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枳实中主要二氢黄酮类成分肠道吸收代谢

及与药物相互作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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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枳实为传统中药, 具有兴奋或抑制胃肠道平滑肌的作用, 临床用于治疗胃肠道及心血管类疾病。黄酮类化

合物是其主要的活性组分之一,量较高。讨论了枳实中二氢黄酮类成分体内外吸收代谢以及对其他药物的影响,

以进一步了解其功效机制以及药物配伍时的相互作用, 为提高枳实活性成分在体内的生物利用度, 增强疗效提供

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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枳实为芸香科植物酸橙 Citrus aurantium L 及其栽培

变种或甜橙 C sinensis Osbeck 的干燥幼果, 具有破气消积、

化痰散痞的功效[1] ,为历版 中国药典!所收载。枳实原植物

生长于长江流域以南地区,现多系栽培, 主产于江苏、浙江、

江西、四川等地[2]。枳实药用历史悠久, 始载于 神农本草

经! , 主治积滞内停、痞满胀痛、大便秘结、泻痢后重、结胸、胃

下垂、子宫脱垂、脱肛等[3]。枳实药理作用广泛,主要表现为

兴奋或抑制胃肠道平滑肌、加强心肌收缩力、抗血栓、抗血小

板聚集以及抗疲劳等作用[4] ,其中二氢黄酮类化合物是主要

的活性成分[5] ,而该类成分在体内的生物利度很低。本文综

述了枳实中量较高的二氢黄酮类化合物橙皮苷、新橙皮苷和

柚皮苷在体内外的吸收代谢情况,及对其他药物体内生物利

用度的影响,为枳实的进一步研究开发奠定基础。

1 二氢黄酮类成分的结构与药理作用

现代研究表明,枳实主要含有挥发油、黄酮类、香豆素类

和少量的生物碱等成分[6] ,黄酮类成分包括二氢黄酮类、多甲

氧基黄酮和花色素苷等,其中二氢黄酮类成分量最高,是重要

活性成分之一, 主要包括橙皮苷、柚皮苷和新橙皮苷。橙皮

苷、新橙皮苷和柚皮苷均为苷元与鼠李葡萄糖基形成的双糖

糖苷,其中橙皮苷和新橙皮苷的苷元为橙皮素,取代糖基分别

为芸香糖和新橙皮糖(图1) [7]。橙皮苷具有抗脂质氧化、清除

氧自由基、抗炎、抗病毒、延缓衰老及抗癌等活性[ 8] ; 新橙皮苷

是一种新型的甜味剂, 具有抗氧化作用,对治疗糖尿病有一定

的疗效[9]。柚皮苷是由苷元柚皮素与芸香糖结合形成的糖苷

(图 1) [7] ,在降血脂、镇静、抗氧化、抗肿瘤、抗真菌、抗动脉粥

样硬化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生物活性[ 10]。

2 二氢黄酮类成分肠道的吸收与代谢

黄酮苷元具有较强的疏水性, 且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多以

糖苷形式存在, 因而枳实中二氢黄酮类成分的膜渗透性较

差。小肠具有较大的吸收面积, 同时存在大量的酶和药物转

运载体, 因此小肠是大多数药物的吸收场所。橙皮苷、新橙

皮苷、柚皮苷主要经肠道吸收, Caco 2 单层细胞转运实验表

明它们均通过被动转运吸收[ 11] , 且膜渗透性较差, 会被肠上

皮细胞中的外排转运载体排回肠腔, 这一结果被 Serr a等[ 12]

进一步证实。它们只有少部分原形化合物透过生物膜被吸

收, 大部分进入肠道被肠道菌代谢形成苷元, 苷元能被较好

地吸收, 但同时受肠道∀相代谢酶作用形成葡萄糖醛酸结合

物或硫酸盐结合物, 这些∀相代谢产物大部分会被外排转运

载体再次外排回肠腔[ 13]。因此, 橙皮苷、新橙皮苷、柚皮苷

体内生物利用度低, 其原因可能包括化合物较差的膜渗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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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橙皮苷( A)、新橙皮苷(B)和柚皮苷( C)的结构式

