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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银杏 Ginkgo biloba 的叶片和果实分别被《中国药典》收载，主要含有银杏黄酮、萜类内酯、酚酸类、异戊烯醇、

甾体类等多种化学成分。以银杏提取物或有效成分开发的制剂有片剂、胶囊、颗粒剂、口服液、注射剂、滴丸、糖浆剂、酊

剂等类型，临床上多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但也出现过敏、腹泻、出血、肝肾毒性等不良反应报道。对近年来有关银杏

及其制剂的化学成分、剂型种类和临床出现的不良反应进行综述，以期为其深度开发与合理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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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aves and fruits of Ginkgo biloba L. are embodied in Pharmacopoeia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inly contain 
ginkgo flavonoids, terpene lactones, phenolic acids, isopentenyl alcohol, steroids and other chemical compositions. The extract and 
active ingredients can be made into tablets, capsules, granules, oral liquid, injection, dripping pills, syrup, tincture and other 
formulations, clinically used for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treatment. The adverse reactions are allergies, diarrhea, 
bleeding, liver and kidney toxicity. This review contains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dosage form and clinical adverse reactions of 
Ginkgo biloba in recent years, for providing a reference of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this plant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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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Ginkgo biloba L.为银杏科银杏属多年生落

叶乔木，素有“活化石”的美称，在中国、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等均有分布，我国栽

培种植银杏的数量占世界首位，约为全世界总量的

75%[1]。银杏入药历史悠久，其树叶、果实、花粉、

种皮、种仁、果梗、根等部位均有不同程度的药用

价值，是传统的活血化瘀中药。《中国药典》2015
年版收载银杏叶，其味甘、苦、涩，性平，具有“活

血化瘀、通络止痛、敛肺平喘、化浊降脂”之功；

收载白果（银杏的干燥成熟种子），味甘、苦、涩、

平，具有“敛肺定喘、止带缩尿”之效[2]。 
现有研究显示，银杏药材中主要含有黄酮及其

苷类、萜內酯类、有机酸、生物碱、氨基酸、异戊烯

醇、甾体等化学成分，表现出广泛的药理活性，包括

抗肿瘤[3]、抗氧化[4]、抗炎[5]、抗菌[6]、抗病毒[7]、保

肝[8]、抑制血小板聚集[9]、神经保护作用[10]。以银

杏及其有效成分开发的制剂有片剂、胶囊剂、颗粒

剂、口服液、注射剂、滴丸、糖浆、酊剂等[11-13]。

因为其应用较为广泛，因此出现的不良反应报道也

逐渐增多，不良反应的剂型以注射液为多，如以银

杏提取物为主要有效成分的金纳多注射液可引起

头晕、恶心、过敏反应、咳嗽等不良反应[14-15]。因

此，梳理银杏及其制剂的相关研究，总结其现有的

研究情况，为更好地指导新药研发与临床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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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期刊中有关银

