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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概述苦马豆的植物形态及资源分布, 总结其化学成分、药理、毒理的研究情况。方法: 查阅大量

有关文献,并对其进行归纳总结。结果:苦马豆在我国分布广泛,含苦马豆素、黄酮苷等成分,对中枢神经系

统、外周血管及免疫系统有药理活性,对牲畜有一定的毒副作用。结论: 苦马豆的抗癌及免疫调节活性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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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马豆 [ Swainsona salsula Taub. ( Sphaerophysa

salsula ( Pall. ) DC. ) ]又名羊尿泡、马尿泡等[ 1] , 是豆

科苦马豆属植物, 据报道,放牧牲畜在食用苦马豆属

植物后发生广泛的中毒死亡,该属植物在世界范围内

分布广泛,我国有苦马豆( Sw ainsona salsula Taub. )一

种[ 2]。本文将苦马豆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1 � 植物形态及资源分布
苦马豆为矮小灌木, 高 20~ 100cm。全株蔬生

短伏毛。奇数羽状复叶, 互生;小叶 13~ 21,小叶片

倒卵状椭圆形或长椭圆形, 长 5 ~ 15mm, 宽 3 ~

6mm,先端钝圆或微凹, 基部宽楔形, 上面无毛, 背

面有白色伏毛; 小叶柄极短;托叶披针形。总状花序

腋生, 花 4~ 9,疏生, 淡红色, 长月 12mm; 萼杯状, 5

齿,被白毛;旗瓣圆形,先端凹,基部有爪,两侧外卷,

翼瓣顶尖,具耳,龙骨瓣长于翼瓣; 雄蕊 10, 二体; 子

房具柄, 有柔毛。荚果膜质, 黄白色, 长圆形, 有长

柄,表面光滑。种子肾状圆形,褐色。花期 4~ 5月,

果期 7~ 8月[ 1]。

苦马豆生于海拔 300~ 600m 的河边、沟旁、地

埂、沙质土地和盐碱地上。在我国分布较广, 分布在

河北、甘肃、陕西、宁夏、内蒙古等省区。新疆柴达木

盆地的戈壁滩绿洲区内水源条件好,有充分土地资

源的地方也有苦马豆生长。其药用部位为果实或枝

叶,主产于陕西、甘肃、河北等地。

2 化学成分

全株含异鼠李素- 3- 芸香糖苷 ( isorham net in

- 3 - rutinoside) , 苦马豆素 ( sw ainsonine/ spherosin

SWN) , �- 谷甾醇( �- sitosterol) , 6- 甲氧基- 7-

羟基香豆素 ( 6 - methoxy- 7 - hydroxycoum arin) ,

异鼠李素 ( isorhamnet in) , 4� , 7 二羟基- 2� , 3- 二

甲基异黄烷[ 4]。周明等从苦马豆中分离出总黄酮

苷( total f lavonoidal g ly cosides) [ 5]。

地上部分含苦马 1豆碱( sphaerophysine) ,麦角

碱( ergot ine)
[ 6]
。

3 药理

苦马豆药味微苦,性平, 有利尿、消肿之功效。主

治肝硬化腹水、血管神经性水肿、慢性肝炎浮肿等

症[ 1]。苦马豆全草水提物有中枢神经系统抑制作用,

能显著抑制实验动物的自发活动、对抗氯胺酮的中枢

兴奋副作用,明显延长戊巴比妥钠的睡眠时间,抑制电

刺激诱发的激怒反应
[ 7]
。另外,静脉注射苦马豆全草

水提物能扩张实验麻醉狗的外周血管,具有降压作用。

根据周明等的报道,该作用可能是因为全草水提物中

含有苦马豆总黄酮苷。全草水浸膏也能提高耐缺氧能

力,延长实验小鼠的存活时间
[ 5, 8]
。

研究表明, SWN 是一种甘露糖苷酶 I I的抑制

剂,并能抑制蛋白质的糖基化过程。SWN具有免疫

双向调节作用并抑制糖酯的合成, 由于能促进免疫

