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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茵陈为肝胆系疾病常用中药，是经典利湿退黄药，具有清热利湿、利胆退黄的功效，其主要化学成分包括黄酮
类、香豆素类、有机酸类、挥发油类化合物等；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其具有抗炎、抗氧化、抗病毒、抗癌、抗糖尿病及代谢综合

征等作用，临床上主治黄疸尿少、湿温暑湿、湿疮瘙痒，治疗疟疾、肝炎、胆石症、胆囊炎、肝癌等疾病。对茵陈中的化学成

分、药理作用机制、在肝胆系疾病的临床应用进行全面总结及分析，以期为茵陈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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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Yinchen（Artemisiae Scopariae Herba）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monly used for hepatobiliary disea-
ses，and it is a classic medicine for promoting diuresis and eliminating jaundice.Its main chemical components include fla-
vonoids，coumarins，organic acids，volatile oil compounds，etc.Modern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it has anti －inflamma-
tory，anti －oxidation，anti －virus，anti －cancer，anti －diabetes and metabolic syndrome effects，and is mainly used for treating
jaundice，oliguria，damp －heat and summer －dampness，wet sores and itching，malaria，hepatitis，cholelithiasis，cholecystitis，liver
cancer and so on.This paper reviewed its chemical constituents，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Yinchen
（Artemisiae Scopariae Herba）in hepatobiliary diseases were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
en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Artemisiae Scopariae Her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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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胆疾病是指影响肝脏和胆囊功能的各种疾病。目前，肝
胆疾病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1］，肝癌等

慢性病成为我国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2］，世界卫生组织数据

显示，平均每 1 0 万人中 1 63.4 人因肝癌死亡，33.9 人因肝硬化
死亡，38 人因胆囊和胆道疾病死亡。近年来国内外开展了中
医药治疗慢性肝病相关研究，中医药治疗慢性肝脏疾病的疗效

已不断被证实［3］。茵陈是中药治疗肝损伤的高频药物，为清

湿热、利胆退黄要药［4］，在治疗肝损伤的中药复方中使用频次

达到 35.42%［5］。茵陈为菊科植物滨蒿 Artemisiascoparia
Waldst.etKit.或茵陈蒿 Artemisiacapillaris Thunb.的干燥地上部

分，其根据采收时间不同分为“绵茵陈”和“花茵陈”［6］。茵陈

始载于《神农本草经》［7］，书中记载：“因陈（茵陈），味苦，平。

主风湿寒热邪气，热结、黄疸。久服，轻身，益气，耐老。生邱陵

阪岸上”，其味微苦微辛，性微寒，入脾、胃、膀胱经，有清利湿

热、利胆退黄等功效，主治黄疸尿少、湿温暑湿、湿疮瘙痒等症，

具有抗炎、抗氧化等药理活性［8］，临床主要应用于肝胆系疾病

的治疗。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有关茵陈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

机制、肝胆系疾病的临床应用研究进展进行全面总结，以期为

茵陈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利用提供参考。

1 　化学成分
1 .1 　黄酮类成分

茵陈中含有丰富的黄酮类成分，成分占比为 1 .72%［9］，黄

酮类成分是公认的天然抗氧化剂，主要分布在茵陈的茎叶

中［8］，其母核为二苯基色原酮，有研究表明［1 0］具有 B 环 C －4
位羟基与 C环 C －2 位、C －3 位双键及 C －3 位羟基取代的黄
酮类化合物保肝药理活性较强。此外，由羟基与糖基取代的黄

酮氧苷具有一定的抗炎抑菌作用，且其抗炎能力与糖基数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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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比。具体成分见表 1。
1 .2　香豆素类成分

茵陈中香豆素类成分占比为 1 .95%［9］，以简单香豆素类

为主，目前研究较多的为滨蒿内酯、东莨菪内酯、茵陈素等成

分。茵陈素和滨蒿内酯含量在七月底的茵陈叶中达到峰

值［20］。具体成分详见表 2。
1 .3　有机酸类成分

茵陈中有机酸类成分多为酚类化合物，2020 年版《中华人
表 1 　茵陈中黄酮类成分

序号 化合物名称（别名） 英文名 分子式 分子量（Da） 参考文献

1 5，3★，4★－三羟基－6，7，5★－三甲氧基黄酮 5，3★，4★－trihydroxy －6，7，5★－trimethoxyfla-
vone

C1 8H1 6 O8 360.084 5 ［1 1］

2 2★，4★，5 －三羟基－5★，6，7 －三甲氧基黄酮 2★，4★，5 －trihydroxy －5★，6，7 －trimethoxyfla-
vone

C1 8H1 6 O8 360.084 5 ［1 1］

3 3，3★，4★，5 －四羟基－6，7 －二甲氧基黄酮 3，3★，4★，5 －tetrahydroxy －6，7 －dimethoxy-
flavone

C1 7 H1 4O8 346.068 9 ［1 1］

4 3，5，7 －三羟基－4★，8 －二甲氧基黄酮 3，5，7 －trihydroxy －4★，8 －dimethoxyflavone C1 7 H1 4O7 330.074 0 ［1 1］
5 4★，5，7 －三羟基 －8 －甲氧基黄酮（鸢尾黄

素）

4★，5，7 －trihydroxy －8 －methoxyflavone C1 6 H1 2 O6 300.063 4 ［1 1］

6 5，3★，4★－三羟基－6，7 －二甲氧基黄酮（条叶
蓟素）

5，3★，4★－trihydroxy －6，7 －dimethoxyflavone C1 7 H1 4O7 330.074 0
［1 1］

7 3★－甲氧基蓟黄素（甲基条叶蓟素） Cirsilineol C1 8H1 6 O7 344.089 6 ［1 1］
8 柳穿鱼黄素 Pectolinarigenin C1 7 H1 4O6 31 4.079 0 ［1 1］
9 木犀草素 Luteolin C1 5 H1 0 O6 286.047 7 ［1 1］
1 0 异鼠李素 Isorhamnetin C1 6 H1 2 O7 31 6.058 3 ［1 1］
1 1 茵陈黄酮 Arcapillin C1 8H1 6 O8 360.084 5 ［1 1］
1 2 芹菜素 Apigenin C1 5 H1 0 O5 270.052 8 ［1 1 －1 2］
1 3 鼠李柠檬素 Rhamnocitrin C1 6 H1 2 O6 300.063 4 ［1 1 －1 3］
1 4 蓟黄素 Cirsimaritin C1 7 H1 4O6 31 4.079 0 ［1 1 －1 3］
1 5 柚皮素 Naringenin C1 5 H1 2 O5 272.068 5 ［1 1 －1 3］
1 6 4★，5 －二羟基－7 －甲氧基黄酮（芫花素） Genkwanin C1 6 H1 2 O5 284.068 5 ［1 1 －1 4］
1 7 槲皮素－3 －O －葡萄糖苷（异槲皮苷） Isoquercitrin C21 H20 O1 2 464.095 5 ［1 1 －1 5］
1 8 槲皮素－3 －D －半乳糖苷（金丝桃苷） Hyperoside C21 H20 O1 2 464.095 5 ［1 1 －1 2，1 4 －1 5］
1 9 槲皮素 Quercetin C1 5 H1 0 O7 302.042 7 ［1 1 －1 2，1 6］
20 槲皮素－7 －O －葡萄糖苷 Quercimeritrin C21 H20 O1 2 464.095 5 ［1 2］
21 异鼠李素 －3 －O －刺槐苷（异鼠李素 －3 －

