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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芪是豆科植物蒙古黄芪或荚膜黄芪的干燥根

茎,味甘而微温,归肺脾两经,具有补气升阳、益气固

表、利水消肿、行滞通痹、脱毒排脓、敛疮生肌等功效。
中医常用其治疗因虚所致病症,如气虚所致乏力、脾
虚所致食少便溏、表虚自汗、疮疡溃后久不收口等。
黄芪首载于《神农本草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所收录,是获得我国卫生部批准使用的重要中药材,
因其拥有丰富的化学成分以及强大的药理作用而备

受国内外专家学者关注[1]。随着实验技术的发展,黄
芪中的多糖类、皂苷类、黄酮类、氨基酸类、生物碱类

等多种成分被发现[2]。结合现代药理研究及临床应

用,发现黄芪在抗肿瘤、保护心脑血管、提高机体免疫

功能、保护呼吸功能、保护代谢(肝、肾)组织、调节血

压、抗衰老、防治骨质疏松症等方面效如桴鼓[3]。现

归纳总结近年来关于黄芪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

相关文献,以期为黄芪的临床应用、开发研究等提供

一定的参考。

1 黄芪的化学成分

黄芪多糖在黄芪的多种化学成分中占比最多、活
性最强,能够调节机体免疫功能、防止骨质疏松、提高

记忆力、改善血糖、抗肿瘤等[4]。此外,黄芪中还含有

皂苷类、黄酮类、氨基酸类和生物碱类等其他化学

物质。

1.1 多糖类

黄芪多糖在黄芪中活性非常强,其分子式为C10
H7ClN2O2S,分子量254.693,熔点254.693,为棕黄色

粉末状。多糖主要是葡聚糖和杂多糖,葡聚糖又分为

水溶性葡聚糖和水不溶性葡聚糖两种。黄芪中的杂

多糖大部分为鼠李糖、葡萄糖、半乳糖和阿拉伯糖组

成的水溶性酸性杂多糖,少量为小分子醛酸组成的糖

醛酸,还有一小部分杂多糖成分相对单一[5]。由于目

前实验技术依旧相对有限,很多细致深入的研究尚且

达不到预期,对黄芪多糖的探讨还处在较低的水平;
且目前已知作用的成果转化率也相对较低,可见对于

黄芪多糖的深入研究是一项长久的工程,需要一代又

一代的科研人员不断为之努力奋斗。

1.2 皂苷类

黄芪皂苷是黄芪中主要的有效成分。目前,黄芪

皂苷类成分主要有黄芪皂苷Ⅰ~Ⅷ,异黄芪皂苷Ⅰ、

Ⅱ和Ⅳ,乙酰黄芪皂苷,环黄芪苷E、F和G,黄芪甲苷

Ⅰ~Ⅳ和大豆皂苷Ⅰ等[6]。蒙古黄芪中的皂苷含量

远超其他种类的黄芪,经检测其纯度可高达98.22%,
黄芪皂苷能够降低因细胞氧化而导致的损伤程度,能
够促进细胞生长增殖,还能对神经元细胞起到保护作

用,其多种药理作用尚未被完全发现,仍需进一步探

索开发[7]。

1.3 黄酮类

研究[8]发现,从黄芪的根、茎、叶和花中可提取分

离到50余种黄酮类化合物,主要为黄酮、异黄酮、异
黄烷和紫檀素型黄酮,其中异黄酮的种类最多。张来

等[9]对黄酮类化合物在药物上的应用进行综述,总结

发现其在防治心血管疾病、肝脏疾病、神经系统疾病

方面疗效显著。

1.4 氨基酸类

黄芪中共含有25种氨基酸,包括人体所需的各

种必需氨基酸,如天 冬 酰 胺、天 门 冬 氨 酸、苏 氨 酸

等[10]。王瑞明等[11]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仪从黄芪的地

上部分(茎、叶)中发现18种氨基酸,其中以天门冬氨

酸含量最高,其次为脯氨酸、赖氨酸、精氨酸、缬氨酸。

1.5 生物碱类

目前从蒙古黄芪中分离鉴定出黄芪碱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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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6种生物碱类化合物[12]。

2 黄芪的药理作用

2.1 抑制肿瘤生长

研究[13]表明,黄芪皂苷通过对癌症信号通路的相

关分子进行调节,进而与特定DNA结合,可以降低胃

肠道反应的发生率并降低癌症的发展速度。黄芪中

主要的三萜类化合物黄芪甲苷可以降低体外癌细胞

的迁移能力,破坏其侵袭力;也可阻断体内癌细胞繁

衍增殖的信号通路,抑制癌细胞的生长速度,且浓度

越高,抑制能力越强[14]。此外,也有研究[15]证明了黄

芪多糖的抗肿瘤作用,其不仅可以通过诱导免疫细胞

的增殖活化从而使机体免疫力得到提升,而且可以定

向抑制肿瘤生长微环境的炎症反应,从而达到抗肿瘤

的作用。

2.2 保护心脑血管

黄芪甲苷是黄芪的主要有效成分。吴红伟等[16]

