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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视神经保护作用的研究进展

盛艳梅１，孟宪丽２

（１．成都医学院药理教研室，６１００８３；２．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６１００７５）

［摘　要］　采用中药治疗视神经损伤较西药存在综合优势，灯盏细辛、川芎、葛根、银杏叶、丹参、刺蒺藜及不少中
药复方均有视神经保护作用，研究它们的作用机制，开发具有临床使用价值的中药视神经保护药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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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光眼是全世界主要的致盲眼病之一，视神经损伤是其最
重要的病理改变。视神经是由视网膜神经节细胞（ＲＧＣｓ）的轴
突和胶质等组成，它的损伤可以发生在视神经的任何部位，引

起视功能部分或全部丧失。因此，视神经保护成了现代视觉科

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及难点。目前，药物早期应用仍是视神经损

伤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一些西药如神经营养药、谷氨酸拮抗

药、钙通道阻滞药、一氧化氮（ＮＯ）合成酶抑制药等已用于外伤
性视神经损伤的实验和临床研究，但毒副作用较明显［１］。单味

中药或其提取物或其复方具有清除自由基，扩张微血管，改善

微循环等作用，从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等考虑中药治疗视神经

损伤较西药更具综合优势。笔者就近年来在临床及实验研究

中报道具有视功能改善作用的中药作一综述，为开发研制理想

的视神经保护药提供思路。

１　灯盏细辛　
灯盏细辛俗名为灯盏花［Ｅｒｉｇｅｒｏｎｂｒｅｖｉｓｃａｐｕｓ（Ｖａｎｔ．）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为菊科飞蓬属植物短葶飞蓬的干燥全草，主要含以野
黄芩苷为主的黄酮类及咖啡酰、香豆素、酚酸类等化合物。具

有扩张血管，减少血管外阻力，抗血小板聚集及抗心肌缺血等

作用。

近年来许多研究证明，灯盏细辛具有视神经保护作用［２］。

朱益华等［３］采用前房灌乳酸钠液制成大鼠高眼压模型，从而造

成视神经轴浆运输阻滞，并导致视网膜出血。用灯盏细辛腹腔

注射后具有改善实验性高眼压后视神经轴浆运输的作用，对大

鼠高眼压状态下造成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细胞色素氧化酶活

性的改变有恢复作用。表明灯盏细辛治疗眼压已控制的青光

眼患者可通过保存或扩大视野而表现出改善视功能的作用。

钟一声等［４］发现吡喃葡萄糖苷不是其保护视网膜细胞的唯一

有效单体成分，其具体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

灯盏花素是从灯盏细辛中提取出来的黄酮类物质，具有降

低脑血管阻力，改善脑循环及抗血小板聚集作用。曾洁萍等［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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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验发现灯盏花素能促进体外培养的小梁细胞增殖，降低

小梁细胞分泌细胞外基质，从而对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

（ＰＯＡＧ）的防治有一定作用。杨锦南等［６］发现灯盏花素对 Ｎ
甲基Ｎ亚硝脲引起的周边视网膜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呈剂
量依赖性，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抑制光感受器细胞发生凋亡，但

对中心视网膜无保护作用。

野黄芩苷是从灯盏细辛黄酮类组分中分离得到的主要成

分，实验研究发现其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等功能，可通过抑

制ＮＯ途径对过氧化氢（Ｈ２Ｏ２）诱导的神经损伤起到保护作

用［７］。张　艺等［８］研究发现野黄芩苷能促进体外视网膜神经

细胞的存活。这些研究表明野黄芩苷可能是灯盏细辛视神经

保护作用的有效成分之一，且可通过多途径发挥神经保护作

用。

２　川芎　
川芎为伞形科植物川芎的干燥根茎，主要含有川芎嗪、阿

魏酸、藁本内酯等化学成分，具有活血行气等功效。其中川芎

嗪不仅具有扩张小动脉、抗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浆凝血因子Ⅰ、
改善血液黏稠度的作用，对氧自由基、过氧化物歧化酶及钙离

子通道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宋宗明等［９］用２０ｇ·Ｌ１甲基纤
维素前房注射法建立兔慢性眼高压模型，发现川芎嗪对视网膜

有良好的保护作用，可能是通过其扩张视网膜及视神经的供养

血管，改善眼部的血液供应实现的。李兴英等［１０］采用兔持续高

眼压模型，发现川芎嗪通过改善兔眼微循环状况，使濒临变性、

死亡的轴突得到最大限度的恢复，从而起到保护视神经的作

用。

阿魏酸是源于当归和川芎等中药的一种水溶性单体成分，

可抑制氧化诱导的细胞ＮＯ释放，促进细胞增殖。李根林等［１１］

发现阿魏酸对体外培养２４ｈ的新生小牛视网膜神经细胞具有
一定的增殖作用。并进一步发现阿魏酸对体外培养７２ｈ的７
个月人胚胎视网膜神经细胞、新生小牛视网膜神经细胞和生后

