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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紫草是中医皮肤科要药之一。文章梳理了紫草炮制方法的演变，对紫草有效成分提取研究进展、紫草油和紫草膏
的临床应用进行了回顾，旨在总结紫草在皮肤科应用现状，开拓临床用药思路。并提出农学、制药工程学与临床医学相结

合，现代有效成分提取技术与传统工艺相结合，将成为推动未来中医药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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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草也称紫根，最初见载于《神农本草经》，列
为中品，味苦寒，主心腹邪气五疸，补中益气，利九

窍，通水道。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紫草具有较好的

抗菌、抗肿瘤、抗病毒、抗炎、抗过敏、保肝降酶等作

用，具有相当高的药用价值。

１　药物基原
根据２０１５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本品为紫草

科植物新疆紫草（软紫草）Ａｒｎｅｂｉａｅｕｃｈｒｏｍａ（Ｒｏｙｌｅ）
Ｊｏｈｎｓｔ紫草（硬紫草）Ｌｉｔｈ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ｅｒｙｔｈｒｏｈｉｚｏｎ
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或内蒙紫草ＡｒｎｅｂｉａｇｕｔｔａｔａＢｕｎｇｅ的干
燥根，春、秋二季采挖。主要成分为萘醌类色素和多

糖类化合物。《中国药材标准名录》还收载有滇紫

草，主要在四川、云贵一带流通应用。

《证类本草》引陶弘景云：“今出襄阳，多从南阳

新野来，彼人种之，即是今染紫者，方药都不复用。”

原书附图３幅：紫草、东京紫草、单州紫草（东京即今
辽宁辽阳，单州即今山东单县及安徽砀山一带）。李

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此草花紫根紫。可以染紫。

故名。尔雅作茈草。瑶、侗人呼为鸦衔草。春社前

后采根阴干，其根头有白毛如茸。”并附图，根据产地

和附图，基本与现在商品硬紫草一致，古人取其作为

染料，而今同等入药。硬紫草主产于辽宁、吉林、黑

龙江、河北、北京山区，但因资源破坏严重，实际已退

出市场，２０１０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甚至未对其进
行收载。

软紫草资源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尚十分充足，全新
疆蕴藏量１６０００吨，年收购约１３０吨［１］。但因大量

采挖，产量急剧下降，因此近年来我国通过进口巴基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紫草以填补国内需求，

金世元教授认为这些外来商品亦属于软紫草［２］。进

口紫草一般品质较高，往往也被冠称为新疆紫草，不

作区分。

２　古今炮制
《名医别录》认为紫草“无毒。主治腹肿胀满

痛，以合膏，治小儿疮及面?。”《药性论》：“亦可单

用，味甘，平。能治恶疮疥癣。”《开宝本草》：“味苦，

寒，无毒。疗腹肿胀满痛，以合膏，疗小儿疮及面

?。”《本草图经》：“紫草古方稀用。今医家多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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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时疾发疮疹不出者以此作药，使其发出。”《本

草纲目》：“紫草甘咸而气寒，入心包络及肝经血分。

其功能于凉血活血，利大小肠。故痘前欲出未出，血

热毒盛，大便闭涩者，宜用之。已出而紫黑便闭者亦

可用。若已出而红活，及白陷大便利者切宜忌之。”

大略而言，认为紫草性寒而无毒，可主腹满胀痛，疹

发不畅，合膏外用于多种皮肤疾病。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指出，紫草味甘、咸，性寒，归心经、肝经，具有

凉血、活血、解毒透疹、利大便的功效，用于血热毒

盛、斑疹紫黑、麻疹不透、疮疡、湿疹、水火烫伤。常

用剂量５～９ｇ，外用适量，熬膏或用植物油浸泡涂
擦。切制成小段、薄片，有利于其药效成分的煎出，

有利中药调剂配方和制剂成药。

古时使用紫草前大多用蜡水蒸制或酒洗。如南

朝宋时成书的《雷公炮炙论》载有蜡制法，“凡使，须

用蜡水蒸之，待水干取，去头并两畔髭，细?用。每

修事紫草一斤，用蜡三两，于铛中熔，熔尽，便投蜡水

作汤用。”以蜡作为炮制辅料是南北朝时流行的炮制

办法，认为蜡性坚涩，可以缓和紫草滑泻之性，防止

泻利太过。《本草乘雅半偈》：“修事，每斤用蜡二

两，熔水拌蒸，水尽为度，去头，并两畔髭，细锉用。”

