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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合欢素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可以从金合欢树、洋槐树、大蓟、飞机草、密蒙花、菊

花中提取纯化，多用于医学研究和化妆品行业。目前发现金合欢素具有多重生物活性，如抗氧化、抗炎抑菌、抗骨质疏

松、抗肿瘤、免疫调节、保护心脏和神经系统等功效，可能对人类的健康有极大帮助。本文查阅整理国内外关于金合欢

素的相关文献，归纳综述其药理作用及应用，为金合欢素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提供参考。 

关键词：金合欢素；药理作用；分子机制 

中图分类号：R28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7693(2018)10-1591-05 

DOI: 10.13748/j.cnki.issn1007-7693.2018.10.035 

引用本文：马纳, 李亚静, 范吉平, 等. 金合欢素药理研究进展[J].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2018, 35(10): 1591-1595. 

 
Research Progress on Pharmacological Action of Acacetin 
 

MA Na1, LI Yajing1, FAN Jiping2(1.Eye Hospital of Chinese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40, China; 

2.China Pr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13 ,China) 
 
ABSTRACT: Acacetin is a natural flavonoid which is widely found in nature. It can be extracted from wattle, acacia tree, thistle, 
airplane grass, Buddleja officinalis, chrysanthemum, and it is used in medical research and cosmetics industry. Acacetin has been 
found to have multiple biological activity, such as antioxidation, anti-inflammatory, antibacterial, anti osteoporosis, anti-tumor, 
immune regulation, and protect the heart and nervous system which may be of great help to the health of human being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about acacetin in China and abroad, summarizes its pharmacological functions and 
application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cacetin. 
KEY WORDS: acaceti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molecular mechanism 

 

                              

作者简介：马纳，女，博士生，住院医师    Tel: 15811085397    E-mail: 573903339@qq.com      

金合欢素是一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广泛存

在于自然界，如金合欢树、洋槐树、大蓟、飞机

草、密蒙花、菊花等。金合欢素别名 5,7-二羟基-4'-

甲氧基黄酮、刺槐黄素、刺槐素，分子式为

C16H12O5，分子量为 284.27。金合欢素除了传统的

解郁安神、理气通络功效外，还具有多种生物活

性，如抗氧化、抗炎抑菌、抗病毒，并可以从多

种途径治疗许多肿瘤疾病。鉴于金合欢素广泛的

药理作用，本文对金合欢素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以便为其研究和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1  抗氧化作用 

在一定浓度范围内，金合欢素能增强大鼠肝

匀浆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及过氧化氢酶的活性

以及全血和血浆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不

同浓度范围内的金合欢素对 DPPH 自由基均有显

著的清除作用，能够有效地减弱体外的脂质过氧

化反应，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其在治疗肝损

伤、神经退行性疾病和延缓衰老等方面具有一定

的应用前景[1]。 

2  抗肿瘤作用 

2.1  抑制受体和转录因子 

肿瘤坏死因子与凋亡因子受体的表达水平是

影响肿瘤细胞凋亡的 重要因素之一。在

RAW264.7 巨噬细胞中的 TRAIL-R1 和 TRAIL-R2

受体表达时，发现 RAW264.7 巨噬细胞表现出的

是 TRAIL-R1 受体的表达，而金合欢素可以抑制巨

噬细胞的 TRAIL-R1 死亡受体表达水平[2]。Zeng

等[3]发现金合欢素的抗肿瘤作用依赖于调节视黄

酸受体-γ(retinoic acid receptor ，RARγ)的转录因

子活性，金合欢素通过对抗 RARγ 在 AKT 和 p53

通路上的非基因组效应来诱导癌细胞的凋亡。 

2.2  抑制致癌代谢产物 

金合欢素可以有效地抑制人药物代谢酶

CYP1B1 酶的活性，阻碍雌激素致癌代谢产物的生

成，从而预防肿瘤的发生。金合欢素对以雌二醇

为底物的 CYP1B1 酶活性的 IC50 为 (1.43± 

0.27)µmol·L，具有较强的抑制雌激素致癌代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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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生成的活性[4]。 

