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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是五加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三七,?LML_MH)HW

NTM.DMN%&RIi4& B4%4UKDM-的干燥根和根茎$ 其

味甘#微苦#性温"归肝#胃经"有散瘀止血#消肿定痛

等功效
,"-

$ *本草纲目+记载三七可 (止血#散血#定

痛)$ 除止血#活血作用外"三七还具有抗心律失常#

改善心肌耗氧#降血压#抗休克"抗炎#抗衰老#抗肿

瘤#抗氧化#镇静#镇痛#调节免疫功能#益智等药理作

用$ 现将近年来三七止血#活血成分及其作用机制的

相关研究概述如下$

一#止血#活血成分研究

"4止血成分研究!三七的止血有效成分三七素

%CDMSTSKTMD&"是从三七根中分离的一种特殊氨基酸"

化学名称是
%

Y>Y草酰 Y7Y

"

"

%

Y二氨基丙酸

%

/

&"止血效果优于止血芳酸$ 三七素的 :Y构型

含量甚低"有相同的止血活性"但神经毒作用很

低
,1-

$ 三七的止血活性成分还包含槲皮苷和钙离

子
,3-

$ 三七素加热易分解"故三七止血一般生用$

14活血成分研究!三七的活血有效成分是三七

总皂苷%?>F&"其含有人参皂苷和三七皂苷等 1# 多

种皂苷成分$ 其中人参皂苷 =N" 在 ?>F 中含量较

高"是三七活血的主要有效成分
,;-

$ 人参三醇皂苷

%?,F&活血作用显著
,9-

$ 另外"三七中的黄酮类也有

活血作用
,2-

$

二#三七止血实验研究

"4三七止血与剂量的关系!在一定剂量范围内"

三七小剂量应用时主要表现为止血作用$ 洪海洲

等
,0-

认为止血是小剂量三七的主要功效之一$ 张海

英等
,+-

用毛细管法#剪尾法分别测定小鼠凝血时间#

出血时间$ 结果表明"三七低剂量组具有止血作用$

14三七止血与血小板功能#凝血时间的关系!机

体出血时"小剂量三七可通过缩短血浆复钙时间达到

明显的止血效果$ 电镜观察"三七素% CDMSTSKTMD&主

要使血小板产生伪足#聚集#变形等"并使其胞膜破

损#部分溶解及脱颗粒反应"从而释放血小板因子
1

#

二磷酸腺苷%*:?&和 UL

1 p

等加速凝血的因子"最终

止血效果显著$ 三七素和三七温浸液均能显著缩短

小鼠的凝血时间和增加血小板数量而发挥止血作用$

郁相云等
,$-

实验证实"三七可增加小鼠血小板数

%?7,&"缩短血浆凝血酶原时间%?,&#降低活化部分

凝血酶时间%*?,,&#降低小鼠凝血时间 %U,&"与对

照组比较有差异显著性$ 张玉萍等
,"#-

采用三七素注

射液对小鼠#大鼠进行腹腔注射实验"表明三七素可

通过缩短凝血时间"提高血小板数和黏附率发挥止血

作用$ 同时"三七素有神经毒作用"达到一定剂量时

会引起严重的运动失调$

34三七止血与肝脏内代谢"血管收缩等其他因素

的关系!三七可通过机体代谢"诱导血小板释放凝血

物质而产生止血作用$ 麻醉犬口服三七粉后"颈动脉

放血"凝血时间缩短"若先结扎门静脉"上述作用则消

失"推测三七止血可能与肝脏内的代谢存在一定关

系$ 此外"三七止血作用还与其增加血液中凝血酶含

量#收缩局部血管有关$ 有实验证实三七素促进组织

胺引起血管收缩$ 对于三七素收缩血管的作用机制"

冯冰虹等
,""-

研究复方三七浸膏对大鼠胸主动脉环和

新西兰兔血小板黏附性作用"表明其增强收缩血管作

用机制可能与降低血浆一氧化氮%>d&水平和主动脉

一氧化氮合酶%>dF&#原生型一氧化氮合酶%S>dF&#

诱生型一氧化氮合酶%T>dF&的合成有关$

总之"三七的止血机制可以认为是其以作用于内

源性和外源性凝血系统的凝血因子#增加血小板数量

和改善血小板功能为主"通过多环节共同作用实现的$

三#三七活血实验研究

"4三七活血与剂量的关系!在一定剂量范围内"

