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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的止血活血机理与现代临床研究 

朱小桂 

山阳县中医医院  陕西商洛 

【摘要】本文综述了三七的主要有效成分及其止血活血功效的物质基础；三七粉碎工艺对稳定性及溶

出度的影响，以及熟制工艺对有效成分含量的影响；三七及其有效成分在止血作用、心血管系统、中枢神

经系统、肾脏疾病和抗纤维化等方面的现代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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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人参属植物，有着“金不换”、“南国

神草”的美誉。扬名中外的云南白药和片仔癀均是

以三七为主要原料制成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中称“三七能治一切血病”，并且三七具有“止血

而不留淤”的特点，同时兼具止血、散淤、消肿、

定痛的功效。另外，《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有“人

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为中药之最珍贵者。”

因此，在服用三七时一直有“生吃活血，熟吃补血”

的说法。现代医学对三七的研究已经揭示了三七同

时具有止血和活血作用的化学成分基础，炮制工艺

对其成分的影响，并通过药理学研究发现三七具有

有扩张血管、降低血压，改善微循环，增加血流量，

预防和治疗心脑组织缺血、缺氧症；促进蛋白质、

核糖核酸合成；促进血液细胞新陈代谢，平衡调节

血液细胞；双向调节中枢神经，提高脑力，增强学

习和记忆能力；保肝、抗炎等众多药理活性[1]。现

将这些三七现代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1 三七主要化学成分与其止血与活血的作用

机理 

三七中含有多种化学成分，包括人参皂苷、三

七皂苷和七叶胆皂苷等多种皂苷成分，以三七素为

代表的氨基酸成分，以 β-榄香烯为代表的多种挥发

油成分，以及三七多糖、三七黄酮、植物甾醇、脂

肪油、蛋白质、生物碱、无机元素和无机盐等具有

生理活性的物质[2]。其中主要的药用成分为三七总

皂苷和三七素。 
1.1 三七总皂苷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已从三七中鉴定出百余种单

体皂苷类成分，其苷元均为达玛烷型的四环三萜，

且绝大多数为 20(S)-原人参二醇型（PPD）或 20(S)-
原人参三醇型皂苷（PPT）。三七中含量最多的皂

苷为人参皂苷 Rg1、人参皂苷 Rb1 和三七皂苷 R1，
2015 版药典中对三七和三七粉的质量要求规定，这

三种皂苷的含量总和不得少于 5.0%[3]。 
三七总皂苷是由三七经粉粹、提取、精制、干

燥等过程加工制成的总皂苷。以三七总皂苷为主成

分的制剂有血塞通注射液、血栓通注射液、三七总

苷片等。根据 2015 版药典的含量测定要求[3]，其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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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皂苷 R1、人参皂苷 Rg1、人参皂苷 Rb1、人参