明代缪希雍《炮制大法》沿用了蜡水蒸制法，又增载

有酒洗、酒浸法，认为紫草经酒作为辅料炮制后，可

用于治风邪倒陷及邪毒入里或治稀痘。《本草备

要》《本草从新》《本草撮要》均记载了“去头须，酒

洗”的紫草炮制方法。《医学入门》：“去头须，以黄

蜡溶化投水，用蜡水蒸之，或酒洗。”至清代，《得配

本草》提出：“去根髭，取嫩茸，以甘草水浸炒用。血

热者生用，脾虚者酒洗焙或糯米炒用。”用甘草制，意

在增强紫草的解毒作用。此处“糯米炒用”属于米

制法的一种，可用来增强药物的健脾止泻功效，或用

以降低毒性，或矫正气味。普遍认为用糯米最佳，亦

有观点认为用陈仓米为上，现在通常用大米。紫草

有特殊气味，这样炮制确有出于矫味目的的可能。

《得配本草》提出用糯米炒制紫草是为了缓和其滑

泻之性，便于给脾虚患者服用。

紫草茸入药自宋代开始。《小儿药证直诀》中

有将紫草茸研为细末治疗斑疹的记载；北宋《圣济总

录》治脑风摩顶油方、南宋《仁斋直指方》治热疮的

紫草膏中都是用紫草茸配制的。元代《活幼心书》：

“紫草性寒，小儿脾气实者，犹可用。脾气虚者，反能

作泻。古方惟用茸，取其初得阳气，以类触类，所以

用发痘疮。”清《本草求真》：“茸得阳气之早。用宜

取茸为正。酒洗用。”认为入药以酒洗紫草茸为好。

究竟紫草茸为何物？《活幼心书》指出：“盖茸者春

月才生之芽，色泽而红嫩，得阳气之使然。以类触

类，所以用发豆疮，故效。”《本草便读》：“紫草三月

下子，九月子熟。有藤色紫取苗用，即紫草茸也，故

又能松肌解表……但罕得嫩茸，后以紫草头仅半寸

代之，即与茸初萌处同类。”在宋元时期，紫草茸原指

紫草初生嫩苗，但因其罕见，可采用紫草根根头半寸

的部位来代替。紫草茸有异物同名问题，紫胶———

胶蚧科昆虫紫胶虫 ＬａｃｃｉｆｅｒｌａｃｃａＫｅｒｒ在树枝上所分
泌的树脂状胶质，也有紫草茸的别称。《痘疹神应新

书》中最早提到了二者的同名现象，同时提到很多医

生都“以沉黎之紫草皮丝为茸”，说明此时“紫草茸”

已从紫草嫩芽讹变为紫草根皮碾碎而成的茸状物，

并且被广泛接受。紫胶不易采集，价格昂贵，南宋陈

衍《宝庆本草折衷》里有商贩将紫草茸和其他胶类

混合制造假紫胶的记录。其实真紫胶没有透疹作

用，但假紫胶的原料是可以透疹的紫草茸，能治疗痘

疹。不妨大胆地猜测，当医生为痘疹患者开出含紫

草茸的处方时，药铺将紫草茸制成的假紫胶卖给患

者，时日既久，紫胶亦被人称为紫草茸了，并且被认

为有透疹之功。紫草制茸是一种独立的炮制办法，

但进一步制作成假紫胶是为索价，而非为增强疗效

或缓和不良反应而进行的，因此不算炮制办法。其

实胶类也能很好地缓和滑利之性，理论可以被作为

一种新的炮制方法进行研究。

在现代饮片炮制方法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法是软紫草在除去杂质后，喷潮，略润，切厚片或中

段，干燥；内蒙紫草取原药，除去残茎等杂质后洗净，

润透，切薄片，干燥。实际市面上对进口的紫草个子

多采用直接压碎后除去木部的加工方法，不切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紫草规格单一，米炒、蜡水

