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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荞麦 (F agopyrum cym osum M eisn. )也称野荞麦、苦荞

头, 为蓼科荞麦属植物,它是我国民间常用的一种中草药,药

用其根茎。性平, 微凉, 味苦, 酸涩, 民间用于治疗肺脓疡。

金荞麦的分布大抵包括我国黄河以南各省区:河南、江苏、安

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陕西、甘肃、

云南、四川、贵州, 现已收入 2010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一部。

金荞麦化学成分: 刘永隆等 [ 1]从金荞麦根茎中分得化

合物甲、乙、丙三种成分,化合物甲为其主要有效成分, 将化

合物甲制备成甲基衍生物、甲基化乙酸酯和全乙酸酯后进行

了结构鉴定, 证实化合物甲是双聚原矢车菊苷元,化合物乙

和丙分别鉴定为海柯皂苷元和 8-谷甾醇。张雯洁等 [ 2、3]进

一步对其酚性成分进行了研究,经葡聚糖凝胶和大孔吸附树

脂柱层析反复分离得到 6个酚性化合物。鉴定为一类原花

色素的缩合性单宁化合物, 包括: 3, 4-二羟基苯甲酸、没食

子酸、( - )原儿茶素、( - )原儿茶素 - 3- O没食子酸酯、原

矢车菊素 13- 2、原矢车菊素 C - 1, 其中原矢车菊素 I3- 2

为主要成分,含量为该活性部位的 0. 19% 。金荞麦中所含

有的原花色素缩合性单宁的混合物,性质很不稳定, 但具有

多方面的生理活性,例如抗氧化、降低血脂、抑制某些病毒及

酶、抑制肿瘤、抗炎等。在我国民间应用很广,除用于治疗急

性咽炎、扁桃体炎、痢疾、痈疾、恶疮肿毒等感染性疾病外, 还

有用于治疗妇女月经痛, 消化系统疾病及病毒性疾病的报

道。

本文综述了金荞麦的临床应用。

1 金荞麦治疗肺脓肿
用金荞麦片剂 ( 1. 5 g生药 /片 )每日 3次,每次 4~ 6片,

连服 1~ 3个月,治疗肺脓肿 539例。结果除 144例治疗好

转但总观察时间不足 2个月即中断复查外, 复查的 395例

中, 痊愈 288例 ( 72. 9% ), 好转 33侧 ( 8. 4% ) , 无效 72例

( 18. 2% ) ,死亡 2例 ( 0. 5% ) [ 4]。用金荞麦片,治疗肺脓肿

49例, 服药后平均退热时间为 7. 9天,肺腔内脓液排出时间

为 15 4天, 痊愈 39例, 好转 6例, 无效 4例,总有效率为 91.

8% ,与其汤剂相比疗效相似 [ 5]。

引流和控制感染是临床治疗肺脓肿的基本原则,据临床

观察, 病人服药后多有咯痰增多。进而空洞缩小, 气液平面

消失, 体温下降,病灶吸收痊愈。证实金荞麦具有清热解毒,

活血化瘀 ,宣肺排脓等功能。有些清热解毒药仅具有较强的

抗病原体作用, 但更多的清热解毒药通过其它机制而获效

的。金荞麦的疗效 ,看来不是通过杀死病原体而起作用, 而

是通过调节机体的功能而起作用的,可能通过多个环节促进

肺脓肿的愈合。如对抗或中和细胞内毒素,促进坏死组织的

分解液化 ,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 加强白细胞的吞噬功能, 抑

制血小板聚集,提高毛细血管的通透性, 减少炎性渗出物, 改

善局部血液循环的病变组织的微循环,加速组织的再生修复

过程等。

2 金荞麦治疗痛经
取金荞麦根 50 g(鲜品 70 g)于月经来潮前 3~ 5天, 每

天 1剂水煎分 2次服用,连服 2剂, 连续 2个月经周期为 1

疗程, 共治疗 30例, 近期治愈 19例,好转 9例,无效 2例, 总

有效率为 93% 。随访痊愈及近愈 20例, 6~ 1 2个月内复发

3例, 续方仍有效 [ 6]。

3 金荞麦治疗肺癌
小鼠接种 Lew is肿癌后次日, 用金荞麦根水煎剂 13 2

g /kg d, 连续给药 10天,对小鼠 Lew is肺癌均有显著抑制作

用, 抑制 32. 93% ~ 40 72% ( P< 0 05); 相同方法低剂量给

药, 对小鼠接种宫颈癌也有显著抑制作用, 抑制率为 30 9 %

~ 53 24% ( P < 0 05 ~ 0 01 ), 且对雌性小鼠疗效较雄性

好 [ 7]。利用小鼠肾囊膜下移植法 ( SRCA )预测评价金荞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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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物对 12例肺癌组织块异种移植后治疗的敏感性, 结果

