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七治疗肝病的实验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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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七具有保护肝细胞
,

促进肝细胞再生和抗肝纤维化的作用
,

对其治疗肝病的作用机理

作一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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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七 p a n a x n o t o g i n s e n g
,

又名滇七
、

田

七等
,

为五加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三七的干燥

根
。

古代文献记载
,

其味甘
、

微苦
,

性温
,

归肝
、

胃经
,

既善于化疲止血
,

消肿定痛
,

又能补虚

强壮
。

植物学和药理
、

化学研究表明
,

三七主

要 成分为皂昔
、

黄酮 昔
、

氨基酸等
,

总皂 昔

( s a p o n i n s ,

p N S )含量为 2 2%
〔`

一

, 。

近年来三七

用于治疗各种肝病
,

包括急
、

慢性肝炎
,

肝纤

维化及肝硬化等
,

取得 了较好的疗效
。

大量的

临床和基础研究证明三七具有保护肝细胞
、

促进肝细胞再生和 抗肝纤维化 的作用
,

笔者

仅就其治疗肝病的作用机理做一综述
。

1 抗肝脂质过氧化作用

肝脏缺血再灌注时
,

可通过激活黄嚓吟

氧化酶系统及吞噬细胞产生大量氧 自由基
,

引起脂质过氧化反应
,

产生的脂质过氧化物

( L P O )与肝细胞大分子物质 ( D N A
、

R N A 及

蛋 白质 ) 交联
,

导致肝细胞结构 和功能 的破

坏
〔 2〕 。

通过观察 P N S 对大鼠肝脏缺血再灌注

损伤模型的影响
,

发现 P N S 能减少丙二醛的

形成及肝组织含水量
,

通过清除氧自由基
,

抑

制 C a “ + 逆流
,

从而防止氧 自由基对肝细胞膜

及亚细胞结构的脂质过氧化损伤
,

保护肝细

胞膜
,

减轻缺血后肝细胞的改变翎
。

而 C 1C
4

对于肝脏的损伤同样在于其经过还原后
,

产

生 自由基
,

引起一系列的脂质过氧化反应
。

研

究证实
〔 4一 6〕 ,

三七及 P N S 可明显减轻 CCI
、

所

致大鼠肝损伤
,

提高肝组 织及血清 s 0 D 含

量
,

能减少正常小 鼠心
、

肝等组织及血液中

L P O 含量
,

提高 S O D 活性
,

其机理是通过增

强 S O D 活性来降低 L P O 的含量
。

利用生物

发光测定法进行 P N S
、

绞股蓝 总昔
、

人参总

昔
、

人参二醇清除自由基 能力的比较
,

证实

P N S 在几种皂昔中清除自由基能力最强
〔7〕

2 改善肝脏微循环

改善微循环是治疗肝病的重要一环
。

三

七 能 增 加 实验大 鼠肝 及肝外脏器 的血液

量比
,

使 C 1C
4

损伤小鼠的肝血窦扩张
,

改善

肝脏微循环功能
,

保证细胞器氧和营养的供

给
。

同时血
一

肝交换的恢复
,

提高了肝细胞的

解毒排毒能力
,

使损伤的肝细胞及其膜更易

于恢复
〔 8〕 。

对 13 例慢性肝炎患者在用参三七

注射治疗前后进行血液流变学观察
,

治疗 3

个月后
,

全血粘度
、

血沉
、

血沉方程 K 值
,

红

细胞电泳率和纤维蛋 白原含量明显降低
。

认

为三七能解除血液的浓
、

粘
、

聚
、

凝状态
,

改善

肝脏循环
,

增加血流量
〔 9〕 。

用 C C 1 4

造成大鼠

离体灌流肝损伤模型
,

并观察了 P N S 对该模

型的影响
。

表明 P N S 能 明显增加灌流量
,

改

善肝脏微循环
,

减轻肝损伤
〔`。〕 。

三七能 明显

延长小鼠在常压和低压缺氧条件下的存活时

间
,

增强耐缺氧能力
,

改善组织缺氧及降低组

织氧耗
〔̀ 〕 。

三七可能通过这一机理发挥作用
。

3 对肝脏代谢的影响

三七对血糖及血脂 具有双 向调节 作

用川
〕 ,

对肝脏 D N A 和 蛋白质的合成也有促

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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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作用
。

N PS可促进
3

H
一

Td R对肝脏 D NA

的掺入
,

促进
3
H

一

亮氨酸对肝和血清蛋 白质的

掺入
。

镜检结果表明小鼠肝细胞增生较盐水

对照 组显著
,

提示 P N S 对 C 1C
4

肝损害小鼠

肝细胞的再生有促进作用
〔 , 2〕 。

目前的研究表明
,

三七对肝脏胶原代谢

有明显的作用
。

3
.

