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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肝损伤是指肝脏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而出现形态或功能上的异常变化，出现肝损伤多数与人们的环境污染、生活习惯、药物滥用等因

素密切相关。目前临床治疗肝损伤仍存在局限，因此研究有效治疗方法具备重要临床意义。文章通过介绍西红花和红花植物学特征和化学

成分，分析肝损伤疾病发病机制、临床表现等，阐述西红花与红花治疗肝损伤的作用机制，总结西红花与红花治疗肝损伤研究进展，旨为

进一步开展西红花与红花治疗肝损伤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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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红花又将其称作藏红花，是一种珍贵的草本植物，

具备抗炎、抗氧化、抗肿瘤等药物作用，其主要活性成

分为红花醇和红花酸，化合物能够有效减轻肝损伤引起

炎症反应，并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和修复。红花又称番红

花，是一种常见中草药，被广泛应用于肝损伤和肝病的

治疗。红花中含有丰富生物活性成分，各种化合物具备

抗炎、抗氧化、抗纤维化等多种药理作用。虽然西红花

和红花在治疗肝损伤方面具有广泛应用前景，但仍需进

一步深入研究其作用机制和临床应用价值。 

一、西红花与红花的概述 

（一）西红花植物学特征与化学成分 

西红花是一种草本植物，属于鸢尾科下的番红花属，

通常生长在温带地区的草原、山坡或山脚下，喜欢湿润、

温暖的气候和松软的土地。其叶子呈现线状长而狭窄，

绿色且具有纵向条纹[1]。花朵呈现鲜艳的紫色或淡紫色，

并且花瓣有明显红色花蕊。西红花是一种稀有而珍贵植

物提取物，在医药、烹饪、化学品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西红花的采摘是一项费时而繁琐的工作，因每朵

花只能提取出三根花柱，且需在清晨花朵刚开时进行开

采。因西红花产量较低，因此价格相对昂贵。西红花化

学成分析显示，其含有丰富活性成分和营养物质，其中

包含多种红色色素，最主要是红色类胡萝卜素，如β-

胡萝卜素和ɑ-胡萝卜素，因此藏红花的颜色出现红色，

其还具备抗炎、抗氧化作用，利于保护细胞受损自由基

的损伤[2]。 

（二）红花的植物学特征与化学成分 

红花是一种具有独特植物学特征的花卉，其外观通

常是鲜艳的红色，花瓣形状较大且饱满，红花的叶子呈

长条状，叶片绿色且具有光泽。根据植物学分析红花属

于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属于被子植物门，双子植

物纲，菊目，菊科。对红花进行化学成分分析证实，其

含有丰富的花色素，主要的花色素成分包括类胡萝卜素

和花青素，类胡萝卜素是红花所含一种重要色素，其具

备免疫调节和抗氧化作用[3]。花青素是红花鲜艳颜色的主

要成分，其能够吸收绿光和蓝光并反射红光，利于红花

呈现出明亮的颜色。红花中含有多种活性物质，如黄酮

类物质、挥发油和多糖等，其中挥发油是红花中重要成

分，具有抗炎、抗菌、镇痛等作用；黄酮类物质具备抗

肿瘤、抗氧化和抗炎等多种生理活性；多糖具有免疫调

节和抗肿瘤的功效[4]。 

二、肝损伤疾病相关概述 

肝损伤疾病是与肝功能异常以及结构损伤相关的疾

病，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肝损伤疾病包括常见脂

肪肝、肝炎、肝硬化等。肝损伤疾病发展原理呈现多样

化，其中常见的包括药物中毒、病毒感染、酒精滥用、

遗传因素等，各种因素均会导致肝细胞受损，从而引发

炎症反应和纤维化过程。肝损伤疾病临床表现呈现多样

化，常见症状包括乏力、肝区疼痛、黄疸、食欲不振等。

另外，一些慢性肝损伤疾病也会导致肝硬化的发生，对

肝脏正常功能造成严重影响。因此。针对肝损伤疾病早

期诊断、对症治疗非常关键[5]。 

三、西红花与红花治疗肝损伤的作用机制 

（一）调节肝细胞内的氧化还原平衡 

肝损伤通常伴随氧化应激的增加，导致氧气还原平

衡出现导致。氧化应激主要是指细胞内氧自由基的过度

产生以及抗氧化能力的严重不足，进而导致细胞内氧化

还原平衡出现破坏，出现平衡紊乱也会进一步加剧引发

炎症反应，更会造成机体内蛋白质氧化、过氧化、DNA

氧化等细胞损伤和凋亡，从而导致肝功能的下降和肝损

伤的发生[6]。西红花和红花中具备丰富的活性成分，如红

花黄酮、红花素等，这些活性成分均具备较强的抗氧化

能力，也具有直接清除氧自由基的功效，能够有效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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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应激反应的发生[7]。另外，红花素也显著增加肝细胞

