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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叶珊瑚苷的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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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桃叶珊瑚苷是一种纯天然的环烯醚萜苷类化合物，为植物的次生代谢产物，主要存在于车前草等传

统中药中。这种化合物不仅具有良好的抗炎、抗肿瘤、神经保护等活性，还能通过抑制乙型肝炎病毒的 DNA 复

制发挥保肝、护肝的作用。由于其具有多种良好的生物学活性，所以受到研究爱好者们的广泛关注。本文对桃叶

珊瑚苷的药理作用进行系统阐述，为桃叶珊瑚苷的开发及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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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aucu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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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cubinis a kind of natural iridoid glycoside compound, which is a secondary metabolite of plants 
and mainly exis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uch as Plantago asiatica L. This compound not only has good 
anti-inflammatory, anti-tumor, neuroprotective and other activities, but also protect the liver by inhibiting the DNA 
replication of hepatitis B virus.Because of its various good biological activities, it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research 
enthusiast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describes the pharmacological action ofAucubin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ucu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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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桃叶珊瑚苷是一种白色针状固体化合物，分子式

为 C8H10O3。桃叶珊瑚苷具有抗炎、抗癌、抗氧化、抑

菌、保护神经元、护骨及保肝等多种药理作用。本文

将对近年来桃叶珊瑚苷的药理作用及其作用机制进行

总结，为桃叶珊瑚苷的临床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1 桃叶珊瑚苷的抗炎作用 
炎症主要分为两大类，包括感染性和非感染性，

是机体对外来攻击产生的防御反应，是以血管反应为

主要环节的复杂过程，任何组织损伤都有可能引发炎

症。常见的炎症反应主要发生在局部，但局部病变也

容易引发整体损伤，若情节严重，会出现明显的全身

性反应，例如身体发烫及器官损伤。 

Kupeli Esra 等人[1]通过研究发现，桃叶珊瑚苷可以

有效抑制由炎症引发的小鼠足趾肿胀，并且相较于其

衍生物，桃叶珊瑚苷的抗炎作用更加明显。结果表明，

桃叶珊瑚苷通过自身的 6-O 位取代基以及 7、8 位双键

来发挥抗炎作用。由此可见，桃叶珊瑚苷能够促进核

转录因子进入细胞核，减少炎症因子的合成数量。Wang
等人[2]通过研究发现，桃叶珊瑚苷可以有效保护小鼠的

关节软骨，能够缓解其骨关节的发炎程度。除此之外，

桃叶珊瑚苷可以通过抑制软骨细胞凋亡及阻止活性氧

的过量产生，从而发挥抗炎作用。炎症主要由白细胞

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8（IL-8）等因子促发全

身性的免疫反应。Dimitrova 等人[3]通过研究发现，桃

叶珊瑚苷可有效减少 IL-6 的分泌，进而缓解由炎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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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发热症状。Georgiev 等人[4]通过研究发现，桃叶珊

瑚苷可通过减少 IL-8、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
的表达量来发挥其抗炎作用。且桃叶珊瑚苷用量越高，

