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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茵陈篙含有香豆素类
、

色原酮和黄酮类等活性成分
,

除具有利胆保肝作用外
,

还有镇痛
、

消炎
、

降血脂
、

增强免疫
、

抗肿瘤作用
,

值得进一步开发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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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 科植物茵 陈篙 � � �� � ���� � � ����� � ��

� �� ��
� ,

又名茵陈
,

以全草入药
,

具有清热燥

湿
、

利胆退黄等作用
。

在中国
、

日本
、

韩国被广

泛用于各种肝胆疾病的治疗
。

近年来对茵陈

篙的化学及药理学方面的研究日趋深入
。

一

些新的有效成分及药理作用不断被报道
。

目

前认为茵陈篙药理作用广泛
,

除有利胆保肝

作用外
,

还有抗病原微生物
、

镇痛消炎
、

降血

脂
、

增强免疫
、

抗肿瘤等多方面的活性
。

我们

对茵陈篙的化学成分
、

药理及临床等方面的

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

� 化学成分

茵陈篙的化学成分比较复杂
,

主要有以
一

下几类
〔」� �

�
,

� 香豆素类
〔�〕 �

茵陈篙含 �
,

�
一

二甲氧基香

豆 素 ��
,

�
一

� �� � �� � � �� � � � � � �� �
、

东蓖若内醋

���� �� �� ��  
、

�
一

轻基
一

�
一

甲氧基香豆素和茵陈

炔内醋 �
� � � ��� �� ���

。�

香豆素类是有效的利胆

成分
,

该化合物对心血管系统的疾病也有一

定的疗效
。

�
�

� 色 原 酮 类哪
�

茵 陈篙 含 茵 陈色 原 酮

�� � � ���� � �� �� �
、

�
一

甲基茵陈色原酮
、

�
‘一

甲基茵

陈色 原酮 和 �
一

去 甲氧基
一

�气甲基茵陈色 原

酮
。

茵陈篙的色原酮除有利胆保肝作用外
,

还

是抗肿瘤的有效成分
。

�
�

� 黄酮类
�

茵陈篙含茵陈黄酮 ��
��� � ��� �� �

、

异茵陈黄酮和蓟黄素 �
� �� � �� � � �� �� �

,

蓟黄素

具有保肝作用
,

同时也有一定的抗肿瘤活性
。

�
�

� 香豆酸及其它有机酸类
以〕 �
茵陈篙含茵

陈香 豆 酸 �� � � ���� � �� � �� �� � �
、

� 和 氯原酸

�� � �� � � � � � �� � � �� �
,

均有利胆作用
。

�
�

� 挥发油类
〔的 �

有报道对立秋采集的茵陈

篙的挥发性成分进行 了分离研究
,

并对含量

�
�

�肠以上 的成分进行了定量分析
,

挥发油部

分有抗菌作用
,

主要由炔类
、

单菇类及倍半菇

类组成
。

� 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

�
�

� 利胆作用
�

茵陈篙对于治疗胆道结石和

胆汁引流不畅有明显的应用价值
。

其作用机

理 目前认为在于改善肝细胞功能
,

促进肝细

胞再生
,

增加胆酸
、

磷脂
、

胆固醇的分泌排泄
,

从而使依赖胆酸部分的胆汁分泌量增加
。

茵陈篙的利 胆成分经分离和 鉴定的有
�
�

� 多种
〔�〕。

报道较多 的为 �
,

�一二 甲基香豆

素
、

对轻基苯乙酮和氯原酸
〔�一 ”〕。

其中对经基

苯乙酮的初步药理研究已经有了报道
〔,“〕。

茵

陈篙的煎剂
、

热水提取物
、

水浸剂
、

去挥发油

水剂
、

挥发油
、

挥发油中的茵陈二炔
、

茵陈二

炔酮和茵陈炔内醋
、

醇提取物等均有促进胆

汁分泌和排泄作用
。

已报道了茵陈篙与熊去

氧胆酸结合治疗的作用
。

十二指肠给药时
,

在

非有效剂量下使胆汁郁积大鼠的胆汁流量恢

复到正常水平
。

血清胆汁酸曲线也得到改善
,

胆汁量变化主要由茵陈篙引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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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茵陈及其方剂对黄疽也有效
。

