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桑枝的研究概况

任贻军,高逢喜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荆州医院药剂科, 湖北荆州434020)

摘要  通过对近年来有关桑枝的炮制、鉴别、化学成分提取、药理及活性成分含量测定等相关文献进行整理 , 对桑枝的研究概况进行了
综述。桑枝的历史悠久 , 作用广泛 , 其研究对合理开发利用有效中医药资源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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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枝为桑科植物桑( Morus al ba L.) 的嫩枝 , 其药用历史

悠久。桑枝所含化学成分种类较多, 主要有多糖、黄酮类化

合物、香豆精类化合物、生物碱, 此外还含有挥发油、氨基酸、

有机酸及各种维生素等。《中国药典》记载为祛风湿, 利关节

的常用药, 用于治疗肩臂、关节酸痛麻木[ 1] 。临床多应用于

关节肿痛、手足麻木、风湿痹痛、瘫痪等多种疾病。该文对近

年来有关桑枝的炮制、鉴别、化学成分提取, 药理及活性成分

含量测定等相关文献进行了整理 , 以期为合理开发桑枝提供

理论依据。

1  加工炮制

桑枝: 拣去杂质, 洗净, 用水浸泡, 润透后, 切厚片, 晒干。

炒桑枝: 取净桑枝片, 置锅内用文火加热, 炒至微黄色, 偶有

焦斑时, 取出, 放凉。酒桑枝: 取桑枝段用酒喷匀, 置锅内炒

至微黄色, 放凉。

2  鉴别

2 .1 性状鉴别  外观呈灰白色或灰黄色, 有多数浅棕色点

状小皮孔及细纵纹, 有灰白色略呈半月形叶痕和棕黄色小

芽, 有修枝痕, 饮片直径约1 .0 ～2 .5 c m, 横切面呈黄色, 外圈

为较薄的皮层, 皮层与木质剥脱面均为黄白色或略深。髓部

外边是棕色褐色木质部, 色度由深至浅[ 2] 。

2 .2  茎横切面鉴别 桑枝周皮为数层木栓细胞。皮层为多

层薄壁细胞, 内含淀粉粒及草酸钙方晶和棱晶。乳汁管随处

散在, 壁微厚, 并呈波状弯曲, 内含微细粒分泌物。石细胞多

成群, 部分胞腔内含方晶。韧皮部外侧有石细胞群断续排列

成的环带。韧皮部可见韧皮纤维和乳管, 形成层明显, 木质

部发达, 射线辐射状穿过木质部及韧皮部直达皮层。髓明

显, 由大型的薄壁细胞组成, 排列疏松[ 3] 。

2 .3 粉末鉴别 桑枝导管为缘纹孔, 纹孔椭圆至六角形, 排

列紧密, 直径23～75 μm, 导管旁木薄壁细胞长方形 , 直径15

～23 μm, 孔沟明显。木栓细胞表面观呈多角形 , 垂周壁厚者

较平直, 薄者微弯曲。纤维多见, 甚长, 成束或单个散在, 多

缠结, 直径8～33 μm; 壁厚, 非木化, 胞腔甚细, 孔沟不明显。

木纤维成束 , 常与木射线细胞连结, 呈长梭形, 末端尾尖, 直

径12～20 μm。木射线细胞类长方形, 壁连珠状加厚, 纹孔较

密。石细胞多成群, 淡黄色或黄色, 呈类圆形、椭圆形或类方

形, 直径19 ～39 μm, 少数至74 μm, 壁厚6 ～20 μm, 孔沟明显 ,

胞腔细小。草酸钙方晶存在于厚壁细胞中或散在 , 直径5 ～

20 μm。含晶厚壁细胞与石细胞相似, 壁多厚薄不均, 腔内含

草酸钙方晶1～2 个。

2 .4 薄层色谱鉴别 取样品粉末5 g , 加乙醇回流30 min , 滤

过, 滤液浓缩至每 ml 含生药1 g , 供点样用。吸附剂 : 硅胶 H-