Fig. 1 Structures of hesperidin (A) , neohesperidin ( B) , and naringin (C)

与外排转运载体和肠道代谢酶的作用。

2. 1 肠道转运载体对枳实二氢黄酮类成分吸收的影响: 枳

实中二氢黄酮类成分肠吸收与肠上皮细胞中存在的外排转

运载体密切相关,如 AT P依赖性外排转运体, [ AT P binding

cassette ( ABC) transpo rter ] , 主要有 P 糖蛋白 ( P gp)、多药

耐药相关蛋白 ( MRP )、乳腺癌耐药蛋白 ( BCRP ) 等[ 14]。

Caco 2单层细胞转运试验[ 15]发现柚皮苷的肠吸收较差,表现

渗透系数 Papp为( 8. 1 ∃ 0. 9) % 10- 8 cm/ s,加入维拉帕米 (一

种 P gp 的抑制剂)后, 细胞摄取量 5 min 内增加 3 倍, P app 30

min 内增加两倍。研究表明维拉帕米通过抑制 P gp,减少柚

皮苷外排,增加柚皮苷细胞摄取量。大多数黄酮化合物经肠

吸收后在肠上皮细胞内被代谢为硫酸结合物或葡萄醛酸结

合物,继而被 M RP识别外排至肠腔内[ 16]。Xu 等[17] 研究了

肠上皮细胞内外排转运蛋白和药物代谢酶对柚皮素代谢的

影响,结果提示同时加入 MRP2 抑制剂 MK 571 和 BCRP1

抑制剂双嘧达莫能够显著减少柚皮素葡萄糖醛酸结合物的

外排。肠道中转运载体对枳实中二氢黄酮类成分及其葡萄

糖醛酸或硫酸盐结合物的外排作用,影响它们的肠吸收。

2. 2 肠道菌对枳实二氢黄酮类成分的生物转化:众多研究表

明橙皮苷、新橙皮苷和柚皮苷会经肠道菌群代谢。人肠内存

在约有 1 % 1010个细菌, 构成人的肠内菌群。药物进入体内

后, 有效成分进入肠道可能发生转化,其代谢处置主要以水解

和还原为主[18] ,代谢之后可能产生药理活性更强的药物。

橙皮苷和橙皮素在大鼠肠道被肠内菌氧化转化, 引起环

的开裂,主要转化产物是间 羟基苯甲酸[19]。新橙皮苷及其

苷元与人的粪便菌丛悬浮液温孵培养, 新橙皮苷转化为橙皮

素 4& D 葡萄糖苷和橙皮素, 橙皮素水解成对应的 3 ( 3 羟

基 4 甲氧基苯基丙酮)丙酸[ 20]。柚皮苷则在肠道细菌作用

下脱糖基化产生柚皮素, 被吸收进入肝脏, 或者在肝脏酶的

作用下产生对羟基苯丙酸。Fukuda等[ 21]通过体内实验证实

橙皮苷、新橙皮苷和柚皮苷等二氢黄酮糖苷在肠内细菌作用

下脱糖基化产生苷元, 被吸收进入肝脏,且柚皮苷、橙皮苷、

橙皮素等转化后均产生 C6 C3 型的酚酸[ 19]。这些结果表明

橙皮苷、新橙皮苷、柚皮苷经肠道菌代谢产生苷元, 苷元可能

进一步发生水解。

2. 3 ∀相代谢对枳实二氢黄酮类成分吸收的影响: 枳实二

氢黄酮类成分在肠道发生 ∀相代谢影响吸收。∀相代谢反

应即结合反应,是药物或∋相反应生成的代谢产物结构中的

极性官能团(如羟基、氨基、硝基和羧基等)与机体内源性物

质发生偶联或结合生成各种结合物的过程[ 13]。

枳实中二氢黄酮类化合物在血液中主要以苷元和葡萄