抗炎效果越明显。Recio M C 等人[5]通过研究发现，桃

叶珊瑚苷能够有效抑制由炎症引发的局部水肿。Wang
等人[6]通过研究发现，桃叶珊瑚苷能够有效减少炎症因

子的蛋白质表达量，并抑制其释放。除此之外，桃叶

珊瑚苷可通过抑制微胶质激活，阻碍其分泌炎症细胞

因子，有效防止炎症反应的增强。以上结果均表明，

桃叶珊瑚苷具有良好的抗炎作用。 
2 桃叶珊瑚苷的抗肿瘤作用 
肿瘤是由于致癌因子的影响，导致局部细胞无限

克隆增殖所形成的病变性块状突起，会对人体造成严

重损伤甚至导致死亡。目前，分子生物学和药理学的

迅猛发展加速了抗肿瘤药物的研发。 
Hung 等人[7]通过研究发现，桃叶珊瑚苷能够抑制

A549 肺癌细胞增殖。同时它还能够增加 A549 细胞中

p21、p53 蛋白表达量，诱导细胞凋亡。Kim 等人[8]通

过研究发现，1H-桃叶珊瑚苷能够诱导 K562 人类骨髓

白血病细胞的凋亡。除此之外，1H-桃叶珊瑚苷还能够

激活胱天蛋白酶-3 蛋白活性，并抑制 BCR-ABL 蛋白

磷酸化，通过裂解部分聚合酶诱导细胞凋亡，抑制细

胞增殖。梅凡等人[9]通过研究发现，桃叶珊瑚苷可有效

降低 NSCLC H460 细胞的 OD 值、存活率及胆固醇调

节原件结合蛋白-1（SREBP-1）mRNA 蛋白表达水平，

并增加抑癌基因 SOX7 的表达。由此可见，桃叶珊瑚

苷能够有效抑制 NSCLC H460 细胞增殖。冯淑炯等人
[10]通过研究发现，桃叶珊瑚苷可有效降低人结肠癌

HT-29 细胞的存活率，并显著抑制 SREBP 裂解激活蛋

白、SREBP-1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促进细胞凋亡。

由此可见，桃叶珊瑚苷可抑制 HT-29 人结肠癌细胞增

殖并通过抑制 SCAP/SREBP-1 通路诱导其凋亡。以上

结果均表明，桃叶珊瑚苷具有良好的抗肿瘤作用。 
3 桃叶珊瑚苷的神经保护作用 
目前，神经损伤主要包含两种治疗方法，一种是

手术治疗，另一种是药物治疗。由于手术需要承担高

风险，人们通常采用保守的药物治疗途径。神经保护

类药物可以修复受损神经，同时预防正常神经受损。

Xue 等人[11]通过研究发现，桃叶珊瑚苷能够明显提高

神经元存活率避免其数量减少。Xue 等人[12]进一步通

过体外细胞研究发现，桃叶珊瑚苷可以通过抑制

caspase 激活，有效抑制由过氧化氢引起的细胞损伤。 
阿尔兹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AD）是人类

