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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蒿及其有效成分的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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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万年蒿Artemisia sacrorum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习用药材，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止痛的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表

明，万年蒿及其有效成分在保肝、抗癌、抗肿瘤、抗炎、抗肥胖、抗菌、抗氧化、镇痛等方面具有良好的药理活性，同时

对万年蒿防治肝损伤、抗癌、抗炎、抗肥胖等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随着蒿属植物研究的深入，万年蒿作为常用的蒿属

植物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对万年蒿及其有效成分的药理作用进行综述，以期为进一步利用、质量控制以及新药研发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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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emisia sacrorum Ledeb. is a medicine herb used in Northeast China. It has the functions of clearing heat and 

detoxifying, cooling blood to stop bleeding and relieving pain. Modern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A. sacrorum and its 

active ingredients in hepatoprotective, anti-tumor, anti-inflammatory, anti-obesity, antibacterial, antioxidant, analgesic, etc.,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A. annua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liver damage, anticancer, anti-inflammatory, 

anti-obesity and so on has been studi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temisia species research, A. sacrorum has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as a commonly used Artemisia species.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A. sacrorum and its active ingredients were 

review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for further utilization, quality control and new drug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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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蒿别名白莲蒿、铁杆蒿，为菊科蒿属植物

铁杆蒿Artemisia sacrorum Ledeb.的干燥地上部分，

分布于中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蒙古、朝鲜也有

分布，在《全国中草药汇编》中有记载。万年蒿入

药，性平，味苦、辛，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痛、祛风

利湿的功效［1］，国内外研究表明，万年蒿及其含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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萜类、香豆素类、黄酮类、酚酸类等化学成分，具有

保肝、抗氧化、抗肿瘤、抗炎等药理作用［2-5］。万年蒿

基原清楚，用药历史悠久［6］，在中国民间常用其治疗

急、慢性肝炎，小儿惊风及阴虚潮热症；东北某些地

区在治疗黄疸等肝炎相关疾病时，更愿意选用万年

蒿代替茵陈蒿作为首选药物，外用亦可治疗创伤以

止血［1，3，7］。在蒙医药的临床应用中，万年蒿需根据

不同的病情分别加工炮制：治疗热性协日乌苏证与

耗如海证时用万年蒿膏；而治疗寒性耗如海证与协

日乌苏证时用万年蒿炭［8］。在成方制剂松针正脑丸

中，万年蒿与松针相配伍，能够理气活血、安神益

智，治疗紧张性头痛、功能性头痛等症［9］。

蒿属植物是菊科中种类最多、分布最广的属之

一，中国有186个种、44个变种［10］，该属中的青蒿、茵

陈蒿、黄花蒿、艾蒿等为常用药材，并为《中国药典》

所收录，而同属不同种的万年蒿则研究较少。近年

来随着国内外对蒿属植物的研究日渐深入，青蒿素

等蒿属植物特有的活性成分需求量日益增加，万年

蒿具有与青蒿、茵陈蒿等相似的活性成分和药理活

性［11-13］，且药用资源丰富，可作为其他蒿属植物的替

代资源，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其临床药用范围有

待进一步扩大。本文对万年蒿及其有效成分的药

理作用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该药用植物深入

研究和新药研发提供参考。

1　保肝作用

万年蒿水煎液中的多种物质都具有良好的保

肝作用，其保肝的有效成分为 1，4-二咖啡酰奎宁

酸、绿原酸、β-蒎烯等化合物［14］。

1.1　防治肝损伤

朴光春等［15］研究万年蒿提取物对小鼠肝损伤

的保护作用，将小鼠随机分为 6组：正常组、CCl4制

成的急性肝脏损伤模型组、万年蒿水提液低剂量组

6.5 g·kg−1、水提液高剂量组 26.0 g·kg−1、超临界萃取

物低剂量组 0.45 g·kg−1、超临界萃取物高剂量组

0.90 g·kg−1组，均连续 ig给药 4 d。结果表明万年蒿

水提液高剂量组、超临界萃取物高剂量组能够显著

降低模型小鼠血清中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和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的含量，与模型组比较，