三七大剂量应用时主要表现为活血作用$ 口服三七

对小鼠有抗凝血作用"可延长其出凝血时间"且随剂

量的增大而作用增强"当用至成人等效剂量的 ; 倍

时"出凝血时间明显延长$ 喻林华等
,"1-

分别配制

9#5#095#"##5的三七伤药片溶液对小鼠连续灌胃

3 天"与对照组相比"低#中#高剂量组溶液分别延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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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平均凝血时间 "$4;5#3+435#214+5"呈现一

定的量效关系$

14三七活血与舒张血管平滑肌的关系!?>F 可

增加肠系膜前动脉和冠状动脉血流量"加快血流速

度$ 静脉滴注 ?>F 可使麻醉兔和大鼠股动脉血压和

脑血管阻力下降"同时对抗基底动脉环收缩反应$ 陈

健文等
,9-

发现 ?,F 注射液显著改善脑循环是通过扩

张血管# 降低脑血管阻力达到的$ 人参皂苷 =N" 扩

张兔脑基底动脉的机制较复杂!既与血管平滑肌细胞

膜上受体操纵的 UL

1 p

通道 %=dU&抑制内 UL

1 p

释放

有关"又与电压依赖性 UL

1 p

通道%?:U&抑制外 UL

1 p

内流有关/该作用又可能通过内皮细胞产生舒张血管

因子介导
,"3-

$

34三七活血与抗血小板聚集和抗血栓形成的关

系!?>F 主要通过提高血小板内环磷酸腺苷%S*8?&

含量#减少血栓素 *

1

的生成而产生明显的抗凝"抑制

血小板聚集作用
,";-

$ 三七总皂苷 ?>F#三七皂苷

="#人参皂苷 =["#人参皂苷 =N" 均可延长血栓出现

的时间"抑制光学反应后大鼠肠系膜细静脉血栓与细

静脉血管面积比"其可能通过抑制过氧化物的产生#

抑制白细胞黏附#抑制血小板聚集等途径抑制血栓生

成
,"9-

$ 三七中人参皂苷 =N" 可通过纤溶系统"促进

血管内皮细胞释放 >d而发生抗栓作用
,"2-

$ 组织型

纤溶酶原激活物%)Y?*&及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

%?*AY"&是纤溶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詹合琴等
,"0-

探讨三七皂苷 =N" 对 )Y?*和 ?*AY" 水平的影响及

机制"经发色底物法测定的结果证实"三七皂苷 =N"

