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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雪草苷类化合物对神经系统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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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积雪草总苷是积雪草的主要活性成分，其中的单体成分包括积雪草苷、羟基积雪草苷和积雪草酸等，在临床上主要

用于治疗皮肤损伤，促进创面愈合以及瘢痕修复等。近年来发现积雪草苷类化学成分对神经系统也存在着多种药理活性，如

抗抑郁、抗痴呆、对脊髓损伤以及脊髓神经细胞变性的保护、对抗脑缺血损伤以及镇痛、抗惊厥等。综述积雪草苷类化学成

分对神经系统的药理作用研究进展，希望为该类化合物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与应用及新药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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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雪草 Centella asiatica= EiKF= rrb~n 又名雷公

根，为伞形科植物，以干燥全草入药，在我国已经

有两千多年的应用历史，中医认为其性寒、味苦、

辛，归肝、脾、肾经，具有清热、解毒、利湿、消

肿等功效，并被《中国药典》所收载xNz。=
积雪草总苷（qq`A）是积雪草的主要活性成

分，在临床上常被制成乳膏（肤康霜）、片剂（肤

康片）等，用于治疗多种皮肤损伤xOz，促进创面愈

合和瘢痕修复xPJQz等。积雪草总苷主要含有积雪草苷

（~sá~tácosáde）、羟基积雪草苷（m~dec~ssosáde）、积

雪草酸（~sá~tác= ~cád）以及一些微量的三萜皂苷等

成分xRz。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陆续有证

据表明积雪草苷类化合物对神经系统也存在着多

种药理活性，包括抗抑郁、抗痴呆、对脊髓损伤以

及脊髓神经细胞变性的保护、对抗脑缺血损伤以及

镇痛、抗惊厥等。

本文对积雪草苷类化合物对神经系统的药理

作用进行综述，期望能归纳出这些作用的一些特

点，为将来其在神经系统疾病治疗中进一步的研究

和应用提供理论依据和建议。

N= =抗抑郁=
目前研究认为，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主要涉及单

胺能神经功能的减弱，下丘脑–腺垂体系统的调节

紊乱，以及氨基酸类神经递质的失调等xSJTz。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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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雪草苷类化合物抗抑郁作用的研究目前也主要

集中于上述几个领域。

NKN= =增强单胺能神经功能=
在强迫游泳致大鼠抑郁模型中，曹尉尉等xUz发

现 ág积雪草总苷元（`qd）SM、PM、NR=mgLkg能明

显缩短大鼠不动时间（m＜MKMR），表现出抗抑郁活

性。随后在 RJ羟色胺（RJeq）致小鼠甩头实验中，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ág阳性药组（盐酸氟西汀胶囊

OM=mgLkg）和 `qd各剂量组（NOM、SM、PM=mgLkg）
小鼠的甩头次数均明显增加（m＜MKMR）。而在对去

甲肾上腺素（kb）和多巴胺（aA）重摄取的抑制

实验中，̀ qd各剂量组小鼠的死亡率与空白对照组

相比没有明显增加。结果提示，积雪草总苷元的抗

抑郁活性可能与增强脑内RJeq能神经的功能有关。=
在慢性不可预见性应激（chronác= ìnéredáct~ble=

stress，`rp）的大鼠抑郁模型中，陈瑶等xVz评价了

ág积雪草总苷 NOM、SM、PM=mgLkg对不同脑区（皮

质、海马和下丘脑）的 RJeq、aA、kb 及其代谢

产物的影响。结果显示，积雪草总苷能够增加上述

单胺递质及其代谢产物的含量，其中主要的明显变

化是积雪草总苷使抑郁大鼠皮质 RJeq（m＜MKMN，
MKMR），海马 PJ甲氧基JQJ羟基苯乙二醇（jemd，
kb 的代谢产物）和下丘脑 kb（m＜MKMR）的含量

显著增加，而对各受试脑区 aA含量的总体影响较

小。提示积雪草总苷的抗抑郁活性可能与 RJeq 能

神经以及 kb能神经的功能关系更为密切。=
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盐酸色胺致癫痫样作用的

