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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今后抗乙肝病毒中药的研究提供参考。 

1  单味中药活性成分抗乙肝病毒作用 

1.1  茵陈 

茵 陈 来 源 于 菊 科 植 物 滨 蒿 Artemisia 

scopariaWaldst. et Kit.或茵陈蒿 A. capillaris Thunb.，

具有清利湿热、利胆退黄的功效[3]，其抗乙肝病毒

活性成分主要有葡萄糖苷、倍半萜、绿原酸、对羟

基苯乙酮、烯炔等。Geng 课题组在肝癌 HepG2.2.15

细胞上考察了多种茵陈提取物的抗乙肝病毒活性，

发现 3 种葡萄糖苷对乙肝病毒 DNA 的复制、乙肝

病毒表面抗原（HBsAg）及乙肝病毒 e 抗原（HBeAg）

的分泌均有很强的抑制活性，半数抑制浓度（IC50）

均小于 3.00 μmol/L；桉烷倍半萜对乙肝病毒 DNA

的复制、HBsAg 和 HBeAg 的分泌均具有较强的抑

制活性，IC50 分别为 12.01、15.02、9.00 μmol/L；

绿原酸及其类似物、对羟基苯乙酮、烯炔等对乙肝

病毒 DNA 的复制具有较强的抑制活性，IC50 均小于

15.00 μmol/L，而对 HBsAg、HBeAg 的分泌具有轻

度的抑制活性[4-8]。上述茵陈提取物体外抗乙肝病毒

活性显著，为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和抗乙肝病毒药物

研发奠定基础。 

1.2  虎杖 

虎 杖 采 自 于 蓼 科 植 物 虎 杖 Polygonum 

cuspidatum Sieb. et Zucc.，具有利湿退黄、清热解毒、

散瘀止痛等功效[3]，其包含的抗乙肝病毒活性成分

主要有槲皮素、白黎芦醇等。Cheng 等[9]将槲皮素

作用于 HepG2.2.15 细胞和 pCH-9/3091（包含 1.1

倍乙肝病毒全基因组）转染的Huh7细胞后，HBsAg、

HBeAg 的分泌及乙肝病毒 DNA 的复制均受到明显

的抑制，且此抑制活性在与拉米夫定、阿德福韦、

恩替卡韦等合用时得到增强，作用机制可能与槲皮

素下调热休克蛋白（heat shock protein，Hsp）40、

Hsp70、Hsp90-β 的表达，抑制乙肝病毒的转录有关。

Parvez 等[10]用槲皮素持续处理 HepG2.2.15 细胞 5 d

后，培养上清中 HBsAg、HBeAg 的分泌受到明显

抑制，但继续处理则会造成细胞过度生长和死亡；

分子对接结果显示，槲皮素与乙肝病毒聚合酶

（polymerase，Pol）有较强的结合活性。Park 等[11]

用白黎芦醇处理能稳定表达乙肝病毒 x 蛋白

（hepatitis B virus x protein，HBx）的 Huh7-HBx 细

胞后，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serine-threonine 

protein kinase，Akt）信号转导受到干扰，细胞周期

蛋白 D1（cyclin D1）表达水平降低，使细胞增殖受

到抑制；体内 Huh7-HBx 细胞异种移植小鼠模型也

证实了白藜芦醇对肿瘤生长的抑制活性，提示白藜

芦醇具有降低慢性乙肝病毒感染患者发生肝癌风险

的潜在作用。然而，Shi 等[12]报道，白黎芦醇可激

活 Sirt1-PGC-1α-PPARα 信号轴，从而增强乙肝病毒

核心启动子活性，进而促进乙肝病毒转录和复制，

导致乙肝症状加重。文献报道白黎芦醇对乙肝病毒

影响存在的两面性使得其能否成为抗乙肝病毒的活

性化合物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1.3  丹参 

丹参来源于唇形科植物丹参 Salvia miltiorrhiza 

Bge.的干燥根和根茎，具有良好的保肝护肝功效[3]。

丹参素、迷迭香酸、紫草酸等为丹参主要的抗乙肝

病毒活性成分。段树鹏等[13]研究发现 HepG2.2.15

细胞经丹参素处理后，乙肝病毒逆转录酶活性降低，

使乙肝病毒 DNA 的复制受到直接的抑制作用，

HBsAg、HBeAg 的表达也随之受到抑制。Tsukamoto

等[14]报道迷迭香酸对 Hep38.7-Tet 细胞和乙肝病毒

感染的人原代肝细胞培养上清中乙肝病毒 DNA 的

分泌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其中 HBsAg 的分泌

具有轻度的抑制作用，机制可能与干扰乙肝病毒前

基因组 RNA（pregenomic RNA，pgRNA）与 Pol

的结合有关。此外，笔者研究发现丹参中多酚类化

合物紫草酸作用于 HepG2.2.15 细胞后，明显抑制乙

肝病毒 DNA 的复制，其机制可能是紫草酸通过上

调溶酶体膜相关蛋白 1/2 （ lysosome-associated 

membrane protein type1/2，LAMP1/2）、组织蛋白酶 D

（cathepsin D，Cath-D）的表达使得溶酶体的酸化功

能增强以及通过抑制 PI3K/Akt/ mTOR 细胞信号通

路来促进自噬体的形成，进而诱导肝细胞发生完整

的自噬以干扰乙肝病毒复制（尚未发表）。 

1.4  苦参 

苦参为豆科植物苦参 Sophora flavescens Ait.的

干燥根[3]，其抗乙肝病毒活性成分主要包括苦参碱、

氧化苦参碱、槐定碱等苦参碱型生物碱及苦参多糖

等。冯静等[15]研究发现苦参碱对 HepG2.2.15 细胞中

乙肝病毒 DNA 复制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机制可

能与抑制 Pol 的活性有关；此外，它与拉米夫定合

用能增强后者抗乙肝病毒的效果。张轩等[16]和 Sang

等[17]分别发现氧化苦参碱能明显抑制 HepG2.2.15

细胞培养上清和水动力注射 pAAV-HBV 1.2 小鼠血

清中 HBsAg、HBeAg 的分泌及乙肝病毒 DNA 的复

制。Chen 等[18]报道槐定碱处理 HepG2.2.15 细胞 72 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