杏的化学成分、制剂种类、不良反应等方面研究进

行总结，为更好地利用该植物资源、更加深入研发

提供依据和参考。 
1  化学成分 

银杏所含的化学成分种类众多，已达提取分离

到 170 余种[16]。研究表明，银杏提取物中的主要有

效成分是黄酮苷和萜类内酯两大类，其国际市场标

准是按德国Schwabe公司专利工艺生产的EGb761，
含量应分别大于等于 24%和 6%[17]。还包括非黄酮

苷类 20%，羧酸类 13.0%，原花青素类 7.0%，无机

物 5.0%，高分子化合物 4.0%，水分 3.0%，儿茶素

类 2.0%，白果酸小于 0.000 5%，其他成分 3.0%[18]。

按照化合物类别，将银杏不同部位中包含的化学成

分综述如下。 
1.1  黄酮类 

黄酮类化合物在植物体内常与糖结合，以苷的

形式存在，是植物的次生代谢产物。银杏提取物中

的糖配体多为葡萄糖或鼠李糖[19]。现从银杏中提取

鉴定出来的黄酮类成分已超过 70 种，其中近 50%
的化合物来自于银杏叶[20-25]。该类成分具有清除亚硝

酸盐自由基和抑制亚硝胺合成等强抗氧化作用[26]、诱

导肿瘤细胞凋亡[27]、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

作用[28]、血管舒张活性[29]、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30]、

促进脂肪细胞酶解活性[31]、抑制血小板聚集[32]、雌

激素替代活性[33]。按照分子结构可将银杏中所含的

黄酮类成分分为单黄酮、黄酮醇、二氢黄酮、双黄

酮、黄酮苷及儿茶素类。 
赵一懿等[34]报道的化合物有 5,7-二羟基-4′-甲

氧基黄酮醇-3-O-芸香糖苷、槲皮素-3-O-β-D-葡萄糖

苷、槲皮素-3-O-α-L-鼠李糖苷、槲皮素-3-O-芸香糖

苷（芦丁）、槲皮素-3-O-（2′′,6′′-α-L-二鼠李糖）-β-D-
葡萄糖苷、槲皮素-3-O-（2′′-β-D-葡萄糖）-α-L-鼠
李糖苷、槲皮素-3-O-α-L-鼠李糖-2′′-（6′′-对香豆酰

基）-β-D-葡萄糖-7-O-β-D-葡萄糖苷、槲皮素-3-O-α-L-
鼠李糖-2′′-（6′′′-对香豆酰基）-β-D-葡萄糖苷、异鼠

李素-3-O-芸香糖苷、异鼠李素-3-O-（2′′,6′′-α-L-二
鼠李糖）-β-D-葡萄糖苷、木犀草素-7-O-β-D-葡萄糖

苷、芹菜素-7-O-β-D-葡萄糖苷、丁香亭-3-O-芸香糖

苷、山柰酚-3-O-芸香糖苷、山柰酚-3-O-（2′′-β-D-
葡萄糖）-α-L-鼠李糖苷、山柰酚-3-O-α-L-鼠李糖-2′′-

（6′′-对香豆酰基）-β-D-葡萄糖苷。梁文琳等[35]报道

的化合物有槲皮素-3-O-2′-（6′-p-香豆酰基）葡萄糖

苷、槲皮素-p-香豆酰基-双葡萄糖苷、山柰素-3-O-β-D-
葡萄糖、山柰素-3-O-α-L-鼠李糖苷、山柰素-p-香豆

酰基-双葡萄糖苷、山柰素-3-O-2′-（6′-p-香豆酰基）

葡萄糖苷、山柰素-3-O-（2′,6′-α-L-二鼠李糖基）-β-D-
葡萄糖苷、藤菊黄素-3-O-芸香糖苷、藤菊黄素-3-O-β-
新橙皮苷、丁香黄素-3-O-2′-葡萄糖基-鼠李糖苷、

异鼠李素-3-O-β-D-葡萄糖苷、木犀草素-3-O-葡萄糖

或山柰素-O-己糖苷、3-甲基杨梅酮-3-O-芸香糖苷。

张苗苗等[36]报道的化合物有槲皮素、山柰素、异鼠

李素。徐澄梅等[37]报道的化合物有木犀草素、芹菜

素、穗花杉双黄酮、山柰酚、白果黄素、银杏黄素、

异银杏黄素、金松双黄酮。曾献等[38]报道的化合物

有三粒麦黄酮、杨梅树皮素、阿曼托黄素、5′-甲氧

基白果黄素、杨梅树皮素-3-葡萄糖-6-鼠李糖苷、3′-
甲基杨梅树皮素-3-葡萄糖-6-鼠李糖苷、槲皮素-3-鼠
李糖-2-（6-对羟基-反式-桂皮酰）-葡萄糖苷、山柰

素-3-鼠李糖-2-（6-对羟基-反式-桂皮酰）-葡萄糖苷、

槲皮素-3-鼠李糖-2-（6-对羟基-反式-桂皮酰-葡萄

糖）-7-葡萄糖苷、槲皮素-3-鼠李糖-2-（6-对葡萄糖

氧基-反式-桂皮酰）-葡萄糖苷、山柰素-3-鼠李糖-2-
（6-对葡萄糖氧基-反式-桂皮酰）-葡萄糖苷、儿茶素、

表儿茶素、没食子酸儿茶素、表没食子酸儿茶素。 
1.2  萜内酯类 

银杏中含有的萜內酯类成分按化学类型可分

为二萜内酯、倍半萜内酯、三萜类。其中银杏内酯

（ginkgolide A、B、C、J、M）属于二萜类化合物，

白果内酯（bilobalicle）或称银杏新內酯属倍半萜内

酯。苏静等[39]采用高速逆流色谱法从银杏叶中制备

得到了银杏内酯 A、B、C 和白果内酯。周桂生等[40]

