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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extract ingredi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Scutellaria barbata, 
which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study to the role of Scutellaria barbata. Methods: We 
review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on the ingredi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Scutellaria bar-
bata in recent years, and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m. Results: We found that Scutellaria barbata 
has obvious anti-aging dementia, anti-tumor, anti-oxidation, anti-viral, anti-bacterial, liv-
er-protecting and immune-enhancing effects. It can be used clinically to treat liver cancer, rectal 
cance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and gastric cancer. Conclusion: The medicinal value of Scutel-
laria barbata is very large, but its research is not deep enough, and each researcher needs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vide basis and guarantee for clinical rational drug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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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综述半枝莲的提取成分及药理作用，为进一步研究半枝莲的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方法：查阅近

几年的有关半枝莲成分及药理作用的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总结。结果：发现半枝莲具有明显的抗老

年痴呆、抗肿瘤、抗氧化、抗病毒、抑菌、保肝和增强免疫等作用，临床上可以用来治疗肝癌、直肠癌、

鼻咽癌、胃癌等。结论：半枝莲的药用价值很大，但是研究不够深入，需要相关研究人员进一步地研究

与开发，从而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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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半枝莲为唇形科植物半枝莲的全草，又名通经草、小韩信草和溪边黄芩，其名最早见于《外科正宗》。

其味辛、苦，性寒，归肺、肝、肾经，其功效是清热解毒，化瘀利尿，临床上可以用来治疗肝癌、直肠

癌、鼻咽癌、胃癌等。半枝莲提取成分主要有黄酮类化合物、生物碱、多糖类等。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

其有明显的抗老年痴呆、抗肿瘤、抗氧化、抗病毒、抑菌、保肝和增强免疫等作用。本文从半枝莲提取

成分及其药理学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2. 半枝莲的成分 

2.1. 黄酮类化合物 

黄酮类化合物包括众多活性成分，有野黄芩苷[1]、红花素和异红花素等，其中野黄芩苷含量最多。

陈桂[2]等通过 L16 (45)正交试验优选超声辅助半仿生提取半枝莲总黄酮，用分光光度法测定半枝莲黄酮

的含量，经试验得知总黄酮平均提取率为 3.01%。米璇[3]等采用甲醇超声提取出了黄酮类化合物野黄芩

苷、黄芩素、汉黄芩素、柚皮素和芹菜素等，而且利用毛细管胶束电动色谱法分离测定了这些成分，得

知其回收率均大于 85%。谭志盼[4]等先用石油醚提取半枝莲粗粉，再利用其 10 倍量的 75%甲醇加热回

流提取，所得总黄酮含量最高，最后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其总含量，经工艺验证得知三批样品总黄

酮含量均值为 1.90%。 

2.2. 生物碱 

生物碱广泛存在于植物中的一类化学成分，是众多天然药材中最重要化学成分之一。王桂玲[5]等采

用酸水超声提取半枝莲中生物碱类成分，发现生物碱提出率高，同时避免蛋白、多糖等杂质的提出及酸

碱成分的提出对仪器设备的腐蚀作用。赵一帆[6]等利用二氯甲烷经超声提取得到 Scutebarbatine A，提取

率较高，又采用色谱分离方法从半枝莲中得到 Scutebarbatine A，得知其线性范为 0.0303~1.2136，平均加

样回收率为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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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多糖类 

多糖是半枝莲的主要成分之一，赵杰[7]等采用蒽醌-硫酸分光光度法测定半枝莲中多糖的含量，所测

半枝莲多糖含量为 4.34%、RSD = 1.67% (n = 5)。有研究发现，半枝莲多糖包括葡萄糖，鼠李糖、甘露糖、

阿拉伯糖、木糖和半乳糖，其中葡萄糖的摩尔比最大。黄秀香[8]等采用微波辅助复合酶法提取半枝莲多

糖，得率为 5.12%左右。 

3. 半枝莲的药理作用 

3.1. 抗老年痴呆作用 

郗玉玲[9]等利用去卵巢大鼠模拟老年痴呆的模型，半枝莲黄酮可能有助于缓解由于雌激素缺乏所致

的记忆障碍。郭可[10]等采用脑室注射复合 Aβ建立模拟老年性痴呆的模型，得出半枝莲黄酮能够抑制复

合 Aβ所致大鼠脑内神经纤维缠结。侯晓婵[11]等通过研究发现半枝莲黄酮能够抑制复合 Aβ诱导的脑内

Aβ异常生成，调节 β/γ-分泌酶的表达，因此得知，半枝莲黄酮改善学习记忆障碍和神经损伤的药理活性

可能有助于 AD 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细胞凋亡特别是线粒体凋亡通路介导的细胞凋亡直接参与了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因此，任何能够抑制细胞凋亡的手段，都有利于这些疾病的治疗。赵泓翔

[12]等研究发现，半枝莲黄酮能够逆转脑室注射复合 Aβ 所致线粒体膜凋亡因子 Bcl-2、Bax、Bcl-xL 和

BaK 异常改变。郭可[13]等研究发现，半枝莲黄酮可明显抑制复合 Aβ所致大鼠皮层细胞凋亡、逆转胞液

中 Cyt-C、Apaf-1、Caspase-9 和 Caspase-3 表达水平的增加。范悦[14]等通过探讨半枝莲黄酮对 Aβ25-35
引起大鼠皮层星形胶质细胞一氧化氮合酶(NOS)热休克蛋白 70 (HSP70)及载脂蛋白 E (apoE)蛋白表达的