O －刺槐二糖苷）
Isorhamnetin －3 －O －robinobioside C28H32 O1 6 624.1 69 0 ［1 2］

22 7 －甲基香橙素 7 －methylaromadendrin C1 6 H1 4O6 302.079 0 ［1 2］
23 （－）－表阿夫儿茶精 （－）－Epiafzelechin C1 5 H1 4O5 274.084 1 ［1 2］
24 木犀草苷（木樨草素－7 －O －葡萄糖苷） Cynaroside C21 H20 O1 1 448.1 00 6 ［1 2 －1 3］
25 8 －去甲基杜鹃素 8 －demethylfarrerol C1 6 H1 4O5 286.084 1 ［1 2 －1 3］
26 槲皮苷（槲皮素－3 －O －鼠李糖苷） Quercitrin C21 H20 O1 1 448.1 00 6 ［1 2 －1 3］
27 槲皮素 3 －O －芸香糖苷（芦丁） Rutin C27 H30 O1 6 61 0.1 53 4 ［1 2 －1 4］
28 红花黄色素 A Safflor Yellow A C27 H30 O1 5 594.1 58 5 ［1 2，1 4］
29 异鼠李素－3 －O －葡萄糖苷 Isorhamnetin －3 －O －glucoside C22H22 O1 2 478.1 1 1 1 ［1 2，1 4 －1 5］
30 异鼠李素－3 －O －半乳糖苷 Isorhamnetin －3 －O －galactoside C22H22 O1 2 478.1 1 1 1 ［1 2，1 6］
31 槲皮素－3 －O －洋槐糖苷 Quercetin －3 －O －robinoside C27 H30 O1 6 61 0.1 53 4 ［1 4］
32 山柰酚－3 －葡萄糖半乳糖苷 Kaempferol －3 －glucogalactoside C27 H30 O1 6 61 0.1 53 4 ［1 4］
33 山柰酚－3 －O －葡萄糖苷（紫云英苷） Kaempferol 3 －O －glucoside C21 H20 O1 1 448.1 00 6 ［1 4］
34 2★，3，4★，5，7 －五羟基黄酮（桑色素） Morin C1 5 H1 0 O7 302.042 7 ［1 4］
35 山柰酚－3 －O －芸香糖苷 Kaempferol －3 －O －rutinoside C27 H30 O1 5 594.1 58 5 ［1 4 －1 5］
36 异鼠李素－3 －O －芸香糖苷（水仙苷） Narcissoside C28H32 O1 6 624.1 69 0 ［1 4 －1 5］
37 芫花素－4★－O －葡萄鼠李糖苷 Genkwanin －4★－O －glucosyl －rhamnoside C28H32 O1 4 592.1 79 2 ［1 4 －1 5］
38 对羟基苯乙酮 4★－Hydroxyacetophenone C8H8O2 1 36.0524 ［1 4，1 7］
39 牡荆素 Vitexin C21 H20 O1 0 432.1 05 7 ［1 5］
40 异泽兰黄素 Eupatilin C1 8H1 6 O7 344.089 6 ［1 5，1 8］
41 棕矢车菊素 Jaceosidin C1 7 H1 4O7 330.074 0 ［1 8］
42 山柰酚 Kaempferol C1 5 H1 0 O6 286.047 7 ［1 6］
43 维采宁－2 Vicenin －2 C27 H30 O1 5 594.1 58 5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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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茵陈中香豆素类成分

序号 化合物名称（别名） 英文名 分子式 分子量（Da） 参考文献

44 茵陈色原酮 Capillarisin C1 6 H1 2 O7 31 6.058 3 ［1 1，1 4 －1 5］
45 6 －甲氧基香豆素 6 －Methoxycoumarin C1 0H8O3 1 76.047 3 ［1 2］
46 4 －甲基七叶亭 4 －Methylesculetin C1 0H8O4 1 92.042 3 ［1 2］
47 7 －甲基马栗树皮素 — C1 0H8O4 1 92.042 3 ［1 2］
48 6，7 －二甲氧基香豆素（滨蒿内酯） 6，7 －Dimethoxycoumarin C1 1 H1 0 O4 206.057 9 ［1 2 －1 5］
49 6，7 －二羟基香豆素（秦皮乙素） Esculetin C9H6 O4 1 78.026 6 ［1 2 －1 5
50 丁香树脂酚 Syringaresinol C22H26 O8 41 8.1 62 8 ［1 3］
51 6 －羟基－7 －甲氧基香豆素（异莨菪亭） 7 －Methylesculetin C1 0H8O4 1 92.042 3 ［1 3，21］
52 7 －羟基－6 －甲氧基香豆素（莨菪亭） Scopoletin C1 0H8O4 1 92.042 3 ［1 4］
53 7 －甲氧基香豆素 7 －Methoxycoumarin C1 0H8O3 1 76.047 3 ［1 4 －1 5，1 7］
54 7，8 －二羟基香豆素（瑞香素） 7，8 －Dihydroxycoumarin C9H6 O4 1 78.026 6 ［1 4，1 6］
55 7 －羟基香豆素 7 －Hydroxycoumarine C9H6 O3 1 62.031 7 ［1 6］
56 5，7 －二甲氧基香豆素（柠檬油素） 5，7 －Dimethoxycoumarin C1 1 H1 0 O4 206.057 9 ［1 6］
57 7 －羟基－8 －甲氧基香豆素 Hydrangetin C1 0H8O4 1 92.042 3 ［1 6］
58 茵陈素 Capillarin C1 3 H1 0 O2 1 98.068 1 ［20］
59 异嗪皮啶 Isofraxidin C1 1 H1 0 O5 222.052 8 ［21］
60 6 －去甲氧基茵陈色原酮 6 －Demethoxycapillarisin C1 5 H1 0 O6 286.047 7 ［22］
61 8 －甲氧基－6，7 －亚甲二氧基香豆素 8 －Dimethoxy －6，7 －methylenedioxy coumarin C1 1 H8 O5 220.037 2 ［22］
62 5，8 －二甲氧基－6，7 －亚甲二氧基香豆素 5，8 －Dimethoxy －6，7 －methylenedioxy coumarin C1 2H1 0 O6 250.047 7 ［22］