2.3  抑制癌细胞的增殖 

Chen等[5]通过MTT法发现金合欢素对人结肠

癌细胞(LOVO cells)、人乳腺癌细胞(MCF-7 cells)、

成骨肉瘤细胞(U2-OS cells)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

且具有剂量相关性。说明金合欢素抑制肿瘤细胞

的增殖，具有抗肿瘤活性。阻断细胞周期也可以

抑制细胞进程，金合欢素通过增加 p53 和

p21/WAF1 蛋白的表达，阻滞人肝癌细胞株 HepG2

细胞 G1 期细胞周期，抑制细胞增殖。 

2.4  调节信号通路 

Kim 等[6]研究发现金合欢素诱导的舌鳞癌细

胞株(HSC-3)的细胞凋亡以 DNA 的破碎和 sub-G1

期细胞的增加，激活 caspase-3 和 PARP 通路为特

点。金合欢素导致 Bcl-2 表达减少，Bax∶Bcl-2 比

例增加，线粒体膜电位潜能减少，丝裂原活化蛋

白激酶(MAPKs)被激活。因此，金合欢素诱导的舌

鳞癌细胞株的细胞凋亡与它激活 MAPKs 调节的

信号通路的能力密切相关。在注射人前列腺癌细

胞株 DU145 细胞的小鼠中，金合欢素明显减少肿

瘤的大小和质量，这是通过影响 Akt/NF-κB 信号

通路来发挥抗肿瘤作用[7]。 

2.5  抗肿瘤迁移作用 

肺癌是世界上 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它的

转移是癌症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金合欢素能影

响人体非小细胞肺癌 A549 细胞的侵袭和迁移，对

肿瘤细胞黏附、形态学/肌动蛋白细胞骨架排列、

入侵和迁移的能力表现出抑制作用。金合欢素对

A549 细胞引起 NF-κB 和激活蛋白 1(AP-1)结合能

力产生浓度依赖性的抑制，在 p38α-cDNA 转染的

细胞中大幅降低 p38αMAPK、MMP-2/9、纤溶酶

原活化因子(u-PA)的磷酸化水平，同时明显减少细

胞的侵袭和迁移。金合欢素对人前列腺癌 DU145

细胞的入侵和迁移能力也有抑制作用，其机制与

减少 MMP-2、MMP-9 和 u-PA 的表达，抑制

p38MAPK 信号通路、NF-κB 或 AP-1 的黏合能力

有关。 

2.6  促凋亡作用 

金合欢素诱导细胞凋亡可能是其抗肿瘤作用

的关键机制。Lee 等[8]发现将淋巴细胞 T 细胞暴露

在金合欢素中，会导致细胞凋亡，sub-G1 期细胞

积聚，Bak 基因激活，线粒体膜电位丢失，caspase-9

和 caspase-3 被激活，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

(PARP)分离。说明金合欢素能诱导细胞凋亡和淋

巴细胞 T 细胞的自噬。Watanabe 等[9]发现金合欢

素通过诱导细胞凋亡来抑制人 T 细胞白血病细胞

株的增殖，具有时间和剂量依赖性。它诱导的细

胞凋亡也伴随着 Bax 的上调和 Bcl-2 的下调，活化

Fas 介导的细胞通路。金合欢素可能引起人 T 细胞

白血病细胞的凋亡。Salimi 等[10]在严重的免疫缺

陷小鼠中检测金合欢素的毒性和抗慢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的活性，发现金合欢素虽然通过直接把线

粒体作为目标，选择性的诱导慢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 B 细胞的凋亡，但是增加 ROS 的形成，MMP

下降，释放蛋白 MPT、细胞色素 C，激活 caspase3，

终凋亡；正常的 B 细胞则不受影响。 

2.7  抑制 VEGF 的生成 

在癌症控制中，新生血管是一个有效的指标。

在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中，金合欢素抑制

Stat-1(Tyr701)和 Stat-3(Tyr705)的磷酸化，下调促

血管生成因子包括 VEGF、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

(eNOS)、诱生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基质金属

蛋白酶 (MMP-2)、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bFGF)。在动物模型中，它显著抑制大鼠胸主动

脉环毛细血管的发芽和联网，也抑制瑞士白化病

小鼠基质中的血管生成。金合欢素通过阻止 Stat

信号通路和癌细胞中 VEGF 的表达，抑制体内外

血管再生[11]。 

综上，金合欢素发挥抗肿瘤作用的机制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抑制相关受体和转录因子的表

