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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蜀葵花为锦葵科植物黄蜀葵的干燥花冠，含黄酮类、还原糖类、鞣质类及长链烃类等化合物，其中，黄酮类化合物为主
要活性成分。现从改善肾功能、抗炎、解热镇痛、保护心脑缺血损伤、促进血管新生、降血糖和抗感染等方面综述黄蜀葵花总黄

酮的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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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蜀葵花［Ａｂｅｌｍｏｓｃｈｕｓｍａｎｉｈｏｔ（Ｌ．）Ｍｅｄｉｃ］为锦葵
科植物黄蜀葵的干燥花冠，含黄酮类、还原糖类、鞣质

类及长链烃类等化合物。其中，黄酮类化合物（Ｔｏｔａｌ
ＦｌａｖｏｎｅｓｏｆＡｍａｎｉｈｏｔ，ＴＦＡ）为主要活性成分。在黄酮
类化合物中，以金丝桃苷、槲皮素、异槲皮苷三者含量

最高［１］。该类化合物具有改善肾功能、抗炎、解热镇

痛、保护心脑缺血损伤、促进血管新生、降血糖和抗感

染等作用。下文就黄蜀葵花总黄酮的药理活性作一综

述。

１　改善肾功能
在肾纤维化的形成过程中，转化生长因子 －β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β，ＴＧＦ－β）是肾纤维化
形成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细胞因子［２］。冯媛等采用大鼠

单侧输尿管梗阻模型观察 ＴＦＡ对肾间质纤维化的影
响，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结果显示，与模型组相

比，ＴＦＡ能使 ＴＧＦ－β下游的效应因子结缔组织生长
因子的表达降低，进而延缓肾小管的损伤及肾纤维化

的进展，减轻肾组织纤维化的病变［３］。ＴＦＡ还能增强
红细胞免疫黏附能力，使红细胞膜上的 Ｃ３ｂ（Ｒｅｄ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Ｃ３ｂ，ＲＢＣ－Ｃ３ｂ）受体数量增加，促进
免疫复合物的转运与清除，从而减轻由循环免疫复合

物介导的肾组织免疫损伤，使肾功能得到改善［４］。

ＴＦＡ所含的槲皮素、异槲皮素能够抑制肾小管上皮细
胞释放乳酸脱氢酶，并降低丙二醛的含量，推测槲皮

素、异槲皮素系通过抗氧化或清除自由基作用而改善

细胞膜的通透性，从而达到保护肾小管上皮细胞的作

用［５］。由上可知，ＴＦＡ主要通过抗肾纤维化、提高红细
胞免疫黏附功能、保护肾小管上皮细胞等发挥改善肾

功能的作用。

２　抗炎
范丽等［６］人观察 ＴＦＡ对急慢性炎性反应的抑制

作用。结果显示，局部涂抹不同剂量ＴＦＡ（２００、１００、５０
ｍｇ／ｋｇ），均可使二甲苯致小鼠耳片肿胀的程度明显减
轻，抑制率为２５７２％ ～２８４１％。而在皮下埋植棉球
致肉芽组织形成的实验中，只有５０ｍｇ／ｋｇ的剂量可减
少新生肉芽组织生成量，这提示局部涂抹 ＴＦＡ对慢性
炎性反应的抑制作用弱于对急性炎性反应的抑制。

此外，刘必全等［７］在 ＴＦＡ对大鼠佐剂性关节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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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作用研究中，对大鼠进行灌胃给药，然后在大鼠左

后足趾皮内注射弗氏完全佐剂诱发大鼠佐剂性关节

炎，并在不同时间点用足趾容积测量仪检测大鼠致炎

侧足容积，以观察ＴＦＡ对佐剂性关节炎大鼠原发性炎
性反应、继发性炎性反应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ＴＦＡ
不仅能抑制原发性足肿胀，对继发性足肿胀也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且病理切片也发现 ＴＦＡ可明显减轻关节
的炎性细胞的浸润及血管翳的形成。

３　解热镇痛
范丽等［６］人以皮下注射松节油或静脉注射大肠杆

菌液两种诱发家兔发热的模型来观察 ＴＦＡ的解热作
用。结果显示，在给药１５０ｍｉｎ时均可使家兔升高的
体温下降，表明 ＴＦＡ较大剂量时具有一定的解热作
用，但显效较阿司匹林慢，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受试药

