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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收集整理近年来有关娑罗子中有效成分的药理研究及临床文献报道，系统总结娑罗子所含有效成分的具体药
理作用机制。目前对娑罗子主要活性成分七叶皂苷钠的研究比较充分，临床疗效稳定，药理作用机制明确。经常被用来

治疗软组织水肿渗出等疾病。但娑罗子中活性成分繁多，药理及临床研究尚不完善，应进一步加强对娑罗子其他活性成

分，包括黄酮类、香豆素类、甾醇类的研究，为本品新剂型的研发及进一步拓展临床应用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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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娑罗子（又名梭椤子、索罗果）是《中国药典》所
收载的中药，来源于七叶树科植物七叶树（Ａｅｓｃｕｌ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ｕｎｇｅ）、浙江七叶树 （Ａｅｓｃｕｌ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ｕｎｇｅｖａｒ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ＨｕｅｔＦａｎｇ）Ｆａｎｇ）或天师栗
（ＡｅｓｃｕｌｕｓｗｉｌｓｏｎｉｉＲｅｈｄ）的干燥成熟种子［１］。传统中

医理论认为本品性温，味甘，归肝、胃经，具有宽中、

理气、杀虫之功效，临床多用于胸腹胀闷、胃脘疼痛

等症的治疗，常用量为３～９ｇ［２］。近代药理研究已
证实本品中包含皂苷类、黄酮类、有机酸类等多种成

分，而皂苷类中的七叶皂苷为娑罗子的主要活性成

分［３］。目前以七叶皂苷为主要成分的多种新型制剂

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４８］。临床药效学研究表明本

品具有抗炎、抗渗出、抗脑水肿、抗肿瘤、增加静脉张

力、保护胃肠道等多种作用，亦可用于治疗各类术后

软组织肿胀［９］。现将娑罗子及其主要活性成分的药

理研究及临床应用进展综述如下。

１　药物来源考证
本品在中医文献中的确切记录首见于明·李时

珍 《本草纲目》，载有 “天师栗惟西蜀青城山中有

之，他处无有也，气味甘、温、无毒。主治：久

食，已风挛”（本条转引自宋 《祁益州方物志》时

珍自注）。其他历史文献记载有： 《益部方物略

志》：“久食已风挛。”《通雅》：“能下气。”《本草

纲目拾遗》： “娑罗子肉味苦，微凉，宽中下气，

治胃脘肝膈膨胀，疳积疟疾，吐血劳伤，平胃通

络。用阴阳瓦炙灰，或酒煨食俱效。单用不入他

药，或称天师栗，非也。”张新［１０］首次提出测定娑

罗子中总皂苷含量的方法，并用高效毛细管电泳法

结合系统聚类分析对娑罗子生药进行鉴定。郭杰

等［１１］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分析娑罗子中５种三
萜皂苷成分，并根据检测结果推测市场上主流生药

娑罗子来源于中华七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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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主要活性成分及其药理作用
目前研究者发现娑罗子中包含的化合物类型主

要有皂苷类、黄酮类、香豆素类、有机酸类、甾醇类

等，其他成分还包括鸟嘌呤、腺嘌呤、Ｌ色氨酸、Ｌ
（＋）赖氨酸及各种蛋白质和维生素类等［１］。

２１　皂苷类成分的药理机制　娑罗子种子中所含
的皂苷类多数为五环三萜皂苷，主要以 α七叶皂苷
和β七叶皂苷２种形式存在，两者在熔点、比旋度及
水溶解度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该成分是目前临床