表 3　茵陈中有机酸类成分

序号 化合物名称（别名） 英文名 分子式 分子量（Da） 参考文献

63 1，3，5 －三咖啡酸奎宁酸 1，3，5 －Tricaffeoylquinic acid C34H30 O1 5 678.1 58 5 ［1 2］
64 4 －对香豆酰奎宁酸 4 －p －Coumaroylquinic acid C1 6 H1 8 O8 338.1 00 2 ［1 2］
65 5 －对香豆酰奎宁酸葡萄糖苷 — C22H28 O1 3 500.450 0 ［1 2］
66 4 －对香豆酰奎尼酸葡萄糖苷 — C22H28 O1 3 500.450 0 ［1 2］
67 1，3 －二咖啡酰奎宁酸（1，5 －二咖啡酰奎宁酸，洋蓟素） 1，3 －Dicaffeoylquinic acid C25 H24O1 2 51 6.1 26 8 ［1 2］
68 原儿茶酸－3 －O －葡萄糖苷 — C1 3 H1 6 O9 31 6.261 0 ［1 2 －1 3］
69 3 －O －对香豆酰基奎宁酸 3 －O －p －Coumaroylquinic acid C1 6 H1 8 O8 338.1 00 2 ［1 2 －1 3］
70 咖啡酰阿魏酰奎宁酸 Caffeoyl feruloylquinic acid C26 H26 O1 2 530.1 42 5 ［1 2 －1 3］
71 3，5 －二咖啡酰奎宁酸 3，5 －O －Dicaffeoylquinicacid C25 H24O1 2 51 6.1 26 8 ［1 2 －1 3］
72 香豆酰咖啡酰奎宁酸 — C22H20O1 2 476.095 5 ［1 2 －1 3］
73 3 －咖啡酰奎宁酸（绿原酸） Chlorogenic acid C1 6 H1 8 O9 354.095 1 ［1 2 －1 4］
74 1 －咖啡酰奎宁酸 1 －Caffeoylquinic acid C1 6 H1 8 O9 354.095 1 ［1 2 －1 5］
75 4 －咖啡酰奎宁酸（隐绿原酸） Cryptochlorogenic acid C1 6 H1 8 O9 354.095 1 ［1 2 －1 5］
76 5 －咖啡酰奎宁酸（新绿原酸） Neochlorogenic acid C1 6 H1 8 O9 354.095 1 ［1 2 －1 5］
77 阿魏酰奎宁酸 Feruloyl Quinic acid C1 7 H20 O9 368.1 1 0 7 ［1 2 －1 3，1 5］
78 4，5 －二咖啡酰奎宁酸（异绿原酸 C） Isochlorogenic acid C C25 H24O1 2 51 6.1 26 8 ［1 2 －1 3，1 5］
79 3，4，5 －三咖啡酸奎宁酸 3，4，5 －Tricaffeoylquinic acid C34H30 O1 5 678.1 58 5 ［1 2 －1 3，1 5］
80 香豆酰奎宁酸 Coumaroylquinic acid C1 6 H1 8 O8 338.1 00 2 ［1 3］
81 邻氨基苯甲酸 Anthranilate C7H7 NO2 1 37.047 7 ［1 3］
82 丙二酸 Malonic acid C3H4O4 1 04.01 1 0 ［1 3］
83 丁二酸 Succinic acid C4H6 O4 1 88.026 6 ［1 3］
84 乌头酸 Aconitate C6H6 O6 1 74.01 6 4 ［1 3］
85 甲基丙二酸 Methylmalonate C4H6 O4 1 1 8.026 6 ［1 3］
86 酒石酸 Tartaric aicd C4H6 O6 1 50.01 6 4 ［1 3］
87 抗坏血酸 Ascorbic acid C6H8O6 1 76.032 1 ［1 3］
88 2 －氨基己二酸 2 －Aminoadipate C6H1 1 NO4 1 61 .068 8 ［1 3］
89 乳清酸 Orotate C5 H3 N2O －4 ♂ 1 55.009 3 ［1 3］
90 高香草酸 Homovanillate C9H1 0 O4 1 82.057 9 ［1 3］
91 肉桂酸 Cinnamic acid C9H8O2 1 48.052 4 ［1 3］
92 马来酸 Maleic acid C4H4O4 1 1 6.01 1 0 ［1 3］
93 高龙胆酸 Homogentisate C8H8O4 1 68.042 3 ［1 3］
94 4 －羟苯基丙酮酸 Hydroxyphenylpyruvate C9H8O4 1 80.042 3 ［1 3］
95 水杨酸 Salicylic acid C7H6 O3 1 38.031 7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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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茵陈中有机酸类成分

序号 化合物名称（别名） 英文名 分子式 分子量／（Da） 参考文献

96 肌酸 Creatine C4H9 N3 O2 1 31 .069 5 ［1 3］
97 阿魏酸 Ferulic acid C1 0H1 0 O4 1 94.057 9 ［1 3，23］
98 齐墩果酸 Oleanic acid C30H48 O3 456.360 3 ［1 4］
99 对香豆酸 cis －4 －coumaricacid C9H8O3 1 64.047 3 ［1 4 －1 5］
1 00 亚麻酸 Linoelaidic acid C1 8H32 O2 280.240 2 ［1 4 －1 5］
1 01 咖啡酸 Caffeic acid C9H8O4 1 80.042 3 ［1 4，1 6，23］
1 02 奎宁酸 Quinic acid C7H1 2 O6 1 92.063 4 ［1 5］
1 03 3，4 －二羟基苯甲酸（原儿茶酸） Protocatechuic acid C7H6 O4 1 54.026 6 ［1 5］
1 04 3，5 －二咖啡酰奎宁酸（异绿原酸 A） Isochlorogenic acid A C25 H24O1 2 51 6.1 26 8 ［1 5］
1 05 3，4 －二咖啡酰奎宁酸（异绿原酸 B） Isochlorogenic acid B C25 H24O1 2 51 6.1 26 8 ［1 5］
1 06 1，7 －庚二甲酸（壬二酸） Azelaic acid C9H1 6 O4 1 88.1 04 9 ［1 5］
1 07 十五烷酸 Pentadecanoic acid C1 5 H30 O2 242.224 6 ［24］
1 08 环戊烷十一酸 Cyclopentaneundecanoic acid C1 6 H30 O2 254.224 6 ［24］
1 09 正十六烷酸 N －Hexadecanoic acid C1 6 H32 O2 256.240 2 ［24］
1 1 0 9，1 2，1 5 －十八碳三烯酸 9，1 2，1 5 －Octadecatrienoic acid C1 8H30 O2 278.224 6 ［24］
1 1 1 香草酸 Vanillic acid C8H8O4 1 68.042 3 ［23］

民共和国药典》中以绿原酸（干燥品不得少于 0.50%）为作为
茵陈的质量控制指标［6］。具体成分详见表 3。
1 .4　挥发油及萜类成分

曹妍等［1 3］在茵陈中发现有环烯醚萜苷类成分，萜类成分

在茵陈中占比 1 .77%。王守军［9］测定了茵陈中的挥发油类化

合物，其总挥发油在茵陈中占比约 1 .83%，其中包括茵陈二
炔、茵陈二炔酮、多种桉叶素、α－石竹萜烯、3 －三甲基 －3 －
环戊烯 －乙醛等。CHA J D 等［25］通过气质联用（gas chroma-
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GC／MS）分析茵陈精油成分，发现挥
发油中包含大量萜类成分，具体见表 4。
1 .5　其他类成分

茵陈中也发现了胆碱、乙酰胆碱、氨基酸类、核苷酸类、核

酸、多糖、糖醇等成分。马宏宇等［1 7］在茵陈中分离出烟酸等其

他成分。首次在茵陈中发现具有抗乙型肝炎病毒（viral hepati-
tis type B，HBV）活性的 3 种新成分，化合物 1 为（R）－4 －
（6 －乙基－4 －氧代 －1，4 －二氢吡啶 －2 －基）－3 －羟基丁
酸 3 －O －β－D－吡喃葡萄糖苷，分子式为 C17 H25 NO9，命名为
scoparamide A；化合物 2 结构为 3S，8S －二羟基 －9 －烯 －4，
6 －炔 1 －O －（6′－O －咖啡酰基）－β－D －吡喃葡萄糖苷，分
子式为 C25 H28 O1 1；化合物 3 与化合物 2 具有相同分子式及构
型，其结构式为 3S，8S －二羟基癸 －9 －烯 －4，6 －炔 1 －O －
（2′－O －咖啡酰基）－β－D－吡喃葡萄糖苷，分子式为 C25 H28
O1 1，结构 －活性关系分析表明，咖啡酰基在维持抗 HBV 活性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取代位置可能并不重要［30］。有学者

在茵陈中测定分离出一种新的铬烷衍生物，命名为 scopariach-
romane［31］。具体见表 5。
2　药理作用
2.1　保肝利胆

茵陈能够通过抗炎抗氧化、保护肝细胞膜、改善肝脏微循

环、防止肝细胞坏死、促进肝细胞再生及增强肝脏解毒功能等

达到保肝作用；通过增强胆囊收缩和肝细胞功能、促进胆汁分

泌、增加胆红素和胆汁酸外排发挥利胆作用［34］。黄酮类成分

为茵陈保肝利胆主要成分，牛筛龙等［35］通过预先给药 1 周茵
陈总黄酮观察其对急性肝损伤大鼠的保护作用，发现茵陈总黄

酮能明显降低血清转氨酶、肝功能指标，并改善肝细胞的不良

情况。茵陈色原酮通过提高体内肝细胞乙醛脱氢酶（acetalde-
hyde dehydrogenase，ALDH）水平，提升肝脏将乙醛降解为乙酸
的能力，对乙醇性肝损伤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36］；茵陈中的

