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2009 - 10 - 12

基金项目 :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项目 (2007C258M ) ;云南省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对象第 9批 (2009C I097)

作者简介 :来国防 (1973 - ) ,男 ,河南柘城人 ,云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副主任药师 ,博士 ,主要从事中草药活性成分及中药质量

标准研究.

第 26卷第 6期
2010 年 6 月

商 丘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SHANGQ IU TEACHERS COLLEGE

Vol. 26 No. 6
June, 2010

灯盏花的研究进展

来国防 1, 2 ,程宾 1 ,王易芬 23 ,罗士德 2

(11云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云南 昆明 650011; 21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

植物化学与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云南 昆明 650204)

　　摘 　要 :灯盏花 ,又名灯盏细辛 ,首载《滇南本草 》,为云南地道民族药材. 综述灯盏花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临

床用途、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其化学成分有黄酮类 ,咖啡酸酯类 ,芳香酸类等化合物 ;药理作用主要有舒张血管 ,

改善微循环 ,抑制血小板及红细胞聚集 ,降低血液粘稠度等 ;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等 ;检测方法有薄

层扫描法、紫外分光光度法、高效液相法 ,毛细管电泳法等. 以期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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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stud ies on E rigeron breu iscapus

LA I Guofang1, 2 , CHENG B in1 , WANG Yifen23 , LUO Shide2

(1. Yunnan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 rug Control, Kunm ing 650011,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hytochem istry and

Plant Resources in W est China, Kunm ing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unm ing 650204, China )

Abstract: E rigeron breu iscapus (Vant. ) Hand - mazz is a genuine crude drug in Yunnan p rovince, which was con2
tained firstly in D iannan herbs. This articls reviewed the research p rogress in Chem ical composition which include

flavone, caffeic acid ester and aromatic acid et al; Pharmacological function which include expanding blood vessel,

imp roving m icrocirculation, inhibiting accumulation of p latelet and red corpuscle, lowering blood viscosity et al; Clin2
ical app lication which is effective in treating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al vessels dieases et al; test method which in2
clude TLC, UV, HPLC and cap illary electrophoresis et al. It can p rovide reference for studying this p lant in fu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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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盏花 ,又名灯盏细辛 ,为菊科植物短葶飞蓬 E rigeron breu iscapus (Vant. ) Hand. 一 Mazz. 的干燥全草 ,

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 ,其中 98%左右分布在云南 ,是云南特有的山地中药材. 首载于《滇南本草 》,现行

《中国药典》一部予以收载. 具有散寒解表、祛风除湿、活血化瘀、通经活络、消炎止痛等功效. 灯盏花制剂自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应用于临床上 ,主要用于缺血性心脑血管病的治疗 ,近年来在老年性痴呆、肺心病、肝硬

化、眩晕症、肾衰、糖尿病、视网膜静脉阻塞等疾病的治疗方面 ,也收到了良好效果. 本文就灯盏花的化学成

分、药理作用、临床用途、检测方法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化学成分

目前从灯盏花植物中分离、鉴定出的化合物类型有黄酮类 ,咖啡酸酯类 ,芳香酸及其它类等.

1. 1　黄酮类化合物

黄酮类化合物是灯盏花植物的特征性成分 ,也是活性成分 ,已报道的化合物分别为 3, 5, 6, 4′-四羟基 -



7 -甲氧基黄酮 , 5, 7, 4′-三羟基黄酮 , 3, 5, 6, 7, 4′- 五羟基黄酮 ,黄芩素 , 5, 7, 4′- 三羟基双氢黄酮 [ 1 ]
, 5, 4′

-二羟基黄酮 - 7 - O -β- D -吡喃葡萄糖醛酸丁酯 [ 2 ]
,灯盏花甲素 , 5, 6, 4′- 三羟基黄酮 - 7 - O -β - D

-半乳糖醛酸苷 ,黄芩素 - 7 - O -β - D - 吡喃葡萄糖苷 [ 3 ]
, 1 - 羟基 - 2, 3, 5 - 三甲氧基 酮 [ 4 ]

, 5, 6, 4′- 三

羟基黄酮 - 7 - O -吡喃葡萄糖醛酸乙酯 ,芹菜素 - 7 - O -β - D - 葡萄糖醛酸苷 ,芹菜素 - 7 - O -β - D -

葡萄糖苷 [ 5 ]
;芹菜素 ,山奈酚 ,槲皮素 ,木犀草素 , 4′- 羟基黄芩素 [ 6 ]

; Scutellarein - 7 - O -β - D - glucu2
ronide methyl ester

[ 7 ]
;灯盏乙素 ,灯盏甲素 [ 8 ]

.