大鼠模型中，阳性药吗氯贝胺 NMM= mgLkg 和 SM=
mgLkg的 `qd均能增加癫痫样作用评分。结果提示

`qd对盐酸色胺致大鼠癫痫样发作的加重效果，可

能与其抑制体内单胺氧化酶（jAl）的活性，造成

盐酸色胺的累积有关xNMz。=
刘沐荣等xNNz研究了羟基积雪草苷在急、慢性给

药条件下对正常大鼠不同脑区单胺氧化酶 A
（jAlJA）和单胺氧化酶 _（jAlJ_）活性的影响。

大鼠 ág急性给药 P= d，末次给药 O= h后取脑组织；

或 ág慢性给药 ON= d，末次给药 OQ= h后取脑组织进

行分析。结果发现，急性给予羟基积雪草苷（QM、
OM、NM=mgLkg）能更显著地抑制大鼠海马和下丘脑

jAlJA 的活性（m＜MKMN，MKMR），而慢性给药对

jAlJA 的活性影响不明显，这与起效快、持续作

用短的阳性药吗氯贝胺 NO=mgLkg对jAlJA的影响

类似。此外，羟基积雪草苷仅在急性给药时明显降

低了大鼠皮质 jAlJ_ 的活性（m＜MKMR）；但在慢

性给药条件下，jAlJ_的活性变化不明显。=
以上研究表明，积雪草总苷具有抗抑郁作用，

这可能与其能够抑制脑内 jAl活性，增加单胺类

神经递质有关。

NKO= =改善下丘脑–腺垂体系统的功能=
应激能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

（emAA）的功能亢进，从而增加糖皮质激素的分泌。

而有研究表明，抑郁症等精神疾病与糖皮质激素分

泌的异常密切相关xNOz。在啮齿类动物中，皮质醇和

皮质酮的分泌水平，能够反映出抑郁的程度xNPJNRz。=
在慢性应激抑郁大鼠模型研究中，ág积雪草总

苷元 NMM、RM=mgLkg能够使抑郁大鼠的运动积分明

显增加（m＜MKMN），糖水偏爱百分比提高（m＜MKMR），
并且能够显著逆转由应激所致的血浆皮质醇和促

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升高（m＜MKMN）xNSz。该结果提

示积雪草总苷元的抗抑郁活性可能与改善emAA的

功能亢进有关。

在另一项研究中xNTz，慢性应激抑郁大鼠还伴有

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emqA）功能的异常，

主要表现为血清促甲状腺激素（qpe）、甲状腺素

（qQ）和 3,3′,5J三碘甲状腺原氨酸（rqP）浓度的显

著减少（m＜MKMN，MKMR），以及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qP）的浓度升高（m＜MKMR）。而 ág 给予积雪草总

苷 NOM、SM、PM=mgLkg治疗能够显著提高 qpe、qQ
和 rqP的水平（m＜MKMN，MKMR），并使 qP浓度明显

降低（m＜MKMR）。该研究提示，积雪草总苷的抗抑

郁作用可能与促进垂体的合成分泌，改善甲状腺功

能的异常有关，至于其是否影响下丘脑的促甲状腺

激素释放激素，有待继续研究。

NKP= =调节脑内氨基酸的含量=
除参与蛋白质的合成外，有些氨基酸还具有神

经递质和调质的功能，对细胞间突触传递和神经调

节起重要作用xNUJNVz。而氨基酸代谢异常与抑郁症等

神经系统疾病的关系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

在强迫游泳致小鼠抑郁模型中，小鼠脑内兴奋

性氨基酸天冬氨酸（Asé）显著升高（m＜MKMN）、
丙氨酸（Al~）明显减少（m＜MKMR），抑制性氨基酸

甘氨酸（dló）和牛磺酸（q~ì）均显著增加（m＜
MKMN），而兴奋性氨基酸谷氨酸（dlì）和抑制性氨

基酸 dA_A 都没有明显变化，但兴奋性L抑制性氨

基酸的比值明显降低（m＜MKMN）。结果表明，强迫

游泳能够更明显地增加小鼠脑内抑制性氨基酸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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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而 ág积雪草总苷 OQM、NOM、SM= mgLkg能够改

