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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黄连素临床新用途

崔连泉

(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天津300400)

黄连素又名小檗碱，属异喹啉类生物碱，是从毛莨科黄

连属植物黄连的根状茎中提取的主要有效成分，具有广谱抗

病原菌作用，对多种革兰氏阳性及阴性菌、结核杆菌和真菌

均有抑制或杀灭作用，临床适应症为治疗肠道感染与腹泻。

近年来临床研究拓宽了黄连素的适应症范围，现综述如下。

I药理作用

黄连素除具有广谱抗菌作用，对多种革兰氏阳性菌和阴

性菌、结核杆菌和真菌有抑制或杀灭作用外，对心血管功能

也有影响，随着剂量和用法不同可产生正性肋力、负性频率、

减慢传导、降低外周阻力，具有改善心功能作用，临床和实验

证明黄连素具有抗心律失常和降压作用。同时，黄连素能降

低交感神经活性，从而使糖原异生、分解减少，胰岛素代谢减

慢，提高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另外黄连索还可以促进实

验性糖尿病动物的胰岛p细胞的修复，促进胰岛素释放。黄

连素具有抑制羟自由基的产生和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减少脂

质过氧化物对细胞的损伤，提高组织器官应激水平，改善血

管的通透性和血液的流变性，减轻肠黏膜充血和水肿，同时

黄连素具有促进环磷酸腺苷(c AMP)、环磷酸鸟苷(c GMP)

和Ca 2+的作用及抑制前列腺素E。(PGEz)诱发的离子转运

改变，减少肠液分泌过多而直接抗腹泻作用。

2临床应用

2．I降血糖作用：采用黄连素治疗224例糖尿病人，随机分

成两组：黄连素组，15～45 rag／次，每日3次；糖适平组0．5～

1．0 g／次，每日3次。结果黄连互治疗糖尿病的有效率达

90％，糖适平组93％。王国锋[1 3报道了33例对控制饮食无效

的肝性糖尿病患者给予黄连素0．5 g／次，每日3次，共治疗

3周。与加用黄连素前血糖对照比较，患者应用黄连素治疗

后血糖浓度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o．01)，且未见明显不良

反应。

2．2降血压作用：魏银福[23报道了38例高血压患者，以单

盲法给患者口服黄连素片，每次0．4～0．6 g，每日3～4次，

疗程4周。治疗期间门诊病人每周测量血压2～3次，住院病

人每日测量血压，结果治疗后显效19例，有效lo例，有效率

76．3％。另有报道黄连素治疗53例原发性高血压，其总有效

率达69．8％，在用药后3～5 d后血压开始下降，6～9 d达最

低值，平均收缩压下降1．9～3．6 kPa，舒张压平均下降

1．3～2．2 kPa。

2．3 治疗心律失常：31例经其他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无效

的室性早搏盐酸黄连素，每次0，3～0．4 g，每日3次，4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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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疗程。结果显效9例，有效15例，总有效率77．4％，早搏次

数由每分钟(6．8±1．4)次降至(2．6±0．9)次(尸<0．01)，治

疗前后心电图P—R间期、Q—T间期等无明显改变(P>

0．05)，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韩芳化[33回顾性总结20年来

采用黄连素治疗室性早搏2 000例，并以其他抗心律失常药

治疗为对照。结果治疗组的有效率为84．9％，对照组为

84．4％，无明显差异。不良反应发生率：治疗组为4．2％，对

照组为12．8％，有显著差异(P<o．001)。宋淑娟E4J收集16

例妊娠合并心律失常应用黄连素治疗的病例。共中室性早搏

8例、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2例、房颤和房扑2例、房性早

搏3例、交界性早搏1例。用药前后测胎心，计算平均胎心

率。治疗方法根据病情轻重用黄连素0．2～0．4 g／次，3次／

日，疗程2～4周。结果显效8例，有效5例，无效3例，总有

效率85％。治疗前后对比有显著差异(P<o．01)。16名孕妇

用药过程中均未出现异常反应；用药前后胎心率对比无明显

差异(P<O．05)，且胎儿在出生后均健康。

2．4 降脂作用：孙杰陆1报道应用黄连素治疗高脂血症，结果

25例高胆固醇血症患者显效20(80％)，有效5例(20％)，总

有效率100％；28例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显效21例

(75％)，有效7例(255)，总有效率100％。用药中除出现便秘

13例(35．1％)外，未出现其他不良反应。

2．5 治疗脓疱疮：采用黄连素片磨粉调成糊外用治疗新生

儿脓疱疮32例，1日3次，对照用1％龙胆紫1日2次，结果

治疗组全部治愈，疗程平均3．1 d，对照组20例，5例未愈，

平均疗程5．5 d，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2．6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康巧真tsJ对17例口服黄连素治

