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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朴提取物、厚朴酚及和厚朴酚的抗氧化和抗衰老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张明发，沈雅琴

上海美优制药有限公司，上海 201204

摘 要： 厚朴系木兰科植物厚朴Magnolia officinalis或凹叶厚朴M.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 var. biloba的干燥干皮、根皮及

枝皮，具有燥湿消痰、下气除满的功效。厚朴提取物、厚朴酚及和厚朴酚都具有抗炎、抗氧化和抗衰老作用，厚朴酚及和

厚朴酚是厚朴抗炎、抗氧化和抗衰老的主要活性成分。它们的抗氧化能力是通过对自由基的直接清除作用以及提高机体的

抗氧化酶活性间接猝灭自由基表现出来。因此厚朴提取物、厚朴酚及和厚朴酚能防治各种氧化应激性炎性疾病，长期应用

可能有防治机体衰老发生发展的作用。综述厚朴提取物、厚朴酚及和厚朴酚的抗氧化和抗衰老药理作用研究进展，以期为

抗氧化和抗衰老的新药研发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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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dvances on antioxidation and anti-aging of extract, magnolol and

honokiol from Magnoliae Officinalis Cortex

ZHANG Mingfa, SHEN Yaqin

Shanghai Meiyou Pharmaceutical Co. Ltd., Shanghai 201204, China

Abstract: Magnoliae Officinalis Cortex is dry cortex of trunk, root and branch from Magnolia officinalis or M.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 var. biloba, and have the efficiency of drying dampness to eliminate phlegm, and descending qi to expel fullness. Magnolol

and honokiol are extract from Magnoliae Officinalis Cortex, they all have the effects of anti-inflammation, antioxidation and anti-

aging. Magnolol and honokiol are principal active compositions against inflammation, oxidation and aging in Magnoliae Officinalis

Cortex. Their antioxidations are showed by scavenging direct free radical, and eliminating indirect free radical through increasing

activity of antioxidases, so extract, magnolol and honokiol from Magnoliae Officinalis Cortex prevent and treat various

inflammatory diseases induced by oxidative stress, and their usage with long-term maybe have the actions of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for aging. The present paper presents overview of pharmacologic antioxidation and anti-aging of extract, magnolol and honokiol

from Magnoliae Officinalis Cortex in order to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the new drug development of antioxidation and anti-

inflam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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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朴 为 木 兰 科 木 兰 属 植 物 厚 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 或凹叶厚朴 M.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 var. biloba Rehd. et Wils.的干燥干皮、

根皮及枝皮，中医认为厚朴具有燥湿消痰、下气除

满的功效，主治湿滞伤中、脘痞吐泻、食积气滞、腹

胀便秘、痰饮喘咳。厚朴酚（magnolol）及其同分异

构体和厚朴酚（honokiol）在厚朴药材中是含量高的

有效成分，其含量已成为厚朴药材的重要质量指

标［1］。张明发等［2］在阐述厚朴提取物、厚朴酚及和

厚朴酚的抗炎作用机制时指出对抗自由基在机体

内的氧化应激性损伤，也是其抗炎的主要机制之

一。自由基学说认为机体长时间温和地遭受氧化

应激是导致机体组织器官衰老的主要原因，本文综

述厚朴提取物、厚朴酚、和厚朴酚的抗氧化和抗衰老作

用，以期为抗氧化和抗衰老的新药研发提供依据。

1 单纯的化学性抗氧化作用

1.1 厚朴粗提物

孟洁等［3］报道用二苯基苦基苯肼（DPPH）自由

收稿日期：2022-01-06

第一作者：张明发（1946—），男，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药药理。Tel：13816371915 E-mail：13816371915@139.com