常见的记忆、行为障碍型疾病，典型的症状表现为记

忆缺失。其致病因素有很多，以 β-淀粉样蛋白最为常

见。马智慧等人[13]通过建立 SH-SY5Y 细胞作用于皮层

原代神经元的模型发现，桃叶珊瑚苷不仅能够修复受

损神经元，治疗萎缩的神经元突起，还能够保护正常

神经元，延伸正常的神经元突起，通过对神经元坏死

的预防和治疗修复受损记忆。王悍[14]通过对外伤性脑

损伤小鼠神经功能研究发现，桃叶珊瑚苷能够逐渐使

小鼠神经功能恢复，表明桃叶珊瑚苷能够改善短期神

经功能。刘秋庭等人[15]通过研究发现，桃叶珊瑚苷可

以通过调节 NF-κB 蛋白复合物和白细胞介素-1β（IL-1β）
蛋白的表达量修复受损神经元。以上结果均表明，桃

叶珊瑚苷具有良好的神经保护作用。 
4 桃叶珊瑚苷的抗心血管疾病作用 
心血管疾病会使脂质及其他物质大量聚集在血管

内壁上导致血管堵塞，使血液在单位时间内的通量减

少，从而引发心脏病和动脉硬化。截至 2022 年初，心

血管疾病全球致死率高达 41%，严重影响社会发展。

世界卫生组织（WHO）称，心血管疾病的早期症状表

现为血压升高，严重可造成心力衰竭。 
李春晓等人[16]通过研究发现，桃叶珊瑚苷可以预

防心肌细胞凋亡、对抗心肌损伤、改善心脏功能。王

波等人[17]通过研究发现，桃叶珊瑚苷能够通过调节乙

醛脱氢酶（ALDH2）的表达抑制脂多糖诱导的心肌细

胞凋亡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炎症反应。蔡珠兰等人[18]通

过研究发现，桃叶珊瑚苷能够增加粘附分子分泌量，

使心脏组织中的血小板牢牢粘附在内皮细胞上，并有

效减少间质细胞标志物的数量。结果表明，桃叶珊瑚

苷能够有效预防内皮间质的转化，抑制心肌组织中胶

原纤维过量聚合，从而降低心肌组织纤维化的发生率。

以上结果均表明，桃叶珊瑚苷具有良好的抗心血管疾

病作用。 
5 桃叶珊瑚苷的保肝作用 
肝脏是人类重要的消化及解毒器官，患有肝损伤

的人口众多，肝损伤会导致肝脏病变且潜伏期短。过

度饮酒、经常熬夜、暴饮暴食等行为都会使肝脏承受

巨大压力，造成大量的肝细胞坏死，严重可导致肝硬

化或肝癌。 
Lee 等人[19]通过研究发现，桃叶珊瑚苷可通过减

少组织蛋白酶 B 的释放量、减弱蛋白酶的激活程度以

及降低人肝细胞系中溶酶体膜的通透性来保护肝细胞，

避免其坏死性凋亡。Lee 等人通过构建非酒精性脂肪肝

小鼠模型，再利用桃叶珊瑚苷处理小鼠模型，发现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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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珊瑚苷可显著抑制非酒精性脂肪肝小鼠活性氧的产