使用最广泛的提取物［１２］。其药理机制研究及临床

应用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１　抗水肿及抗渗出作用　Ｖｏｇｅｌ等［１３］发现七

叶皂苷对正常大鼠具有促排钠作用，且对毛细血管

通透性增大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增强静脉紧张

性的同时减轻淋巴的通透性。Ｐｉｌｌｅｒ［１４］在蛋白分子
水平对七叶皂苷的抗水肿机制进行了分析，发现七

叶皂苷能使蛋白水解过程中产生的水解片段迅速离

开损伤组织，从而降低组织的胶体渗透压而达到抗

水肿，抗渗出的目的。

２１２　抗脑水肿作用　杜庆伟［１５］发现，七叶皂苷

钠可减少模型大鼠出血侧脑区的含水量，并存在一

定的剂量依赖关系。为了验证七叶皂苷抗脑水肿的

具体机制，胡瞞媛等［１６］通过自体血注入大鼠尾状核

建立脑出血模型，并将七叶皂苷钠作用于观察组模

型，结果显示脑含水量明显低于对照组；电镜观察显

示观察组血肿周围脑组织内星形细胞足突水肿较生

理盐水对照组有所减轻。这一结果说明了七叶皂苷

素钠在治疗脑水肿方面疗效稳定。

２１３　对脑及脊髓缺血损伤的保护作用　傅风
华［１７］使用七叶皂苷联合多奈哌齐作用于大鼠脑缺

血损伤及血管性痴呆模型，研究发现七叶皂苷钠可

以改善脑缺血损伤所致的学习记忆障碍。其对缺血

性脑损伤的保护作用可能与抗脑水肿，保护线粒体，

减轻神经损伤有关。此外，七叶皂苷钠对缺血海马

组织炎性反应损伤因子（如：补体 Ｃ３、趋化因子、
ＴＮＦ和 ＣＤ４０）基因的下调和损伤保护因子（ＧＭ
ＣＳＦ）基因的上调，可能是其神经损伤保护的重要机
制。且在发挥抗炎作用的同时既不抑制机体的免疫

功能，又不引起消化道黏膜的损伤，同时对消化道溃

疡有一定的防治作用，尤其适合用于脑缺血疾病的

治疗。宫明智［１８］研究发现，术前对大鼠脊髓缺血损

伤模型应用七叶皂苷钠后，可通过肌电生理反映出

其促进了术后动物脊髓功能的恢复。这可能与七叶

皂苷钠改善受损脊髓的微循环，减少受损脊髓神经

细胞内自由基形成的作用有关。

２１４　抗肿瘤作用　齐世美等［１９］将不同浓度七叶

皂苷钠作用于乳腺癌 ＭＣＦ７细胞后，发现七叶皂苷
钠以剂量依赖方式抑制 ＭＣＦ７细胞增殖；细胞凋亡
率显著增加；江翊国等［２０］发现，七叶皂苷能明显抑

制肺腺癌细胞 Ａ５４９的生长，且呈时间剂量依赖性；
提示七叶皂苷可能通过上调 ｐ５３下游蛋白质
ｐ２１ＷａＦ１／Ｃｉｐ１的表达间接抑制细胞周期蛋白的活
性进而诱导细胞凋亡，最终发挥抗肿瘤作用。

２１５　抑制胃酸分泌和胃排空作用　Ｍａｔｓｕｄａ
等［２１］研究发现，七叶皂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刺

激迷走神经合成和释放多巴胺改变迷走神经的兴奋

性，从而发挥抑制小鼠胃排空的作用。洪缨［２２］研究

发现，七叶皂苷不论是胃内或十二指肠给药，均可抑

制胃酸分泌，考虑七叶皂苷抑制胃酸分泌的作用可

能与改变迷走神经兴奋性有关。

２１６　调节血脂作用　胡霞敏和曾繁典［２３］通过体

内外实验研究发现七叶皂苷可能通过抑制胰脂肪酶

增加三酰甘油（ＴＧ）的排出，进而降低 ＴＧ、ＴＣ（总胆
固醇）。王秀玲［２４］在七叶皂苷钠对 ｏｘＬＤＬ诱导的
Ｕ９３７细胞形成泡沫细胞及分泌炎性反应因子的影
响研究中发现，七叶皂苷能够抑制 ｏｘＬＤＬ诱导的
Ｕ９３７单核／巨噬细胞源性泡沫细胞的形成，并且显
著降低 ｏｘＬＤＬ诱导的 Ｕ９３７细胞分泌 ＮＯ、ＴＮＦα、
ＩＬ６、ＭＣＰ１和抵抗素等炎性因子，对动脉粥样硬化
产生有益的影响。

２２　皂苷类成分的临床应用
２２１　慢性下肢静脉功能不全（ＣＶ）　董国祥
等［２５］对６５例下肢静脉功能不全患者采用口服七叶
素治疗。对比外用弹力袜观察组，２组在治疗后下
肢容积及周径缩小程度及主观症状改善方面无明显

