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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藜豆及其变种的进一步研究与开发利用提供参考。方法：以“Mucuna pruriens”“藜豆”“猫豆”等为关键词，组合

查询2008－2017年在PubMed、Elsevier、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中收录的相关文献，对藜豆及其变种药理作用等方面的研

究进展进行归纳和综述。结果与结论：作为一种在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广泛分布的传统药用植物，藜豆及其变种在治疗帕金森

病中的作用主要与左旋多巴及其类似物有关；其在治疗男性不育症、降血糖、抗蛇毒等其他方面也具有明确的药理作用，相关的氨

基酸、生物碱、多酚、蛋白质等活性成分正在被逐步揭示。目前，藜豆及其变种的国际研究还主要集中在药效学验证方面，但其提

取物的制备工艺和主要成分组成还不统一，其应用开发尚处于初级阶段。藜豆及其变种对于上述疾病的药理作用等方面的深入

研究和资源开发利用仍有待进一步重视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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藜豆（Mucuna pruriens）为豆科植物藜豆的种子，藜

豆属植物原产于我国南部至印度东部地区，现约有 150

种，广泛分布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1]。猫豆系藜豆变

种龙爪藜豆（Mucuna pruriens var. utilis Burck），主产于

我国广西、云南、贵州、广东等地区[2]。在印度阿育吠陀

传统医学中，习用藜豆治疗帕金森病、毒蛇咬伤、男性不

育症等[1]。在我国《本草纲目》中记载猫豆性温，味甘、微

苦，有小毒，具温中、益气之功；而我国广西也有食用猫

豆治疗帕金森病的传统。藜豆中治疗帕金森病的活性

成分主要是左旋多巴（LD），目前工业生产天然来源的

左旋多巴制剂就是从藜豆中提取制成；此外，藜豆中还

含有氨基酸、生物碱、多酚、蛋白质等其他类型有效成

分，其药理作用及相关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在国际上备受

关注[3]。笔者以“Mucuna pruriens”“藜豆”“猫豆”等为关

键词，组合查询2008－2017年在PubMed、Elsevier、中国

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中收录的相关文献，对藜豆及

其变种药理作用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归纳和综述，旨

在为其进一步研究与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1 对帕金森病的防治作用

1.1 防治帕金森病

帕金森病是老年人中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之

一，主要与脑内多巴胺能神经的进行性病变有关。LD

是人体内神经递质多巴胺的前体物质，可在脑内多巴脱

羧酶（DDC）的作用下生成多巴胺，从而发挥其治疗帕金

森病的作用。LD与外周DDC抑制剂的复方制剂（如多

巴丝肼片）是治疗帕金森病的一线药物，临床疗效确

切。藜豆中约含有4％～6％的LD，是天然来源LD的提

取原料[3-4]。

近期一项纳入18例晚期帕金森病患者的临床试验

研究，患者按随机序列先后单剂量服用藜豆粉末（含LD

5.7％），分为高（按LD计为 17.5 mg/kg）、低（按LD计为

12.5 mg/kg）两个剂量组，并以多巴丝肼片为对照药物进

行自身对照比较。研究结果显示，服用两个剂量的藜豆

粉末与服用多巴丝肼片（含LD 3.5 mg/kg）的患者比较，

其以90和180 min时的运动反应为指标的临床疗效和安

全性相当，且服用两个剂量的藜豆粉末较少发生异动

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服用两个剂量

的藜豆粉末治疗的副作用相对温和，虽然可能出现恶

心、呕吐、头晕等症状，但停药后症状即会缓解，甚至消

失[5]。

藜豆治疗帕金森病的药效物质基础尚不完全清楚，

除了其中所含LD外，一般推测可能与其中含有同外周

DDC抑制剂作用类似的辅助成分有关[6-7]。相关研究表

明，与服用 LD 单药相比，服用同等剂量藜豆提取物

（MPE）的 LD 平均生物利用度提高 3.5倍 [7]。有文献报

道，藜豆中含有微量的 LD 衍生物如 1，1-二甲基-3-羧

基-6，7-二羟基-1，2，3，4-四氢异喹啉（MD01）等[4，8]。一

项关于猫豆提取物（MDE）在大鼠体内药动学过程的研

究结果显示，与LD同等剂量组相比，单次给药时MDE

组大鼠的LD药动学参数无显著变化；MDE口服给药 1

周后，其 LD 生物利用度有所提高[药-时曲线下面积

（AUC）的P＜0.05]，推测与MDE中含有的MD01等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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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成分相关[9]。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猫豆中所含的

