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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紫丁香苷为苯丙醇苷,具有保肝、抗病毒、降血糖等多种药理作用,在药品、保健品以及食品中均有使用。 本文整理

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紫丁香苷的研究文献,首次综述了紫丁香苷的植物资源、体内代谢过程、药理作用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

进展,以期为紫丁香苷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综合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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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yringin

 

is
 

a
 

phenylpropanol
 

glycoside,
 

which
 

has
 

many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such
 

as
 

liver
 

protection,
 

antiviral
 

and
 

hypoglycemic
 

activities.
 

It
 

is
 

commonly
 

used
 

as
 

medicine,
 

health
 

product
 

and
 

food.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syringin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was
 

summarized,
 

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plant
 

resources,
 

in
 

vivo
  

metabolism,
 

pharmacological
 

action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of
 

syringin
 

was
 

reviewed
 

for
 

the
 

first
 

time,
 

so
 

as
 

to
 

lay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compre-
hensiv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syrin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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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丁香苷具有保肝、抗病毒、降血糖、降血脂等

生物活性,广泛存在于刺五加、救必应、小叶丁香等

多种植物中。 紫丁香苷为多种上市药品、保健品和

食品的主要活性成分,如微达康口服液、炎立消胶

囊、复方羚角降压片以及君享片等。 微达康口服液

是由刺五加、黄芪、陈皮、熟地黄等 7 种中药组成的

中药口服制剂,其中刺五加所含紫丁香苷能促进人

体有毒物质代谢,提高人体免疫力,为治疗肾虚的主

要活性成分[1] 。 君享片为保健食品,由刺五加、肉
苁蓉、西洋参和丹参 4 种中药组成,紫丁香苷作为其

标志性成分,能够加速清除体内代谢废物,维持人体

的正常生理功能,从而延缓疲劳发生,加快体能恢

复[2] 。 然而,紫丁香苷作用机制的不明确性阻碍了

其制剂的进一步开发和应用。 因此,弄清楚紫丁香

苷的植物资源,提高紫丁香苷的资源利用率,阐述其

药效学研究及相关作用机制,能进一步促进含紫丁

香苷产品的开发和临床应用。 本文首次系统综述了

紫丁香苷的植物资源、体内代谢途径、药效及作用机

制等几方面的研究进展,以期为进一步扩大该成分

的研究与应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　 紫丁香苷的植物资源

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对紫丁香苷在不同科属中

的分布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整理。 据统计,紫丁香苷

来源于 23 科、60 多属、100 多种植物。 本文列举了

18 种紫丁香苷含量较高的植物资源,分别来自 11
个科。 植物资源及紫丁香苷在各植物部位中的含量

见表 1。 数据显示,紫丁香苷在木犀科丁香属暴马

丁香和冬青科冬青属铁冬青(又名救必应)茎的韧

皮部中含量分别高达 3. 59%和 3. 53%。 因此,暴马

丁香和救必应可以作为紫丁香苷的主要植物资源进

行开发利用,提高其资源利用率。
2　 紫丁香苷的理化性质及体内代谢途径

2. 1　 理化性质

紫丁香苷又称刺五加苷 B,为苯丙醇苷,分子式

为 C17H24O9,相对分子质量 372. 37,密度 1. 415
 

g·
cm-3,熔点为 192℃。 常温下,紫丁香苷为无色针晶,
溶于热水、乙醇、甲醇,微溶于冷水、丙酮,不溶苯、氯
仿和乙醚。 薄层检视发现,以 10%硫酸乙醇显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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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部分含有紫丁香苷的植物资源

序号 科名 属名 种名 部位及含量

1

2
3

木犀科 丁香属

暴马丁香 Syringa
 

reticulata
 

(BL)
 

Hara
 

var.
mandshurica(Maxim.

