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娑罗子化学成分、药理活性及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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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娑罗子为我国传统中药，具有宽中、理气、和胃、止痛之功效，主要含三萜皂苷类、黄酮类、香豆素

类、吲哚生物碱类及脂肪油等多种成分。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娑罗子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肿瘤、神经保护等多种

药理活性。随着对娑罗子的深入研究和开发，发现七叶皂苷钠作为其主要活性成分，在临床常用于治疗脑卒中、肺

系疾病、胃肠病、甲状腺疾病、眼部疾病等。对娑罗子化学成分、药理活性及临床应用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期

为其相关产品的研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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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buckeye seed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with the effects of evacuating depression in the 

middle jiao, regulating Qi, harmonizing stomach, and relieving pain. Chinese buckeye seed mainly contains triterpenoid saponins, 

flavonoids, coumarins, indole alkaloids, fatty oils, and other components. Modern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hinese buckeye seed has many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such as anti-inflammation, anti-oxidation, anti-tumor, and 

neuroprotection. With the in-dept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ckeye seed, sodium aescinate, as its main active 

ingredient, is commonly used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stroke, lung diseases,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thyroid diseases, eye 

diseases, etc. In this paper,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hinese buckeye seed 

were review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ckeye se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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娑罗子为我国传统中药，现收载于 《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 2020 年版 （一部），来源于七叶树科植

物七叶树 Aesculus chinensis Bunge、浙江七叶树 A.

chinensis Bunge var. chekiangensis (Hu et Fang) Fang或

天师栗 A. wilsonii Rehd 的干燥成熟种子[1]。中医学理

论认为娑罗子性温，味甘，归肝、胃经，具有宽中、

理气、和胃、止痛之功效[2]。在晋代 《肘后备急方》

中记载娑罗子“主治心腹痛，宿食不消，痈疽疔肿，

毒箭、蛇螫，射工诸毒入腹，难产及恶露不止，不下，

带下龋齿各证，外敷内服，均无不效”[3]。

我国对七叶树属植物种子的化学研究始于 20 世

纪 90 年代。娑罗子中含有三萜皂苷类、黄酮类、香

豆素类、吲哚生物碱类及脂肪油等多种化合物[4-5]，

更在现代医学中展现出独特的药理活性，包括抗炎、

抗氧化、抗肿瘤、保护神经等多个方面[6-8]，临床常

用于治疗脑卒中、肺系疾病、胃肠病、甲状腺疾病、

炎性眼部疾病等[9-11]。

近年来，娑罗子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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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产物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系统

