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8·      Chin J Mod Appl Pharm, 2017 February, Vol.34 No.2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2017 年 2 月第 34 卷第 2 期 

天麻素在肝脏损伤中的应用及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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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麻素以其多重功效集一身的特点，被普遍应用于临床疾病的辅助治疗当中，在心脑血管领域的疗效较为突出。

随着对天麻素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天麻素在肝脏损伤中的应用，本文就近年来天麻素在各类肝脏损

伤中的应用作一综述，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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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strodin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reating clinical diseases as adjuvant therapy because of the character of its 
multiple efficacy, the remarkable treatment is in the filed of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n gastrodin,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begin to focus on the application of gastrodin in hepatic injury, and the recent 
progress a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to provide basic information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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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素(Gastrodin)亦称天麻苷，是从天麻中提

取出的 具活性的物质[1]，现代药理学研究显示，

天麻素具有增加动脉血管顺应性、降低外周血管

阻力、改善心脑血管血流量、保护神经细胞、促

进心肌细胞能量代谢的功能，同时具有保肝、清

除自由基、增强免疫等作用[2]，现已广泛运用于临

床心脑血管及微循环系统疾病的治疗当中，如脑

梗死、眩晕症、冠心病等疾病，天麻素发挥着显

著的临床疗效[3-5]，与此同时，根据天麻素所具有

的药效特点，学者们还发现天麻素对心、脑缺血

再灌注损伤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聂晶等[6]探讨了

天麻素对于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

结果显示天麻素明显缩小了大鼠的脑梗死面积，

改善了由于缺血所引起的神经功能紊乱；王飞等[7]

发现天麻素可减轻心肌的缺血再灌注损伤，稳定

了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其机制可能与天麻素具

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有关。随后学者们将天麻

素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对各类肝脏损伤的治疗

中，探讨是否可利用其共同特点对损伤的肝组织

进行干预，例如有研究表明天麻素可对乙醇所致

小鼠肝损伤起到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是天麻素

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改善线粒体功能[8]。另有研

究报道，天麻素可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及

新生内膜的形成，从而减轻肝组织损伤过程中的

炎症反应[9]。本文就近年来天麻素在肝脏损伤中的

应用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以进一步促进天麻素

在肝脏疾病中的深入研究及临床推广应用。 

1  天麻素对药物所致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肝脏是药物代谢和排泄的主要器官之一，药

物在肝脏代谢的同时对肝脏具有一定的损害作

用，其中抗肿瘤药物所造成的肝损伤，不仅影响

了机体的功能，也降低了抗肿瘤的疗效。张楚君

等[10]通过建立以长春新碱诱导化疗痛大鼠的肝损

伤模型，探讨了天麻素对于化疗药物所致肝损伤

的保护作用，结果显示，根据天麻素用量高低不

同，高剂量组别较低剂量组别肝损伤明显减小，

表明天麻素可呈剂量依赖性地减轻肝脏毒性，具

有预防长春新碱所致的肝损伤作用；随后刘洋等[11]

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天麻素可预防化疗类药物

引起的肝损伤，但其具体药理作用机制尚需进一

步研究。目前有研究报道[12]，天麻素不仅可增强

大鼠肝脏中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以及过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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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酶的活性，还具有清除自由基、抑制脂质过

氧化反应和改善线粒体功能的特性，其保护肝细

胞的作用进一步得到了肯定。另有研究证实，天

麻素对于如四氯化碳、乙醇等药物所致肝损伤也

具有预防保护作用[8,13-15]。四氯化碳和乙醇均可抑

制 iNOS 在肝细胞和肝间质细胞中的表达，从而减

少了 NO 的合成，加重肝组织损伤，天麻素可通过

抗脂质过氧化的作用，促进 NO 合成，显著提高肝

细胞抗氧化的能力，达到保护肝脏的作用。 

2  天麻素对非药物所致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有研究认为，胆汁输送障碍所致的胆汁淤积