6，7 －二甲氧基香豆素［37］可通过抑制过量活性氧（reactive oxy-
gen species，ROS）／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 mitogen －ac-
tivated protein kinase，P38MAPK）／核转录因子红系 2 相关因子
2（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 －related factor 2，Nrf2）和磷脂酰
肌醇 3 －激酶（Phosphoinositide 3 －kinase，PI3K）／蛋白激酶 B
（protein kinase B，PKB／AKT）／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点（mam-
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途径改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
炎小鼠的生化指标和肝细胞自噬受损，通过抑制促炎因子等来

改善肝毒性和胆汁淤积，达到保肝利胆作用。

2.2　抗炎抑菌
炎症是机体受到有害刺激（如组织应激、损伤和微生物入

侵）引发的保护性应答反应，机体通过免疫细胞如自然杀伤细

胞（natural killer cell，NK细胞）和巨噬细胞激活各种分子信号
通路的方式，抑制炎症细胞产生炎症介质［38］。HA H 等［39］将

茵陈局部应用于粉尘螨致敏的特异性皮炎小鼠的背部和耳周，

发现小鼠皮肤损伤严重程度显著降低（P＜0.01）；体外实验表
明茵陈能够剂量依赖性地抑制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s，
LPS）处理的 RAW264.7 细胞中一氧化氮的产生，进而达到抗
炎作用。茵陈中的黄酮类成分是其发挥抗炎作用的主要成分。

GENDRISCH F等［40］发现木犀草素及其衍生物可以通过调节

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 －B，NF －κB）、激酶 Janus（janus
kinase）－转录因子 STAT（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
scription）（JAK －STAT）及 Toll 样受体（toll －like receptors，
TLR）等通路，抑制促炎介质发挥抗炎作用。金丝桃苷能缓解
急性肝损伤小鼠的炎症反应，降低 LPS 诱导的 RAW264.7 细
胞中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 －α）和白
介素 －6（interleukin －6，IL －6）的表达［41］。茵陈还能够抑制

细菌和真菌的生长。研究表明茵陈能够抑制 70%的革兰氏阴
性大肠杆菌和 75%的福氏菌生长，并且对曲霉菌表现出强烈
的抑制作用［42］。茵陈中酸性多糖类成分能够通过与过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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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茵陈中挥发油及萜类成分

序号 化合物名称（别名） 英文名 分子式 分子量／（Da） 参考文献

1 1 2 茵陈二炔酮 capillin C1 2H8O 1 68.057 5 ［9］
1 1 3 — Bartsioside C1 5 H22 O8 330.1 31 5 ［1 3］
1 1 4 8 －表去氧马钱子酸 8 －Epideoxyloganic acid C1 6 H24O9 360.1 42 0 ［1 3］
1 1 5 5 －异丙基－2 －甲基苯酚（香芹酚） Carvacrol C1 0H1 4O 1 50.1 04 5 ［1 4 －1 5，26］
1 1 6 4 －异丙基甲苯 p －Cymene C1 0H1 4 1 34.1 09 6 ［1 4，25，27］
1 1 7 3 －甲基戊醇 3 －Methylpentanol C6H1 4O 1 02.1 04 5 ［26］
1 1 8 6 －顺式－壬烯醛 6 －cis －Nonenal C9H1 6 O 1 40.1 20 1 ［26］
1 1 9 乙酸瑞香［草］酯 Thymol acetate C1 2H1 6 O2 1 92.1 1 5 0 ［26］
1 20 异薄荷醇 isomenthol C1 0H20 O 1 56.1 51 4 ［26］
1 21 姜黄烯 Curcumene C1 5 H22 202.1 72 2 ［26］
1 22 α－香柑油烯 alpha －Bergamotene C1 5 H24 204.1 87 8 ［26］
1 23 2 －甲基癸烷 2 －Methyldecane C1 1 H24 1 56.1 87 8 ［26］
1 24 癸醛 Decanal C1 0H20 O 1 56.1 51 4 ［26］
1 25 十六烯 Cetene C1 6 H32 224.250 4 ［26］
1 26 金合欢烯 Farnesene C1 5 H24 204.1 87 8 ［26］
1 27 雪松烯 Cedrene C1 5 H24 204.1 87 8 ［26］
1 28 异喇叭烯 Isoledene C1 5 H24 204.1 87 8 ［26］
1 29 Z －α－环氧红没药烯 Z －alpha －Bisabolene epoxide C1 5 H24O 220.1 82 7 ［26］
1 30 2，1 5 －十六烷二酮 2，1 5 －Hexadecanedione C1 6 H30 O2 254.224 6 ［26］
1 31 镰叶芹醇 Falcarindiol C1 7 H24O2 260.1 77 6 ［26］
1 32 植醇 Phytol C20H40O 296.307 9 ［26］
1 33 柠檬烯 Limonene C1 0H1 6 1 36.1 25 2 ［25 －27］
1 34 乙酸龙脑酯 Bornyl acetate C1 2H20 O2 1 96.1 46 3 ［25 －26］
1 35 桧烯 Sabinene C1 0H1 6 1 36.1 25 2 ［25 －26］
1 36 罗勒烯 （E）－beta －ocimene C1 0H1 6 1 36.1 25 2 ［25 －26，28］
1 37 依兰油醇 T －Muurolol C1 5 H26 O 222.1 98 4 ［25 －26，28］
1 38 芳樟醇 Linalool C1 0H1 8 O 1 54.1 35 8 ［25 －26，28 －29］
1 39 氧化石竹烯（石竹素） Caryophyllene Oxide C1 5 H24O 220.1 82 7 ［25 －26，28 －29］
1 40 α－蒎烯 alpha －PINENE C1 0H1 6 1 36.1 25 2 ［25 －26，29］
1 41 萜品烯－4 －醇 Terpinen －4 －ol C1 0H1 8 O 1 54.1 35 8 ［25 －26，29］
1 42 α－毕橙茄醇 alpha －Cadinol C1 5 H26 O 222.1 98 4 ［26，28］
1 43 环氧异香橙烯 Isoaromadendrene epoxide C1 5 H24O 220.1 82 7 ［26，28］
1 44 α－石竹烯 Alpha －Caryophyllene C1 5 H24 204.1 87 8 ［26，28］
1 45 β－蒎烯 beta －Pinene C1 0H1 6 1 36.1 25 2 ［26，28 －29］
1 46 橙花叔醇 Nerolidol C1 5 H26 O 222.1 98 4 ［26，29］
1 47 月桂烯 Myrcene C1 0H1 6 1 36.1 25 2 ［26 －27］
1 48 大根香叶烯 D Germacrene D C1 5 H24 204.1 87 8 ［24 －25，28］
1 49 可巴烯 Copaene C1 5 H24 204.1 87 8 ［24，28］
1 50 左旋龙脑 Borneol C1 0H1 8 O 1 54.1 35 8 ［25］
1 51 大根香叶烯 B Germacrene B C1 5 H24 204.1 87 8 ［25］
1 52 麝香草酚 Thymol C1 0H1 4O 1 50.1 04 5 ［25］
1 53 α－古芸烯 alpha －Gurjunene C1 5 H24 204.1 87 8 ［25］
1 54 薄荷酮 Piperitone C1 0H1 6 O 1 52.1 20 1 ［25］
1 55 α－姜烯 alpha －Zingiberene C1 5 H24 204.1 87 8 ［25］
1 56 桃金娘烯醛 Myrtenal C1 0H1 4O 1 50.1 04 5 ［25］
1 57 桃金娘烷醇 cis －Myrtanol C1 0H1 8 O 1 54.1 35 8 ［25］
1 58 柏木脂醇 T －Cadinol C1 5 H26 O 222.1 98 4 ［25］
1 59 2 －苯乙醇 beta －Phenylethyl alcohol C8H1 0 O 1 22.073 2 ［25］
1 60 伞形酮 Umbellulone C1 0H1 4O 1 50.1 04 5 ［25］
1 61 紫苏醇 Perillyl alcohol C1 0H1 6 O 1 52.1 20 1 ［25］
1 62 石竹烯醇 Caryophyllene alcohol C1 5 H26 O 222.1 98 4 ［25］
1 63 胡薄荷酮 Pulegone C1 0H1 6 O 1 52.1 20 1 ［25］
1 64 哌啶酮 Piperitol C1 0H1 8 O 1 54.1 35 8 ［25］
1 65 α－侧柏烯 alpha －Thujene C1 0H1 6 1 36.1 25 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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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茵陈中挥发油及萜类成分