蒸、制茸等手段临床都已不再使用，目前也没有针对

古籍中紫草的不同炮制方法的研究论述，可开展相

关实验，对古籍中的记载进行验证，填补学术空白。

现代汤剂处方中紫草水煎生用，外用制剂中则通常

用油煎、油浸或用乙醇处理（渗漉、回流、超声、闪式

提取法），制成各种外用药剂型，应用于相适宜的皮

肤疮疡、急慢性皮炎、湿疹、烧烫伤等疾病。

３　有效成分提取研究进展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方法炮制使药

物增效、减毒、便于吸收的方法可以用有效成分提取

来进行，甚至比传统方法更为可靠，从某种意义上，

可以作为炮制的延伸。紫草含多种活性成分，其中

吡格里西啶生物碱具有毒性，萘醌和多糖类则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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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疗效的基础。为提高临床疗效，现代药理学进

行了不懈研究，目前对于紫草有效成分提取的研究

可大致分为：对紫草水溶性多糖类提取的研究，和对

其脂溶性成分紫草素及紫草素衍生物提取的研究。

因药物基原不同，有效成分含量会有显著差别。采

用高效薄层层析法对５种不同产地的紫草中萘醌色
素进行含量测定［３］，结果示新疆紫草为 ２１３％～
６７３％，内蒙紫草为０３９％～１８０％，硬紫草、滇紫
草和细花滇紫草为０１３％～０８１％。新疆紫草主含
β，β′二甲基丙烯酰紫草素，含量达１７％～３４７％。
而硬紫草主含乙酰紫草素。紫草素及其衍生物的含

量，新疆紫草为 ３１％，硬紫草为 １０５％。傅善林
等［４５］从新疆紫草及其根的石油醚提取物中分离出

多种萘醌色素类化台物，包括去氧紫草素、去氢紫草

素、二甲基丙烯酰紫草素等，这３种为新疆紫草的特
有成份，可能也是使新疆紫草药效高于其余种类紫

草的关键之一。目前国内研究使用的饮片基原，若

无特殊说明均为新疆紫草。

紫草多糖是水煎剂中紫草的主要有效成分，通

常也是用热水浸提法获得。较高的浸提温度能够获

得较高的多糖提取率，但容易破坏多糖的生物活性。

为获取同样多具备生物活性的紫草多糖，传统煎药

法需要的时间更长，能耗较多，实际生产中可采用微

波、超声及酶等辅助提取方法，加速多糖的渗出。如

朱艳红等［６］用水提取紫草多糖，确认最佳提取工艺

为：煎煮１ｈ，料液比１∶１５，煎煮３次，经济简单、稳定
可行。曲晓兰等［７］以超声法水提泰山紫草（硬紫

草）粗多糖，通过星点设计效应面法对提取条件进
行优化，提取时间２５ｍｉｎ，提取温度６０℃，料液比１
∶２５，提取２次，多糖提取率为３２６１％。初步提取的
多糖杂质较多，纯化办法一般遵照除蛋白、脱色、去