MD01及其类似物具有外周DDC抑制活性，从而达到与

多巴丝肼片相似的提高LD生物利用度的作用[10]。但需

要指出的是，MD01及其类似物在猫豆中总含量相对较

低，约为LD的 6％[4]，其作为外周DDC抑制剂的作用与

多巴丝肼片中的苄丝肼相比可能较弱。

帕金森病患者长期服用 LD 复方制剂 4～5年后可

诱发以异常不自主运动为特征的异动症，这主要与多巴

胺能神经的进行性病变、对LD的耐药和体内LD血药浓

度起伏波动等多种因素有关[11]。传统医学经验认为，藜

豆治疗帕金森病较少发生异动症，这得到现代药理实验

研究结果支持[12-13]，但具体机制及相关药效物质基础仍

有待进一步临床研究予以阐释。

1.2 其他抗帕金森病相关作用

MPE还可通过抗氧化损伤[14]、抗炎[15-16]、免疫调节[17]

等多途径协同发挥抗帕金森病作用；除LD及其衍生物

外，藜豆中还含有藜豆素（Stizolamine）、α-黎豆氨酸

（α-stizolobinic acid）等其他氨基酸和生物碱，以及黄酮、

有机酸、脂肪酸、蛋白质等多种其他成分，但这些成分在

藜豆抗帕金森病中所起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研究[18]。

2 对男性不育症的治疗作用

男性不育症与心理压力、阳痿、假射精、精子缺乏等

因素密切相关。藜豆在印度传统医学中被作为生精、强

壮剂使用。有研究者对180例22～45岁男性不育患者进

行研究，结果发现，患者采用藜豆粉末口服给药（5 g/日）3

个月后的精液质量与服药前自身对照比较有显著改善

（乳酸、酪氨酸水平及精子浓度和活力等部分主要指标

的P＜0.05），由此提示藜豆可以矫正男性不育症患者的

物质和能量代谢以及激素失衡[19]。采用雄性不育症大

鼠模型为对象的一项实验研究结果显示，MPE可作用于

下丘脑-垂体-性腺轴，通过提高精液中黄体化激素、促卵

泡激素、多巴胺、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等多种激素的

水平来改善不育症[20]。另有一项采用炔雌二醇致精子

生成受损模型大鼠的研究结果显示，藜豆能有效恢复活

性氧、线粒体膜电位水平，调节细胞凋亡，最终促进生殖

细胞数量的增加；与模型组相比，藜豆组及LD组均可显

著促进大鼠精子数量的恢复（P＜0.05）[21]。但上述研究

均未对相关药效物质基础进行报道。

一项对以链霉素诱导的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雄性

大鼠模型进行的研究发现，MPE口服给药（200 mg/kg）9

周后，与模型组比较给药组可以显著提升大鼠附睾受损

的精子浓度和活力，改善羟基和超氧阴离子等自由基氧

化损伤以及线粒体功能指标（P＜0.01）[22]。但该方面药

效物质基础并未报道。另一项同样对以链霉素诱导的糖

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雄性大鼠模型进行的研究发现，以

萃取精制获得的藜豆水层组分口服给药（200 mg/kg）3周

后，与模型组比较，给药组可以显著提升大鼠的所有性

行为参数。该作用可能主要通过促进一氧化氮合酶的

表达，进而提升一氧化氮释放量，由此维持阴茎组织中

环鸟苷酸水平而产生。此外，该研究还发现，藜豆水层

组分还可抑制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导致的阴茎组织功

能衰退。在该藜豆水层组分中主要含有儿茶酚及其衍

生物以及其他一些多酚成分，但不含有LD[23]。

3 降血糖作用

一项研究采用MPE对正常大鼠和链脲霉素诱导的

糖尿病模型大鼠进行实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发现

正常大鼠给予MPE（100、200 mg/kg）2 h后，其血糖水平

从 127.5 mg/dL 降低至 75.6 mg/dL；而糖尿病模型大鼠

连续给药 21 d 后，其血糖水平从 240.5 mg/dL 降低至

90.6 mg/dL。结果表明，MPE 具有明确的降血糖作用，

但相关药效物质基础尚未报道[24]。另一项研究采用藜

豆醇提物（5～100 mg/kg）对四氧嘧啶糖尿病模型大鼠进

行实验，发现该提取物也有降血糖作用，且其有效组分

存在于极性大的甲醇提取部位，而石油醚、氯仿、乙酸乙

酯等中小极性溶剂提取部位无效[25]。还有研究报道，给

予糖尿病模型小鼠猫豆乙醇提取物（20 mg/kg）28 d后，

与模型组相比，给药组能显著降低小鼠体内的血糖水平

（P＜0.05），并能同时改善其伴随1型糖尿病所导致的机

体氧化应激反应。该研究结果显示，猫豆乙醇提取物能

增强模型动物体内内源性抗氧化系统活性，延缓糖尿病

进展[26]。此外，有研究表明，藜豆中所含异黄酮类成分具

有抑制α-葡萄糖苷酶的活性，而这可能是其降血糖有效

成分之一[27]。

4 抗蛇毒作用

在印度、尼日利亚等地区都有口服藜豆防治蛇毒的

习俗，其药效物质基础受到关注[3，28]。研究发现，藜豆中

的糖蛋白具有速效的直接抗蛇毒作用，同时也具有长效

的免疫拮抗作用[28]。进一步研究发现，从藜豆中分离得

