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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黄酮的生物学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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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竹叶中黄酮类成分的药理学作用进行了分类概述!特别对竹叶黄酮类成分的心血管系统药理活性进行了详细描

述!对其在其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简要介绍" 最后对竹叶黄酮的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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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是禾本科!C3/27/7#竹亚科!F/1?A:3>7/7#

多年生常绿植物' 竹叶在我国具有悠久的药用和食

用历史$(本草求真)*(本草逢原)等将竹叶确定为

清热解毒药' 竹叶性淡*微涩*寒$味甘*苦$具有清

热利尿$明目解毒及止血的功能' 主治烦热口渴$小

儿发热$小儿疳积$热病不眠$口舌生疮$目赤肿痛$

疥癣$疮毒$咽喉炎$外伤出血等症+",

' 张英等+#,的

研究发现竹叶中含有丰富的黄酮类成分$竹叶黄酮

的生物学作用也有大量报道$主要表现为对心血管

系统的影响'

"!竹叶黄酮类成分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改善心脑血管缺血!付晓春等+%,采用大鼠体

左冠状动脉前降支穿线结扎法制备心肌缺血再灌注

模型发现&缺血再灌注组!模型组#与假手术组比

较$细胞凋亡增加!:G&$&"#$尾静脉注射竹叶总黄

酮!"H I(& 15JK5#后$与模型组比较细胞凋亡数明

显减少$并且呈一定的剂量关系$在对 F24D#*F/L*

M69D2*2/:C/C:7D% 蛋白表达的检测时发现$竹叶总黄

酮明显抑制了F/L*M69D2*2/:C/:7D% 表达但没有抑制

上F24D# 表达$说明竹叶总黄酮通过抑制细胞色素M

介导的2/:C/:7D% 激活途径$从而抑制了缺血再灌引

起的心肌细胞的凋亡$达到减轻或防止心肌缺血再

灌注损伤的作用"潘福生等+',也采用同样的方法证

实了竹叶黄酮能够显著地改善心肌缺血$对心肌缺

血具有确切的保护作用' 它利用结扎大鼠冠脉左前

降支使 NO明显抬高$使心肌梗塞率!心室肌重J梗

塞心肌重#显著增加$造成急方法性心肌梗塞模型'

实验结果表明&竹叶提取物能显著对抗大鼠冠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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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引起的心肌梗塞$缩小心肌梗塞面积' 另有付晓

春等+H$(,发现$竹叶提取物给药后均可不同程度的

对抗垂体后叶素!C=9#所致大鼠心肌缺血损伤!O波

变化#$对结扎大鼠冠脉所致的大鼠心肌缺血的作

用中&竹叶提取物能明显抬高 NO段$并且能明显降

低此模型所致的大鼠心肌梗塞范围' 同时用犬心肌

缺血再灌注实验发现竹叶提取物能够缩小模型导致

的心肌梗塞范围$能明显降低TU,$缺血J再灌注模

型的血浆 MV和 WUX的含量' 以及对犬实验性心

肌梗死的影响中发现&竹叶提取物能明显缩小心肌

梗塞的作用$竹叶提取物对实验性心肌缺血的具有

保护作用'

潘福生$周琦等 +'$+, 研究了利用断头造成小鼠

脑缺血模型$实验表明竹叶提取物能显著延长小鼠

断头后的生存时间' 苏杰+(,研究采用三氯化铁局

部贴敷大脑中动脉造成灶性脑缺血损伤大鼠模型

TM,O发现&竹叶黄酮的给药量为 "& I'& 15JK5

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造模后大鼠的神经症状$

并可缩小其脑梗塞范围$减轻局灶性脑缺血损伤'

周琦++,结扎小鼠双侧颈动脉实验$发现存活时间比

模型组明显延长!:G&$&H#$在大鼠局灶性脑缺血

!TM,Y#实验中$与生理盐水组相比$竹叶提取物能

明显降低 TM,Y大鼠 '. 和 #'. 神经功能评分$能

缩小T,MY大鼠脑梗塞范围' 在大鼠急性不完全

脑缺血实验中发现&竹叶提取物能明显降低急性不

完全脑缺血大鼠的脑指数$明显降低急性不完全脑

缺血大鼠的脑含水量$提高缺血组织 NYU活性及降

低脑缺血脑组织TU,含量'

实验证实+'$H,

$竹叶黄酮具有扩张冠脉血管*增

加冠脉流量及增加心肌收缩力的作用$采用豚鼠离

体心脏冠脉流量实验发现&不同剂量的竹叶提取物

可增加离体豚鼠心脏的冠脉流量$并随着剂量增加

而增加'

上述结果表明$竹叶黄酮对心脑血管缺血具有

良好的保护作用' 且可能通过抑制细胞色素 M介

导的2/:C/:7D% 激活途径$达到减轻或防止心肌缺血

再灌注损伤的作用'

"$#!抗氧化!沈健等+*,发现&竹叶黄酮具有明显

降低脂质过氧化*升高 NYU和 ZNX.-[活力的作

用' 许钢等+P,用氮蓝四唑!SFO#光化还原法$研究

发现竹叶黄酮对自由基有较强的清除作用$且其清

除作用比抗坏血酸的要强' 张英等+"&$"",选用黄嘌

呤![#D黄嘌呤氧化酶![YU#DWA1=<34的 Y#-产生

体系和Q

M

#DMA

# \

DX

#

Y

#

D酵母多糖的-YX产生体系$

采用化学发光法测定发光强度$用抑制浓度和抑制

率之间的一级方程求取半抑制浓度! ]MH&#发现$竹

叶黄酮也具有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 另有$李栋+"#,

采用脂质体系中抗氧化能力的测定!OF,法硫代巴

比妥酸比色法#*Y

# ^

$的能力测定*总抗氧化能力的

测定!E),-法#发现竹叶黄酮具有明显的抗氧化

性$并且在该实验条件下$抗氧化作用与浓度成线性

关系$竹叶提取液具有清除Y

# ^的能力$其总抗氧化

能力与浓度呈线性关系$张英等+"%,在体外模拟胃液

条件下研究竹叶黄酮对亚硝酸盐!SY #̂的清除能

力和对 SD亚硝胺!SUT,#合成的阻断作用' 这说

明在模拟人体胃液的条件下竹叶黄酮能有效地清除

亚硝酸盐$并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断强致癌物质DSD亚

硝胺的合成'