糖醛酸苷或硫酸盐∀相代谢产物的形式存在, 很少检测到原

形成分。它们除了本身在肠道吸收较差外,还会由于肠道菌

作用发生水解,产生苷元, 苷元与葡萄糖醛酸或硫酸进一步

结合后产生相对分子质量更大的葡萄糖醛酸或硫酸盐结合

物,亦很难吸收入血 ,这是枳实中二氢黄酮类化合物吸收差

的重要原因。橙皮苷在吸收和代谢过程中可转化成葡萄糖

醛酸结合物和硫酸盐结合物等[ 22] , 大鼠 p o 给予橙皮苷, 在

大鼠血浆中检测到葡萄糖醛酸结合物橙皮素 7 O D 葡萄

糖醛酸苷和橙皮素 3 O D 葡萄糖醛酸苷,提示橙皮苷在肠

壁发生首关效应。Fang 等[ 23]发现柚皮苷发生∀相代谢, 在

大鼠血浆中主要以柚皮素和柚皮素葡萄糖醛酸苷的形式存

在。王喜军等[24]进一步研究了橙皮素和柚皮素葡萄糖醛酸

或硫酸盐结合物的药动学,利用葡萄糖醛酸酶使血浆中的苷

元与葡萄糖醛酸游离,发现柚皮素和橙皮素在 0. 4 h 左右达

血药浓度峰值,消除半衰期约为 5 h。

3 枳实二氢黄酮类成分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

枳实中的二氢黄酮类化合物可能与其他药物发生相互

作用,主要原因是它们能够抑制某些药物转运蛋白和药物代

谢酶。肠道和肝脏中主要药物代谢酶有 :细胞色素 P450、葡

醛酸结合反应转移酶、酯酶、黄素单氧化酶、单胺氧化酶

等[25] , 与枳实中的二氢黄酮类化合物密切相关的转运蛋白

为 P gp,主要代谢酶为细胞色素 P450 及其各亚型。

橙皮苷是大鼠肝脏 CYP3A 酶的抑制剂。大鼠同时 p o

地尔硫 (苯噻氮 类钙拮抗剂)和橙皮苷,一定剂量的橙皮

苷能使地尔硫 AUC0( ) 增加 16. 4% , Cmax增加 15. 7% , 同

时给药组地尔硫 的绝对生物利用度显著高于单独给药

组[26]。结果表明橙皮苷通过抑制 CYP3A 酶和 P gp,减少地

尔硫 在大鼠肠道和肝脏的首关效应, 增加肠吸收, 进一步

增加大鼠地尔硫 的口服生物利用度。

柚皮苷是肠道中转运载体 P gp 的抑制剂。Shirasaka

等[27]研究不同浓度的柚皮苷对他林洛尔大鼠肠道吸收的影

响,他林洛尔是一种 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 它的肠道吸收

受到 P gp 和有机阴离子转运蛋白的影响。结果表明柚皮苷

达到一定浓度时,能够抑制 P gp, 显著增加他林洛尔的大鼠

肠道渗透系数。柚皮苷也是大鼠肝脏中微粒体 CYP450 酶

的抑制剂。大鼠 iv 紫杉醇同时给予柚皮苷,可以明显增加紫

杉醇的 AUC,清除率明显变慢, 主要原因为柚皮苷抑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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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P3A1/ 2 酶对紫杉醇的代谢, 从而提高了紫杉醇的生物利

