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１７３５６９）
作者信息：赵丹萍（１９９２０３—），女，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药新技术与新制剂的研究与应用，Ｅｍａｉｌ：ｓｈｅｒｒｙ０４２２０３２０＠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作者：王林元（１９６１１０—），男，本科，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药新技术与新制剂的研究与应用，Ｅｍａｉｌ：１３３８１００２２０２＠
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基于中、英文文献数据库的欧洲七叶树种子

和娑罗子的对比研究

赵丹萍　张建军　费文婷　朱映黎　汤如莹　王林元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欧洲七叶树种子隶属无患子目、七叶树科、七叶子属、欧洲七叶树（ＡｅｓｃｕｌｕｓｈｉｐｐｏｃａｓｔａｎｕｍＬ）种，为欧洲七叶树的干
燥成熟种子。欧洲七叶树种子、树皮、叶作为一种传统草药在欧洲已有数百年的应用历史，可用于解热、痔疮等疾病的治

疗，现代研究表明欧洲七叶树以种子中活性成分最多、应用最广。娑罗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中药，是七叶树

（Ａｅｓｃｕｌ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ｇｅ）、浙江七叶树（Ａｅｓｃｕｌ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ｇｅｖａｒ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ＨｕｅｔＦａｎｇ）Ｆａｎｇ）或天师栗（ＡｅｓｃｕｌｕｓＷｉｌｓｏ
ｎｉｉＲｅｈｄ）的干燥成熟种子，性温味甘，归肝、胃经，具有疏肝理气、和胃、止痛之功效，可用于肝胃气滞、胸腹胀闷、胃脘疼
痛。本文基于英文文献数据库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ＰｕｂＭｅｄ以及中国知网（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ＮＫＩ）通过检索欧洲七叶树种子和娑罗子的相关中、英文文献，从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临床应用等方面对其进行对比总
结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欧洲七叶树种子中含有皂苷、黄酮、酚类、脂肪酸等化学成分，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过敏、抗癌等多

种药理作用，临床上多用于慢性静脉功能不全、心血管等疾病；娑罗子中化学成分与欧洲七叶树种子基本一致，也含有皂

苷、黄酮等化合物，具有抗炎、胃肠道保护等药理作用，临床上用于脑出血、脑血栓、外伤肿胀等疾病，可见欧洲七叶树种子

和娑罗子在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方面有所不同，推测其可能的原因是目前２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或者是２者在某种化
学成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挖掘，本文将为欧洲七叶树种子在中国的引种、药用价值研究以

及相关产品开发等方面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　欧洲七叶树种子；娑罗子；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临床应用；不良反应；文献数据库；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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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七叶树（ＡｅｓｃｕｌｕｓｈｉｐｐｏｃａｓｔａｎｕｍＬ），又名
欧马栗（Ｈｏｒｓｅｃｈｅｓｔｎｕｔ），原产于阿尔巴尼亚、希腊等
地，现在我国上海和青岛等城市已有引种栽培［１］。

目前利用欧洲七叶树研制的制剂，如德国的注射剂

Ｒｅｐａｎｌ，糖衣片、栓剂 Ｑｅｓｃｕｓａｎｇｅｒｍｄ等均广泛用于
临床。欧洲七叶树种子（Ｈｏｒｓｅｃｈｅｓｔｎｕｔｓｅｅｄ）为欧洲
七叶树的干燥成熟种子，作为欧洲的一种传统民间

草药，早期常用于解热、痔疮等疾病的治疗［２］。现代

研究发现欧洲七叶树种子提取物在慢性静脉功能不

全、水肿及血液疾病中应用广泛，具有较高的医疗药

用价值［３］。娑罗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

的一味常用中药，始见于《本草纲目》，李时珍曾云：

“天师栗惟西蜀青城山中有之，他处无有也，张天师

学道于此所遗而故名。似栗味美，惟独房若橡为异

耳”。《本草纲目拾遗》记载其功效：“治心胃寒痛，

虫痛，宽中下气，治胃脘肝膈膨胀，疳积疟痢，吐血劳

伤，平胃通络”。由其提取物七叶皂苷钠为主要成分

研制的相关注射剂、片剂、搽剂等也已应用于临床。

欧洲七叶树种子与娑罗子为同属植物种子，本文基

于相关文献数据库，从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以及临床

应用等方面入手，对比总结分析２者之间的异同点。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来源　检索 ＣＮＫＩ数据库发现，欧洲七叶
树种子相关中文文献数量较少，且多集中在种植及

