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9 刘亚娇
,

等
.

分析化学
, 2 9 9 3 , 2 1 (2 )

:
2 0 9

30 秦 波
,

等
.

中草药
,

1 9 9 4
,

2 5 (2 )
: 7 5

(1 9 9 5
一

1 2
一

2 1 收稿)

丹参水溶部分药理研究进展

四川省中药研究所 (重庆 6 3 0 0 65) 张 白嘉
.

刘 榴

摘 要 概述丹参水溶部分具有抗氧化
、

抗凝
、

抗血栓
、

抗心脑缺血及调血脂作用
,

对多种动物实

验性心
、

肝
、

肺等组织损伤均有明显保护作用
,

且有抗炎
、

增强免疫功能等多方面药理活性
.

关镇词 丹参 水溶部分 药理作用

丹参 S a lv ia m ilt io rr h iz a B u n g e
为唇形

科鼠尾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

以根人药
,

能活

血通经
,

祛寮止痛
、

清心除烦
。

丹参的化学成

分有脂溶性的二菇酿和水溶性的酚性酸两大

类
。

本文中丹参水溶部分为丹参水提物
,

丹参

注射液
、

原儿茶醛 (3
, 4

一

二经基苯甲醛 )
、

原儿

茶酸
、

D (+ )
一
B
一
(3

,

4 一二经基苯基 )乳酸 (称丹

参素或丹参酸甲)
、

丹参酸乙
、

丹参酸丙
、

迷迭

香酸
、

丹酚酸 A
、

丹酚酸 B
、

咖啡酸
、

镁
一

丹参

酚性酸 B (L SA
一B )等

。

它们的化学和药理作

用有很多不同
,

现将近年来有关丹参水溶部

分的药理研究概况作一综述
。

1 抗氧化作用

张力等报道
,

丹参素为超氧阴离子 (O矛)

清除剂
,

其清除 O 『的作用优于超氧化物歧

化酶 (SO D )‘
, ’。

丹参注射液对 H
Z
O

一

Fe Z 十
体系

中的经 自由基的清除率为 “%
,

对黄嗓吟
-

黄嚓吟氧化酶体系中氧阴离子的清除率为

10 0 % 〔幻 。

丹参水溶性提取 物可显著 抑制

F e Z + 一

半胧氨酸引起的大鼠心
、

肝
、

脑
、

皋丸组

织中线粒体和微粒体的脂质过氧化
。

还可明

显抑制由 F e Z千 一

V it C 体 系和 T r it o n X
一

1 0 0

引起的大鼠心
、

肝
、

脑
、

肾脏线粒体肿胀
,

推测

其保护作用与抗氧化作用有关
〔, 〕。

刘耕陶等

报道
,

从丹参水溶性部分分离出的 7 种酚类

化合物
:

丹酚酸 A
、

丹酚酸 B
、

原儿茶醛
、

原儿

茶酸
、

丹参素
、

咖啡酸及迷迭香宁酸对生物膜

过氧化损伤均具有很强的保护作用
,

其中以

丹酚酸 A 的抗氧化活性尤为显著
〔们 。

丹酚酸

A
、

B 和 丹罗酚 酸
、

对 V it C
一

N A D PH 或 由

F e , 十一

半胧氨酸诱发的大鼠脑
、

肝
、

肾微粒体

的脂质过氧化都有很强的抑制效应
,

其作用

比抗氧化剂 Vi t E 的作用强百倍至千倍
。

机

制之一是这些成分有效地清除超氧阴离

子
〔幻 。

丹参注射液能显著提高老龄小鼠红细

胞及肝中 S O D 活性
,

显著降低血清及肝中过

氧化脂质含量
,

与 Vi t E 比较作用稍强
〔的 。

以

上结果提示丹参能清除有害的氧 自由基
,

防

止脂质过氧化反应
,

可能是其重要药理机制

之一
。

2 抗凝及抗血栓作用

邹正午等用迷迭香酸给大 鼠静脉注射
,

能显著抑制其静脉血栓形成
,

阻抑胶原诱导

的血小板聚集
,

促进纤维蛋白溶解
〔7〕。

丹参水

溶性有效成分 7 6 4一 3 体外或体内给药均能 明

显抑制 A A 和 A D P 诱导 的兔和人血小板聚

集
。

还能明显促进 6
一

k et 。一

PG F
I。

的生成
,

提示

可能有利于 T X A
Z

/ PG I笼平衡的调节
〔幻 。

丹参

注射液能促进牛内皮细胞分泌纤溶酶原激活

物
,

提高 PG I
:

