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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心清片组方入药历史很久，记载来源于《滇南本草》。脑心

清片是从柿树科植物柿树 (Diospyros kaki Thunb.) 的叶子中提取，

通过现代中药制剂工艺，提取其主要的生物活性成分制成的中药

制剂[1-2]。且柿叶提取物也已被《中国药典》收录，其主要组分，

药理功效作用可靠[3]。其主要药用功效为抗菌消炎，清热解毒，止

血凝血，润肺利肠，临床上主要适用于降低血压、降低血糖、降

低血脂等疾病的辅助治疗，也常与其他西药联合应用，治疗功效

显著[4-5]。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归纳，从脑心清片的

处方成分和活性成分,用药效的作用机制原理及临床使用的情况进

行了总结，为进一步脑心清片的研究和应用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处方成分和活性成分研究

脑心清片的主要组成是用柿树的叶子，经醋酸乙酯提取浸出

物为主要成分，是一种单味中药制剂。柿树主要生长在我国北方

地区，其叶子富含维生素 C、氨基酸、胆碱、芦丁,黄酮甙和香豆

素类、甾醇类等多种活性成分和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少数地区

以柿叶泡茶饮用[6-7]。

苏诗韵等[8]通过研究测定脑心清片中活性成分的含量，发现

其含有的金丝桃苷、异槲皮苷、槲皮苷等活性成分含量很高，这

些成分是这些成分能坏血酸，抗炎，防治支气管炎、防癌、抗癌，

是柿叶发挥心血管活性作用的主要药效物质基础[9-10]。尹仁杰等[11]

检测不同批次脑心清片，均检出大量的活性成分，主要的黄酮类

成分有抗炎、抗血压、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的作用。

2  临床应用研究

2.1 降血脂降血压作用

脑心清片能调节血脂血压, 特别是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减小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杨伟伟[12]在动物模型实验中得出对比实

验得出，柿树叶速溶茶显著降低高糖模型小鼠的血清中的总胆固

醇（TC）的含量，特别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的含

量，同时发现高糖小鼠肝脏中的的 TC 含量降低明显，谷丙转氨

酶（GPT）和谷草转氨酶（AST）在肝脏中浓度减小，小鼠的肝

损伤指标减小，在血糖降低的同时，对肝脏功能有保护作用。

周静等[13]在考察临床老年高血压患者，通过服用脑心清片治

疗，研究结果表明，在口服脑心清片治疗前和治疗后，患者的高

血压，高血糖指标明显下降，同时检测发现半胱氨酸、总胆固醇

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均下降明显，对于高血压伴随高脂血症患

者治疗结果有显著意义。治疗过程中，同时检查药物的安全性和

不良反应，监测显示，患者的肝肾功能无明显影响，未见明显的

不良反应。此外，脑心清片在与其他降血压药物联用的治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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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类降压药物联用治疗 H 型高

血压具有明显优势[14]。

2.2 防治冠心病作用

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的血管因为硬化、斑块的形成出现了

狭窄造成心肌负荷的增引心肌的缺血与缺氧的临床综合征状，脑

心清片中所含的黄酮类、芦丁、槲皮素能可以改善血循环，降低

血清总胆固醇和甘油三脂含量，抑制胆固醇的合成，从而降低胆

固醇水平。又可刺激细胞表面 LDL 受体合成增加，促进 VLDL 通

过受体途径代谢而降低血清 LDL 含量，降低血栓形成趋势的作

用，因此可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15]。

2.3 改善心血管作用

脑心清片可扩张冠脉血管床，改善冠脉微循环，可增加冠脉

流量，降低冠脉阻力，降低心肌耗氧量，改善全身血液循环，从

而缓解心率失常、心肌酶及心功能异常，有一定的强心作用，可

增强心肌收缩力，降低心肌耗氧量和心肌氧利用率张心血管，从

而引起周围血管舒张，外围阻力减低而产生，临床和基础实验均

发现柿叶具有较好的心血管活性，但药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还

需要进一步研究[16]。

2.4 抗氧化作用

脑心清片内的主要成分黄酮是天然抗氧化剂是维生素E的十

倍，其抗氧化是通过上调抗氧化基因表达，改善细胞的氧化还原

状态，抑制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从而抗脑缺血损伤，保护脑组

织神经功能能清除体内的氧自由基、抑制油脂质性的过氧化物溢

出、抗氧化应激、阻止氧化能力、减轻缺血脑组织细胞退化，保

护自由基损伤，也可以阻止癌症的产生[17-19]。

2.5 其他

据文献报道，脑心清片所含黄酮主要有抗兴奋性谷氨酸毒性，

通过改善脑细胞内钙离子的浓度和钙颗粒的分布变化，调节细胞

内钙离子稳态，抑制钙离子内流，保护脑周围组织，同时，抑制

炎性生物酶的渗出，调节免疫和炎症反应，阻断继发性脑缺血损

伤，保护脑组织受伤等机制。在预防和治疗脑缺血与再灌注损伤

和其他神经退行性精神疾病等方面有很好功效[20]。

3  结语

脑心清片属于我国的传统中药，是临床常用的中药制剂，药

效安全稳定可靠，副作用小。临床多与其他西药联合使用效果显

著。本文就脑心清片的主要成分，药理机理及临床疗效等方面总

结进行综述，为脑心清片的质量控制检测指标，与其他药物的联

合应用及进一步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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