总结了娑罗子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的

研究进展，旨在为其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利用提供

参考。

1　化学成分

1. 1　三萜皂苷类

七叶皂苷是三萜皂苷类化合物的混合物，是七

叶树的种子、未成熟的芽叶及外皮中提取出的皂苷

的总称[12]。已有学者对娑罗子进行了化学成分研究，

其中七叶皂苷 （aescin） 是最主要的成分[13-16]。Zhang

等[17]从七叶树种子中分离得到 14 个新的三萜类皂苷

（化合物 1~14），其中化合物 8、9、14 均表现出对人

类癌细胞 （HepG2、HCT-116 和 MGC-803） 具有较

强的抑制活性。Yang 等[18]从七叶树种子中分离得到

8 个具有生物活性的三萜皂苷 （化合物 15~22），包

括 4 个 新 化 合 物 [19-20] ， 其 中 七 叶 皂 苷 Ⅰa、 七 叶 皂

苷 Ⅰb、异七叶皂苷Ⅰa 和异七叶皂苷Ⅰb 可显著降

低 HT22 细胞中亨廷顿蛋白 （mHtt） 表达水平，抑

制其诱导的细胞凋亡[21]。Zhao 等[22]从七叶树种子中

分 离 得 到 七 叶 皂 苷 Ⅳg、 七 叶 皂 苷 Ⅳh、 七 叶 皂

苷 Ⅳb 3 个三萜皂苷 （化合物 23~25）。Zhao 等[23]从

七叶树种子中分离得到 2 对新的异构三萜皂苷，分

别命名为异七叶皂苷Ⅱa、异七叶皂苷Ⅱb、异七叶

皂苷Ⅲa 和异七叶皂苷Ⅲb （化合物 26~29）。娑罗子

中分离得到的三萜皂苷类化合物见表 1，结构见增

强出版附加材料。

1. 2　黄酮类化合物

Yang 等[18]发现娑罗子中所含的黄酮类化合物有

黄酮醇类、花色素类及黄烷醇类 （化合物 30~36），

其中原花青素 A2 具有出色的抗氧化功效，能够中和

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皮肤细胞造成的伤害、预

防皮肤老化和减缓皮肤炎症[24]。马玲云等[25]采用高

效液相色谱法对娑罗子进行分离纯化，通过理化性

质和光谱分析得到山柰酚-3-O-[D-木糖基(1→2)]-[D-

葡萄糖基(1→6)]-β-D-葡萄糖苷、山柰酚-3-O-β-D-木

糖基(1→2)-β-D-葡萄糖苷、山柰酚-3-O-β-D-葡萄糖

苷 （化合物37~39）；后续实验中又分离出山柰酚-3-O-

β-D-半乳糖苷、槲皮素-3-O-[β-D-木糖基(1→2)]-β-D-

葡萄糖苷[26] （化合物 40~41）。Wei 等[27]对娑罗子的乙

醇提取物进行分馏，分离得到 2 个新的黄酮类化合

物 （化合物 42~43）。Oszmiański 等[28]检测到多种黄

酮醇，包括槲皮素衍生物 （化合物 44~47）、山柰酚

衍生物 （化合物 48~51） 和异鼠李素衍生物 （化合

物 52~54）。Mayer 等[90]从七叶树种子中分离得到四

聚物原花青素 A4、六聚物原花青素 A6 （化合物 55~

56）。娑罗子中分离得到的黄酮类化合物见表 2，结

构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1. 3　香豆素类化合物

杜向红等[29]应用薄层色谱法从七叶树、浙江七

叶树、天师栗 3 种不同果实中均分离得到秦皮乙素

（57），尽管娑罗子药材植物来源不同，但所含化学

成分基本相同。刘宏伟等[30]从长柄七叶树中分离鉴

定得到新香豆素类化合物异秦皮苷 （58）。尉芹等[24]

从七叶树果实和种子中分离得到七叶苷、秦皮苷、

表1　娑罗子中的三萜皂苷类化合物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化合物名称

七叶皂苷 C （aescin C）

七叶皂苷 D （aescin D）

七叶皂苷 E （aescin E）

七叶皂苷 F （aescin F）

七叶皂苷 G （aescin G）

七叶皂苷 H （aescin H）

七叶皂苷 I （aescin I）

七叶皂苷 J （aescin J）

七叶皂苷 K （aescin K）

七叶皂苷 L （aescin L）

七叶皂苷 M （aescin M）

七叶皂苷 N （aescin N）

七叶皂苷 O （aescin O）

七叶皂苷 P （aescin P）

七叶皂苷Ⅰa （aescin Ⅰa）

七叶皂苷Ⅰb （aescin Ⅰb）

异七叶树皂苷Ⅰa （isoescin Ⅰa）

异七叶树皂苷Ⅰb （isoescin Ⅰb）

七叶皂苷Ⅳc （aescin Ⅳc）

七叶皂苷Ⅳd （aescin Ⅳd）

七叶皂苷Ⅳe （aescin Ⅳe）

七叶皂苷Ⅳf （aescin Ⅳf）

七叶皂苷Ⅳg （aescin Ⅳg）

七叶皂苷Ⅳh （aescin Ⅳh）

七叶皂苷Ⅵb （aescin Ⅵb）

七叶皂苷Ⅱa （aescin Ⅱa）

七叶皂苷Ⅱb （aescin Ⅱb）

异七叶树皂苷Ⅲa （isoescin Ⅲa）

异七叶树皂苷Ⅲb （isoescin Ⅲb）

分子式

C52H82O23
C50H80O22
C53H84O22
C52H82O23
C50H79O22
C55H86O24
C55H86O24
C58H92O24
C57H90O24
C52H84O23
C49H78O22
C49H77O22
C51H80O23
C+

