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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述菲牛蛙 （Poecilobdella manillensis ） 的人工养殖技术、营养价值与化学成分、活性成分、药效学研究及

临床应用、毒性与有害物质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菲牛蛙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同时在临床上具有抗凝血、溶血

栓、抗血小板聚集、降低血脂和改善血液循环等作用，并且未见明显毒副作用，是一种极具发展潜力的药用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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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advances in the artificial rearing technology, nutritive value, chemical 

constituent, active ingredient, toxicology, pharmacodynamic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oecilobdelLa manillensis are stated in this paper. It suggests that P. manillensis has high higher 

nutritional value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clinically, such as antithrombotic, anticoagulant, 

antiplatelet, reducing blood- lipid and improving blood circulation, without obvious toxicology side 

effects . P. manillensi has been considered to be an extreme potential medicinal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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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牛蛙 （PoecilobdelLa manillensis ） 别名马尼拟

医蛙，俗称金边蚂蝶，隶属于无吻蛙目、医蛙科、牛蛙

属，是目前常见吸血类水蛙中个体较大的品种，以吸

吮人和畜等血液为生，生活于水田、水沟或池塘里。

菲牛蛙主要分布于广西、广东、海南和福建等省区，

国外见于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东南亚低于海拔

500m 的地区［ I ］。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水蛙发挥药效的物质基础

是其体内的天然水蛙素凶，而天然水蛙素是迄今为

止所发现的物质中最强的特异性天然抗凝血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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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脑血栓等血栓性疾病有

特效［3）。 然而水蛙素是一种分泌型生物活性物质，仅

存在于吸血水蛙（如菲牛蛙〉头部的唾液腺及其所分

泌的唾液中忡7） ，因此，自天然水蛙素的作用被人们

发现的 100 多年以来，科技界一直被“自然界中能够

提取天然水蛙素的资源实在太少了”的错误观点所

左右（的确，能提取天然水蛙素的吸血水蛙仅分布于

华南的少数几个省区，分布范围较窄〉。因而，严重地

影响了吸血水蛙的开发利用。但是由于近几年来国

内心脑血管疾病用药的需要，人们又陆续开始对以

菲牛蛙为代表的吸血水蛙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本文将近年来有关菲牛蛙的人工养殖技术、营

养价值与化学成分、活性成分、药效学研究及临床应

用和毒性与有害物质等方面的报道进行简要的概

述，旨在为菲牛蛙开发利用提供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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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官等：菲牛蜒的研究进展

1 人工养殖技术

1. 1 养殖方式与越冬

在自然环境条件下，将菲牛蛙置于室内，以活兔

身上的血液为饵料，对刚孵化出的菲牛蛙幼蛙进行

饲养，经过 5～6 次吸血，历时 14～19 个月的生长发

育，有些个体开始性成熟。菲牛蛙生长动态曲线是一

跳跃曲线，即生长速度与其周围环境温度密切有关，

当气温在 12℃，水温 lO "C时，部分菲牛蛙开始活动 ；

当气温在 13～ 15℃，水温 12～ 15℃时，大多数菲牛

蛙活动；当气温在 15℃以上，水温 14℃以上，所有菲

牛蛙都活动；当气温在 21℃以上，水温 19℃以上时

菲牛蛙最活跃。当气温在 7℃，水温 6 . 5 ℃，菲牛蛙

全部不活动而进入冬眠状态［础。 菲牛蛙适合在中性

偏酸（pH 值为 5. 8~ 7. 7) 的水环境中生长，配制人

工饲养水体时可以通过 HCO；－ 来调节水体 pH

值凶。

一般认为，水蛙为冷血变温的水生动物，生长在

水里，一方面可采用养鱼的养殖方式进行人工养殖 ，

另一方面其越冬是在水中进行，这都是一种错觉。采

用垄沟式对菲牛蛙进行人工养殖时，其生长速度和

成活率都明显高于池塘式和水泥池式（即单纯的水

体养殖，下同），池塘式的又好于水泥池式的，这说明

在人工养殖菲牛蛙时应首选垄沟式，其次是池塘式，

水泥池式不适用于人工养殖菲牛蛙〔叫。同时菲牛蛙

的产茧和越冬都是在湿润的土壤里进行的，在土壤

中越冬的成活率为 89. 3 % ，而在水中越冬的成活率

为 0% ，说明菲牛蛙是在土壤中越冬而不是在水中

越冬的［ 1 0, 1 汀 ，这刚好与人们的传统想法相反 。

1.2 疾病防治

由于菲牛蛙自身没有完善的体温调节机能，因

此其体温是不恒定的，会随外界气温的变化而变化，

即当外界气温升高时其体温随之升高，当外界气温

降低时其体温也随之降低，这就使得其疾病的发生

与恒温动物有本质的区别。一般情况下，菲牛蛙的细

菌性疾病以条件性疾病为主，较常见的条件性病原

菌是嗜水气单胞菌 （Aeromonas hydrophila ） 和奇异

变形杆菌 （Protues mirabili忡，它们对氨曲南、新霉

素和环丙沙星等药物敏感。 用板蓝根和三黄药浴治

疗效果较好，治愈率可达 80%左右［1 2］。

对菲牛蛙种苗的消毒可以防治其疾病的发生，

并提高养殖成活率，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菲牛蛙对常

用药物和常用水产消毒剂均较敏感，高锤酸押不宜

作为菲牛蛙的防治药物，生石灰由于品质和浓度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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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不易掌握而存在风险应慎用，而强氯精可以作为