离子的顺序［８］。但从临床角度，粗多糖中的杂质很

可能也属于有效成分，需进一步研究后再做定论。

既往认为紫草多糖主要具有抗病毒和免疫调节作

用，近年研究证实，紫草多糖还可抑制巨噬细胞炎性

反应［９］，诱导细胞因子 ＴＮＦα和 ＩＦＮγ的生成［１０］，

诱导细胞自噬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１１］。

紫草素属萘醌类，易溶于石油醚、氯仿，可溶于

乙醇，微溶于水。由于对温度、酸碱度、氧及超声等

因素敏感，紫草萘醌类化合物很不稳定。一般来说，

将左旋紫草素为指标性成分对紫草油炸提取物的羟

基萘醌总色素进行质量控制。王春丽［１２］等以麻油

提取，用左旋紫草素含量为考察指标，优选紫草油的

制备条件，发现提取温度对紫草素的溶出量影响较

大，浸渍时间和提取时间对其影响较小，最佳工艺

为：麻油浸渍紫草６ｈ，提取温度１２０℃，提取时间１
ｈ。李根等［１３］以菜籽油提取，用左旋紫草素的含量

为工艺考察指标，确认最佳工艺为：紫草粉碎度为２
ｃｍ小段，加８倍量菜籽油，提取温度１４０℃，提取时
间０５ｈ为宜。雷群芳等［１４］选用羟基萘醌总色素进

行质量控制，以麻油微乳超声法提取，发现与使用

９５％乙醇提取时的提取率近似，但高效省时，且可以
减少有机溶剂的使用，并且能同时溶解水溶性物质，

提高紫草原药材的利用度。已证实紫草素对人结肠

癌细胞ｌｏｖｏ［１５］、神经胶质瘤细胞 Ｕ２５１［１６］、白血病细
胞ＨＬ６０［１７］等多种恶性肿瘤的生长和转移具有良好
的抑制作用，具有相当高的临床价值。

为增加紫草素在体内的吸收度，可将其制备成

脂质体，即令脂质分子组成的类生物膜结构包裹紫

草素。表面还可结合不同的配基，从而延长药物体

循环时间，增强疗效，减少给药剂量并降低毒性。周

健［１８］研究确认最佳制备工艺为：精密称取卵磷脂４５
ｍｇ，胆固醇６４ｍｇ，加入５０ｍＬ石油醚甲醇（３∶５），
搅拌溶解后加入５ｍｇ紫草素，于旋转蒸发仪上４０
℃蒸干成均匀的类脂膜，加０９％ＮａＣｌ溶液２０ｍＬ，
搅拌洗脱脂质膜１ｈ，水浴超声５ｍｉｎ（２００Ｗ功率），
０４５μｍ微孔滤膜过滤，静置５ｍｉｎ，按同样条件超
声并过滤１次，即得。紫草多糖尚无脂质体制备的
相关研究。

总之，紫草的品种、粉碎度，提取递质等许多因

素的不同都会对提取量造成影响。从目前的研究来

看，紫草素和多糖的提取工艺还有很大的修正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使用发根农杆

菌刺激新疆紫草，促进其毛状根的发育已经取得了

相当进展。古籍提到可采用紫草根根头半寸的部位

来代替茸状紫草嫩苗，疗效要比常规的紫草根更好，

可于此印证。现代药理研究［１９］证实，新疆紫草中含

大量萘醌类化合物；但其毛状根中不含紫草素成分。

这也许是造成疗效细微差异的物质基础。李翠

芳［２０］发现新疆紫草毛状根４种不同溶剂提取物在
ＤＰＰＨ体系、Ｆｅｎｔｏｎ体系、亚油酸脂质过氧化体系和
还原体系中均具有较强的清除作用，并表明新疆紫

草毛状根粗多糖也具有抗氧化活性。实验室培育出

的新疆紫草毛状根也许将会成为新时代的道地药

材。

４　紫草油、膏的临床应用
紫草含有吡格里西啶生物碱（ＰＡｓ），现有研究

巳经阐明，ＰＡｓ本身没有毒性或毒性较低，需经肝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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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体细胞色素酶代谢激活才能产生毒性［２１］。因此，

外用紫草制剂相对口服更加安全。具体方法一般为

煎取药油，制作成软膏或直接施于创面均可，油、膏

剂型本身具有较高的滋润度，可以保护、修复皮肤，

且药性温和。在油料的选择上，文献报道以使用麻

油最多，这是因为中医学认为麻油性味甘凉，外用有

解毒生肌、消肿止痛之功。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来看，

麻油消炎止痒，对皮肤及黏膜无刺激性，有利于组织

的修复生长和促进创面愈合。

紫草油、膏常用于治疗轻度水火烫伤，但其作用

绝不仅限于此，如《本草蒙荃》：“（紫草）合膏敷疥癣

疮疡”，《医学入门》：“恶疮癣及恶虫咬，紫草煎油涂

之”，其应用范围十分广阔。银屑病是一种常见的自

身免疫性皮肤病，主要表现为表皮细胞过度增殖，皮

损局部有慢性炎性反应。而紫草素可直接抑制人角

质形成细胞增殖，诱导凋亡。谢欣然等通过实验证

实，紫草素主要通过 ＩＬ２３／Ｔｈ１７轴对角质形成细胞
进行调控，同时还可抑制角质形成细胞内趋化因子

缓解炎性反应，治疗银屑病［２２］。由于紫草良好的抗

炎和免疫调节作用，也经常用于各类湿疹、皮炎的治

疗，付绍秀等［２３］研究发现，复方紫草油治疗肛周湿

疹疗效显著优于丁酸氢化可的松软膏。康真等［２４］

证实，紫草油联合龙血竭、维生素Ｂ１２能加快头颈部
恶性肿瘤放射性皮炎的创面愈合，降低感染机率。

临床也经常将紫草应用于创面修复。陈闵希

等［２５］运用复方紫油草联合外用重组表皮生长因子

对１００例难治性创面患者进行治疗，修复情况良好，
且经过８个月随访，无疤痕挛缩和增生现象。罗宏
斌［２６］研究证实，紫草素可特异性调控 Ｓｈｈ信号通
路，抑制成纤维细胞过度

!