差别。且七叶皂苷组患者的依从性优于弹力袜组。

Ｏｔｔｉｌｌｉｎｇｅｒ和Ｇｒｅｅｓｋｅ［２６］采用七叶皂苷疗法对５０００
多例下肢静脉功能不全患者进行治疗，发现七叶皂

苷能很好的改善患者下肢水肿疼痛等症状。Ｌａｎｇｅ
ｒｏｎ等［２７］研究发现，七叶皂苷治疗下肢静脉功能不

全与其他临床常用药物比较差异不明显。深入的药

理研究结果提示，七叶皂苷可能是通过降低血管通

透性，抑制透明质酸酶而改善静脉血管功能。

２２２　创伤性软组织肿胀　陈文革［２８］对８７例下
肢骨折后肿胀患者使用七叶皂苷素钠进行消肿治

疗，疗程４ｄ，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肢周径、肿胀评分，
疼痛评分均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吴伟和邝蕾［２９］对５０例肢体闭合性骨折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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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使用七叶皂苷钠进行治疗，对比单纯骨折对症处

理患者，肢体肿胀消退明显。２组总有效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倪毅和刘伟［３０］对２０例乳
腺癌术后患肢淋巴水肿患者进行物理基础治疗加脉

络宁、β七叶皂苷钠静脉滴注，疗程１４ｄ，治疗３个
疗程。对比单纯物理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为

９０％，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证明两者联合用药治疗乳腺癌术后患肢淋
巴水肿疗效明显。周蕾蕾等［３１］对４１例乳腺癌患者
常规治疗后静脉推注 β七叶皂苷钠，疗程７～１０ｄ，
结果显示实验组术后患侧上肢水肿发生率为

４８８％，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显示七叶皂苷钠对乳腺癌术后患侧上肢水肿
的发生有预防作用。李霞［３２］在血管环体外灌流技

术观测不同条件下七叶皂苷钠对大鼠离体胸主动脉

张力作用的实验中观察到七叶皂苷钠对大鼠离体胸

主动脉血管张力产生“全或无”作用，在低浓度产生

非依赖型收缩作用，较高浓度在无钙液中也能产生

一定程度的内皮依赖性且不依赖于ＩＰ３Ｒ、ＲＹＲ功能
和ＰＫＣ活性的血管收缩效应（Ｐ＜００１）。
２２３　脑水肿　朱理治［３３］对２８例脑出血水肿患
者采用甘露醇联合七叶皂苷钠静脉滴入治疗。对比

单纯静滴甘露醇患者，观察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脑出血急
性期患者经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七叶皂苷钠可有效

降低脑出血后脑水肿发生率。余红丽等［３４］对４８例
脑水肿患者每日静脉滴注 β七叶皂苷钠，疗程７ｄ。
对比静滴甘露醇加地塞米松治疗患者，１个疗程后
总有效率９５８３％，好于对照组（Ｐ＜００１）。
２２４　外科术后软组织水肿　崔岚嵩［３５］采用静滴

七叶皂苷钠治疗６０例甲状腺疾病术后颈部肿胀患
者。对比口服迈之灵片患者，观察组能明显减轻术

后伤口疼痛，快速消除术后颈部肿胀，减轻颈部黏连

情况，各项指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郭正东等［３６］对６０例面部整形术后
的患者采用注射七叶皂苷钠治疗，对比口服迈之灵

片组患者。以患者术前以及术后３、５、７ｄ４个时间
段血清Ｃ反应蛋白值、肿胀程度、总有效率等为评
价指标。观察组观察的３个指标均优于对照组。胡
怀彬和张明明［３７］对１５０例重睑手术患者静脉滴注
七叶皂苷钠，疗程１周。对比常规治疗患者，观察组
术后眼裂高度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术后眼
周组织肿胀程度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总有效率差异明显（Ｐ＜００５）。李小军［３８］对２５例

肛肠术后患者静滴七叶皂苷钠治疗，疗程７ｄ。疗效
明显高于不使用消肿药物的对照组患者（Ｐ＜
００５）。李荷英等［３９］对４８例痔外剥内扎术后患者
应用七叶皂苷钠静滴，并联合使用微波治疗仪肛周

局部照射。术后４８ｈ及术后７ｄ在疼痛，水肿等疗
效评分上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２２５　呼吸系统疾病　朱利清和吴凡伟［４０］观察４８
例慢性肺心病急性加重期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

