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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概述近年来三七主要活性成分的抗大脑衰老
、

抗心律失常
,

保护缺血性心肌细胞损伤
、

抑

润血栓形成
、

降低血脂
、

降低血精
,

保护急性肝损伤和抗幅射作用的药理实验研究
。

促进三七的

开发
、

研究和应用
。

三七为五加科植物三七 P a o a x ” o t o g宜。 a e o g ( B u r k ) F
.

H
.

C h e n
的干燥根

。

性味甘
、

微苦
、

温
。

主要用于治疗咯血
、

妞血
、

外伤出血
、

跌扑肿痛
,

近年还用于治疗冠心病
、

糖尿

病等疾病
。

它是经典的止血 良药
,

也是云南白药的主要成分
。

有关三七的研究方兴未艾
,

今

主要综述近年来的药理研究
,

以进一步推动三七的药源开发
、

药理研究和临床应用
。

1 抗衰老作用

大脑蛋白质和核背酸水平是大脑衰老程度和记忆强弱的物质基础
。

三七醇提取物对小鼠

脑内蛋白质
、

D N A和 R N A均有明显的促进合成作用〔 `〕。

在 g2 生药 / k g时
,

蛋白质含量增加

28 % ( 尸 < 0
.

0 5 )
,

在 g3 生药 / k g时
,

蛋 白质
、

D N A和 R N 人含量分别增加打 % (尸 < 0
.

01 )
,

22 % ( 尸 < 。
.

0 5 ) 和 1。% ( p < 。
.

0 5 )
,

为三七应用于防止脑衰老及增强记忆提供了实 验 依

据
。

机体在有氧代谢过程中
,

不断产生 自由基
,

.

使细胞膜和其它组织的脂质发生过氧化
,

生

成脂质过氧化物 L P O
,

从而破坏生物膜功能
,

促进衰老及多种疾病的发生
。

而机 体 中 SO D

可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膜功能
。

将三七研细调成粉浆
,

给大鼠灌胃
, 0

.

2 9 / k g
·

d
, 4周后

,

测血液和脑组织 S O D和 L P O含量
。

结果
,

血液中 L P O 由对照组 4
.

79 下降到治疗组的 4
.

18 达

1 2
.

7% ( 尸 < 0
.

0 5 )
,

而脑组织 L )P O和 SO D与对照组比分别下降 34
.

6%和上升 34
.

1% ( 尸 <

0
.

0 1) 提示三七能清除 L P O
,

升高 S O D可一定程度保护脑等组织器官免受过氧化
,

从 而 延

缓衰老〔 s〕
。

龚氏〔 6〕利用生物发光测定法研究了三七总贰 ( P N S )
,

纹股蓝总贰 ( G P )
, 人参总 贰

( G S )和人参二醇 ( P A ) 清除氧负离子自由基的能力
,

结果清除能力是 P N s > G P > G S >

P A
。

三七茎叶皂贰 2 0。 , 4 00 和 80 0m g / L都能显著地延长果蝇的平均寿命 ( 尸 < 0
.

05 )
,

半数

死亡时间及雄性果蝇的最高寿命
,

显著提高果蝇能飞率 ( 尸 < 0
.

05 )
,

平均每分每只飞 翔 次

数 ( 尸 < 0
.

0 1 )
,

并能剂量依赖性地降低果蝇头部脂褐素含量
,

说明具有抗衰老作 用〔7, 幻
。

2 对心血管作用

三七的主要活性成分是三七总皂贰 ( P a n a x n o t o g i n o s i d e ,
P N S )

,
P N S是由人参三

醇贰 ( p a n a x a t r i o l s a p o n i n s ,
p T S )

,

人参二醇贰 ( p
a n a x a d i o l s a p o n i n s ,

P D S )
,

三

七皂贰C ;

(
s a n e h i n o s i d e C , S C ,

) 等 四环三菇达马烷型皂贰所组成
。

P N s能缩短离体豚 鼠右室乳头肌快反应动作电位 ( A P ) 的动作 电位期间 ( A P D )
,

减

弱心肌收缩力并抑制慢反应 A P的 V 二。 二

和上升幅度
,

抑制培养乳鼠心肌细胞的
` S

C a摄 取
,

说

明 P N S抑制心肌细胞的 C a 乞十内流〔的
。

.
A d d r . s s . C h e n Y

u n h o n g
,

N o 1 0 1 H o s P i t a l o f P L A
,

W
u 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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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N S 明显减少血管平滑肌由苯肾上腺素引起的
` “