物经胃肠道吸收、肝脏消除效应后再进入体循环需较

长时间。

范丽等［８］人用冰醋酸致小鼠扭体模型、福尔马林

模型及氯化钾诱痛模型来观察 ＴＦＡ的镇痛作用。结
果表明，ＴＦＡ可不同程度地抑制小鼠扭体反应。１４０
ｍｇ／ｋｇ的剂量全身给药可使福尔马林致小鼠疼痛的
Ⅰ、Ⅱ相反应明显减轻，但小鼠右后足底注射（ｉｐ１）
ＴＦＡ仅对同侧 ｉｐ１福尔马林导致的疼痛产生抑制作
用，而对对侧 ｉｐ１福尔马林致小鼠疼痛无明显影响。
动脉注射ＴＦＡ２００ｍｇ／ｋｇ可明显减轻ＫＣｌ诱发的家兔
疼痛反应。

４　保护心脑缺血损伤
李庆林等［９］在 ＴＦＡ对心肌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其

机制的研究中，运用心电图观察 ＴＦＡ对注射垂体后叶
素的大鼠心电图 Ｔ波升高幅度变化的影响，同时对冠
状动脉结扎造成的急性心肌梗死大鼠血清中肌酸磷酸

激酶（ＣｒｅａｔｉｎｅＰｈｏｓｐｈｏｋｉｎａｓｅ，ＣＰＫ）、乳酸脱氢酶（Ｌａｃ
ｔａｔｅ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ＬＤＨ）和血清游离脂肪酸水平的变
化情况进行观察，且对小鼠心肌线粒体中丙二醛（Ｍａ
ｌｏｎ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ＭＤＡ）、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Ｄｉｓ
ｍｕｔａｓｅ，ＳＯＤ）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Ｐｅｒ
ｏｘｉｄａｓｅ，ＧＳＨＰｘ）的变化情况进行检测。结果显示，ＴＦＡ
对注射垂体后叶素的大鼠心电图 Ｔ波升高有抑制作
用。对冠状动脉结扎造成的急性心肌梗死大鼠，ＴＦＡ
能够显著抑制血清中 ＣＰＫ、ＬＤＨ的升高，降低血清游
离脂肪酸水平。ＴＦＡ对小鼠心肌线粒体中 ＭＤＡ的生
成有抑制作用，也能提高ＳＯＤ和ＧＳＨＰｘ的活力。范丽
等［１０］在 ＴＦＡ预处理对家兔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
护作用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并且还发现不

同剂量的ＴＦＡ预处理，可明显下调缺血再灌注所诱发

的ＩＣＡＭ－１ｍＲＮＡ的高表达，表明抑制ＩＣＡＭ－１ｍＲ
ＮＡ的高表达，抑制心肌炎性反应是 ＴＦＡ预处理保护
缺血心肌的另一重要机制。同时还发现，ＴＦＡ除可改
善急性心肌缺血发生的异常心电图改变外，还具有良

好的保护心肌细胞膜结构、抑制心肌水肿的作用，且此

作用可能不是直接通过抑制细胞内钙超载而产生［１１］。

ＴＦＡ还可明显改善麻醉犬心脏血流动力学参数和降低
心肌耗氧量，明显增强缺氧小鼠心脏耐缺氧的能力，对

心肌缺氧损伤具有保护作用［１２］。另有实验结果显示，

ＴＦＡ还能使Ｂｃｌ－２基因的表达增加，有效抑制了心肌
细胞凋亡的发生，从而使损伤的心肌细胞得到保

护［１３］。

文继月等［１４］观察了 ＴＦＡ预处理对大鼠脑缺血再
灌注性损伤的保护作用。结果表明，ＴＦＡ在２０～１６０
ｍｇ／ｋｇ的范围内，预处理组的实验动物脑梗死面积明
显减少，血清中 ＬＤＨ、ＭＤＡ和前列腺素 Ｅ２（Ｐｒｏｓ
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Ｅ２，ＰＧＥ２）含量明显降低，同时血清中一氧化
氮合成酶（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ａｓｅ，ＮＯＳ）活性和一氧化
氮（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ＮＯ）含量也显著增加。这表明ＴＦＡ具
有保护脑缺血损伤的作用，推测可能与促进 ＮＯ合成
及抑制ＰＧＥ２产生有关。
５　促进血管新生