上加用β七叶皂苷钠２０ｍｇ静脉滴注，１０ｄ后观察
治疗后患者的血液流变学、血气分析、临床症状及体

征的变化比对照组明显改善。观察组总有效率

８９５８％，２组间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李雅
男和苏鹏宇［４１］将５３例肺心病心力衰竭患者随机分
为２组，观察组为β七叶皂苷钠合用呋塞米，对照组
单独静脉注射呋塞米。２组之间水肿消退天数观察
组为（４５±０９）ｄ，对照组为（７１±１３）ｄ实验组明
显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发生低钾血症患
者（４例）低于对照组（９例）（Ｐ＜００５）。王艳蕾
等［４２］对５８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在常规治疗基
础上加用七叶皂苷钠和噻托溴铵，治疗１４ｄ，总有效
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
疗后２组患者的血清ＴＮＦα、ＩＬ６和 ＩＬ８水平、第１
秒用力呼气容积（ＦＥＶ１）、第１秒用力呼气容积／用
力肺活量（ＦＥＶ１／ＦＶＣ）及ＦＥＶ１％预计值等各指标均
有所改善（Ｐ＜００１）。
２３　黄酮类化合物药理机制研究进展　魏锋［４３］使

用从娑罗子中提取的黄酮类化合物进行抗病毒活性

检测，结果显示其中部分黄酮类化合物（槲皮素３０
葡萄糖苷）及七叶树黄酮苷 Ａ具有抗流感Ⅰ型病毒
的活性。

２４　香豆素类化合物药理机制研究进展　研究表
明，娑罗子中分离出来的香豆素类包括七叶内酯、七

叶苷、秦皮苷和双七叶内酯白蜡素（秦皮亭 ｆｒａｘｅ
ｔｉｎ）［４４］，其中七叶内酯和七叶苷是治疗细菌性痢疾
的有效成分。

２５　有机酸类化合物药理机制研究进展　张辰露
等［４５］发现娑罗子中所含的有机酸类化合物包括油

酸、亚油酸、亚麻酸、硬脂酸棕榈酸、富马酸、天师酸

和天师栗酸，后两者为新化合物。

２６　甾醇类化合物　尉芹等［４６］分析国外文献发现

娑罗子中所含的甾醇类有麦角甾醇，β谷甾醇３０
葡萄苷，β谷甾醇和菠菜甾醇。
３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娑罗子中含有多种活性成分，疗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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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且临床使用范围广泛。国内外学者对娑罗子的活

性成分，尤其是对七叶皂苷的具体药理机制做了深

入研究。包括七叶皂苷在局部血管系统对血管收缩

功能及溶血效应，抗溃疡机制，调节血脂代谢，抗缺

血损伤，抗炎机制等。从本次所收集的资料来看，近

年来对于娑罗子中其他活性成分如：黄酮类、香豆素

类、甾醇类的研究仍明显不足，有待进一步加强娑罗

子的研究

目前市面上已有多种娑罗子有效成分提取加工

的制剂广泛运用于临床各科。如德国的“Ｒｅｐａｒｉｌ”
（注射剂）“ＱｕｅｓｃｕｓａｎＧｅｒｍｄ”（糖衣片、栓剂）；日本
的“Ｖｅｎｏｓｔａｓｃｉｎ”（注射剂、胶囊、软膏）“Ｔｏｃｈｉｋｉｎｏｎ”
（片剂），国内主要剂型有注射用七叶皂苷素钠针，

七叶皂苷素钠片等，主要用于软组织肿胀、静脉性水

肿，下肢静脉性水肿，静脉曲张等静脉疾病［４６］。我

国有丰富的娑罗子资源，云南、贵州、四川、广东、湖

南、江西、河南、湖北、陕西等地均有分布［４７］。充分

利用这一宝贵自然资源，进一步挖掘娑罗子有效成

分药理机制及临床应用研究将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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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西南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１，２３（４）：２８９２９２，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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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张古忍，吴光国，古德祥，等．冬虫夏草资源可持续利用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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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２４（１０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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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２００５，２５（１１４）：１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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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２００３，４５（２）：５６．

［５２］向丽，陈士林，代勇，等．冬虫夏草菌寄主小金蝠蛾人工饲养成
虫生物学特性［Ｊ］．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２０１２，１４（１）：
１１７２１１７６．

