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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滇白珠的药理、毒副作用研究和开发应用进展。方法：查阅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就滇白珠的药理作用、毒

副作用及开发应用情况进行归纳和总结。结果：滇白珠具有抗炎镇痛、抑菌、抗氧化、治疗呼吸系统疾病、治疗眩晕和调节胃肠功

能等广泛的药理作用。其中，滇白珠抗炎镇痛的作用机制与传统药物不同，主要与抑制机体一氧化氮、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

素1β（IL-1β）和 IL-6等炎症介质的产生、分泌有关；抗氧化作用主要与清除自由基，提高机体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有关；抑制炎症

介质释放和抗氧化是其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作用基础；其余药理机制尚不清楚。滇白珠毒性较低，安全性较高。已公开的与滇白

珠相关的专利较多，几乎涵盖了滇白珠所有的药理作用应用，但目前开发上市的制剂不多，且主要集中在祛风除湿、活血化瘀功效

的应用上。结论：滇白珠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可对人体多系统、多器官同时进行功能调节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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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白珠别名透骨香、满山香，为杜鹃花科白玉珠属

植物滇白珠 [Gaultheria leucocarpa Bl. var. yunnanensis

（Franch.）T.Z. Hsu & R.C. Fang]的全株 [1]。我国长江流

域及其以南地区均有栽培，主产于云南省昆明、大理和

楚雄等地，被我国西南地区的白族、侗族、傈僳族、苗族、

纳西族、水族、瑶族和壮族等少数民族习用[2]。滇白珠始

载于明初兰茂所著的《滇南本草》，在《中国民族药志》和

《中药大辞典》中均有记载，具有祛风除湿、活血化瘀、清

热解毒和顺气平喘的功效，主治风湿关节病，也用于眩

晕、风寒感冒、咳嗽、哮喘和闭经等多种疾病的治疗 [3]。

现代药理学研究显示，从滇白珠全草中可提取分离出挥

发油、有机酸类、三萜类、黄酮类、香豆素类和木脂素类

等多种化学成分，具有可观的药用价值[4-7]。鉴于此，笔

者查阅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就滇白珠的药理作用、

毒副作用以及开发应用情况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期对滇

白珠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提供参考。

1 药理作用
1.1 抗炎镇痛

滇白珠具有显著的抗炎和镇痛作用。张治针等[8]的

研究将滇白珠根提取物用于醋酸致炎症模型小鼠，结果

显示灌服滇白珠根75％乙醇提取物醋酸乙酯、正丁醇萃

取物的小鼠腹腔渗入染料（伊文思蓝）剂量明显低于灌

服生理盐水（NS）的对照组（P＜0.01），但与灌服阿司匹

林的阳性对照组相近；灌服滇白珠根提取物后，热刺激

所致的小鼠摆尾和舔足时间较 NS 组明显延长（P＜

0.05），其中以200 mg/kg剂量组延长的时间最长。可见，

滇白珠根提取物对炎症引起的毛细血管通透性具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并可提高小鼠痛阈，具有显著的镇痛作

用。Zhang B 等 [9]的研究显示，滇白珠提取物白珠树苷

（200 mg/kg）能显著抑制醋酸致痛引起的小鼠腹部收缩，

抑制巴豆油致小鼠耳廓肿胀，与等摩尔剂量的阿司匹林

产生的抑制作用类似。白珠树苷经肠道细菌产生的β-

糖苷酶代谢为水杨酸，吸收并发挥药理作用，其在小肠

缓慢释放水杨酸，避免了对胃的刺激，也不影响环氧合

酶 1（COX-1）的作用，这可能是滇白珠苷并不会引起胃

溃疡的原因。可见，滇白珠具有和阿司匹林类似的抗炎

和镇痛作用，且不易诱发胃溃疡。熊玉兰等[10]的研究对

佐剂性关节炎模型大鼠灌服滇白珠不同溶剂提取物后，

正丁醇组大鼠在灌服后 1、3、5、7、9、11、15 d，水提取组

大鼠在灌服后1、3、7、9、11 d，醋酸乙酯组大鼠在灌服后

11、13 d 时，其足肿胀率明显低于 NS 组（P＜0.05）。可

见，滇白珠对佐剂性关节炎具有良好的疗效。谢威等[5]

的研究显示，二甲苯致炎症模型小鼠灌服滇白珠种子提

取物乙酸乙酯萃取物后，小鼠左右耳质量[（2.98±1.29）

g]低于NS组[（6.95±1.18）g]，但与阿司匹林组[（2.63±

1.19）g]相当，显示出滇白珠种子提取物具有抗炎功

效。Xie M等[11]的研究显示，滇白珠可能是白玉珠属植

物中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首选品种，其地下根茎部分的

正丁醇和水提取物均具有较佳的功效。滇白珠作用机

制的相关研究显示，滇白珠活性成分水杨酸甲酯糖苷具

有的抗炎、镇痛作用与抑制炎症介质一氧化氮（NO）、肿

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 1β（IL-1β）和 IL-6的

产生和分泌有关[12-13]。黄超等[14]的研究也显示，急性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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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炎模型大鼠灌服水杨酸甲酯糖苷后，胸腔炎性渗出

