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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综述中药灯盏花化学成分与药理活性研究进展。方法:对灯盏花的化学成分、药理活性及临床

应用方面的研究作一概述。结果:中药灯盏花化学成分含有黄酮苷、咖啡酰类及焦袂康酸类化合物。结论:

提出黄酮苷、咖啡酰类及焦袂康酸类化合物可以说明该植物的部分药理活性,而非单纯黄酮苷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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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灯盏花又名灯盏细辛, 系菊科植物短葶飞蓬

[ Erigeron brev iscapus ( Vant . ) H and- M azz]的干

燥全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77年版一部曾

予以收载。具散寒解表, 祛风除湿, 活络止痛的作

用。临床主要用于治疗脑血栓形成,脑栓塞等脑血

管意外所致完全性及不全性瘫痪。对冠心病、高粘

滞血症也有一定的疗效[ 1]。临床所使用的制剂有

口服和静脉滴注两类,现将文献报道的化学成分, 药

理学研究及临床应用概况综述如下。

1 � 生药学
灯盏花在历代本草少有记载, 仅见�滇南本草�

叙述: �灯盏花,性寒,味苦。治小儿脓耳,捣汁滴入

耳内� [ 2]
。据�中国植物志�第 74 卷记载, 飞蓬属

( Er igeron )植物约有 200种以上, 主要分布于欧洲、

亚洲大陆及北美洲, 少数分布于非洲和大洋洲。我

国有 35种,主要集中在新疆和西南山区。此属包括

两个亚属,飞蓬亚属 ( Subgen. Er igcron )和三型花

亚属( S ubgen . Tr imorpha)。这两个亚属又各分两

个组和一些亚组和系。短亭飞蓬主要分布于我国云

南、四川、贵州、广西、湖南、西藏等省区[ 1]。

郭济贤教授对中药灯盏花的生药鉴定进行了研

究,包括生药性状、根、根茎、茎、叶与花的显微特征

等[ 3] ,这充分保证了灯盏花原料用药的安全。

2 � 化学成分研究
自 20世纪 70年代中期,国内开始对本品进行

化学成分的研究。首先从灯盏花植物全草中分得 6

种单体,有 5种鉴定为�- 吡喃酮类衍生物,有一种

属于内酯类成分。其中结晶 A 为焦袂康酸苷, 并命

名为灯盏细辛甙( Erigeroside)。结晶 F 为焦袂康酸

( Pyromeconic acid) [ 4]。1980年,云南省卫生局举行

了灯盏花素(主要含乙素,结构为 4� , 5, 6- 三羟基

黄酮- 7- 葡萄糖醛酸甙)成果鉴定会, 证明它为治

疗脑血管疾病所致瘫痪的有效成分[ 5]。此后,张德

成等对灯盏花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 6, 7] , 进一步

证实了焦袂康酸( 3- 羟基- 4- 吡喃酮) ( 1)及其 �

型葡萄糖甙的存在以及 4� - 羟基黄芩素- 7- O- �

- D- 葡萄糖酸甙( 2)及其甙元 4� - 羟基黄芩素的

存在。以后还从中分得 4� - 羟基黄芩素- 7- O- �

- D- 吡喃葡萄糖醛酸甲酯甙( 3) [ 6]。

1984年, 胡昌奇等自灯盏花乙醇提取物的脂

溶性部分分得 7 个成分, 经鉴定为木醛酮 ( Fre-

delin) ,表木栓醇( Epif riedelinol) ,正三十四醇( Tetra-

triacontanol)、豆甾醇( Stigmasterol)、豆甾醇- D- 葡

萄糖甙( St igmasteryl- D- glucoside)、洋芹素 ( Ap-i

genin)和木犀草素( Luteolin) [ 7]。1988年,张人伟等

又从灯盏花全草中分得芹菜素- 7- �- D- 葡萄糖

甙( Cosmostin) ( 4) , 芹菜素- 7- O- 葡萄糖醛酸甙

( apig enin- 7- O- glucuronide) ( 5) , 4� - 羟基黄芹

素- 7- �- D- 葡萄糖甙( plantag in) ( 6)等 6个化合

物[ 8]。

由于灯盏花的活性成分还不十分明确, 质量标

准也不完善, 所以 1985年药典取消了这个品种,直

到 90年代, 化学成分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1994 年,

岳建民等对灯盏花的正丁醇部位进行了研究,从中

分离得到了 5个甙类化合物,结构如 7~ 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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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7年,岳建民等又从灯盏花的乙酸乙酯部位