57H88O23
C55H86O24
C55H86O24
C55H86O24
C55H86O24
C55H86O24
C55H86O24
C53H84O23
C53H84O23
C53H84O23
C53H84O23
C55H86O24
C54H84O23
C54H84O23
C55H86O23
C55H86O23

参考文献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17]

[21]

[21]

[21]

[21]

[19]

[19]

[19]

[19]

[22]

[22]

[22]

[22]

[22]

[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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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七叶内酯、秦皮亭 （化合物 59~62），其中，七叶

内酯和七叶苷具有抗痢疾、利尿和保护血管通透性

的作用。娑罗子中的香豆素类化合物见表 3，结构

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1. 4　吲哚生物碱类化合物

Zhang 等[31]从娑罗子中分离得到 12 个吲哚糖苷，

包括 6 个已知化合物 （N-β-D-吡喃葡萄糖基-吲哚-3-

乙酸、N-β-D-吡喃葡萄糖基-吲哚-3-甲基乙酸酯、二

吲哚-3-乙酸甲酯、吲哚-3-乙酸甲酯、吲哚-3-甲酸甲

酯、吲哚-3-羧酸甲酯） 和 6 个新的吲哚糖苷 （化合

物 63~68，见表 4，结构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1. 5　其他类化合物

除了上述成分外，娑罗子中还含有其他类化学

成分，比如甾醇类有麦角甾醇、β-谷甾醇-3-O-葡萄

糖苷、β-谷甾醇和菠菜甾醇[24]。陈雪松等[32]利用各种

色谱技术和光谱技术从天师栗中分离鉴定得到天师

酸、富马酸、乙酰谷氨酸。另有研究发现，娑罗子

中含脂肪酸 0. 6%~1. 4%，油中所含脂肪酸主要包括

棕榈酸 （十六碳酸）、亚油酸 （十八碳 -9,12 二烯

酸）、 油 酸 （8-十 八 烯 酸） 等 化 合 物[33-34]。 秦 文 娟

等[35]从天师栗中分离得到新化合物天师栗酸。

表2　娑罗子中的黄酮类化合物

序号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化合物名称

槲皮素 （quercetin）

槲皮苷 （quercitrin）

山柰苷 （kaempferide）

山柰酚 （kaempferol）

花色苷 （anthocyanin）

表儿茶素 （epicatechin）

二聚物原花青素 A2 （procyani-din A2）
山柰酚-3-O-[D-木糖基(1→2)]-[D-葡萄糖基(1→6)]-β-D-葡萄糖苷{kaempferol 3-O-[D-xylosyl (1→2)]-[D-glucosyl 
(1→6)]-β-D-glucoside}

山柰酚-3-O-β-D-木糖基-(1→2)-β-D-葡萄糖苷 [kaempferol-3-O-β-D-xylosyl-(1→2)-β-D-glucoside]

山柰酚-3-O-β-D-葡萄糖苷 （kaempferol-3-O-β-D-glucopyranoside）

山柰酚-3-O-β-D-半乳糖苷 （kaempferol-3-O-β-D-galactoside）

槲皮素-3-O-[β-D-木糖基(1→2)]-β-D-葡萄糖苷{quercetin-3-O-[β-D-xylosyl(1→2)]-β-D-glucoside}

槲皮素-3-O-[β-D-吡喃木糖基(1→2)]-[α-L-鼠李糖基(1→6)]-β-D-吡喃葡萄糖苷-3′-O-β-D-吡喃葡萄糖苷{quercetin-
3-O-[β-D-xylopyranosyl(1→2)]-[α-L-rhamnopyranosyl(1→6)]-β-D-glucopyranoside-3′-O-β-D-glucopyranoside}