皂苷 Re、人参皂苷 Rd 的总含量不得低于 75%（供

口服用）和 85%（供注射用）。分别含三七皂苷 R1
不少于 5.0%、人参皂苷 Rg1 不少于 25.0%、人参皂

苷 Rb1 不少于 30.0%、人参皂苷 Re 不少于 2.5%、

人参皂苷 Rd 不少于 5.0%。 
1.2 三七素 
三七素，即 β-草酰基-L-α,β-二氨基丙酸，是一

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氨基酸，最早是从家山黧豆的

种子中分离得到[4]。1981 年，日本学者小营卓夫在

分离三七得到的单体化合物中发现，止血活性成分

最强的分子为 β-草酰基-L-α,β-二氨基丙酸，并将其

命名为三七素（dencichine）[5]。随后的研究发现，

人参属的中药均含有三七素，以三七中含量最高

（0.90%），人参中含量次之（0.5%），西洋参中含

量较低（0.31%）[6]。三七素在天然植物中的含量较

少，且受热易分解提取难度较大。三七素也可以通

过工业合成得到，但需要注意其分子中有一手性中

心，天然产物中均为 L 构型。 
1.3 其他活性物质 
经检测三七中含量最高的两种单体黄酮苷分别

为山柰酚-3-0-β-D-半乳糖(2→1)葡萄糖苷（含量为

0.21％），和槲皮素-3-0-β-D-半乳糖 (2→1)葡萄糖

苷（含量为 0.38％）[7]。应用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检

测出三七中含有 16 种氨基酸，总量可达 6.03%。利

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检测出三七中含有铜、锌等

8 种微量元素[8]。 
1.4 三七的止血机制 
三七中主要止血成分为三七素，其主要止血机

制如下：①通过与血小板上的 AMPA 受体结合，降

低 cAMP，释放 TXA2，以旁分泌的方式促进血小板

活化，通过内源性凝血途径促进止血；②可诱导血

小板内钙水平显著升高，进而促使血小板的磷脂表

面相互粘聚止血；③可直接促进血小板 TXA2 的产

生，但不影响 PGI2 生成。其中 TXA2 能有效激活血

小板使其聚集；而 PGI2 的增加可以抑制血小板的聚

集[9]。④通过促进组织中的胺类物质释放使血管收

缩引起[10]；⑤明显增加纤溶系统中 t-PA 和 PAI-1 的

水平，打破二者的动态平衡，从而抑制纤溶系统的

活化和降低纤维蛋白的溶解，加强其止血作用[11]。

研究发现三七素的止血效果不是随浓度增加而增

强，而是到达一定浓度值后，止血效果无法增加，

同时如果需使用三七溶液制剂时，成分的分散效果

会影响其止血效果，因此选择合适的溶剂也会增强

止血稳定性。 
1.5 三七的活血机制 
三七的活血化瘀作用主要来源于三七总皂苷，

其主要作用机制如下：①小剂量三七总皂苷可以抑

制血小板诱导剂 ADP 与血小板膜受体的相互作用，

并改变其对血小板的敏感性，从而抑制血小板的聚

集[12]；②可以抑制血小板表面糖蛋白 GPⅡb/Ⅲa分子

与钙依赖性纤维蛋白原受体的结合，从而抑制血小

板的聚集[13]；③可以使血小板内的 cAMP 含量增加，

并减少 TXA2 的生成，从而发挥抗凝作用[14]；④三

七皂苷 Rg1 可降低血小板钙浓度，同时三七总皂苷

还可以升高具有抗凝和促纤溶活性的血浆蛋白 C 活

性，同时促进血管内皮细胞释放 NO 从而激活纤溶

系统功能发挥抗栓作用[15]；⑤通过提高尿激酶活性，

促进纤维酶活性及纤维蛋白的水解过程达到抗凝效

果[16]。总体来说，三七的止血和活血作用并非绝对，

而是具有双向调节的特点。 
2 加工炮制方法对三七粉有效成分含量及溶出

度的影响 
2.1 三七粉粹方法对粒径和溶出度的影响 
三七中有效成分的溶出是其发挥药理作用的基

础。药材的粉碎使其比表面积增加，有利于有效部

位的溶出，同时提高活性成分生物利用度和利用率
[17、18]。采用干法球磨或气流粉碎虽然可以得到微米

级甚至纳米级的三七粉，但会使三七中的有效成分

减少；湿法球磨法由于研磨过程中水的加入，使得

有效成分全保留并获得纳米级的三七粉[19]。三七总

皂苷易受到光照、温度及酸性环境影响，因此在加

工过程中应注意避光、低温及加水的 pH[20]。 
三七粉随着粒径的降低，粉体色泽由浅土黄色

变为灰白色；且粉体流动变差，吸湿性越强，不利

于保存；延长超微粉碎的时间还会出现有效成分的

损失[21]。超微细粉作为一种新型制剂，可作为透皮

制剂进入人体真皮而促进药物吸收[22]。但对于中药

饮片只选择合适的粒径入药，以达到较高的溶出率

和更好的生物活性即可。 
2.2 炮制对三七粉有效成分的影响 
无论是医家还是民间对三七均有“生消熟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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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认为低温粉碎的生三七主要具有止血、散瘀、