··596



Drug Evaluation Research第45卷 第3期 2022年3月 Vol. 45 No. 3 March 2022

基清除法测得不同厚朴提取物对DPPH半数清除浓

度（IC50）：95% 乙醇提取物的 IC50为 12 mg·L−1、60%

乙醇提取物的 IC50 为 14 mg·L−1、水提物的 IC50为

33 mg·L−1、醋酸乙酯提取物的 IC50为 18.4 mg·L−1、正

己烷提取物的 IC50为 34 mg·L−1；厚朴 95%乙醇提取

物、60%乙醇提取物和水提物均能抑制猪油自动氧

化，抑制过氧化值升高，其中以 60% 乙醇提取物的

作用最强，水提物最差；95% 乙醇提取物也能抑制

亚油酸过氧化反应。

范琪［4］采用邻苯三酚-鲁米诺体系测超氧阴离

子、过氧化氢-鲁米诺体系测H2O2、Fe2+-过氧化氢-鲁

米诺体系测羟自由基，发现厚朴各种提取物对这 3

种自由基均有清除作用，其中对H2O2的清除能力最

强。厚朴各种提取物的抗氧化能力从大到小的顺

序是 80%乙醇提取物＞60%乙醇提取物＞水提物，

总生物碱＞木脂素＞粗多糖。李世源等［5］报道厚朴

95%乙醇提取物、70%乙醇提取物、95%丙酮提取物清

除DPPH自由基的IC50分别为0.863、1.253、1.063 g·L−1；

清除羟自由基的IC50分别为1.805、1.901、1.823 g·L−1，均

以 95%乙醇提取物抗氧化作用最强。可是战英［6］报

道无论用DPPH法和羟自由基法均测定不到 95%乙

醇提取物的 IC50值，而厚朴正丁醇提取物、厚朴总提

取物、厚朴醋酸乙酯提取物清除 DPPH 自由基的

IC50分别为 69.1、119、155 mg·L−1；清除羟自由基的

IC50分别为 82.3、127、141 mg·L−1，说明厚朴 95% 乙

醇提取物抗氧化作用比较弱。

李清华等［7］报道厚朴乙醇提取物对DPPH自由

基清除的 IC50为 35.97 mg·L−1。虽然明显低于前述

报道，但仍高于厚朴的其他提取物：厚朴醋酸乙酯

提取物（3.16 mg·L−1）、氯仿提取物（4.03 mg·L−1）、加

入 10% 乙醇的超临界 CO2萃取物（4.83 mg·L−1）、石

油醚提取物（9.50 mg·L−1）、未加夹带剂的超临界

CO2萃取物（11.74 mg·L−1）；采用 OSI法测定厚朴不

同提取物在猪油中浓度为 0.02%时的氧化稳定性指

数（Pf），发现厚朴醋酸乙酯提取物为 3.16、氯仿提取

物为 2.82、加入 10% 乙醇的超临界 CO2 萃取物为

2.62、石油醚提取物为 2.50、超临界 CO2 萃取物为

2.36、乙醇提取物为 1.73，且Pf值均随着提取物添加

浓度的升高而提高［8］，抗氧化强度顺序与 DPPH 法

一致，均以醋酸乙酯提取物为最强，说明厚朴中抗

氧化成分主要是低极性的。付学军等［9］在抗猪油、

鱼油等油脂氧化实验中发现厚朴醋酸乙酯提取物

抗油脂氧化活性强于厚朴石油醚、氯仿、乙醇提取

物，且没食子酸辛酯和没食子酸十二酯对厚朴抗氧

化有协同增强作用。

任顺成等［10］报道厚朴在清除DPPH自由基和抗

猪油氧化能力从强到弱依次为厚朴醋酸乙酯萃取

液＞厚朴石油醚萃取液＞厚朴水萃取液。郭晶［11］

报道厚朴挥发油提取得率为 1.33%，清除 DPPH 自

由基的 IC50为 1 810 mg·L−1、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的 IC50为225.2 mg·L−1、对β-胡萝卜素-亚油酸体系自