分得一个双咖啡酸类化合物, 结构如 12
[ 10]
。

1998 年, 张卫东等从正丁醇部位分得一个新

的咖啡酰甙类化合物[ 11] ( 13)从乙酸乙酯部位分得

二个新的奎宁酸双咖啡酰酯( 14, 15) , 均具有心脑

血管活性[ 12]。

3 � 药理学研究
从灯盏花的药理活性研究来看, 主要是针对其

有效成分灯盏花乙素进行了大量的心脑血管及血流

变方面的研究。

3. 1 � 对脑血管的作用
在狗离体脑血管的实验中, 5 � 10- 4g�ml[ - 1]灯

盏花注射液对基底动脉环有舒张作用。同样浓度的

灯盏花注射液对大脑中动脉环也有舒张作用。此

外,灯盏花对 5- 羟色胺( 5- H T)和 15- 甲基前列

腺素 F 2�( 15- MPG F 2�)两种血管收缩剂也有影响。

4 � 10- 9g�ml- 1 5- HT 能使基底动脉环张力增加

( 0. 30 � 0. 05) g( n= 5)。洗去两药,加入 5 � 10
- 4

g�
ml- 1灯盏花注射液后 10m in,再用与前相同浓度的

收缩剂, 则 5- HT 增加基底动脉环张力仅为( 0. 072

� 0. 37) g; 15- MPG F2�增加大脑中动脉环张力仅

为( 0. 096 � 0. 035) g。与加入灯盏花前两药作用比

较, P 均< 0. 01。此外发现,在两收缩剂分别使脑动

脉收缩至高峰时, 加入上述浓度的灯盏花后,均可使

动脉环张力迅速下降, 这表明灯盏花具有血管松弛

作用。但灯盏花制剂对狗椎动脉流量无明显影

响[ 13]。王锦平等的实验结果也表明只有当所用剂

量相当于1/ 10 LD50时,家兔脑血管阻力和外周血管

阻力才能明显下降,持续时间为 17min[ 14]。丁钰熊

等用灯盏花素片对老年大鼠脑功能进行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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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老年大鼠分为二组,一组为老年对照组,另一组为