C a
内流量

,

不影响钾引起的
` , C a

内 流

量
,

也不抑制“ C a外溢
,

提示 P N S特异性阻断血管平滑肌 a 受体操纵的 C a “ +

通道而 不 影 响

细胞内C a “ +

释放过程
。

人参二醇贰 ( P D S ) 主要含人参皂贰 b l
和 E

。

P D S 30 或 60 m g / k g与奎尼丁相似
,

能明显对抗大鼠乌头碱 ( 20 林g / k g ) 诱发 的心律失

常
。

能明显缩短大 鼠由 B a

CI
:

( s m g / k g ) 诱发的心律失常时间
。

能明显对抗小 鼠 C a C I
:

一

A c h混合液诱发的心房纤颤或扑动
。

能明显减少大鼠结扎左冠状动脉前降支诱发的 室 性 异

搏数
、

室速及室颤发生率和心律失常持续时间
。

明显减少离体大鼠右心房自发频率
,

其 降 低

程度与剂量有关
。

P D S使麻醉大鼠和家兔心 电图发生如下变化
:

家兔心率显 著 减 慢
,

P一 R

间期与 Q一 T 间期明显延长
。

大鼠 P一 R间期明显延长
,

但心率减慢和 Q一 T 间期延长无 统 计 学

意义
。

验证了 P D S具有负性频率作用
,

负性自律性作用和负性传导作用〔 1 1〕
。

这些作用可 能

是其抗心律失常作用的基础
。

人参三醇贰 ( P T s ) 是从三七根中分离出的另一种组分
,

主含三七皂贰 c :
和 D ; 。

P T s

与胺碘酮相似
,

在 2
.

5 、 5
.

0协g / m l时
,

能延长离体豚鼠心室乳头肌细胞 A P D和 E R P
,

使动

作电位 2相复极化斜率降低
。

双微电极电压钳实验证明
,

P T S明显抑制羊浦氏纤维整流钾电

流而延长心肌细胞 A P D和 E R P
,

是一个钾通道阻滞剂
,

属第三类抗心律失常 药
。

说 明 了

P T S能对抗多种动物实验性的心律失常〔 l幻
。

P T S还与奎尼丁相似〔13 〕 ,

30 ~ 6 2
.

s m g / k g时
,

能明显减少大鼠冠状 动 脉 结 扎 后 的室

性早搏数量
,

心室纤颤及心律失常总持续时间亦较对照组明显缩短
。

P T S对大鼠缺血再灌注

损伤致心律失常
,

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

心肌梗塞范围明显缩小
。

P T S 5 0协g / m l时能抑 制心

脏块血再灌注所致的心肌组织中 SO D 的降低以及心肌乳酸脱 氢 酶和 磷 酸 肌 酸 激 酶 的漏

出〔 “
,

1 5 〕
。

减轻了心肌组织的损伤
。

另 P N S对体外培养乳鼠心肌细胞缺血性损伤模型也具有

保护作用〔` “ J
。

P N S能抑制胶原诱
一

导的大 鼠血小板聚集
,

其 I C
S。
为 o

.

s 15 m g广m l
。

P N S o
.

s m g / m l时
,

抑制胶原诱导引起的血小板 5一 H T 释放达 16 %
。

3 5 m g / k g时使血小板内 c A M P显著增加
。

体

内试验
,

80 m g / k g P N S
,

1
.

5 一 Z h后能显著抑制大 鼠实验性血栓形成 〔 1 7 〕。

三七叶总皂贰 ( T S L ) 含人参二醇型系列总贰
,

如人参多贰 R b l 、

R b
3 、

R 。等
。

1%或

2% T S L 0
.

l m g/ 1 g0
·

d对 W i st ar 大鼠和鹤鸿灌胃
, 7 d 后测血脂水平

,

结果 1%和 2% T S L时

鹤 鹑 血清甘油三醋和胆固醇显著降低 (尸 < 。
.

0 1 )
,
1% T S L 时大鼠血清胆固醇明显降低 (尸 <

0
.

0 5 )
, 2% T S L 时大鼠甘油三醋胆固醇显著降低 ( 尸 < 0

.

