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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蓝根为十字花科菘蓝属植物菘蓝 Isatis indigotica

Fo r t. 的干燥根 ,性寒味苦 ,有清热解毒、凉血消肿的功效。

临床上常用于治疗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带状疱疹等

病症。 随着国际上应用天然药物的热潮 ,板蓝根的药理活性

及其有效成分得到了深入的研究 ,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

泛关注。 本文就 2000年以来有关板蓝根化学成分、药理活

性、临床应用与不良反应的最新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化学成分

1. 1　有机酸类化合物: 吡啶三羧酸 ( 3-py ridinecarboxy lic

acid ) [1] ,顺丁烯二酸 ( maleic acid) [1 ] , 2-羟基 -1, 4-苯二甲酸

( 2-hydroxy-1, 4-benzenedi ca rboxy lic acid) [1]和羟甲基糠酸

( 5-hydroxymeth yl furoica cid) [2]。

1. 2　生物碱类化合物

1. 2. 1　吲哚类生物碱: 2, 5-二羟基吲哚 ( 2, 5-dih ydro xy-in-

do le ) [3 ] , 2, 3-二氢 -4-羟基 -2-氧 -吲哚 -3-乙腈 ( 2, 3-dihydr o-

4-hydroxy-2-oxo-indole-3-acetonitrile ) [3] , h ydro xyindiru-

bin [4] ,吲哚 -3-乙腈 -6-O-β-D -葡萄糖苷 (indo le-3-acetonitrile-

6-O-β-D-g lucopyr anoside) [3] , isaidigodione[5]和 ( E ) -二氧羟

苄吲哚酮 [ (E) -3-( 3, 5-dimethoxy-4-hydroxy, benzylidene) -

2-indo linone ] [6 ]。

1. 2. 2　喹唑酮类生物碱: 3-( 2-hydroxyphenyl ) -4 ( 3H ) -

quina zo linone[5 ]和 isaindig otone[4 ]。

1. 2. 3　其他类型生物碱:依靛蓝双酮 ( isaindigo tidione ) [6]。

1. 3　微量元素: K , Ca , Mg , Zn, Fe , Cu, M n, Pb, Hg ,

Ce, Co , N i, Cd 和 As,其中 Ca , Mg , Zn, Fe含量较为

丰富 [7]。

1. 4　其他化学成分 ;板蓝根中还含 (+ )异落叶松树脂醇

[ (+ ) isolaricir esino l ]、 5羟甲基糖醛 ( 5-hydro xymethy1 fu-

ra ldeh yde )和正丁基 -β -D-吡喃型果糖 ( n-buty l-β-D -fruc-

topy rono side) [2]。

2　药理活性

2. 1　抗内毒素作用 ;板蓝根抗内毒素作用早在 1982年就有

文献报道。近期刘云海等又提取分离并筛选出 F022部位为抗

内毒素活性部位 ,初步确认 F02207成分为活性指标成分
[8] ,并

且证实 F022部位对于内毒素诱生炎性介质 ( TN F-α, IL-6)有

抑制作用 [9]。吴晓云等从板蓝板中分离出 31个化合物 ,其中

3-( 2′-羟基苯基 ) -4( 3H ) -喹唑酮、 4( 3H ) -喹唑酮、丁香酸、邻

氨基苯甲酸、水杨酸、苯甲酸具有体外抗内毒素活性 ,丁香酸

有半体内抗内毒素作用。其中 ,水杨酸 ( 10μmo l /L )可显著抑

制 LPS诱导 HL-60细胞释放 IL-8,抑制率达 82. 67% [10]。另

据报道 ,分别采用 LPS预刺激、 LPS后刺激、 LPS与板蓝根

多糖同时刺激 J744. a. 1小鼠巨噬细胞株 ,分离核蛋白 ,定量

分析 NF-κB与 DNA结合活性 ,发现板蓝根多糖在上述 3种

情况均可抑制 LPS刺激引起的 NF-κB与 DN A结合活性的

升高 [11]。

2. 2　抗病毒作用: 板蓝根对柯萨奇 B3病毒、肾综合征出血

热病毒、乙型脑炎病毒、腮腺炎病毒、单纯疱疹病毒以及乙型

肝炎病毒均有抑制作用。孙广莲等以 M T T法检测 50%中药

板蓝根煎剂对人巨细胞病毒 ( HCMV)的抗毒效应 ,发现板蓝

根煎剂在 1∶ 200稀释度时即有显著的抗病毒效应 ,是一种

较为理想的抗 HCMV中药 [12 ]。 此外 ,采用血凝滴法证明板

蓝根对流感病毒在直接作用、治疗作用及预防作用上的有效

率分别为 100% , 60% , 70%。

2. 3　抗肿瘤作用: 梁永红等 [13]采用 M TT法测定板蓝根二