灯盏花素片组, 结果发现,灯盏花素组大鼠服药 3mo

后脑血流量明显增加,脑供血得到改善,致使脑衰老

性组织学改变得到改善, 神经递质多巴胺也有恢复,

故灯盏花组大鼠的迷宫测试中学习能力和记忆能力

都有明显提高[ 15]。

3. 2 � 对心血管的作用

5%灯盏花提取液 0. 25 mg�ml
- 1
和 0. 5 mg�

ml- 1进行豚鼠离体心脏灌流。结果表明, 二种剂量

均能增加冠脉流量[ 14]。灯盏花注射液可使家兔主

动脉血流量和心率有下降的趋势,但在统计学上均

无显著意义;对血压也无明显影响[ 13]。灯盏花还对

心肌缺血, 缺氧性心电变化具对抗作用。郭济贤等

用灯盏花总黄酮对离体冠状动脉进行作用研究, 发

现灯盏花总黄酮能舒张 15- M PG2�所致的离体冠

状动脉收缩状态,使冠脉段(收缩达坪值时)的张力

降低 50%,所需时间为( 16. 4 � 8. 7) min, 降低至零

所需时间为( 33. 0 � 18) min, 且能进一步直接舒张

离体猪冠状动脉段[ 16]。赵佩琪等采用灯盏细辛

10�g�kg- 1静脉滴注观察了对犬急性心肌缺血时

AT- III活性, tPA和 PAI 的影响[ 17]。

3. 3 � 对血凝的作用
王兆铖等应用新灯盏花素(灯盏花素的复盐) ,

在家兔的主动脉血栓模型中能减轻血小板的破坏与

5- 羟色胺释放反应, 对血栓形成有明显的抑制作

用,这种作用与剂量呈正相关性。新灯盏花素对血

小板与血管内皮细胞的花生四烯酸代谢物 TXB2 与

6- 酮- PGE1�的生成均有抑制作用。试验结果表

明该药在体内有强烈的抗血栓效应[ 18]。在新灯盏

花素对血小板活化反应的实验研究中发现,它能抑

制 ADP、花生四烯酸、凝血酶及钙离体载体 A23187

等多种诱导剂引起的血小板聚集, 抑制 5- 羟色胺

释放与花生四烯酸代谢过程,其抑制作用在一定程

度上与剂量呈正相关性, 说明新灯盏花素具有抑制

血小板活化与抗血栓形成作用。新灯盏花素的作用

机制除升高血小板 CAM P 外, 还可能与抑制钙流有

关
[ 19]
。

通过整体动物实验,观察灯盏花注射液对正常

家兔体外血栓形成,血小板功能,凝血功能及纤维蛋

白(原)溶解活性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 灯盏花制

剂主要通过下述三个环节对体外血栓形成起抑制作

用:减少血小板计数及抑制血小板聚集功能;抑制体

内凝血功能; 促进纤溶活性。其中抑制体内凝血功

能及促进纤溶活性较强。家兔 1 次静脉推注

40mg�kg- 1,其作用通常可维持 4h 左右, 不超过

6h。与丹参相比[ 20] , 在抗血小板功能方面, 丹参比

灯盏花强,而在促进纤溶活性方面,则灯盏花比丹参

强。王锦平等的家兔药理实验结果也表明,当灯盏

花体外血浆浓度为 23mg�ml- 1时, 该药抑制家兔血

小板聚集百分率为 56. 5% [ 14]。

3. 4 � 对微循环障碍及血液流变学的作用

采用兔耳静脉注射 10%高分子葡聚糖(分子量

为 50万, 8ml�kg
- 1

)后导致动物微循环损害模型,

实验组动物静注灯盏花注射液 50mg�kg- 1,对照组

静脉注射用生理盐水 10ml�kg- 1。30min后, 发现

实验组家兔微循环的血流逐渐由停滞状态恢复到流

动。流速由慢至快并逐渐接近正常。1h 作用较为

明显,此时毛细血管,细静脉和小静脉平均流速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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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至 102, 63. 6和 38. 3ms/ cm。血流由虚线状流

动逐渐恢复为持续线状流动。血细胞团块逐渐解

聚、缩小。此外,全血(比)粘度,血浆(比)粘度,红细

胞电泳及血小板电泳均有所恢复,统计学处理有显

著意义。实验组的 6只家兔在注射葡聚糖后出现严

重瘫痪,注射灯盏花制剂后, 5只复原, 1只死亡。对

照组 3只家兔在注射葡聚糖后 24h内全部死亡
[ 21]
。

灯盏花制剂对人体血液的粘度也有影响。

3. 5 � 其它药理作用

以灯盏花生药 60g�kg
- 1
对小白鼠进行灌胃, 在

1~ 2h内对小白鼠常压耐缺氧的保护作用, 与丹参

相比较, 无显著差别( P > 0. 05) [ 14]。此外, 灯盏花

制剂还能提高血脑屏障通透性, 对抗由二磷酸腺苷

引起的血小板凝聚以及提高机体巨噬细胞吞噬免疫

功能。

3. 6 � 急性毒性试验

灯盏花口服毒性较小。给小白鼠 1次灌胃相当

于生药 80g�kg- 1时, 3d 内不见其死亡; 按简化几率

单位法计算, 测得 LD50 ( ip) = ( 13. 14 � 5. 43) g�

kg
- 1

, LD50( iv) = ( 10. 02 � 1. 55) g�kg
- 1[ 14]

。

3. 7 � 亚急性毒性试验

灯盏花素(主含灯盏花乙素及甲素)对血象、肝、

肾功能无影响, 脏器无实质性变化[ 5]。

3. 8 � 3H - 灯盏乙素在体内的吸收、分布和排泄[ 22]

