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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文献检索，概述 了广西沿海的真 红树植物 ：木榄 (Bruguiera gymnorrhiza)、海漆 (Excoecaria 

agallocha)、桐花树(Aegiceras corniculatum)、秋茄 (Kandelia cande1)、老鼠勒 (Acanthus ilicifolius)、榄李 

(Lumnitzera racemosa)、白骨壤(Avicennia marina)和半红树植物水黄皮(Pongamia pinnata)的化学成分 

以及生物活性研究进展，并提出存在的问题是研究范围较窄、研究深度不足、对活性测试类型和机理的研究 

较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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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literature search of mangrove in the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 

gion，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chemical compounds and bioactivities of Bruguiera 

gymnorrhiza，Excoecaria agallocha，Aegiceras corniculatum ，Kandelia candel，Acanthus 

ilicifolius，Lumnitzera racemosa，Avicennia marina and Pongamia pinnata are summa— 

rized in this paper．The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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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植 物是 指生长在热带和 亚热带海岸潮 间 

带，周期性被海水浸淹的木本植物。全世界的红树 

植物共有 24科38属84种 ]，分为东方群系(印度 

洋以及西太平洋海岸)和西方群系(西印度群岛以及 

西非海岸)两大群系 。我 国的红树植 物属于东方群 

系，分布在海南、广西、广东、台湾和福建等省区沿海 
一 带。按照能否专一生活在潮间带，红树植物可分 

为真红树和半红树。广西共有真红树植物 7科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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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半红树植物 5科 5种 ]。广西红树植物主要分 

布在具有明显滩面的海湾或海河口汇合处的滩涂及 

其附近，例如廉州湾、钦州湾、珍珠港、英罗港、铁山 

港、丹兜海 、北仑河 口、大风江 口等区域[4]。 

在我国和世界其它沿海地区，许多红树植物都 

有作为医药使用的传统，治疗范围十分广泛Is]。红 

树植物中含有大量与治疗人类重大疾病(如艾滋病 、 

恶性肿瘤和心血管病等)有关的活性先导化合物(如 

萜类 、甾体 、生物碱和多糖 等)[6 ]。本文通过文 献 

调研，概述来源于广西沿海的 7种真红树植物：木 

榄 (Bruguiera gymnorrhiza)、海 漆 (Excoecaria 

agallocha)、桐花树 (Aegiceras corniculatum)、秋茄 

(Kandelia cande1)、老鼠勒(Acanthus ilicifolius)、 

榄李 (Lumnitzera racemosa)、白骨壤 (Avicen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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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na)和 1种 半 红 树 植 物 水 黄 皮 (Pongamia 

pinnata)的化学成分、生 物活性的研究进展 ，旨在 

为广西红树植物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l 木榄的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研究 

木 榄 属于 红树 科 木榄 属 植 物 ，为 常绿 乔 木。 

Sun等【胡从广西山口红树林 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采集 

的木榄 中分离到一种结构新奇的多聚二硫环类化合 

物 gymnorrhizol(1)，其通 过 3个 重复 的 2一羟基一 

1，3一丙二硫醇聚合而成。推测化合物 1生源途径表 

明，gymnorrhizol很可能是 由化合 物 3和化合 物 4 

经过一系列的转化得到，具体见图 1。龚景旭lg 等 

根据以上研究成果，化学全合成了gymnorrhizol，具 

体合成路线见 图 2。体外生物活性筛选发现 ，化合 

物 1对 II型糖尿靶标分子蛋 白酪氨酸磷酸酯酶 

(PTPIB)具有显著的抑制活性 ，IC 。(半抑制浓度) 

为 14．9 M，表明化合物 1是一种新型 PTPIB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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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Gymnorrhizol生 源 途 径 