"$%!调节血脂!沈健等+"',饲以高脂饲料建立高脂

模型$测定摄入不同剂量竹叶黄酮!H I"H15JK5J>#

的大鼠血脂浓度试验中发现&竹叶黄酮能降低 NU

大鼠血浆甘油三酯浓度*血胆固醇浓度和降低 WUW

一胆固醇浓度$中剂量和高剂量组能增加血 XUW.

胆固醇浓度'

"$'!抗血小板聚集和血栓的形成!抗家兔血小板

聚集的体内外实验表明+',

&竹叶提取物能显著抑制

血小板的聚集$苏杰等+(,研究采用大鼠动静脉旁路

血栓形成模型$研究竹叶黄酮对血栓形成的影响'

结果表明$对照组血栓干*湿质量较用药组高$其中

竹叶黄酮小剂量组*天保宁组与对照组相比$具有显

著差异$竹叶黄酮高*中剂量组亦有降低趋势$说明

竹叶黄酮的给药剂量为 "& I'& 15JK5时$对动静脉

旁路血栓形成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表现为减轻血栓

干质量及湿质量' 另有付晓春等+H,亦发现竹叶提

取物对花生四烯酸诱导的血小板聚集具有明显的抗

家兔血小板聚集的作用' 周琦等++,

$在实验中发现

竹叶提取物!'& 15JK5#能明显提高胶原蛋白D肾上

腺素混合诱导剂诱导的小鼠肺血栓小鼠的保护率$

与生理盐水相比有显著性差异!:G&$&H#"竹叶提

取物! +$' I"'$*15JK5# 能明显抑制家兔颈动脉血

栓的形成"并且竹叶提取物能明显延长家兔凝血酶

时间!OO#及凝血酶原时间!-O#"能明显延长家兔

白陶土部分凝血活酶时间!,-OO#和能明显延长家

兔血浆复钙时间!)O#$与生理盐水组比较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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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同时也发现竹叶提取物!#& I'& 15JK5#能够

明显延长小鼠出血时间"能明显减轻小鼠全血凝块

重量"明显缩短小鼠优球蛋白溶解时间!_WO#'

#!竹叶黄酮类成分的其他作用

#$"!抗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的作用!蔡华芳+"H,

在研究竹叶黄酮提取物抗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中

发现&竹叶黄酮提取物对大鼠角叉菜胶前列腺炎模

型有明显抑制作用"对幼年小鼠前列腺生长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对睾丸*储精囊*和提肛肌的重量无明

显影响"对丙酸睾丸素致小鼠前列腺增生有明显抑

制作用'

#$#!抗辐射!徐兵+"",通过微弱化学发光分析和荧

光光度分析等实验手段$比较研究了茶多酚*银杏叶

提取物和竹叶黄酮 % 种植物类黄酮对(&

M3D

!

辐照和

MANY

'

D-.7<DQ2DX

#

Y

#

DUS,体系中 YX所致脱氧核

糖核酸!US,#损伤的保护作用$发现竹叶黄酮具有

较好的抗辐射作用'

#$%!抗菌作用!陆志科等+"(,采用滤纸片法进行了

竹叶黄酮抗菌试验' 发现不同竹种及不同生长期的

竹叶抗菌活性不同$并且发现不同时节采收的竹叶

其抑菌强度也不一样' 蔡华芳+"H,在研究竹叶黄酮

提取物的抗前列腺炎和抗前列腺增生作用研究中发

现&竹根提取物对粪肠球菌$化脓性链球菌等七种泌

尿道常见病原菌具有不同程度的抑菌作用' 李

栋+"#,实验发现$竹叶黄酮对大肠杆菌具有一定得抑

制作用'

#$'!抗炎等作用!蔡华芳+"H,在试验中发现$竹叶

黄酮提取物可对巴豆油和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具

有抑制作用' 另有付晓春+H,在实验中发现&竹叶提

取物能明显延长小鼠常压耐缺氧的存活时间$能明

显延长夹闭气管小鼠心电消失的时间' 但对其作用

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此外$竹叶黄酮还有增强

免疫力的作用+"+,

' 在一定剂量范围内竹叶黄酮可

促进小鼠脾脏细胞US,和蛋白质的合成$促进了细

胞的增殖$同时促进了小鼠脾细胞 ]ES

!

1)S,的表

达$]ES

!

的产生与分泌$]ES

!

又反过来激活 SV细

胞$促进O*F细胞分化和 MOW成熟$刺激 F细胞分

泌抗体' 此外$竹叶黄酮还有抗癌作用+"*,

'

%!应用前景

竹叶提取物...竹叶黄酮$是我国新开发的一

种植物类黄酮制剂$具有优良的抗自由基*抗氧化*

抗衰老*抗菌*保护心脑血管等生物学功效' 以其丰

富的原料来源*明确的功能因子*良好的食用安全

性*高效稳定的制剂品质和清新甜香的竹子风味$近

年来在天然功能性食品添加剂和医药保健品领域崭

露头角' 另外竹子在我国盛产$有丰富的资源$对于

竹类提取物纯化将在医药及其食品行业有非常好的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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