４个月小鼠视网膜神经细胞，均具有明显的促增殖作用，有望成
为一种新的防治退行性视网膜病变的有效成分。

３　葛根　
葛根为豆科植物野葛或干葛藤的干燥根，主要含黄酮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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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大豆素、葛根素、葛根醇等，具有增加冠脉、脑血流量以及明

显的降压作用等。其中葛根素可改善眼底微循环，对于视网膜

动、静脉阻塞，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高度近视，有较好的疗

效。吴正红等［１２］首次报道葛根素滴眼液对家兔眼高压实验模

型，有降低眼内压的作用，并可减少因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传

导丧失所致的失明。这都表明葛根素滴眼液可能成为一种比

较理想的抗青光眼药物。

４　银杏叶　
银杏叶提取液含１７种氨基酸，谷氨酸含量最高，能够减少

谷氨酸诱导的细胞内钙离子超载，表现出对青光眼性视网膜神

经节细胞损害有保护作用［１３］。金纳多为银杏叶提取物，含银杏

黄酮和内酯成分，能够到达视网膜发挥作用；具有抗脂质过氧

化作用，对缺血、低氧损伤，机械损伤的神经元有保护作用；还

能减轻谷氨酸的神经毒性，抑制血小板聚集，对抗视神经细胞

凋亡等［１４］。马　科等［１５］采用大鼠视神经夹伤模型，观察到金

纳多对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具有明显保护作用；还发现金钠多对

Ｎ甲基Ｎ亚硝脲引起的周边视网膜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呈
剂量依赖性，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抑制光感受器细胞发生凋亡。

李养军等［１６］采用前房注射０．９％氯化钠溶液造成急性高眼压
模型，用银杏叶黄酮治疗后，发现能有效对抗高眼压状态下视

网膜组织中产生的自由基的损害，对高眼压引起的视网膜损害

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为其在青光眼治疗中的应用提供了有利

的实验依据。

５　丹参　
丹参为唇形科植物丹参的根及根茎，主要含有丹参酮、原

儿茶醛、丹参素等，具有扩张外周血管，改善微循环及抗血小板

聚集等作用。彭清华等［１７］采用兔眼前房反复多次注射１％甲
基纤维素，制成兔眼慢性高眼压模型，造模后的家兔灌服丹参

水煎液，发现丹参对高眼压状态下视网膜组织的损伤具有较好

的保护作用。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对９９例、１１６只中晚期
青光眼的治疗证明丹参制剂能保持和改善原已受损的视力和

视野，促进受损视神经纤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这些也都表明

丹参具有活血化瘀作用，对青光眼视神经保护方面的影响已经

具备了一定的实验及临床基础。

６　刺蒺藜　
刺蒺藜又名白蒺藜，为蒺藜科蒺藜属植物的果实，具有祛

风、明目、下气行血之功效。主要活性成分为甾体皂苷、黄酮醇

以及水溶性多糖等，对动脉硬化、心绞痛、缺血性脑血管等疾病

有明显疗效。从刺蒺藜提取的粗甾体皂苷制成的制剂心脑适

通，经临床观察具有抗心绞痛及降低全血黏度的作用。刺蒺藜

多糖可通过清除自由基和抗脂质氧化，对鼠脾细胞 ＤＮＡ损伤
具有保护作用。叶长华等［１８］实验发现白蒺藜醇苷具有类似神

经营养因子的作用，能促进视网膜神经细胞存活，是刺蒺藜主

要有效成分之一。这一发现为拓展青光眼视神经保护治疗的

新途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７　复方中药　
以女贞子、车前子、丹参等药组成的三子加明汤对急性高

