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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栗树种子提取物制剂的研究进展 

张  蓓，陈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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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栗树种子提取物（醇提物）为欧洲七叶树种子的提取物，为纯植物制剂，在临床应用中常用制剂有注射用七叶皂

苷钠和迈之灵片，其主要成分是七叶皂苷（escin），具有理气宽中、和胃止痛、消肿、改善血液循环、增加静脉张力、抑制

胃排空、清除活性氧和抗肿瘤等功效。主要用于术后水肿、肢体外伤所致的皮肤软组织肿胀、脑梗死、癌症等多种病症的治

疗。从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等方面对马栗树种子提取物制剂的研究进展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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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七叶树 Aesculus hippocastanum Linn. 为七

叶树科、七叶树属植物，别名马栗树、欧马栗。七

叶树属共有植物 30 余种，我国有 16 种。本属植物

七叶树 A. chinensis Bunge、浙江七叶树 A. chinensis 
Bunge var. chekiangensis (Hu et Fang) Fang 和天师栗

A.wilsonii Rehd.的干燥成熟种子在我国是传统的理

气中药，有理气宽中、和胃止痛等功效，用于胸腹

胀闷、胃腕疼痛等症。马栗树种子和树皮在欧洲是

传统的民间药物，从中提取的七叶皂苷是一种良好

的抗炎消肿药物。马栗树种子提取物（醇提物）在

临床应用中常用制剂有片剂和粉针剂，主要有注射

用七叶皂苷钠和迈之灵片，其主要活性成分是七叶

皂苷（escin）。本文对马栗树提取物制剂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药理作用 
1.1  马栗树种子提取物的药理作用 
1.1.1  对心血管的作用  实验研究表明，马栗树种

子提取物可降低组胺和 5-羟色胺诱导的皮肤毛细

血管通透性，也能降低氯仿致兔毛细血管通透性，

还能显著增强维生素 C 缺乏症豚鼠皮肤毛细血管

壁抗性[1]。口服欧马栗提取物（21%～24%）有调

血脂作用[2]。 
1.1.2  抗水肿和抗炎作用   马栗树种子提取物

（200～400 mg/kg）能够减轻大鼠后肢足部水肿，抑

制角叉菜胶致大鼠腹膜炎模型中白细胞渗出和白细

胞游走进入腹膜腔，以及角叉菜胶埋植致大鼠亚慢

性炎症性肉芽肿中结缔组织的形成[1]。 
1.1.3  抗氧化作用  欧马栗提取物体外能剂量依赖

性地抑制酶性和非酶性引发的脂质过氧化，体内能

减轻氧自由基对周围组织的损害[1]。 
1.2  七叶皂苷的药理作用   

七叶皂苷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治疗慢性静脉功

能不全、各种水肿、痔疮、哮喘及抗肿瘤等病症。 
1.2.1  抗氧化作用  王超等[3]研究表明，大鼠 ig 七

叶皂苷钠后缺血脑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的活性明显提高，表明七叶皂苷钠对氧自由基的产

生具有抑制作用，可增加内源性氧自由基清除系统

的功能，达到对缺血脑组织的保护作用。在兔肾缺

血再灌注损伤实验中，证实七叶皂苷可以有效地清

除血液中的自由基，特别是对毒性很强的羟自由基

有明显的清除作用[4]。周庆博等[5]研究发现大鼠脑

出血后第 3、7 天，模型组血浆 TNF-α 水平较假手

术组明显升高，表明 TNF-α是脑出血后神经组织损

伤的重要因素，而七叶皂苷组血浆 TNF-α水平较模

型组显著降低，表明七叶皂苷具有抑制 TNF-α产生

和释放作用，能减轻其诱发的神经毒性作用。七叶

皂苷主要通过提高 SOD 活性，抗自由基损害，减

少 NO 的生成，抑制 NO 的神经毒性作用，从而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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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TNF-α的产生和释放，减轻炎症反应， 终达到