 

)
 

Hara
茎皮3. 59%、茎木质部0. 10%、

根0. 42%[3]

朝鲜丁香 Syringa
 

dilatata 茎皮1. 53%、茎木质部0. 19%[4]

小叶丁香 Syringa
 

Pubescens
 

Turcz. 茎皮 1. 15%[5]

4 冬青科 冬青属 铁冬青(救必应) Ilex
 

rotunda
 

Thunb. 茎皮 3. 53%、树叶 0. 42%、
果实 0. 40%[6]

5 景天科 红景天属 大花红景天 Rhodiola
 

crenulata(Hook. f. et
 

Thoms. )H. Ohba 根和根茎 3. 02%[7]

6 山茱萸科 鞘柄木属 齿裂鞘柄木 Toricellia
 

Angulata
 

Oliv. var. intermedia(Harms)
 

Hu 根韧皮部 0. 56%[8]

7
8
9
10

五加科

五加属

楤木属

吊石苣苔属

刺五加 Acanthopanax
 

senticosus(Rupr. et
 

Maxim. )Harms 茎 0. 32%[9]

短梗五加 Eleutherococcus
 

sessiliflorus(Rupr.
 

&
 

Maxim. )
 

S. Y. Hu 茎 0. 08%[9]

黄毛楤木 Aralia
 

decaisneana
 

Hance 根韧皮部 0. 17%
 [10]

细柱五加 Acanthopanar
 

gracilistylus
 

W. W. Smith 根韧皮部 0. 09%[11]

11
12

瑞香科
瑞香属 唐古特瑞香 Daphne

 

tangutica
 

Maxim. 全株 0. 25%[12]

结香属 结香 Edgeworthia
 

chrysantha 全株 0. 18%[13]

13 黄杨科 黄杨属 小叶黄杨 Buxus
 

microphylla
 

Sieb.
 

et
 

Zucc.
 

var.
 

sinica
 

Rehd.
 

et
 

Wils. 粗茎 0. 03%,细枝 0. 05%[14]

14 凤毛菊属 天山雪莲 Saussurea
 

involucrata
 

(Kar.
 

et
 

Kir. )Sch.
 

Bip. 地上部分 0. 06%[15]

15 杜仲科 杜仲属 杜仲 Eucommia
 

ulmoides
 

Oliv. 叶 0. 05%[16]

16 木兰科 木兰属 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 叶 0. 04%[17]

17 桔梗科 党参属 川党参 Codonopsis
 

tangshen
 

Oliv. 根 0. 04%[18]

18 桑寄生科 槲寄生属 槲寄生 Vhcum
 

coloratum(Komar.
 

)
 

Nakai 带叶茎枝 0. 02%[19]

紫丁香苷呈紫色斑点;在波长 254
 

nm 的紫外光灯照

射下能产生紫色荧光,且与三氯化铁-铁氰化钾和

Molish 试剂呈阳性反应。 由于存在糖苷结构,紫丁

香苷在质谱中通常和 Na+ 形成加和离子峰,主要质

谱峰为 m / z
 

395. 2。 其化学结构式如图 1 所示。

图 1　 紫丁香苷化学结构式

2. 2　 体内代谢途径

李青等[20]研究了紫丁香苷在大鼠体内的药动

学,发现其 AUC0~ t 为(3. 26±0. 60)
 

μg·h·ml-1,血
浆中的半衰期 t1 / 2 为(0. 41±0. 04)

 

h,消除速率常数

Ke 为(1. 85± 0. 16)
 

