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HEA有广泛的生理和病理生理作用 ,是性激

素的前体 ,可调节糖尿病、肥胖、抗致癌和病毒感染、

免疫反应和应激反应、减轻紧张等 ,在临床上的应用

是当前研究的一大热点 ,国外已有产品上市。但目前

的研究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如 DHEA随年龄下降

是否是最有意义的内分泌生物标志? 在衰老引起的

病理和功能变化中起什么作用? 在各种不同疾病如

肥胖、冠心病、糖尿病、肿瘤中 DHEA的低水平 ,目

前仅是试验提供两者之间的关系 ,尚不能作简单解

释。据最近的研究观点 [28 ] , DHEA有一定的副作用 ,

例如 Parker
[ 29]
发现雌鼠给与 DHEA后 ,出现多囊

的卵巢疾病 ,导致不能生殖 ,且对胸腺、脾有一定的

负面影响。另外 DHEA产品的获得也是当前一大难

题。由于 DHEA有特定的化学结构 ,一般的化学合

成有一定的困难 ,且分离难度大 ,难以保证与天然产

物中 DHEA相同的结构和活性 ;从天然产物中提取

是保证 DHEA生物活性的有效方法 ,但目前用于获

取 DHEA的天然产物报道太少 ,且大都集中在动物

的器官、组织中 ,含量低 ,提取困难 ,难以实现大规模

的推广使用。继续寻找含 DHEA的天然资源及其提

取分离工艺研究或者用化学法合成出与天然产物一

样高活性的产品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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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羊藿药理作用研究概况

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100094)　　韩　冰
 
　杨峻山

摘　要　综述了淫羊霍对免疫系统、生殖系统、核酸代谢、心脑血管系统、神经内分泌系统、抗衰老、骨代谢和抗肿
瘤等方面的药理作用。

关键词　淫羊藿　淫羊藿苷　淫羊藿黄酮　药理作用

　　淫羊藿为中国传统的补益中药 ,历代本草均有

记载 ,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别名仙灵脾 ,为小檗科

( Berberidaceae )淫羊藿属 (Epimedium L. )植物。

《本草纲目》 [ 1]记载: 茎、叶入药 ,辛温无毒 ,有坚筋

骨、益精气、补腰膝、强心力等作用 ,丈夫久服令人无

子 ,丈夫绝阳无子 ,老年昏耄 ,中年健忘 ,四肢不仁 ,

偏风不遂 ,真阳不足者宜之。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生

品 ,无促进且抑制性机能 ,即性寒 ;炮制品 ,经温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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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油炮制后 ,促进性机能 ,即性温 [ 2]。国内外研究表

明 ,淫羊藿主要化学成分为黄酮类化合物、木脂素及

生物碱。近年来关于淫羊藿的药理研究表明 ,淫羊藿

具有多种药效功能 ,主要集中在免疫、生殖系统、核

酸代谢、心脑血管系统及抗衰老等方面。 现综述如

下:

1　药理作用

1. 1　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1. 1. 1　对巨噬细胞的调节作用:淫羊藿及淫羊藿多

糖 ( EPS)和淫羊藿苷 ( icarrin)都可以提高小鼠腹

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并能使受环磷酰胺损伤的

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恢复至正常水平。淫

羊藿总黄酮 ( TFE)对大剂量氢化可的松和羟基脲

所致免疫功能低下模型小鼠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有

明显增强作用
[3 ]
。

淫羊藿及其提取物可以通过影响巨噬细胞因子

的分泌而调节免疫功能 ,对巨噬细胞分泌白细胞介

素 -1 ( IL-1)和肿瘤坏死因子 ( TN F)具有双向调节

作用。

1. 1. 2　对 T淋巴细胞的调节作用: EPS对小鼠 T

淋巴细胞具有有丝分裂原样作用 ,能促进 T淋巴细

胞的增殖 ,提高机体细胞免疫功能
[4, 5 ]