由基的清除能力，挥发油浓度为 2 000 mg·L−1时达

到 87.71%；厚朴 85%乙醇提取物的得率为 21.35%，

其中正丁醇萃取物占 44.79%、醋酸乙酯萃取物占

34.56%、石油醚萃取物占 8.88%，在清除超氧阴离子

自由基中，厚朴石油醚萃取物的抗氧化作用优于正

丁醇萃取物和醋酸乙酯萃取物；在清除DPPH自由

基和 β-胡萝卜素-亚油酸体系自由基中石油醚萃取

物的抗氧化作用弱于正丁醇萃取物和醋酸乙酯萃

取物；厚朴中高、中、低相对分子质量多糖的得率分

别为 0.036%、0.146%、0.64%，高、中、低相对分子质

量多糖在 2 g·L−1浓度时对DPPH自由基的清除率分

别为 57.9%、36.8%、63.8%，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

清除率分别为 80.0%、69.8%、93.7%，对H2O2的清除

率分别为 27.2%、40.1%、71.6%，还原能力分别为

0.24、0.22、0.56，螯合能力分别为 10.1%、23.5%、

96.5%，总抗氧化能力分别为 0.71、0.58、1.18，均以

低相对分子质量多糖的能力最强。由于挥发油和

多糖在厚朴中含量不高，厚朴抗氧化活性成分主要

分布在85%乙醇提取物中。

王静霞［12］比较了厚朴的热回流提取、超声提取

和微波提取的提取率和抗氧化活性，发现厚朴微波

提取不仅提取率最高，而且抗氧化活性最强，清除

DPPH自由基和羟自由基的IC50分别为13、144 mg·L−1。

1.2 厚朴酚及和厚朴酚

吴侯等［8］报道 0.02%浓度的厚朴酚使猪油的 Pf

提高到 1.83。冯雅琪等［13］报道厚朴酚质量分数 0～

0.20%可浓度相关地抑制大豆色拉油在常温下的自

氧化，降低油脂的过氧化值；5 mg厚朴酚可使 5 g大

豆色拉油在 170 h内不被氧化，超过 170 h由于厚朴

酚自身被氧化而失去抗氧化作用；在 60～80 ℃的高

温下厚朴酚仍具有抗脂质过氧化作用。

王锋等［14］以维生素 C 和 EDTA-2Na 作为参照

物，测得和厚朴酚的 DPPH 自由基的清除力相当

于（0.291±0.014）mol维生素C，2，2′-连氮基-双-（3-

乙基苯并噻唑-6-磺酸（ABTS+）自由基清除力相当

于（2.524±0.092）mol维生素C，铁离子还原氧化值

为（2.150±0.172）mol维生素C当量，总还原力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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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0.058±0.002）mol维生素C，铁离子螯合力相当

于（0.057±0.003）mol EDTA-2Na。梁紫薇［15］报道

和厚朴酚 2、4、8、16、32、64 mg·L−1浓度相关地清除

DPPH自由基、ABTS+自由基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当质量浓度为 64 mg/L时对这 3种自由基的清除率

