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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红花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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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藏红花是我国一种应用广泛的名贵中药与民族药，具有很好的活血化瘀、散郁开结作用。藏红花中主要含有苦藏花

素、藏红花素等成分，藏红花及其提取物主要用于防治心血管疾病以及与衰老相关的疾病，并且有多种保健品和中成药在国

内市场上销售。主要综述近年来有关藏红花及其有效成分防治动脉粥样硬化、保肝护胆、干预肿瘤、调节免疫功能、保护肾

脏、防治骨质疏松等方面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为更好地利用该药用植物资源、开发民族药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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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Crocus sativus  
and its active ingred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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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ocus sativus is widely used in China. It could promot blood circulation. C. sativus mainly contains kinds of componets 
such as picrocrocin and crocetin, and the active ingredients are mainly used to cure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nd for anti-aging. Kinds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and health products could be found in the domestic market.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ed the effect of C. 
sativus and its active ingredients on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atherosclerosis and tumor, protecting liver and kidneys, regulating immune 
function, preventing osteoporosis, and so o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medicines. 
Key words: Crocus sativus L; croc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nti-tumor 

 
藏红花 Crocus sativus L.又名西红花，为鸢尾科

番红花属植物，其柱头为主要药用部位，中医认为

性味甘平，入心、肝经。具有很好的活血化瘀、散

郁开结的作用[1]。其在藏药传统方剂中多有应用，

如“九味红花丸”、“七味红花殊胜丸”等均含有含

藏红花。研究表明藏红花主要成分有苦藏花素、胡

萝卜素类化合物、红花醛、桉油精、蒎烯等物质，

还含有少量的异鼠李素、山柰素及维生素 B1 和维生

素 B2 等
[2]。中医古书中对其多有记载，如《本草品

汇精要》中记载藏红花主散郁调血、宽胸膈、开胃

进饮食，久服滋下元、悦颜色及治伤寒发狂；《本草

正义》中也提到藏红花主降逆顺气，能开结消瘀等。

现代研究发现藏红花及其提取物主要用于预防与治

疗中老年疾病，具有利胆保肝、抵御癌症侵袭、干

预心血管类疾病以及调节免疫功能等作用[3]。本文

通过总结、整理近几年有关藏红花应用方法的文献，

初步综述了其药理作用，以期为今后更好地应用藏

红花进行保健治疗提供一定的帮助。 
1  防治动脉粥样硬化 

藏红花在调血脂，降血压继而防治动脉粥样硬

化方面具有很好的疗效。 
1.1  调血脂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高脂血症已经成为中老

年人的高发病，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始动因

素。研究显示，藏红花不但能有效地降低体内总胆

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提高高密度脂蛋白，同时还 
                                         

收稿日期：2013-05-15 
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81102663） 
作者简介：张  娜（1987—），女，汉族，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动脉粥样硬化基础研究。Tel: 18010198195  E-mail: 150319nana@sina.com 
*通信作者  李林森（1977—），男，彝族，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医药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研究，研究方向为彝族医学理论研究。

Tel: (010)68533254-846  E-mail: lilinsen_112@163.com 



  Drug Evaluation Research  第 36 卷 第 5 期  2013 年 10 月 

 

- 395 -

具有一定的抗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ox-LDL）的能

力，进而减少脂肪在大中动脉的沉积，降低动脉粥

样硬化的发生率。陈达林等[4]通过对游泳运动训练

至力竭大鼠的血清血脂水平及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等含量的研究发

现，藏红花酸水溶液能有效降低大鼠血清总胆固

醇、低密度脂蛋白以及极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同

时升高高密度脂蛋白的浓度，达到调节血脂的作

用。Asdaq 等[5]通过给高脂血症大鼠 ig 藏红花提取

液 25、50、100 mg/kg 或者藏红花素 4.84、9.69、
19.38 mg/kg，连续给药 5 d 后，与对照组相比，藏红

花及其藏红花素可以通过显著减缓高脂血症大鼠血

脂代谢紊乱现象而达到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提示其可用于高血脂群体动脉粥样硬化的预防。 
1.2  降血压 

高血压是多种心血管类疾病的基础病变，当血

压升高时，血管壁由于机械压力过大致使血管扩

张、变薄，导致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等心血管疾

病。Fatehi 等[6]通过对藏红花乙醇提取物和水提取

物进行研究，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发现其可显著降

低雄性 SD 大鼠的平均动脉压（P＜0.01），且乙醇

提取物的作用强于水提取物，同时不会干预正常的

心率活动。这就提示藏红花具有降低机体异常血压

达到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2  保护肝脏 

藏红花不但具有预防肝胆疾病的作用，而且可

以有效地治疗慢性与急性肝炎、肝硬化等。藏红花

含有多种有效成分，其中发挥保肝作用的主要为藏

红花酸钠盐和藏红花酸酯。研究显示，藏红花也可

抵抗肝脏的纤维化，降低人体肝硬化的发生[7]。同

时，在我国病毒性肝炎仍然没有特异的治疗方法，

我国传统医学的观点一般认为清热解毒、活血化瘀

的治疗原则至关重要。藏药方剂“九味红花丸”就

是利用传统的中医观点达到抑制肝炎病毒，消除乙

肝病因，防止肝细胞坏死，促进其恢复与再生，从

而达到治愈的目的。杨春潇等[8]通过对肝损伤小鼠

进行研究证实，藏红花水提液大小剂量组（1.5、0.5 
mg/g）均能显著降低小鼠血清中的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ALT）和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的活性

