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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介绍近年来苦参化学成分及其药理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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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参 （Sophora flavescens Ait）， 豆科槐属植
物， 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药物之一， 始载于 《神
农本草经》， 列为中品。 《本草经集注》 载： “今
出近道， 处处有。 叶极似槐树， 故有槐名。 花黄，
子作荚， 根味至苦恶。” 《本草图经》 载： “其根
黄色， 长五七寸许， 两指粗细。 三五茎并生， 亩高
三四尺以来。 叶碎青色， 极似槐叶， 故有水槐名。
春生冬调。 其花黄白， 七月结实如小豆子。” 《本
草纲目》 曰： “苦以味名， 参以功名。”
１ 化学成分

苦参中分离得到的次生代谢产物主要有两大
类： 生物碱和黄酮， 也有一些其它成分。 从苦参
中分离出来的生物碱有 ２０ 多种， 大多数为喹诺里
西啶类， 少数为双哌啶类， 其中， 苦参碱、 氧化
苦参碱、 羟基苦参碱、 槐果碱、 氧化槐果碱等为
含量较多 [１]。 另外， 还有金雀花碱型、 无叶豆碱
型、 羽扁豆碱型生物碱 [２]； 从苦参中分离的黄酮
类化合物已经有 ３０ 多个， 主要有黄酮类、 异黄酮
类、 查耳酮类和紫檀素类， 少数成苷。 苦参中还
分离到一些苯丙素、 醌类和五环三萜皂苷。
２ 药理作用

苦 参 是 我 国 常 用 中 药， 其 性 味 苦 寒， 归 心、
肝、 肾、 大肠、 膀胱经， 具有清热燥湿， 祛风杀
虫， 利尿的功能。 用于热痢、 便血、 尿闭、 赤白
带下、 阴痒、 湿疹、 湿疮、 皮肤瘙痒、 疥疮麻风、
外治滴虫性阴道炎。 近年来， 对苦参药理研究不
断深入， 现将国内外对其研究现状综述如下。
２．１ 抗肿瘤活性 苦参的抗肿瘤作用， 通过抑制
肿瘤细胞增殖、 抑制端粒酶活性、 诱导肿瘤细胞
凋 亡、 阻 止 细 胞 周 期 进 程、 提 高 抗 肿 瘤 免 疫 力、
抑制癌转移和与化疗的协同作用来实现的 [４]。 研
究表明， 苦参对恶性葡萄胎、 绒癌、 子宫癌、 埃
氏腹水瘤和淋巴、 内癌细胞都有不同程度的抑制
和消灭作用， 苦参碱还对肿瘤细胞具有选择性杀

伤能力 [３]。
２．２ 对肝的作用 苦参素的主要成分是氧化苦参
碱， 在临床上具有免疫调节、 保护肝细胞及抗病
毒的作用。 对于 慢 性 肝 炎 病 人， 用 苦 参 素 治 疗 ３
个 月， 其 HbeAg， HBV， DAN 阴 转 率 达 到 ４２．９％
和 ４６．４％， 因此， 苦参素在慢性肝炎的治疗中具有
一定的价值； 苦参素对慢性肝酸上具有一定的防
护作用， 可以治愈人类肝损伤， 防止慢性肝炎向
肝硬化发展， 并对急性肝损伤也有保护作用； 苦
参 素 还 能 有 效 降 低 血 液 中 的 HA、 PCII、 ALT 和