1 抑制肝脏胶原合成
:

肝纤维化是诸多慢

性肝病向肝硬化发展的必经阶段
。

肝星状细

胞活化是肝纤维化形成的细胞学基础
,

活化

后的星状细胞
,

即肌成纤维样细胞大量增殖
,

生成大量的胶原母细胞外基质并沉积于肝

脏
,

引起肝纤维化
。

发现三七能抑制肝中央静

脉下成纤维细胞及星状细胞的增殖
,

同时减

少中央静脉下及窦周间隙胶原纤维的形成
,

从而延缓肝纤维化的进程
〔` 3〕 。

3
.

2 促进肝脏胶原降解
:

肝纤维化的形成和

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
,

肝内胶原的合成和降

解受到多种酶的影响
。

在肝细胞外基质的分

解过程中
,

胶原酶
、

明胶酶
、

及基质蛋 白酶等

金属蛋白酶起重要作用
。

胶原酶能够降解肝

内的 I
、

l 型胶原
,

可使原胶原在距氨基末端

3/ 4 处断裂成两段
〔“ 〕 。

观察了软肝片 (主要成

分为三七 )对 C 1C
4

所致大鼠肝纤维化模型胶

原代谢的影响
,

表明该药可增强胶原酶活力
,

促进新增生胶原尤其是 I 型胶原的降解
;
同

时可抑制星状细胞增殖及胶原蛋 白合成
;
抑

制肝组织
、

血清中胶原含量
,

特别是 I 型胶原

的增加
,

使 l
、

l 型胶原比值由治疗前的 1
.

5

左右降到 1 左右
;
对已形成的纤维有促进其

降解及吸收作用
〔` 5〕 。

4 抑制肝肿瘤细胞

动物实验研究表明
,

生三七能 明显抑制

小 鼠肝癌的发生
,

降低血清中碱性磷酸酶

( A L P )
、

天 门冬 氨 酸氨基转 移酶 ( A S T )
、

A L T
、

乳酸脱氢酶 ( L D H ) 的活性
,

延长生存

期
,

对四氯二苯 二氧化物 ( T C D D ) 所致的肝

损害有抑制作用
〔` 6 〕 。

经皂昔 R h
,

作用后的肝

癌细胞
,

可见到细胞 内线粒体和粗面 内质网

发生显著变化
,

粗大颗粒自行消溶
,

并形成空

泡
、

异微粒
。

其机理可能和 R h
l

直接作用于
·

5 6 8
·

细胞膜
,

抑制肝癌细胞中的糖酵解
,

硫酸铁的

分泌溢出及醛缩酶的活性有关 l7t 〕 。

另有报

道
,

三七对环磷酞胺所致的大
、

小鼠白细胞减

少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 8〕 ,

还能促进经 60 C 。 一 y

射线照射后的小鼠脾脏淋巴细胞增生
,

具有

明显的抗幅射效应
,

从而延长生存期
〔` ” , 。

5 调控免疫

动物实验表明
〔
203

:

三七可提高巨噬细胞

溶菌酶和血浆环磷腺昔的含量
;
提高 N K 细

胞活性和腹腔巨噬细胞吞噬率
、

吞噬数
;
对巨

噬细胞
、

抗原结合细胞和抗体分泌细胞
、

特异

性玫瑰花结形成细胞和溶血空斑形成细胞均

有促进作用
;
并且能通过垂体增强肾上腺皮

质功能等
。

提示三七对免疫应答的多个阶段
、

多个环节均有影响
。

综上所述
,

三七可通过多种途径治疗肝

脏疾病
,

但其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

很有进

一步深入研究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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