,并可促进 Ts

细胞产生。淫羊藿苷可减少 Ts细胞产生 ,表明淫羊

藿对机体免疫机能有双向调节作用 [3 ]。 T FE可提高

T淋巴细胞亚群 CD4
+
的水平。

1. 1. 3　对 B淋巴细胞的调节作用: EPS可促进 B

淋巴细胞的增殖和分化 ,提高机体生成水平。

1. 1. 4　对自然杀伤细胞 ( NK) 和 LAK细胞调节

作用: EPS和 T FE均能明显提高老年大鼠的 NK

细胞活性。 淫羊藿苷可提高 NK细胞活性 ,并提高

LAK细胞杀伤活性 [ 5]。

1. 1. 5　对细胞因子的调节作用: EPS有诱生干扰

素 ( IN F)的作用。EPS和淫羊藿苷可使小鼠胸腺和

脾脏细胞产生白细胞介素 -2 ( IL-2)的能力显著提

高 [6 ]。

1. 1. 6　对胸腺的影响: EPS和淫羊藿苷对胸腺都

有免疫激活作用
[6 ]
。EPS能使胸腺细胞产生 IL-2的

能力增强 ,胸腺细胞增殖旺盛。胸腺内成熟和较为成

熟的细胞 ( L3 T4+ 和 Ly t2细胞为胸腺内成熟和较为

成熟的细胞标志 ) 数目减少 ,有促进胸腺释放成熟

细胞的作用 ,从而使胸腺缩小。 伴同胸腺细胞对

ConA刺激的增殖降低 ,淫羊藿苷对两个细胞亚群

无影响 ,但使胸腺细胞对 ConA刺激的反应增高。

1. 2　对生殖系统的影响:淫羊藿苷具有雄性激素样

作用 ,促进幼年小鼠附睾及精囊腺的发育 ,对离体培

养的大鼠睾丸间质细胞能明显促进睾酮的基础分泌

和 cAMP的生成 [ 7]。

淫羊藿使大鼠垂体前叶、卵巢、子宫重量增加 ,

卵巢 HCG /LH (人绒毛膜促进性腺激素 )受体功能

明显提高 ,对 [125 ] I-HCG的结合量、 HCG受体数目

及亲和力增加。

以羟基脲造成“阳虚”的动物模型研究淫羊藿正

丁醇提取物对“阳虚”模型动物血浆中分子物质与巯

基含量的影响 ,发现淫羊藿能使“阳虚”模型小鼠血

浆中分子物质降低 ,巯基升高 ,从而扶正祛邪 ,发挥

其助阳作用 [8 ]。

淫羊藿含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如: Zn、

Mn、 Fe,与男性生殖功能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 7]
。

1. 3　对核酸代谢的影响: 用体外细胞培养和测

定3
H-TdR掺入细胞 DNA的方法 ,研究 EPS对羟

基脲所致“阳虚”小鼠的骨髓细胞增殖和 DNA合成

率的影响 ,发现 EPS可促进小鼠骨髓细胞增殖和

DNA合成
[9 ]
。

1. 4　对心脑血管系统的影响:研究 T FE对肾上腺

素能受体阻断的作用 , T FE选择性阻断离体及整体

动物的心肌 β1受体 ,且在离体心肌上呈竞争性拮抗

作用 ;而对气管 β2受体和血管 α受体无阻断作用 ,

可抑制离体右心房肌的肌力和心率 ,此作用无 M受

体激动和钙拮抗作用 ,能使异丙肾上腺素 ( ISO

10
- 7

mol /L ) 对正性频率作用的量效曲线平行右

移 ,此研究为临床上淫羊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提供

了理论依据 [10 ]。 TFE和淫羊藿苷动脉和静脉注射均

能显著增加脑血流量 ,降低脑血管阻力
[ 11 ]
。用筒箭

毒处理的大鼠 ,停止人工呼吸 ,在缺氧、缺血条件下 ,

TFE和淫羊藿苷均能使脑电图消失的时间延缓 ,表

明对脑缺血有保护作用。

淫羊藿苷扩张血管 ,具有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

外 Ca
2+ 内流作用 ;淫羊藿增加冠脉流量保护心肌缺

血 ;淫羊藿黄酮抑制血栓 ; EPS促进血小板生成 ,同

时增强血小板聚集。

1. 5　对神经内分泌的调节:利用皮质酮造成的大鼠

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 -胸腺 ( HPA T)轴抑制模型进

行研究 ,结果表明 ,模型大鼠丘脑、垂体、肾上腺、胸

腺重量明显减轻 ;下丘脑室旁核小细胞去促肾上腺

皮质激素释放因子 ( CRF) 阳性细胞及正中隆起

CRF阳性神经纤维及垂体前叶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 ACTH)阳性细胞明显减少 ,胞体变小 ,染色体变