是导致非药物性肝脏损伤的主要因素，而胆汁淤

积导致的肝纤维化，可进一步发展为肝硬化，

终导致肝功能的衰竭[16-17]，目前对此进行治疗的

药物，具有一系列不可避免的不良反应，使得针

对这一领域的治疗遇到了瓶颈。近年来，研究者

们将注意力逐渐转移至草本类天然植物，使得天

麻素在这一领域的应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Zhao

等[18]通过结扎胆道，诱导形成肝纤维化的大鼠模

型，继而应用天麻素进行干预， 终检测发现，

通过天麻素的干预，可显著降低胶原纤维的含量，

减少胆道细胞的增殖和实质性坏死，同时还可增

加高密度脂蛋白(HDL)的水平，下调由于胆汁淤积

所造成的高水平总胆红素(TBIL)、丙二醛(MDA)

及 NO，免疫组织化学的检查显示，CD68 和 NF-κB

的表达也在天麻素的干预后显著减少，这可能与

天麻素的抗氧化应激和抗炎症作用有关。对于慢

性胆汁淤积而导致的肝纤维化，天麻素有可能成

为潜在的新型治疗药物。 

3  天麻素对非酒精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是以肝脏实质性

细胞脂肪变性及脂质过度沉积为特点的常见肝脏

疾病，若不及时进行治疗，其对肝脏的损害将极

有可能发展成为肝癌[19]，但对此目前尚未有效且

安全的药物。有研究表明，清除过剩的脂肪沉积，

改善肝脏的代谢功能，可有效预防 NAFLD 的发

生。近年来的研究发现[20]，天麻素具有减轻脂肪

组织脂质过氧化，增加离体脂肪组织抗氧化能力，

保护脂肪组织的作用，耿雅娜等[21]通过脂肪乳剂

灌胃法，建立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动物模型和改

善油酸(OA)诱导肝细胞脂肪变性的模型，在实验

组中运用天麻素后，比较了各组肝功能(AST、

ALT)、血脂(TG、CHO、LDL-C)指标以及病理组

织学方面的变化，结果显示天麻素可有效降低脂

肪乳剂灌胃大鼠的肝质量、肝指数、肝脏脂肪蓄

积，减轻肝脏脂肪变性程度并改善肝脏功能。耿

雅娜的研究团队之后又以 OA 建立的体外肝细胞

脂肪变性模型，针对天麻素减少细胞脂肪蓄积的

信号通路进行了研究[22]，证明了天麻素对于脂肪

蓄积和甘油三酯(TG)含量的增加具有明显抑制作

用，其主要依赖于激活细胞 AMPK 信号通路，以

促进线粒体对脂肪酸进行的 β 氧化，继而加快脂

肪组织代谢。随后，Qu 等[23]进一步证实了天麻素

可通过激活 AMPK/Nrf2 通路，以改善氧化应激和

炎症反应应答，并提高脂质在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中的代谢作用。以上研究为天麻素早日应用于非

酒精性脂肪肝的治疗提供了依据，但天麻素激活

AMPK 的具体机制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4  结语 

天麻被公认为具有良好的医用以及药用价

值，早在《本草纲目》中就被记载天麻乃肝经气

分之药。目前以天麻素为主要成分的注射液制剂

已广泛应用于临床，特别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

天麻素具有显著疗效。近年来，天麻素也逐步应

用于针对肝脏损伤的治疗当中，与其他合成类药

物相比，天麻素这样一种草本类药物具有抗氧化、

抗炎、不良反应小等特点，可通过抑制肝脏纤维

化，减少胆道细胞增殖和坏死等作用，改善肝脏

代谢功能。在减轻化疗药物所致肝损伤的治疗中，

天麻素将成为 具优势的护肝草本类药物；对于

胆汁淤积以及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天麻素的

潜在应用价值也逐步得到证实。对于天麻素作用

的研究还在不断进行之中，另有报道显示，天麻

素还可对肝肿瘤免疫所致肝损伤起到保护作用，

例如通过刺激抗癌免疫应答，对肝腹水肿瘤细胞

的生长起到抑制作用[24]，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肝脏负担，保护正常肝组织受到伤害，机制可能

与刺激 NF-κB 信号通路激活 CD4T 细胞有关。近

年来在分子生物学层面，有研究证实天麻素可刺

激血红素氧合酶-1(HO-1)在肝脏中的表达[23]，使得

HO-1 在一定范围内上调，以减轻肝移植后的缺血

再灌注损伤[25]。由此我们可尝试以 HO-1 为桥梁，

探讨天麻素是否可应用于改善肝移植后的缺血再

灌注损伤。随着研究者们对天麻素不断研究，相

信天麻素在肝脏疾病中的应用将逐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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