分别达到 95.47%、90.43% 和 91.24%；8、16、32、

64 mg·L−1和厚朴酚的总抗氧化值分别为 4.27、5.94、

7.62、8.16单位。

郝庆红等［16］报道厚朴酚及和厚朴酚在厚朴中

的含量仅为 4.64%（其中厚朴酚含量为 3.15%，和厚

朴酚含量为 1.49%）但清除羟自由基和过氧化氢的

作用均占厚朴清除作用的 50%以上，说明厚朴酚及

和厚朴酚是厚朴抗氧化作用的主要活性成分，厚朴

酚及和厚朴酚清除羟自由基的 IC50 分别为 0.081、

0.091 mg·L−1，显著低于维生素C的 0.180 mg·L−1；清

除过氧化氢的 IC50分别为 2.357、2.772 mg·L−1，也显

著低于维生素C的 3.739 mg·L−1，即抗氧化作用强于

维生素C。

保志娟等［17-18］采用DPPH法测得和厚朴酚在乙

醇水介质体系和无水乙醇体系中清除DPPH自由基

的 IC50分别为 0.14、0.405 µmol·L−1，而测不到厚朴酚

的 IC50；0.4 µmol·L−1和厚朴酚的 DPPH 自由基清除

率为 49.82%，0.4 µmol·L−1 厚朴酚的清除率仅为

10.57%。Lee 等［19］采用 DPPH 法测得 500 µmol·L−1

和厚朴酚的自由基清除率为 67.3%，而 500 µmol·L−1

厚朴酚的清除率为19.8%。

赵超等［20-21］报道 8 µmol·L−1的和厚朴酚及厚朴

酚均能还原过氧亚硝基阴离子，二者的还原能力无

明显差异；二者浓度在 150～750 µmo·L−1时浓度相

关地猝灭单线态氧，厚朴酚的抗氧化作用明显强于

和厚朴酚，750 µmol·L−1和厚朴酚及厚朴酚清除单

线态氧的百分率分别为 15%和 86.6%；5 µmol·L−1和

厚朴酚及厚朴酚捕获ABTS＋自由基的初级（短时）

抗氧化能力分别为 0.46和 0.42，由其氧化产物主导

的次级（长时）抗氧化能力分别为 0.55和 0.44，二者

之和的总抗氧化能力分别为 1.01和 0.86，反应速率

常数分别为 2.98 和 0.44；15 µmol·L−1时猝灭 DPPH

自由基的初级抗氧化能力分别为 0.70和 0.44，次级

抗氧化能力分别为 0.59和 0.36，总抗氧化能力分别

为 1.28和 0.80，反应速率常数分别为 26.78和 5.530，

说明和厚朴酚猝灭 ABTS＋自由基和 DPPH 自由基

的能力均较厚朴酚更强；300 µmol·L−1 时均能对抗

β-胡萝卜素-亚油酸的自氧化；400 µmol·L−1均能对

抗 Cu2+/谷胱甘肽或羟自由基诱导 DNA 氧化反应，

200～400 µmol·L−1时浓度和时间相关地对抗偶氮

双 脒 基 丙 烷 二 盐 酸 盐［2，2′-azobis（2-

amidinopropane hydrochloride），AAPH］诱导 DNA

氧化反应，以上都是和厚朴酚抗氧化作用强于厚朴

酚，并认为厚朴酚分子中相邻 2个羟基会产生内氢

键，阻滞自由基获取羟基中的氢原子，所以抗氧化

作用不如和厚朴酚。

2 生物化学性体外抗氧化作用

梁紫薇［15］报道和厚朴酚 16、32、64 mg·L−1质量

浓度相关地对抗金黄色葡萄球菌磷壁酸提高吞噬

细胞RAW264.7内活性氧含量以及下调超氧化物歧

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和谷胱甘肽过氧化

物酶（GSH-Px）活性；和厚朴酚质量浓度为32 mg·L−1

时丙二醛含量下降 35.87%，3种抗氧化酶活性分别

增至1.54、2.91和3.17倍。Lee等［19］报道 200 µmol·L−1

和厚朴酚及厚朴酚分别使 SOD 活性提高 64.3% 和

53.4%。Shen等［22］报道厚朴酚预处理能对抗佛波醇

酯诱导人中性粒细胞超氧阴离子和H2O2含量升高，

从而阻滞Mac-1（CD11b/CD18）上调，抑制中性粒细

胞黏附于细胞外基质，产生抗炎作用。

李佳银［23］报道厚朴酚浓度在低于 40 µmol·L−1、

和厚朴酚浓度在低于 20 µmol·L−1时均能浓度相关

地促进人肝L02细胞增殖，也能浓度相关地对抗

H2O2 抑制 L02 细胞增殖 ；40 µmol·L−1 厚朴酚和

20 µmol·L−1和厚朴酚对 H2O2应激时的细胞增殖分

别提高 83% 和 63%，由于 2药均不激活 L02细胞中

的Nrf2，并认为 2药是通过阻滞丝裂原活化蛋白激

酶（MAPK）/核因子-κB（NF-κB）信号通路对抗H2O2

诱导L02细胞氧化应激性损伤。Park等［24］报道厚朴

酚及和厚朴酚 1～40 µmol·L−1均能对抗叔丁基过氧

化氢或D-半乳糖胺引起大鼠原代肝细胞发生氧化

应激性损伤，减少细胞内乳酸脱氢酶和门冬氨酸转

氨酶外漏甚至死亡，并认为是通过减少细胞内还原

型谷胱甘肽的消耗，保护肝细胞免遭氧化应激性

损伤。

冯雅琪［25］报道厚朴酚 29.6 mg·L−1 和郝庆红

等［26］报道和厚朴酚 0.225、1.12 µmol·L−1均能抑制小

鼠肝、心、脑组织匀浆的体外自氧化，以及半胱氨酸

与硫酸亚铁引起的激发态氧化。在酸性条件下

20 µmol·L−1厚朴酚及和厚朴酚均能抑制小鼠肝线

粒体的丙二醛生成，作用均强于同浓度的维生素E，

和厚朴酚的作用还强于厚朴酚，但和厚朴酚浓度达

到60 µmol·L−1时作用达到峰值［27］。

和厚朴酚 2.5、5、10、20 µmol·L−1 能浓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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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相关的对抗棕榈酸抑制心肌 H9c2 细胞增