4′-甲氧基槲皮素-3-O-β-D-吡喃木糖基(1→2)-β-D-吡喃葡萄糖苷-3′-O-β-D-吡喃葡萄糖苷 [4′-methoxylquercetin-
3-O-β-D-xylopyranosyl (1→2)-β-D-glucopyranoside-3′-O-β-D-glucopyranoside]

槲皮素-3-O-β-D-芸香糖苷 （quercetin-3-O-β-D-rutinoside）

槲皮素-3-O-β-D-半乳糖苷 （quercetin-3-O-β-D-galacoside）

槲皮素-3-O-β-D-葡萄糖苷 （quercetin-3-O-β-D-glucoside）

槲皮素-3-O-β-D-阿拉伯糖苷 （quercetin-3-O-β-D-arabinoside）

山柰酚-3-O-β-D-芸香糖苷 （kaempferol-3-O-β-D-rutinoside）

山柰酚-3-O-β-D-鼠李糖苷 （keampferol-3-O-β-D-rhamnoside）

山柰酚葡糖苷酸 （kaempferol glucuronide）

山柰酚-3-O-阿拉伯糖苷 （keampferol-3-O-arabinoside）

异鼠李素-3-O-芸香糖苷 （isorhamnetin-3-O-rutinoside）

异鼠李素-3-O-葡萄糖苷 （isorhamnetin-3-O-glucoside）

异鼠李素-3-O-鼠李糖苷 （isorhamnetin-3-O-rhamnoside）

四聚物原花青素 A4 （tetrameric proanthocyanidin A4）
六聚物原花青素 A6 （hexameric proanthocyanidin A6）

分子式

C15H10O7
C21H20O11
C27H30O14
C15H10O6
C20H38O2
C15H14O6
C30H24O12
C32H38O20

C26H28O15
C21H20O11
C21H20O11
C26H28O16
C38H48O25

C33H40O21

C27H30O16
C27H30O17
C21H20O12
C20H18O11
C27H30O15
C21H20O10
C21H18O12
C20H18O10
C28H32O16
C22H22O12
C22H22O11
C30H24O12
C30H24O12

参考文献

[18]

[18]

[18]

[18]

[18]

[18]

[18]

[25]

[25]

[25]

[26]

[26]

[27]

[27]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90]

[90]

表3　娑罗子中的香豆素类化合物

序号

57
58
59
60
61
62

化合物名称

秦皮乙素 （esculetine）

异秦皮苷 （isofraxoside）

七叶苷 （aesculin）

秦皮苷 （fraxin）

双七叶内酯 （bisaesculetin）

秦皮亭 （fraxetin）

分子式

C9H6O4
C16H18O10
C15H16O9
C16H18O10
C22H18O8
C10H8O5

参考文献

[29]

[30]

[31]

[31]

[3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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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药理活性

2. 1　抗炎

娑罗子具有明显的抗炎作用，前期研究表明，

腹腔注射或灌胃给予小鼠娑罗子总皂苷后，均能显

著改善由二甲苯导致的小鼠耳部的炎症渗出，腹腔

注射抑制率为 87. 5%，灌胃给药抑制率为 84. 7% [36]。

Zhang 等[37]研究发现，七叶皂苷钠可以通过调节特定

炎性反应因子的表达及巨噬细胞刺激因子 （GM-

CSF） 的表达，减轻脑缺血小鼠的认知缺陷和海马

损伤。黄桑等[38]研究发现，七叶皂苷钠能明显改善

大鼠肺纤维化的生理指标、降低大鼠肺泡灌洗液中

炎性因子水平、明显抑制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
信号通路。张保龙等[39]研究发现，七叶皂苷钠溶液

能提高大鼠肌肉组织中抗氧化酶表达水平，降低骨

骼肌组织中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 （iNOS） 表达水

平，抑制炎症因子的分泌，有效降低氧化应激。Cao

等 [40] 研究发现，从娑罗子中分离得到的黄酮类糖

苷ⅠB、黄酮类糖苷ⅠC、黄酮类糖苷ⅡD 通过 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p38 MAPK）、核转录因子-