变这些氨基酸的含量变化，高剂量的积雪草总苷能

显著提高兴奋性L抑制性氨基酸的比值（m＜MKMN），
这一结果与其能明显缩短抑郁小鼠的游泳不动时

间较为一致xOMz。结果表明，积雪草总苷的抗抑郁作

用还可能与改善脑内氨基酸含量失调，提高兴奋性

L抑制性氨基酸的比例有关。=
O= =抗痴呆=

现代医学将老年痴呆分成阿尔茨海默病

（Aa）、血管性痴呆、混合性痴呆及其他痴呆xONz。

Aa 发病的可能机制主要包括 βJ淀粉样蛋白

（βJ~móloád，Aβ）毒性xOOz、氧化应激xOPz、细胞凋亡xOQz

和炎症反应xORJOSz等。=
OKN= =减少 Aβ 沉积=
= = = =大量 Aβ 的聚集构成了 Aa 患者脑内老年斑的

核心成分，是 Aa形成的关键因素。Aβ 是由淀粉样

前体蛋白（~móloád=érecìrsor=éroteán，Amm）水解产

生的多肽，最主要的两种亚型是 AβNJQM和 AβNJQOxOTz。
其中，AβNJQO 毒性更强，更容易聚集，将其注射到

动物脑内会产生 Aβ 的聚集，引发神经毒性作用。=
章卓等xOUz在实验中将 AβNJQO 注射到大鼠海马

`AN区制作 Aa模型，然后 ág积雪草苷 QR、NR、R=
mgLkg，N次Ld，连续给药 NQ=d。与假手术组比较，

积雪草苷能使Aa大鼠在jorrás水迷宫中的逃避潜伏

期缩短，平台停留时间增加，且均有明显差异（m＜
MKMR）。与模型组相比，积雪草苷能够减少 Aβ 在海

马的沉积，从而减少变性坏死神经细胞的数量，减

轻线粒体的结构损伤和水肿。这个结果初步表明积

雪草苷具有抗痴呆活性。

Aβ 之所以会异常聚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

于脑内 Aβ 产生和清除的不平衡。梁春宏等xOVz研究

发现，pAjmU小鼠海马 AβNJQO蛋白的表达增高，同

时促 Aβ 生成的 _A`bN和 `~t_的基因表达增加，

而抑制 Aβ 生成的 kbm和 fab的基因表达降低。给

动物 ág 从天胡荽中提取的积雪草苷单体 UM、QM=
mgLkg和阳性药石杉碱甲 MKMO=mgLkg均能明显逆转

上述改变（m＜MKMR），并且使 pAjmU小鼠在jorrás
水迷宫中的逃避潜伏期缩短，平台跨越次数增加，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均有明显差异（m＜MKMR）。结果