h-1。 分析结果可知,紫丁香苷

在大鼠体内的消除较快,即生物利用度较低。
杨宝等[21]研究发现大鼠肠道菌群对紫丁香苷

具有显著的代谢作用,检测 0 ~ 48
 

h 离体大鼠肠道

菌群与紫丁香苷的孵育液,发现 12
 

h 时有 81%的紫

丁香苷被代谢转化,主要代谢产物为芥子醇;24
 

h
时紫丁香苷已经完全被代谢转化,主要代谢产物为

右旋丁香树脂酚,且 24
 

h 后未能检测到芥子醇。
关于紫丁香苷的体内代谢过程,Lu 等[22] 利用

高效液相色谱 / 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和自动数据分

析大鼠血浆,共检测到 11 种代谢物,且未检测到紫

丁香苷。 紫丁香苷 M0 在大鼠体内脱糖(A 过程)得

到苷元芥子醇 M1,M1 进一步葡萄糖醛酸化( B 过

程)得到葡萄糖醛酸化芥子醇 M2;M2 去甲基化( C
过程)得到去甲基葡萄糖醛酸化芥子醇 M3,M3 进

一步去甲基化和乙酰化( D 过程)得到产物 M4;紫
丁香苷 M0 脱糖后也可以进一步羟基化和去饱和化

(I 过程)得到产物 M7;同时紫丁香苷 M0 去甲基化

和葡萄糖醛酸化( E 和 F 过程)得到去甲基葡萄糖

醛酸化芥子醇 M3,还能进一步葡萄糖醛酸化和乙酰

化(G 和 H 过程)得到产物 M4。 紫丁香苷体内代谢

途径如图 2 所示。
综上,紫丁香苷的低生物利用度可能与其在生

物体内的代谢过程密切相关。 紫丁香苷与芥子醇和

右旋丁香树脂酚的转化关系以及其代谢方式是否影

响到了本身的药效,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3　 紫丁香苷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紫丁香苷具有抗肝毒性、降血糖、降血脂、增强

免疫力以及防止心肌缺血等重要药理作用。 同时其

抗炎镇痛效果显著,还具有较好的抗肿瘤作用,被视

为可重点开发的药物、保健品和食品。
3. 1　 保肝作用

徐蕊等[5]研究发现,各剂量组小叶丁香树皮提

取物能降低酒精所致肝损伤小鼠的 ALT、AST 水平,
且能显著改善小鼠体内丙二醛( MDA)水平。 紫丁

香苷为小丁香树皮提取物中最主要的成分,其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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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脱糖
 

B 葡萄糖醛酸化 C 去甲基化
 

D
 

去甲基化+乙酰化
 

E 去

甲基化
 

F 葡萄糖醛酸化
 

G 去甲基
 

H 葡萄糖醛酸化+乙酰化
 

I 羟

基化+去饱和化。

图 2　 大鼠体内潜在的代谢生物转化途径和

紫丁香苷的代谢物

为 1. 15%,因此推测紫丁香苷也具有一定的保肝作

用。 Ríos
 

等[23]阐明了紫丁香苷能够恢复微粒体酶

系统的酶活性和抑制脂质过氧化,从而促进肝毒物

的代谢,并改善肝功能,使之正常化。 紫丁香苷作为

一种有确切保肝疗效的药物,进一步研究其保肝作

用的相关靶蛋白,详尽阐述其作用机制,是促进其进

一步推广应用的关键所在。
3. 2　 降糖降脂作用

近年来,紫丁香苷降血糖、降血脂作用引起了越

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常晋霞等[24] 通过 GC-MS 代谢

组学分析刺五加总苷提取物的降糖作用。 结果表

明,刺五加总苷提取物可能通过调节能量代谢、氨基

酸代谢、氨基酸生物合成及有机酸代谢来发挥降血

糖作用。 另有研究表明,紫丁香苷能通过提高神经

末梢乙酰胆碱的释放,刺激胰腺细胞中毒蕈碱 M3
受体, 从而增加胰岛素的释放, 降低血糖。 Niu

 

等[25]研究糖尿病小鼠模型发现,紫丁香苷可以增强

小鼠肾上腺髓质中 β-内啡肽的分泌,刺激外周阿片

受体,促使缺乏胰岛素的糖尿病大鼠血浆葡萄糖的

降低,从而起到降血糖的作用。

3. 3　 抗炎镇痛作用

救必应中提取的栖冬青苷、紫丁香苷和救必应

酸药物组合可以治疗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这提

示紫丁香苷可能具有抗炎镇痛的作用。 Choi 等[26]