AST值分别降低了 21.2、23.9 IU·L−1，ALT值分别降

低了34.7、10.1 IU·L−1。

万年蒿水提物经D-101大孔树脂柱用 50%乙醇

洗脱，得到乙醇洗脱部位（ASE），经 ig 给予 ASE 预

处理的小鼠能有效预防对乙酰氨基酚（APAP）诱导

的小鼠血清中 AST和 ALT水平的增加以及肝组织

中谷胱甘肽的耗竭和丙二醛的积累。与对照组比

较，ASE低剂量（250 mg·kg−1）组和高剂量（500 mg·kg−1）

组分别使小鼠血清AST水平降低了41.5%、43.70%，

ALT 水 平 降 低 了 60.8%、75.3%。 蛋 白 质 印 迹

法（Western blotting）分析结果显示ASE显著降低小

鼠肝脏中APAP诱导的半胱氨酸蛋白酶-3和-8蛋白的

表达；肝组织病理学分析和DNA断裂法显示，ASE

阻止APAP诱导的细胞凋亡和坏死［16］。

1.2　调节血脂

邓轶芳等［17］进行了羟甲戊二酰辅酶 A（HMG-

CoA）还原酶活性抑制实验和实时荧光 PCR（qRT-

PCR）试验，发现万年蒿中主成分之一对羟基苯乙酮

对HMG-CoA还原酶无明显的抑制作用，但能增加胆固

醇 7α-羟化酶（CYP7A1）、水通道蛋白（8APQ8）、有

机阴离子转运多肽（OATP）和Na+-牛磺胆酸共转运

多肽（NTCP）基因的转录，从而影响血脂代谢，调节

血脂；用 10 mL·kg−1的脂肪乳剂连续 ig 5 周建立大

鼠高血脂模型，发现对羟基苯乙酮连续 ig给药 21 d

能够降低模型大鼠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含量；相较

于空白组，PHA 低剂量组（75 mg·kg−1）、中剂量

组（150 mg·kg−1）和高剂量组（300 mg·kg−1）大鼠胆汁

分泌量均显著升高，并呈剂量相关性，证明了对羟

基苯乙酮可用于促进胆汁分泌、调节血脂代谢药物

的研发。万年蒿 95% 乙醇洗脱液中的活性成分通

过激活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减少肝脏的脂

质累积，从而发挥调血脂作用［18］。

2　抗肿瘤

万年蒿及其有效成分对结肠癌、宫颈癌、胰

腺癌、乳腺癌、胃癌、肾癌、卵巢癌、白血病、胶

质母细胞瘤等多种肿瘤细胞都具有一定程度的

抑制作用。

2.1　结肠癌

体外细胞实验显示，万年蒿中的金合欢素

5、10 μmol·L−1作用 48 h是对结肠癌HT-29细胞最有

效的剂量和最佳作用时间，而 10、25 μmol·L−1的剂

量及48 h是对结肠癌HCT 116细胞最有效的剂量和

最佳作用时间［19］。金合欢素的抗癌机制与多方面

的作用有关，包括通过影响 IκB激酶（IκK）的活化、

IκB的降解、蛋白激酶 B（Akt）的磷酸化和 p53的表

达来抑制核因子-κB（NF-κB）的激活［20］。

2.2　宫颈癌

Yuan等［21］用细胞增殖实验（MTS）法测定的万

年蒿 95%乙醇洗脱液对人宫颈癌HeLa细胞的细胞

毒活性，其中芹菜素和木犀草素对 HeLa 细胞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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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强的细胞毒活性。有人检测了万年蒿呋喃酮苷

