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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化学成分稳定性的钩藤药学研究进展 
刘熹禹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摘要：钩藤始载于《名医别录》，是临床上常见的息风止痉药物，在天麻钩藤饮、羚角钩藤汤等重要复方中发挥其清热平肝，息风定惊的作

用，适用于治疗肝火上攻或肝阳上亢之头痛、眩晕，肝风内动，惊痫抽搐等病症。现在药理实验表明钩藤的生物碱类成分在调节中枢系统

和心血管系统中发挥显著作用，但该成分化学性质不稳定，影响钩藤药物的有效利用，因此本文基于化学成分稳定性综述钩藤药学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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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藤作为茜草科的一种植物，其分布广泛，涵盖福

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浙

江、四川和安徽等地。因其茎枝弯曲如钩，故得此名。

在中医药学领域，钩藤具有重要地位，其性味为甘、微

苦，性微寒，归属于肝、心包经。钩藤具有平肝熄风、

清热镇静、舒筋活络等多种功效，并可用于降血压、对

中枢神经系统具有镇静抗癫痫等方面，对脑缺血有保护

作用。在化学成分方面，钩藤主要包含吲哚类生物碱、

三萜类成分以及黄酮类成分等。在这些成分中，生物碱

类成分在钩藤中的含量尤为丰富，并发挥着重要的活性

作用。然而，钩藤生物碱的不稳定性对钩藤的研究与应

用构成了诸多挑战，并对其质量控制和实际应用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本文将对钩藤的化学成分及其药理作用进

行全面阐述，同时深入分析其化学成分及其稳定性的研

究现状，旨在为钩藤药学的进一步研发提供有价值的参

考信息。 

一、钩藤药学研究 

1、钩藤化学成分研究 

钩藤中蕴含着丰富的化学成分，涵盖了生物碱、黄

酮、三萜及皂苷等上百种化合物。这些化合物主要来源

于其带钩茎枝、叶和根的乙醇、甲醇提取物及水煎物[1]。

关于钩藤生物碱类成分的研究可追溯至 19 世纪，其中吲

哚类生物碱占据主导地位，数量最为众多。袁亚红[2]等研

究者成功从钩藤中分离并鉴定了 11 个化合物，其中包括

高丽槐素、去氢钩藤碱、3,4,5,-三甲氧基苯酚、喜树次

碱、(-)-N-甲基司巴丁、毛钩藤碱、去氢毛钩藤碱、缝

籽嗪甲醚、3α-二氢卡丹宾碱、卡丹宾碱和喜果苷，其

中化合物 1、4 和 5 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生物

碱类成分是钩藤属植物的重要特征，并同时也是其主要

的活性成分。这些生物碱主要基于β-咔啉生物碱和单萜

吲哚生物碱构成，而单萜吲哚生物碱则主要为四环和五

环结构[3]。在钩藤属植物中，钩藤碱和异钩藤碱的含量相

对较高。 

2、钩藤化学稳定性研究 

钩藤中所含的单萜吲哚类生物碱，因具有多个手性

中心，其化学结构显得不够稳定，极易受到温度、pH 值

以及溶剂极性等多重因素的干扰。在提取钩藤的化学成

分时，普遍认为其有效成分主要包含钩藤碱和异钩藤碱

等生物碱类成分，若进行长时间的煎煮，这些酯键可能

会部分水解，进而降低生物碱的含量。徐小娜[4]的研究采

用了 60 倍量的 60%乙醇，通过超声波辅助提取法，在

30 分钟内、70℃的温度下提取。实验结果显示，当提取

物的浓度为 0.25mg/mL 时，来自柳州、梧州、钦州、玉

林和桂林五个产地的钩藤总黄酮对 DPPH 的清除率均超

过了 85%。这证明了该提取工艺的稳定性和可行性，可

作为钩藤总黄酮的提取工艺。同时，钩藤黄酮醇提取物

显示出对 DPPH 的清除作用。张华[5]的研究显示钩藤生物

碱的最佳提取工艺为使用 10 倍量的 90%乙醇，回流提取

两次，每次持续 1 小时。在探讨钩藤生物碱稳定性影响

因素方面，覃春叶[6]对钩藤进行了不同的处理，包括阴干、

晒干、40～90℃烘干、烫制和蒸制（蒸制 1～4 次），并

采用 HPLC 法测定了钩藤中钩藤碱、异钩藤碱、去氢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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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碱、异去氢钩藤碱、缝籽嗪甲醚、去氢毛钩藤碱的含

量。通过相关性分析和聚类分析，发现采用阴干、晒干、

烘干、烫制法加工的钩藤，其钩藤碱和去氢钩藤碱含量

较低，而异钩藤碱和异去氢钩藤碱含量较高。因此，可

以得出结论，温度和环境 pH 对钩藤生物碱的稳定性具有

显著影响。 

二、钩藤药理作用研究 

经过广泛的现代药理研究，钩藤的生物碱类成分，

特别是钩藤碱和异钩藤碱，被普遍认为是其主要的活性

成分。在神经系统方面[7]，钩藤碱通过降低酪氨酸蛋白激

酶受体 A4 的活性，阻断 EphA4 依赖的信号通路，从而

有效降低 Aβ水平和减少淀粉样斑块沉积。此外，钩藤

碱还能激活 PI3-K/Akt/ GSK3β级联通路，抑制 MPP+引

起的神经毒性。这些作用使得钩藤碱在抗氧化、抗炎和

神经调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于抗阿尔茨海默病、帕

金森病和抑郁症等神经系统疾病具有神经保护功能。 

在心血管方面[8]，钩藤生物碱通过多种机制，如阻滞

钙离子内流、抑制多离子通道和血管内皮细胞β-半乳糖

苷酶和端粒酶活性的相关表达，实现抗心律失常和抑制

细胞衰老的作用。此外，钩藤中的生物碱还能扩张血管、

保护血管内皮细胞、提高心肌组织抗氧化能力和降低神

经递质分泌，从而实现降压、抗心肌肥大等心血管保护

作用。除此之外，钩藤碱还具有抗炎和抗过敏作用，能

够阻断转化生长因子β1 介导的 Smad，从而减轻炎症和

过敏症状，改善哮喘症状；钩藤碱还能诱导肝癌细胞

HepG2 凋亡证明其在抗肿瘤方面的潜力。同时，钩藤还

具有调节炎症因子及其相关通路、调整肠道菌群、降糖

降脂等作用，在临床中药复方中被广泛应用，效果显著。 

三、讨论 

经过文献学的深入研究，发现明清药学典籍中对于

钩藤的入药方法有着明确的记载，表明传统医学对于钩

藤化学成分稳定性的理解已初具雏形。现代药理学实验

进一步验证钩藤中的生物碱类成分稳定性较差，通常在

固体状态下较为稳定，对溶剂、pH 值及环境温度等因素

较为敏感，同时在药材及复方中钩藤生物碱的稳定性表

现相对较好。鉴于钩藤生物碱成分的多样性和广泛的药

理活性，国内外学者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近年来在

钩藤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和

成果，但仍然存在许多值得深入探索的领域。综上所述，

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积极增强对钩藤的开发与研究，深

入提取其有效组分，并深入挖掘其潜在的药理作用，对

于推动中药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

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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