保护神经细胞的目的。 
1.2.2  改善微循环  七叶皂苷是一种非渗透性脱水

剂，具有显著稳定血管内皮细胞、改善微循环作用[6]。

七叶皂苷通过抑制血液中蛋白酶的作用，保护静脉

管壁的胶原纤维，逐步恢复病变静脉管壁的弹性和

收缩功能，提高其张力和强度；同时七叶皂苷还直

接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感受器，引起静脉收缩，增

加静脉血液回流速度，降低静脉压，改善微循环。 
1.2.3  抗渗、消肿作用  七叶皂苷通过抑制血清溶

酶体的活性，降低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对抗渗出，

减少血液中的大分子物质及基质向组织间隙渗透，

从而降低组织渗透压，阻止大量液体渗入组织。七

叶皂苷通过增加皮质醇类化合物的分泌而起抗感染

作用，从而缓解水肿。总体来说是通过减少渗出、

增加水肿吸收来减轻术后水肿，促进伤口的愈合[7]。 
1.2.4  抗肿瘤作用  七叶皂苷能在蛋白质翻译水

平上抑制人肺腺癌细胞株 A549 的生长，通过抑制

该细胞脂加氧酶的合成表达，降低脂加氧酶产物的

生成量，从而发挥抗肿瘤作用[8]。变性隐窝病灶

（aberrant crypt foci，ACF）是近年来提出的一种新

型的结直肠癌癌前病变，进一步可发展成大肠息肉

样腺瘤。Jagan 等[9-10]观察七叶皂苷对氧化偶氮甲

烷诱导的结肠 ACF 的影响及对人结肠癌细胞

HT-29 凋亡的诱导效应。结果发现，七叶皂苷能明

显抑制结肠 ACF 的形成，可以剂量和时间依赖性

抑制 HT-29 肿瘤细胞的生长。朱泱平等[11]研究表

明，七叶皂苷钠能有效抑制 L1210 细胞体外增殖，

对体内 L1210 白血病小鼠移植模型也具有一定的

治疗效果。 
1.2.5  其他作用  Marhuenda 等[12]研究发现，七叶

皂苷具有抗分泌和胃保护作用，可抑制组胺和氨甲

酞胆碱诱导的胃酸分泌增加，有效防止无水乙醇引

起的大鼠胃溃疡的形成。七叶皂苷钠对大鼠肝脏缺

血再灌注损伤有保护作用，这为该药的临床防治肝

脏缺血再灌注损伤提供了实验依据[13]。Vogel 等[14]

研究证明，大鼠 ip 七叶皂苷钠后可以增加其排尿

量，主要是一种类皮质激素样作用。 
2  临床应用 
2.1  治疗慢性下肢静脉功能不全 

Greeske 等[15]对 5 000 多名下肢静脉功能不全

患者采用马栗树种子提取物的活性成分七叶皂苷治

疗，发现其能很好地改善患者下肢水肿、疼痛等症

状。七叶皂苷治疗慢性下肢静脉功能不全是一种经

济可行的治疗方法。 
2.2  治疗脑梗死和脑出血   

近年来，我国临床治疗脑梗死和脑出血取得成

功[16-17]。除抗炎、抗渗出、降低血脑屏障的通透性

作用外，还可以诱导蛋白水解产生更多的蛋白水解

片段，进而降低损伤脑组织中的胶体渗透压，由此

可释放出其中的水肿液，有效消除局部脑水肿。七

叶皂苷的钠盐七叶皂苷钠对治疗脑转移瘤引起的脑

水肿有效，与甘露醇合用疗效更佳[18]。 
2.3  治疗创伤后肢体肿胀 

肢体外伤后形成局部组织水肿，毛细血管通透

性增强，小血管破裂，这些病理改变如不及时纠正,
会严重影响损伤组织的修复。七叶皂苷钠具有抗渗

出、消肿、增加静脉张力、改善微循环作用，可促

进肢体功能恢复[19]。 
2.4  治疗脊椎综合征 

脊椎综合征是由于脊椎通道处静脉松弛所致。

临床研究显示，应用七叶皂苷钠可减轻或消除水肿

和静脉回流障碍，一般的治疗原则为：病人每天 iv
七叶皂苷钠 5～10 mg，连续 1 周，然后视病情决定

每周注射次数（2～3 次）[20]。 
2.5  治疗视网膜静脉阻塞   

宫媛媛等[21]将 41 例确诊为视网膜静脉阻塞患

者随机分为 2 组，七叶皂苷组 23 例（23 只眼），2
片/次，每天 2 次，口服，治疗 12 周。丹参组 18 例

（18 只眼），先静脉滴注丹香冠心注射液 16 mL（加

入 5%葡萄糖注射液 500 mL 中），每日 1 次，1 周后

改为服用丹参片，3 片/次，每天 3 次，连续服用 11
周。研究发现，治疗 4、8 周，七叶皂苷组视力提高

优于丹参组；治疗 4 周，七叶皂苷组渗出、出血吸

收率 61%，高于丹参组的 28%；七叶皂苷组视网膜

血管渗漏改善明显，优于丹参组。研究表明七叶皂

苷用于视网膜静脉阻塞的早期治疗有较好的疗效，

且服用方便。 
3  展望   

马栗树种子提取物现已广泛用于临床，通过文

献追踪发现，近年来马栗树种子提取物制剂注射用

七叶皂苷钠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效果，这与其具有的

多靶点作用机制密切相关。对七叶皂苷药理作用的

研究表明，七叶皂苷虽对酶、细胞因子等具有一定

的影响，但其具体机制尚不清楚，是今后仍需研究

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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