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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ystemically reviewed the research on liver protective effect of active components of 
Penthorum chinense Pursh, and summed up different kinds of active components isolated, show-
ing liver protective effect. We discussed the perspective further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his 
would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active components of Penthorum 
chinense Pur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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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重点对近年来赶黄草在肝脏保护方面的有效组分的研究进行系统综述，总结了已经分离并具有保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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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肝作用的多类有效组分，并对赶黄草的进一步研究进行了讨论，为赶黄草有效组分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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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黄草，肝脏，有效组分 

 
 

1. 引言 

赶黄草(Penthorum chinense Pursh)，又名水泽兰、水杨柳、扯根菜等，为虎耳草科扯根菜属植物扯根

菜的地上部分。其性温，昧甘，无毒，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散瘀、利水消肿、退黄、平肝的功效[1]，广

泛被应用于各型肝炎、胆囊炎、脂肪肝的治疗，主要作为中成药“肝苏颗粒”、“肝苏胶囊”、赶黄草

饮片等的原料药材。赶黄草分布广泛，国内主要分布在四川、安徽、甘肃、广东、广西等省份，国外在

日本、韩国、老挝、蒙古等国家均有分布[2]，但是只有我国的原产的赶黄草可以作为药用[3]。以赶黄草

为原料的肝苏颗粒是第一代治疗肝炎的中成药，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被社会认可。但是肝苏颗粒治疗肝病

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还未明确，制备工艺粗放，已不再适应临床用药的需求[4]，所以现在对赶黄草有

效组分(有效组分在中药中是指从一味中药或是复方中药中提取的一类或几类化学成分的混合体，混合体

与原药材相比富集了有效物质[5]。)的研究是刻不容缓的。虽然中药物质的基础研究是中药现代研究的基

础[6]，但是由于中药赶黄草化学成分复杂，作用机理不明确，至今关于赶黄草有效组分的物质组成还不

能确定，本文对现有的有关研究进行整理总结。 

2. 赶黄草的化学成分研究 

国内外对赶黄草化学成分研究的报道日渐增多，目前报道的赶黄草中的化学成分有黄酮类、萜类、

甾醇类、酯类、香豆素类、有机酸类以及多酚类[7]。同时冯长根等[8]对赶黄草挥发油的化学成分进行了

研究，共分离出 38 个组分，鉴定出其中 26 个组分。对赶黄草化学成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对赶黄

草药理学和化学的关研究，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化学成分被发现鉴定，为其有效组分的研究夯实基础。

其中对已证实对肝脏有保护作用的化合物进行了总结见表 1。 

3. 赶黄草有效组分的研究 

3.1. 赶黄草活性成分物质基础研究 

因为赶黄草在肝病方面具有明显的疗效而且面临剂型升级的问题，所以赶黄草有效组分的研究成为

近几年来中药领域的研究热点。左蕾蕾[9]报道槲皮素和没食子酸是扯根菜对肝脏保护作用的主要活性成

分并对其提取纯化工艺进行了总结。尽管很多赶黄草的有效组分提取分离工艺的研究以槲皮素或是没食

子酸的量作为指标，但是不能被认为只有槲皮素和(或)没食子酸是赶黄草主要的活性成分，因为其活性成

分的组成非常复杂。一般认为活性成分为一类或是几类物质。吴众[10]研究推测赶黄草的有效组分为有机

酸、黄酮类，杨明等[11]通过试验证明了赶黄草水溶性部分中黄酮类和有机酸类成分为起效的物质基础。

张涛[12]认为赶黄草中的苯丙素类和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等活性，是其治疗肝病的活性成分。丁庆[13]
通过动物试验发现赶黄草中的总皂苷具有极好的抗肝炎的功能。目前对于赶黄草活性成分的研究，还缺

少提取不同活性部位类物质，对其保肝护肝药理活性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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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active components from the Penthorum chinense Pursh 
表 1. 赶黄草中的有效组分化合物 

编号 化合物名称 类型 

1 乔松素 

黄酮(苷)类 

2 乔松素-7-新橙皮糖苷 

3 槲皮素 

4 山奈酚 

5 乔松素-7-O-β-D-葡萄糖苷 

6 槲皮苷 

7 山奈酚-3-O-α-L-鼠李糖苷 

8 Pinocembrin-7-O-[-3"-O-galloy-4",6"-hexahydroxydiphenoyl]-β-glucose 

酚酸类 

9 Pinocembrin-7-O-[4",6"-(S)-hexhahydroxydiphenoyl]-β-D-glucose 

10 ThonningianinsA 

11 没食子酸 

12 没食子酰糖苷 

13 熊果酸 
皂苷类  

14 熊果酸-28-木糖-(1-3)-葡萄糖苷 

15 东莨菪内酯 
苯丙素类 

16 东莨菪苷 

3.2. 利用不同的模型进行有效组分的筛选 

因为现在研究发现赶黄草保肝护肝作用的发挥途径与清除自由基抑制氧化应激反应有关,所以贺晓

华等[14]研究了不同溶剂赶黄草提取物以及不同极性部分清除 DPPH 自由基的作用，发现 95%乙醇提取

物的清除 DPPH 自由基作用最强，在不同的极性部分中醋酸乙酯萃取部分的清除能力最强，但仅对其有

效部位进行了筛选，并未对试验得出的有效部位中的物质进行鉴定。同时 Tian-Tian Zhang 等[15]用 CCl4

诱导正常的 HL-7702 肝细胞建立肝细胞损伤模型，以微粒体酶类、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