01 )
。

说明 T S L具有明显的降 血

脂作用
,

为合理开发利用三七叶提供部分实验基础〔` 8 〕。

三七培养细胞 ( S C C ) 和三七生药 ( S M ) 能明显延长小鼠在常压缺 氧条件 下的存活时

间
,

增强小鼠耐缺氧能力
。

在 50 m g / k g时
,

S c c 弱于 S M ( 尸 < 0
.

0 1 )
。

s c c 能 显 著 增加

离体豚鼠冠脉流量而减慢心率
,

但较 S M 短暂
。

S C C能对抗去甲肾上腺素收缩兔离体主动脉

条的作用
,

与 S M相似
,

但量一效 曲线 右移
,

最大效 应 压低
。

S C C能明 显对 抗 A c h或 B a C 1
2

的收缩兔离体肠道作用
,

使肠道平滑肌松驰
,

与 SM 无显著差异
。

S C C也有止血 作用
,

呈量

效依赖关系 〔19 〕
。

为 S C C 代替 S M提供了药理学基础
。

3 降血糖作用

P N S的理% 以上是三七皂贰 c :
( s C

,
)

。

单剂量 S C ,
使昆明种小鼠和 w i s t ar 大鼠血糖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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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吓
,

连续给药 明显降低血糖并呈量
一
效关系趋势

,

如连续 给药 4 d
,

降糖作用可维持 4 h 以上
,

与胰岛素 ( I
。 :

) 未见 协同或拮抗作用
。

S C , 1 00 m g / k g对 糖尿病鼠肝 c A M P无影响
,

但可拮

抗 I
。 ,

降低 c A M P的效应
。

较大剂量 I
。 :

与 s C ,
均能促进肝细胞摄取葡萄糖

,

两者合用 呈拮抗作

用
。

s C , s o m g / k g能明显增加肝匀浆代谢葡萄糖和墟拍酸钠的耗氧量
,

与 I
。 ,

合用无协同或

拮抗现象
。

S C I和 I
。 ,

能促进小鼠肝糖原合成
,

两者未表 现出协 同或拮抗作用
。

研究还表明 s C :

对 四氧嗜咤糖尿病 动物降糖作用明显
,

而对正常动物则不 明 显
。

因此
,

S C :
降 血糖作用是通

过直接促进糖代谢的主要去路一组织对葡萄糖的摄取
、

氧化和糖原合成等环节而实现
,

与主

要促进糖酵解的双肌类降糖药不 同
,

提示似有伍用的可能性〔 2。 〕
。

4 其它

P N S可对抗 C C .I 诱发大鼠急性肝损伤
,

使升高的 SG P T
、

SG O T降低 ( 尸 < 0
.

01 )
,

提

高肝组织及血清 s O D 含量 ( 尸 < 0
.

05 )
,

减少肝糖原消耗
,

改善肝微循环
,

减轻线粒体
,

内质

网等细胞器损伤 〔21 〕
。

小鼠经
, 。
c * 丫射线照对后脾脏的组织学发生改变

。

照射猎第 1 8一 3 5天
,

脾脏中央动脉周

围淋巴鞘的淋巴细胞明显减少
,

核膜崩解胞浆空化
,

线粒体呈空泡状
,

细胞坏死
,

脾小结消

失
,

免疫母细胞极少或缺如
。

照射后若给予小鼠三七
,

则在照射后第 18 天
,

可见中央动脉周

围淋巴鞘的淋巴细胞增多
,

电镜结构正常
,

脾小结明显并出现生发中心
,

照射后第 35 天
,

脾

脏结构基本恢复正常
,

免疫母细胞的细胞器体密度明显增高
。

表明三七能促进损伤后的脾脏

淋巴细胞增生
,

具有抗辐射作用 〔 22 〕
。

三七 6 00 m g / k g灌服能明显减少乙醇致睡眠的小鼠数
,

增加小鼠爬杆时间
,

降低乙醇致

大鼠血清甘油三 酷的升高和减少 胃粘膜溃疡数
,

提示三七对乙醇握伤有保护作用 〔 2 3 〕。

P N S能对抗 巴豆油诱发小鼠和大 鼠耳壳的炎症
,

对抗冰醋酸诱发的渗出性炎症
,

对 抗

埋藏棉球诱发内芽组织增生的慢性炎症〔 2峨〕
。

三七还能降低动脉压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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