1. 2　咖啡酰类化合物

咖啡酰类化合物是灯盏花植物的另一类特征性成分 ,也是近几年发现的活性成分 ,与黄酮类化合物合用

配制的注射用灯盏细辛酚 ,目前已完成了临床研究. 从该植物中已分离鉴定的化合物有 : 1 - O - 甲基 - 3, 5

- O -双咖啡酰基奎宁酸甲酯 , 5 - O - 咖啡酰基奎宁酸丁酯 [ 9 ]
, erigesides I

[ 10 ]
, ( 1R, 3R ) - 二羟基 - ( 4S,

5R) -二咖啡酰氧基环己甲酸甲酯 ; 1, 4 -二羟基 (3R, 5R) -二咖啡酰氧基环己甲酸甲酯 [ 11 ]
, Erigoster A

[ 12 ]
,

1, 5 -二咖啡酰氧基奎宁酸 , 1, 3 -二咖啡酰氧基奎宁酸 , 3, 5 - 二咖啡酰氧基奎宁酸 , 3, 4 - 二咖啡酰氧基奎

宁酸 , 4, 5 -二咖啡酰氧基奎宁酸 [ 13 - 15 ] ; erigeside D [ 7 ] , 1 - (2’-β - 吡喃酮 ) - 6 - 啡酰氧基 -β - D - 吡喃葡

萄糖苷 [ 4 ] ,咖啡酸甲酯 [ 16 ] ,咖啡酸 [ 17 ] ,咖啡酸乙酯 [ 18 ] .

1. 3　芳香酸及其它类化合物

除黄酮类及咖啡酰类化合物外 ,已报道的化合物还有 : 3, 4 - 二羟基苯甲酸 ,肉桂酸 ,对甲氧基肉桂酸 ,

对羟基苯甲酸 [ 16 ]
, 3, 5 -二甲氧基 - 4 -羟基苯甲酸 , 3, 5 - 二甲氧基 - 4 - 羟基苯甲酸 7 -β - D - 葡萄糖酸

酯 [ 19 ] , 3, 4 -二羟基肉桂酸 [ 20 ] , 6 -甲氧基 7 - O -β- D - 香豆素吡喃葡萄糖苷 ,七叶树苷 [ 19 ] ,木栓醇 ,木栓

烷 ,表木栓烷 ,豆甾醇 ,豆甾醇 3 - O -β - D - 吡喃葡萄糖苷 ,β - 谷甾醇 [ 20 ] ,正四十五酸 ,麦角甾 - 7, 22 - 二

烯 - 3 -酮 [ 21 ]
.

2　药理作用

2. 1　对器官血流和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李玲等 [ 22 ]研究发现灯盏花总黄酮能减轻异丙肾上腺素诱发的大鼠心肌缺血性损伤 ; iv灯盏花总黄酮

100 mg·kg
- 1能明显降低麻醉大鼠血压 ,并不加快心率和增强心肌收缩力 ,对其它血流动力学参数影响亦不

明显. 由于血压下降 ,减轻了心脏后负荷 ,从而降低了心肌耗氧量 ,射血阻抗降低 ,使心缩期相对缩短 ,舒张期

相对延长 ,利于冠脉灌流 ,改善了心肌供血. 胡国钧等 [ 23 ]研究发现 ,在狗离体脑血管实验中 ,灯盏花黄酮能明

显降低大脑中动脉的张力 ,对 5 - HT收缩基底动脉的作用以及 15 - 甲基前列腺素 F2a收缩大脑中动脉的作

用. 另有离体试验表明 ,灯盏花素能对抗苯肾上腺素及氯化钡引起的离体大鼠主动脉平滑肌环的收缩 ,但不

能拮抗 5 -羟色胺的缩血管作用 ,其作用可能与拮抗钙调素有关 [ 24 ]
.

2. 2　改善血液流变学

将灯盏花注射液 40 mL加入 250 mL液体中静滴 , 1次 / d, 20 d为一疗程 ,用于治疗缺血性脑病. 结果能

明显降低血浆粘度、红细胞聚积指数及红细胞压积 ( P均 > 0. 05) , TCD (经颅多普勒 )的平均速度、频谱、频

窗明显改善 ,其疗效明显优于对照药丹参注射液 [ 25 ]
.

2. 3　改善微循环

灯盏花素对由高分子右旋糖酐引起的动物大脑、软脑膜及肠系膜微循环障碍都有明显改善. 其作用表现

在舒张血管 ,降低血管阻力 ;血流加快 ,流态由粒流、絮流变为线流 ;红细胞解聚 [ 26 ] . 另有试验表明 ,灯盏花素

可改善豚鼠耳蜗外侧壁微循环 [ 27 ] .

