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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灯盏花乙素（Scutellarin）是从灯盏花中提取的主要成分，可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的损伤．灯盏花乙素

对血管生成和肿瘤细胞及其内皮细胞的有一定的作用，对氧化应激诱导的细胞凋亡都有显著的影响，通过抑制

PKC的亚型易位来治疗糖尿病相关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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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utellarin（SCU）， the main bioactive component of ，has been shown to

offer beneficial effects on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functions. SCU effects on angiogenesis and cancer cells
and endothelial cells， and it also shows the effect on oxidative stress-induced cell apoptosis. SCU inhibits the

translocation of PKC in vivo and in vitro，and may have value as a drug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complications．

We reviewed SCU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present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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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盏花又名灯盏细辛、东菊，是菊科植物短

葶飞蓬 （Vant.） Hand-Mazz的

干燥全草，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尤以云南
较多．

灯盏花性寒、微苦、甘温辛，具有散寒解表、

活血舒筋、止痛、消积的功效．可用于治疗感冒

头痛鼻塞、风湿痹痛、瘫痪、急性胃炎、小儿疳

积、跌打损伤． 《广西药植名录》：“治小儿头

疮．”《云南中草药》：“发表散寒，健脾消积，

消炎止痛．” 《云南中草药选》：“散寒解表，止

痛，舒筋活血．治牙痛，急性胃炎，高热，跌打

损伤，风湿痛，胸痛，疟疾，小儿麻痹后遗症，

脑炎后遗症之瘫痪，血吸虫病．”目前灯盏花注

射液在临床上 2除主要用于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外，

在糖尿病、肾病、颈性眩晕、老年性疾病的治疗

上也有较好的疗效．

灯盏花乙素（Scutellarin，SCU）是从灯盏花中

提取的一种黄酮类化合物，其化学结构（图 1）最

早在 1901年被 Guido Goldschmiedt鉴定，并进行了

相关研究．灯盏花乙素可以利用大孔树脂等方法

从天然物质灯盏花中提取[1]．对灯盏花乙素进行急

性毒性的安全评估，通过对小鼠在不同剂量的给

药情况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最大耐药剂量超过 10

g/kg．对于亚急毒性的研究中，通过口服给药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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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为一周期进行检测，灯盏花乙素在啮齿动物的毒

性最小剂量为 100 and 500 mg/kg [2]．

图 1 灯盏花乙素分子结构

灯盏花乙素可以调节心脑血管功能，对心绞

痛、心肌梗死、中风、脑血栓以及与血管内皮细胞

相关的功能性障碍等疾病有保护效应．近年来灯盏

花乙素对血管机能的影响已有较多报道，研究表明，

灯盏花乙素可以减轻心脑血管缺血再灌注损伤[3，4]、

抵抗氧化应激[5，6]、调节钙离子[7]、抗癌[8，9]等作用．

同时，灯盏花乙素也可保护神经系统[4，10]．本文着

重就近年来灯盏花乙素在心肌保护及血管生成等方

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2 灯盏花乙素的心肌保护作用

心肌损伤多是由于心肌缺血再灌注引起的损

伤，心肌缺血再灌注可引起氧化应激、钙超载以及

代谢异常，同时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紊乱，激活凋亡

因子，增加血管紧张素，调控 NO 和中性粒细胞

等.

研究表明，灯盏花乙素通过抑制转化生长因子

-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1）、分

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p38-MAPK） 以及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1/2

（extracellular-signal regulated kinase，ERK1/2）的激

活表达，减轻梗塞模型大鼠的间质性纤维化和心脏

功能障碍，由于间质纤维化在慢性心肌缺血和抗纤

维化后的心力衰竭中起重要作用，因此 SCU对于

心肌缺血造成的心力衰竭具有很好的疗效．研究证

明长期使用灯盏花乙素通过抑制间质纤维化，通过

抑制纤维连接蛋白 （FN1 ， fibronectin 1） 、

TGF-β1 的表达和 p38-MAPK 、 ERK1/2 的磷酸

化，可以改善心肌梗死小鼠的心脏功能[11]．

灯盏花乙素还可以通过抑制钙离子调节的钙调

磷酸酶和钙蛋白激酶的信号通路起到抑制心肌肥大

的作用．研究发现 SCU可以显著性抑制由苯肾上

腺素引起的新生心肌细胞肥厚增生，同时降低β-

肌球蛋白链和心房钠尿肽的表达，而这两个蛋白是

心肌肥厚的标志．苯肾上腺素和主动脉结扎引起心

肌肥大可以导致细胞内钙离子增加，而 SCU可以

显著抑制钙的下调感受器，即钙调磷酸酶和磷酸化

的钙调蛋白激酶Ⅱ的表达，这进一步表明了灯盏花

乙素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效果[7]．

研究显示灯盏花乙素有抗局部缺血效应．对大

鼠结扎左前降支的动脉可以诱发急性心肌梗死，脑

动脉闭塞引发了局灶性脑缺血，已经研究证明灯盏

花乙素可以显著性的减小大鼠的心肌梗死面积．与
对照组相比，SCU也可以减少心肌梗死大鼠的心肌

细胞凋亡[12]．

3 灯盏花乙素对血管生成的影响

血管生成在生理和病理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血管生成可以提供组织修复和再生所需的的氧气、