功能的恢复, 故能提高人体对大剂量化疗药物的耐

受。苦马豆素能减轻环磷酰胺对 C57BL/ 6荷瘤鼠

骨髓细胞的毒性, 而且不会影响环磷酰胺抑制肿瘤

生长的作用。在体内对 AZT ( 3�-azido-3�-de-

oxythymidine一种治疗 AIDS 的药物)的实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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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结果, AZT 对小鼠有明显的骨髓抑制作用,

SWN能改善小鼠全部骨髓细胞结构,并增加循环体

系中白细胞数目,体外实验也显示苦马豆素能减轻

AZT 对人脊髓细胞的损害
[ 9]
。苦马豆素对癌细胞

有潜在的杀伤作用, 并能阻止癌细胞的转移。

苦马豆总黄酮苷除具有因扩外周血管而降压的

作用外,还对二甲苯所致小鼠耳部炎性肿胀及小鼠

蛋清性足肿胀有明显抑制作用, 还能显著对抗醋酸

所致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强[ 10]。

4 毒理

大量食用苦马豆能造成牲畜的死亡,苦马豆的

毒性作用主要是苦马豆素引起的。其毒性作用主要

包括引起肝、胰、脾、神经等细胞组织学改变, 影响实

验动物的发情周期、受孕及生长,引起类似遗传性甘

露糖过多症的溶酶体沉积病等。

山羊在食用含有苦马豆素的植物后出现头颈部

肌肉震颤、共济失调、辨距过大、感觉过敏等神经系统

疾病,停食该植物后症状可消失,继续喂食出现相同

症状。对中毒山羊进行尸检,未发现有明显的外观损

伤。但对小脑皮层、肝、胰腺进行电子显微镜检查,发

现在肝实质细胞、胰腺腺泡细胞、神经元,特别是浦倾

野细胞( Purkinje cells)中有多重胞质液泡。肝实质细

胞、Kupffer 细胞、胰腺腺泡细胞、浦倾野细胞及小脑

粒状细胞层的小神经元发生超结构改变,有膜结合的

液泡
[ 11]
。当停止对实验动物使用苦马豆素后,所有

这些组织学上的损害很快消失,恢复正常,但是在神

经学上的损害却是长期的、不可逆的[ 12]。

奶牛在喂食疯草 Locow eed( Oxytropis sericea)

后(相当于 SWN0. 68- 0. 76mg�kg�d- 1
) ,伴随血清 a-l

pha- 甘露糖苷酶活性下降, 奶牛出现不正常的发情

行为,发情周期增长,正常受孕失败,停止喂食后, 各

项恢复正常, 对两头怀孕奶牛喂食 Locow eed, 一头

在 10d后流产, 另一头正常生产[ 13]。Panter KE 等

发现苦马豆素对家畜生殖功能造成的严重不良影

响,包括交配行为、雄性性冲动、雌性发情期、生产,

并造成后代动作迟缓等。苦马豆素能影响公羊正常

的精子生成[ 14]。

鼠、羊、几内亚猪摄入 SWN 后, 排泄的尿中含

有大量高甘露糖的寡糖
[ 15]
。神经元细胞体中溶酶

体沉积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神经轴突营养失调, 但

在停药 40d后恢复正常[ 16]。

苦马豆素还有引起疲劳、厌食、呼吸困难、腹痛

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最大耐受剂量为 300mg�kg�
d- 1[ 18]。

5 小结

苦马豆在我国有较为充足的资源, 传统医药中

也早已用于临床治疗水肿、肾炎、肝硬化腹水等。其

有效成分苦马豆素的抗癌和免疫调节活性更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但我国在苦马豆的开发上近年来却

没有较大的发展。进一步研究开发苦马豆对于探寻

新的抗癌药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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