能有效对抗由于 ?*AY" 活性增高和 )Y?*活性降低

所引起的血栓"这可能是其抗血栓的有效机制之一$

近年来的研究证实"三七皂苷 =N" 可明显降低实验

性血栓形成"并且以剂量依赖方式抑制凝血酶诱导的

血小板聚集$ 此外"=N" 还可抑制凝血酶诱导的正常

血压及肾性高血压大鼠血小板内游离钙升高"据此推

断"=N" 的抗血栓形成和抗血小板聚集作用可能与抑

制血小板内 ,UL

1 p

-升高有关$ 华声瑜等
,"+-

实验发

现"人参皂苷 =N" 可能通过降低血小板内,UL

1 p

-或

提高腺苷酸环化酶%*U&活性来抑制 *:?诱导的血

小板聚集"并非以提高血小板内 S*8?含量的方式$

马珂等
,"$-

实验证明"三七中 ?,F 可抑制 *:?诱导的

血小板聚集"且血小板内,UL

1 p

-随三七皂苷剂量增

加而显著减少$ ?,F 注射液还能对抗大鼠动 Y静脉

旁路血栓的形成$ 另外"人参皂苷 Y1*对 *:?诱导

的人血小板聚集反应有明显抑制作用" 推测其有直

接的抗血小板作用
,1#-

$

;4三七活血与降低血液黏稠度的关系!?>F 可

促进血液流动和血浆纤维蛋白原%BA&&溶解"显著降

低高黏血症患者的血黏度"解除血液浓#黏#聚#凝状

态$ 韩淑燕等
,1"-

实验证实"?>F 可明显降低急性血

瘀模型大鼠的全血比黏度"降低其红细胞压积"延长

凝血酶原时间"减少 BA&含量从而防止血液黏度增

加$ 刘丽萍
,11-

报道"?>F 治疗高脂血症伴高血黏度

疗效显著"且 ?>F 降血脂的机制可能是通过影响脂

质的吸收#脂蛋白的形成#脂质的降解或排泄等$

总之"三七的活血机制可以认为是多环节作用实

现的"它通过改善内皮功能而舒张血管平滑肌"抑制

血小板聚集和抗血栓形成"降低血液黏稠度产生活血

的作用$

四#展!!望

三七既能止血又能活血"两个相互矛盾的作用在

三七上却是统一的$ 目前"三七的临床价值越来越为

广大医务人员所熟知"其在血液系统疾病的预防和治

疗中"具有巨大的开发利用价值$ 随着研究的深入"

问题也同时出现$ 例如"在止血方面国内对其止血作

用的微观分子水平研究不足$ 三七素有神经毒作用"

有必要研究其毒性的强弱及出现神经毒性的剂量"为

制备新药奠定基础$ 三七中含有止血成分三七素与

活血成分 ?>F"因其所含活性成分比例的不同而对其

止血活血作用有所影响"可能还与机体所处的病理状

态有关"这些均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因此"加强三七

止血活血的基础药理研究"从分子水平#细胞水平等

多方面揭示其作用机制"将为新药开发和临床推广提

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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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蓝蛋白抗肿瘤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进展
张晓平!李慧芬!黄润芸!田景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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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蓝蛋白%GKOSHSOLMTM"?U& 从藻类中提取"是来

自真核藻类的一种捕光色素蛋白"捕光效能高"属于

藻胆蛋白的一种"在螺旋藻中含量较高"主要由
"

和

%

两种亚基组成"天然状态下多以杂聚体形式存在$

研究表明"藻蓝蛋白在抗肿瘤#抗氧化#提高机体免疫

力等方面有着很高的活性"有极大开发成为药物的潜

力
,""1-

$ 近年来在海洋生物中寻找高效#低毒#不良

反应小的抗肿瘤药物已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

现对藻蓝蛋白的抗肿瘤作用及其相关机制做一综述"

为天然药物新领域研发和新药开发提供相关依据$

一#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研究表明肿瘤的发生更多是细胞凋亡受到抑制

的结果"细胞凋亡是细胞受基因调控的程序性死亡"

已报道
,3";-

有大量基因可促进或者抑制细胞凋亡发

生"一类为促凋亡基因"如 G93 抑癌基因#促凋亡基因

BL.#核转录因子 >BY

2

&和 SY\OS癌基因等基因"

另一类为抑制凋亡基因"如 &SIY1 基因家族$

"4通过活性氧自由基促凋亡!&H[[TIT等
,9-

研究

发现藻蓝蛋白介导的细胞凋亡是通过活性氧自由基

的产生进行的"自由基消除剂能够抑制藻蓝蛋白介导

的 *XY9 肿瘤细胞的凋亡$ &SIY1 转录的 *XY9

肿瘤细胞对于藻蓝蛋白介导的细胞凋亡有抑制作用"

&SIY1 过度表达能抑制藻蓝蛋白处理过的 *XY9 肿

瘤细胞活性氧簇产量"这证明藻蓝蛋白参与介导 *X

Y9 细胞的细胞凋亡"它通过调节自由基表达进行抑

制$ 因而天然藻蓝蛋白有可能通过对肿瘤细胞凋亡

发挥作用成为抗肿瘤的一种手段$

14通过促进 U:9$ 基因表达促凋亡!U:9$ 为补

体调节蛋白"与创伤#免疫和肿瘤的发生关系密切"能

很好地保护血液细胞$ 李冰等
,2"0-

发现不同剂量的

藻蓝蛋白对含有 U:9$ 基因的 %D7L细胞具有抗肿瘤

作用"藻蓝蛋白能够促进 U:9$ 蛋白的表达并减慢

%D7L癌细胞的再生"且作用效果与藻蓝蛋白的含量

有关"二者呈正相关"这种作用对正常细胞几乎没有

伤害"对肿瘤细胞抑制作用较好"可促进 %D7L细胞

表面 U:9$ 分子高效表达"抑制 %D7L细胞增殖"藻蓝

蛋白可能做为一种有丝分裂源"与肿瘤表面有丝分裂

的受体相结合"经过受体的交联与蛋白激酶的活化促

进细胞内的 U:9$ 基因转录表达"诱发死亡结构域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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