TBIL 的含量， 改善临床症状， 减轻炎性细胞浸润
及肝细胞坏死， 具有抗肝纤维化的作用 [５]。
２．３ 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
对心脏具有负性频率、 负性自律性和延长有效不
应期作用， 可以对抗乌头碱的心率失常， 推测其
具有抗心率失常作用 [６]， 张宝恒等人的实验也证
明 了 苦 参 碱 对 大 鼠 有 明 显 的 抗 心 率 失 常 作 用 [７]，
王继光等报道， 苦参总黄酮同样具有抗心率失常
的作用 [８]。 槐果碱和槐定碱可使冷血动物的末梢
及内脏血管引起收缩 [９]。 苦参碱具有降血脂、 对
抗脑垂体后叶素引起的冠状血管收缩和增加流量、
保护心肌缺血的作用， 并能增强心肌收 缩 力 [１０]；
苦参总碱对兔、 大鼠等动物的心脏有明显的抑制
作用， 可使心肌收缩力减弱、 心输出量减少 [１１]。
２．４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 苦参能明显抑制小
鼠的自发活动， 能拮抗苯丙胺和咖啡因的中枢兴
奋作用， 增强戊巴比妥钠及水合氯醛中的中枢抑
制作用。 槐果碱、 苦参碱、 槐胺碱及槐定碱均能
不同程度声高大鼠纹体及前脑边缘区的多巴胺代
谢物的含量。 槐果碱还能降低纹状体中多巴胺含
量， 将其注入延髓能明显升高脑内的 cAMP [１０]。 苦
参碱和氧化苦参碱有类似安定的作用， 对中枢均
有抑制作用， 并与脑中递质 γ－氨基丁酸和甘胺酸
含量增加有关， 作用随剂量增加而增强 [１２]。 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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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参碱具有明显的镇静、 催眠等中枢神经抑制作
用 [１３]。
２．５ 对免疫系统的作用 苦参中的生物碱—苦参
碱、 氧化苦参碱、 槐果碱、 槐胺碱及槐定碱均为
免疫抑制剂， 对 T 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有不同程
度 的 抑 制 效 应 ， 对 依 赖 T 细 胞 的 抗 致 敏 红 细 胞
（SRBC） 有抗体反应， 苦参碱、 氧化苦参碱、 槐胺
碱均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 氧化苦参碱对小鼠脾

T、 B 淋巴细胞和细胞因子呈双向调节作用， 即高
浓度 （１mg ／ mL） 呈不同程度的抑制效应， 而低浓
度 （１０－５mg ／ mL） 则有明显的增强效应， 较高浓度
时与分裂霉素对淋巴细胞的作用呈协同作用 [１０]。
２．６ 抗炎抑菌作用 苦参有抗炎抑菌作用， 对痢
疾杆菌、 金色葡萄球菌、 维白痢沙门氏杆菌均有
显著抑制作用， 对堇色毛癣菌等 １０ 多种皮肤真菌
也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１４]。 肌肉注 射 苦 参 碱，
能明显对抗由巴豆油诱发的耳壳炎症， 长期给药，
其作用随剂量增加而增强； 苦参还对大鼠后肢因
角叉菜胶诱发的炎症及因小鼠腹腔注射冰醋酸诱
发的渗出性炎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１５]。 苦参还具
有抗原虫活性， 对致病性皮肤真菌有抑制作用 [１６]。
李洪敏等人的实验表明苦参碱对结核杆菌有较强
的抑制作用， 但杀菌作用较弱 [１７]。 张 耀 龙 报 道，
苦参碱能抑制角朊细胞增殖， 并有抗炎和调节免
疫的作用能够 [１８]。 现已知苦参抗菌的主要活性成
分是苦参碱、 氧化苦参碱、 槐定碱、 三叶豆檀甙
和高丽槐素 [１]。
２．７ 抗病毒活性 陈婷婷等报道， 苦参总碱有明显
的抗 CVB 活性， 且作用与药物浓度存在剂量以来
关系 [１９]。 杨志伟等人研究表明， 苦参总碱在体外有
明显抗 CVB３ 作用 [２０]。 叶明等人报道， 苦参碱具有
抗乙肝病毒的作用， 可用于乙型肝炎的临床治疗
[２１]。 近几年氧化苦参碱在治疗病毒性肝炎方面的研
究主要进展有： 氧化苦参碱具有直接抗乙型肝炎病
毒作用； 氧化苦参碱可阻断肝细胞异常凋亡； 氧化
苦参碱能抑制胶原活动和防治肝纤维化； 氧化苦参
碱对实验性小鼠肝衰竭具有保护作用； 氧化苦参碱
治疗慢性肝炎取得良好疗效 [２２]。
２．８ 抗过敏和平喘作用 鲍淑娟等人报道， 氧化苦
参碱能抑制 IgE 和自抗原引起的肥大细胞释放组织
胺， 但不改变 Pa 细胞的 cAMP 水平， 说明氧化苦
参碱有抗过敏作用； 对大鼠、 豚鼠的离体气管、 回
肠平滑肌在有 Ca２＋和无 Ca２＋的情况下， 苦参碱均能
明显地对抗组织胺、 乙酰胆碱和氯化钡兴奋气管平
滑肌和肠平滑肌， 可见， 苦参具有平喘作用， 临床
上已经用来治疗支气管炎哮喘及喘息型气管炎 [２３]。

苦参还具有体外杀精作用， 可以利尿、 镇静、
镇痛解热； 苦参中的苦参碱和黄烷酮类化合物均
对胃黏膜损伤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具有止泻、 治

疗变应性鼻炎和抗阴道滴虫等多种药理活性， 具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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