采用传统的硅胶柱色谱法从银杏中种皮中也提取

鉴定出了银杏内酯 B 和 C。 
研究表明，银杏内酯具有广泛的药理活性，主

要集中在对银杏内酯 A 和 B 的药理研究。银杏内酯

A 具有神经保护作用[41]、可抗谷氨酸诱导的 HT22
细胞损伤[42]、抑制炎症反应发挥保肝作用[43]、改善心

肌损伤[44]、改善胆碱能神经损伤的学习记忆能力[45]、

治疗中枢神经系统损伤[46]。银杏内酯是血小板活化

因子和钙离子通道拮抗剂[47]，其中银杏内酯 B 的选

择性拮抗效果最强[48]。银杏内酯 B 具有抗炎[49]、修

复神经元损伤[50]、治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51]。 
1.3  有机酸类、烷基酚酸类 

银杏中的酚酸类成分主要存在于外种皮。王国

艳等[52]从银杏外果皮中分离得到两种新天然产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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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命名为 6-十三烷基水杨酸、白果宁。王荞薇等[53]

建立了同时测定银杏叶药材中 5 种酚酸类成分的高

效液相色谱（HPLC）含量测定方法，包括白果新

酸、白果酸、十七烷二烯银杏酸、十七烷一烯银杏

酸和氢化白果酸。徐澄梅等[37]采用 UPLC-TQ-MS
法首次对银杏花粉中的 24 种化学成分进行系统定

性和定量分析，发现银杏花粉中含有的银杏酸类成

分主要为白果新酸和白果酸。银杏花粉中丰富的不

饱和脂肪酸为保健食品开发提供一种很好的资源。

以银杏叶为原料加工可制成饮料银杏叶茶，其化学

成分除黄酮和萜内酯外，还包括原花青素类、酚类

和微量元素[36]。此外，文献报道从银杏中提取出来

的其他有机酸、酚酸类成分还包括原儿茶酸、白果

酚、白果二酚、香豆酸、香草酸、咖啡酸、没食子

酸、对羟基苯基酸、D-糖质酸、莽草酸、6-羟基犬

尿喹啉酸、氢化白果亚酸[54-58]。该类成分显示杀虫、

抑菌、抗肿瘤、抗过敏、抗炎等广泛的药理活性[59-62]。 
1.4  异戊烯醇类 

银杏叶中含有聚异戊烯醇类化合物，是由异戊

二烯基团聚合而成的类酯化合物。有报道从银杏叶

中分离得到 7 种桦木聚戊烯醇型乙酸酯，单元数在

15～22 [63]。王成章等[64]通过分子蒸馏工艺，得到高

纯度的聚戊烯醇化合物，具有显著的生物活性，具

有保肝、维持造血功能、抗菌、抗肿瘤、免疫调节

等作用[65-70]，可用于阿尔兹海默症、多发性硬化病、

流感等疾病的治疗[71-73]。 
1.5  甾体类 

赵金龙等[74]分离鉴定了银杏根皮中的 13 种化

学成分，首次从银杏根皮中分离得到 2 个甾体化合

物 β-谷甾醇和胡萝卜苷。王国艳等[75]首次从银杏外

种皮中分离得到 β-谷甾醇、豆甾-3,6-二酮、豆甾-4-
烯-3,6-二酮。银杏叶中还含有谷甾醇葡萄糖、菜油

甾醇、豆甾醇等化合物[76]。 
1.6  其他 

从银杏叶、根、花粉、果肉、外种皮等部位可

分离出多种化学成分，包括生物碱、蛋白质、氨基

酸、多糖、纤维素、果胶、矿物质、维生素、微量

元素、挥发油[74, 77]，具有抗氧化、抗衰老、调血脂、

降血糖、镇咳平喘、抗肿瘤、消炎、抗病毒、抗真

菌、抗菌杀虫等广泛的药理活性[78-79]。 
综上所述，银杏中所含的化学成分类型丰富、

数量众多。由于银杏的主要活性成分为银杏黄酮和

萜类内酯，因此对这两类成分的研究较为深入，涉

及到化合物结构、来源部位、分离方法、质量控制、