序号 化合物名称（别名） 英文名 分子式 分子量／（Da） 参考文献

1 66 侧柏酮 Thujone C1 0H1 6 O 1 52.1 20 1 ［25］
1 67 水芹烯 alpha －Phellandrene C1 0H1 6 1 36.1 25 2 ［25］
1 68 — cis －p －Menth －2 －en －1 －ol C1 0H1 8 O 1 54.1 35 8 ［25］
1 69 菊酮 Chrysanthenone C1 0H1 4O 1 50.1 04 5 ［25］
1 70 茵陈烯 Capillene C1 2H1 0 1 54.078 3 ［25］
1 71 — 2，3 －Dehydro －1，8 －cineole C1 0H1 6 O 1 52.1 20 1 ［25］
1 72 桉叶油醇 1，8 －Cineole C1 0H1 8 O 1 54.1 35 8 ［25］
1 73 蒿酮 Artemisia ketone C1 0H1 6 O 1 52.1 20 1 ［25］
1 74 顺式菊醇 cis －Chrysanthenol C1 0H1 6 O 1 52.1 20 1 ［25］
1 75 莰烯 Camphene C1 0H1 6 1 36.1 25 2 ［25］
1 76 松香芹酮 Pinocarvone C1 0H1 4O 1 50.1 04 5 ［25］
1 77 香芹酮 Carvone C1 0H1 4O 1 50.1 04 5 ［25］
1 78 香叶醇 Geraniol C1 0H1 8 O 1 54.1 35 8 ［25］
1 79 香芹醇 trans －Carveol C1 0H1 6 O 1 52.1 20 1 ［25］
1 80 δ－3 －蒈烯 Delta －3 －Carene C1 0H1 6 1 36.1 25 2 ［25］
1 81 己二烯 Cadinene C1 5 H24 204.1 87 8 ［25］
1 82 β－倍半水芹烯 beta －Sesquiphellandrene C1 5 H24 204.1 87 8 ［25］
1 83 樟脑 Camphor C1 0H1 6 O 1 52.1 20 1 ［25］
1 84 蓝桉醇 Globulol C1 5 H26 O 222.1 98 4 ［25］
1 85 表蓝桉醇 Viridiflorol C1 5 H26 O 222.1 98 4 ［25］
1 86 榄香烯 Elemol C1 5 H26 O 222.1 98 4 ［25］
1 87 愈创醇 Guaiol C1 5 H26 O 222.1 98 4 ［25］
1 88 桉油烯醇 （－）－Spathulenol C1 5 H24O 220.1 82 7 ［25，28］
1 89 石竹烯 beta －Caryophyllene C1 5 H24 204.1 87 8 ［25，28 －29］
1 90 α－松油醇 alpha －Terpineol C1 0H1 8 O 1 54.1 35 8 ［25，29］
1 91 δ－杜松烯 delta －Cadinene C1 5 H24 204.1 87 8 ［25，29］
1 92 萜品油烯 Terpinolene C1 0H1 6 1 36.1 25 2 ［25，27］
1 93 松油烯 Terpinene C1 0H1 6 1 36.1 25 2 ［25，27］
1 94 联二苯 Biphenyl C1 2H1 0 1 54.078 3 ［28］
1 95 1，1 －二甲基 －二丁基 －2，2，3，3 －四氟

丙基磷酸酯

Phosphoric acid，dibutyl 1，1 －dimethyl －
2，2，3，3 －tetrafluoropropyl ester

C1 3
H25 F4O4P

352.1 42 7 ［28］

1 96 2 －甲基－4 －（2，6，6 －三甲基环己烯基）
2 －丁烯－1 －醇

2 －Methyl －4 －（2，6，6 －trimethylcyclo-
hex －1 －enyl）but －2 －en －1 －ol

C1 4H24O 208.1 82 7 ［28］

1 97 大根香叶烯 Germacrene C1 5 H24 204.1 87 8 ［29］
1 98 苯乙醛 Phenylacetaldehyde C8H8O 1 20.057 5 ［29］
1 99 茉酮菊素 I Jasmolin I C21 H30 O3 330.21 9 5 ［29］
200 2 －乙基呋喃 2 －Ethylfuran C6H8O 96.057 5 ［29］
201 β－紫罗兰酮 beta －Ionone C1 3 H20 O 1 92.1 51 4 ［29］
202 2 －己烯醛 2 －Hexenal C6H1 0 O 98.073 2 ［29］
203 叶醇 cis －3 －Hexen －1 －ol C6H1 2 O 1 00.088 8 ［29］
204 2 －乙烯基萘 2 －Vinylnaphthalene C1 2H1 0 1 54.078 3 ［29］
205 糠醛 Furfural C5 H4O2 96.021 1 ［29］
206 丙酸乙酯 N －Ethyl propanoate C5 H1 0 O2 1 02.068 1 ［29］
207 环氧化蛇麻烯 Humulene epoxide C1 5 H24O 220.1 82 7 ［29］
208 印楝素 Azadirachtin C35 H44O1 6 720.262 9 ［29］
209 亚麻酸甲酯 Methyl Linolenate C1 9 H32 O2 292.240 2 ［29］
21 0 植酮 Phytone C1 8H36 O 268.276 6 ［29］
21 1 氧化芳樟醇 Linalool oxide C1 0H1 8 O2 1 70.1 30 7 ［27，29］
21 2 （Z）－3，7 －二甲基－1，3，6 －十八烷三烯 （Z）－beta －ocimene C1 0H1 6 1 36.1 25 2 ［27］
21 3 异香茅烯 Isocitronellene C1 0H1 8 1 38.1 40 9 ［27］
21 4 反式氧化柠檬烯 trans －Limonene oxide C1 0H1 6 O 1 52.1 20 1 ［27］
21 5 α－樟脑醛 alpha －Campholenal C1 0H1 6 O 1 52.1 20 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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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茵陈中其他类成分