体外抗肿瘤作用，其对 HeLa 细胞的半数抑制浓

度（IC50）为 6.78 μmol·L−1，表明万年蒿呋喃酮苷具有

良好的抗肿瘤活性［22］。

2.3　胃癌和乳腺癌等肿瘤细胞

海长江等［23］研究发现万年蒿呋喃酮苷浓度在

400～1 000 μmol·L−1作用 24～36 h，对人胃癌细胞

MKN-45的增殖有明显抑制作用，并随作用时间、浓

度增强而增强；Western blotting结果显示，与空白对

照组和 700 μmol·L−1给药组比较，800 μmol·L−1给药

组更能够降低抗凋亡蛋白BCL-2的表达、增强促凋

亡蛋白BAX的表达，从而诱导MKN-45细胞凋亡。

Ojulari等［24］对不同浓度（0、10、20、40 μmol·L−1）

万年蒿中的棕矢车菊素处理人乳腺癌 MCF-7细胞

24、48 h 的结果显示，棕矢车菊素通过调节 p-38 和

细胞外信号调节的激酶（ERK）/丝裂原活化蛋白激

酶（MAPK）信号通路诱导MCF-7凋亡呈时间、剂量

相关性增加。

2.4　其他肿瘤

除以上肿瘤细胞外，万年蒿中的黄酮类成分棕

矢车菊素能诱导人肾癌细胞、卵巢癌细胞、人乳腺

上皮细胞、子宫内膜癌和胶质母细胞瘤 u87 的凋

亡［24］；金合欢素在正常细胞和癌细胞之间具有选择

性，能够抑制胃癌、人类非小细胞肺癌、前列腺癌和

T细胞白血病等癌细胞的侵袭和迁移［19］；万年蒿中

的香豆素类成分可通过诱导肿瘤细胞凋亡、阻滞细

胞分裂周期、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及肿瘤细胞迁移和

侵袭、抗氧化以及调控多种蛋白和酶的活性等机制

发挥抗肿瘤作用［25］；万年蒿中的东莨菪内酯对于肿

瘤淋巴细胞具有双重作用，表现出细胞抑制作用和

细胞毒性活性作用，且对皮肤乳头状瘤有显著的疗

效［10，26］。噻唑蓝（MTT）法结果显示，东莨菪内酯是

抑制人胰腺癌PC3细胞增殖最有效的成分［27］。

3　抗过敏、抗炎

3.1　抗过敏

万年蒿中的东莨菪内酯可以抑制 β-氨基己糖

苷酶的释放，从而抑制肥大细胞脱颗粒，进而抑制

过敏反应［28］。研究证明在造模前 1 h给小鼠 ip万年

蒿提取物 0.1～1 g·kg−1不仅能抑制组胺的释放，

同时也能够抑制由化合物 48/80 诱导的过敏模

型小鼠的被动过敏反应，使小鼠死亡率呈剂量

相关的降低［ 29］。

3.2　抗关节炎

从万年蒿中分离出来的东莨菪内酯具有抗炎

等作用［30］。研究表明，东莨菪内酯可缓解骨关节炎

和类风湿关节炎的症状，在碘乙酸单钠诱导的骨关

节炎动物模型中，含东莨菪内酯的提取物可以抑制

软骨组织中糖氨聚糖和一氧化氮的释放，从而抑制炎症

反应［28］。韩枫［31］发现 ip给予 50、100 mg·kg−1东莨菪

内酯，能显著降低足肿胀大鼠和正常大鼠的关节炎

指数。

3.3　抗肺部炎症

Kim 等［32］通过体外细胞实验及动物实验研究

发现，在香烟烟雾提取器（CSE）/脂多糖（LPS）刺激

的小鼠肺泡-巨噬细胞MH-S株中，万年蒿提取物通

过失活 MAPK/NF-κB 信号通路，抑制促炎细胞因

子、趋化因子、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和环氧

化酶-2（COX-2）的分泌来起到缓解炎症的作用；同

时该提取物能够缓解 CSE/弹性蛋白酶（PPE）诱导

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小鼠模型的肺部

炎症。

4　抗肥胖

过多的脂肪积累与许多健康问题有关，如肥

胖、脂肪肝、高脂血症、高血压和糖尿病等［33］。万年

蒿提取物能够抑制脂肪细胞的分化而发挥抗脂肪

作用，进一步预防肥胖［17，34］。

Yuan等［34］采用体外细胞实验，用不同浓度的万

年蒿提取物处理 3T3-L1脂肪前体细胞，与对照组比

较，给予 25、50、100 g·mL−1万年蒿提取物，能够使

3T3-L1 细胞的脂肪储存分别减少 9.8%、31.9%、

43.9%；同时研究证明万年蒿提取物抑制了脂肪细

胞分化期间的脂肪形成。部分患者在服用奥利司

他、西布曲明等抗肥胖药物时，会产生厌食、失眠、

胃肠道问题等一系列的不良反应，因此万年蒿提取

物具有成为新一代抗肥胖药物的潜力。

Ma等［35］研究发现，与模型组比较，万年蒿中的

黄酮类化合物如高车前素、芫花素、槲皮苷、木犀草

素等成分均能抑制 3T3-L1脂质“环”的形成；其中高

车前素、芫花素和槲皮苷分别使三酰甘油的水平降

低了 62.8%、63.2% 和 68.1%。金合欢素、芹菜素对

脂质积累也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并且两者组合

使用要比单独使用有更加显著的抑制作用。

5　抗氧化及抗菌

万年蒿挥发油具有自由基清除活性，81 μg·mL−1时

能够有效清除 50%的羟基自由基，与 60 μg·mL−1抗

坏血酸浓度比较，该挥发油表现出中等的抗氧化活

性［36］。咖啡酰奎宁酸类化合物普遍具有抗氧化、清

除自由基的作用［37］，万年蒿提取物中的 1，4-二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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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奎宁酸经药理试验证明有良好的抗脂质过氧化