2. 4　对凝血功能的影响

动物试验表明 ,灯盏花能够明显抑制缺血后血小板聚集功能、TXB2 和 TXB2 /6 - 酮 - PGF1a比值的增高 ,

并且能够恢复冠脉阻断后 6 -酮 PGF1a的水平 [ 28 ]
;抑制内皮细胞 6 - 酮 - PGFla的生成 ,对白细胞 TXB2 生成

无影响 ,但明显加强钙离子载体刺激 LTB4 生成 ,表明灯盏花对血细胞与内皮细胞的花生四烯酸代谢有不同

影响 [ 29 ]
.

2. 5　抗缺血再灌注损伤

蛋白激酶 C ( PKC)与脑组织缺血性损伤有密切关系. 有研究表明 ,灯盏花素对脑缺血的保护作用与一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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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氮 (NO )无关 ,其主要是通过抑制 PKC、增加局部脑血流量 ( rCBF)和降低缺血脑组织内中性粒细胞的粘附

浸润而实现的 [ 30 ]
. 王雪松 [ 31 ]研究表明灯盏花素明显减少大鼠脑缺血后脑梗塞面积 ,减轻脑缺血后神经功能

缺损 ,显著减少缺血边缘区神经细胞凋亡数量 ,减轻缺血边缘区神经元损害 ,具有显著的脑保护作用. 而这可

能与其重建缺血脑组织的血液循环、改善神经元的代谢有关 [ 32 ]
. 徐光 [ 33 ]等测定了 19种黄酮类化合物对

PKC活性的影响 ,其中灯盏花素对 PKC的抑制作用最强 ,这种作用并不因二油酰甘油酯或底物组蛋白的浓

度增加而逆转 ,说明其对 PKC属于非竞争性抑制. 陈小夏等 [ 34 ]研究证明 ,灯盏花素对脑缺血再灌注引起的

Na
+

- K
+

- ATPase和 Ca
2 +

- ATPase活性降低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能不同程度地降低脑含水量和 MDA含

量 ,提高 SOD、CAT和 GSH - Px活性 ,保护 Na
+

- K
+

- ATP酶活性. 提示灯盏花素可保护脑组织抗氧化酶的

活性 ,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 ,减轻自由基对脑组织的损害 ,对缺血再灌注损伤脑组织有保护作用. 郭泽云 [ 35 ]

用沙土鼠制作脑缺血再灌注模型 ,研究表明灯盏花素可减少缺血后脑组织海马神经元死亡数量 ,增加神经元

的密度 ,对沙土鼠脑缺血海马神经元迟发性损伤有保护作用 ,其作用机理与灯盏花素抗钙内流有关.

2. 6　改善脑功能

提高记忆力及延缓衰老作用服灯盏花素 3个月后 ,可使老年大鼠脑、肝、肾血流量明显增加 ,脑供血及脑

衰老性组织学改变得到改善 ,神经递质多巴胺也有恢复 ,迷宫测试中学习和记忆能力都有明显提高 [ 36 ]
.

3　临床用途

3. 1　治疗脑梗死

慕海军 [ 37 ]对 40例急性脑梗死患者经灯盏花素注射液治疗 ,均可改善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 ,减少致残

率 ,总有效率达 90. 25% ,且明显优于川芎嗪组 ( P < 0. 05).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后 , ESS评分明显提高 ,且治

疗组优于对照组. 本临床观察表明 ,灯盏花素注射液配合西医常规处理治疗急性脑梗死疗效满意 ,且无不良

反应 ,值得临床应用. 张润宁 [ 38 ]等应用灯盏花素冻干粉针 ,治疗急性脑梗塞 88例及对照组 70例 ,两组总有

效率比较 ,治疗组有效率为 81% ,对照组为 66% ,治愈率比较 ,治疗组为 56. 5% ,对照组为 32. 5% ,治疗组明

显优于对照组 ,两间者差异有显著性 ( P < 0. 05). 温天艳 [ 39 ]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灯盏细辛注射液治

疗急性脑梗死 ,疗效和改善血液流变学及纤维蛋白原方面均优于单纯西医处理者. 金红 [ 40 ]等报道 ,用灯盏细

辛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 以复方丹参为对照组进行临床观察 ,结果显示治疗组效果优于对照组 ,且能显著

改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 机理在于灯盏细辛注射液可以防止脑缺血 /再灌注诱导的蛋白激酶细胞激

活 ,可以防止脑缺血再灌注诱导的神经元凋亡. 谷体彬 [ 41 ]等对急性心肌梗死 45例 ,随机分为对照组 20例 ,

采用常规治疗方法 ;治疗组 25例 ,在常规治疗方法的基础上 ,加用灯盏花注射液 60 mL加入 5%葡萄糖 250

mL静脉滴注 ,结果治疗 10 d后 ,治疗组心功能明显改善 ,梗死后心绞痛发生率下降 ( P < 0. 05) ,全血粘度、

血浆粘度及纤维蛋白原等明显降低 ( P < 0. 05～0. 01).