10 ml/ L CMCNa。展开剂: 氯仿∶丙酮∶水( 7∶3∶1) 。显色剂:10

ml/ L AlCl3 乙醇溶液。展开后 , 取出, 晾干, 置365 nm 的荧光

灯下观察, 桑枝在 Rf 值0 .22、0 .50 、0 .82 处均有蓝色斑点[ 4] 。

3  活性成分提取

3 .1 桑枝多糖 取干燥桑枝饮片8 kg 用60 、40、40 L 蒸馏水

回流浸提3 次, 每次2 h , 趁热过滤 , 合并提取液 , 浓缩至一定

浓度后 , 离心, 收集上清液 , 除蛋白 , 重复3 ～5 次, 然后加入3

倍量的95 % 乙醇, 低温静置6～10 h , 再减压抽滤, 收集沉淀 ,

分别用75 % 酒精、丙酮、乙醚洗涤2 ～3 次, 干燥后即得粗多

糖。粗多糖用蒸馏水溶解, 加入0 .5 % ～1 .0 % 的活性炭进行

脱色,60 ℃保持0 .5 h , 待冷至室温后滤去活性炭和沉淀, 滤

液装入透析袋中于流水透析3 d , 过滤去除沉淀, 上清液用乙

醇沉淀、抽滤、洗涤、干燥, 得到灰白色粉末即精制多糖[ 5] 。

3 .2  黄酮 将桑枝切碎, 用95 % 乙醇回流提取 , 减压浓缩 ,

所得浸膏加水稀释, 依次用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醇萃取 ,

各部分萃取液过滤, 减压浓缩 , 干燥后得3 部分 : 石油醚提取

物( 23 .7 g) 、乙酸乙酯提取物( 37 .5 g) 、正丁醇提取物( 19 .3

g) 。经薄层层析分析, 确定乙酸乙酯提取物和正丁醇提取物

大部分组分为黄酮类物质[ 6] 。

3 .3 生物碱和氨基酸  桑枝5 kg 每次用10 L 去离子水回流

提取3 次 , 提取液合并后浓缩至5 L, 加入等体积乙醇, 离心

除去沉淀, 上清液通过732( H+ 型) 离子交换树脂,0 .5 mol/ L

氨水洗脱, 收集 Dragendorff 试验阳性部分, 浓缩干燥得浸膏。

浸膏经Amberlite CG-250( NH4
+ 型) 离子交换树脂柱分离, 水

洗脱部分分为4 部分。每部分分别选用 Dow ex 1 ×2( OH -

型) 离子交换树脂,Dowex 50 W- ×8( H+ 型) 离子交换树脂及

CMSephadex C- 25( NH4
+ 型) 柱层析分离纯化分得6 个化合

物, 分得4 个多羟基生物碱及2 个氨基酸, 它们分别被鉴定

为: l- deoxynojiri mycin、N- methyl-l- deoxynojiri mycin、fagomine 、4- O-

β- D-glucopyranosyl-fagomine 、C- 氨基丁酸和L- 天门冬氨酸[ 7] 。

4  药理作用

4 .1 抗炎作用 桑枝95 % 乙醇提取物的乳剂能显著抑制二

甲苯性小鼠耳肿胀、醋酸致小鼠腹腔血管内染料的渗出, 显

著拮抗鸡蛋清致小鼠足跖肿胀和滤纸片所诱导的肉芽组织

增生, 但试验结果表明并非其抗炎作用随剂量的增大而加

强[ 8] 。桑枝对巴豆油致小鼠耳肿胀、角叉菜胶致足浮肿均有

较强抑制作用, 并可抑制醋酸引起的小鼠腹腔液渗出, 表现

出较强的抗炎活性[ 9] 。

4 .2  降糖作用  在高糖环境中, 桑枝可使培养液中 Hep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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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葡萄糖消耗量增加, 同时桑枝、桑白皮对胰岛素刺激