作用。此外，万年蒿的抗氧化作用还与绿原酸的存

在有关，故绿原酸也可以作为万年蒿质量评价的标

志物之一［38］。

万年蒿挥发油和水提液均具有抗菌作用。

0.05～0.2 mg·mL−1万年蒿挥发油对革兰阳性菌和肠

球菌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当质量浓度

达到 0.1 mg·mL−1时，相当于 0.8 µg·mL−1青霉素G的

抑菌活性［39］。万年蒿水提液则通过增加胆汁分泌

量而起到抗菌作用。朱文卿等［40］通过网络药理学

等方法研究了咖啡酰奎宁酸类化合物的抑菌作用，

结果表明抑菌作用靶点为 75个，同时抑菌作用机制

涉及到应激反应、代谢过程等生物过程并通过多条

通路共同发挥作用。

6　镇痛

从万年蒿醋酸乙酯粗提物中分离得到的黄酮

类化合物降西松烷二萜（sacroroside）A和 B具有显

著的镇痛作用并呈剂量相关，采用热板实验和压爪

实验，ig给予 30、50 mg·kg−1降西松烷二萜A和B，能

够使Wistar大鼠的疼痛阈值增高［41］。槲皮素能减轻

小鼠关节炎导致的疼痛反应，并与抑制炎症因子和

调控炎症信号通路有关；而芦丁能抑制糖尿病大鼠

的炎症疼痛反应，镇痛靶点可能在中枢脊髓水

平上［42］。

此外，Thirugnanasambantham等［43］研究发现，sc

剂量为 3.12～200 mg·kg−1的黄酮类及其衍生物，能

显著减少小鼠由 ip冰醋酸而引起的扭体次数，并发

现黄酮骨架 3-位甲氧基取代大大降低了黄酮类化

合物的镇痛作用，而 5-位取代则使其镇痛作用增加

了近8倍。

7　其他药理作用

万年蒿石油醚提取物通过 AMPK 信号通路调

节肝脏糖异生的表达，从而减少肝脏中葡萄糖的产

生［44］，与胰岛素处理的细胞比较，100 mg·mL−1万年

蒿石油醚提取物作用于 HepG2细胞 3 h后，葡萄糖

含量下降了26.8%。

万年蒿中的异鼠李素和七叶内酯能够抑制人

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在H9淋巴细胞中的复制，半

数有效剂量分别为1.78、2.51 μg·mL−1［45］。

万年蒿中的维生素B6和Fe含量很丰富，二者能

够促进血红素的合成［46］。给予大剂量的维生素

B6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从而改善贫血；

维生素 B6 也可用于中毒性粒细胞缺乏性贫

血［ 47］。研究表明，维生素B6不仅能增强补铁的效果

同时也能显著减少补铁过程中出现的恶心、呕吐等

不良反应［48］。

8　结语

万年蒿作为东北地区的习用药材，在民间常用

于治疗肝炎、小儿惊风等疾病，同属药用植物如茵

陈、青蒿等在中成药制剂中国和临床上的应用较

多，而在某些地区作为茵陈替代品的万年蒿则研究

和应用得较少。本文对万年蒿及其有效成分的药

理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地综述，目前的研究发现万

年蒿提取物具有保肝、抗肿瘤、抗炎、抗肥胖、抗氧

化及抗菌、镇痛、抗糖尿病、抗HIV等药理作用。万

年蒿中所含的挥发油非常丰富，具有一定的抗炎及

抗过敏的作用，同时挥发油很少产生耐药性，可作

为联合用药来克服某些药物的耐药性；万年蒿总黄

酮在抗菌、抗氧化、消炎和保肝等方面发挥作用；万

年蒿香豆素类成分在抗癌、抗肿瘤、抗氧化等方面

表现出良好的药理活性；肉桂酸类成分是肺腺癌细

胞有效的抑制剂，在抗癌方面有巨大的应用价值；

此外，万年蒿对多种植物均有化感作用，在农业上

的作用也有待进一步开发。

目前对于万年蒿及其有效成分药理作用的研

究仍存在不足之处，未来的研究可集中于以下 4个

方面：（1）万年蒿的野生资源十分丰富，全国各地均

有分布，但未被 2020版《中国药典》收录，因此进行

资源普查并建立完整的质量控制标准十分必

要。（2）蒿属是菊科植物的一个大属，万年蒿中具有

与其他蒿属药用植物相似的化学成分，基于蒿属植

物的亲缘来预测万年蒿的质量标志物，可缓解青蒿

等热门药用植物资源的紧缺。（3）肝脏是人体极为

重要的代谢器官，万年蒿具有良好的保肝作用，近

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所致肝损伤的患者不断增加，进

一步落实万年蒿保肝作用的活性成分、作用机制、

生物利用度等有重要意义，为万年蒿保肝产品的研

发提供理论基础。（4）虽然对万年蒿化学成分的研

究有所增加，但部分药理作用的研究还停留在细胞

水平和动物水平，缺少临床数据的支持。可结合分

子生物学、代谢组学、转录组学等多学科相关知识

来确定万年蒿的药效物质基础、活性成分量效关系

及其对各类疾病的作用机制，为万年蒿的新药研发

和扩大临床用药范围等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万年蒿具有较广阔的开发前景，后

续应明确万年蒿对于各类疾病的药理作用机制、药

物作用靶点、剂量范围及各成分之间的相互联系，

从而为更好地开发利用该资源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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