液的体积以及渗出液中的白细胞计数和蛋白质含量

均明显降低，渗出液中的 NO、TNF-α、IL-1β和前列腺

素 E2（PGE2）的含量也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可见，滇白

珠抗炎、镇痛作用的机制与抑制炎症介质存在必然的

相关性。

此外，陈应康等[15]的研究给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模型

大鼠喂食不同剂量（低剂量4 g/kg、中剂量8 g/kg、高剂量

16 g/kg）透骨香后，3组大鼠在喂食后 1、5、10 d 时的步

态评分和足跖肿胀体积较 NS 组大鼠均有不同程度的

降低，痛阈得以不同程度的提高，第10天测得踝关节关

节液中的K+、多巴胺（DA）、去甲肾上腺素（NE）、5-羟色

胺（5-HT）的含量和血清中 PGE2、白三烯B4（LTB4）的含

量也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且作用呈剂量依赖性，高剂量

组的各项指标水平与阿司匹林 0.3 g/kg 剂量组相当。

可见，滇白珠对急性痛风性关节炎也具有良好的治疗

作用。

1.2 抑菌

滇白珠对部分细菌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张治针

等[8]的研究显示，滇白珠根挥发油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最

低抑菌浓度（MIC）为1 μg/mL，对绿脓杆菌为2 μg/mL，对

大肠杆菌为2 μg/mL，对变形杆菌为0.5 μg/mL。马小军

等[16]的研究表明，滇白珠根和茎的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

球菌的作用是一致的，根的水提物及乙酸乙酯和正丁醇

萃取物对大肠杆菌和绿脓杆菌也具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王岳峰等[17]的研究显示，经稀释后的滇白珠叶油对