殖，可以治疗增生性疤

痕。楚广玉［２７］将６０例晚期癌症伴深度压疮患者分
为紫草纱条观察组和康惠尔敷贴观察组，结果示紫

草纱条对压疮渗液量和疼痛的改善均优于康惠尔泡

沫敷料贴。且紫草纱条换药操作简单，费用经济，便

于推广。朱丽［２８］将９６例重症药疹患者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分别给予常规护理和复方紫草油护理，结

果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１００％，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８７５％。且观察组在渗液减少时间及结痂、脱痂时
间上均优于对照组，证实复方紫草油对药疹也具有

一定疗效。

５　小结
紫草是中医皮肤科一味不可或缺的药材，其炮

制技术在不断发生演变，从而影响着临床对这味药

物的具体使用。医古籍中的详实记载为紫草相关的

科研和临床提供了许多思路，相信随着农学、制药工

程学等学科技术的发展，还将迎来更多新变化。如

今临床使用的外用紫草制剂多为油剂和膏剂，在轻

度烧烫伤，银屑病、湿疹、皮炎、药疹等皮肤疾病的治

疗上均有应用基础，对纸尿裤等导致的肛周湿疹、尿

布皮炎疗效确切。目前国内市场上存在“消字号”

“妆字号”“健字号”“无字号”等大量紫草油或复方

紫草油制品，制作工艺参次不齐。其中复方紫草油

中唯一的国药准字制品由健民药业集团生产，配方

根据明代著名的儿科专著《幼科金针》的紫草润肌

膏化裁而来，原料选用新疆紫草，采用叶开泰传统制

作工艺进行提取，其将传统工艺与现代有效成分提

取技术相结合，保障了药品质量并保证其稳定性，值

得借鉴和推广。

参考文献

［１］徐国钧，徐珞珊．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南方协作组：

第１册［Ｍ］．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４：４７５５０２．

［２］金世元．金世元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２０１０：１５１．

［３］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中药志［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１９７９．５６９．