防治菲牛蛙疾病的有效药物［ 1气 菲牛蛙幼体对 3 种

消毒剂的敏感性依次为 ：腆制剂〉聚维酣腆制剂〉

氯制剂；其安全浓度（SC）大小依次为 ：氯制剂〉聚

维酣腆制~J＞腆制剂，分别为 0. 009ml/L 、 0 . 003ml/ 

L 和 0. 002ml/L 。 通过比较 3 种消毒剂认为，氯制剂

和聚维酣腆制剂是幼蛙培育中较理想的消毒药物，

但使用时要准确掌握用量［14 ] 0 

2 营养价值与化学成分

菲牛蛙为无脊椎软体动物，其体内含有 17～ 19

种氨基酸，总量高达 73. 11 % 以上，其中 8 种人体必

需的氨基酸含量占氨基酸总量在 33 . 53 % 以上，这

些氨基酸在菲牛蛙体内发挥着特殊的生理功效，直

接参与合成各种酶、激素、调节人体内代谢的平衡。

在测定出的氨基酸中，天门冬氨酸、甘氨酸、亮氨酸

等含量较高，这类氨基酸在菲牛蛙活血化燎的功效

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药理作用［15叶飞同时，天冬氨

酸、谷氨酸、甘氨酸和丙氨酸又是风味氨基酸，是一

种很好的食品和烟草添香剂〔18] 0 经对微量元素的测

定和脂肪酸的提取结果表明，菲牛蛙体内均含有

Ca 、 Cr 、 Cu 、 Fe 、 Mg 、 Mn,V 、 Zn 8 种元素，其中 Ca,

Mg 是人体所必需的常量元素；Zn 、 Mn,Cu,Fe 元素

是人体内必需的微量元素。菲牛蛙的抗癌作用与其

所含有的这些微量元素有关，井且 Fe 、Mg ,Zn 的含

量符合抗癌药物中的微量元素含量范围［1 9,20］。 实验

共鉴定了菲牛蛙 16 个组分，占脂肪酸总量的

92. 52% ，其中饱和脂肪酸占 60. 17 % ，不饱和脂肪

酸占 32 . 35 % 。 饱和脂肪酸主要有硬脂酸、棕榈酸、

肉豆寇酸等；不饱和脂肪酸主要包括油酸、 11－二十

碳烯酸等。 其中含量最多的是十六烧酸，达到

23. 78 % ，其次是 9－十八碳烯酸，含量为 12 . 53 % ; 

11－二十碳烯酸含量为 11. 75 % 。 可见菲牛蛙中脂肪

酸的种类及其含量都相当丰富，它们具有调节人体

脂质代谢、治疗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等功效［叫 。 此

外，菲牛蛙体内的黄瞟岭含量较高，而尿瞟岭和次黄

瞟岭含量则较低［21 ］ 。

3 活性成分

菲牛蛙发挥药效的物质基础是存在于其头部唾

液腺及其所分泌唾液中的抗凝血物质，而这种物质

是分泌型的，只有当菲牛握在吸血时才分泌出来并

棍于血液中，以防止血液凝固，便于吸血，同时维持

吸人的血液在肠道内不凝固 。因此，菲牛蛙的抗凝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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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头部最强，其次是其全体，最弱的是去头的尾