［５３］潘和平，马福全，王三喜，等．碌曲蝠蛾幼虫的人工饲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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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王延年．昆虫人工饲料的发展、应用和前途［Ｊ］．应用昆虫学报，
１９９０，２７（５）：３１０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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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２００２，３９（２）：１４４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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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营养成分比较分析［Ｊ］．特产研究，２００７，５７（４）：５２５５．

［６０］鲁增辉，伍晓丽，刘飞．冬虫夏草寄主幼虫饲料营养成分比较分
析［Ｊ］．西南农业学报，２０１３，２６（５）：２０４８２０５１．

［６１］李文佳，李全平，魏再鸿，等．土壤和植物对冬虫夏草寄主昆虫

规模化饲养的影响［Ｊ］．菌物学报，２０１６，３５（４）：４６７４７５．
［６２］刘飞，伍晓丽，陈仕江，等．冬虫夏草人工培殖的研究概况［Ｊ］．

中草药，２００７，３８（２）：３０２３０５．
［６３］李黎，陈仕江，小扎西，等．西藏那曲冬虫夏草寄主昆虫幼虫饲

养研究［Ｊ］．重庆中草药研究，２０１１，５３（２）：２４．
［６４］饶璐．冬虫夏草寄主昆虫的饲养［Ｊ］．甘肃科技情报，１９９４，２３

（１）：３６．
［６５］贺宗毅，刘飞，陈仕江，等．青藏高原特色资源冬虫夏草培育过

程中的病虫害研究进展［Ｊ］．重庆中草药研究，２０１２，５４（１）：５７
５８．

［６６］陈健，高祖?，余虹，等．斜脉蝠蛾“黑点病”的病原及防治的初
步研究［Ｊ］．微生物学通报，１９９１，１８（６）：３２３３２５．

［６７］曾纬，陈仕江．冬虫夏草寄主昆虫拟青霉病研究［Ｊ］．中国中药
杂志，２００１，２６（７）：４５５４５６．

［６８］曾纬．贡嘎蝠蛾绿僵病菌的侵染、发生、传播情况研究［Ｊ］．重庆
中草药研究，２００８，５０（１）：４６．

［６９］刘飞，张德利，曾纬，等．创伤对冬虫夏草菌寄主幼虫后续生长
发育的影响［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５，４０（２）：２１０２１２．

［７０］曾纬，钱敏，刘飞．紫外线照射对绿僵菌、拟青霉菌抑制或杀灭
作用的研究［Ｊ］．重庆中草药研究，２００６，４８（２）：１３．

［７１］刘飞，伍晓丽，曾纬，等．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对冬虫夏草寄主
幼虫生长发育的影响［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０８，３３（２３）：２７４１
２７４４．

［７２］曾纬，尹定华，李泉森，等．冬虫夏草菌侵染及寄生阶段的生长
发育研究［Ｊ］．菌物学报，２００６，２５（４）：６４６６５０．

［７３］涂永勤，张德利，曾纬，等．蝠蛾属幼虫感染冬虫夏草菌的实验
研究［Ｊ］．食用菌，２０１０，２９（３）：１６１７．

［７４］马少丽，张宗豪，徐海峰，等．拉脊蝠蛾幼虫肠道菌群分析及侵
染试验［Ｊ］．食用菌，２０１４，３３（３）：２８３０．

［７５］雷桅，彭青云，张古忍，等．冬虫夏草菌在寄主钩蝠蛾幼虫中的
潜伏侵染过程研究［Ｊ］．环境昆虫学报，２０１５，３７（２）：３８７３９２．

［７６］涂永勤，朱华李，张德利，等．不同产地冬虫夏草菌对寄主幼虫
侵染力研究［Ｊ］．中国食用菌，２０１２，３１（５）：３２３４．

［７７］李全平，贺媛，刘杰明，等．冬虫夏草寄主昆虫选育及生殖退化
研究［Ｊ］．菌物学报，２０１６，３５（４）：４５６４６６．

［７８］尹定华，李黎，黄天福，等．贡嘎蝠蛾各虫态生态学的研究［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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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学院学报，２００３，１８（４）：１２６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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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１７２１７３．

（２０１６－１１－１７收稿　责任编辑：杨觉雄）

·０５１３·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Ｖｏｌ．１２，Ｎｏ．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