眼压兔视网膜内核层 ＮＯ功能具有保护作用，提高了视网膜耐

缺血、低氧能力［１９］。张宗端等［２０］报道以通瘀开窍类中药制成

的优视胶囊，具有保护或改善急性高眼压后兔眼视网膜神经节

细胞的作用。谢学军等［２１］实验发现以地黄、丹参、葛根等组成

的补肾活血复方制剂能够减轻或防止糖尿病大鼠视网膜神经

节细胞尼氏小体溶解或减少，具有保护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作

用。王　毅等［２２］进一步发现补肾活血复方制剂有抑制视网膜

神经节细胞凋亡作用。复方丹参注射液为丹参、降香经提取制

成的灭菌水溶液，丹参活血化瘀，降香行气，气行则血行，两者

配伍相得益彰，能改善慢性高眼压后兔眼视神经轴浆流的运

输。寇　宁等［２３］观察了丹芪煎服液（丹参、黄芪、人参）治疗眼

压已控制的晚期青光眼的疗效，发现其具有改善原发性青光眼

视功能损害的作用。

８　其他药物　
苦参碱在体外可通过抑制白细胞介素（ＩＬ）１、ＩＬ６的作用，

促进视神经细胞增殖［２４］。李根林等［２５］研究发现苦参碱具有轻

度促进视网膜细胞增殖作用，从低浓度到高浓度作用相似，有

望成为治疗某些眼底病的药物；还发现紫草素对视网膜细胞增

殖的影响具有双相调节作用，高浓度促进，而低浓度抑制。这

些都将为有效促神经生长的中药成分提供依据。

９　结束语　
综上所述，以上中药无论是单味药还是复方制剂都显示出

了较好的视神经保护作用，而且这些药物中大多具有活血化

瘀、滋补肝肾之功效。因此将具有这类功效的中药，开发为视

神经保护药是极有可能的。不过这些中药制剂当中有的还仅

限于动物实验阶段，有的仅限于临床实验，因此，中药在视神经

保护方面还有很大开发潜力。这就需要去寻找更多对视神经

损伤有保护作用的中药，并进一步探讨其主要有效成分，将其

制成较纯的中药制剂以方便临床使用；或发挥中药配伍的优

势，将有效的单味中药制成复方制剂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同时通过探讨中药视神经保护作用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充

分挖掘中药潜力，发挥中药优势，以得到给药方便，吸收好，疗

效好，毒副作用少的中药视神经保护新制剂，为视神经损伤的

中药现代化治疗开辟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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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素类药物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温　悦，孟德胜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药剂科，重庆　４０００４２）

［摘　要］　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具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除有抗疟作用外，亦证明有抗肿瘤、抗血吸虫、调节免疫系
统功能、抗心律失常、抗纤维化等作用。对其药动学、毒性和其独特的药理作用机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将有利于青蒿素

类药物更广泛地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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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蒿属菊科植物，具有抗疟作用者为黄花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ｎｎｕａＬ．。我国的药学工作者首先从黄花蒿叶中提取分离出有
效单体青蒿素，其特点是来源广泛、价格低廉、不良反应轻。在

青蒿素的基础上又开发出了多种衍生物，如二氢青蒿素、青蒿

琥酯、青蒿酯钠、蒿甲醚等。青蒿素类药物作用广泛，近年的研

究表明此类药物除有抗疟活性外，尚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现

将近年来对其药理作用及可能机制的研究综述如下。

１　药理作用及其作用机制　
１．１　抗疟作用　青蒿素类药物均具抗疟作用，与其他抗疟药
物比较，具有更低的毒性，因此成为新一代的抗疟药。青蒿素

及其同系物已被用于治疗疟疾患者 ＞１００万人，并因为没有明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７０１３１

［作者简介］　温　悦 （１９７６－），女，山东招远人，主管药师，硕士，

从事临床药学工作。电话：０２３－６８７５７８４２－８０１４，Ｅｍａｉｌ：ｗｍｏｎｉｃａ＠

１６３．ｃｏｍ。

显的不良反应而被视为安全药物［１］，更特别的是青蒿素衍生物

对于耐药的疟原虫也有显著的活性［２，３］。临床上青蒿素对间日

疟、一般恶性疟及抗氯喹地区恶性疟均有效，具有退热快、原虫

转阴时间短的特点，尤其适于抢救凶险型疟疾。

青蒿素类药物的抗疟作用具有复杂的作用机制，早期的研

究表明，青蒿素选择性杀灭红内期疟原虫，机制主要是作用于

疟原虫的膜系结构，使食物泡膜、核膜、质膜破坏，线粒体肿胀

皱缩，内、外膜剥离，对核内染色物质也有一定影响［４］。青蒿素

及其衍生物通过影响表膜———线粒体的功能，阻断疟原虫营养

的供应，从而达到抗疟目的［５］。后又发现血色素中含有的二价

铁能催化青蒿素类药物结构中的过氧桥，产生自由基，与疟原

虫蛋白发生络合，形成共价键，使疟原虫蛋白失去功能从而导

致原虫死亡［６，７］。从目前的认识上来讲，虫体的致死效应可能

是一系列生化反应和生理功能改变的结果。近年虽然对有关

青蒿素类药物铁介导的自由基生成，以及烷化蛋白质作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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