殖，20 µmol·L−1时细胞增殖恢复到正常水平，对抗

棕榈酸提高H9c2细胞内活性氧水平、降低线粒体膜

电位水平、促进细胞凋亡以及半胱天冬酶-3的过表

达，对抗高脂诱导心肌细胞氧化应激［28］。Lo等［29］报

道在 ADP＋硫酸亚铁诱导大鼠心线粒体脂质过氧

化反应中，厚朴酚及和厚朴酚的抗氧化作用是维生

素E的 1 000倍以上；厚朴酚及和厚朴酚减少氧耗量

的 IC50 分别为 8×10−8、1×10−7 mol·L−1，而维生素 E

为 1×10−4 mol·L−1；在 0.5 µmol·L−1时厚朴酚抑制氧

耗量 71.4% 和丙二醛生成 59.3%，和厚朴酚分别抑

制 78.1% 和 86.9%；0.5 µmol·L−1厚朴酚及和厚朴酚

抑制共轭双键形成分别达到 48.4%和 53.1%。朱为

勇等［30］报道和厚朴酚 0.1、1、10 µmol·L−1浓度相关地

对抗氧化低密度脂蛋白抑制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增

殖和诱导细胞凋亡，诱导活性氧、丙二醛、裂解半胱

天冬酶、内质网应激相关蛋白 p-elF2α、p-PERK、

ATF4和CHOP的表达，下调SOD、CAT、还原型谷胱

甘肽的水平和Bcl-2/Bax比例，即和厚朴酚可通过抑

制氧化应激和内质网应激保护氧化低密度脂蛋白

诱导的内皮细胞损伤。

李红波等［31］报道和厚朴酚 10、20 µmol·L−1均能

对抗热打击大鼠神经胶质瘤F98细胞引起的细胞凋

亡和活性氧水平升高，认为和厚朴酚是通过阻滞

MAPK/MK2信号通路，下调活性氧水平，对热打击

神经细胞发挥保护作用。唐蟠［32］报道和厚朴酚2.5、

5 µmol·L−1均能对抗H2O2诱导大鼠椎间盘髓核细胞

凋亡，降低髓核细胞的线粒体活性氧产生，恢复髓

核细胞内氧化还原的平衡状态，从而抑制炎性细胞

因子的表达，保护髓核细胞免遭H2O2的氧化应激性

损伤。

王叶萍等［33］报道和厚朴酚 5、10、20 µmol·L−1能

浓度相关地对抗H2O2抑制人晶状体上皮细胞增殖，

使细胞凋亡率由 H2O2 对照组的 58.7% 分别降至

35.2%、15.45、6.4%，浓度相关地对抗H2O2上调半胱

天冬酶-3、半胱天冬酶-9 的基因和蛋白表达、下调

bcl-2的基因和蛋白表达。厚朴酚能对抗H2O2诱导

人晶状体上皮 B-3细胞线粒体释放细胞色素 C、线

粒体膜电位下降和活性氧生成，对抗H2O2诱导半胱

天冬酶-3、半胱天冬酶-9的表达和Bcl-2/Bax比值下

降，并认为厚朴酚是通过阻滞ERK/MAPK通路，保

护晶状体上皮细胞免遭氧化应激性损伤，可防止白

内障发生发展［34］。厚朴酚 1×10−9～1×10−7 mol·L−1

能显著对抗硫酸亚铁抑制精子的尾摆动频率，并认

为厚朴酚是通过对抗硫酸亚铁诱导脂质过氧化反

应，抑制丙二醛生成保护精子的运动［35］。

3 整体实验中的抗氧化和抗衰老作用

王俊俊等［36］给高脂饲料-链脲霉素制作的 2型

糖尿病大鼠连续 10周 ig厚朴酚 25、50、100 mg·kg−1

均能提高糖尿病大鼠的口服糖耐量和肝脏抗氧化

酶CAT和GSH-Px的活性，降低血糖、血总胆固醇、

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及肝脏

CYP2E1酶活性和丙二醛含量，认为厚朴酚对糖尿

病大鼠肝脏CYP2E1酶活性的抑制作用可能是其拮

抗糖尿病所致肝脏氧化应激性损伤及胰岛素抵抗

的重要机制之一。

夏西超等［37］报道用四氯化碳制作急性肝损伤

模型前连续 7 d给小鼠 sc和厚朴酚 20 mg·kg−1，能防