κB （NF-κB） 和转录激活子-3 （STAT-3） 串扰信号

通路抑制一氧化氮 （NO） 的释放，可能有助于娑罗

子发挥抗炎作用。Zhang 等[41]研究发现，七叶皂苷钠

可使受损的大鼠肾上腺髓质嗜铬细胞瘤细胞 PC12 细

胞活性显著提高，从而降低神经性疼痛 （NP） 大鼠

的炎症性疼痛反应。七叶皂苷钠对各种炎症性疾病

均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通过抑制炎症反应达到治疗

慢性炎症性疾病的目的[42]。

2. 2　抗肿瘤

娑罗子中的主要成分均有不同程度的抗肿瘤活

性，其对人结直肠癌、肺癌、胃癌、肝癌及胃癌前

病变细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通过抑制肿瘤细胞增

殖而发挥抗肿瘤作用，可明显减轻化疗药物引起的

肝细胞坏死、炎症反应和细胞凋亡，是一种新型抗

肿瘤药物[43]。Cheong 等[44]发现七叶皂苷钠在许多癌

细胞模型中表现出抗癌作用，包括肺腺癌、肝癌和

白血病，还可以在各种体内模型中抑制肿瘤生长和

转移。Singh 等[45]研究结果表明，七叶皂苷钠通过下

调 蛋 白 激 酶 B （Akt）、 哺 乳 动 物 雷 帕 霉 素 靶 蛋 白

（mTOR）、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 （MEK）、细胞外信

号调节激酶 （ERK） 等蛋白激酶，显著阻碍肺癌细

胞增殖。Zhu 等[46]发现七叶皂苷钠可以通过诱导活性

氧 （ROS） /p38 MAPK 信号通路介导的自噬和凋亡

抑制骨肉瘤细胞增殖。张一鸣等[47]采用人神经瘤母

细胞系 SH-SY5Y 细胞评价七叶皂苷钠的体外抗肿瘤

活性，发现七叶皂苷钠可以通过激活还原型辅酶Ⅱ
（NADPH） 氧化酶 （NOXs） 的活性，诱导人神经瘤

母细胞发生凋亡。石沁等[48]研究表明，娑罗子总黄

酮和总皂苷对人肺癌 A549、人宫颈癌 HeLa 及人乳

腺癌 MCF-7 细胞有明显的生长抑制作用，对人肝癌

HepG2 细胞也有抑制作用；总皂苷和总黄酮可抑制

小鼠胸腺萎缩和脾细胞的生长，从而在体内发挥抗

肿瘤作用。目前，多项临床研究表明，娑罗子具有

抗肿瘤、抗炎、抗凝血等药理活性[49]，可用于治疗

白血病、乳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50]。

2. 3　抗氧化

娑罗子总黄酮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活性，其抗氧

化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和清除

自由基来实现的。张继州等[51]通过测定娑罗子总黄

酮清除 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 （DPPH） 自由基的

能力、还原能力、对脂质过氧化反应的抑制作用及

对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确定了娑罗子总黄酮的

最佳提取工艺，即浸提温度为 80 ℃、浸提时间为

30 min、料液比为 1∶25，此条件下总黄酮质量分数

达到 4. 85%。Cheng 等[52]研究表明，七叶皂苷钠可改

善脊髓损伤 （SCI）、缓解免疫细胞浸润、降低基质

金属蛋白酶 3 （MMP3）、MMP9 的水平、抑制氧化

应激和对大分子的损伤，并且可减少 SCI 后的神经

元丢失、脱髓鞘、组织破坏、水肿和细胞凋亡，增

表4　吲哚生物碱类化合物[31]

序号

63

64

65

66

67

68

化合物名称

N-[β-D-吡喃葡萄糖基(1→3)]-β-D-吡喃木糖基-
吲哚-3-乙酸{N-[β-D-glucopyranosyl(1→3)]-β-D-
xylopyranosyl-indole-3-acetic acid}

N-[β-D-吡喃葡萄糖基(1→3)]-β-D-吡喃木糖基-
吲哚-3-甲基乙酸酯{N-[β-D-glucopyranosyl(1→
3)]-β-D-xylopyranosyl-indole-3-methyl acetate}