2 海漆的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研究 

海 漆 属 于 大 戟 科 海 漆 属 植 物。Wang J D 

等u ” 从广西山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集 

的海漆中分离到 1o种新的二萜类化合物，分别为 5 

个对映异海松烷型二萜 agallochaols A (5)、B(6)、 

D (7)、E(8)、F(9)，一个 secoatisane型二萜 agal— 

lochaol C(10)，四个 3和 4键断裂的对映阿替生烷 

型二萜 agallochaol G(11)、H (12)、I(13)、J(14)， 

具体结构见图3。王继栋等I】 从海漆中分离到 9种 

已知化合物 ，分别为 kayadiol(15)、8(14)，15一isopl— 

maradiene一7a，18-diol(16)、5，l1一epoxy一9一hydroxy一 

7-megastigmen一3一one(17)、annuionone E (18)、28。 

30一dihydroxy—hp一2O(29)一ene一3一one(19)、inessa u- 

genleacid G (20)、3p，24一dihydroxy一12一oleanen一28一 

oic acid (21)、syringaresinol (22)、ethyl gallate 

(23)，具 体 结 构见 图 3。体 外生 物 活性 筛选 发 现 

agallochaol H—J在浓度为 20／,g／ml时，对人体癌细 

胞 HL一60和 A549未显示抑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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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ymnorrhizol化学全合成技术路线 

3 桐花树的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研究 

桐花树属于紫金牛科蜡烛果亚科蜡烛果属植 

物 。徐佳佳等口 从广西桐花树中分离到 7种 已知 

化合物 ，分别为 a一菠甾醇 (24)、豆甾醇 (25)、齐墩 

果酸 (26)、原报春花素 (27)、△5，22豆甾醇一3一()一f3一 

D一吡喃葡萄糖苷 (28)、a一菠甾醇一3一()一f3一D一吡哺葡萄 

糖苷 (29)、没食子酸 甲酯 (30)。工继栋 等。。 从广 

西北海采集 的桐花树 中分离到 8种 已知化合物 ，分 

别为镰叶芹二醇 (31)、白黎芦醇 (32)、槲皮 索 

(33)、邻苯二 甲酸二辛酯 (34)、l，5一二羟基一3甲氧 

基一7一甲基葸 醌 (35)、1，3，5一三羟基 一7一q1肇 总醌 

(36)、羽扇豆醇(37)，具体结构见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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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从海漆 中分离 的化合 物的结 构 

桐花树的树皮和种子有毒，在广西民间用于治 

疗哮喘、糖尿病和风湿病等；桐花树的茎皮 和叶子提 

取物均对过氧化氢(H O。)有不同程度的清除作用， 

表明其具有抗氧化活性；桐花树茎皮的乙醇提取物 

对角又菜胶致小 鼠足跖肿胀有 比较好的抑制作用 ， 

提示其有抗炎活性。但是肝脂质过氧化结果提示， 

当提取 物浓 度 达 到一 定 程 度 时 ，可 能会 使 肝 损 

伤口 。在体外活性筛选中，化合物 31对 Ⅱ 型糖尿 

病的靶标分子蛋 白酪氨酸酯酶 1B(PTP1B)显示较 

好的抑制活性 ，其 。为(9．15±2．48) ML1 。 

4 秋茄的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研究 

秋茄为红树科秋茄属植物。陈铁寓等Ll ]从广 

西合浦县山口镇采集的秋茄中分离到 7种化合物， 

经光谱方法鉴定，分别为刺桐脂素 (38)、7-谷甾醇 

(39)、白桦脂酸 (40)、齐墩果酸 (26)、槲皮素(33)、 

胡萝 卜苷 (41)、芦丁(42)，具体结构见图 5。 

秋茄在广西沿海地区被民间用作药物使用，其 

皮具有收敛、止血和抗菌作用。秋茄根的乙醇提取 

液可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秋茄果实的乙醇浸取液 

和水 浸 取 液 对 3种 植 物 病 原 真 菌 Fusarium 

pxysporum、Heminthosporium sp． 和 

Hemphyllium sp．都有抑制能力。在体外活性筛选 

发现 ，化合物 40和化合物 26对 CNE一1细胞具有弱 

细胞毒活性_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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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从桐花树 中分离 的化合物 的结 构 