止四氯化碳对小鼠的肝损伤，使肝组织的 SOD、

GSH-Px和谷胱甘肽还原酶的基因表达比模型对照

组分别增加了 3.21倍、5.41倍、2.3倍，使肿瘤坏死因

子-α（TNF-α）基因表达减少 82.2%，和厚朴酚是通过

增强肝组织的抗氧化能力保护肝脏的。谭志鑫

等［38］也报道预先连续4周 ig和厚朴酚10、15、25 ng·kg−1

能剂量相关地降低四氯化碳致急性肝损伤小鼠血

清丙氨酸转氨酶、门冬氨酸转氨酶含量和肝组织丙

二醛含量，提高肝组织SOD活性。

房云岗［39］报道在夹闭大鼠肾蒂制作肾缺血前

15 min给动物 iv和厚朴酚 50 µg·kg−1能显著减轻肾

缺血再灌注时的氧化应激性损伤，使肾组织损伤程

度明显低于缺血再灌注组，肾间质稍肿胀、无明显

充血、出血，未见空泡形成；肾小管病理损伤 Paller

评分由模型对照组的 4.60±0.48降至 2.51±0.33；肾

组织GSH-Px活性升高，肾组织髓过氧化物酶、丙二

醛、细胞色素C以及血清肌酐、尿素氮的水平都显著

降低。

王林等［40］报道在脂多糖制作小鼠急性肺损伤

模型的同时 ip和厚朴酚10、50 µg·kg−1可剂量相关地

对抗脂多糖升高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的中性粒细

胞计数、白蛋白浓度、髓过氧化物酶和肺泡通透性、

肺组织脂质过氧化物产物丙二醛、活性氧、蛋白质

羰基含量，以及降低肺组织抗氧化酶 SOD、CAT、

GSH-Px和谷胱甘肽-S-转移酶的活性，即和厚朴酚

可通过抑制氧化应激，减轻脂多糖诱导急性肺

损伤。

宋永辉［41］报道结扎大鼠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建立急

性心肌梗死前30 min，iv厚朴酚 10、20、40 mg·kg−1，仅

40 mg·kg−1剂量组能提高急性心肌缺血大鼠氧化应

··599



Drug Evaluation Research第45卷 第3期 2022年3月 Vol. 45 No. 3 March 2022

激时低下的血清SOD活性，降低升高的丙二醛水平

和心肌细胞凋亡指数、左心室舒张末期压，升高左

心室收缩压和左心室内压上升/下降最大速率，即厚

朴酚可通过抗氧化作用对抗缺血引起的氧化应激

性心肌损伤，改善心功能。翟蒙恩等［42］报道在给盲

肠结扎穿孔手术后小鼠立即 ip和厚朴酚 5 mg·kg−1，

可显著抑制因脓毒症诱发的心肌氧化应激反应，显

著提高心肌组织 SOD、GSH-Px活性、Bcl-2水平，降

低心肌组织活性氧、丙二醛含量、心肌细胞凋亡率、

Bax、半胱天冬酶 -3 的表达，从而改善心脏收缩

功能。

高群［43］报道给小鼠连续 6 周 sc 给予 D-半乳糖

建立脑老化动物模型，如在造模同时连续 6周 ig厚

朴水提物 70、140、210 mg·kg−1，能剂量相关地延长

被动回避实验的潜伏期，减少错误发生次数，也能

剂量相关地缩短水迷宫实验的逃避潜伏期，延长平

台象限的停留时间，并认为厚朴水提物是通过提高

老化脑组织中的 SOD和GSH-Px活性，降低丙二醛

含量，提高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高群［44］又采用中

动脉栓塞制作脑缺血再灌注大鼠模型，在造模前连

续 7 d每天 ig厚朴水提物 70、140、210 mg·kg−1，结果

能剂量相关地提高模型大鼠脑组织中的 SOD、CAT

活性，降低丙二醛、白细胞介素-1β和 TNF-α的量，

减少脑组织神经细胞损伤数量，使神经功能损

伤（Longa）评分由模型对照组的 2.58±0.42分别降