体细胞胚胎发生研究等方面，故此部分主要以 Ｗｅｂ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为数据来源进行分
析。检索ＷｏＳ、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筛选后发现，娑罗子
相关英文文献数量共８篇，因数量较少不做统计分
析。故此部分主要以 ＣＮＫＩ数据库为数据来源进行
分析。

１２　检索策略　以“Ａｅｓｃｕｌｕｓｈｉｐｐｏｃａｓｔａｎｕｍ”ｏｒ
“Ｈｏｒｓｅｃｈｅｓｔｎｕｔｓｅｅｄ”为主题，检索１９８４年１月１日
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６日期间相关文献。以“娑罗子”
为主题，检索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９月３０日
期间相关文献。

１３　纳入标准　纳入以欧洲七叶树种子的化学成
分研究、药理作用研究、临床研究、生长发育研究为

主题的相关文献。纳入以娑罗子的化学成分研究、

药理作用研究、临床研究、生长发育研究为主题的相

关文献。

１４　排除标准　文中涉及欧洲七叶树种子等词语
但与其研究内容无关的文献、信息不全的文献、欧洲

七叶树树皮、花粉等研究的文献。排除文中涉及娑

罗子等词语但与其研究内容无关的文献、信息不全

的文献。

１５　数据的规范与数据库的建立　根据检索式，检
索到相关文献共计６４９篇，根据排除标准，排除４３７
篇，纳入分析文献２１２篇。将所得数据导出，通过软
件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３２０６９４１）建立“欧洲七叶树种
子”数据库，以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临床应用等方面

内容为对象进行分析，分类发文情况见图１。根据
检索式，检索到相关文献共计 １５３篇，根据排除标
准，排除２８篇，纳入分析文献１２５篇。将所得数据
导出，通过软件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３２０６９４１）建立“娑
罗子”数据库，以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临床应用等方

面内容为对象进行分析，分类发文情况见图２。

图１　欧洲七叶树种子研究发文情况图

图２　娑罗子研究发文情况图

２　结果
２１　对比分析　欧洲七叶树种子与娑罗子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３方面，
其中欧洲七叶树种子以药理作用研究最多，而娑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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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研究最多的则是临床应用具体结果见图３。根据
文献分析结果，对２者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临床应
用３方面做进一步对比分析。

图３　欧洲七叶树种子、娑罗子文献研究对比图

２２　化学成分对比研究
２２１　欧洲七叶树种子化学成分研究　欧洲七叶
树种子中化学成分的研究相对较早，Ｗｉｎｔｅｒｓｔｅｉｎ最
先从欧马栗种子中分离得到了七叶皂苷元（Ｅｓｃｉｇｅ
ｎｉｎ，Ｃ３５Ｈ５８Ｏ７）

［４］。而后 Ｐａｒｉｓ［５］等人对其进行了深
入研究，并将分子式修正为 Ｃ３０Ｈ４８Ｏ５。后期随着研
究技术的不断发展，又从欧洲七叶树种子中分离得

到了七叶皂苷（Ｅｓｃｉｎ，Ａｅｓｃｉｎ）、巴豆酸、当归酸、七叶
皂苷醇等化合物，并对七叶皂苷结构组成进行分析

发现七叶皂苷并非是单一化合物，而是一组混合

物［６］。此外研究发现，欧洲七叶树种子中除皂苷外，

还含有七叶酸、七叶灵酸以及黄酮类化合物［７８］、脂

肪油、脂肪酸［９］、淀粉［１０］等化合物。

２２２　娑罗子化学成分研究　早期研究人员从天
师栗中分离得到了天师栗酸等６种化合物［１１］，并从

三萜总皂苷的水解产物中分离出了七叶皂苷元、原

七叶皂苷元等化合物［１２］。宋晓虹等［１３］使用高效液

相色谱离子阱质谱法进一步分析七叶皂苷钠中的
皂苷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其苷元结构类型有２种，
分别是原七叶皂苷元型及玉蕊精醇 Ｃ型，而每种类
型的取代基及取代位置也各不相同。此外娑罗子中

