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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车前子为车前科植物，它是中医在临床中使用最常见的中药之一，其中的化学成分主要包含生物碱类、

环烯醚萜类、黄酮类、多糖类、苯乙醇苷类和其他类等，主要有利尿通便、祛痰止咳、抗炎、明目、抗

结石、抗肿瘤、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抗氧化和降血脂、血压、血糖等药理作用。基于国内外大量有关于

车前子的文献研究，笔者对车前子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综述，以期对车前子的今

后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与研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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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ntago asiatica L. is plant of plantaginaceae. It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Plantago asiatica L. mainly in-
cludes alkaloids, iridoids, flavonoids, polysaccharides, phenylethanoid glycosides and others. It 
has many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such as diuresis and laxative, eliminating phlegm and relieving 
cough, anti-inflammation, improving eyesight, anti-stone, anti-tumor, regulating immun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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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oxidation and lowering blood fat, blood pressure and blood sugar.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on Plantaginis Semen, the author conducted in-depth re-
search and review on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Plantaginis Semen,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search basi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of Plantaginis 
S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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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车前子(semen plantaginis)是车前或平车前的干燥成熟种子，为中医在临床治疗泌尿系统疾病中使用

频率最高的中草药之一。车前子别名有车前实、凤眼前仁、虾蟆衣子、猪耳朵穗子等，科属车前科，属

于多年生草本植物，主产于河南、湖北、江西与东北地区等地。性甘，寒。入肝、肺、肾、小肠经。具

有清热利尿通淋，渗湿止泻，明目，祛痰的功效，药理作用有利尿通便、祛痰止咳、抗炎、明目、抗结

石、抗肿瘤、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抗氧化和降血脂、血压、血糖等。其药物作用在著名古今书籍中均有

所记载，如《神农本草经》《图经本草》《证类本草》《安骥集药方》《名医别录》《本草纲目》等。

为了大家对车前子使用和研究的方便，笔者在本文章中对车前子的上述研究进行了检索并深入分析，希

望提供科学有效的理论基础与依据给大家。 

2. 化学成分 

车前子中含有十分丰富的化学成分，并且复杂。国内外研究学者经过不断的努力，在车前子中分离

出来了很多化合物，其中生物碱类、环烯醚萜类、黄酮类、多糖类、苯乙醇苷类和其他类等为主要的活

性成分。 

2.1. 生物碱类 

车前子中含有数种生物碱化合物，研究者们通过实验分离提纯发现其中有吲哚类和胍类化合物生物

碱，并且将它们的结构图研究出来了，为车前子的化学成分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1] [2]。 

2.2. 环烯醚萜类 

环烯醚萜类是一类具有半缩醛结构的单萜衍生物，在植物体内以成苷形式存在，目前从车前子中分

离后得到已知的环烯醚萜类化合物有 20 多个，可分为普通环烯醚萜苷类，4-去甲基环烯醚萜苷类及其他

类[3] [4]。 

2.3. 黄酮类 

车前子中有效活性成分之一的黄酮类化合物包含木犀草苷、黄芩素、大波斯菊苷、高车前苷、红景

天苷、泽兰黄酮等[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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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多糖类 

多糖类活性化学成分是车前子中最主要的化合物之一，其大部分药理作用与多糖类化合物的作用有

关联，占车前子有效成分的比重较多，研究人员通过水提法、碱提法、微波提取法和超声法等提取车前

子中的多糖成分，发现其中包括鼠李糖、甘露糖、木糖和阿拉伯糖等[7] [8] [9]。 

2.5. 苯乙醇苷类 

苯乙醇苷类具有广泛的药理活性，由苯乙醇苷元、咖啡酸及糖组成，车前子中含有的这类化合物有

肉苁蓉苷、车前草苷、麦角皂苷、β-羟基毛蕊花苷、去鼠李糖毛蕊花糖苷等[10] [11]。 

2.6. 其他成分 

车前子中的化学成分除了生物碱类、环烯醚萜类、黄酮类、多糖类、苯乙醇苷类这些成分之外，还

有很多人体所需的维生素类物质、多种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镁、铝、铁、锌等)等[12] [13]。 

3. 药理作用 

车前子最早记录于《神农本草经》，认为其具有“清热利尿通淋，渗湿止泻，明目，祛痰”的作用，

车前子是利尿通淋药中的要药，古人常用它“利小便而实大便”来治疗大便水泻、小便不通者。对于车

前子有这么多的功效，学者们对车前子有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对车前子的药理作用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

研究，发现车前子主要有利尿通便、祛痰止咳、抗炎、明目、抗结石、抗肿瘤、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抗

氧化和降血脂、血压、血糖等药理作用。 

3.1. 车前子对利尿通便的作用 

车前子是一味利尿通淋的要药，大多数利尿的方剂中均含有此药，且治疗效果都挺不错，如八正散

等。温志歌[14]等提供搜集大量古今医家临床经验和医案，发现车前子具有明显的利尿功效，对于泌尿系

统疾病有着很好的疗效，并且在不同疾病的用药量上也有不同的规律。Li [15]等建立以盐水负荷模型大

鼠为实验对象，采用代谢组学和药理学方法等，在实验中得出车前子有明显的利尿作用和其利尿机制。

王元雪[16]等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寻找发现车前子经常用于尿路感染类疾病，经常与泽泻、茯苓、白术等药