提示积雪草苷改善 pAjmU 小鼠认知功能的机制与

其调控 Aβ 相关基因的表达，继而抑制 Aβ 的生成

有关。

在糖尿病致小鼠认知障碍的模型中，应娜等xPMz

通过高脂高糖饲料喂养，联合腹腔注射链脲菌素建

立糖尿病小鼠模型，模型组小鼠学习记忆能力显著

降低，从而模拟糖尿病脑病所产生的认知行为缺

陷。这些模型组小鼠还伴有海马 Aβ 阳性细胞数的

显著增加，以及突触素（pvk）蛋白表达的明显降

低。而 ág积雪草苷 QR、PM、NR= mgLkg的干预能够

改善糖尿病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这种作用可能与

其减少海马内 Aβ 沉积（m＜MKMN），增加 pvk蛋白

的表达（m＜MKMR）有关。=
在以上几种不同类型认知障碍的动物模型上，

积雪草苷均表现出较好的抗痴呆作用，并且这种作

用与其减少 Aβ 的聚集，抑制 Aβ 的生成有关。=
OKO= =对抗氧化应激=

白洁如等xPNz研究发现，慢性铝中毒小鼠在跳台

训练中，潜伏期缩短，错误次数增加，同样在jorrás
水迷宫训练中，寻找平台的潜伏期亦延长。模型组

小鼠脑内丙二醛（jaA）含量增高，并伴有海马神

经元变性坏死。给模型小鼠 ág 羟基积雪草苷 SM、
PM=mgLkg干预后，能明显改善铝中毒小鼠的学习记

忆能力，并降低脑内 jaA 含量（m＜MKMR），提高

超氧化物歧化酶（pla）活性（m＜MKMR），减轻海

马神经元损伤。动物实验结果表明，羟基积雪草苷

可能通过提高机体的抗氧化能力，对抗氧化应激损

伤，发挥抗痴呆作用。

OKP= =抑制细胞凋亡=
在慢性铝中毒小鼠模型中，白洁如等xPNz进一步

研究发现，模型组小鼠海马 `AlJ`AP 区神经元

`~sé~seJP蛋白阳性表达的细胞数明显增多，着色变

深，而 ág羟基积雪草苷 SM、PM= mgLkg能明显抑制

`~sé~seJP蛋白的表达，并减轻神经元的损伤。结果

提示羟基积雪草苷可能通过抑制 `~sé~seJP 所介导

的细胞凋亡，对慢性铝中毒小鼠的神经元产生保护

作用。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其对抗氧化应激损伤

有关，但具体的抗凋亡机制需待进一步阐明。

OK4= =抑制炎症反应=
莫菊彩等xPOz体外研究显示，星形胶质细胞经 R=

μmolLi的 Aβ 孵育 OQ=h，其培养基中一氧化氮（kl）
的释放量显著增加，细胞内 áklp=mokA的表达亦

明显增加，而给予积雪草苷 NRM、100 μmolLi干预

后能有效降低 áklp=mokA的表达，并减少 kl的

释放（m＜MKMN，MKMR）。在另外的体内研究中也发

现慢性铝中毒小鼠海马受损神经元 `luJO 蛋白阳

性表达的细胞数增多，颜色较深，而 ág羟基积雪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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苷 SM、PM= mgLkg能够减少 `luJO的表达，减轻炎

