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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海洋资源认识的提高，以及现代生物技术在海洋药物研究中的应用，海洋天然

药物的研究开发逐步深入，对海鞘的研究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的重视，从中发现了不

少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化合物，成为海洋天然药物研究的热点之一；同时，由于海鞘在进化上所处的特

殊地位，它又受到动物学者、进化论者和比较内分泌学者的高度关注，因此，海鞘成为科学工作者竞相研

究的热点。从海鞘中提取的环肽 Didemni - B 在美国已作为一种新型抗肿瘤药物进入二期临床试验阶

段，其药效大大高于一般的抗肿瘤药物［1］。由海鞘中得到了两个其他环肽化合物 Et729 和 Et743 中，由

于对肺癌及其他实体瘤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现也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我国海鞘资源相当丰富，目前已发

现有 103 种海鞘，其中渤海有 5 种，黄海有 21 种，东海有 24 种，南海有 53 种。种类分布从北往南逐渐递

增，其主要种类有：米氏小叶鞘 Leptoclinum mitsukurii、星座美洲海鞘 Amaroucium constellatum、长纹海鞘

Ascidia longistriata、玻 璃 海 鞘 Ciona intestinalis、史 氏 菊 海 鞘 Botryllus schlosseri、瘤 状 菊 海 鞘 Botryllus
tuberatus、紫拟菊海鞘 Botrylloides violaceus、冠瘤海鞘 Styela canopus、乳突皮海鞘 Molgula manhattensis、青岛

菊海鞘 Botryllus tsingtaoensis、西门登拟菊海鞘 Botrllus simdensis、柄海鞘 Styela clava 和中国瘤海鞘 Styela
sinesis 等［2］但我国有关海鞘研究却鲜有报道，本文综述了国内外有关海鞘研究的现状，希望能起到抛砖

引玉的作用。

1 海鞘的分类地位及主要结构特征

海鞘（AsCidian）属于脊索动物门（Chordates），尾索动物亚门（UroChordata），海鞘纲（Class AsCidiaCea）。

它与尾索动物亚门的另外两个纲一起被称为被囊动物。全世界大约有 2 000 种被囊动物，其中海鞘占

大多数［3］。海鞘身体由上下两部构成，上部为构成动物主体的“萼杯”，下部是支撑这一“萼杯”的粗茎。

整个身体全部包裹在一个结实的被囊之内。“萼杯”的顶部和背方分别有进水管和出水管，不定期携氧

气、食物的颗粒和水流从进水管导入“萼杯”内宽大咽腔进行呼吸作用，析出的食物颗粒则沿着腹面称作

柱构造的“食物槽”导入咽腔下方的消化道，最终产生的废水和粪便则通过出水管排出体外。海鞘的主



要结构特征：具脊索，但只存在于幼体，成体包围在被囊中，脊索是一条由含胶质的细胞所组成的支持身

体纵轴的棒状结构，位于神经索腹侧，消化管的背方；背神经索呈管状，位于消化管背方：消化管前端咽

部两侧有成对排列的鳃裂，直接或间接和外界相通，又称咽鳃裂。

2 海鞘的生态习性

2.1 生活习性

海鞘分布十分广泛，在潮间带、开放的海域和深海海洋均有分布，其幼体营自由生活，成体通常营固

着生活，依靠其基部固着在海底岩石、贝壳、船帮及各类海中固定设施上。形态多姿多样，有单体和群体

之分，单体通常大于群体，单体海鞘可以大到 15Cm 或小到 1Cm，群体有的厚达 5Cm，有的仅非常瘦小和柔

软，不论群体或单体，海鞘都喜欢生活在无大浪却有海水流动的地方。海鞘经常与管栖毛类、藤壶及苔

藓虫附着在一起，而且许多海鞘具有聚生的附着习性，即幼体附着在亲体邻近，其中柄瘤海鞘的聚生现

象尤为明显，它除了可以成簇密集生活以外，还可以附着在其它个体上，同时，又被别的个体附着，呈现

垒叠的聚生现象。这种聚生现象利于它们对附着基、饵料和空间的争夺，这在种群的繁衍上具有重大意

义［2］。

2.2 繁殖习性

海鞘的生殖通常有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两种方式，群体常以有性生殖和出芽两种方式进行繁殖。

大多数海鞘是雌雄同体，有的具有一对精巢，有的具有两对，少数是雌雄异体，某些种类虽然是雌雄同

体，如瘤海鞘属的 Styela partite，但自身却无法进行繁殖。海鞘分胎生和卵生，大部分情况下，胎生种类

个体较大，其卵相对较小但数量多，如瘤海鞘属 Styela，0 . 15mm；玻璃海鞘属 Ciona，0 . 17mm。而卵生种

类个体较小，其卵大但数量少，如菊海鞘属 Botryllus，0 . 42mm，而且单体的卵蛋黄比群体在单体较为常

见，而体内受精多在群体。

3 海鞘药物开发

3.1 基础理论方面

关于海鞘其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郑成兴［2］、葛国昌和臧衍蓝［4］对我国沿海海鞘的种群