用度[28]。大鼠同时 ig 奎宁和柚皮苷后, 奎宁的 Cmax 增加

208% , AUC 显著增加 152% , 口服生物利用度从 17% 增加

到 42% [29] , 由于柚皮苷抑制大鼠的 CYP3A4 酶,减少奎宁的

代谢,提高了奎宁的生物利用度。

橙皮苷主要通过抑制 CYP450 酶影响其他药物的生物

利用度;而柚皮苷对其他药物生物利用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

抑制 P gp 和 CYP450 酶, 减少 P gp 对药物的外排和

CYP450 酶对药物的代谢。新橙皮苷与橙皮苷、柚皮苷的结

构相似,可能也会影响这些转运蛋白或药物代谢酶, 引起药

物相互作用,但目前相关报道较少,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4 结语

目前,国内外已经对枳实中的二氢黄酮类化合物橙皮苷

和柚皮苷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新橙皮苷的研究相对较少。橙

皮苷、新橙皮苷和柚皮苷体内生物利用度很低, 原因可能有

以下 4个方面:化合物的理化性质影响其膜渗透性; 肠上皮

细胞中的备类转运蛋白对药物的外排; 肠道中∀相代谢酶对

药物的作用; 肠道菌群对药物的生物转化。枳实为常用中

药,二氢黄酮类化合物是其主要活性成分之一, 提高枳实中

的二氢黄酮类化合物的生物利用度和临床疗效是需要解决

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解决: 进行结构修饰, 提高枳实

中二氢黄酮类化合物的膜渗透性; 采用中药新剂型如微乳、

脂质体以及环糊精包合等新型给药系统, 减少药物转运载体

外排和药物代谢酶的作用, 增加药物的吸收; 与其他药物配

伍使用,利用药物的相互作用, 减少转运载体对枳实中二氢

黄酮类化合物的外排,提高靶向性, 降低首关效应, 达到提高

生物利用度的目的,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

中药成分复杂而且药物之间普遍存在相互作用, 药物相

互作用的药效物质基础、作用靶点及作用机制等较难阐明。

中药许多组分通过肠道代谢酶、肠道转运载体以及肠道菌群

3 个环节发挥相互作用, 从而影响药物疗效, 故以肠道的吸

收、代谢作为切入点研究中药复方的作用机制, 不失为可行

的途径。枳实中的二氢黄酮类化合物能显著地影响其他药

物的生物利用度,这种影响既可以增加药物的疗效, 也可能

导致药物产生毒性作用。因此,为保证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更应关注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更好地利用这类化

合物,为人类的健康服务。

参考文献:

[ 1] 中国药典 [ S] 一部 2005
[ 2] 杨佃会, 杨孟祥 大承气汤 [M ]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 2009
[ 3] 黎 阳, 刘素香, 张铁军 枳实的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研

究 [ J] 中草药, 2009, 40( 9) : 1469 1474
[ 4] 朱 玲, 杨 峰, 唐德才 枳实的药理研究进展 [ J] 中医药

学报, 2004, 32( 2) : 64 66
[ 5] 姜 华, 李 军, 石任兵 HPLC法测定枳实黄酮有效部位

中 3种二氢黄酮的含量 [ J] 中国药房, 2008, 27( 19) : 2127
2128

[ 6] 徐 欢, 陈海芳, 介 磊, 等 枳实、枳壳的化学成分及胃肠
动力研究概述 [ J]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9, 1( 21) : 42 43

[ 7] 沅 伸 新橙皮苷结构的波谱分析 [ J] 江苏化工, 1994, 22
( 3) : 36 40

[ 8] 张冬松, 高慧媛, 吴立军 橙皮苷的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 J ]
中国现代中药, 2006, 7( 8) : 25 27

[ 9] 于婷婷, 何 平, 梁 艳 新橙皮苷二氢查尔酮的电化学行
为研究 [ 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2009, 2(24) : 18

[ 10] 杨宏亮, 田 珩, 李沛波, 等 柚皮苷及柚皮素的生物活性
研究 [ J] 中药材, 2007, 6( 30) : 752 753

[ 11] Kobayashi S, Tanabe S, Su giyama M, et al Transepithel ial
t ransport of hesperet in and hesperidin in intest inal Caco 2 cell
m onolayers [ J ] Biochim Biop ohys A cta , 2008, 1778:
33 41

[ 12] S erra H, Mendes T , Bronze M R, e t al Predict ion of intes ti
nal obsorpt ion and metabolism of pharmacologically act ive f la
vones and f lavanones [ J] Bioorg Med Chem, 2008, 16( 7 ) :
4009 4018