N-[β-D-吡喃葡萄糖基(1→3)]-β-D-吡喃木糖基-
吲哚-3-甲醛{N-[β-D-glucopyranosyl(1→3)]-β-D-
xylopyranosyl-indole-3-carbaldehyde}

N-[β-D-吡喃葡萄糖基(1→3)-[β-D-吡喃葡萄糖基
(1→4)]-β-D-吡喃木糖基-吲哚-3-乙酸{N-[β-D-
glucopyranosyl(1→3) - [β -D-glucopyranosyl (1→
4)]-β-D-xylopyranosyl-indole-3-acetic acid}

N- β -D- 吡 喃 木 糖 基 - 吲 哚 -3- 乙 酸 （N- β -D-
xylopyranosyl-indole-3-acetic acid）

N-[β-D-吡喃葡萄糖基(1→2)]-β-D-吡喃葡萄糖-
吲哚-3-乙酸{N-[β-D-glucopyranosyl(1→2)]-β-D-
glucopyranosyl-indole-3-acetic acid}

分子式

C21H27NO11

C22H29NO11

C20H25NO10

C27H37NO16

C15H17NO6

C22H29N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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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血红素氧合酶-1 （HO-1） 的表达并抑制 NF-κB 途

径的活化。另外，七叶皂苷钠可通过促进巨噬细胞

的吞噬作用提高机体的抗氧化能力，从而提高机体

的免疫功能；同时可以通过激活内皮细胞增加对中

性粒细胞的黏附性，从而减少中性粒细胞的渗出和

ROS 的生成[53]。

2. 4　神经保护

Sun 等[21]发现七叶皂苷钠可通过诱导 HT22 细胞

自噬降解聚集的蛋白质，发挥神经保护作用。Xu

等[54]发现七叶皂苷钠能抑制创伤性脑损伤 （TBI） 诱

导的小鼠皮质小胶质细胞的活化，这些效应是通过

NF-κB 磷酸化的衰减产生的。这表明七叶皂苷钠可

能 通 过 抑 制 小 胶 质 细 胞 激 活 发 挥 神 经 保 护 作 用 。

Zhang 等[55]研究表明，七叶皂苷钠可以通过核转录因

子 E2 相关因子 2 （Nrf2） -抗氧化反应元件 （ARE）

途径对抗氧化应激、细胞死亡和细胞凋亡，从而提

供针对 TBI 的神经保护。Li 等[56]发现七叶皂苷钠可

以通过改善大脑中动脉闭塞 （MCAO） 大鼠的肠道

功能障碍减轻其缺血性脑损伤。Selvakumar 等[57]研

究发现，七叶皂苷钠通过抗氧化和抗凋亡机制对 1-

甲基-4-苯基-1,2,3,6-四氢吡啶/丙磺舒 （MPTP/p） 诱

导的帕金森病 （PD） 小鼠表现出神经保护作用。

3　临床应用

3. 1　脑卒中康复

七叶皂苷钠可清除氧自由基，能够保护缺血再

灌注损伤的神经组织，促进其功能的恢复，已被证

明能够改善血脑屏障的通透性、减轻脑水含量。此

外，七叶皂苷钠所具有的抗氧化活性可增强其抗炎

能力[58]。李坤等[59]对急性脑梗死患者采取注射用七

叶皂苷钠联合替罗非班治疗，结果表明，在改善凝

血-纤溶系统活性、抑制血小板聚集及减轻机体炎性

损伤等方面，联合用药比单用替罗非班疗效更加显

著。郑瑞娟等[60]对高血压脑出血 （HICH） 患者进行

治疗时发现，使用注射用七叶皂苷钠联合盐酸尼卡

地平注射液可改善血肿体积，提高临床疗效。董文

征等[61]发现七叶皂苷钠联合软通道穿刺引流术治疗

HICH 患者可提高临床效果，其可能与降低血管紧张

素 Ⅱ 1 型 受 体 （AT1R） 水 平 、 提 高 血 清 P 物 质

（SP） 水平有关。奚再兴等[62]使用注射用七叶皂苷钠

联合超早期小骨窗脑出血清除术治疗 HICH 效果确

切，可以调节患者神经损伤标志物及炎症因子水平，

并且具有安全性。刘浩然[63]应用七叶皂苷钠注射液

治疗 HICH 患者，疗效确切，可有效提高患者神经

功能、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黄景贺等[64]研究发现，

七叶皂苷钠可有效降低 HICH 患者血清粒细胞巨噬