对黄芪甲苷保护心脏的机制进行总结与分析,认为其

可以通过抑制核因子通路来抑制缺氧心肌细胞的凋

亡,通过调节细胞信号转导通路来保护缺血再灌注的

心脏,也可调节心肌信号通路来抑制心肌纤维化,从
而保护心脏。研究表明,黄芪甲苷有抵抗细胞氧化的

作用[17],可以调节组织细胞生长代谢所必需物质的产

生水平、相关 RNA的表达水平[18],从而减轻相关分

子对脑部缺血再灌注造成的损伤程度[19]。相关研

究[20]表明,黄芪甲苷可调节血液与脑脊液之间血脑屏

障上的蛋白表达能力。曲友直等[21]对大鼠缺血再灌

注进行观察分析,认为黄芪甲苷可以增强occludin蛋

白表达程度,降低血脑屏障通透性,从而达到对血脑

屏障起到一定保护作用。

2.3 提高免疫功能

寇卜心等[22]通过建立环磷酰胺小鼠免疫失衡模

型,证实了黄芪超微粉可以调节小鼠的免疫功能,抗
环磷酰胺所致的免疫失衡。胡逸中等[23]发现黄芪甲

苷可以增强环磷酰胺所致免疫抑制小鼠的 NK细胞

杀伤能力,提高小鼠IL-2、IFN-γ含量,提高小鼠的免

疫功能。对于小细胞肺癌患者,肖芸等[24]按照随机对

照原则将其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观察组在对照组的

基础上予黄芪注射液治疗,结果显示黄芪注射液能够

有效降低患者肿瘤标志物TK1水平,改善患者免疫功

能,提升治疗效果,极大地改善了患者预后。

2.4 保护肺功能

靳娜等[25]构建COPD大鼠模型来探讨黄芪多糖

保护肺功能的机制,通过观察大鼠的一般状态、肺组

织状态和 HE染色后的肺组织病理学检查等各项理

化指标,发现黄芪多糖能够调节炎症因子的表达、抑
制炎症反应,从而抑制COPD大鼠肺组织的损伤并能

改善其肺功能。彭峰等[26]在COPD患者中进行相关

临床研究,发现黄芪能够延缓稳定期中重度COPD患

者肺功能恶化、改善其生活质量,认为黄芪在COPD
防治中占据重要地位。谢浩等[27]通过对哮喘急性发

作期患者进行相关临床研究,证实黄芪多糖能够纠正

机体Th1/Th2细胞失衡,促使哮喘患者免疫功能恢

复正常,从而使其肺功能得到改善。

2.5 保护肾组织

刘红[28]对糖尿病肾病大鼠进行实验研究,观察黄

芪甲苷对其肾组织内质网应激标志蛋白及CHOP信

号通路表达的影响,证实了黄芪甲苷能显著减少糖尿

病肾病大鼠蛋白尿,改善大鼠肾脏组织病理损伤的结

论,并认为这种效应与黄芪甲苷显著抑制肾组织内质

网应激、缓解CHOP介导的肾组织细胞过度凋亡有

关。彭晓杰[29]对IgA肾病大鼠进行黄芪治疗,检测α-
SMA和FN的表达量,并观察大鼠肾组织的病理变

化,发现黄芪可以降低IgA肾病大鼠肾组织中α-SMA
和FN的表达水平,从而干预肾间质纤维化的进程,防
止IgA肾病的发生发展。

2.6 保护肝组织

雷玲[30]通过动物实验研究了黄芪对肝损伤大鼠

的肝损伤保护机制,认为黄芪可以通过降低致纤维化

因子的表达水平,从而保护肝组织。相关研究[31-32]表

明,黄芪总皂苷能够有效降低急性肝损伤的程度,这
可能与其与肝脏内活性较强的酶发生相互作用有关,
通过降低超氧化物歧化酶等酶的过氧化程度,使肝细

胞发挥正常功能,减少炎症因子的表达。

3 结语

综上所述,黄芪包含多糖类、皂苷类、黄酮类、氨
基酸类、生物碱类等多种化学成分,这些化学成分使

得黄芪具有极其广阔的应用与前景。此外,黄芪具有

抗肿瘤、保护心脑血管、提高免疫功能、保护肺功能、
保护肾组织、保护肝损伤等药理作用,对心血管系统、
免疫系统、呼吸系统等疾病能很好地发挥治疗作用;
且目前有实验证明本品对肝肾功能无明显损害,其安

全性、药物依赖性、患者接受程度等明显优于西药。
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如果未来想更加充分地利

用黄芪,需进一步对黄芪中的活性物质进行深入研

究,并加快对黄芪制剂的临床应用进度,提高成果转

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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