以

茵陈篙汤加味治疗胆囊术后黄疽不退 �� 例
,

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

其作用可能是通过诱导

肝脏酶系统增加肝对胆红素的摄取
、

结合
、

排

泄能力
,

以及抑菌
、

护肝
,

减少细菌代谢产物

对肝的损害
,

使黄疽消退
〔‘’〕。

加味茵陈汤在急性胆 系感染 围手术期的

应用
,

对预 防肝功能衰竭 及多系统器官衰竭

的发生有积极意义
〔‘�〕 。

通过对不同采集期茵陈的利胆作用进行

研究
,

发现花前期作用较强
,

但与其它期无统

计学差别
〔‘们 。

�
�

� 保肝作用
�

病毒性肝 炎
、

肝硬变等肝疾

病的肝细胞脱噬与细胞凋亡有关
。

茵陈篙汤

及其成分能有效地抑制肝细胞凋亡
〔, �二 。

茵陈

生药中含有丰富的 � �
、

� �
等机体所必须的

微量元素
,

它们参与酶的组成
,

调节酶的活

性
,

直接参与机体的核酸
、

糖
、

脂肪
、

蛋 白质的

代谢
,

因而有促进肝细胞再生
,

保护肝细胞膜

的完整性和明显的保肝作用
〔‘“〕。

对于 ���
�

或半乳糖胺诱发的肝 细胞毒

性
,

茵陈中的一些黄酮和香豆素成分具有治

疗作用
,
其强度依次为茵陈色原酮

、

东蓑若内

醋
、

�
,

�
一

二 甲氧基香豆素
、

茵陈黄酮
、

懈皮黄

素
、

异鼠李黄素
。

茵桅黄 口服液能显著地抑制

由 � � �
�

造成的小鼠血清谷丙转氨酶与总胆

红素的升高
,

对 ���
、

所致肝细胞坏死有保护

作用
〔, �二 ,

同时对脂肪肝疗效也显 著
,

在方剂

中增加茵陈量的疗效更好
。

不同采集期的茵陈中香豆素含量不同
,

抗 肝 毒 能 力 也 不 同
,

对此 已 有 了详 细 研

究
〔‘�〕。

茵陈对小鼠肝药酶也有影响
〔‘� 〕。

茵陈

水煎剂能使小鼠 � ��
。

含量增加
,

肝 �体重 比增

大
,

异戊 巴比妥诱导的睡眠时间缩短
,

说明茵

陈水煎剂对小鼠肝药酶有诱导作用
。

由于肝

药酶除参与药物代谢外
,

还参与胆汁酸
、

胆红

素
、

脂类和某些毒物代谢
,

因此诱导肝药酶可

能与茵陈利胆退黄作用有关
。

�
�

� 抗病原微生物作用
�

茵陈有较强的抗病

原微生物作用
,

其抗菌主要成分为茵陈炔酮
、

《中草药 》� � � � 年第 �� 卷第 � 期

对轻基苯乙酮和挥发油部分
。

茵陈篙在试管内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
,

对痢疾杆菌
、

溶血性链球菌
、

肺炎双球菌等及某些皮肤真菌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
。

茵陈篙有抗病毒作用
〔�� 

。

对单纯疤疹

病毒
、

脊髓灰质炎病毒
、

麻疹病毒进行体外筛

选
,

发现茵陈对这些病毒有不同程度的抑制

作用
,

水煎剂对 � � � �
, �

病毒有抑制作用
。

茵

陈煎剂与灰黄霉素同用
,

提高了后者的疗效
,

降低了毒副作用
。

�
�

� 心血管系统作用
�

茵陈篙含有香豆素类

化合物
,

具有扩张血管
、

降血脂
、

抗凝血等作

用
,

故茵陈对心血管系统的一些疾病具有治

疗作用
。

茵陈水浸液
、

乙醇浸液及挥发油均有

降压作用
。

�
,

�
一

二甲氧基香豆素静脉注射及

胃肠用药也有明显的降压作用
。

茵陈具有降

高血脂
、

抗血小板聚集的功效
,

临床也有应

用 〔� �〕。

茵陈篙汤在治疗高脂血症中
,

与安妥

明治疗效果相近
。

茵桅降脂片也用来治疗高

脂血症
。

用 �
,

�
一

二 甲氧基香豆素治疗冠心病

效果也很好
。

�
�

� 镇痛消炎作用
�

茵陈篙成分篙属香豆精

在醋酸扭体法及热板实验中均有镇痛作用