[ 13] 王亚之, 欧喜笑, 郑 颖 外排转运体和代谢酶与黄酮的相
互作用及其对黄酮肠吸收影响的研究进展 [ J] 中草药,
2009, 40( 10) : 1659 1663

[ 14] Tourniarire F, H assan M, Andr M , et al M olecu lar mecha
nisms of the naringin low uptake by intest inal Caco 2 cells
[ J] Mol Nu tr F ood Re s, 2005, 49( 10) : 957 962

[ 15] S u L H, Tang Y H, Yu C H , e t al C om paris on of metabolic
pharm acokinet ics of naringin and naringenin in rabbit s [ J ]
L if e S ci , 2002, 70: 1481 1489

[ 16] 孙进 口服药物吸收与转运 [ M ]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 2006

[ 17] Xu H Y, Ku lkarni K H Disposi tion of narin genin via glucu
ronidat ion pathw ay is af fected by compen sat ing ef f lux t rans
porters of h ydrophilic glucuronides [ J] Mol P harm , 2009, 6
( 6) : 1703 1715

[ 18] 左 风, 严梅桢, 周钟鸣 肠道菌群对中药有效成分代谢作
用的研究进展 [ J] 中国中药杂志, 2002, 8( 27) : 568 571

[ 19] 杨秀伟, 郝美荣, 服部征雄, 等 中药成分代谢分析 [ M ]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3

[ 20] Wan g X, Sakurai T , Chen X, et a l Hydrolys is of f lavanone
glycosides and degradat ion of the cor resp on ding agly cones
f rom dried immature Ci tr us f ruit b y hum an fecal f lora in v it ro

[ J] P lanta Med , 2008, 74( 14) : 1751 1755
[ 21] Fu kuda K, Ohta T, Yamazoe Y Grapefru it component inter

act ing w ith rat and human P450 CYP3A: pos sible involve
m ent of non f lavonoid componen ts in drug interact ion [ J ]
Biol Pharm Bul l , 1997, 20( 5) : 560 564

[ 22] M atsum oto H , Ikoma Y, Sugiu ra M , et al Ident if icat ion an d
quant if ication of the conju gated metabolit es derived from oral
ly adm inistered hesperidin in rat plasma [ J] J A gri c Food

Chem , 2004, 52( 21) : 6653 6659
[ 23] Fang T, Wang Y, Ma Y, et al A rapid LC/ M S/ MS quan ti

tation assay for naringin and it s tw o metabol ites in rat s plasma
[ J] J P harm Biomed A nal , 2006, 40( 2) : 454 459

[ 24] 王喜军, 陈 曦, 曹洪欣, 等 口服枳术丸后人体内橙皮苷、
柚皮苷的药代动力学研究 [ 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07,
13( 8) : 18 20

[ 25] 杨秀芬, 王乃平, 曾繁典 中药有效成分对药物代谢酶的影
响 [ J] 中国中药杂志, 2002, 5( 27) : 325 327

[ 26] C ho Y A, Choi D H , Ch oi J S Ef fect of h esperidin on the
oral pharmacokin et ics of dilt iazem and it s main metabolit e,
d esacetyldilt iaz em, in rat s [ J] Pharm P harmacol , 2009, 61
( 6) : 825 829

[ 27] S hirasaka Y, Li Y, S hibue Y, et al Concent rat ion dep endent
ef fect of naringin on intest inal obsorpt ion of beta( 1 ) adren o
ceptor antagonist talin olol m ediated by p glycoprotein and or
ganic anion t ransport ing p olypept ide ( Oatp) [ J] Phar m R es ,
2009, 26( 3) : 560 567

[ 28] Lim S C, Ch oi J S Ef fect s of n arinig on the pharmacokin et ics
of int ravenous pacl itaxel in rat s [ J] B iop harm Drug Disp os ,
2006, 27: 443 447

[ 29] Zhang H , Wong C W, C oville P F, e t al E ffect of th e grape
f ruit flavonoid n aringin on pharmacokin et ics of quinin e in rat s
[ J] Dr ug M etabol Drug Inter ac t , 2000, 17: 351 363

1566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41卷第 9期 2010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