潘武［１５］等以体外培养人脐静脉血管内皮细胞

（Ｈｕｍａｎ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Ｖｅｉｎ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ｓ，ＨＵＶＥＣ）为模
型，采用噻唑蓝（３－（４，５－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２－ｔｈｉａｚｏｌｙｌ）－
２，５－ｄｉｐｈｅｎｙｌ－２Ｈ－ｔｅｔｒａｚｏｌｉｕｍｂｒｏｍｉｄｅ，ＭＴＴ）法、Ｔｒ
ａｎｓｗｅｌｌ小室和管形形成试验证实，一定浓度的 ＴＦＡ能
够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和管状结构的形成。

ＴＦＡ浓度在５～２０μｇ／ｍＬ范围可抑制 ＨＵＶＥＣ凋亡，
并下调人脐静脉血管内皮细胞凋亡相关蛋白 ｆａｓ的表
达［１６］。该浓度范围的 ＴＦＡ使鸡胚绒毛尿囊膜血管网
明显增多、增粗，血管计数显示血管数显著增多，其中，

以１０μｇ／ｍＬ作用最明显［１７］。研究认为，ＴＦＡ促进血
管新生的机制主要是上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的表达，并下调ｆａｓ蛋
白表达，抑制细胞凋亡；一定浓度的 ＴＦＡ还可能通过
上调ＶＥＧＦ受体（ＫｉｎａｓｅＩｎｓｅｒｔＤｏｍａｉ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ＫＤＲ）
的表达，但不能通过上调 ｂｃｌ－２蛋白的表达来抑制血
管内皮细胞凋亡［１８］。

６　降血糖
陈刚［１９］采用３Ｔ３－Ｌ１脂肪细胞的葡萄糖消耗细

胞模型，对 ＴＦＡ的降糖活性进行初步考察，发现 ＴＦＡ
在１～１００ｍｇ／Ｌ的浓度范围内能不同程度地促进脂肪
细胞对葡萄糖的消耗，且呈现出一定的量效关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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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ＴＦＡ１００ｍｇ／Ｌ浓度的降糖效果最好。为了进一步
确认ＴＦＡ的降糖活性，陈刚又采用链脲佐菌素（Ｓｔｒｅｐ
ｔｏｚｏｃｉｎ，ＳＴＺ）诱导的糖尿病小鼠模型进行观察，发现
ＴＦＡ在该动物模型上也具有一定的降糖活性。
７　抗感染

张红艳等［２０］的研究显示，ＴＦＡ能显著缩短豚鼠感
染性口腔黏膜溃疡的愈合时间和溃疡面积缩小到

５０％的时间。此外，体外抗菌结果显示，ＴＦＡ对表皮葡
萄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最低抑菌浓度为３１２５ｇ／
Ｌ，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浓度为１５６２～３１２５ｇ／Ｌ。

耿淼等［２１］从乙肝治疗的关键靶点共价闭环 ＤＮＡ
（ｃｏｖａｌｅｎｔｌｙｃｌｏｓ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ＤＮＡ，ｃｃｃＤＮＡ）和细胞免疫调
节作用两方面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金丝桃苷不但能有

效抑制鸭乙型肝炎病毒 ＤＮＡ（Ｄｕｃｋ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ｖｉｒｕｓ，
ＤＨＢＶ－ＤＮＡ）的合成，减少 ＤＨＢＶ－ＤＮＡ进入细胞形
成ｃｃｃＤＮＡ库，而且还能清除 ｃｃｃＤＮＡ。同时，还能改
善Ｔｈ１的功能，促进 Ｔｈ１细胞因子的分泌，从而阻止
ＤＨＢＶ感染细胞。
８　结语

ＴＦＡ具有广泛的药理活性，对其改善肾功能作用
的研究有助于阐明黄葵胶囊临床起效的物质基础。至

于ＴＦＡ其他的药理活性能否最终转化为临床的治疗
作用，则有待今后规范的临床试验给出答案，同时，亦

有赖于临床研究与药理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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