到一种主要的有效成分 gpMucB 糖蛋白，由分子量 21、

23、19 kb的 3种亚基组成，在藜豆总蛋白中的含量约为

10％，其具有耐热（高达 50 ℃）、耐酸（pH 4～7）特性。

该糖蛋白属于一种kunitz型胰蛋白酶抑制剂，可以抑制

胰蛋白酶和胰凝乳蛋白酶活性，可直接抑制锯鳞蝰蛇毒

的凝血酶原和类凝血酶激活作用[29-30]。故推测其长效免

疫抗体也可能具有与gpMucB糖蛋白亚基相似的抗原决

定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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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毒性作用

藜豆有小毒，不能直接服用。现有观点认为，这主

要与藜豆中过高含量的LD有关[31]。一般可通过冷浸、

热浸等方式脱毒处理后服用。

6 结语

作为一种在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广泛分布的传统

药用植物，藜豆及其变种在治疗帕金森病中的作用受到

关注。目前一般观点认为，藜豆及其变种中除了含有

LD外，还含有外周 DDC 抑制剂类似成分，可在多巴丝

肼片等药物可及性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考虑普及使

用，但其与现有的LD复方制剂相比的临床价值仍有待

进一步研究和确认。此外，藜豆及其变种在治疗男性不

育症、降血糖、抗蛇毒等其他方面的药理作用及其机制

也是研究重点，相关的氨基酸、生物碱、多酚、蛋白质等

活性成分正在被逐步揭示。目前，藜豆及其变种的国际

研究还主要集中在药效学验证方面，但其提取物的制备

工艺和主要成分组成还不统一，其应用开发尚处于初级

阶段。鉴于我国具有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藜豆及其变

种对于上述疾病的药理作用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和资源

开发利用仍有待进一步重视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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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混胰岛素在2型糖尿病治疗中的地位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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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明晰预混胰岛素在2型糖尿病（T2DM）治疗中的地位，为临床合理用药及医疗卫生决策提供参考。方法：以“Type

2 diabetes mellitus”“Insulin”“Pre-mixed insulin”“Guideline”和“2型糖尿病”“胰岛素”“预混胰岛素”“糖尿病防治指南”等为关键词，

通过计算机检索 PubMed、ScienceDirect、SpringerLink 及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起至 2016年 9月 13

日），收集和筛选相关研究文献，并登录T2DM防治指南/共识发布方官方网站查阅相关资料，从预混胰岛素作用特点、T2DM防治

指南使用建议和相关使用情况等方面进行整理和归纳，对其在T2DM治疗中的地位进行综合评价。结果与结论：作用特点方面，

预混胰岛素可同时改善基础和餐时胰岛素分泌不足，更好地模拟生理胰岛素的分泌曲线，用于T2DM患者可有效控制空腹血糖和

降低餐后血糖；而预混胰岛素类似物相较于预混人胰岛素，具有快速吸收、快速达峰和快速消除等药动学优势，在体内的代谢更接

近于胰岛素的生理性分泌，可显著降低夜间和严重低血糖发生风险，在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相对更具优势。T2DM防治指南使用

建议方面，我国及美国、英国、印度等国家和国际糖尿病联盟等国际组织的相关指南/共识在起始和强化胰岛素治疗阶段均有使用

预混胰岛素的建议，其中印度的指南仅推荐使用预混胰岛素。相关使用情况方面，相比于在欧美等国家，在诸如印度、马来西亚和

菲律宾等一些亚洲国家，预混胰岛素用于治疗T2DM更为普遍；而在我国，超过60％接受胰岛素治疗的T2DM患者使用预混胰岛

素进行治疗。基于现有公开发表的证据，鉴于我国T2DM患者具有胰岛素早相分泌不足、餐后高血糖问题突出等特点，推荐使用

预混胰岛素方案，尤其预混胰岛素类似物是其胰岛素治疗的适宜选择。

关键词 预混胰岛素；预混胰岛素类似物；2型糖尿病；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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