达水平，抑制致癌代谢产物的分泌，抑制肿瘤细

胞的增殖，促进肿瘤细胞凋亡，调节信号通路，

抗肿瘤入侵和迁移能力，抑制 VEGF 的生成等。

相对于目前常用的抗肿瘤药物，金合欢素能从多

种途径实现抗肿瘤作用，可能成为治疗肿瘤的潜

在药物。 

3  抑菌作用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医院和社区感染的主要因

素。金葡菌的广泛耐药给人类和动物的健康带来

严重威胁。抑制剂的毒性可能治疗金黄色葡萄球

菌感染，并且不会影响细菌的生长，基本不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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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细菌的抵抗。动物感染模型发现，金合欢素可

抑制金葡菌中 SrtA 基因的活性，证明金合欢素能

够保护小鼠的肾脓肿形成，并显著提高生存率[12]。

Komape 等[13]也报道金合欢素具有抗菌作用。说明

金合欢素具有一定的抑菌作用。 

4  抗骨质疏松作用 

骨质疏松症是 常见的骨科疾病之一，金合

欢素具有抗骨质疏松作用。在前成骨细胞系

MC3T3-E1 细胞中，金合欢素促进成骨细胞的增殖

和分化，runt 相关转录因子 2(Runx2)、骨钙蛋白

(OCN)、骨桥蛋白(OPN)和 I 型胶原(COLI)mRNA

的水平提高，AKT 信号通路被激活[14]。 

5  心脏保护作用 

由缺血/再灌注损伤引起的缺血性心肌病患者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非常高。Liu 等发现用可溶于水

的金合欢素前体药物静脉注射可以减少室性心律

失常评分和耐受时间，减少心室颤动和梗死面积，

在体外大鼠局部缺血/再灌注心脏模型中，可以有

效地终止比格犬实验性心房颤动，而且不增加心

电图 QTc 的间期。分子机制显示金合欢素减少抗

氧化蛋白 SOD-2 和硫氧还蛋白，抑制了炎症因子

TLR4、IL-6 和 TNFα 的释放，减少缺血/再灌注诱

导的细胞凋亡[15-16]。 

Wu 等[17]发现在 HEK293 细胞中，金合欢素通

过结合开放和关闭通路抑制 hKv4.3 电流，减少失

活后的恢复，这说明金合欢素有治疗心房颤动的

潜能。金合欢素延长了心房有效的不应期，而不

延长修正的 QT 间期，并有效地防止了麻醉犬在十

二指肠给药后的心房颤动。Yang 等[18]发现通过减

少脂质过氧化、加强抗氧化活性，金合欢素能保

护新生儿心肌细胞缺氧/复氧压力诱导的损伤。 

金合欢素通过抗氧化、抗炎活性，减少 SOD

的分泌，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减少心肌细胞的

凋亡，防止心房颤动，发挥心脏保护作用。 

6  免疫调节和抗炎作用 

金合欢素在炎症介导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Zhao等[19]发现金合欢素减少Kv1.3

的电流，明显抑制 Kv1.3 蛋白的表达，也抑制 Ca2+

的流入。Ca2+通过激活转录因子 NFAT1、NF-κB

和 p65/p50 的活性，增加 IL-2 的产量。在 IL-2 的

分泌上，对抗 Kv1.3 的小干扰 RNA 降低了金合欢

素的抑制作用。因此，金合欢素阻塞了 Kv1.3 通

道，抑制了人 T 细胞的激活，这对它的免疫调节

和抗炎作用是有利的。 

Huang 等[20]在卵白蛋白(OVA)致敏的 BALB/c

鼠，金合欢素治疗减弱气道高反应，减轻嗜酸性

粒细胞浸润，减少肺组织杯状细胞增生。在激活

的人支气管上皮细胞(BEAS-2B)中，金合欢素明显

减少 IL-6、IL-8、细胞间黏附分子-1、嗜酸细胞活

化趋化因子-1，也显著抑制嗜酸性粒细胞附着于炎

性 BEAS-2B 细胞的能力。金合欢素可能改善 OVA

致敏鼠的哮喘症状。在 LPS 刺激的巨噬细胞 RAW 

264.7 中，金合欢素明显抑制白三烯 B(4)(LTB4)的

形成。在抑制 NO 和 TNF-α 的分泌方面，金合欢

素显示有益作用[21]。因此，金合欢素治疗气道炎

症性疾病是有用的。 

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成纤

维样滑膜细胞(FLSs)扮演了关键的角色。Chen等[22]