酮 B对人肝癌 BEL-7402细胞卵巢癌 A2780细胞的抑制作

用 ,集落形成实验观察药物的诱导分化作用 , PCR-ELISA试

剂盒测定细胞的端粒酶活性 ,结果显示: 板蓝根二酮 B可抑

制肝癌 BEL-7402细胞及卵巢癌 A2780细胞的增殖 ,并具有

诱导分化、降解低端粒酶活性的表达和逆转肿瘤细胞向正常

细胞转化的能力。侯华新等 [14 ]采用 M TT法亦证实板蓝根高

级不饱和脂肪组酸有体外抗人肝癌 BEL-7402细胞活性 ,并

且还发现该酸可以致 S180肉瘤的生长 ,延长 H22腹水型肝癌

小鼠的生命。

2. 4　免疫调节作用: 许益明等 [15]已证实 ip板蓝根多糖可显

著促进小鼠免疫功能。 进一步研究表明板蓝根凝集素 (属板

蓝根多糖 )可与细胞表面糖蛋白结合 ,促进小鼠胸腺的发育

和胸腺细胞的增殖 ,间接地维持胸腺微环境 ,促进 T淋巴细

胞、胸腺上皮细胞分泌胸腺素和细胞因子 ,提高机体的免疫

力。 秦箐等还发现从板蓝根二氯甲烷 -甲醇 ( 1∶ 1)提取物中

分离出的 A, B, C, D, E 5个流分及其相应的亚流分对人多形

核细胞化学发光的影响既有增强作用 ,又有抑制作用 ,提示

有可能从板蓝根中获得免调节类药物 [16 ]。

2. 5　抗炎作用:板蓝根 70%乙醇提取液经实验证实有抗炎

作用 ,表现在对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角叉菜胶致大鼠足跖

肿、大鼠棉球肉芽组织增生及醋酸致小鼠毛细血管通透性增

加的抑制作用 [17]。 新近从板蓝根中分离出的依靛蓝双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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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证明有清除次黄嘌呤与黄嘌呤氧化酶系统产生的过氧

化物、刺激嗜中性粒细胞、抑制 5-脂氧化酶的活性和降低细

胞分泌白三烯 B( 4)水平的作用 [18]。秦箐 [19]在对板蓝根的抗

氧自由基的活性进行研究时还发现极性较大的 D流分较粗

提取物对氧自由基的清除率更高 ;从流分 D中分离得到的

流分 D1, D2在各浓度时对氧自由基的清除率都比流分 D

低 ,而极性较大的流分 D3, D4, D5对氧自由基的清除率与流

分 D相当 ,说明板蓝根高极性流分及其亚流分含有抗氧自

由基的活性物质。

3　临床应用与不良反应

　　板蓝根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主要用于治疗病毒感

染性疾病 ,对流行性感冒有良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此外 ,板

蓝根还可用于治疗急性咽喉炎、流行性乙脑炎、慢性咽炎、单

纯疱疹性角膜炎、带状疱疹、肾病血尿症、水痘等 ,效果显著。

随着板蓝根的广泛应用 ,关于板蓝根制剂不良反应的报

道逐渐增多 ,其中儿童的不良反应所占比例较大。 有报道患

儿 im板蓝根注射液 2 m L,用药 10 min后突感胸闷、气促 ,

口唇发绀 ,头颈部红色风团样皮疹 ,手指僵直 ,头晕厉害。 立

即停药 ,及时给予抗过敏药物治疗 ,症状很快消失 [20]。此外 ,

板蓝根的不良反应还有: 过敏性休克、过敏致死亡、肾损害、

多发性肉芽肿、溶血反应以及消化道出血等。 在所有不良反

应中 ,过敏性皮疹比例最高。 在实验研究中还发现板蓝根水

煎液能明显诱发小鼠骨髓嗜多染红细胞微粒和小鼠精子畸

形 ,具有致突变作用。 因此应加强板蓝根制剂的生产质量控

制 ,严格掌握好用药剂量 ,避免注射剂之间的联合用药 ,尽量

减少板蓝根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4　结语

　　综上所述 ,板蓝根的不同活性部位、化学成分显示出不

同的药理活性 ,即使是同一部位、成分也可显示出不同的活

性。可见板蓝根可能是通过多种化学成分 ,多靶点、多途径地

作用于机体 ,从而发挥其药效。因此 ,有必要尽快找到发挥各

药效的活性部位 ,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开发。 目前对板蓝根的

研究多集中在化学成分、药理活性的研究上 ,选用的药理实

验指标繁杂 ,作用靶标不明确 ,较少从细胞分子水平进行评

价 ,对板蓝根发挥其药效的分子机制的研究更少。 随着分子

生物学技术的发展 ,迫切需要从分子水平评价其活性、阐明

其作用机制 ,建立高效、微量、快速、准确的板蓝根活性物质

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 ,为实现中药的现代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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