［４］傅善林，尚天民，肖培根．几种国产药用紫草中萘醌色素的分析

［Ｊ］．药学学报，１９８４，１９（１２）：９２９７．

［５］傅善林，肖培根．新疆软紫草中萘醌色素的研究［Ｊ］．中草药，

１９８６，１７（１０）：２５．

［６］朱艳红，邓远辉弘，王海兰．紫草多糖提取工艺参数优选及其分子

量测定［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０，１６（１）：６８．

［７］曲晓兰，王新慧，刘克，等．泰山紫草多糖超声提取工艺优化及其

体外抗肿瘤活性［Ｊ］．中成药，２０１６，３８（１０）：２２８５２２８７．

［８］朱沛沛，李涛涛，赵伟龙，等．紫草多糖的提取、纯化及药理作用研

究进展［Ｊ］．杭州化工，２０１４，４４（１）：９１２＋２６．

［９］李叶静，谈弋．紫草素通过 ＴＬＲ４／ＮＦκＢ信号通路抑制由脂多糖

诱导的巨噬细胞炎症研究［Ｊ］．安徽医药，２０１７，２１（８）：１３８４

１３８７．

［１０］倪洋．紫草多糖对Ｓ＿（１８０）荷瘤小鼠免疫器官及细胞因子ＴＮＦ

α和ＩＦＮγ的影响［Ｊ］．黑龙江医药，２０１４，２７（３）：５１２５１４．

［１１］陈奇，陈松海，陈小凯．从细胞自噬角度探讨紫草多糖抑制 Ｈ２２

肝癌实体瘤细胞增殖的作用机制［Ｊ］．中国药房，２０１６，２７（３４）：

４８１１４８１３．

［１２］王春丽，唐汉钧，余敏英，等．麻油提取紫草工艺条件优选［Ｊ］．

上海中医药杂志，２００５，３９（１１）：５８５９．

［１３］李根，王桂蓉，伍丽萍，等．正交试验优选紫冰栓中紫草油提取工

艺的研究［Ｊ］．华西医学，２０１０，２５（１２）：２２２８２２３０．

［１４］雷群芳，曾嵘，许敏，等．多指标综合评分优选麻油微乳提取紫草

的工艺［Ｊ］．中国现代应用药学，２０１６，３３（１２）：１５１６１５２０．

［１５］周海，伍春莲，徐佳，等．紫草素对人结肠癌细胞 Ｌｏｖｏ增殖与凋

亡的影响［Ｊ］．西华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４，３５（２）：

１３５１３９．

（下接第２１９４页）

·９８１２·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７年９月第１２卷第９期



桃仁药材分子鉴定的推广与应用，且为桃仁药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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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２，３７（８）：１０５６１０６１．

［１３］程龙，葛斐林，刘泽邦，等．中药资源 ＤＮＡ条形码鉴定方法研究

进展［Ｃ］．北京：第四届中国中药商品学术大会暨中药鉴定学科

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１５：３９８４０４．

［１４］ＬｉＤＺ，ＧａｏＬＭ，ＬｉＨＴ，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ｌａｒｇｅｄａｔａｓｅ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ｂｅｄｓｐａｃｅｒ（ＩＴ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ｏｒｅｂａｒｃｏｄｅｆｏｒｓｅｅｄｐｌａｎｔｓ［Ｊ］．ＰｒｏｃＮａｔｌ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ＳＡ，

２０１１，１０８（４９）：１９６４１１９６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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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２１８９页）
［１６］刘素梅．紫草素诱导人神经胶质瘤 Ｕ２５１细胞凋亡及相关机制

的研究［Ｄ］．新乡：新乡医学院，２０１４．

［１７］Ｄｕ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Ｂ，ＹａｏＪ，ｅｔａｌ．Ｓｈｉｋｏｎｉｎ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ｙｔｏｓｏｌｉｃｔｈｉ

ｏｒｅｄｏｘｉｎ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ｔｏｉｎｄｕｃｅＲＯＳ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ｐｒｏ

ｍｙｅｌｏｃｙｔｉｃｌｅｕｋｅｍｉａＨＬ６０ｃｅｌｌｓ［Ｊ］．ＦｒｅｅＲａｄｉｃＢｉｏｌＭｅｄ，２０１４，

７０Ｃ：１８２１９３．

［１８］周健．紫草素提取、转化及其脂质体制备工艺研究［Ｄ］．承德：

承德医学院，２０１６．

［１９］葛素囡，王芳，周歌，等．新疆紫草及其毛状根中萘醌类化合物

的研究［Ｊ］．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２０１５，２５（５）：６７５６８１．

［２０］李翠芳，王芳，麻浩．新疆紫草毛状根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研究

［Ｊ］．新疆农业科学２０１０，４７（２）：２９１２９５．

［２１］涂美娟．ＯＣＴ１及 ＣＹＰ３Ａ４介导的吡咯里西啶生物碱肝脏转运

及毒性研究［Ｄ］．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１４．

［２２］解欣然，张蕾，刘欣，等．紫草素对ＩＬ１７诱导角质形成细胞增殖

及趋化因子表达的影响［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５，４０（５）：９４６

９４９．

［２３］付绍秀，雷用钊．复方紫草油治疗肛周湿疹疗效观察［Ｊ］．实用

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４，１１（３０）：１０４６．

［２４］康真，先民，王家祝，等．紫草油联合龙血竭和维生素 Ｂ１２治疗

放射性皮炎［Ｊ］．西部医学，２０１４，２６（１２）：１５９９１６００＋１６０３．

［２５］陈闵希，李健．复方紫草油加表皮生长因子外用治疗难治性创

面临床观察［Ｊ］．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４，８（３１）：１３５．

［２６］罗宏宾．紫草素对皮肤成纤维细胞增殖、凋亡的调控及抑制增

生性瘢痕形成的机制研究［Ｄ］．杭州：浙江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７．

［２７］楚广玉．紫草纱条与康惠尔泡沫敷料贴对晚期癌症患者深度压

疮治疗效果的比较［Ｄ］．天津：天津医科大学，２０１６．

［２８］朱丽．复方紫草油在重症药疹皮肤护理中的应用［Ｊ］．中国医疗

美容，２０１４，４（４）：１４０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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