内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的活性，进而提高细

胞对氧化应激的抵抗能力。活性成分也可中和细胞内氧

自由基，从而缓解氧化应激对肝细胞的伤害。西红花和

红花中的成分还具备增强细胞内氧化酶活性功效，抗氧

化酶是细胞内重要的抗氧化防御系统，可有效将有害的

氧自由基转化为无害的物质。西红花和红花中的成分还

可促进氧化酶的活性和合成，进而增强细胞的抗氧化能

力，也可提高氧化还原平衡。 

（二）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和修复 

西红花与红花被临床广泛应用于治疗肝损伤，其治

疗效果得到证实具备促进细胞再生和修复等功效。药物

中活性成分包括多糖、黄酮类化合物、生物碱和维生素

等，以上药物成分均可通过多种作用及时发挥治疗效果。

多糖具备免疫调节和抗病毒的功能，也可显著增强机体

免疫力，提高肝脏的抗病毒功能，从而减少病毒对肝细

胞的损伤[8]。多糖还可促进肝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加速受

损肝脏的康复过程。黄酮类化合物是西红花和红花主要

活性成分之一，其具备较强的抗炎、抗氧化作用，该成

分能够有效中和自由基，减少氧化反应对肝细胞的损伤，

同时也可快速抑制炎症反应，缓解肝脏炎症严重程度，

有助于细胞的修复和再生。生物碱也具备抗炎和镇痛作

用，能够快速缓解肝损伤引起的疼痛症状，也可缓解炎

症反应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和修复[9]。西红花和红花种中的

维生素也对肝损伤的治疗起到积极作用，维生素本身具

备免疫调节和抗氧化作用，可直接减少氧化应激对肝细

胞的损伤，增强机体免疫力进而促进肝细胞的再生以及

修复。 

（三）具有抗纤维化作用 

西红花和红花被广泛研究用于治疗肝损伤，发现其

具备较强的抗纤维化功效。纤维化是肝损伤一种临床常

见并发症，易导致肝脏组织出现结缔组织增生，从而导

致肝功能的丧失。结合多种临床研究发现，西红花和红

花活性成分具备抗纤维化作用，可有效抑制肝组织中纤

维化过程。药物中的抗纤维化功效主要是通过多种机制

实现，因西红花和红花中的活性成分可抑制肝脏中的氧

化应激反应，减少自由基的产生从而减轻肝脏的氧化损

伤，进而可防止纤维化的进展，并且植物提取物还可调

节肝脏中的炎症反应，极大限度避免炎症因子的释放，

从而缓解炎症对肝脏组织损伤也可缓解肝纤维化的发展
[10]。另外，西红花和红花还能够抑制肝脏中的肝星状细

胞的活性，该情况主要是纤维化过程中的关键细胞类型，

通过抑制该类型细胞的增殖和活化，药物可成功阻止纤

维化细胞的产生以及累积，从而减少肝脏的纤维化程度。

西红花和红花在治疗肝损伤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其抗

纤维化的功效和作用机制主要通过抑制纤维细胞增殖和

胶原沉淀、调节免疫系统等多个方面综合作用实现。然

而临床需借鉴多种研究持续探索其具体分子机制和临床

应用价值，以更好发挥其在肝损伤治疗中的潜力[11]。 

（四）具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 

西红花和红花作为传统草药被广泛应用于治疗肝损

伤，根据临床相关实践研究发现，其具备较强的抗氧化

和抗炎作用。针对肝损伤治疗两种药物均展现出独特的

药物机制。西红花和红花中的活性成分，如黄酮醇、类

黄酮和苷类化合物等，其都具备较强的抗氧化活性，这

种活性成分能够直接清除自由基，防止氧化应激反应的

发生，从而减少对肝细胞的氧化损伤[12]。并且该活性成

分能够增强肝细胞内抗氧化酶的活性，提高细胞的抗氧

化功效，从而保护肝脏免受氧化损伤的侵害。西红花和

红花的活性成分中还具备较强的抗炎作用，根据临床相

关研究表明，活性成分能够抑制炎症介质的生成和释放，