药理活性各个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多。而酚酸类成分

为银杏中的毒性成分，故也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对

其深入研究对于银杏及其制剂的安全性控制具有

重要意义。另外，关注银杏中的微量成分、发现更

多目前尚未发现的新化合物，探讨是否存在微量高

效活性物质也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2  制剂种类 

近年来，对银杏特别是银杏叶中活性成分的研

究较为热门，可用于药物、饮料、酒制品、保健品、

功能食品、化妆品等领域。已上市的银杏药物制剂

类型较全面，包括胶囊、片剂、颗粒剂、口服液、

注射液、滴丸剂、薄膜衣丸、粉针剂、崩解片、分

散片、咀嚼片、泡腾片等多种剂型。以片剂最为常

见，也包括分散片、崩解片、咀嚼片、泡腾片、缓

控释制剂等，具有质量稳定、计量准确、生产成本

低、服用携带方便等优点，但制作过程中需添加大

量的赋形剂、崩解剂等辅料和包衣膜，且在体内崩

解缓慢从而相对起效较慢。银杏制剂中胶囊、颗粒

剂也较多，优点在于吸收快，生物利用度高，携带、

储存方便，工艺和质量稳定性好，安全性高，但机

动性较差，配方固定无法随症增减。若制成口服液

分散度大、服用方便，但包装体积较大，对携带、

存储要求高。注射液药效迅速，可定向起效，但对

安全性的要求也最高。目前银杏复方制剂逐渐成为

银杏制剂发展的主要趋势。需要注意的是，银杏叶

制剂的剂型不同，其体外溶出性能也有较大的差

异，造成使用过程中不同厂家制剂疗效不一致的问

题，故在临床应用中需引起重视[80-82]。 
截止 2017 年 5 月 15 日，查阅药智网并结合相

关报道，将国内外已上市的银杏制剂分述如下。 
2.1  片剂 

以“银杏叶片”为药品名，现已有 80 个批准

文号（包括法国生产的 2 个品种），国内上市的片

剂片质量有 0.16、0.18、0.19、0.2、0.21、0.22、0.25、
0.26、0.32、0.37、0.5 g 不等，包括每片含总黄酮

醇苷 9.6 mg、萜类内酯 2.4 mg 和每片含总黄酮醇苷

19.2 mg、萜类内酯 4.8 mg 两个规格，多在 2002—
2006年获得批准文号；国外上市的药品有法国 Ipsen 
Pharma公司生产的银杏叶片，主要成分含量 40 mg。 

以“银杏叶分散片”为药品名，现有 13 个批

准文号，国内上市的片剂片质量有 0.14、0.15、0.17、
0.2、0.35、0.4、0.5 g 不等，包括每片含总黄酮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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苷 9.6 mg、萜类内酯 2.4 mg 和每片含总黄酮醇苷

19.2 mg、萜类内酯 4.8 mg 两个规格。 
银杏片剂还包括上海上药杏灵科技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银杏酮酯片”、江苏神龙药业有限公司

生产的“银杏酮酯分散片”和德国Dr.Willmar Schwabe 
GmbH & Co.KG 公司生产的“银杏提取物片”。 
2.2  胶囊 

胶囊剂品种包括“银杏叶胶囊”、“银杏叶软胶

囊”、“银杏酮酯胶囊”和“银杏洋参胶囊”，分别

获得 9、7、1、1 个批准文号，其中包括法国生产

的 2 个银杏叶胶囊品种，均以总黄酮醇苷和萜类内

酯含量作为控制指标。 
2.3  颗粒剂 

已上市的银杏颗粒剂药品名有“银杏叶颗粒”