及物种多样性进行了研究；厦福祖［5］、田军和薛群基［6］、李克元和刘忠颖［7］对海鞘的危害及其防治方法

进行了研究；孙燕玲［8］、张继红和方建光［9］研究了几种常见海鞘的呼吸代谢和排泄规律；方永强［10］对皱

瘤海 鞘 神 经 复 合 体 与 性 腺 发 育 相 关 性 进 行 了 研 究；Pond 和 Sargent［11］分 析 了 浮 游 性 海 鞘 Doliolett
gegenbauri 的脂类组成；Manni 等［12］等研究了海鞘胚胎发育过程中神经原质发生机制；Kawamura 和

Sugino［13］研究证实上皮细胞和间叶细胞在海鞘出芽生殖中发挥重要作用。

3.2 生理活性物质提取方面

近年来，在海鞘化学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大量具有抗肿瘤、抗菌、抗病毒、抗炎及酶抑制活性的化合

物被发现，主要是生物碱、肽类和非氮化合物三类物质。RyuiChi 等［14］首次从海鞘 Trididemnum solidum
中分离出 dideminsA、B 的 C，它们都具有体内和体外抗病毒和抗肿瘤活性，其中 DideminB 的活性最强，在

0 .1!g / mL 量时，对乳腺癌、卵巢癌具有明显的抑制活性，同时它还有明显的免疫抑制活性，体内活性较

临床应用的环孢菌 A 强 1000 倍。MCDonald 等［15］从采自新加坡的海鞘 Lissoclinum patella 中分离出 2 个

环八肽 patellamide E 和 F，其中 patellamide E 在体外对人结肠癌细胞仅显示微弱的细胞毒性，patellamide
F 对 NCI 的 60 个人类肿瘤细胞群 IC50 平均值为 13! mol / L。Williams 和 JaCobs［16］从海鞘 Lissaclinum
patella 发现一种环八肽化合物 patellamide D，它与人类白血病的治疗有关，同时对某些药物有协同作用，

如在 patellamide D 存在的情况下，长春碱 vinblastine 的 IC50平均值从 100ng / mL 降至 1 . 5ng / mL。Cooray
等［17］从一种海鞘中发现一个具有五环结构的生物碱 shermilamine A，该生物碱具有抗病毒和抗癌生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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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Kim 等［18］和 Carroll 等［19］分别从澳大利亚海鞘中发现四环生物碱 pantherinine 和碘代酪酸生物

碱，其中 pantherinine 具有中等毒性，对 P388鼠白血病细胞的 LD50为 4 . 5!g / mL，而碘代酪酸生物碱对谷胱

甘肽降解酶有抑制作用。LiebriCh 等［20］在采自未污染的海域海鞘 Pyura stolonifera 肝脏中发现镉结合蛋

白。Kerr 和 Miranda［21］研究证实海鞘 Ecteinascidia turbinata 的提取物能以半胱氨酸和酪氨酸为原料合成

一种具有抗癌功能的生物碱。Murray 等［22］从一种澳大利亚海鞘中提取出 7 种生物碱 Aplidites（A - G）。

SaChiko 等［23］从日本鹿奥海湾采集的海鞘 Halocynthia roretizi 中发现 4 个含硫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均以硫

酸盐的形式存在，显示抗菌活性。Negm 等［24］从海鞘血细胞中提取出一种 LYT - 1 糖蛋白，该糖蛋白与

从鼠胸腺细胞中提取的 LYT - 1 糖蛋白具有相似的结构。JuniChi 等［25］和 Ishibashi 等［26］分别从日本冲绳

海鞘 Pseudodistoma kanko 中分离出哌啶生物碱 pseudodistomin C 和 A，它们在体外对人淋巴瘤和人表皮癌

KB 细胞有抑制作用。Nair 等［27］从海鞘中得到一种钙调凝集素。Minuzzo 等［28］从海鞘中分离出 ET -
743，它具有抗肿瘤作用。Di-Fiore 等［29］从海鞘中分离出两种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GnRH。王超杰等［30］、

王艳红等［31］、俎成立等［32］分别对冠瘤海鞘、长纹海鞘和柄海鞘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徐赤等［33］、顾谦

群等［3］分别对柄海鞘中的淄醇化合物和酚类衍生物进行了分离、鉴定。

4 展望

虽然近年来有关海鞘的研究，特别是海鞘化学已取得较大进展，大量具有抗肿瘤病毒、抗菌、抗炎及

酶抑制活性的化合物被发现，但在海鞘基础理论方面还很不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主要是以下几个方

面：在我国沿海海域开展海鞘资源的调查；研究海鞘的生物学特性及其生活史；开展海鞘人工繁殖及增

养殖方面的研究，以满足海鞘生理活性物质提取的资源需要；深入研究海鞘体内的生物活性物质及其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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