症反应xPNz。这些结果提示积雪草苷和羟基积雪草苷

的抗痴呆作用可能都与减轻神经细胞的炎症反应

有关。

P= =保护脊髓损伤=
脊髓损伤是由交通、生产事故等造成的常见创

伤，目前其治疗关键在于对可逆的继发性损伤进行

干预。继发性损伤主要包括水肿、继发性缺血、氧

化应激损伤、炎症反应等xPPz。=
PKN= =对抗氧化应激=

韩珩等xPQz通过 Allen’s法制作大鼠脊髓损伤模

型，观察了积雪草酸在损伤发病 TO=h内的作用。结

果与模型组相比，áv积雪草酸 TR=mgLkg使受损大鼠

的双后肢运动功能 ___评分在 QU= h之后开始有明

显提高（m＜MKMR），而在 OQ=h时脊髓组织即表现出

pla活性的升高和jaA含量的下降，均有明显差

异（m＜MKMR）。=
陆伦等xPRz在研究中观察了积雪草苷对上述模

型的作用，并把时间点扩大到了损伤后 OU=d。结果

与模型组相比，在损伤后 OQ=h，ág积雪草苷 QR、PM、
NR=mgLkg各组大鼠 ___评分，脊髓组织 pla活性，

jaA含量即出现了改善的情况，但在第 NQ天后各

指标的改善情况开始更为显著（m＜MKMR）。=
赵刚等xPSz对羟基积雪草苷进行了研究，结果发

现 ág羟基积雪草苷 SM、OM=mgLkg，在各观察点同样

能够使急性脊髓损伤大鼠 ___ 评分升高，脊髓组

织中 pla活性提升，jaA含量降低，并使神经元

特异性烯醇化酶（kpb）的蛋白表达增加，与模型

组相比均有显著差异（m＜MKMR），且作用呈现剂量

相关。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积雪草酸、积雪草苷以及羟

基积雪草苷都显示出了对脊髓损伤的保护作用，并

且至少都与对抗氧化应激密切相关。

PKO= =抑制炎症反应=
在大鼠脊髓损伤模型中，韩珩等xPQz进一步研究

发现，模型组大鼠脊髓组织的髓过氧化物酶（jml）
活性和白介素JS（fiJS）的含量均明显升高，eb染

色可见神经元大量坏死及炎性细胞的浸润。而 áv积
雪草酸 TR=mgLkg能使jml活性和 fiJS含量均显著

降低（m＜MKMR），并减少炎性细胞的浸润。=
在同样模型下，陆伦等xPRz还发现模型组脊髓灰

质尼氏体的平均光密度值下降，而 áklp 的活力升

高，均有显著差异（m＜MKMR）。而 ág积雪草苷 QR、

PM、NR= mgLkg 各组能够明显改善上述变化（m＜
MKMR），并且随剂量的增加，对 áklp的作用能更早

地显现。

以上研究结果提示积雪草酸和积雪草苷可能

通过抑制炎性反应，发挥对大鼠急性脊髓损伤的保

护作用。

PKP= =其他=
刘雨等xPTz观察了积雪草苷对大鼠脊髓组织神

经元和 aJ丝氨酸的作用，以及对星形胶质细胞和胶

质源性神经营养因子（dakc）的影响。与模型组

相比，ág积雪草苷 QR、PM、NR=mgLkg各剂量组在 N～
OU= d 的各观察点内，脊髓中 kpb 表达升高，aJ丝
氨酸含量下降，胶质纤维酸性蛋白（dcAm）和dakc
的表达均显著升高，且均有显著差异（m＜MKMR）。
该结果表明积雪草苷可能通过抑制 aJ丝氨酸释放，

增加 dakc表达，从而对神经元及星形胶质细胞产

生保护作用，进而保护受损的脊髓神经组织。

4= =对脊髓神经细胞变性的保护作用=
除因外伤导致的脊髓损伤外，关于积雪草苷类

化合物对其他原因致脊髓神经细胞病变的作用报

道较少，但在刘颖菊等xPUz的研究中，初步探讨了羟

基积雪草苷对转基因肌萎缩侧索硬化小鼠的治疗

作用。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ip）是一种以大脑和

脊髓中运动神经元的慢性变性为特征的神经系统

疾病，其病因和发病机制不明，分为散发性和家族

性，已经确定在 OMB的家族性和 QB的散发性 Aip
患者中有 plaN基因突变xPVz。=

有研究发现xPUz，与plaNJdVPA突变转基因Aip
模型组小鼠相比，ág给予羟基积雪草苷（SNKN±NNKM）
和（NURKS±NUKT）mgLEkg·dF组动物的iO～iR脊髓前

角切片中的运动神经元数量明显增加。虽然受试剂

量的羟基积雪草苷不能延迟小鼠发病，但能延长小

鼠生存期约NM=d。这已经与caA目前批准并推荐的

谷氨酸拮抗剂oálìzole延长小鼠生存时间NM～NR=d
的效果较为接近。羟基积雪草苷对plaNJdVPA突变

转基因小鼠运动神经元变性有保护作用，能延长小

鼠的生存时间，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并将其开发为治

疗Aip和其他神经元变性疾病的药物。=
R= =对脑缺血损伤的保护作用=

脑缺血损伤是脑血流量短暂或永久性下降的

结果，主要是由栓子或局部血栓梗塞脑动脉所致，

其中大脑中动脉栓塞造成的脑梗死最为多见。

石爱华等xQMz预先给予实验动物用积雪草苷进



= = arug=Evaluation=oesearch= =第 PV卷=第 N期= = OMNS年 O月=• NQM=•=

行干预，能够使单侧大脑中动脉缺血 S= h的小鼠神

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脑指数、梗死灶体积、脑组

织含水量均下降，与模型组比较结果有显著性差异

（m＜MKMN，MKMR）。提示积雪草苷对小鼠急性局灶性

脑缺血损伤具有一定的神经保护作用。

孙海鹰等xQNz在另一项研究中给单侧大脑中动

脉缺血 O=h再灌注 OQ=h的大鼠预先 ág积雪草酸 OMM、
NMM、RM=mgLkg，与模型组相比能够使其神经功能缺

损评分降低，脑梗死面积比例明显减少，梗死侧脑

组织含水量下降（m＜MKMN，MKMR）。进一步研究发

现，受损脑组织中 fiJ1β、qkcJα 的含量显著增加

（m＜MKMN），而积雪草酸能明显逆转上述变化。结果

提示，积雪草酸可能通过降低受损脑组织 fiJ1β、
qkcJα 等炎性因子的含量，对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