3. 2　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血液流变学是决定冠脉供血的重要因素之一. 血粘度过高易发生心肌缺血 ,促使急性心肌梗塞的发生 ,

而急性心梗又可使血粘度进一步增高 ,因此降低血粘度和改善血液流变学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重要方法

之一. 王丹 [ 42 ]应用灯盏花素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经过与对照组比较 :无论在临床症状缓解、心电图改善及血

液流变学改善方面 ,治疗组均优于对照组 ,疗效显著 ,毒副作用小 ,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梁社生 [ 43 ]报道 ,将 64

例不稳定心绞痛患者 ,随机分为灯盏花素治疗组和常规治疗对照组 ,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灯盏花素

注射液 50 mg/d静脉滴注 ,结果显示治疗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且治疗组的 C反应蛋白明显降低. 李

骏 [ 44 ]等在临床中观察到 ,灯盏花素有很好的扩张血管 ,降低血管阻力 ,减少心肌耗氧 ,促进侧枝循环的作用 ,

同时它抑制血小板聚集活性和纤溶性方面作用明显 ,故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有较好的疗效. 任勇 [ 45 ]等用灯

花素注射液治疗 50例冠心病患者 ,用灯盏花素注射液 16 mL,加入 l0%葡萄糖液 500 mL中静滴 , 14 d为一

疗程 ,对照组 32例用复方丹参注射液静滴 ,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74% ,心电图改善率为 42% ,对照组为

7 l. 85% , 43. 75%. 同时 ,还发现灯盏花素对血脂中高密度脂蛋白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谢淑英 [ 46 ]采用灯盏花

素注射液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45例 ,结果心绞痛缓解有效率为 88. 9% ,心电图改善率为 66. 7%.

4　剂 　型

目前上市的有普通片剂、颗粒剂、注射剂、注射粉针剂等 ,近几年来 ,灯盏花素新剂型的研制越趋越热 ,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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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注射剂、脂质体、磷脂复合物、口腔速崩片、舌下片、缓释微丸、渗透泵控释制剂、环糊精包合物、滴丸、自乳

化剂等.

5　质量控制

随着高效液相色谱仪的普及 ,目前灯盏花素中野黄芩苷 (灯盏花乙素 )的含量测定方法以高效液相色谱

法 (HPLC)为主 ,此外还有紫外分光光度法 (UV)、薄层层析法 ( TLC)、毛细管电泳法等.

5. 1　薄层扫描法

梁南熙 [ 47 ]等采用薄层色谱法测定单株灯盏花中灯盏花乙素的含量 ,以乙酸乙酯 - 甲酸 - 水 (5∶1∶1)

展开 ,扫描波长为 337 nm. 灯盏花乙素线性范围为 0. 204～1. 632μg,相关系数为 0. 9995,平均回收率为

961796% (RSD = 3. 90% ).

5. 2　紫外分光光度法

董顺福 [ 48 ]等通过对灯盏花总黄酮与微量元素含量分析及其药效机理的研究 ,以芦丁为对照品 ,采用醇

提法提取灯盏花中总黄酮 ,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药物中总黄酮的含量 ,测定吸收波长 510 nm,线性范围为

41864～24132μg,相关系数 : r = 1. 000,该法具有简便准确、稳定、线性关系良好等优点.