表明移植试验总可评价率为 83 3% ( 10/12)。肺鳞癌对金

荞麦的敏感性高于其它组织类型的肿癌 [ 8]。

4 金荞麦治疗细菌性痢疾
1975年 8月试用金荞麦治疗细菌性痢疾 96例, 获得较

好的疗效。其中急性典型菌例 92例,慢性迁延性痢疾 4例,

在治疗过程中实施下列辅助疗效: 高热者给予物理或药物

降温; 全身毒血症状严重, 频繁泻吐者给予静脉补液或口

服补液, 短期加用氢化可的松; 补充血容量, 纠正酸中毒,

维持水和电解质平衡 ; 腹痛给予解痉剂等综合措施及辅助

治疗。治愈 89例, 治愈率 92 7% , 疗效极为理想,通过金荞

麦治疗 96例细菌性痢疾的临床实验认为: 金荞麦片剂具有

较强的抗炎、解毒和止痢作用,其作用机理尚待进一步探讨。

金荞麦治疗普通型细菌性痢疾具有疗效高、药源足, 副作用

小, 使用方便等优点,便于临床推广和使用 [ 9]。

5 金荞麦治疗盆腔炎
盆腔炎为妇科常见病, 急性盆腔炎患者可有发热、腰酸

下坠、阴道内规则性出血及脓性分泌物等,慢性炎症患者长

年腰酸坠痛, 白带增多,月经不调, 或继发不孕等 (病原菌主

要为各种化脓菌, 常见的有: 厌氧链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大

肠杆菌、变形杆菌、葡萄球菌等 )。限于女性生殖器官的生

理和解剖特点, 部位深并与外界相沟通, 有周期变化且表现

为月经来潮, 妊娠及分娩;所以感染的机会增多。疗效因个

人的机体状况及病情而异,效果不够满意。 1979年上半年,

试用金荞麦治疗盆腔炎 28例,治愈 4例 ( 4 29% ), 显效 3例

( 10 71% ),好转 8例 ( 28 5% ), 未愈 2例 ( 42 85% ), 失败 1

例 ( 3 5% ), 治愈好转率为 53 57% [ 10]。

经过上述病例的治疗,我们认为金荞麦治疗妇科盆腔炎

在当前是可取的方法之一, 它可能控制出血, 发烧、脓性排出

物等急性症状, 症状的改善较为明显。

6 金荞麦治疗麻疹肺炎
我国药学工作者在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下,在临床治疗

50例小儿麻疹肺炎中使用了金荞麦。除 22例因为病情转

重有化脓性合并症或有易发生感染的并存症及连续单独使

用金荞麦 3天以上, 因高热,肺部炎症重而并用了抗菌素的,

即被认为是无效病例和 3例好转自动出院外, 其他 28例治

愈率为 88% , 好转率为 6% ,无效率为 6% ,取得了较好的疗

效 [ 11]。

在金荞麦治疗小儿麻疹肺炎的过程中, 即金荞麦在 28

例 56%的中轻度病例中体现了 88%的治愈率。因此, 我们

认为金荞麦对一些普通型感染有较好的治疗, 但是, 对重症

麻疹肺炎合并症重的细菌感染的疗效较差,可能是由于口服

药影响药物的吸收和分布, 也可能影响到药物的血药浓度,

二则在金荞麦的药理实验中,对于金葡菌感染的小鼠, 仅在

感染前 24- 72小时给予金荞麦浸膏, 对腹腔感染的小鼠有

明显的保护作用, 感染同时或感染后给药,则无明显的保护

作用。这说明金荞麦浸膏本身并无明显的抗菌消炎作用。

通过考察金荞麦浸膏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功能的影响实验

证明: 金荞麦可明显增强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说

明它的抗菌作用是在通过增强体内的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来实现的 ,而对重度麻疹肺炎患者, 消除严重的临床症状是

当务之急, 而金荞麦对消除重度麻疹肺炎患者的危急症状不

能及时奏效,因此, 不得不及时使用或并用抗生素。因此可

见, 金荞麦增强体内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和持续稳定的血药浓度来实现的。

通过对 50例麻疹肺炎的治疗及麻疹肺炎的一般病源规

律来判断, 我们认为金荞麦除对细菌性感染疾病患有治疗作

用外, 还可能对病毒性感染疾患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因此, 很

可能对其它肺炎也有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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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起来的, 是

我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原始时代,我们

的祖先由于采食植物和狩猎,得以接触并逐渐了解这些植物

和动物及其对人体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某种药效反应

或中毒现象,甚至造成死亡 , 因而使人们懂得在觅食时

有所辨别和选择。为了同疾病作斗争 , 上述经验启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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