损伤大鼠产生保护作用。

以上研究表明积雪草苷和积雪草酸初步显示

对脑缺血损伤的保护作用，但有关机制有待进一步

阐明，并且现有研究采用的是预防性给药，随着研

究的不断进展，采取治疗性的给药方式对效果做进

一步的评价。

S= =对神经系统的其他作用=
除上述几个研究相对集中的领域，一些研究还

发现积雪草苷类化合物对神经系统还具有镇痛、抗

惊厥等药理活性。

SKN= =镇痛=
明志君等xQOz发现 ág积雪草总苷 NO、S、P=mgLkg

能够使小鼠对热刺激的痛阈反应时间延长，对冰醋

酸致扭体反应的次数减少。说明积雪草总苷具有镇

痛作用，但属于外周性还是中枢性镇痛作用，还有

待于深入探讨。

章卓等xQPz观察了积雪草苷对小鼠 áé 脂多糖

（imp）诱导痛觉增敏的影响。与模型组相比，ág积
雪草苷 QR、NR、R=mgLkg能明显减少小鼠扭体反应

次数，提高痛阈值，并使脑组织jml活性、kl含

量及血浆 qkcJα 含量均明显降低（m＜MKMN，MKMR）。=
唐大春等xQQz对羟基积雪草苷也做了类似的研

究，结果发现 ág 羟基积雪草苷 QM、OM、NM= mgLkg
同样能明显减少小鼠扭体反应次数，提高痛阈值。

在显著降低脑组织jml的同时，也使血浆中qkcJα
和 fiJS的含量明显下降（m＜MKMN，MKMR）。=

以上研究提示，积雪草总苷、积雪草苷和羟基

积雪草苷均具有镇痛作用，并且后两种单体成分的

作用机制可能与抑制炎性反应有关。

SKO= =抗惊厥=
梁鑫等xQRz研究发现，ág 积雪草苷 QM、OM、NM=

mgLkg 能够延长硝酸士的宁致小鼠出现惊厥的时间

及死亡时间（m＜MKMN，MKMR），而对戊巴比妥钠诱

导的睡眠时间和睡眠潜伏期均无延长作用。提示积

雪草苷有一定的抗士的宁引起的惊厥作用，而无明

显的催眠副作用。

在目前关于镇痛、抗惊厥作用的研究中，仅初

步表明积雪草苷或羟基积雪草苷有相关的活性，具

体机制有待进一步阐明。

T= =结语=
综述了积雪草苷类化合物在神经系统中的药

理作用，发现此类化合物已经在抑郁、痴呆、脊髓

损伤、脑缺血损伤等多种动物模型中表现出了良好

的药理活性。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归纳，这些化合物

的给药方式以 ág 为主，剂量多集中于 NR～SM=
mgLkg，个别高剂量可以给到 NOM=mgLkg；关于作用

机制的探讨更多集中在改善单胺能神经功能、抑制

炎性反应、对抗氧化应激和调节氨基酸的含量等；

目前的研究以动物模型为主，细胞模型的研究资料

较少；单体成分的研究以积雪草苷、羟基积雪草苷

和积雪草酸为主；研究的程度多为药理作用的发

现，尚缺乏对相关机制更为深入系统的探讨。

鉴于目前的研究现状，今后如果开展积雪草苷

类化合物的神经系统药理作用研究，建议在以下 Q
个方面多加注意：（N）由于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有

不少存在不便口服的情况，在剂型上可以尝试研发

注射剂等非口服给药；（O）在已经发现具有良好活

性的治疗领域中，加强对作用机制进行更深入系统

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在细胞模型以及分子水平上

的研究；（P）对积雪草中更多的单体成分提取分离，

并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活性筛选；（Q）对于活性相

对突出的成分，应加强构效关系的研究，为寻找先

导化合物打下基础，为积雪草苷类化合物在治疗神

经系统疾病方面的应用以及新药开发提供更多的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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