进而快速减少肝脏炎症反应的程度。另外，各种活性成

分还具备调节炎症反应相关信息通路的活性，对炎症因

子的表达进行有效抑制，从而减少肝损伤引起的炎症反

应。该种抗炎作用有助于减轻肝脏组织的严重损伤程度，

进而促进损伤组织的再生和修复。因此，西红花和红花

可作为治疗肝损伤的重要中草药物，其活性成分中富含

抗炎和抗氧化作用非常关键。主要通过增强抗氧化能力、

清除自由基及抑制炎症反应等功能，药物成分能够更好

保护肝细胞免受氧化程度和炎症损伤的侵害，进一步促

进肝脏功能的修复，亦可为肝脏损伤治疗提供新的路径

和方法，也为进一步利用和开发药草的潜力提供科学依

据[13]。 

四、西红花与红花治疗肝损伤的研究进展 

西红花和红花在治疗肝损伤方面研究进展备受医学

界关注。肝损伤是临床常见的一种疾病，近年来随着研

发人员的不断探索与分析，发现红花和西红花中所含的

活性成分具备抗炎、抗氧化和保护肝脏功能作用，对于

修复和恢复受损肝脏功能具有潜在益处和作用。根据临

床相关研究表明，西红花中的活性成分为红酮和红苷，

具有较强的抗氧化能力，各种活性成分能够综合自由基，

缓解氧化应激反应引起对肝脏细胞的损伤，并促进肝细

胞的再生和修复。另外，红苷和红酮还具备较强抑制肝

脏炎症的作用，极大限度减少炎症进一步对肝脏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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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中的活性成分主要包括花青素和红花黄酮，各种活

性成分被临床实践证实具备较强的抗氧化和抗炎特征
[14]。也有相关研究发现，红花黄酮能够抑制炎性因子的

产生，也可对炎症介质的释放进行抑制，从而缓解肝脏

炎症反应。此外，红花黄酮还能够显著增加抗氧化酶的

活性，进而提高肝脏抗氧化能力，进一步保护肝细胞免

受氧化应激的侵害。虽然，西红花和红花在治疗肝损伤

方面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已经经过多次临床研究和

实验证实，该药物具备潜在疗效，然而临床需进一步研

究和探索其使用剂量、作用机制和临床疗效的最佳组合，

同时对其长期使用以及各种副作用评估也是临床必要的

过程。 

五、研究前景与展望 

通过对西红花和红花治疗肝损伤研究进展进行综合

分析，可明确该药物作为传统中药在肝损伤治疗中具备

显著潜力和广泛应用前景。从药理学和临床试验角度分

析，两种植物提取物均表现出良好抗炎、抗氧化、抗纤

维化特性，能够有效减轻肝损伤程度，并促进肝细胞的

再生和修复。然而，虽然西红花和红花在治疗肝损伤方

面显现出明显优势，但仍然存在各种问题和挑战急需解

决。目前，针对两种植物的治疗剂量、治疗疗程最佳选

择仍需统一标准，需进一步研究来确定最佳用药方案[15]。

相信，未来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和深入研究的推进，

两种药物的有效成分和作用机制将会被更加全面揭示出

来，可为肝损伤治疗提供更加有效的选择和方案。医学

界对于未来的研究和应用前景充满信心，期待各种传统

中药能够为肝损伤患者带来更多福音。 

结束语： 

综上所述，西红花和红花作为传统中药具备显著抗

炎、抗氧化和抗肝损伤的潜力，根据大量临床相关研究

和试验，证明两种植物提取物中活性成分，如西红花素

红花苷等，对肝损伤具有保护和修复作用。虽然西红花

和红花在治疗肝损伤方面显示出绝对潜力，但进一步研

究和了解其作用机制及优化治疗方案也非常重要。期望

医学界针对该领域加强研究进展，突破更多局限进而为

肝损伤患者的治疗带来新的路径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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