酸氨基转移酶(AST)的活性和丙二醛(MDA)的含量为指标，利用该模型对不同溶剂的赶黄草提取物、不同

极性部位的组分进行保肝护肝活性筛选。结果发现，70%的乙醇提取物和乙酸乙酯极性部分的组分的效

果最好。张冲[16]利用动物模型对不同浓度乙醇赶黄草提取物对大鼠酒精性脂肪肝的治疗作用及机制进行

了研究，发现不同浓度乙醇赶黄草提取物对大鼠酒精性脂肪肝有较好的治疗作用，但 95%浓度乙醇赶黄

草提取物治疗组的效果优于其它浓度乙醇赶黄草提取物治疗组。以上研究虽然利用不同的模型对赶黄草

的有效组分进行了筛选，但是他们并未对试验得出的有效部位物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鉴定。 

3.3. 关于有效物质单体的研究 

郭美丽等[17]发现 50%乙醇提取物分离得到的 9 个单体化合物(熊果酸、乔松素、东莨菪内酯、没食

子酸、熊果酸-28-木糖-(1-3)-葡萄糖苷、乔松素-7-葡萄糖苷、乔松素-7-新橙皮糖苷、东莨菪苷、没食子酰

糖苷)进行动物试验，发现均具有保肝护肝的生物活性。邓锷[18]对赶黄草 95%的乙醇提取物的乙酸乙酯

组分进行了鉴定，得到了 β-谷甾醇、东莨菪素、山奈酚、木犀草素、胡萝卜苷和槲皮素共 6 种化合物，

但是并未对这 6 种化合物的护肝活性进行研究比较。姜明华[19]对赶黄草 70%的乙醇提取物的乙酸乙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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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鉴定得到两种鞣花鞣质型黄酮 Pinocembrin-7-O-[3"-O-galloy-4",6"-hexahydroxydiphenoyl]-β-glucose 和

ThonningianinA，同时这两种物质具有很高的抗氧化、抗肝癌的活性，并由此推断赶黄草中的有效组分

的为黄酮类物质，尤其是鞣花鞣质型黄酮类。Qun Lu 等[20]利用肝癌细胞 SMMC-7721 为模型对赶黄

草的有效组分进行筛选，发现乙酸乙酯部分的活性最强。黄豆豆[21]通过试验认为出酚酸类物质为赶

黄草的有效组分，试验发现山奈酚-3-O-α-L-鼠李糖苷、Pinocembrin-7-O-[-3"-O-galloy-4",6"-hexahydro- 
xydiphenoyl]-β-glucose、Pinocembrin-7-O-[4",6"-(S)-hexhahydroxydiphenoyl]-β-D-glucose、ThonningianinsA、

没食子酸、槲皮素、乔松素-7-O-β-D-葡萄糖苷等单体对 TGF-β1 诱导的 HSC-T6 细胞增殖有抑制作用，

并提出这类化合物的细胞增殖活性随着结构中没食子酰基的增多，抑制活性增强。在此研究基础上，

Doudou Huang 等[22]还对赶黄草酚酸对肝星状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效果显著。对于赶

黄草有效组分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物质单体的保肝护肝的生物活性，但是对其不同类型成分的药理活性

的比较研究较少，特别是与先用肝苏颗粒的活性的比较的研究还没有发现。 

4. 结论 

目前，对于赶黄草有效组分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虽然关于赶黄草的研究有大量的报道，但是研究领

域都局限于一类或是一种物质，没有系统整体的研究。比如黄酮类、总皂苷类、酚酸类的生物活性比较

至今没有发现，还有各种分离的物质与肝苏颗粒之间的活性比较至今也没有报道。同时，关于赶黄草有

效组分的与其他植物如甘草、五味子的活性成分的比较也没有发现报道，比如推测赶黄草的黄酮类为有

效组分，但是赶黄草黄酮和其他植物黄酮的不同之处并没有相关研究。现在一般先根据提取溶剂极性大

小进行分类，再通过各种模型进行活性筛选，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活性物质组分的细分，以免在药物筛

选过程中遗漏关键的组分，因此，有关赶黄草保肝护肝的有效组分研究还要继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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