至 2.13±0.41、1.98±0.36、1.42±0.31，认为厚朴水

提物是通过抗氧化和抗炎作用减轻大鼠脑缺血再

灌注损伤的。

张广钦等［45］报道连续 3 d每天 ip厚朴酚 25、50、

100 mg·kg−1，能剂量相关地提高局灶性脑缺血大鼠

脑组织中的SOD和乳酸脱氢酶活性、降低丙二醛含

量，使脑梗塞范围分别缩小 3.8%、14.5% 和 24.2%，

脑组织含水量分别显著减少 1.0%、1.8%和 2.8%，改

善大脑皮质锥体细胞和脑实质神经细胞的核固缩、

核溶解程度，减少软化灶形成及中性粒细胞浸润；

也能剂量相关地减轻局灶性脑缺血大鼠的行为功

能缺陷；明显延长急性不完全脑缺血小鼠的存活时

间，延长率分别达到 117%、242%、330%；能剂量相

关地延缓常压缺氧小鼠的氧消耗，从而延长小鼠的

存活时间。冯雅琪［25］报道小鼠连续 14 d饮用厚朴

酚 1、5 mg·kg−1，使常压缺氧小鼠的存活时间分别延

长 31.5% 和 57.6%、负重游泳小鼠生存时间分别延

长 23.6% 和 63.6%；在用 D-半乳糖制作小鼠衰老模

型的同时连续 6周每天 ig厚朴酚 2、10 mg·kg−1，能使

衰老小鼠心肌、脑、肝组织和血清中CAT、GSH-Px、

SOD 的活力增强：2 mg·kg−1 组分别增强 45%～

187%、67%～151%、18%～250%，丙二醛生成减少

48%～61%；10 mg·kg−1 组分别增强 113%～329%、

109%～208%、54%～366%，丙二醛生成减少 42%～

66%，说明厚朴酚可通过抗氧化作用产生抗衰老作

用。王沂等［46］报道给果蝇喂饲含 0.02%、0.03%、

0.05%的厚朴酚饲料，均能延长果蝇的寿命，平均寿

命延长率分别为 12.3%、9.9%、14.1%，果蝇子代蛹数

分别增加 70.0%、253.6%、268.2%，成虫果蝇数分别

增加 145.3%、372.6%、541.5%，果蝇子 2代幼虫发育

成成虫数分别增加 75.6%、97.7%、126.9%，说明厚朴

酚具有延缓果蝇衰老、促进果蝇繁殖能力，提高生

育力和生命活力的作用。

蔡淑娴［27］报道给 D-半乳糖引起的衰老模型小

鼠连续 6周每天 ig厚朴酚及和厚朴酚各 10 mg·kg−1，

均能改善D-半乳糖促衰老小鼠脑神经细胞的缺血

样损伤，明显降低脂褐素沉积程度、大脑皮质蛋白

羰基的含量，抑制大脑皮质蛋白质的去折叠过程；

均能上调衰老小鼠大脑皮质中与清除脂褐素、携氧

和造血相关的甲状腺素运载蛋白基因（TTR）、血红

蛋白基因（Hbb-b2）、可卡因 -苯丙胺调节转录因

子（Cartpt）和神经营养因子 PI3K蛋白的表达，下调

与肿瘤发生发展起分子开关的 POK红系髓性致癌

因子Zabtp 7a的表达，在 10 mg·kg−1剂量下和厚朴酚

抗衰老作用稍强于厚朴酚，提示厚朴酚及和厚朴酚

能保护缺血缺氧大脑神经组织、延缓衰老退行性疾

病的发生和发展。庞月兰［47］给小鼠连续 14 d每天

ig 厚朴酚及和厚朴酚 25、50、100 mg·kg−1均能增强

小鼠血浆和肝脏的总抗氧化能力、总 SOD、GSH-Px

和 CAT活性，其中厚朴酚增强血浆 GSH-Px活性的

作用较和厚朴酚强；2药不仅增强肝脏这些抗氧化

酶 活 性 ，也 均 能 上 调 肝 脏 CAT、GSH-Px、Cu/

ZnSOD、MnSOD、ECSOD的基因表达，厚朴酚增强

肝脏总抗氧化能力、CAT 活性以及上调 CAT、

ECSOD的表达较和厚朴酚更强，而和厚朴酚增强肝

脏 GSH-Px 活 性 以 及 上 调 GSH-Px、Cu/ZnSOD、

MnSOD表达的能力较厚朴酚更强；2药均能提高小