消肿等功效，而经过蒸制、炒制的熟三七则作为补

药使用，有补气、补血、增强免疫力等功效。柯金

虎[23]等通过红外光谱、紫外比色以及高效液相色谱

对生、熟三七的活性成分及含量进行了研究，发现

与生三七相比，蒸制三七的总皂苷含量有所减少，

其中人参皂苷 Rg1、Rb1、Re、Rc、Rb2、Rb3、Rd
等的含量减少，另一方面，人参皂苷 Rh4、Rg5 的

含量有了很大的增加，而且稀有皂苷含量也明显增

加[24]。从理论上推测，主要是三七中皂苷成分在蒸

制炮制过程中脱掉部分糖基转化成了其他皂苷。蒸

制炮制还会使三七素的含量明显减少，而可溶性糖

的含量增加，对黄酮成分的含量影响不大[25]。 
周新惠[26]通过实验比较生、熟三七及熟三七皂

苷对急性失血性贫血造成的血虚小鼠的补血作用，

和对环磷酰胺所致血虚小鼠的补虚作用，生、熟三

七对两种小鼠均有一定改善作用，而熟三七总皂苷

提取物比生熟三七的补血效果更好，说明皂苷类成

分与补血功效相关；而在止血相关实验研究中，熟

三七虽对凝血时间有缩短趋势，但相比于生三七效

果并不明显，可能与三七素的含量明显下降有关。

对于生、熟三七产生不同功效的解释，大多数学者

认为由于在炮制过程中，三七活血止血主要成分均

有不同程度的破坏损失，但炮制过程中也有新物质

的生成，二者变化共同产生了对三七 “生消熟补”的
药理功效。其补血作用一方面主要是通过促进血液

中的红细胞、 白细胞、 血小板等各类血液细胞的

分裂生长，增加血细胞的数目[27]；另一方面三七中

的皂苷成分可以减少粘附因子（CD106、CD54）对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粘附作用，并刺激骨髓干细胞

因子支持造血[28]。 
3 有关三七的现代临床应用 
3.1 三七止血作用的应用 
三七具有良好的止血作用，对尤其是内出血具

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孙中侠[29]、孙绿铭[30]等在临床

研究中发现，在对症治疗急性脑出血患者时，加用

三七粉冲服可使得临床疗效和脑出血的吸收方面都

明显优于对照。针对高血压急性脑出血患者疾病早

期治疗中[30]，加用三七粉冲服还有利于受损脑细胞

功能的修复。王洪君[31]等在临床研究中发现三七粉

用于治疗消化道出血患者，止血时间快于使用凝血

酶进行治疗，且对全身凝血机能无影响。陈春艳[32]

等在临床中观察发现，三七粉联合阴道填塞法治疗

宫颈术后创面出血具有明显疗效。 
3.2 三七在心血管系统的应用 
三七具有良好的抗凝作用，对血管血栓性疾病

有较好的治疗作用。万晓青[33]等通过临床研究比较

三七粉与阿司匹林的抗血栓效果，发现三七粉不但

具有良好的抗血栓活性，且对预防术后静脉血栓也

有临床应用价值。印红兵[34]等比较了口服三七粉和

注射低分子肝素钠对髋关节置换术后深静脉血栓的

预防作用，两者预防作用的评价指数相当。王晓冰
[35]等在临床研究中发现，三七粉在全膝关节置换术

临床使用中不仅有效控制术后失血量，并可有效预

防深静脉血栓，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现代药理学研究三七所含的三七总皂苷成分，

能够有效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和机体新陈代谢。郝艳

玲[36]等发现三七用于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治疗，治疗

组患者与对照组相比，症状可有效缓解且心电图情

况明显改善。潘丽华[37]等也报道了其临床验证结果，

生三七粉具有预防和治疗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

缺血性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病的作用。 
3.3 三七在中枢神经系统的应用 
传统中医认为三七具有止痛的作用。张佳红[38]

等在对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常规治疗基础上，验证

加用三七总皂苷（PNS）的治疗效果，结果关节肿

胀指数、关节压痛指数、关节疼痛指数、晨僵时间

及患者疼痛评定均有明显改善，且优于常规治疗组。

通过对 PLT、CER、AAG、CRP 等指标的监测，认

为 PNS 具有抗炎镇痛作用，并可以调节免疫。动物

实验也证明了三七的镇痛作用[39]，其中人参皂苷Rbl
被发现可以减少突触谷氨酸的量并产生中枢系统抑

制从而起到镇静作用[40]。 
李爱东[41]在对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常规治疗基础

上，验证了加用血栓通注射液 (PNS)静脉滴注的治

疗效果，发现 MMSE、ADCS-ADL 的评分均高于常

规治疗对照组，炎症因子水平低于对照组，且脑部

灌注血流量有所提高。说明了 PNS 能够缓解 AD 炎

症水平、改善脑部灌注血流量、提高认知功能，具

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通过动物实验也证明了三

七总皂苷通过抑制胆碱酯酶活性，可以提高东莨菪

碱致记忆障碍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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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三七在肾脏疾病的应用 
肾脏是体内重要的排泄器官，维持着机体内环