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GM-CSF）、高迁移率族蛋白-1
（HMGB-1） 表达水平，促进神经功能恢复，脑保护

作用显著。方泽波等[65]研究结果显示，七叶皂苷钠

联合尼卡地平可明显降低 HICH 患者的脑内残留血

量及脑水肿体积，延缓血钙降低，有效改善血肌酸

酐、水通道蛋白 （AQP‐1、AQP‐4） 水平，促进患

者神经功能恢复，临床疗效较好，安全性较高。赵

紫楠等[66]研究发现，注射用七叶皂苷钠对出血性脑

卒中致脑水肿、缺血性脑卒中致脑水肿、手术致肿

胀和创伤体肿胀患者均有较好的临床效果和安全性。

3. 2　肺系疾病

研究表明，七叶皂苷钠可改善患者呼吸频率

（RR）、氧分压 （PaO2）、二氧化碳分压 （PaCO2）、

氧合指数 （PaO2/FiO2），抑制急性肺水肿，对创伤性

急性肺损伤早期治疗效果明显[67]。许江飞等[68]研究

发现，七叶皂苷钠能够减轻脑缺血再灌注继发肺损

伤，其机制可能与激活 Nrf2/HO-1 通路，缓解炎症

反应与氧化应激水平有关。黄琪述等[69]纳入 74 例类

肺炎性胸腔积液患者，将其分为治疗组 （注射用七

叶皂苷钠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 与对照组 （单纯糖

皮质激素治疗），结果表明，治疗组患者退热时间、

胸水吸收时间及住院时间均低于对照组，注射用七

叶皂苷钠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能更明显地改善患者

症状并降低治疗费用。

3. 3　肠胃疾病

七叶皂苷钠能够抑制胃酸分泌并保护消化道黏

膜，可减轻内毒素所导致的肝损伤及肠黏膜损伤，

减轻肠上皮屏障功能障碍，保护溃疡的黏膜组织[70]。

有研究发现，长期高剂量使用阿司匹林可导致胃溃

疡，娑罗子提取物可以通过增加胃黏膜细胞内前列

腺素 （PG） 的水平增强胃黏膜保护功能，降低因服

用阿司匹林出现的胃溃疡[71]。黄大维等[72]发现介孔

硅载七叶皂苷钠对粪肠球菌具有一定的抗菌作用。

李冬梅等[73]观察静脉滴注七叶皂苷钠对腹部手术患

者肠粘连的防治效果，结果显示，七叶皂苷钠明显

减轻大鼠术后肠粘连的分级程度 （P<0. 05），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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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连组织的炎性渗出和炎症反应；可使患者术后腹

痛腹胀、排便排气停止、肠梗阻的发生率明显降低

（P<0. 05）。韩思勇[74]设计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探讨七

叶皂苷钠治疗肛肠患者术后肿痛的临床疗效，将 92
例行肛周手术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不给予消肿

药物） 和观察组 （七叶皂苷钠），每组 46 例，结果

显示，观察组患者的肛周肿胀明显率显著降低，无

痛率明显提高，中、重度疼痛率明显降低，且住院

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表明七叶皂苷钠治疗肛肠

患者术后肿痛具有良好效果。

3. 4　甲状腺疾病

研究发现，七叶皂苷钠能显著降低血清促甲状

腺激素 （TSH）、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甲状

腺球蛋白 （Tg）、降钙素水平，抑制甲状腺癌的进展

与复发，延长晚期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数和总存活数，

且耐受性好[75]。李存杰等[76]研究发现，七叶皂苷钠

联合小剂量泼尼松治疗能够降低亚急性甲状腺炎女

性患者甲状腺激素 （TSH）、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T3）、 游 离 甲 状 腺 激 素 （FT4）、 红 细 胞 沉 降 率