异常变化的影响，发现半枝莲黄酮可能通过影响星形胶质细胞发挥对老年痴呆的治疗作用。范悦[15]等通

过研究得知，半枝莲黄酮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对 Aβ25-35 损伤星形胶质细胞具有保护作用，进而得知其对

老年痴呆的治疗可能有一定的疗效。 

3.2. 抗肿瘤活性 

郭丽华[16]等对黄酮类单体的抗肿瘤活性进行了深入研究，用 MTT 法检测半枝莲 5 个黄酮类单体对

SKOV3 细胞增殖的抑制能力，发现半枝莲中木犀草素、黄芩素、芹菜素、野黄芩苷和汉黄芩素对人卵巢

癌 SKOV3 细胞增殖有显著抑制作用，其中汉黄芩素作用最强，这为后人研究开发抗肿瘤药物提供了新

思路。陈明[17]等发现半枝莲总黄酮可以抑制 B16-F1 黑色素瘤细胞小鼠移植瘤，能缩小肿瘤体积、减轻

肿瘤重量，抑瘤作用显著。宋增芳[18]等在实验研究中得知半枝莲水提取物可以通过增加荷瘤小鼠免疫器

官的重量，进而增强机体的免疫力，达到显著的抗肿瘤的效果。康志强[19]等在大鼠的肝癌模型中证明半

枝莲黄酮对肝癌的抑制作用可能是通过下调肝癌细胞中 ADAM10 的表达而发挥作用，同时也有人指出半

枝莲黄酮类化合物对人类肝癌患者 SMMC-7721 细胞的增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能诱导肝癌细胞的

凋亡。于水澜[20]等发现半枝莲多糖能够调节 H22 肝癌在血清中的蛋白质的表达，进而达到对肝癌的治疗。 

3.3. 抗氧化作用 

有研究发现[21]半枝莲多糖的两个成分 SBPw 和 SBPs 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均可抑制化学法诱导的红细

胞溶血和肝组织过氧化物生成，能剂量依赖性提高给药小鼠血清、肝组织中的 SOD 活力，降低给药小鼠

血清、肝中的组织 MDA 的水平，所以，SBPw 和 SBPs 具有较好的抗氧化作用。陈红梅[22]通过测定 1,1-
二苯基-2-三硝基苯胼自由基、羟自由基的清除率和还原力，发现黄酮提取物有很强的还原力，可一定程

度上清除 DPPH 自由基和羟自由基，是一种新型抗氧化剂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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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抗病毒及抑菌作用 

相关研究者[23]，通过 CPE 法发现半枝莲总黄酮在体外对 PIV-1 的致 Hep-2 细胞病变有明显的抑制

作用。康旭[24]等利用冬虫夏草为菌种对半枝莲进行微生物转化，研究发现半枝莲发酵液对鼠伤寒沙门氏

菌和腐生葡萄球菌抑制作用增强；半枝莲发酵后挥发油对腐生葡萄球菌和阴沟肠杆菌抑制作用也有所增

强。王桂玲[5]等在半枝莲总生物碱粗提取物进行的体外抑菌作用研究中发现，当半枝莲总生物碱浓度为

18.0 mg/mL 时，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不管是标准株还是耐药株都有一定的抑菌作用，而且作用较强。 

3.5. 保肝作用 

有文献报道，半枝莲提取液瘤内注射联合反应停能够有效抑制小鼠 H22 肝癌移植瘤。牟卫伟[25]等
研究发现半枝莲乙醇提取物对顺铂抗肝癌有增效作用，当半枝莲提取物加低剂量顺铂时，体内可显著增

强顺铂对小鼠 H22 肝癌移植瘤的抑瘤作用，体外能明显增强顺铂对肝癌细胞的抑制作用。 

3.6. 增强免疫作用 

免疫是机体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包括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经研究得知，用环磷酰胺复制法构建免

疫抑制小鼠模型，结果发现半枝莲多糖有一定的免疫活性。有专家通过制备荷瘤小鼠脾细胞悬液，检测

半枝莲多糖对脾淋巴细胞增殖和脾细胞分泌 IL-2 和 TNF-α的影响，发现半枝莲多糖能升高小鼠脾淋巴细

胞环磷腺苷的水平，可能是其增强小鼠免疫功能的途径之一。宋高臣[26]等在实验中得知半枝莲多糖可以

抑制 HepA 小鼠肿瘤的生长，使免疫器官重量增加，从而增强 HepA 荷瘤小鼠的免疫功能。 
半枝莲作为一种常用的传统中药，目前针对其化学及药理活性研究已较为广泛，尤其是对半枝莲抗

肿瘤作用的研究相对深入，相关药物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消化、呼吸、泌尿系统的恶性肿瘤。但

半枝莲成分复杂，对其抗老年痴呆、抗氧化、抑菌抗病毒以及保肝等作用的研究远不够深入，缺乏更多

相关药品应用于临床，故本文对半枝莲的提取成分及药理学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其目的是希望广大相关

研究人员对半枝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已便开发出更多成分明确，疗效可靠，质量可控的现代植物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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