大肠杆菌的MIC为每100 mL溶剂中含0.312 5 mL滇白

珠叶油，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MIC为每 100 mL溶剂中

含 5.00 mL滇白珠叶油，对大肠杆菌的抗菌效果是金黄

色葡萄球菌的 16倍，抗菌效果与水杨酸甲酯几乎无差

别。不过，上述两项研究的结果显示出较大差异，且滇

白珠的抑菌作用机制尚未阐明，该领域近10年来均未见

相关报道。

1.3 抗氧化

滇白珠在体内外均具有显著的抗氧化作用。李东宸

等[18]的研究显示，滇白珠乙醇提取物乙酸乙酯萃取物在

体外清除自由基 2，2-二苯基苦味酰基苯肼基（DPPH）的

半数抑制浓度（IC50）为 20.8 mg/L，与维生素 C 组（18.3

mg/L）水平相近，清除自由基2，2′-连氮基-双-（3-乙基苯并

噻唑啉-6-磺酸二铵盐（ABTS）的 IC50（22.4 mg/L）与维生

素E组（19.9 mg/L）相近；滇白珠乙醇提取物大孔树脂层

析色谱柱的 100％甲醇洗脱部位对 DPPH（IC50＝13.2

mg/L）和 ABTS（IC50＝15.1 mg/L）的清除力均强于阳性

对照组。可见，滇白珠在体外具有显著的自由基清除作

用。张小东等[19]对滇西地区 29种药用植物进行了抗氧

化活性实验，结果证实滇白珠地上部分乙醇提取物清除

DPPH的 IC50[（12.4±0.4）μg/mL]与维生素C[（12.3±0.3）

μg/mL]相当。在Zhang T等[13]的体内研究中，给予急性

胸膜炎模型大鼠不同剂量（低剂量 150 mg/kg、中剂量

300 mg/kg、高剂量 600 mg/kg）组的水杨酸甲酯苷后，

中、高剂量组大鼠血浆中丙二醛（MDA）含量较模型对

照组显著降低（P＜0.05），3组大鼠血浆中超氧化物歧

化酶（SOD）活力较模型对照组明显升高（P＜0.05）。

龙婷等[20]的研究也显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模

型大鼠灌服滇白珠水提物后，其肺组织血浆及肺泡灌

洗液（BALF）中 SOD 浓度均较模型对照组高（P＜

0.05），MDA浓度较模型对照组低（P＜0.05）。可见，滇

白珠在体内也具有显著的抗氧化作用，是一种天然的

抗氧化剂。

1.4 治疗呼吸系统疾病

滇白珠具有清热解毒、顺气平喘的功效，可用于风

寒感冒、咳嗽、哮喘和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的

治疗[3]。研究显示，给予COPD模型大鼠滇白珠水提物

后，实验组大鼠血清和 BALF 中的转化生长因子β 1

（TGF-β1）、IL-8、C反应蛋白（CRP）的活性均较模型对照

组显著降低（P＜0.05），BALF中白细胞计数及中性粒细

胞比率均较模型对照组显著降低（P＜0.05），肺组织中

TNF-α、核转录因子 κB（NF-κB）的含量及 BALF 中

TNF-α、NF-κB 的活性也较模型对照组明显降低（P＜

0.05）[20-23]。滇白珠通过下调上述相关因子的表达，使

SOD活性升高，减少炎性细胞因子的激活、释放及浸润，

减轻和控制气道的慢性炎症反应、氧化应激反应，进而

控制COPD病情进展。这些研究结果为临床预防和治

疗COPD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也为滇白珠在呼吸系

统疾病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1.5 治疗眩晕

滇白珠具有祛湿化痰、活血化瘀的功效，可用于痰

瘀交阻型眩晕症的治疗。李琰等[24]的研究纳入 50例痰

瘀交阻型眩晕患者，给予滇白珠糖浆（20 mL，po，tid）治

疗14 d后，患者的视物旋转、恶心、呕吐和耳鸣等症状均

明显改善，临床总有效率达100％，对急性发作期患者的

疗效尤其显著。陈娟等[25]的研究纳入 76例椎动脉颈椎

病合并痰瘀互阻型眩晕中老年患者，给予对照组患者尼

莫地平片60 mg，po，bid，试验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加

服滇白珠糖浆（20 mL，tid），3个月后的治疗结果显示，

试验组患者椎动脉阻力指数（RI）显著低于治疗前及对

照组（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眩晕量表积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试验组患者眩晕量表评分显著高

于治疗前及对照组（P＜0.05）；试验组患者的显效率

（84.21％）显著高于对照组（63.16％）（P＜0.05）。可见，

滇白珠对痰瘀互阻型眩晕中老年患者具有良好的治疗

作用，能够显著改善椎动脉血流和眩晕症状。

··3727



China Pharmacy 2017 Vol. 28 No. 26 中国药房 2017年第28卷第26期

1.6 调节胃肠道功能

滇白珠还具有调节胃肠道功能的作用。何飞等[26]