淡 ,肾上腺及胸腺小体明显减少。淫羊藿灌胃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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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皮质酮对 HPAT轴形态与功能的抑制 ,提示淫

羊藿对神经内分泌免疫的调节起了重要作用 [ 5]。

1. 6　抗衰老作用: EPS、 T FE复合物提高老龄雄性

大鼠下丘脑中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 ,延缓脑组织衰

老 ,抑制老龄小鼠脑及血中胆碱酯酶活性 [12 ]。

淫羊藿黄酮能够显著恢复 D-半乳糖衰老模型

小鼠 T和 B淋巴细胞增殖反应的功能 ,同时提高肝

脏总 SOD的活性 ,减少心、肝等组织的脂褐素形

成。淫羊藿多糖脂质体 ( EPSS)明显提高老龄动物

红细胞及肝组织中 SO D活性 ,提高老龄小鼠红细

胞 GSH-Px的活性 ,能明显降低老龄动物血清及肝

组织中过氧化脂质 ( LPO )的含量 ,降低老龄小鼠

心肌脂褐质 ( LF)的含量 ,有抗氧化、延缓衰老的作

用 [13 ]。

采用邻苯三酚自氧化法表明淫羊藿水提液 (非

多糖 )对 O2
÷
有较强的清除作用 ,表明水溶性成分含

有抗氧化成分
[14 ]
。

T FE抑制脂质过氧化 ,提高氧化氢酶活力。

1. 7　对骨代谢的影响:应用去睾丸方法 ,研究淫羊

藿水提取液对去睾丸 SD大鼠骨生长的促进作用 ,

发现淫羊藿水提取液能选择性地部分抑制去睾丸或

去卵巢后的骨高转化率 ,而不减少已增加的矿化骨 ,

对破骨细胞有直接抑制作用 ,又促进成骨细胞的生

长 ,使钙化骨形成增加
[15 ]
。

长期应用肾上腺皮质等激素可引起骨质疏松 ,

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其抑制了肠钙的吸收和其本身负

氮平衡 ,使蛋白质分解加速 ,骨基质合成减少所致。

而淫羊藿水提取液可以防治长期应用激素所致的骨

质疏松症的产生 [16, 17 ]。

1. 8　抗肿瘤:流式细胞术及荧光探针标记技术检测

结果表明 ,淫羊藿苷可提高人高转移肺癌细胞 PG

细胞膜流动性 ,增加膜表面 M HC-I类抗原 ( HLA-

ABC抗原 )的表达 ,增加肿瘤细胞的抗原性 ,从而

诱发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反应 ,这可能是淫羊藿苷的

抗肿瘤作用机制之一
[18 ]
。

1. 9　其它: AZT (抵抗治疗 AIDS的叠氮胸苷 ) 是

唯一的 AIDS的治疗药物 ,然而 ,其对机体骨髓造血

功能和免疫功能的副作用限制了该药临床应用剂量

和时限。 EPS刺激机体免疫系统 ,增强免疫应答功

能 ,同时在刺激骨髓 DNA合成的作用基础上 ,可以

减轻 AZT的毒副作用 [19 ]。小鼠口服 TFE能增加对

戊巴比妥的镇静催眠作用。

2　结语

综上所述 ,淫羊藿具有多种药理活性 ,具有较高

的药用和保健价值 ,但是 ,目前对淫羊藿及其多糖、

黄酮等各部分研究尚不够深入 ,例如 ,淫羊藿中究竟

哪一种化合物或哪几种化合物在反映其药效上占主

要地位 ,是作用单一靶点还是作用不同部位协同地

表现其药效尚不清楚 ,而且宏观上观察到的药理作

用的微观的作用机制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但总的看

来 ,针对当今世界发病率较高的骨质疏松、心脑血管

疾病 ,更深入地研究与开发淫羊藿将有更广阔的应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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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厂商动态、药事管理、制剂及其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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