄｅｃ－１９－ｅｎ－ｏａｔｅ、３，７，１１，１９，２３，
２７－六甲基－１５－羟基亚甲基－二十八烷－５，８，２０－
三烯－１０β，１８α－二醇－１０β－Ｄ－吡喃葡萄糖苷、ｃａ
ｔｈａｒａｎｔｈｕｓｏｐｉｍａ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Ａ、ｃａｔｈａｒａｎｔｈｕｓｏｐｉｍａ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Ｂ、二十七烷 －１３α－醇 －１３β－Ｄ－吡喃葡萄糖苷、ｎ
－ｈｅｎｔｅｔｒａｃｏｎｔ－３６－ｅｎ－５β－ｏｌ［２６－２９］。以及萜烯类
分子（包括柠檬烯），α－红没药醇，茉莉酸甲酯（ｍｅｔｈ
ｙｌｊａｓｍｏｎａｔｅ），顺式－茉莉酮，２－苯乙醇，苯乙醛，反式
－２－辛烯醛，苄醇，２－异丁基 －３－甲氧基吡嗪。甲
基和丙基脂肪酸，单－和双饱和，反式 －叶绿醇，类胡
萝卜素衍生物，ｈｙｄｒｏｆａｒｎｅｓｙｌａｃｅｔｏｎｅ，氨基苯甲酸甲酯，
泪柏醇和泪柏醚氧化物等［３０］。

随着从长春花植株内分离得到上百种活性物质，

主要包括萜类吲哚生物碱（单萜类、二氢萜类和双萜

类）［３１］、生物碱类衍生物、黄酮类化合物以及其他活性

物质及其药理活性的不断发现，长春花的研究已成为

学者研究的热点。深入开展长春花的活性成分和药理

作用的研究，对于指导临床用药以及开发利用具有重

要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世界人口的老龄化，导致糖尿病、癌

症等疾病发病年龄提前，长春花因其中含有多种生物

功能性物质在治疗这些病症方面有良好的功效，从而

引起国内外医药工作者的青睐。广泛认为长春花有较

好的应用前景，有待进一步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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瘀定痛；且多与鬼箭羽配合应用，因鬼箭羽具破血之

功，与雷公藤同属卫矛科植物，降尿蛋白效果显著。

张炳厚［６］教授在肾小球源性蛋白尿的治疗中，选

用地黄、龟甲以滋肾阴，五子衍宗丸加减以养肾气，茯

苓、石韦、泽泻、滑石、土茯苓、土大黄以利水化浊，白

术、莲子肉、甘草、山药以健脾收摄，治疗肾小球源性蛋

白尿疗效可靠。

王克勤［１４］等以牛蒡子为主药，治疗肾小球源性蛋

白尿，亦常取得满意疗效。

综上所述，肾小球源性蛋白尿病机以肾、脾、肝、肺

功能失调为本，以风、湿、热、痰、瘀互阻于内为标。治

疗上虽各位名家思路不同，但均以补益脾肾，调节肝肺

为主，配合祛邪化瘀之治。只有本着辨证论治的原则，

强调个体化治疗，强调整体把握病情的变化，才能有希

望达到更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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