发现在 IL-1β 诱导的成纤维样滑膜细胞中，金合欢

素抑制 p38 和 JNK 的磷酸化，减少 MMP-1、

MMP-3、MMP-13 的表达。说明金合欢素在成纤

维样滑膜细胞中有抗关节炎的作用。 

7  神经保护作用 

谷氨酸的过度释放被认为是导致神经元损伤

的严重神经疾病的分子机制，因此，有必要寻找

化合物减轻谷氨酸的神经毒性。Lin 等[23]证实在海

马神经终端，金合欢素抑制去极化引起的谷氨酸

释放和细胞内游离 Ca2+的浓缩。然而，金合欢素

不能转变突触小体的膜电位。在红藻氨酸(KA)诱

导的兴奋性毒性神经退化实验的大鼠模型中，腹

腔注射金合欢素能减弱 KA 诱导的神经细胞死亡，

海马体 CA3 区小胶质细胞的活化。因此，通过减

少电压依赖性 Ca2+的进入，金合欢素抑制海马突

触体中谷氨酸的释放，有效地避免 KA 诱导的兴奋

毒性。金合欢素通过它的抗炎作用，能保护源于

帕金森病神经毒性的多巴胺神经元[24]。在 LPS 激

发的神经炎症性 BV-2细胞和神经炎症和缺血的动

物模型中，金合欢素明显抑制 NO 和前列腺素 E(2)

的释放、LPS 诱导的 BV-2 细胞中诱导性一氧化氮

合酶、环氧化酶-2 的表达。金合欢素也能减少促

炎性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IL-1β，抑制核

转录因子 NF-κB 和 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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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 LPS 诱导的神经炎性大鼠模型中，金合欢

素明显抑制小胶质细胞的活化。在缺血动物模型，

金合欢素减少神经细胞凋亡，说明金合欢素是治疗

神经炎症性大脑疾病的潜在治疗方案[25]。 

金合欢素能够抑制谷氨酸的释放，减少神经

细胞凋亡和炎症因子的分泌，具有神经保护作用。 

8  其他 

血清单胺氧化酶(MAO)的活性高低能反映肝

纤维化的程度，线粒体破坏时血清中 MAO 活性升

高。Lee 等[26]从藿香叶子中提取 5 种成分，发现金

合欢素能可逆、完全地抑制重组人 MAO-A 和

MAO-B。金合欢素与 MAO-A 和 MAO-B 可逆结合

时，产生竞争性的抑制，与 MAO-A 相比，金合欢

素对 MAO-B 的抑制作用更强[27]。既往研究发现，

在尿酸酶抑制剂草酰钾预处理的高尿酸血症动物

模型中，口服金合欢素可以降低血清中尿酸水平，

并且抑制肝脏黄嘌呤氧化酶活性，说明金合欢素

降尿酸作用可能归因于它的黄嘌呤氧化酶抑制活

性。金合欢素明显减弱人类细胞中端粒位置效应

(TPE)，大幅度地保护端粒对 DNA 的损伤反应[28]。

More 等[29]证明金合欢素能治疗微生物感染。Rauf

等[30]发现金合欢素通过介导外围和中央机制，在

各种动物模型中显示了强劲的解热镇痛作用。 

9  展望 

金合欢素作为一种自然界常见的天然黄酮类

化合物，可以从金合欢树、洋槐树、大蓟、飞机

草、密蒙花、菊花中提取纯化，多用于科研和化

妆品行业。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中医药发展的重

视和研究水平的提高，科研人员不断深入地探索

和研究金合欢素的生物活性，揭示它的作用机制，

发现它具有多重作用，比如抗氧化、抗炎抑菌、

抗骨质疏松、抗肿瘤、免疫调节、保护心脏和神

经系统等功效，尤其是广泛的抗肿瘤作用，可能

使它成为疗效较好的抗肿瘤药物。然而，目前的

研究多集中在细胞和动物实验，真正应用于临床

还需进一步的临床试验。再者，金合欢素的溶解

度低，口服利用率差，因此，研制合适的剂型也

是重中之重。作为一种纯天然、具有多重药理作

用、广泛存在于植物中的黄酮类化合物，金合欢

素治病、防病的药用前景相当可观，有望成为对

人类健康有极大帮助的保健品或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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