序号 化合物名称（别名） 英文名 分子式 分子量／（Da） 参考文献

21 6 龙胆二糖 β－Gentiobiose C1 2H22 O1 1 342.1 1 6 2 ［1 3］
21 7 胆碱 Choline C5 H1 4NO ＋ 1 04.1 07 5 ［1 3］
21 8 牛磺酸 Taurine C2H7 NO3 S 1 25.01 4 7 ［1 3］
21 9 乙酰胆碱 Acetylcholine C7H1 6 NO ＋2 ♂ 1 46.1 1 8 1 ［1 3］
220 γ－氨基丁酸（GABA） γ－aminobutyricacid C4H9 NO2 1 03.063 3 ［1 3］
221 非对称二甲基精氨酸（ADMA） N，N －dimethylarginine C8H1 8 N4O2 202.1 43 0 ［1 3］
222 鸟嘌呤 Guanine C5 H5 N5 O 1 51 .049 4 ［1 3］
223 胞嘧啶 Cytosine C4H5 N3 O 1 1 1 .043 3 ［1 3］
224 缬氨酸 Valine C5 H1 1 NO2 1 1 7.079 0 ［1 3］
225 胞苷 Cytidine C9H1 3 N3 O5 243.085 5 ［1 3］
226 甜菜碱 Betaine C5 H1 1 NO2 1 1 7.079 0 ［1 3］
227 鸟氨酸 Ornithine C5 H1 2 N2 O2 1 32.089 9 ［1 3］
228 L －亮氨酸 Leucine C6H1 3 NO2 1 31 .094 6 ［1 3］
229 N，N －二甲基甘氨酸 Dimethylglycine C4H9 NO2 1 03.063 3 ［1 3］
230 尿囊素 Allantoin C4H6 N4O3 1 58.044 0 ［1 3］
231 L －酪氨酸 Tyrosine C9H1 1 NO3 1 81 .073 9 ［1 3］
232 L －丙氨酸 Alanine C3H7 NO2 89.047 7 ［1 3］
233 甘氨酸 Glycine C2H5 NO2 75.032 0 ［1 3］
234 腺苷 Adenosine C1 0H1 3 N5 O4 267.096 8 ［1 3］
235 谷氨酸 Glutamate C5 H9 NO4 1 47.053 2 ［1 3］
236 L －苏氨酸 Threonine C4H9 NO3 1 1 9.058 2 ［1 3］
237 L －赖氨酸 Lysine C6H1 4N2 O2 1 46.1 05 5 ［1 3］
238 N －单甲基－L －精氨酸单乙酸酯（L －NMMA） Tilarginine Acetate C9H20N4O4 248.1 48 5 ［1 3］
239 L －丝氨酸 L －serine C3H7 NO3 1 05.042 6 ［1 3］
240 L －天冬酰胺 Asparagine C4H8N2O3 1 32.053 5 ［1 3］
241 鸟嘌呤核苷 guanosine C1 0H1 3 N5 O5 283.091 7 ［1 3］
242 L －精氨酸 Arginine C6H1 4N4O2 1 74.1 1 1 7 ［1 3］
243 L －组氨酸 Histidine C6H9 N3 O2 1 55.069 5 ［1 3］
244 肾上腺素 Epinephrine C9H1 3 NO3 1 83.089 5 ［1 3］
245 L －色氨酸 Tryptophan C1 1 H1 2 N2 O2 204.089 9 ［1 3］
246 DL －甘油醛 Glyceraldehyde C3H6 O3 90.031 7 ［1 3］
247 腺嘌呤 Adenine C5 H5 N5 1 35.054 5 ［1 3］
248 尿苷 Uridine C9H1 2 N2 O6 244.069 5 ［1 3］
249 果糖 Fructose C6H1 2 O6 1 80.063 4 ［1 3］
250 葡萄糖 Glucose C6H1 2 O6 1 80.063 4 ［1 3］
251 半乳糖 Galactose C6H1 2 O6 1 80.063 4 ［1 3］
252 鼠李糖 Rhamnose C6H1 2 O5 1 64.068 5 ［1 3］
253 山梨醇 Sorbitol C6H1 4O6 1 82.079 0 ［1 3］
254 龙胆二糖 Gentiobiose C1 2H22 O1 1 342.1 1 6 2 ［1 3］
255 甘露醇 Mannitol C6H1 4O6 1 82.079 0 ［1 3］
256 红景天苷 Salidroside C1 4H20 O7 300.1 20 9 ［1 3］
257 L －瓜氨酸 Citrulline C6H1 3 N3 O3 1 75.095 7 ［1 3］
258 麦芽糖 Maltose C1 2H22 O1 1 342.1 1 6 2 ［1 3］
259 肌苷 Inosine C1 0H1 2 N4O5 268.080 8 ［1 3］
260 鸟苷 3★，5★－环磷酸盐（cGMP） 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 C1 0H1 2 N5 O7 P 345.047 4 ［1 3］
261 D －泛酸（维生素 B5） Pantothenate C9H1 7 NO5 21 9.1 1 0 7 ［1 3］
262 黄嘌呤 Xanthine C5 H4N4O2 1 52.033 4 ［1 3］
263 次黄嘌呤 Hypoxanthine C5 H4N4O 1 36.038 5 ［1 3］
264 葡萄糖－1 －磷酸（G1 P） Glucose －1 －phosphate C6H1 3 O9 P 260.029 7 ［1 3］
265 α－D －葡萄糖－6 －磷酸（G6P） α－D －glucose －6 －phosphate C6H1 3 O9 P 260.029 7 ［1 3］
266 果糖－6 －磷酸 Fructose －6 －phosphate C6H1 3 O9 P 260.029 7 ［1 3］
267 脯氨酸 Proline C5 H9 NO2 1 1 5.063 3 ［1 3 －1 5］
268 苯丙氨酸 Phenylalanine C9H1 1 NO2 1 65.079 0 ［1 3 －1 5］
269 2，4 －戊二炔苯 2，4 －Pentadiynylbenzene C1 1 H8 1 40.062 6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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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茵陈中其他类成分

序号 化合物名称（别名） 英文名 分子式 分子量／（Da） 参考文献

270 4 －甲酰基吲哚 4 －Formylindole C9H7 NO 1 45.052 8 ［1 4 －1 5］
271 对羟基苯乙酮吡喃葡萄糖苷（云杉苷） p －Hydroxyacetophenone －D －glucoside C1 4H1 8 O7 298.1 05 3 ［1 4，1 7］
272 正三十二烷醇 Dotriacontane C32H66 450.51 6 5 ［24］
273 3 －辛醇 1 －Octen －3 －ol C8H1 6 O 1 28.1 20 1 ［25］
274 蒿醇 Artemisia alcohol C1 0H1 8 O 1 54.1 35 8 ［25］
275 烟酸 Nicotinic acid C6H5 NO2 1 23.032 0 ［1 7］
276 苯甲醇－β－D －吡喃葡萄糖苷 Benzyl beta －d －glucopyranoside C1 3 H1 8 O6 270.1 1 0 3 ［1 7］
277 胸腺嘧啶脱氧核苷酸 5★－Thymidylicacid C1 0H1 5 N2 O8 P 322.056 6 ［1 7］
278 — Scopariachromane C1 5 H1 8 O5 278.1 1 5 4 ［31］
279 东莨菪碱 Scopolamine C1 7 H21 NO4 303.1 47 1 ［32］
280 1 －苯基－1 －己烯－4 －炔－3 －酮 Capillaridin C C1 2H1 0 O 1 70.073 2 ［33］

酶偶联，抑制幽门螺杆菌与糖蛋白中碳水化合物表位的结合，

从而抑制幽门螺杆菌与宿主细胞的黏附［43］。

2.3　抗氧化作用
抗氧化就是有效抑制自由基氧化反应的作用，其作用强度

可通过清除自由基程度来表现。黄酮类成分为茵陈主要的抗

氧化成分，其他类成分如绿原酸、滨蒿内酯、挥发油成分、多酚

类成分等也具有抗氧化活性［44 －45］。茵陈对自由基·OH、
O －2 ♂、ABTS

＋·和 DPPH＋·具有良好的清除效果，茵陈中总

黄酮和总多酚含量与还原铁离子及清除 ABTS ＋·和DPPH＋·
的能力呈显著正相关（P＜0.05）［46］；茵陈中挥发油成分在
25 －200 μg／mL的剂量下具有强抗氧化作用，可清除·OH 和
H2O