境稳态。肾脏疾病临床表现多样，治疗困难，而蛋

白尿水平是慢性肾病病情发展的重要标记物。韩立

新[43]用归脾三七方治疗慢性肾病，6 个月之后患者

体内尿蛋白水平显著降低。三七水蛭胶囊[44]在慢性

肾病治疗中也表现出良好效果，观察到治疗组患者

的肾损害程度有明显减轻，并能明显降低血液的粘

滞性，提高红细胞的变形能力。 
钟立新[45]联用血栓通和黄芪注射剂治疗糖尿病

肾病患者，治疗 20 天后，患者的肾功能指标 BUN、

Cr、UAER 均有明显改善。在动物模型中观察到[46]

三七可以通过减少氧化应激损伤、抑制 AGEs 生成

以及下调肾组织 VEGF 表达；同时三七素还可以显

著下调 TGF-β/Smad信号通路中 TGF-β1和 Smad2/3
的表达，并能明显上调信号通路中内源性抑制剂

Smad7 的表达[47]，有效延缓糖尿病大鼠肾脏病变进

展。 
三七可以通过调节机体免疫治疗慢性肾炎[48]。

在常规治疗外加用三七皂苷，观察到三七总皂甙可

能通过阻断 CD2 的活性位点，抑制 CD2 和 CD58
的结合，导致 T 细胞活化所需的第二信号缺失，使

过高或过低的免疫反应恢复正常；三七总皂甙活血

化瘀的作用还促进微循环、血液循环加速，加快对

免疫复合物的清除，减少了其在肾小球基底膜沉积，

进一步阻止减轻病理损伤，认为长期服用三七可以

有效减缓慢性肾炎病情发展。三七在各种肾病的临

床治疗表现出较高的应用价值，为三七在今后肾病

治疗的大力推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5 三七在抗纤维化方面的应用 
韩引芳[49]使用三七片治疗肝病患者，肝区 B 超

结果显示有明显好转，甚至出现纤维化逆转的情况，

且疗效与疗程长短正相关，证实了三七防治肝纤维

化的临床价值。陈秀花[50]也发现空腹服用三七粉，

可降低因谷丙转氨酶增高引起的肝胆疾患，改善慢

性肝炎的血浆蛋白改变，并抑制肝纤维早期炎症症

状。 
董婧婧[51]在 CCl4 诱导的慢性肝损伤和肝纤维

化模型中，发现三七粉可降低 CCl4 模型大鼠 ALT
和 AST 水平，促进 P450 和 b5 酶的活力，增强肝脏

SOD 和 GSH-Px 水平，降低肝脏 MDA 的水平，并

且对炎症因子和 TNF-α水平均有抑制作用。张荣华
[52]在 CCl4 诱导的大鼠中也观察到三七可以明显抑

制肝组织中成纤维细胞及胶原纤维增生，从而抑制

肝脏胶原纤维合成与沉积，发挥其抗肝纤维化作用。

相关药理还发现三七总皂苷还可以通过诱导 Trx-1
的高表达有效治疗慢性肝损伤和肝纤维化小鼠症状
[53]。三七皂苷 Rg1 能显著提高肝线粒体质子跨膜转

运能力和膜流动性，达到防治肝纤维化的作用[54]。 
三七皂苷 Rg1 还能剂量依赖性降低大鼠肺纤维

化程度和 α-肌动蛋白含量干预大鼠肺纤维化[55]、以

及下调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和信号传导蛋白的表达[56]

和改善氧化应激控制炎性反应和肺内血液运行情况
[57]，多途径发挥抗肺纤维化作用。 

吴金玉[58]在比较田七注射液和肾安注射液治疗

慢性肾衰患者的疗效时，通过对比血清学指标发现，

田七注射液组在临床症状、纤维化、肾功能、脂质

代谢均优于肾安注射液组，并能有效延缓 CRF 肾纤

维化进程。谢席胜[59]、刘静[60]等也在动物模型中证

实了三七及三七总皂苷具有的抗肾间质纤维化作

用。 
综上所述，三七不仅具有传统中医经验的止血、

活血和补血等功效。在对其所含的主要活性成分如

三七总皂苷、三七皂苷 Rg1、人参皂苷 Rbl，以及三

七素等在现在药理学研究和临床研究中，已经证实

三七及其有效活性成分在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以及肾脏病和抗纤维化等领域具有

广泛的应用价值和前景。相信随着对三七药理作用

机制研究的深入，三七的临床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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