联合使用。除此之外，中医还有“利小便实大便”的理论，当病人有大便水泻而小便不通时，我们可以

通过使用车前子等利尿药物通利病人小便从而达到止泻的目的。 

3.2. 车前子对祛痰止咳的作用 

车前子在祛痰止咳这方面也有着良好的治疗作用。阴月[17]等建立实验小鼠模型，对小鼠灌胃不同剂

量车前子中的化学成分，发现车前子具有显著的祛痰止咳作用，且在较低剂量即可观察到疗效。曹艺付

[18]等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得出车前子不仅在利尿通淋方面有明显的作用，对于祛痰止咳同样能够发挥奇

效。 

3.3. 车前子对抗炎的作用 

车前子主要是通过调节炎症的相关信号通路和抑制炎症的相关因子从而达到抗炎的药理作用。

Baghizadeh [19]等在临床试验中发现车前子可以有效缓解溃疡性结肠炎的症状，并且可以明显降低患者的

炎性指标。李芬芬[20]等建立诱导肝脏炎症小鼠模型，在后续实验中得出车前子对肝脏炎症小鼠的肝损伤

有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车前子的抗炎作用有一定的关系。阿拉西·斯尔克米德克[21]等采用乙醇醇沉、

双氧水脱色、热碱浸提、有机溶剂脱脂等方法分离提取车前子中的多糖成分，然后在实验中发现车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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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糖通过抑制 IL-β，IL-6 和 TNA-α等信号通路的表达，达到良好的抗炎效果。 

3.4. 车前子对明目的作用 

古代中医曾经说过种子类的中药有明目的功效，如车前子、决明子、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等。

黄秀榕[22]等通过研究发现车前子可以有效降低眼睛内多个细胞的凋亡率，达到明目的功效。陈广玲[23]
等在寻找古代书籍中找到车前子存在于护眼明目的药膳中，其具有一定的明目作用。 

3.5. 车前子对抗结石的作用 

车前子的药理作用十分广泛，尤其是在泌尿系统的疾病，对于结石同样有良好的作用。周萍[24]等在

古今医案当中寻找车前子这味中药的临床配伍规律，得出车前子配伍木通、金钱草可以有效的治疗输尿

管结石。邵绍丰[25]等使用乙二醇和氯化铵建立肾结石大鼠模型，而后对大鼠灌胃车前子煎剂，发现车前

子对预防肾结石有显著的效果。 

3.6. 车前子对抗肿瘤的作用 

车前子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和分化，达到抗肿瘤的作用。陈高[26]等采用 MTT
法在实验中检测多种浓度车前子多糖对乳腺癌细胞的影响，发现车前子可以抑制乳腺癌细胞的增殖，并

且能够抑制 EMT 的相关蛋白表达从而降低乳腺癌细胞的迁移，影响程度的大小与车前子多糖的浓度有一

定的关系。Choi [27]等在研究车前子抗肿瘤机制和靶点的实验当中，得出结论车前子可以抑制表皮生长

因子的表达，降低肿瘤细胞的增殖速度，进而产生良好的抗肿瘤作用。冯娜[28]等建立实验小鼠模型，对

小鼠灌胃不同剂量，发现多糖明显增加 CTX 诱导的免疫力低下小鼠的吞噬指数，促进 Con A 及 LPS 诱

导的 T、B 淋巴细胞的增殖作用以及增加 SOD、TNF-α 含量，即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和氧自由

基，从而减少肿瘤细胞对人体的影响，达到抗肿瘤的目的。 

3.7. 车前子调节机体免疫功能作用 

车前子作为一味利尿通淋的中药的同时，它还具有调节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张君[29]等利用多种方

法将车前子制作成车前子胶，并且建立小鼠模型，发现车前子胶可以显著提高免疫力低下小鼠的溶血素

水平，具有增强免疫功能的效果。Ren [30]等在实验研究中发现车前子多糖能够有效提高免疫器官的各项

指标，而且促进免疫器官的发育，增强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 

3.8. 车前子的抗氧化作用 

车前子当中的活性成分黄酮、多糖等多种化合物在人体当中可以发挥抗氧化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机

体的自由基，防止活性氧类物质对我们人体内的细胞的结构和功能产生破坏，有效的保护我们体内的细

胞。车前子这味中药未来有希望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抗氧化剂和抗衰老剂[31] [32]。 

3.9. 车前子对降血脂、血压、血糖的作用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这三类常见病的患者越来越多，车前子对于

这三种病均有良好的疗效。兰继平[33]等通过建立高血压大鼠模型，对其车前子组进行灌胃处理，实验中

发现车前子可以很好的降低原发性高血压大鼠的血压，可能与修复血管收缩和舒张功能有关。曹阿芳[34]
等采用高脂食物喂养大鼠，建立高脂血症大鼠模型，然后建立多组对照实验，实验当中多次测量大鼠生

化指标，得出车前子可以显著降低体内血脂指标水平，对高脂血症有明显的治疗作用。Peng [35]等使用

多种仪器提取车前子当中的化学成分，得出提取物可以有效的降低机体血糖水平，改善糖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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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车前子当中含有的化学活性成分含量丰富，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涉及我们机体多个器官和系统，

除了对上述疾病有治疗作用外，还对其他疾病同样有一定的效果，而且在一些常见病的治疗当中有明显

的效果。虽然我们经过很多年对车前子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但是研究得还不够

明白和均衡。因此，我们在临床和实验中要加强对车前子的研究，从而可以更加安全、精确、有效地发

挥车前子的药用价值，更好更快地去治愈患者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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