［47］
2 ，在 500μg／mL 的剂量下对 1，1 －二苯基 －2 －三硝基

苯肼（DPPH）和 2，2 －联氮 －二（3 －乙基 －苯并噻唑 －6 －磺
酸）二铵盐（ABTS）有强抑制活性［42］。

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 oxide dismutase，SOD）和过氧化氢
酶（catalase，CAT）是主要的细胞抗氧化酶，可通过相互作用清
除氧化应激过程中产生的 ROS。茵陈中金丝桃苷能够抑制顺
铂引起的肝脏产生 ROS，增加受损机体的 SOD活力、降低丙二
醛含量，提高总抗氧化能力［48］，进而增强机体保护肝脏的结构

和功能，缓解肝损伤［49］。茵陈素通过激活 Nrf2 －抗氧化反应
元件（antioxidant response element，ARE）信号通路，上调 Nrf2 下
游的抗氧化酶血红素氧合酶－1，进而激活 c －Jun N 末端激酶
介导茵陈素的抗氧化［50］。

2.4　抗病毒作用
2.4.1　抗 HBV病毒　茵陈中主要抗 HBV活性的成分包括香
豆素类、黄酮类、萜类及部分有机酸成分，通过抑制乙肝表面抗

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乙型肝炎 E 抗原（hepa-
titis B e antigen，HBeAg）和 HBV DNA的复制而达到抗 HBV 作
用［51］。ZHAO Y等［52］在茵陈中提取得到九种具有抗 HBV 活
性的绿原酸类似物，能够降低细胞毒性效应。GENG C A等［30］

首次发现烯炔类为茵陈中抗 HBV 的一类特征性成分，并首次
在茵陈中发现具有抗 HBV 活性的三种新成分，分别为 sco-
paramide A、3S，8S －二羟基癸－9 －烯－4，6 －炔 1 －O －（6′－
O －咖啡酰基）－β－D －吡喃葡萄糖苷和 3S，8S －二羟基 －
9 －烯－4，6 －炔 1 －O －（2′－O －咖啡酰基）－β－D －吡喃葡
萄糖苷。

2.4.2　抗新型冠状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 －1 9）是

由新型冠状病毒（SARS －CoV －2）引起的突发性传染病［53］。

近期研究显示，黄酮类成分对新冠肺炎有重要疗效［54］，茵陈含

有丰富的黄酮类成分，其中异鼠李素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Ⅱ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2，ACE2）蛋白结合作用较强，能
够稳定病毒 S 受体与人 ACE2 结合，抑制 SARS －CoV －2 进入
靶细胞［55］；槲皮素和山柰酚也为治疗 COVID －1 9 有效活性成
分，在抗病毒、抗炎、免疫调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效地

减轻患者病症，提高患者生存率［53］，上述成分能够为新冠肺炎

提供治疗价值。Meta分析［56］发现，木犀草素通过调节髓过氧

化酶和 FOS 蛋白（Fos proto －oncogene）发挥改善代谢、增强免
疫力和抗炎作用，能够有效治疗新冠肺炎。

2.4.3　其他病毒　甲型 H1 N1 流感病毒能够诱导炎性因子的
表达，有研究证明［57］，茵陈总黄酮在体外对其有明显的抑制作

用，在体内能够明显降低感染甲流病毒后的肺指数，缓解肺部

感染，改善肺部 IL －6 及白介素 －8（interleukin －8，IL －8）的
水平。有研究［58］通过溶血试验评估茵陈等在治疗和预防重症

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病毒的抗补体活性，发现芦丁、槲皮
素、木犀草素等黄酮类化合物能够抑制补体系统的经典途径和

替代途径，从而起到补体抑制剂的作用。WU T S 等［33］发现茵

陈中的茵陈黄酮、秦皮乙素、异鼠李素可抑制人 T淋巴细胞系
H9 淋巴细胞中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
rus，HIV）复制，具有抗 HIV活性。
2.5　抗癌作用

茵陈可以发挥多种抗癌作用，以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研究最多。茵陈治疗 HCC 可能与免疫调节相
关［59］，含杆状病毒 IAP 重复 5（baculoviral IAP repeat －contai-
ning 5，BIRC5）为重要中枢靶基因，茵陈中槲皮素通过下调该
基因的表达以抑制 HCC细胞增殖并诱导凋零。茵陈提取物能
够以剂量依赖的方式显著抑制人肝癌细胞系 Huh7 和 HepG2
的增殖和集落形成，抑制 IL －6 对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 3
（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s of transduction －3，STAT3）的
激活作用，同时通过抑制体内外的 PI3K／AKT途径、抗凋亡蛋
白的表达，上调线粒体膜电位释放细胞色素 c，共同诱导线粒
体介导的促进凋亡作用［60 －61］。

2.6　抗血小板凝聚作用
肝脏是合成大部分凝血因子和抗凝因子的器官，肝病患者

存在明显的凝血功能障碍，肝病患者静脉血管栓塞的风险比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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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病患者高两倍［62］，这可能是由于肝脏损伤导致的体内凝血

与纤溶系统失调，抗凝因子活性数量降低，血小板凝集［63］。

WU T S 等［33］发现茵陈具有抗血小板凝聚活性，筛选分离得到

1 5 种化合物显示出良好的抗血小板凝聚活性，其中，茵陈色原
酮、槲皮素、东莨菪亭、秦皮乙素对花生四烯酸和胶原蛋白诱导

的血小板聚集具有抑制作用；茵陈素和茵陈二炔酮还对血小板

活化因子和凝血酶诱导的血小板聚集均有抑制作用。茵陈中

所含的异泽兰黄素和棕矢车菊素均有抗血小板凝聚作用［64］，

能显著抑制花生四烯酸诱导的血小板聚集，并且减少 5 －羟色
胺和血栓素 A2 的生成。
2.7　其他药理作用

由β淀粉样蛋白（β－amyloid protein，Aβ）组成的细胞外
斑块的形成和以神经纤维过度磷酸化蛋白的积累在阿尔茨海

默病（Aizheimer★s disease，AD）的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并且高血
压会导致 Aβ积聚和神经纤维缠结形成损害记忆和认知功能，
增加 AD的风险［65］。茵陈提取物或茵陈 ＋大蒜提取物饮食补
充能够抑制自发性高血压大鼠大脑中β分泌酶 1（β－site APP
cleaving enzyme 1，BACE1）的表达，以此减少 Aβ的积累；茵陈
可以显著降低磷酸化蛋白的水平，并抑制酪氨酸 21 6 处磷酸化
糖原合成酶激酶 3b的表达［66］。

茵陈具有多种抗糖尿病的活性化合物，通过抑制α－葡萄
糖苷酶、蛋白质酪氨酸磷酸酶 1 B、醛糖还原酶和晚期糖基化终
产物的形成而显示出抗糖尿病活性［1 9］。茵陈还能够通过上调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 －acti-
vated receptor α，PPARα）的 mRNA表达，降低血浆甘油三酯的
水平，防止代谢紊乱［67］；通过调节脂肪组织中血管生成因子、

基质金属蛋白酶及其抑制剂的表达，抑制单核细胞分化诱导或

曲格列酮诱导的脂质积聚，从而减少脂肪的生成［68］。此外，茵

陈还具有美白和防止皮肤氧化的作用：茵陈提取物可通过降低

酪氨酸酶相关蛋白 1（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1，TRP －1）的
表达水平，抑制黑色素的形成；抗过氧化氢活性以抑制角质细