疗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进行疗效观察，检查当日停用其他药

物，一次顿服黄连素片0．8 g，服药后外周阻力下降23．9％，

心脏指数上升39．7％，心缩指数增加26．9％，每搏量增加

41。1％，心搏功增加57．7％，射血分数增加31．4％以上(P<

o．05)。肺毛楔压、平均动脉压、心率无显著性变化。

2．7 治疗慢性盆腔炎：采用0．2％黄连素药液直流电导入

和超短波综合治疗5l例慢性盆腔炎，并与单纯超短波治疗

51例进行对照，时间20 min，1次／d，20次为一疗程。结果治

疗组的治愈显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o．01)，治疗组的总

有效率亦高于对照组(P<o．05)。

2．8治疗病毒性角膜炎：采用0．1％黄连素药液直流电导

入法治疗病毒性角膜炎共35例，无选择性地将住院患者30

例作为对照，每日1次，每次20 min，1 5 d为1个疗程。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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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直流电导入组的治愈率为82．86％，平均有效治疗天数为

17．09 d，对照组的治愈率为56．67％，平均有效治疗天数为

27．22 d，治愈率两者相比差异显著(P<O．01)，平均有效治

疗天数两者相比差异显著(P<0．05)。

2．9其他：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还发现黄连及黄连素及其

衍生物对动物具有抗肿瘤作用。另外，黄连素能增加血小板

的核苷酸量．有效降低血小板聚集率，应用黄连素与阿斯匹

林合并潘生丁几乎有相同的疗效。国内首次报道了黄连素可

提高环孢素A(CsA)血浓度，与CsA联合应用可减少csA

用量，因而具有较高的费用效率比[7]。

3结语

近年来，老药新用成为临床医药工作者研究的～个方

面，老药新用可以大大降低新药研究的巨额开支，而且因为

在临床的时间较长，其安全性高，疗效一般较为确切。但是，

应用看到，现有关于黄诖素在临床上的新用途的报道没有一

篇是严格按照新药’临床实验要求进行验证的，而且，鲜有经

过统计这处理的分组与结果分析，所有报道均是零散的、没

有严格的与治疗某病的经典药物进行临床对照。随着医疗事

故处理新条例的出如，责任举证倒置制度将使医生用药非常

谨慎，所有偏离药品常规适应症未列在药品说明书上的新用

途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同时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在临床上

发现新用途的药物，也应该予以重视，从新药研究角度进行

临床试验。黄连素药源广泛，并具有价格低廉、安全、方便、不

良反应小等优点，是极具潜力，值得挖掘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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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盏乙素药理学研究进展

李 丽，刘东阳，江 骥，胡 蓓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药理中心，北京 100730)

灯盏花素是从灯盏花经醇提后的一类总黄酮，其主要包

括灯盏乙素和灯盏甲素，灯盏乙素是其主要活性成分。黄芩

素苷(scutellarin，又名灯盏乙素、野黄芩苷)临床主要用于治

疗脑血栓形成及脑栓死等所致完全性及不完全性瘫痪。同时

对冠心病、高黏滞血症、白斑癌变等疾病也有一定疗效。现将

灯盏乙素的药理学研究进展概述如下。

1药效学研究

有大量文献报道了灯盏乙素对心脑血管及血液流变学

影响等方面的研究。由于灯盏花素中的主要活性成分是灯盏

乙素，所以常用主要含灯盏乙素的灯盏花素注射液或片剂进

行研究。

1．1 对脑血管的作用：Hu等rl 3用灯盏花素对缺血大鼠进行

实验研究，发现灯盏花素能显著减少脑梗死体积，改善神经

学损伤和减少血脑屏障的渗透度。当使用灯盏乙素(50或75

mg／kg)对大鼠进行预处理后发现，与对照组相比，灯盏乙素

可以上调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表达和下调内皮细胞

生长因子(VEGF)等血管因子的表达。Liu[23等也发现灯盏

乙素的这种脑缺血保护作用可能与调节eNOS的表达有关。

1．2对心血管的作用：赵佩琪等∞1采用灯盏细辛注射液10

／ag／kg静脉滴注，观察其对犬急性心肌缺血时抗凝血酶Ⅲ

(AT一Ⅲ)活性，纤溶酶原激活因子(tPA)和纤溶酶原激活抑

制物(PAI)的影响，结果显示，灯盏细辛注射液可能通过维

持凝血抗凝血以及纤溶的相对平衡，从而改善心肌缺血的

范围，最终达到抗心肌缺血的目的。

1．3对血凝的作用：王兆铖等L41发现新盏花素(灯盏花素的

复盐)，在家兔的主动脉血栓模型中能减轻血小板的破坏与

5一羟色胺释放反应，对血栓形成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种作

用与剂量成正相关性。实验结果表明该药在体内有强烈的抗

血栓效应。新灯盏花素的作用除升高血小板环磷酸腺苷外，

还可能与抑制钙流有关。

通过整体动物实验，观察灯盏花注射液对正常家兔体外

血栓形成、血小板功能、凝血功能及纤维蛋白(原)溶解活性

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灯盏花注射液主要通过抑制体内凝血

功能及促进纤溶活性来抑制凝血。家兔1次iv 40 mg／kg，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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