还含有黄酮［１４］、多糖［１５］、脂肪酸等。以上研究提示

我们欧洲七叶树种子和娑罗子化学成分基本一致，

以七叶皂苷含量最多，同时含有黄酮、脂肪酸等成

分。

２３　药理作用对比研究
２３１　欧洲七叶树种子　七叶皂苷类化合物为欧
洲七叶树种子中最主要的活性成分，研究发现其主

要具有以下药理作用。

２３２　抗炎作用　七叶皂苷（七叶素）具有强化血
管、降低血管通透性、消肿和抗炎作用［１６］。Ｚｈａｎｇ

等［１７］通过建立缺血性大鼠损伤模型，探讨七叶皂苷

的作用。研究发现七叶素可通过调节特定的炎性反

应因子的表达及巨噬细胞刺激因子（ＧＭＣＳＦ）的表
达，降低缺血性大鼠的认知缺陷及海马损伤。Ｘｉｎ
等［１８］以角叉菜胶建立大鼠足肿胀、胸膜炎模型，并

切除大鼠双侧肾上腺，探讨七叶皂苷与糖皮质激素

合用时是否具有抗炎作用。结果表明２者合用可显
著降低渗出液体积以及白细胞数量，并在脂多糖诱

导的小鼠巨噬细胞 ＲＡＷ２６４７研究中发现，七叶素
可降低一氧化氮（ＮＯ）、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α）等含
量，２者合用，可增强其抗炎作用。
２３３　抗氧化作用　Ｙａｌｉｎｋｉｌｉｃ等［１９］研究欧洲七叶

树种子提取物对Ｘ射线（ＸＲ）损伤大鼠体内的脂质
过氧化和抗氧化系统的影响。结果该提取物发现降

低了ＸＲ损伤小鼠血液样本中自由基诱导的脂质过
氧化值，增强体内抗氧化系统，从而对 ＸＲ的细胞损
伤起到了保护作用。Ｋｕｃｕｋｋｕｒｔ等［２０］建立标准颗粒

饮食（ＳＰＤ）和高脂饮食（ＨＦＤ）雄性小鼠模型，以观
察欧洲七叶树种子皂苷提取物对小鼠血液、组织抗

氧化防御系统的作用。结果发现该提取物可以提高

机体抗氧化性防御系统的抗氧化性，防止 ＨＦＤ诱导
的脂质过氧化的发生。

２３４　抗癌、抗肿瘤作用　Ｐａｔｉｏｌｌａ等［２１］用不同浓

度的七叶素对 ＨＴ２９人结肠癌细胞进行治疗，并通
过流式细胞法对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进展进行分

析。结果发现在七叶素可对ＨＴ２９细胞内的Ｇ（１）
Ｓ期起到生长抑制作用，成为治疗结肠癌化疗和治
疗的一种有用的候选剂；同时发现七叶素可通过抑

制ＮＦｋａｐｐａＢ激酶复合体（ＩＫＫ）的活化，使ＮＦｋａｐ
ｐａＢ调控细胞存活率和转移性基因产物的降低，从
而导致细胞对细胞因子和化疗药物的敏感化［２２］；并

且对人类脐带内皮细胞（ＨＵＶＥＣｓ）和 ＥＣＶ３０４细胞
的增殖、迁移和凋亡具有直接影响［２３］。七叶皂苷对

急性、慢性髓性白血病细胞ＨＬ６０和Ｋ５６２的增殖具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可通过诱导其细胞凋亡发挥治

疗功效［２４２５］。以上研究提示我们七叶皂苷钠可作为

一种新型的抗肿瘤药物应用于临床。

２４　静脉、血管调节作用　内皮功能障碍是静脉功
能不全的主要假说，Ｃａｒｒａｓｃｏ等［２６］利用大鼠胸主动

脉环模型探讨欧洲七叶树种子中七叶素对血管内皮

的保护作用，研究发现七叶素具有静脉收缩作用，可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内皮保护作用，用于治疗静脉功