以及丙二醛（MDA）的量，改善肝细胞变性、坏死

以及炎症反应等发生，明显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 
3  抗肿瘤 

肿瘤作为中老年群体的高发病，现在逐渐有年

轻化的趋势，但是目前仍然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

大量的研究表明，民族药藏红花具有广谱的抗肿瘤

作用，可以干预白血病、卵巢癌、结肠癌等多种癌

症的发生[9]。同时，藏红花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毒

副作用很小，其可能成为最有发展前途的预防与治

疗癌症的药物。藏红花素能显著减弱实验大鼠体内

蛋白的磷酸化水平，抑制原癌基因的表达，近而达

到治疗肿瘤的目的[10]。徐慧娟等[11]通过对 HL-60
细胞进行研究发现，藏红花在诱导细胞凋亡的过程

中能使细胞周期停滞在 G0/G1 期，抑制抑调亡基因

Bcl-2 的表达，促进促调亡基因 Bax 的表达，有效

地干预肿瘤细胞的形成。 
4  调节免疫功能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机体免疫力及抗氧化能力

逐渐下降，因此，调节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改善机体

的健康就显得至关重要。临床研究发现，藏红花具

有明显的活血化瘀、抗菌消炎等功效，继而增强机

体耐力，升高免疫细胞含量，以此来提高人体的免

疫力，起到调整机体气血运行，平衡人体阴阳的作

用[12-13]。Escribano 等[14]也发现，与对照组相比，从

藏红花中提取的蛋白多糖可以迅速活化蛋白激酶 C
和核转录因子 NF-κB 等细胞因子，剂量保持在 10～
1 000 ng/mL 时还可增强巨噬细胞的活性，提高机体

的免疫作用。藏红花可以作为调节机体免疫作用来

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作用。 
5  保护肾脏 

目前认为肾小球肾炎发病机制与血小板及其

释放的炎性介质有密切关系，因此，抗血小板聚集

及其炎性介质释放的药物可以作为防止肾小球肾

炎的首选药物，基于中草药副作用小，作用广泛的

特点，利用中医药治疗肾脏类疾病得到大家的认

可。藏红花在干扰肾炎发生方面已取得了明显的疗

效。李志坚等[15]通过研究大鼠 C-BSA 肾炎模型，

发现实验组大鼠蛋白尿现象减轻，肾病理损害程度

减轻等现象。其中藏红花主要是通过抑制环氧化

酶、减少前列腺素的合成，近而达到肾毛细血管通

畅，血流量增加，促进炎症损伤修复的作用。提示，

藏红花可以通过改善血小板及炎性介质的释放血

小板干扰肾脏炎症的发生。 
6  干预心律失常 

与动脉粥样硬化相比，心律失常也是常见的心

血管疾病之一，临床上治疗药物很多，但是疗效均

不理想，因此，寻找新型抗心律失常的药物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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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程齐来等[16]研究发现，藏红花的有效成分藏红

花酸有较好的对抗乌头碱、哇巴因和氯化钙等诱导

的室性心律失常模型的作用，为藏红花用于治疗心

律失常提供了实验依据，为进一步开发，研究藏红

花作为抗心律失常、心肌缺血的中药制剂提供了可

行性依据，提示藏红花可能称为一种新型的预防心

脑血管性疾病的预防保健性中药。 
7  防治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症的预防和治疗已成为一个多学科

广泛研究的课题之一。藏红花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对

骨质疏松进行防治。主要包括：（1）通过调节类雌

激素的分泌，改善机体内分泌，防治骨质疏松；（2）
通过增强机体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和超

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力[17]改善骨质疏松；（3）
通过调节血脂作用间接干预骨密度的发生[18]。曹鹏

冲等[19]对去卵巢大鼠进行研究发现，与模型组相

比，藏红花水提液各剂量组（25、50、100 mg/kg）
股骨骨密度明显升高（P＜0.01），雌二醇测定值升

高（P＜0.01），碱性磷酸酶显著降低（P＜0.01），
血钙及血磷无统计学差异，子宫指数显著降低（P
＜0.01），证明藏红花提取液有助于抑制去卵巢大鼠

骨量的丢失，改善骨代谢，对骨质疏松症具有防治

作用。 
8  结语 

藏红花具有保肝利胆、干预肿瘤和心血管疾病

等多方面的作用，其发挥药效的成分主要包括藏红

花酸、藏红花素、藏红花酸二甲酪、藏红花苦素和

部分挥发油等，此外还有微量的桉脑、蒎烯、维生

素和硫胺素等化合物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近年

来，随着现代医学药学和分子生物学等领域的飞速

发展，对藏红花的药用价值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并

逐步揭示了藏红花内各种成分的药理作用，为民族

药物的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天然产物的

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是，在藏红花的使用方

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注意，在我国民间，藏红

花是广泛流传的避孕药和堕胎药，孕妇不慎服会导

致流产，应禁止服用，但是也提示藏红花可能用于

抗生育方面药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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