部，同时干品活性低于鲜品活性，约为鲜品的 1 /2,

可见菲牛蛙晾干后，对话性有较大的影响f削。

以广西菲牛蛙消化液的提取液为原料，分离出

2 种抗凝物质 ： 菲牛蛙素 ACBDA）和菲牛蛙素 B

(BDB), BDA Mr 约为 15200，等电点为 3. 97;BDB 

Mr 为 1 4600 ，等电点为 4.61。它们对凝血酶具有极

强的抑制作用，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叫。 以菲牛蛙

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将其直接与适当辅料混合后充

填入肠溶胶囊内，在 25 C 、相对湿度 60%条件下贮

存 6 个月，抗凝血酶、抗膜蛋白酶和抗廉蛋白酶活性

基本不变［叫。

4 药效学研究及临床应用

4.1 抗凝作用

菲牛蛙抗凝血活性的强弱（即天然水蛙素含量）

是衡量其质量好坏的最主要指标之一。《中国药典》

2005 年版 1 部己收录了用 Markwardt 凝血酶直接

滴定法作为水蛙抗凝血活性的法定检测方法［25］ ，因

此对水蛙及其复方制剂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检测其天

然水蛙素的含量，以确定这些产品的质量，而在这以

前的各版《中国药典》对水蛙只有定性鉴别而没有定

量测定。

研究发现，菲牛蛙和日本医蛙 （Hirudo

nipρonica Whitman，它在分类上与菲牛蛙同属于医

蛙科不同属的吸血蛙类品种）的抗凝血活性远远大

于非吸血水蛙的宽体金线蛙 （Wh由nania 户igra

Whitman），而菲牛蛙的活性又稍强于日本医蛙，其

中菲牛蛙的抗凝血活性分别是日本医蛙和宽体金线

蛙的 1. 19 倍和 12. 2 倍［26～叫。

4.2 抗栓和溶栓作用

不论是菲牛蛙提取物还是菲牛蛙冻干粉，它们

均具有很强的抗血栓和溶栓作用，其作用强度依次

为菲牛蛙冻干粉〉 日本医蛙冻干粉〉欧洲医蛙冻干

粉〉宽体金线蛙冻干粉，而菲牛眶头部段冻干粉的

溶栓作用较强于其全身冻干粉，从而说明了其生物

活性成分主要集中于头部［30,3 1 ］。 同时，菲牛蛙还有

很强的抗血小板聚集作用［削。

4.3 降血脂和对血液流变学的影晌

作者用菲牛蛙干粉对高脂血症鹊辑进行试验，

以测定其血脂和改善血液流变学效果，结果发现试

验组的 TC、TG 、LDL-C 、 HDL-C 均显著低于模型对

照组 （P < 0. 01) ，全血粘度（高切）红细胞刚性指数

和红细胞压积均显著低于模型对照组 （P < 0.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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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证明菲牛蛙可降低血脂，同时对血液流变学均

有改善作用 。

4.4 活体菲牛蛙在临床上的应用

由于活体水蛙可以分泌一种生物多肤类的水蛙

素，它可以有效地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

血管阻力、降低血小板凝集性、减少血管壁脂质的沉

积及抵抗炎症。 采用活体菲牛蛙吸血疗法对救治皮

瓣静脉淤血非常有效，这充分体现了其作用直接、行

之有效的鲜明特点，适宜在整形美容外科及相关学

科中推广应用［叫。

s 毒性与有害物质

吴志军等［1 6］对菲牛蛙冻干粉进行急性毒性试

验的结果表明，其 LDso大于 10 g/kg，未见明显毒副

作用，同时其重金属和有机氯、有机磷农药残留量较

低，可以考虑作为一种新药用资源而加以研究。但是

作者多批次对广西境内的野生菲牛蛙活体进行干

燥、粉碎后送广西分析测试研究中心进行检测，结果

都发现铅或刑或两者同时超过中药材限量的要求，

如作为中药材直接使用，可能会对人类的健康造成

威胁。作者严格按照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材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试行门的要求，对拟选择的养殖区进

行包括大气污染程度、土壤与水质农药残留量、重金

属含量在内的环境质量调查、测定和分析，确定养殖

区域后严格按照“菲牛蛙规范化养殖标准操作规程”

(SOP）进行人工养殖，养殖出来的菲牛蛙干品经广

西分析测试研究中心检测，符合 WMZ-2001 《药用

植物及制剂进出口绿色行业标准》的要求 。

同时，作者还采用了创新的方法诱导活体菲牛

蛙分泌唾液即天然水睦素粗品，然后以这些唾液为

原料再进行提取其活性物质，这样就可以避免水蛙

躯体、内脏、污物等直接进入食品或药材，最大限度

地减少了水蛙体内残留的有害物质如重金属、农药

等进入人体内，从而保证了食用者的健康。经广西分

析测试研究中心反复检测，用上述方法提取到的活

性物质不仅其重金属含量符合食品标准的要求，同

时还完全保留了菲牛蛙的药效成分。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菲牛瞌是一种极具发展潜力的水生

动物资源，具有良好的食用价值、保健价值和药用价

值，其活性提取物天然水蛙素在化妆品领域具有广

阔的市场前景 。

广西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其地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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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长冬短，这种自然气候条

件非常适合菲牛蛙的生长繁殖，加上菲牛蛙的饵料

即猪血液来源方便，具有明显的养殖戚本优势，同时

人工养殖菲牛蛙具有占地面积小，饲养管理方便，经

济效益高的特点，可以发展成为增加人民经济收入

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为了确保菲牛蛙产品的质量，

应按照《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行） 》的要求进

行人工养殖。 为进一步促进菲牛蛙产业化的形成和

发展，今后应重点地、系统地对菲牛蛙有效活性成分

的分离纯化及其应用、营养需要、快速繁育、非水体

与无冬眠养殖和疾病防治等方面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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