的产生量
,

降低纤溶酶原激活

物的抑制物活性
,

人工合成 的丹参素也具有

同样作用
。

此外
,

丹参注射液还能增加牛内皮

一 A d d re s s : Z h a n g Ba iji
a ,

S ie h u a n Pr o v in e ia l In s titu te o f T r ad it io n a l C h in e s e
M

a te ria M
ed ie a

,

C h o n g q i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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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膜表面血栓调理蛋 白活性
,

而丹参素则

无此作用
〔9〕 。

3 抗心
、

脑缺血作用

丹参水提物对异丙 肾上腺素
、

氯化钡及

冠状动脉结扎所致大鼠心肌缺血或心律失常

均有明显防治作用
〔‘。〕。

徐洪涛 等观察了丹参

注射液对麻醉犬在造成冠状动脉狭窄时左心

室舒张功能的影响
,

发现丹参注射液可使心

肌缺血时左心室舒张功能损害减轻
〔“〕 。

静注

丹参注射液能明显对抗大鼠冠脉结扎后心肌

血流量的减少
,

其脑血流量有所增加
。

静注丹

酚酸 A 可改善小鼠脑缺血再灌注致学 习记

忆功能障碍
,

并使其脑组织中脂质过氧化产

物丙二醛 (M D A )含量明显降低
,

这一作用对

心脑血管病变的防治有重要意义
〔‘2 , 。

4 调血脂作用

孙锡铭采用细胞培养模型
,

发现丹参注

射液及丹参素能显著抑制细胞内源性胆固醇

的合成
,

丹参素还具有抗脂蛋白氧化作用
,

可

使氧化脂蛋白电泳迁移率明显变慢
,

氧化脂

蛋白中脂质过氧化物含量明显减少以及氧化

脂蛋 白对细胞的毒性作用明显减弱
“3〕 。

丹参

素具有抑制牛主动脉平滑肌细胞氧化修饰

LD L 的作用
,

使 L D L 中 MD A 含量 明显减

少
,

其抗氧化能力与丹参素的量成正相关
,

提

示丹参素可用于动脉粥样硬化的防治
〔“ , 。

5 保肝作用

淤泽 泻等用含 丹参 注射液 和 CC1
4

的

G N K 液 (N a C I 0
.

5 9
,

K C I 0
.

4 9
,

G lu e o s e 1
.

0 9 ,

加重蒸水至 l 0 0 0 m l
,

调 pH 至 7
.

4 5
,

临用

前通 0
2

10 m in )灌流大鼠离体肝脏
,

灌流液

中 G PT 含量 明显降低
,

肝脏 的病理 损伤也

减轻
,

但对大鼠体外 G PT 活力及门静脉血

管条则无明显影响
〔‘5〕。 用丹参注射液皮下注

射治疗 CCI
;

和醋氧酚肝毒剂所致 小鼠肝损

伤
,

结果能明显抑制小 鼠 SG PT 升高及肝细

胞脂质过氧化物 M D A 的生成
。

给兔静注丹

参液
,

能有效地推迟和减轻缺血后再灌流引

起的不可逆肝损伤
〔“〕

。

大 鼠经 口 投以镁
一

丹

参酚性酸 B
,

具有促进 PG I
:

的生成作用
,

对

《中草药》1 99 6 年第 27 卷第 10 期

肝 粘 附性 细胞 中环 加氧 酶活性有 抑制 作

用
〔‘, , 。

戚心广等报道
,

ip 丹参注射液能减少

D
一

半乳 糖所致 肝损伤大 鼠的死亡率
,

降低

A LT
,

使血浆纤维联结蛋白升高
,

从而提高

其网状 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及调理素活性
,

防止肝脏的免疫损伤
〔‘8〕。

曾民德等发现
,

在

体外培养的成纤维细胞中
,

在加入丹参注射

液后可使细胞的
3
H

一

羚脯氨酸掺入值
、

胶原合

成率及纤维连结素产量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

提示丹参注射液能直接有效地抑制成纤维细

胞合成基质
,

在抗纤维化治疗 中具有重要意

义〔, g , 。

肌注丹参注射液可减轻人血清 白蛋白

所致的大鼠免疫性肝纤维化
,

与白细胞介素
-

2 联合用药作用更佳
〔20j

。

此外
,

丹参注射液能

明显抑制正常及肝损伤鼠肝细胞脂质过氧化

反应
,

并诱导细胞色素 P 4 5。

的合成
,

能增加损

伤肝细胞 D N A
、

R N A 及蛋白质的含量
,

有利

于促进肝细胞再生与修复
。

尚可促进损伤肝

细胞尿素合成
,

这对降低血氨和防止肝性脑

病的发生将起一定作用
〔2 ‘〕 。

6 对肺损伤保护作用

应用丹参注射液防治高分子右旋糖醉所

致家免肺出血
,

病理检查结果表明
,

用药组心

肌坏死灶
、

肺组织血栓形成及出血程度均 明

显低于对照组
〔22j

。

丹参注射液能扩张大 鼠腺

泡内肺动脉 (I A PA )管径
,

减轻低氧对内皮细

胞的损伤
,

还能阻抑 IA P A 肌化增强现象
,

提

示丹参在阻抑低氧性腺泡内 IA PA 构型重组

和肺动脉压升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
231

。

7 对肾损伤保护作用

罗季安观察了丹参注射液对草鱼胆汁所

致的大 鼠早期 肾脏损害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给

药组肾功能的损害及病理改变均较模型组为

轻
,

丹参注射液能降低血肌配和尿 N
一

乙 酞
-

民D
一

氨基葡萄糖昔酶的含量
,

有增加肌醉清

除率
、

减少近 曲小管上皮细胞坏死数 目的作

用〔24J
。

丹参注射液对家兔甘油性急性肾功能

衰竭有保护作用
,

可增加肾血流量
,

降低血尿

素氮
,

增加肌酥清除率和尿量
,

其作用机理可

能与钙拮抗剂异搏定相似
〔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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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抗炎和增强免疫功能作用

镁
一

丹参酚性酸 B 具有抗炎作用
,

可能与

其抑制腹腔多核白细胞的 白三稀生成及 5
-

脂加氧酶活性的作用有关
〔26]

。

张 罗修等报

道
,

丹参素能明显抑制钙离子载体 Az 318
,

诱导

的大鼠腹腔巨噬细胞产生 PG E
: 。

而炎症刺

激剂 (角叉菜胶
、

硅胶
、

酵母多糖等)及 A 23 187

均 可刺激 PG E
Z

的合成
,

且 巨噬细 胞合成
PG E Z

时需钙离子参予
。

因此
,

丹参素的抗炎

作用部分机理是抑制钙离子内流
〔27]

。

ip 丹参

注射液能提高大鼠的淋巴细胞转化率
,

能明

显促进小鼠抗体生成
,

促进小 鼠单核巨噬细

胞系统的吞噬功能
,

具有免疫增强作用
〔2的 。

, 其他作用

iP 丹参注射液能显著抑制小鼠扭体
、

嘶

叫和热板反应
,

给小鼠脑室内注射可明显提

高其痛阂
〔29)

。

丹参注射液对整体豚鼠药物性

喘息有显著预 防作用
,

但对气管平滑肌痉挛

的直接解痉作用较弱
。

对大鼠被动皮肤过敏

反应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

丹参水溶液能减

轻大鼠乙醉性急性胃粘膜损伤
,

促进胃壁结

合粘液分泌
,

还能有效抑制 胃排空运动
〔30J

。

近年来对丹参水溶部分的药理研究所用

样品多为丹参注射液或水提物
,

而对有效部

位或单体的药理研究不多
。

丹参水溶部分作

用机制是多方面的
,

其抗氧化作用可能为主

要药理机理之一
,

为临床应用提供了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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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鹤草的临床新用

沧州市药品检验所(。61 。。1) 田 永庆

仙鹤草 A g ri mD 成
a
Pi lo sa L ed eb

.

为蔷薇科龙芽

草
,

又名脱力草
、

金顶龙芽
、

狼牙草
.

性平
、

味苦涩
.

入

肺
、

肝
、

脾经
。

有收敛止血
,

消炎止痢
,

强壮身体之功

效
。

因其药性平和
,

为临床常用之中药
。

随着仙鹤草

临床应用的增多及药理研究的进展
,

其临床应用范

围进一步拓宽
,

增加了许多新的用途
,

同时亦见有过

敏反应的报道
。

1 内科

1
.

1 尿路感染
:

对于因细菌感染及滴虫感染引起的

泌尿系统疾病
,

仙鹤草有清热止血
,

抑制葡萄球菌
,

一

6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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