（ESR）、C-反应蛋白 （CRP）、纤维蛋白原 （FIB）

的水平，明显缩短甲状腺肿消失时间、疼痛缓解时

间及开始退热时间，具有起效快、疗效好、不良反

应少的优势，值得临床推广应用。此外，李萍[77]、

王磊[78]亦发现，对亚急性甲状腺炎女性患者给予小

剂量泼尼松联合七叶皂苷钠治疗，患者临床症状恢

复快、不良反应少，临床疗效显著，且复发率低，

具有一定的推广应用价值。

3. 5　眼部疾病

七叶皂苷钠对于眼部炎性病变亦具有很好的治

疗效果，可减轻视乳头的充血、水肿，促进视网膜

出血的吸收，提高视力，保护视网膜及视神经细胞。

王钰清[79]探究七叶皂苷钠联合甲强龙冲击疗法对急

性视神经炎 （AON） 患者视力恢复的影响，将 104
例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甲强龙冲

击疗法） 及研究组 （甲强龙冲击疗法+七叶皂苷钠），

结果显示，七叶皂苷钠联合甲强龙冲击疗法可明显

改善 AON 患者视力及视野恢复情况，提高治疗效

果，且具有较高安全性。Owczarek 等[80]研究发现，

含七叶皂苷与洋地黄毒素的滴眼液可以缓解弱视、

眼痛和复视等症状。史强等[81]研究发现，七叶皂苷

钠片可调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合并黄斑水肿患者房

水中白细胞介素-1β（IL-1β）、IL-6、溶解型细胞间

黏附分子-1（sICAM-1）、色素上皮衍生因子（PEDF）、

TGF-β2 表达，减轻黄斑区水肿、渗漏，改善黄斑区

微循环，提高视功能和生活质量。

4　安全性

娑罗子作为一种传统中药，尽管在临床应用中

表现出较好的疗效，但也必须认真关注其安全性和

潜在的不良反应。在推动娑罗子的现代医学应用之

前，充分了解其安全性是研究的重要方面。已有动

物实验和临床试验结果表明，长期大剂量使用娑罗

子可能引发一些不良反应，包括致喉头水肿、全身

药 疹 、 过 敏 性 休 克 、 肝 损 害 和 急 性 肾 功 能 衰 竭

等[82-83]， 中 药 注 射 剂 的 不 良 反 应 亦 广 泛 存 在[84]。

Liang 等[85]通过对斑马鱼的研究发现，七叶皂苷具有

潜在的心脏毒性。已有研究表明，欧洲马栗种子的

提取物可能会对胃部产生一定的刺激性，马栗种子

与娑罗子的化学成分基本一致，并且具有相似的药

理作用[86]。亦有研究报道注射七叶皂苷钠后有个例

发生肝脏、肾脏损伤，引起过敏反应[87]。国家药品

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报告显示，静脉炎是注射用七叶

皂苷钠常见的不良反应之一，约占 13. 30%[88]。因七

叶皂苷钠具有口服肠道不易吸收、肌肉注射易引发

组织坏死等缺点，目前临床大多以静脉注射的形式

给药，但在治疗过程中发现其会导致静脉炎的发

生[89]。以上研究提示，在娑罗子的临床应用中应谨

慎选择使用方式和剂量，尽量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

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临床疗效。

5　结语

娑罗子临床应用广泛，因此，进一步加强对其

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娑罗子中所含有效成分具有

多种药理作用，包括抗菌、抗炎、抗氧化、抗癌等。

这些药理作用的机制主要包括干扰细菌代谢、抑制

炎症介质的释放、清除体内自由基、抑制肿瘤细胞

增殖等。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七

叶皂苷钠和一些单一活性物质上，对整个娑罗子的

药理作用机制还需进一步地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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