5 老鼠勒的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研究 

老鼠勒又名老鼠怕、软骨牡丹，为爵床科老鼠属 

植物 。彭兴等口 从广西山 口红树 林保护区采集的 

老鼠勒中分离到 6种化合物，分别为豆甾醇 (25)、 

△5，22豆甾醇一3一O—J3一D一吡喃葡萄糖苷(28)、香草酸 

(43)、2一苯并 唑啉 酮 (44)、4一羟基 一2一苯并 唑啉 酮 

(45)、槲皮素 (33)，具体结构见图 6。 

老鼠勒是红树林中重要的药用植物之一，在广 

西民间被广泛用于治疗急慢性肝炎、哮喘、风湿、麻 

痹症、蛇伤等，有镇痛和抗炎作用。现代药理研究发 

H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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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老鼠勒具有护肝、抗氧化和抗肿瘤的作用。采用 

流动注射化学发光法研究老 鼠勒抗氧化活性 ，发现 

其 75 乙醇提取物、有机溶剂萃取分离部位以及水 

提取物对 H ()。有清除作用 -。刘林等 发现老 

鼠勒的有机溶剂萃取分离部分能够治疗大鼠中毒性 

肝纤维化 ，推测其作用机制为抗脂质过氧化损伤。 

H 

5 从秋茄 中分离 的化 合物的结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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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罔 6 从秋 L11分离的化台物的结构 

6 水黄皮的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研究 

ooH 

H 

水黄皮别名水 流豆、水罗豆 、水月豆，属于蝶彤 

花科水黄皮属半红树植物。黄欣 碧等 ]从广 西合 

浦县采集的水黄皮 中分离到 7种单体化合物 ，分别 

为蒲公英帖醇 (46)、水美皮素(47)、豆甾醇(25)、 

pongaglabronc(48)、pongach r(】n1cne(49)、水黄皮 

黄素(50)、牡荆素(51)，具体结构 图 7。 

水黄皮在广西民问应用广泛 ，其种子油可 以治 

疗疥癞、脓疮以及风湿症；其叶子可以治疗痔疮、肿 

瘤 、伤 口发炎等病症 。刘可云等 采用大 鼠幽门结 

扎模型观察水黄皮根总黄酮(PRF)对 胃溃疡的保护 

作用。结果发现，水 黄皮根总黄酮可 以明显降低 胃 

液量 (P≮ 0．05，P< 0．01)、大 鼠游离酸度、总酸度 

和总酸排出量(P< 0．01)，表明水黄皮根总黄酮对 

大鼠幽门结扎型胃溃疡具有明显保护作用，作用方 

式可能是通过抑制 胃泌索分泌 、促进 EGF分泌以及 

促进 胃黏液分泌来实现。 

7 榄李的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研究 

榄李 为使 君子科榄李 属植物。王继栋 等㈦ 从 

广西北海市山 口镇采 集的榄李 中分离到 10种化合 

物 ，分 别 为 2一methyl一1，3一dihydr()xy 5一t ridccy 

benzene (52)、1，3一dihydroxy一5 undecylI)C11Z~、Ilt' 

(53)、ergosta一7，22一dien一38一ol(54)、emodin (55)、 

kaempferol(56)、quercetin (57)、epigalloc {lI 1 

(58)、gallic acid (59)、querceI rin (60)、is()(1llClJC(' 

trin(61)，具体结构见图 8。张秋霞等 从J 榄 

李的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到 9种化合物 ，分别为 

醇(25)、蒲公英萜醇 (46)、2Q，3 ，2 三 琏齐墩 一 

12(13)烯～28一羧酸(62)、△5，22 甾醇 3一()一 一I)一吡 

喃葡萄糖苷(28)、3，3 ，q 三 氧基鞣花酸(63)、没 

食子酸 (59)，具体结卡勾 图 8。 

H 

0 

【) 