,

而茵陈色原酮只在醋酸扭体法中显示弱的镇

痛作用
。

篙属香豆精在角叉菜胶浮肿法中显

示消炎作用
。

茵陈治疗因湿热引起的各类炎

症均有很好的疗效
。

�
�

� 抗肿瘤作用
�

茵陈篙所含的香豆素类
、

裕类
、

黄酮类
、

香豆酸
、

氯原酸等成分可 能有

抗癌活性
〔���

。

研究显示茵陈主要是通过直接

杀伤肿瘤而发挥抗肿瘤作用的
。

其中有效成

分是茵陈色原酮
。

蓟黄素对射线和氮芥损伤

均有良好的保护作 用
,

对致癌物环磷 酞胺也

表现出良好的解毒效果
。

从茵陈的甲醇浸出

物中提出的茵陈二炔酮和茵陈二烯酮均能抑

制致癌物的活性
〔�� 

。

对茵陈的乙醇提取物进行分离
「� � , ,

并以

培养 � � � � 细胞和 � �� �� � 腹水癌细胞的增

殖为指标
,

观察各组分的生物活性
。

结果表

明
�

蓟黄素
、

茵陈色原酮对上述培养物有不同

�

� � �
�



程度的细胞毒性
。

茵陈色原酮的副作用较小
,

不仅没有
�

�
一

氟脉崛陡和环磷酞胺的降白血

球作用
,

而且有升高小鼠白血球的趋势
。

因此

其作用机制有别于其它抗肿瘤化疗药物
。

� � � 免疫增强作用
�

茵陈篙具有促进白细胞

分裂
,

增加 白细胞数 目
,

提高 � 细胞免疫的

活性
,

参与机体免疫调节和诱生干扰素等作

用
,

因而能从多方面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

茵陈

中的咖啡酸是升高白细胞数目的主要作用成

分
。

茵桅黄 口服液能明显提高小鼠腹腔巨噬

细胞的吞噬功能
〔� �〕 。

茵桅黄注射液具有诱生

干扰素的作用
。

日本学者的研究表明
,

从茵陈

篙中提取的植物蛋 白具有诱生干扰素的作

用〔� �〕 。

� 其它

茵陈篙的临床应 用十分广泛
,

除肝胆疾

病外
,

还用于高血脂症
、

冠心病
、

蛔虫症等
。

临

床也有报道用于治疗母婴 � � � 溶血性非流

产 〔, �〕 。

茵陈篙在化妆品工业中也具有一定的

发展前景
。

用超临界 ��
�

提取茵陈篙 � ��

� ��
,

所得的提取物可 用作化妆品的基质
〔, �〕 。

茵陈中的 �
,

�
一

二 甲氧基香豆素
、

氯 原酸
、

咖

啡酸等可以刺激头发生长
〔� �〕。

近代医学实验研究以及大量临床资料证

实茵陈具肴清热解毒
、

清利湿热
、

消除炎症
、

扩张胆管
、

收缩胆囊
、

加速 胆汁排泄
,

从而帮

助消 化
,

促进食欲
,

增进脂溶性维生素 �
、

�

及 � � 的吸收
,

同时还可以促进机体核酸
、

蛋

白质代谢
,

提高机体免疫力
,

扩张小血管
,

改

善肝 内循环
,

防止肝细胞坏死
,

促进肝细胞再

生等作用
。

我国以及 日本对茵陈篙的药用价

值
、

作用机理和临床应用 已经作了广泛的研

究
,

但大多都集中于水溶性小分子活性物质

的研究方面
,

对水溶性大分子活性物质方面

的研究很少
,

仅有茵陈篙 活性蛋 白方面的文

献
〔�� 

。

我们实验室最近的研究表明
�

茵陈篙

的水 溶性 大分 子 具 有诱 导 人肝 癌 细 胞

���� �
一

� � � � �凋亡的作用 �待发表 �
,

研究正

在进一步进行
。

日本最近的研究表明
,

茵陈篙

水 提 物具 有 抑 制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诱导 的肝 细 胞 凋 亡作

用
〔, �〕 。

随着分离纯化技术的发展和临床实践

的深入
,

对茵陈篙植物的研究将会得到进一

步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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