（每袋 2 g）、“银杏茶颗粒”（每袋 0.5 g）、“复方银

杏叶颗粒”（每袋 5 g）、“银杏洋参颗粒”（每袋 3 g），
以总黄酮醇苷和萜类内酯为有效成分。 
2.4  口服液 

银杏叶口服液是以银杏叶提取物为有效成分

的口服制剂，具有改善心脑血管循环的功能，疗效

确切，稳定性好。除单一提取物成分的口服液，还

可向其中添加其他成分制成像银杏蜜环口服液和

复方银杏通脉口服液的制剂。 
银杏蜜环口服液为银杏叶提取物加蜜环粉制

得的，具有活血化瘀、扩张血管、增加血流量的作

用，用于不稳定性心绞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冠

心病心绞痛、慢性脑供血不足、风痰瘀血证脑梗死、

突发性耳聋、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治疗[83-88]。 
复方银杏通脉口服液是第一个银杏复方制剂，

以银杏叶和制首乌为君药，女贞子、杜仲、川牛膝、

钩藤为臣药，丹参为佐药，共奏滋肝补肾、活血通

络之功，临床上用于治疗脑梗死、血管性认知障碍、

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病[89-92]。 
2.5  注射液 

银杏叶注射剂是中药银杏叶提取物所制备的

注射剂，临床上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常用制

剂包括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舒血宁注射液、金纳

多注射液）和银杏达莫注射液。银杏叶提取物注射

液规格均为 5 mL∶17.5 mg（含银杏黄酮苷 4.2 
mg）；银杏达莫注射液规格有 5 mL 和 10 mL 两种。

此外，还包括“银杏內酯注射液”（有效成分以萜

内酯 10 mg 计）和“银杏二萜內酯葡胺注射液”（有

效成分以银杏二萜内酯 25 mg 计）。 

2.6  滴丸剂 
已上市的银杏滴丸剂包括“银杏叶滴丸”“银

杏酮酯滴丸”“银杏叶滴剂”和“银杏叶提取物滴

剂”。银杏叶滴丸以银杏叶提取物为有效成分，可用于

冠心病、胸痹心痛、慢性心肾综合征、高血压病、卒

中后抑郁、脑梗死、高脂血症等疾病的治疗[93-98]。 
2.7  糖浆剂 

银杏露为银杏的中药复方糖浆剂，具有止咳、

祛痰、平喘的作用[99]，临床上用于治疗急慢性支气

管炎[100]、支气管哮喘[101]等呼吸系统疾病，其大鼠

的急性毒性和长期毒性试验均表明临床上若按规

定剂量及疗程服用是安全的[102]。市售普通型和无

糖型两种。 
2.8  酊剂 

已上市的银杏酊剂是由北京华润高科天然药

物有限公司生产的口服中药制剂，规格包括 10 mL
和 30 mL，有活血化瘀、通络止痛之功，用于治疗

冠心病、心绞痛、脑梗死、中风、半身不遂、缺血

性脑血管疾病等。该药具有疗效确切、适应症广、

副作用小、安全性好、质量稳定、经济等诸多优点，

可在临床中广泛应用[103]。 
2.9  原料药 

另有以原料药的形式上市的药品，分别以其自

身的有效成分命名为“银杏酮酯”、“银杏二萜內酯”

和“银杏叶提取物”。 
3  不良反应 
3.1  银杏化学成分不良反应 

银杏所含化学成分包括银杏黄酮苷、萜类内

酯、烷基酚酸、异戊烯醇、甾体及多糖、氨基酸等

生物大分子。目前未见资料表明银杏黄酮致不良反

应的发生。有报道称给予银杏内酯注射液，出现阵

发性胃绞痛、头晕、恶心呕吐及周身疼痛反应的事

例，此不良反应的发生可能与血浆中一氧化氮

（NO）含量的降低使得消化道平滑肌收缩有关[104]。

最常见引起不良反应的成分是银杏酚酸，其具有较

强的致敏性、免疫毒性和致突变细胞毒性[105-106]，可

通过抑制大脑中的谷氨酸转变成 γ-氨基丁酸使大脑细

胞丧失功能[107]，临床上微量即可引起不良反应。主要

表现在胃肠道反应[108-109]，用药后患者出现食欲减退、

恶心呕吐、腹胀口干等不适[110]；咳嗽哮喘[111]、高

血压[112]、过敏反应[113-114]、影响生殖系统功能[115]