生及蛋白酶的激活，调控兔抗人单克隆抗体 Bax 的转

移，从而导致细胞凋亡。这充分说明了桃叶珊瑚苷可

以有效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Lee 等人[20]通过研究发

现，桃叶珊瑚苷可以抑制脂质基因、调节内质网并减

少载体蛋白，从而抑制肝细胞损伤。Lv[21]等人通过研

究发现，桃叶珊瑚苷可通过调节 p38-MAPK 信号通路

降低肝的纤维化程度，从而发挥其保肝作用。除此之

外，桃叶珊瑚苷还可有效治疗由 α-鹅膏菌素[22]、四氯

化碳[23]、毒蘑菇[24]导致肝损伤的大鼠。以上结果均表

明，桃叶珊瑚苷具有良好的保肝护肝作用。 
6 桃叶珊瑚苷的抗氧化及抗老化作用 
氧化反应时刻在我们的身上发生，促使机体中产

生自由基，大量自由基会导致衰老，严重者可导致癌

症发生。而抗氧化物质则可清除自由基，或间接清除

容易产生自由基的物质，有效抑制氧化反应，防止氧

化反应的进一步发生。 
Hong 等人[11]通过研究发现，桃叶珊瑚苷能使机体

中的活性氧减少，他们探究其调节机制，桃叶珊瑚苷

能够加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酶的活性，调节细胞

中乳酸脱氢酶的释放，从而使细胞中的活性氧减少，

预防细胞发生严重的氧化损伤。阮德功等人[25]通过研

究发现，桃叶珊瑚苷具有抗氧化作用，可去除细胞中

常见的自由基，其中对过氧化氢自由基的清除能力最

增强。紫外线 UVA、UVB 会造成细胞的光老化损伤。

陈巧云等人[26]通过研究发现，桃叶珊瑚苷可以通过提

高成纤维细胞活性及降低 MMP-1 的表达发挥其抗光

老化作用。除此之外，陈巧云等人[27]还发现桃叶珊瑚

苷可通过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保护由 UVB 照射导致

的受损细胞。以上结果均表明，桃叶珊瑚苷具有良好

的抗氧化作用。 
7 桃叶珊瑚苷的抗菌作用 
病原微生物会引发机体感染导致各种严重感染性

传染病的发生，一定浓度的抗菌药物可有效抑制病原

微生物的生长繁殖速度。过度使用抗生素会使机体出

现耐药性并且产生不良反应。所以现如今急需一种不

良反应低的新型抗菌药物。 
郑杰等人[28]通过研究发现，桃叶珊瑚苷对大肠埃

希氏菌与革兰氏阳性菌“金葡菌”等常见细菌的生长

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但研究菌种过少，对其抗菌性

的研究仍需深入。Li 等人[29]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桃

叶珊瑚苷苷元除了可以抑制上述两类菌种，还能够抑

制沙门氏菌和绿脓杆菌的生长，但相较之下还是对金

黄色葡萄球菌的抑制能力更加显著。Shirley K P 等人[30]

通过研究发现，桃叶珊瑚苷可有效抑制白色念珠球菌

生物膜的形成，从而抑制其代谢活动。Zajdel S M 等人
[31]通过研究发现，桃叶珊瑚苷对革兰氏类菌具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以上结果均表明，桃叶珊瑚苷具有良好

的抗菌作用。 
8 桃叶珊瑚苷的抗糖尿病作用 
糖尿病是一种与代谢相关的慢性类疾病，胰岛素

分泌过少会导致糖尿病的发生。糖尿病多发于老年人

群，长期的高血糖会导致晚期糖基化终产物（AGEs）
水平升高，进而诱发多种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给身

体造成不小的负担。 
金雷等人[32]通过研究发现，桃叶珊瑚苷还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对大鼠胰岛 B 细胞数量进行调控，提高大

鼠胰岛素的免疫能力，从而抑制大鼠脂质过氧化并降

低其血糖值。薛宏宇等人[33]通过研究发现，桃叶珊瑚

苷通过下调细胞线粒体膜上的 Bcl-2 表达水平以及上

调 Bax 蛋白表达水平抑制大鼠由糖尿病引发的脑部疾

病。Jung 等人[34]通过体内外实验研究发现，桃叶珊瑚

苷能够显著降低大鼠体内的 AGEs 水平，同时 AGEs
牛血清白蛋白及其与胶原蛋白交联物的形成明显减少。

同时，桃叶珊瑚苷还能够抵抗由 AGEs 引发的各种衍

生疾病。以上结果均表明，桃叶珊瑚苷具有良好的抗

糖尿病作用。 
9 桃叶珊瑚苷的护骨作用 
骨质疏松是由于骨密度下降而导致的原发性或继

发性疾病，目前在我国慢性疾病中排名第四。随着我

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逐渐增多，骨质疏松已成

为我国最严重的问题。 
Ha 等人[35]通过研究发现，桃叶珊瑚苷可促进小鼠

的丘脑细胞分泌生长激素。同时能够调节碱性磷酸酶

的活性，促进成骨细胞的增殖、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

从而发挥护骨的作用。Zhu 等人[36]通过研究发现，桃

叶珊瑚苷能够使小鼠成骨细胞系活性增加，并使其氧

化应激反应降低，可以有效抑制细胞凋亡。除此之外，

桃叶珊瑚苷可以提高成骨因子的蛋白表达水平，抑制

Bax 的表达水平，从而降低细胞的凋亡率，促进成骨

细胞增殖。 
10 结论及展望 
除上述作用以外，桃叶珊瑚苷还具有抗病毒以及

促进伤口愈合等多种药理作用，且毒副作用极低。此

外，尽管目前已经发现桃叶珊瑚苷能够辅助 β-葡萄糖

苷酶作用于机体并产生更强的治疗效果，但对桃叶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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瑚苷单独用药的了解还不够深入，需要利用细胞学及

药理学知识，采用简洁有效的方法，针对其本身的治

疗效果进行深入研究。另外，由于桃叶珊瑚苷的苷元

热稳定性差，在中性及碱性条件下易分解，因此其纯

品的制备与保存与一般药物相比尤为困难，这也是今

后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需要进行大量实验

分析，找出最合适的制备与保存方法，为药物的开发

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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