胞凋亡［69］。

3　茵陈在肝胆系疾病的临床应用进展
茵陈在临床上主要应用于肝胆系疾病的治疗［70］，其以复

方加减和联合用药为主，是治疗肝损伤的高频药物，累计使用

频次达到 35.42%［5］。

3.1　肝炎、肝硬化及肝癌
肝炎为肝组织的炎症，长期（慢性）炎症可导致纤维化、肝

硬化和 HCC［71］。茵陈五苓散在治疗湿热蕴结证非酒精性脂肪
性肝炎方面能明显改善肝功指标，甘油三酯降低尤为明显，且

对胰岛素抵抗指数影响优于西药治疗（P＜0.05）［72］。于希［73］

采用茵陈蒿汤联合西医常规治疗急性黄疸性肝炎，治疗后联合

组直接胆红素（direct bilirubin，DBiL）、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amino transferase，
AST）、血清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水平均较对照组低，
总有效率明显提高（P＜0.05）。复方茵陈蒿汤加减治疗慢性
重型肝炎也具有可观的临床效果，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茵

陈蒿汤总有效率明显提升，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下降（P＜
0.05），临床症状显著改善［74］。

以茵陈、柴胡等为君药的愈肝龙改善肝纤维化患者肝功指

标和纤维化指标水平的能力均优于单纯常规治疗，并可修复肝

细胞的损伤，减轻肝细胞的变性、坏死；可减轻肝纤维化程度，

有效预防肝硬化的形成［75］。

茵陈蒿汤联合头孢吡肟治疗肝硬化伴感染，患者肝功能指

标 ALT、AST、TBiL、白蛋白、炎症因子指标 TNF －α、IL －6、超敏
C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e C －Reactive protein，hs －CRP）均得
到明显改善［76］，总有效率升高（P＜0.05）。腹水是肝硬化的
常见并发症，茵陈术附汤合温胆汤加减治疗乙肝肝硬化腹水，

与常规西药治疗相比，临床有效率明显升高，并发症发生率、腹

水复发率、腹水消退以及肝功能恢复时间均有明显的降低和缩

短（P＜0.05）［77］。茵陈蒿汤合三仁汤联合体腔热灌注治疗肝
胆湿热型肝癌恶性腹水，其总有效率提升，各维度生命质量评

分均明显提高，患者生命质量提高，神经毒性、血小板减少、贫

血及白细胞减少发生率降低（P＜0.05）［78］。程井军等［79］用茵

虎汤联合西药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联用后患者近期疗效改

善率、两年生存率均显著增高，肝功能指标和总胆红素均明显

改善（P＜0.01）。
3.2　肝衰竭

肝衰竭是多种因素引起肝脏合成、解毒、代谢和生物转化

功能严重障碍或失代偿的一类严重综合征，病死率极高，患病

后 90 天死亡率为 58%［80］。雷金艳等［81］发现复方茵陈加减方

联合常规治疗对慢加急（亚急）性肝衰竭患者的临床症状明显

改善，ALB、胆碱酯酶、凝血酶原活动度也明显高于常规治疗
（P＜0.05）。周琳等［82］临床应用加味茵陈术附汤联合双重血

浆分子吸附系统与血浆置换治疗慢加急性肝衰竭，总有效率提

升，中医证候积分、肝功能、凝血功能均改善更优，并发症发生

率降低，存活率升高（P＜0.05）。
3.3　胆汁淤积及黄疸

胆汁淤积是指肝内外各种原因造成胆汁形成、分泌和排泄

障碍，胆汁流不能正常流入十二指肠而进入血液的病理状态，

黄疸为胆汁淤积常见临床表现［83］。茵陈居胆汁淤积症治疗中

药前三，应用广泛［84］；在 360 首治疗黄疸的方剂中，茵陈以 62
次居黄疸用药之首［85］。茵陈蒿汤、茵栀黄口服液、茵陈五苓

散、茵陈术附汤、茵陈四逆汤等是治疗胆汁淤积的代表方剂，其

中茵陈蒿汤于治疗黄疸和肝脏疾病已超过一千年［86］，疗效显

著，可改善肝功和胆红素水平，且在治疗长期胆汁淤积患者时

毒副作用小［70］。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intrahepatic cholesta-
sis of pregnancy，ICP）是妊娠期特有的并发症，茵陈蒿汤联合西
治疗 ICP，结果表明临床症状改善明显，总有效率更高（P＜
0.05），且能减少长期应用西药所导致的毒副作用［87］。游丽萍

等［88］重用茵陈、赤芍治疗重度药物性肝损伤所致黄疸发现退

黄效果良好，总胆汁酸、碱性磷酸酶、γ－谷氨酰转肽酶、
DBiL、ALT、AST指标均得到明显改善（P＜0.05）。黄疸在足
月儿和早产儿中的发生率高达 50%和 80%［89］。李梦雅

等［90］用茵陈蒿汤加减药浴的方式治疗新生黄疸患儿，发现总

有效率明显提高（P＜0.05），治疗后经皮测胆红素、TBil、DBil
指标均明显下降（P＜0.05），且患儿睡眠时间增长，促进黄疸
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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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胆石症及胆囊炎
茵陈复方联合外科治疗胆石症疗效显著。茵陈胆道汤联

合腹腔镜胆总管探查术治疗肝胆管结石发现患者肛门排气时

间、进食时间、住院时间均较联用前缩短（P＜0.05），血清总胆
固醇、TBiL水平改善效果显著，患者并发症率减少［91］。茵陈

四金汤联合治疗胆囊结石的总有效率较联用前明显增高，胆囊

收缩功能明显提升，结石复发率降低（P＜0.05）［92］。加味茵
陈蒿汤合大柴胡汤辅治急性胆囊炎肝胆湿热型患者［93］，发现

总有效率提高（P＜0.05），腹痛消失时间、热退时间及住院时
间均缩短（P＜0.05），血清炎症参数白细胞、CRP 以及中性粒
细胞百分率水平均有明显降低（P＜0.05）。四逆散合茵陈蒿
汤加减治疗老年慢性胆固醇结石性肝胆湿热型胆囊炎急性发

作，结果显示 NF －κB得到改善，胆囊收缩素及炎性因子指标
明显降低（P＜0.05），中转手术治疗人数减少［94］。

3.5　胆管癌
胆管癌是发生在胆管树的异质性上皮肿瘤，手术风险大且

术后复发概率高，肝内胆管癌 5 年患者总生存率小于 1 0%［95］。

茵陈利胆汤联合经皮经肝胆管穿刺引流术治疗胆管癌合并梗

阻性黄疸，1 4 d 后临床症状及 TBiL、ALT 均有更优的改善效
果，总有效率明显更高（P＜0.05），在促进患者胆汁排泄，恢复
肝功能的同时能够改善患者纳差、乏力等症状［96］。

4　展望
茵陈具有丰富的化学成分和多样的药理作用，临床主要以

复方或其制剂形式治疗肝胆疾病。茵陈中黄酮类成分为主要

发挥保肝利胆、抗炎作用的活性成分；香豆素类成分为主要发

挥抗凝血、抗炎作用的活性成分；挥发油及萜类成分主要发挥

杀菌抑菌和高抗氧化作用的活性成分；以绿原酸为代表的有机

酸及酸性多糖类成分主要发挥利胆和抑菌作用，这体现了中药

多成分、多靶点的特点，可能是茵陈及其复方治疗肝胆疾病的

物质基础。茵陈在临床应用中为清热利湿退黄要药，多以复方

制剂或联合用药来达到治疗效果。此外，茵陈还具有治疗代谢

综合征、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潜力，但相关研究较浅，缺乏更

深入的药效及临床研究。今后应基于茵陈的多成分开展更深

入的作用机制研究，为茵陈运用肝胆系疾病以至更多疾病的治

疗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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