鼠血浆中碱性磷酸酶、乳酸脱氢酶的活性以及总蛋

白、尿素氮的含量，降低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三酰甘油的含量，不影响血糖、血氨、磷、钙的水

平，2药以上的作用多无量效关系。

郝庆红等［26，48］报道给小鼠连续 15 d每天 ig和厚

朴酚 2、10 mg·kg−1，均能提高小鼠的耐缺氧能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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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压缺氧小鼠生存时间分别延长 16.6%、35.7%，使

小鼠负重游泳至死亡的时间分别延长 31.6%、

86.0%；在给小鼠连续 42 d每天 ip给予D-半乳糖制

作亚急性衰老小鼠模型同时，连续 42 d每天 ig和厚

朴酚 4、16 mg·kg−1，均能增强模型小鼠血清、心、脑、

肝组织中的 SOD、CAT、GSH-Px 的活性，降低脂质

过氧化产物丙二醛含量，4 mg·kg−1 组分别增强

24.41%～192.19%、 36.34%～116.9%、 15.30%～

32.45%，对 丙 二 醛 生 成 的 抑 制 率 为 20.43%～

78.10%；16 mg·kg−1 剂 量 组 分 别 增 强 34.57%～

254.95%、49.00%～282.41%、25.68%～46.45%，对丙

二醛生成的抑制率为34.41%～80.91%。

Akagi等报道［49］给快速衰老-1型小鼠连续 4周

每天 ig厚朴酚 2、5 mg·kg−1能剂量相关地预防快速

衰老小鼠海马CA1和CA3区神经原纤维和轴突密

度随年龄增长而减少，认为厚朴酚是通过抗氧化和

清除自由基，对抗与年龄相关的海马神经元丢失，

产生神经保护作用。Matsui等报道［50］给快速衰老-8

型小鼠连续 14 d每天 ig厚朴酚 1、10 mg·kg−1或和厚

朴酚 0.1、1 mg·kg−1，只有大剂量厚朴酚及和厚朴酚

组能预防年龄增长引起的学习记忆障碍以及前脑

胆碱能神经的胆碱乙酰转移酶缺失，认为厚朴酚及

和厚朴酚是通过增加前脑蛋白激酶B磷酸化，保护

胆碱能神经，预防衰老引起的学习记忆障碍。

4 结语

厚朴始载于《神农本草经》，现代药理学研究表

明厚朴及其有效成分对消化、神经、心血管与呼吸

系统等均具有明显的药理活性［51］。单纯化学实验、

离体生物学实验以及整体动物实验都证实厚朴提

取物、厚朴酚及和厚朴酚均具有抗氧化和抗衰老作

用，厚朴酚及和厚朴酚是厚朴抗炎、抗氧化和抗衰

老的主要活性成分。厚朴酚及和厚朴酚的抗氧化

作用强度在不同的化学和生物体系中不完全一致，

总体来看和厚朴酚抗氧化作用强于厚朴酚。它们

的抗氧化活性是通过对自由基的直接清除作用以

及提高机体的抗氧化酶活性间接猝灭自由基表现

出来的。

氧化应激和炎症是大多数疾病的共同病理生

理过程，因此具有抗氧化、抗炎作用的药物往往具

有广泛的药理作用。厚朴提取物、厚朴酚及和厚朴

酚能防治各种氧化应激性和炎性疾病，长期应用可

能有防治机体衰老发生、发展的作用，有开发成新

药的潜力。希望对于厚朴酚及和厚朴酚的抗炎、抗

氧化药理作用继续进行深入研究，阐明其作用的靶

点及药理机制，为治疗炎症、衰老等相关疾病的新

药研发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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