等方面。故对其含量限度的控制研究至关重要，以

便减少安全隐患，提高用药安全性。食用过量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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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果实引起中毒也是银杏外种皮的银杏酸和核仁

中所含的银可酚导致的，中毒症状表现为消化道症

状、神经系统损伤、呼吸麻痹、药物热、心肌肝肾

肺等脏器受损，治疗方法以清除有毒物质、促进毒

素排泄、稳定电解质平衡、注射镇静剂以防惊厥为

主[116]。有人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及其地方

局开展的银杏叶药品和保健食品专项治理行动进

行梳理与分析，认为对产品质量不是依赖于检验发

现问题，而应严格监管、源头治理，企业生产与经

营只有诚信守法才能确保产品质量不出现问题[117]。 
3.2  银杏制剂不良反应 

对银杏制剂不良反应的报道多集中在银杏叶

注射剂上。现分别总结金纳多注射液、舒血宁注射

液和银杏达莫注射液这 3 种制剂的不良反应报道。 
3.2.1  金纳多注射液  其不良反应主要表现在 6 个

方面。（1）过敏性休克：静脉滴注金纳多注射液，

20 min 后患者出现恶心呕吐、胸闷气短、面色苍白、

全身大汗、四肢厥冷、眩晕症状，即银杏叶提取物

注射液致过敏性休克[118]。另有一例在输液 1 min 后

即出现过敏症状，诊断是由金纳多注射液引起的速

发性过敏反应[119]。（2）神经系统症状：连续给予金

纳多注射液 3 d 后，患者出现头部胀痛、失眠多梦

的症状，立即停药后症状消失，提示金纳多可能具

有兴奋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由此引起不良反应[120]。

（3）消化系统症状：注射金纳多，用药次日出现头

晕、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停药后情况好转，

未见异常[121]。（4）呼吸系统症状：患者因发作性

头晕注射金纳多，出现刺激性咳嗽，且夜间加重，

停药后咳嗽消失，金纳多注射液引发过敏性咳嗽首

见报道[122]。（5）心血管系统：应用金纳多注射液

治疗老年患者突发性耳聋所导致的头晕时出现低

血压的症状，停药后血压恢复正常，再次用药时血

压仍降低[123]。用金纳多注射液治疗阵发性头晕患

者，由于药物局部浓度过高，直接作用于血管壁或

抑制血小板活化因子出现了血管红肿的现象。也有

报道如颅内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等严重不良反应

的发生[124]。（6）其他：患者因排尿不畅、近期偶

有头晕入院治疗，给予金纳多注射液静滴，头晕症

状有明显改善，但发现金纳多注射液对血管有刺激

作用，拔针后患者静脉部位皮肤出现炎性症状，瘙

痒并灼热，诊断为过敏性静脉炎，口服抗组胺药后

症状缓解[125]。另有全身或局部疼痛、过敏性结膜

炎、鼻出血、眼球肿痛、畏寒发热等药物热症状[126]。 

3.2.2  舒血宁注射液  对静脉滴注舒血宁注射液

产生不良反应的案例进行总结，发现以女性、中老

年患者居多，这一现象的发生可能与个体差异和疾

病在不同人群中的发病率有关。不良反应发生时间

迅速，最快可在用药后 1 min 内出现速发型过敏反

应，也有连续用药后几天出现的病例，以 30 min 内

较多。不良反应的发生涉及全身多个脏器，包括皮肤

及其附件、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呼吸

系统、肝肾脏器损伤。一般停药后可自行消除[127-130]。

舒血宁用于治疗糖尿病时出现恶心呕吐、皮疹、腹

泻等不良反应，其发生率为 7.1%[131]。其与阿莫西

林舒巴坦钠、阿昔洛韦、尼莫地平、维生素 C、盐

酸异丙嗪等多种药物具有配伍禁忌[132-133]。 
3.2.3  银杏达莫注射液  银杏达莫注射液是由中

药银杏叶提取物及双嘧达莫组成的复方制剂，主要

成分及含量分别为银杏黄酮苷 24%、银杏苦内酯

3.1%、白果内酯 2.9%、双嘧达莫 10%[134]，用于治

疗冠心病、心绞痛、脑梗死、突发性耳聋、糖尿病

肾病等心血管及外周循环障碍性疾病[135]。发生不

良反应可对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及心肝

肾等脏器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具体表现为恶心呕

吐、头晕发热、恶寒、咽喉肿痛、咳嗽、呼吸不畅、

哮喘、皮肤瘙痒、水肿、荨麻疹、皮疹、过敏性休

克、静脉炎、心悸、心绞痛等局部或全身症状[136-138]。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药注射液的成分复