能不足。Ｃａ２＋是静脉平滑肌（ＶＳＭ）功能的主要调节
者，Ｒａｆｆｅｔｔｏ等［２７］用组织液固定大鼠下腔静脉，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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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收缩性。结果表明七叶素可诱导细胞外的 Ｃａ２＋

依赖收缩，并且扰乱但α肾上腺素和 ＡＴ（１）Ｒ受体
介导的通路。

２５　胃肠道保护作用　Ｗａｎｇ等［２８］探讨了七叶素

对小鼠胃溃疡发病的潜在机制，对胃损伤形态学、组

织病理学以及胃黏膜的抗氧化性参数进行了测定，

结果小鼠溃疡指数降低和组织病理学变化衰减，七

叶素还使丙二醛、ｐ胶质、ＶＣＡＭ１和脊髓性氧化酶
活性减少，改善了胃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

氢酶和谷蛋白氧化酶活性。研究表明，七叶素对小

鼠胃溃疡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这一作用也在

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欧洲七叶树种子的抗氧化、抗炎

作用。

２６　其他　除上述作用外，七叶皂苷钠还具有调节
胃肠道血脂［２９］、神经保护［３０３１］等作用。

２７　娑罗子药理作用
娑罗子的药理作用研究主要集中在抗炎、静脉

功能调节、胃肠道保护方面。

２７１　抗炎作用　臧艳平［３２］通过建立大鼠海马痴

呆局部炎性反应病理模型，测试各组大鼠记忆再现

成绩、脑组织病理形态变化以及大鼠海马区神经胶

质细胞及细胞因子含量的变化，探讨 β七叶皂甙钠
对该模型大鼠的保护作用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结

果表明β七叶皂甙钠可通过抑制大鼠海马区胶质
细胞活化、减少细胞因子的生成、保护神经元等方

式，对痴呆大鼠模型脑内炎性反应损伤起到一定的

保护作用。

２７２　静脉调节功能　余志红［３３］等采用犬离体螺

旋隐静脉条张力试验观察 β七叶皂苷钠对犬离体
隐静脉收缩张力的影响，以及体外循环保持犬股动

脉灌流恒定的条件下经静脉全身给药后测定犬股静

脉压、股静脉流量和淋巴回流量的变化。结果发现，

β七叶皂苷钠能明显增加犬离体隐静脉条收缩张
力，在犬股动脉灌流恒定状态下 β七叶皂苷钠能明
显加强犬股静脉张力，加快其静脉压上升速率、增加

犬股静脉流量及淋巴回流，表明娑罗子制取的 β七
叶皂苷钠具有治疗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的作用。