图 7 从水 黄皮 中分 离的化 台物的结构 

化合物 52和化合 物 53对垡 门酪氨酸磷 酸嗍 

1B(PTP1B)显示抑制活性 ，其 j(’ 分别为(1 3．38专 

98)“M 和(10．40±0．88) M。张秋霞等 采川 

体外流动注射化学发光法研究榄李的 ㈨擞性没膏 

清除 H ()：的能力。结果发现 ，榄 李的水溶 波膏 

和 75 乙醇浸膏 以及正丁醉搜膏均有 ·定的消除 

H () 能力 。 

8 白骨壤的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研究 

白骨壤 又名海榄雌 ，为马鞭草科海榄雌 值物 

白骨壤在广两主要分布在北仑河 ¨和 【⋯ i锁 等地 

区。贾睿等 从广西北海 tl 】镇 采集 的 骨壤 {1 

分离到 9种 化合物 ，分别 为向骨壤醌 B(64)、 坩 

壤醌 C(65)、5-羟基一4 ，7一二甲氧 黄 (66)、槲皮 

素 (33)、山奈酚 (67)、利扇醇 (68)、桦小醇 (69)、8一 

洲 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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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甾醇 (39)、对甲氧基肉桂酸 (70)，具体结构见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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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从榄李中分离的化合物的结构 

H 

图 9 从 白骨壤中分离的化合物的结构 

孙国强等 研究白骨壤叶黄酮抗氧化活性。 

结果发 现，白骨壤叶的黄酮纯化物和粗提物对 

HO ·和 O一 ·2的清除能力及其还原力 均随着黄 

酮浓度的增大而表现出明显 的量效关 系，并且均高 

于相同浓度的维生素 c和柠檬酸，表明白骨壤叶黄 

酮是一种极具潜力的天然抗氧化剂。 

9 结束语 

作者通过文献调研发现 ，对广西红树植物的化 

学成分以及生物活性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但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1)研究范围较窄。到 目前为 

止，国内对广西红树植物的研究仅涉及到 8种红树 

植物，另外 7种的化学成分以及生物活性未见研究 

报道；(2)研究深度不足。国内共从广西红树植物中 

分离出70种化合物，其中 11种为新化合物，出新率 

为 15．71 ，反映出对广西红树植物化学成分的研 

究深度不够 ；(3)对广西红树植物活性测试类型和机 

理的研究较少 。目前对广西红树植物活性研究主要 

集中在其抗氧化和抗菌活性方面，对其抗肿瘤和抗 

病毒测试的研究较少，而且对其活性机理的研究基 

本上是空白的。综上分析，对广西红树植物化学成 

分以及生物活性 的研究虽然已经开始了近 1O年 ，但 

仍然有一些不足和缺陷，还需要海洋天然产物学家 

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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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两种新的浅水波形 

(责任编辑：陈小玲 ) 

法国科学家将水限制在一个赫 尔一肖氏胞膜 内，这种胞膜是一个由 2块平行的玻璃板制成的“箱子”，玻 

璃板宽 30cm，中间被 1条仅宽 15mm 的小缝隙分开，水深约 5cm。他们将该胞膜放在一个振荡器上 ，让该胞 

膜以及其 内的水垂直振 动，然 后 小心翼翼地调 整振动频率和振 幅，并用一 台高速摄影机记 录下 了水 面的 

变形 。 

随着振荡幅度慢慢增加，科学家们观察到了两种不同形状的法拉第波，一种有偶对称，而另一种有奇对 

称。偶对称可被看做波的左右两边垂直对称，而奇对称则指波的上下两部分并不完全一样。偶对称与一种 

三维的“轴对称振动”非常像，这种波形以前曾在一层正在振动的青铜珠表面看到过。然而，奇对称驻波从没 

有在任何媒介 中观察到过 。 

这两种波的振幅比较大，而常用的振幅方程式只能描述 小很 多的振幅，因此科学家 目前还 无法 解释表 

面的不稳定如何导致这些波的形成 。不过 ，他们认为，这种新奇的波形很 可能源于平静区域和振动 区域之间 

的重叠 ，这两者都源于振动产生的不稳定。造成这 种不稳定的机制可能在非线性光学、化学、生物 学以及 海 

波等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科学家们也希望最新研究有助于深化他们对有关大振幅海波形成的理解。 

(据 科 学 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