营养物以及各种生长因子，可以修复组织缺血造成

的损伤，但血管生成因子刺激过大会产生副作用．

血管生成在缺血性心脏疾病、糖尿病慢性炎症和肿

瘤等疾病中有重要的作用．

研究显示在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上检测了灯盏花

乙素对血管生成的影响．通过 MTT检测法，发现
SCU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有促增殖作用；通过伤口

愈合实验证明 SCU对内皮细胞有促迁移作用，小

室入侵实验也验证了 SCU使得侵入细胞的数量增

加．SCU也可以促进静脉内皮细胞毛细血管的形

成，显著上调血小板内皮粘附分子 -1．通过检测

血管生成因子与细胞迁移和入侵的相关性，证明

SCU 有促进血管生成的作用．SCU还可以强烈诱

导基质金属蛋白酶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2）的活化表达．这些结果表明灯盏花乙素

可以促进血管生成，适用于那些以促进血管生成为

治疗基础的疾病的治疗，比如局部缺血性心血管疾

病的治疗[13]．

4 灯盏花乙素对脑的保护作用

研究显示灯盏花乙素可以通过抗氧化活性减弱

脑缺血再灌注的大鼠肝细胞损伤[3]．SCU也对脑缺

血再灌注伴随的神经损伤有保护作用．TTC染色检

测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梗死面积，通过 Longa’s的

评分检测神经功能的损伤发现，SCU可以显著减小

梗死面积和神经损伤．用埃文斯蓝的含量检测血脑

屏障的通透性发现 SCU 可降低血脑屏障的通透

性．SCU对脑损伤的保护效应主要是通过调节一氧

化氮合酶的亚型和血管生成因子的表达来实现的



[4]．研究表明 SCU在大鼠瞬时脑缺血时可以通过抑

制聚 ADP 核糖聚合 酶 （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PARP）依赖的线粒体功能障碍和细胞

凋亡诱导因子（apoptosis inducing factor，AIF凋亡

诱导因子的易位，减轻脑损伤，发挥神经保护效

应[14]．

5 灯盏花乙素抗氧化应激

过氧化氢可以引起活性氧和丙二醛的堆积以

及脂质过氧化作用的产生，灯盏花乙素可以使其

显著减少，也可以降低细胞损伤，减少由于过氧

化氢增加而引起的细胞凋亡[6]．

6 灯盏花乙素对肿瘤细胞的影响

灯盏花乙素是一个特异的敏化剂，可以增加白

藜芦醇和 5-氟尿嘧啶对 caspase-6的诱导，诱发

人大肠癌细胞凋亡[9]．L.X. Wang等研究证明 CoCl2

处理的 PC1细胞会诱发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

caspase-3的活性增加，Bcl-XL的表达减少，p38-

MAPK的磷酸化，诱导细胞凋亡，而 SCU的处理

可以保护细胞，降低其凋亡率[15]．H. Li等研究表

明灯盏花乙素也可以抑制口腔鳞状细胞癌的增殖

和迁移，其抑制作用与上调 E- 钙粘蛋白和下调

α5β6整合素密切相关[16]．

7 灯盏花乙素与内皮细胞的关系

研究显示在小鼠的胸主动脉环进行 SCU的活

化血管的实验，SCU可以诱导松弛由于去甲肾上

腺素引起收缩作用，并呈剂量依赖性．其去除内

皮时可以使松弛作用减少，也可通过一氧化氮合

酶抑制剂或可溶性的鸟甘酸环化酶抑制剂进行作

用．过氧化氢酶可以增加主动脉的收缩和抑制

SCU最低浓度引起的松弛作用．300和 1 000 滋M的

SCU可以显著性地抑制由苯肾上腺素引起的剂量
依赖的收缩性．SCU对小鼠胸主动脉松弛是依赖内

皮细胞的，并涉及到 NO和过氧化氢酶敏感性的增

加，灯盏花乙素对苯肾上腺素引起的收缩进行抑
制时并不影响胸主动脉肌球蛋白氢链 20 磷酸

化的改变[17，18].

8 灯盏花乙素的其他作用

灯盏花乙素可以拮抗硒引起的肝脏损伤．SCU

可以保护伴刀豆凝集素 A在小鼠体内诱导的免疫

学肝脏损伤，这主要是通过对细胞核因子

（NF-kappaB） - 肿瘤坏死因子（TNF-alpha） - 诱

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转导通路进行抑制所

产生的[19]．Hanqing C SCU在小鼠肠胃外溶解后可

以对急性胰腺炎和多重器官损伤起到保护效应[20]．
S Wang 研究证明 SCU 的抗炎作用及神经保护机

制，尤其是其在小胶质细胞内的抗炎作用，是由于

SCU抑制脂多糖诱导的促炎介质，因此 SCU可用
于治疗小胶质细胞调节的神经炎症[10]．灯盏花乙素

通过抑制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产生黏液，通过抑

制 PKC-ERK信号通路，对慢性炎症性肺疾病的治

疗有利[21]．研究显示 SCU 能减少动脉粥样硬化老

鼠的胆固醇，可治高胆固醇血症[22]．研究表明灯盏

花乙素可以使 PKC在体外和体内易位，SCU通过

抑制 PKC的亚型易位来治疗糖尿病相关疾病[23]．

10 结语与展望

灯盏花素作为中国的传统药物，自 70年代以

来已经在临床上广泛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尽管

人们目前对于灯盏花的化学组成已经有了比较全面

的了解，但对其药理作用的研究还不够完善，特

别是在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上对其作用机制的研究

尚待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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