２７３　胃肠道保护　辛文妤等［３４］用阿司匹林制备

溃疡模型，灌胃给药娑罗子提取物（ＳＡＥ），于显微镜
下观察胃溃疡指数。结果发现与模型组相关，给予

ＳＡＥ可以明显降低溃疡指数，对阿司匹林所致胃溃
疡有预防作用。姜丽岳等［３５］建立小鼠便秘、肠蠕动

抑制及急性胃黏膜损伤模型，通过对小鼠首次排便

时间、粪便粒数及溃疡指数等指标的观察，研究娑罗

子提取物的胃肠道保护作用。结果发现，与模型组

小鼠比较各剂量的娑罗子提取物对上述指标均具有

一定的作用，提示其对实验小鼠胃肠道具有明显的

保护作用。

２８　七叶树种子及娑罗子药理作用对比　从欧洲
七叶树种子及娑罗子药理作用对比研究发现，文献

研究对比见图４，２者均具有明显的抗炎作用。欧洲
七叶树种子在抗氧化剂、抗肿瘤方面的研究较多，而

娑罗子目前几乎未见相关研究；在胃肠道保护方面，

娑罗子的研究较多，这也与其疏肝、理气、和胃、止痛

的功效相一致。由于欧洲七叶树种子和娑罗子化学

成分较相近，这就提示我们，在后续药理作用相关研

究过程中应从２者之间的差异作用入手进行深入研
究。

图４　欧洲七叶树种子、娑罗子药理作用文献研究对比图

２９　临床研究及不良反应对比研究
２９１　欧洲七叶树种子
２９１１　临床研究　从欧洲七叶树种子中提取的
七叶皂苷目前已应用于临床，常用于水肿、下肢静脉

溃烂、静脉曲张以及血管等方面疾病。临床研究发

现七叶皂苷对头部外伤后脑水肿的患者具有很好的

治疗效果［３６］；种子提取物中的皂苷也可用于手臂淋

巴水肿的治疗［３７］。Ｓｕｔｅｒ等［３８］通过对慢性静脉功能

不足患者的临床试验研究，以降低下肢水肿的指标

和减轻腿部疼痛、瘙痒的症状，证明了这些七叶素制

剂的有效性。此外 Ｐｉｔｔｌｅｒ、Ｍｕｅｌｌｅｒ、Ｄｕｄｅｋ等［３９４１］也

对欧洲七叶树种子提取物进行了静脉功能不全的相

关临床研究。

２９１２　不良反应　目前关于欧洲七叶树种子不
良反应的说法不一。常规体内体外模型研究并没有

发现任何毒性或不良事件。但Ｌｉａｎｇ等［４２］通过对斑

马鱼的研究发现，欧洲七叶树种子提取物七叶皂苷

钠具有潜在心脏毒性，也有研究报道口服欧洲七叶

树种子提取物还可引起瘙痒和胃病，静脉给药后有

个例发生肾和肝毒性，静脉给以七叶苷亦可引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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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反应［４３］。具体的不良反应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

究验证。

２９２　娑罗子
２９２１　临床研究　与欧洲七叶树比较，娑罗子的
临床研究相对较多。武玉玺等［４４］研究血栓通联合

β七叶皂甙钠治疗脑血栓形成疗效，通过４１例脑血
栓患者的观察，发下观察组患者的各项情况都好于

对照组患者，说明这２种药物联合使用效果肯定，值
得临床使用。阮韶霞［４５］、孟庆方等［４６］研究七叶皂

甘钠对脑出血的治疗作用，发现其效果显著。王健

等［４７］对七叶皂甙钠联合甘露醇防治手外伤肿胀进

行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其疗效显著，安全性好。王建

刚等［４８］研究发现七叶皂苷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ＬＩＤＰ）安全、有效，早期治疗改善患者自觉症状和
腰部体征效果明显。除此之外，研究发现娑罗子中

的皂苷可用于老年支气管哮喘［４９］及周围性面神经

炎［５０］的治疗。

２９２２　不良反应　因 β七叶皂苷钠具有口服肠
道不易吸收、肌肉注射易引发组织坏死等特点，目前

临床大多以静脉注射的形式给药，但治疗过程中发

现其会导致静脉炎的发生率升高，国内报告显示本

品（２０～３０ｍｇ静脉滴注）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８２２％［５１］。以上研究也提示我们在临床应用时应

尽量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临床

疗效。

２９３　小结　在临床应用方面，欧洲七叶树种子的
研究大多集中在水肿、静脉曲张以及血管等方面疾

病，娑罗子则侧重于脑血栓及脑出血等方面的研究，

还可用于老年支气管哮喘及周围神经炎，主要以抗

炎作用为主。２者在临床应用上的差异，为进一步
扩大各自临床适应证的研究提供了方向。

３　讨论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吸纳外来医药的传统，对外

来药物秉持“开放”的态度。近年来国家相继推出

来一些列相关政策，如“一带一路”等，政策的转变

使得国外越来越多的优秀品种进入中国医药行业。

张建军等［５２］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提出了外来药物

“中药化”的研究思路，并应用中药药性现代研究方

法，通过“文献研究理论探讨药性验证临床实践”
的路径研究外来中药的中药性能，为外来药物进入

中医临床提供了科学依据。

娑罗子药理作用显著，临床应用广泛，是很有前

景的药物，但随着临床使用的增加，对该植物的需求

量也随之增加，现有资源难以长期满足医药及绿化

等需求。欧洲七叶树种子与娑罗子是同属植物，将

作用有相似之处、生物活性较强的欧洲七叶树种子

以“欧娑罗子”引入中国可以拓展我国药用资源。

上对相关中英文文献的初步研究也提示我们２者在
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以及临床应用等方面确有异同，

后续我们继续以文献研究为导向，依据张建军等［５７］

提出的外来药物的研究思路，基于中医基础理论研

究，探讨欧洲七叶树种子的药性，以期为欧洲七叶树

种子在中国的应用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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