的 HepG2 葡萄糖消耗有协同增强作用。促进外周组织特别

是肝脏的葡萄糖代谢、提高肝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可能是

桑枝防治糖尿病作用的机理之一[ 10] 。叶菲等给四氧��高

血糖大鼠连续口服桑枝水提物15 d , 发现其食物和水摄取

量、空腹和非禁食血糖、血果糖氨及尿糖等高血糖综合症指

标均明显降低, 血脂得到调节, 糖尿病肾病得到改善 , 说明桑

枝可能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11] 。

4 .3 降血脂 用水和95 % 乙醇为溶剂的桑枝提取产物给小

鼠灌胃治疗后, 小鼠体重的降低率分别为8 .9 % 和15 .0 % ; 血

清中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均有差异, 其中以95 % 乙醇

作溶剂的桑枝提取产物使小鼠血清总胆固醇水平和甘油三

酯水平与阳性组比较差异极显著[ 12] 。

4 .4  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应用2 种免疫功能测试模型对桑

枝增强小鼠自身的免疫功能进行试验观察, 试验发现桑枝能

显著加快小鼠网状内皮细胞对体内碳粒的吞噬速度, 增强机

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 , 对2 ,4- 二硝基氟苯所致的小鼠迟发型

变态反应有明显的增强作用。表明桑枝对机体免疫功能有

较强的增强作用[ 5] 。

5  含量测定

5 .1  总黄酮  配制浓度为0 .107 5 mg/ ml 的芦丁储备液, 准

确吸取该溶液0、1 .0、2 .0 、3 .0、4 .0、5 .0 ml 各置于10 ml 容量

瓶中, 分别加入5 % 亚硝酸钠溶液0 .3 ml , 摇匀, 放置6 min , 再

加入10 % 硝酸铝溶液0 .3 ml , 摇匀, 放置6 min , 加1 mol/ L 氢

氧化铝溶液4 ml , 然后分别用30 % 乙醇溶液稀释至刻度, 摇

匀, 放置15 min , 在510 nm 处测定吸收度, 以溶液浓度为横坐

标, 吸收度为纵坐标得回归方程: C = 1 .023 A - 0 .002 4 , r =

0 .999 7。分别准确吸取各样品液1 .0 ml , 于10 ml 容量瓶中 ,

按上法操作测定各样品液的浓度, 计算老、嫩、幼桑枝中总黄

酮的含量, 回收率为96 .5 % [ 13] 。

5 .2  1- 脱氧野尻霉素  采用9- 芴基氯甲酸甲酯标记、配有荧

光检测器的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 色谱柱为 DIAMONSIC C18

柱( 4 .60 mm×250 mm,5 μm) , 流动相为乙腈 - 0 .1 % 醋酸( 1∶

1) , 流速为1 .0 ml/ min , 柱温为室温, 检测波长为激发光254

nm 与发射光322 nm, 正交法考察反应温度、缓冲液pH 值、反

应时间3 个因素对1- 脱氧野尻霉素衍生化的影响。结果1-

脱氧野尻霉素在3 .6 ～36 .0 mg/ L 内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r

= 0 .999 9 , n = 5) , 检测限为0 .08 mg/ L( S/ N= 3) , 平均回收率

为99 .2 % , RSD 为3 .5 %( n = 5) [ 14] 。

5 .3  多糖 准确称取过40 目筛的干燥桑枝粉末约0 .5 g , 置

于10 ml 容量瓶中, 加水适量, 在95 ℃水温中超声提取30

min , 过滤, 洗涤滤渣多次, 用水稀释至刻度。精密吸取样品

溶液5 .0 ml , 置10 ml 容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将稀释后的

溶液精密吸取2 .0 ml 置25 ml 具塞试管中, 加入蒽酮- 浓硫

酸试剂4 ml , 沸水浴中加热8 min , 迅速冷却至室温 , 于620 nm

处测定吸光度值, 以外标法求多糖浓度, 测得平均回收率为

98 .6 % , RSD 为1 .4 % [ 15] 。

5 .4  槲皮素和山萘酚 先将桑枝中的黄酮类成分用甲醇 -

25 % 盐酸( 4∶1) 混合液水解,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桑枝中

的槲皮素和山萘酚, 色谱柱为Shi m- ODS( 150 mm×4 .6 mm,5

μm) , 流动相为甲醇- 0 .4 % 磷酸溶液( 70∶30) , 流速1 ml/ min ,

检测波长368。槲皮素和山萘酚的线性范围分别为0 .025 ～

0 .150 μg( r = 0 .999 9) ,0 .05～0 .30 μg( r = 0 .999 8) , 平均回收

率分别为96 .2 % 及95 .3 %[ 16] 。

5 .5  白藜芦醇 以80 % 乙醇∶丙酮为1∶1 的溶剂提取桑枝

韧皮部和木质部的白藜芦醇 ,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其含

量。结果显示干燥桑枝韧皮部中白藜芦醇的质量比为0 .144

mg/ g , 在桑枝木质部没有检测到白藜芦醇[ 17] 。

5 .6  桑色素  利用桑色素在经预阳极化处理的铂电极上的

催化氧化和不可逆电对的双安培检测原理, 建立流动注射双

安培法直接检测桑色素的电化学新方法。使用经过恒电位

预阳极化处理的双铂电极, 在外加电位差为0 V 时, 通过偶

合桑色素在一支电极上的氧化和氧化铂在另一支电极上的

还原2 个不可逆电极过程, 构成流动注射双安培检测体系。

结果在缓冲液0 .1 mol/ L 的 NH3·H2O- NH4Cl( pH= 11 .0) 中 ,

测得桑色素的氧化电流与其浓度在4 .0 ×10 - 6 ～1 .0 ×10 - 3

mol/ L 范围内呈线性关系( r = 0 .999 1 , n = 14) 。检出限为1 .0

×10 - 6 mol/ L[ 18] 。

6  结语

桑枝药用历史久远, 药源广泛。近年来对其加工炮制、

成分、药理作用、提取工艺等方面的研究逐渐深入, 对合理开

发利用中医药资源意义重大, 但桑枝中天然活性成分中的部

分组成和结构还不是十分明确, 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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