杂，其中所含的大分子物质作为抗原、小分子物质

作为半抗原与蛋白质结合，制剂中添加的辅料，或

者提纯过程中残留的杂质，均可作为过敏原引起机

体的过敏反应[139-140]。若与其他药物配伍使用，药

物间的相互作用也可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如文献

报道的巴曲酶联合银杏达莫注射液用于治疗突发

性耳聋时不良反应发生率有所增加[141]，银杏酮酯

滴丸联合阿托伐他汀用于治疗急性缺血性脑梗死

患者出现消化道不良反应[142]，服用银杏叶制剂与

其他抗凝药物配伍可造成出血问题[143]等。故在使

用过程中，需严格按照操作规程给予剂量，给药后

密切观察患者反应，最大限度地避免不良反应的发

生[144]。另有报道称银杏蜜环口服液引起恶心、呕

吐、腹泻等消化系统毒性反应[145]和全身皮肤瘙痒

的过敏反应[146]。 
综合上述资料，银杏及其制剂所引起的不良反

应发生率相对较低，安全性较高。但针对可能发生

不良反应的问题，仍需要引起重视，进一步规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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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在临床中注重配伍禁忌，给药后及时观察

病情，以确保患者的用药安全和药物疗效。 
4  结语 

通过对银杏的化学成分、制剂种类及不良反应

的归纳总结，可以从以下 3 个方面加强研究。 
4.1  其他化学成分的深入研究 

目前对银杏尤其是银杏叶化学成分的研究报

道较多。银杏中的黄酮苷类及萜类内酯作为主要有

效成分，其含量纳入国际银杏提取物的标准。在银

杏中陆续发现的其他种类的化合物属于羧酸、异戊

烯醇、甾体等类别，均具有独特的药理价值供进一

步的开发应用。虽然目前现有的研究对银杏中活性

成分及其药理作用报道较多，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

进一步阐明，如化合物结构与其相对应药理作用的

构效关系如何，怎样从分子水平、细胞水平和基因

水平上阐明作用机制等。同时，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应进一步完善银杏植物天然药物化学方面的内容，

以期寻找到更多的新型化合物以及前体药物，以便

更好地利用该植物药资源。 
4.2  各种剂型的再评价 

自 2000 年以来各种银杏制剂层出不穷，包括

胶囊、片剂、颗粒剂、口服液、注射液、滴丸剂、

薄膜衣丸、粉针剂、崩解片、分散片、咀嚼片、泡

腾片等多种剂型。各种剂型的有效成分多是银杏黄

酮和萜类内酯，以提取部位或提取物为多，复方较

少。各种剂型的临床有效性与一致性，需要建立更

新的方法进行再评价，以便更大地发挥该药作用。 
4.3  不良反应问题 

银杏制剂的不良反应多以注射液为主。不良反

应的发生一方面与药物质量有关，因此需严格把控

生产、质检、存储等关键环节，以保证药品的安全

性；另一方面也与临床合理用药密切相关，避免对

致病原因的诊断错误导致选用药物不当、不对症的

情况发生，同时在联合用药时应注意药物之间的相

互反应，完善与银杏制剂组成配伍禁忌的药品种

类，密切关注病人给药后的反应，以便做到发生状

况后及时处理。 
我国是银杏种质资源的大国，且银杏种植历史

悠久。因此我们具有丰富而独到的资源以供上述问

题的深入研究。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着重对银杏中

新的化学成分及其活性进行深入研究，发展创新药

物，使银杏资源的开发、研究更全面，逐步走向成

熟和规范化。对现有银杏制剂的再次评价也应该纳

入日程上来。同时在临床实践中注重不良反应的发

生，使其更安全、有效地为人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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