通过醋酸致小鼠血管通透性、小鼠扭体反应以及小

鼠热板反应实验证实,紫丁香苷及其苷元芥子醇可

以通过抑制血管通透性从而改善角叉菜胶诱导的大

鼠的疼痛反应,起到抗炎镇痛的效果。 Diaz
 

Lanza
等[27]研究证实,紫丁香苷可以抑制花生四烯酸级联

反应酶和环加氧酶释放代谢物前列腺素 E2,并在较

小程度上减少血栓素 B2 水平,从而发挥抗炎作用。
3. 4　 增强免疫力

紫丁香苷能提高小鼠单核-巨噬细胞的碳廓清

能力,从而提高小鼠的免疫力,增强其迟发型变态反

应和排除异物的功能。 Waqas 等[28] 研究波叶青牛

胆 Tinospora
 

crispa(TC)及其主要成分紫丁香苷时发

现,其可能通过作用于 T 淋巴细胞和 B 淋巴细胞,
从而影响 CD4+和 CD8+ 亚群及 Th1 / Th2 平衡,起到

预防免疫系统疾病的作用。 Dong 等[29] 相关研究结

果表 明, 紫 丁 香 苷 对 1-甲 基-4-苯 基 吡 啶 离 子

(MPP + )诱导的 PC12 细胞损伤有保护作用,进一步

证实了紫丁香苷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3. 5　 防止心肌缺血

心肌缺血引起的心绞痛、心脏骤停严重威胁人

们的生命健康。 赵全成等[30] 证实,以栖冬青苷、紫
丁香苷和救必应酸为主要成分的救必应乙醇提取物

通过提高机体耐缺氧能力、明显降低全血比黏度和

血浆比黏度、从而改善心肌缺血。 紫丁香苷能抑制

高剂量异丙肾上腺素诱导急性心肌缺血大鼠的 S-T
段上升幅度从而缓解病情。 进一步研究紫丁香苷防

治心脑血管疾病的深层次作用机制将会为心血管疾

病患者的治疗提供更多的选择。
3. 6　 抗肿瘤作用

目前肿瘤化疗药物存在较为严重的不良反应,因
此,更深层次的开发利用具有抗肿瘤作用的天然药

物,可能大幅提高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率。 紫

丁香苷被证实是一种对多种肿瘤细胞均具有抑制作

用的天然药物。 汪琢等[31] 应用 MTT 法观察紫丁香

苷对人宫颈癌 Hela 细胞、乳腺癌 MCF-7 细胞、肺癌

A549
 

细胞和前列腺癌 PC-3
 

细胞的抑制作用,并构建

S180 实体瘤小鼠模型研究了其体内抗肿瘤作用。 结

果表明,紫丁香苷对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等 4 种肿瘤

细胞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呈剂量依赖性。 秦湫

红[32]等通过抗肿瘤活性筛选,发现紫丁香苷能增加

细胞凋亡因子 Caspase-3 活性,从而抑制人前列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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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PC-3 以及人肝癌细胞 HepG2 的增殖,且呈剂量

依赖关系。 但进一步研究紫丁香苷抗肿瘤的作用机

制,是其被开发利用为抗肿瘤药物的必要前提。
3. 7　 其他作用

不同浓度的紫丁香苷均能抑制二磷酸腺苷

(ADP)诱导的血小板聚集,且呈剂量依赖关系。 同

时紫丁香苷可通过产生内生细菌 CX33 发挥较好的

抑菌作用,并能加快恢复运动性疲劳大鼠体能,具有

极大的研究价值和应用前景。
4　 结语与展望

作为众多中草药的主要活性成分,紫丁香苷独

特的芥子醇结构使其具有较好的研究价值。 目前,
国内外对紫丁香苷的研究多停留在提取分离、检测

方法及药理作用研究层面。 而紫丁香苷药理作用机

制的不明确性,阻碍了该类产品的深度开发利用。
因此本文通过归纳总结目前国内外对于紫丁香苷的

相关研究报道,以期为上述问题提供参考。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暴马丁香和救必应两种植

物中紫丁香苷含量较高,它们均可作为紫丁苷的主

要资源植物,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植物资源利用

率。 同时,应合理开发适宜的紫丁香苷提取、分离、
纯化手段,使其更符合现代化工业生产需求。 另外,
研究紫丁香苷在生物体内的吸收、分布及代谢过程,
阐述各代谢物的作用及紫丁香苷生物利用度,对研

究紫丁香苷相关药效及其作用机制,促进紫丁香苷

产品的开发意义重大。 总之,作为一种具有多种作

用的天然活性成分,紫丁香苷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需要得到更大力度的支持,从而使其在保护人们身

体健康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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