吸收: 3H- 灯盏乙素给小鼠静注在血液中含量

呈迅速下降的趋势; 分布:给小鼠静注 1h, 3H- 灯盏

乙素在胆囊, 小肠、肝、肾中分布较多。4h 在胆囊、

小肠、肝、心肌中分布较多,脑中3H - 灯盏乙素分布

也明显增高。24h 后在胆囊,小肠及脑中仍有一定

的放射性。排泄:
3
H - 灯盏乙素 24h的尿排泄总量

为注入量的 19. 1%, 粪排泄总量为注入量的

24. 1%。

4 � 临床使用概况
灯盏花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开始应用于临

床,首先对高血压脑溢血、脑血栓形成、脑栓塞、多发

性神经炎、慢性蛛网膜炎等脑血管意外所致瘫痪进

行治疗。其用法以穴注及肌注为主,主要用于中风

后遗症患者。王荪等报道[ 23] ,以灯盏花素注射液肌

注或静脉滴注治疗中风后瘫痪 469例, 其有效率达

89. 3%。肌注组 389 例中包括脑血栓形成, 脑出血

及脑栓塞后瘫痪的住院及门诊病人, 其有效率达

89. 7%, 静滴组 80例均为住院的缺血性中风病人,

其有效率达 87. 5%。完全性瘫痪与不全性瘫痪的

疗效比较无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顾选文等应用

灯盏花注射液( 10mg�2ml- 1 ) 12~ 20ml加入 5%葡

萄糖注射液静滴, 每天 1 次, 14d为 1个疗程。休息

7d,进行第 2个疗程。对急性期进展型缺血性卒中,

一般不用其它药物, 其总有效率达 93. 33% [ 23]。范

华昌应用灯盏花注射液治疗脑血栓形成 345例, 并

设 50例丹参注射液为对照组。治疗结果,灯盏花组

显效 98 例, 有效 199 例, 无效 48 例, 总有效率

86%。二组结果经统计学处理, P< 0. 01, 有非常显

著差异[ 24]。任爱华对灯盏花注射液改善老年血流

变学的临床进行观察, 共观察了灯盏花注射液对 56

例高粘滞血症老年人血液粘度的影响,灯盏花以 20

ml�d- 1加入生理盐水或 5%葡萄糖液 250ml中, 静

脉滴注,疗程 30d病人全血比粘度, 血浆比粘度、纤

维蛋白质、红细胞压积、血小板聚集率均较治疗前显

著降低( P 值均< 0. 01) , 红细胞滤过指数无显著降

低( P> 0. 05) , 灯盏花注射液能明显改善高粘滞症

老年人血液粘度, 同时对脑梗塞患者肌力提高及心

功能减退患者改善有确切疗效[ 25]。徐庆有作了灯

盏花注射液对高粘滞血症病人血液粘度的影响观

察,结果病人血浆粘度、全血粘度、凝血因子 I 及血

小板聚集率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临床疗效为

90% [ 26]。另外还有灯盏花用于冠心病、心绞痛的报

道,效果良好。

5 � 结语

大量实验已经证明灯盏花乙素为灯盏花的活性

成分之一,因此临床使用的制剂均以总黄酮的含量

作为质量标准依据[ 27]。然而最新的研究资料显示,

焦袂康酸类及双咖啡酰类化合物也具有很强的心脑

血管活性。咖啡酰甙对抗 PAF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

的活性强于灯盏乙素[ 28, 29]。目前仅以灯盏乙素来

代表其心脑血管活性是不全面的。而应该是几种有

效成分的综合作用。因为脑血管疾病发生的过程也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它包括脑栓塞造成的脑缺血而

引起的脑细胞缺氧死亡; 缺血再灌注又引发氧自由

基增加进一步损伤血管内皮细胞。所以对于脑血管

疾病的治疗需要多个环节的作用才能达到理想的效

果,从灯盏花的研究来看,应以具有几个不同方面作

用的几类成分进行药效学的进一步研究, 相信一定

会对中药灯盏花的二次开发提供科学依据和为治疗

脑缺血提供更有效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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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不良反应与相互作用�

黄连素片致过敏反应 1例

丁洁卫(绍兴市人民医院, 绍兴 � 312000)

中图分类号: R975
+ �3 � � � 文献标识码: D � � 文章编号: 1006- 0111( 2002) 02- 0107- 01

1 � 临床资料
患者, 女, 38a, 因腹泻自服黄连素(云南金柯制

药有限公司, 批号 010404) 3 片, 2h 后患者头面部,

颈部,四肢出现粟粒样红色皮疹,瘙痒, 伴胸闷,遂来

我院就诊。体查: T36�9 � , 血常规示: 嗜酸性粒细

胞2�8 � 109/ L ,占 28�2%, 心率 118 次/ m in,律齐,

BP 16�8/ 10kPa( 126/ 75mmHg) ,神志清。考虑为药

物过敏所致。即刻 50%葡萄糖 20m l加 10%葡酸钙

10ml, iv,约 1小时后症状缓解, 皮疹退去。患者在

这期间没有服用过其它药物或食物, 故可确定是黄

连素过敏。

2 � 讨论

黄连素为中成药, 常用于腹泻,其不良反应较为

少见。该反应可能由黄连素片中的杂质引起。黄连

素是非处方药物,患者可由药店直接购买。故在服

用此类药物时也要提高警惕,不可掉以轻心,随时观

察,如有反应立即上医院就诊。

收稿日期: 2001- 07- 23

107药学实践杂志 2002年第 20 卷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