5. 3　高效液相色谱法

郑丽萍 [ 49 ]等采用 HPLC法测定灯盏花颗粒中灯盏乙素的含量 ,以甲醇 - 四氢呋喃 - 0. 1%磷酸 (15∶15

∶70)为流动相 ,检测波长为 335 nm. 灯盏乙素进样量在 0. 125～0. 875μg线性范围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回

收率为 98. 1% (RSD = 1. 3% ). 李昌勤 [ 50 ]等采用 HPLC法测定灯盏花素片中野黄芩苷的含量 ,以甲醇 - 水 -

磷酸 (40∶60∶0. 5)为流动相 ,检测波长 : 335 nm. 野黄芩苷在 0. 1615～0. 8075μg范围内 ,进样量与峰面积

积分值之间线性关系良好 ;平均回收率为 98. 7% (RSD = 1. 26% ). 杨理会 [ 51 ]等采用 HPLC法测定灯盏细辛

中 3, 5 -双咖啡酰氧基奎宁酸的含量 ,以甲醇 -水 - 磷酸 (45∶55∶010125)为流动相 ,检测波长 330 nm, 3, 5

-双咖啡酰氧基奎宁酸在 7. 0 ～24. 5μg范围内 ,进样量与峰面积呈良好线性关系 ( r = 0. 9997) ,平均回收

率为 96. 9% (RSD = 1. 05% ). 雷灼雨 [ 52 ]采用 RP - HPLC法测定灯盏花素注射液的含量 :以甲醇 -水 -冰醋

酸 (30∶70∶1)为流动相 ;检测波长 : 335 nm;灯盏花乙素在 9196 ～ 9916μg范围内 ,线性关系良好 ,回收率

98. 96% ～100. 0% (RSD = 0. 41% ). 沈颖莉 [ 53 ]等对灯盏花素制剂中灯盏乙素含量测定 ,以甲醇 - 0. 02 mo1 /

L磷酸二氢钠水溶液 (调 pH为 7. 0) (3 0∶7 0)为流动相 ;检测波长 334nm,灯盏乙素在 0. 327～3. 270μg范

围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平均回收率为 98. 13% (RSD = 0. 98% ). 桂双英 [ 54 ]等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灯盏花素滴丸中灯盏乙素的含量 ,以 0. 1 mol·L
- 1磷酸 - 0. 01 mol·L

- 1磷酸二氢钾 - 乙腈 - 甲醇 (144∶40

∶56∶96) 为流动相 ,检测波长 284 nm ,灯盏乙素在 0. 032～0. 192μg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平均回收率

10012% (RSD = 1. 3% ). 李战 [ 55 ]等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灯盏花素缓释片的含量及释放度 ,以 0102 mol/

L K2 HPO4 缓冲液 (用磷酸调 pH 7. 5) -甲醇 (60∶40)为流动相 ;检测波长为 335 nm,灯盏花素浓度在 0. 996

～99. 6μg范围内与峰面积呈良好线性关系 ,回收率为 99. 1% ～99. 5% (RSD = 0. 69% ). 王淑红 [ 56 ]等采用

加速溶剂萃取法用于灯盏细辛中灯盏乙素的测定 ,流动相为 : A为乙腈 , B为 0. 5%磷酸溶液 ;梯度洗脱 : 0→

50 m in, 100% →20% B;检测波长 : 335 nm;进样量在 0. 76～5. 68μg范围内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平均回收率

为 97. 35% (RSD = 1. 93% ). 王群英 [ 57 ]等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灯盏花素片中灯盏花乙素含量 ,以乙腈 -

水 -冰醋酸 (27∶72∶1) 为流动相 ,检测波长为 335 nm,灯盏花乙素在 50～500μg范围内与峰面积线性关

系良好 ,平均回收率为 99. 8% (RSD = 0. 25% ). 邓洁雄 [ 58 ]等通过对灯盏花素片质量标准提高研究 ,以乙腈 -

0102 moL /L磷酸二氢钾溶液 (20∶80)为流动相 ;检测波长为 335 nm,线性范围为 0. 1408～0. 7040μg,相关

系数为 r = 0199998,平均回收率为 99. 64% (RSD = 1. 01% ).

5. 4　毛细管电泳法

饶毅 [ 59 ]等采用高效毛细管电泳法测定灯盏花素系列制剂的含量 ,采用 57cm ×50μm ( i. d. )未涂层石

英毛细管 ,分离电压 : 20 kV,缓冲液 : 40 mmol·L
- 1硼砂 (pH 8. 50, +磷酸调节 ) ,检测波长 : 280 nm. 结果灯盏

花乙素线性范围为 0. 10～4. 0 mg·mL - 1 ( r = 0. 9985) ,回收率大于 98. 0% (RSD = 2. 5% ).

6　小结

目前 ,对于灯盏花的化学成分研究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但其药理作用的研究还不够完善 ,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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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上对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 ;灯盏花在动物及人体内的药代动力学研究

也很少报道 ;灯盏花临床应用的主要剂型为片剂和注射液 ,应针对不同的疾病特点 ,加快新剂型的研究. 对其

定量方法的研究报道主要以高效液相色谱方法为主 ,需要开发更加快速有效的检测方法. 总之 ,对灯盏花的

研究尚需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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