的研究显示，新斯的明所致的胃排空和小肠推进亢进模

型小鼠灌服滇白珠提取物（水提醇沉法）后，高剂量组

（20 g/kg）小鼠胃排空率和小肠推进率较模型对照组显

著降低（P＜0.05），低剂量组（10 g/kg）小鼠仅胃排空率

显著降低（P＜0.05），小肠推进率的降低并不显著；给予

蓖麻油致腹泻的模型小鼠灌服滇白珠提取物后，两剂量

组小鼠的腹泻的次数均较模型对照组明显减少（P＜

0.05）；给予利血平致小肠吸收功能障碍的模型小鼠灌服

滇白珠提取物后，两剂量组小鼠的小肠吸收功能均较模

型对照组明显好转（P＜0.05）。该研究还显示，在乙酰

胆碱致大鼠离体回肠痉挛性收缩平稳期，加入滇白珠提

取物（生药终浓度为 31.5 g /L）后 2.5、5.0 min，肠管张力

均较空白对照组明显降低（P＜0.05）。可见，滇白珠提

取物具有显著抑制胃肠道运动亢进，改善小肠吸收功

能，并有止泻的作用。

1.7 其他

除上述作用外，肖朝江等[27]的研究还报道了滇白珠

的抗疟活性，其醇提物和水提物对β-羟高铁血红素的形

成均具有抑制作用。

2 毒副作用

滇白珠对人体的毒副作用尚未见报道。在动物实

验中，周厚琼等[28]的研究显示，小鼠急性毒性实验的滇

白珠最大耐受剂量＞140 g/（kg·d），相当于推荐的成人

临床日剂量（15 g/50 kg体质量）的467倍，表明其安全性

较高；长期毒性实验给予大鼠滇白珠糖浆高剂量[生药

28 g/（kg·d），相当于临床推荐剂量的 93倍]、中剂量[生

药 14 g/（kg·d）]、低剂量[生药 8 g /（kg·d）]连续 40 d（相

当于临床推荐疗程的4倍）后，大鼠的外观、行动、生理状

态均良好，仅低剂量组在20 d和高剂量组的40 d时的体

质量较空白组减轻（P＜0.05）；各项血常规、血液生化学

和组织病理学指标均未见异常改变，仅高剂量组的嗜碱

性细胞、中剂量组嗜碱性和嗜酸性细胞呈下降趋势，高

剂量组血清总蛋白、白蛋白和中剂量组白蛋白、白蛋白/

球蛋白较空白组升高，中剂量组球蛋白下降（P＜

0.05）。不过，这些指标的变化虽然具有统计学意义，但

均在正常范围内。谢笑龙等[29]的研究显示，给予生药30

g/（kg·d）的透骨香喂饲大鼠 3个月后，对大鼠肝、脑、肾

组织形态及功能、Ⅱ导联心电图、血红蛋白含量等均无

明显影响。Zhang B等[9]的研究认为，白珠树苷没有引起

胃溃疡的原因是因为其由肠道细菌产生的β-糖苷酶代

谢为水杨酸后，在肝和血液中释放而发挥药理作用，避

免了对胃的刺激，且不影响 COX-1对胃黏膜的保护作

用。可见，滇白珠毒性较低，安全性较高。不过，滇白珠

的有效成分之一水杨酸甲酯糖苷具有与阿司匹林相同

的母核，长期服用其对凝血功能的影响以及胃肠道的不

良反应是否和阿司匹林类似，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讨

论。

3 开发应用

3.1 已公开的有关滇白珠的专利情况

笔者以“滇白珠”“透骨香”为关键词，检索2000年1

月 1日－2017年 3月 31日收录于中国医院知识总库

（CHKD）的滇白珠和含滇白珠的配方专利，并进行统

计、分析。结果显示，涉及滇白珠应用的专利共174项，

其中以滇白珠申报的 10项，以透骨香申报的 163项，以

满山香（已注明使用的药材为滇白珠）申报的1项。专利

涉及的治疗领域主要为运动系统疾病（包括关节炎、骨

折和跌打损伤）共 122项，其中针对痛风治疗的 5项；心

脑血管系统疾病11项；神经系统疾病10项；呼吸系统疾

病 6项；抗微生物 6项；乳腺疾病 3项；皮肤系统疾病 2

项；癌性疼痛镇痛 2项；消化系统疾病 2项；其他疾病 10

项。在公开的专利中，以滇白珠单味药申报的8项，配方

中滇白珠排第1位的27项，排第2位的29项。在所公开

的专利中，滇白珠和含滇白珠配方的主要功效为祛风除

湿、舒筋活络、活血化瘀和消肿止痛。上述专利几乎涵

盖了滇白珠所有的药理作用。

3.2 已开发上市的滇白珠（或含滇白珠）制剂

滇白珠的药理作用较多，民间应用广泛，已开发上

市的相关制剂却并不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CFDA）批准的制剂主要有以下几种：（1）滇白珠糖浆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40088），为滇白珠单一制剂，

具有祛湿化痰、活血化瘀的功效，主要用于眩晕痰瘀交

阻证，证见头晕、胸闷、腹胀、舌暗苔腻和脉弦滑等；（2）

金骨莲胶囊（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123051）、金骨莲片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80203），主要成分为透骨香、

汉桃叶、大血藤、八角枫和金铁锁，具有祛风除湿、消肿

止痛的功效，主要用于风湿痹阻所致的关节肿痛、屈伸

不利；（3）复方透骨香乳膏（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6850），主要成分为透骨香、蓍草、黄柏、红花、天然

冰片、乳香和没药等，具有活血祛瘀、消肿止痛的功效，

主要用于跌打损伤所致的局部软组织损伤和疼痛；（4）

枫荷除痹酊（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27148），主要成分

为半枫荷、五香血藤、薯莨、海金沙、叶钩藤和透骨香等，

具有舒筋活血、通络止痛的功效，主要用于寒湿阻络引

起的手足麻木、关节肿痛、腰腿疼痛等。

从开发上市的制剂看，滇白珠的开发主要集中在祛

风除湿、活血化瘀功效上，其他药理作用的应用虽有相

关专利申请，但还未见相关制剂上市。

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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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白珠具有抗炎镇痛、抑菌、抗氧化、治疗呼吸系统

疾病、治疗眩晕和调节胃肠功能等广泛的药理作用。其

中，滇白珠抗炎镇痛的作用机制与传统药物不同，主要

与抑制机体NO、TNF-α、IL-1β、IL-6等致炎因子的产生、

分泌有关；抗氧化作用主要与清除自由基，提高机体

SOD活性有关；抑制炎症介质释放和抗氧化是其治疗呼

吸系统疾病的作用基础；其余药理机制尚不清楚。滇白

珠毒性较低，安全性较高。已公开的与滇白珠相关的专

利较多，几乎涵盖了滇白珠所有的药理作用应用，但目

前开发上市的制剂不多，且主要集中在祛风除湿、活血

化瘀功效的应用上。可见，滇白珠具有多种药理作用，

可对人体多系统、多器官同时进行功能调节与治疗，值

得在老年慢性疾病防治领域开展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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