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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前胡素属于 6，7-呋喃香豆素类化合物，主要存在于伞形科、毛茛科和芸香科等科属植物，尤以伞形科植物最多。近年有大量研究

证明，欧前胡素具有呋喃香豆素类化合物大部分的药理作用，比如抗炎、心血管作用、保护神经系统和抗癌作用等，另外，已经有许多欧

前胡素治疗某些疾病的专利申请得到批准。由于欧前胡素广泛的药理作用以及巨大的新药开发潜力，该化合物能否开发为新药成为研究的

重点，因此，欧前胡素的药代动力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结果为欧前胡素能否被临床开发提供理论支持。笔者查阅了研究欧前胡素

药代动力学相关的的相关文献，以欧前胡素药代动力学研究结果及分析时采用的检测方法为重点进行总结，期望为广大的科研者提供可以

思路，为其是否可被临床开发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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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药代动力学结果 
1.1 化合物单体灌胃 

张笑恺等[1]将欧前胡素（20 mg/kg，溶于 0.3％CMC-Na）口服给

药后，在大鼠体内药动学过程符合二室模型，作者首次对欧前胡素

在 SD 大鼠各主要器官的动态分布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欧前胡素

口服给药后，能迅速分布到各个器官，其中肝脏含量最高，说明欧

前胡素主要在肝中进行代谢。另外，该研究还首次发现欧前胡素在

生殖器官子宫和卵巢也有较高分布，这可能为白芷治疗妇科疾病的

物质基础研究提供部分依据。郑辉等[2]分别灌胃和静脉给予大鼠含

欧前胡素和异欧前胡素剂量分别为 30 mg/kg 和 20 mg/kg 的混合溶液

溶液，并将两种方式的的药代动力学特征进行比较，欧前胡素与异

欧前胡素消除速率常数差异不明显，表明欧前胡素与异欧前胡素的

消除与给药途径没有明显的关系。灌胃给药后欧前胡素和异欧前胡

素的生物利用度较低（<10%），表明欧前胡素与异欧前胡素在肝及

胃肠道中消除快，首关消除显著，致使进入血液循环的药量较少。

Juan Zhang[3]灌胃大鼠欧前胡素后，检测大鼠血浆中欧前胡素及其代

谢物花椒毒粉，采用非房室模型计算欧前胡素的药动学参数，结果

显示，欧前胡素和花椒毒酚的 t1/2 分别是 7.9 h 和 9.13 h，大鼠口服

欧前胡素以后吸收迅速，在 1.01 h 即达到最大浓度。大鼠口服欧前

胡素 5 min 后即可检测到花椒毒酚，并且在前两个 2 h 内迅速增多，

在 4 h 达到最大浓度，这说明欧前胡素被吸收后迅速被代谢为花椒

毒酚，而花椒毒酚在大鼠体内代谢速率也较快。将欧前胡素灌胃大

鼠后，尿液中的欧前胡素和花椒毒酚也被测定[4]。 

1.2 中药提取物灌胃 

陈丹霞等[5]采用非房室模型法分析了蛇床子提取物在大鼠体内

的药动学过程，大鼠口服蛇床子提取物后，欧前胡素在大鼠体内的

tmax 为（2,03±0.34），Cmax 为（7.03±1.27），t1/2 为（2.27±0.55）。由

于给药方式、取血时间点和考察时间范围不同，所以 t1/2、血浆浓度

-时间曲线（AUC）与以往文献不具有可比性。另外，在整个配制

过程中，欧前胡素应注意避光，以免受光分解，影响分析的准确性

药动学数据和以往的研究。Zhang You-Bo[6]对大鼠口服白芷后欧前

胡素等 14 种香豆素物质的组织分布进行了研究，本研究结果表明，

这 14 种香豆素迅速分布于大鼠组织中，经口服后可在所有选定的

组织中检测到。香豆素在肾、肝、胃组织中的浓度明显升高，在睾

丸、大脑和肌肉组织中的浓度明显降低。作为药代动力学行为的重

要组成部分，大鼠口服白芷后多种香豆素在大鼠体内的组织分布，

为更好地评价白芷在体内的代谢和处置过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Hwang Youn-Hwan[7]建立了灵敏快速的 UPLC/MS/MS 方法用于测定

在正常大鼠和结肠炎大鼠体内氧化前胡素、欧前胡素和异欧前胡素

的血浆浓度，并且用于他们的药代动力学研究。研究表明，在结肠

炎大鼠中，欧前胡素和异欧前胡素达到峰值浓度 tmax 的时间明显延

迟(p < 0.05)。与正常大鼠相比，所有呋喃香豆素的峰值血浆浓度(Cmax)

较低，平均停留时间较长(p < 0.05)。血浆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和

消除半衰期无显著差异。因此，延迟的 tmax 和降低的 Cmax 在不影响消

除半衰期的情况下，可能是药物吸收阶段大肠杆菌相关的改变。因

此，白芷的处方和使用在结肠炎患者中应得到更多的关注。Yan-xu 

Chang 等[8]同时测定了灌胃白芷提取物后大鼠血浆中的东莨菪亭、补

骨脂素、佛手柑内酯、花椒毒酚、二氢山芹醇乙酸酯、IM、王草素

和 ISOIM，并对其药代动力学做了研究，结果显示欧前胡素和异欧

前胡素在大鼠体内吸收较快，这与同年 Wan Lili 等[9]在灌胃小鼠独

活后的药代动力学结果相同。Sicen Wang[10]将白芷提取物灌胃给予

SD 大鼠，使用气象-质谱进行检测，考察 IM 的药代动力学特征，

实验结果显示 IM 的药代动力学符合二室模型。此外，作者还比较

了 IM 与 SD 大鼠、人血浆蛋白和人血清白蛋白的血浆蛋白结合律，

结果显示，IM 与大鼠和人血浆蛋白结合率高于于人血清白蛋白的

蛋白结合率。John Teye Azietaku 等[11]将羌活提取物灌胃大鼠后，欧

前胡素在大鼠体内吸收迅速，在 2 h 内达到浓度高峰，而后，从大

鼠胆汁中缓慢排泄、从尿液和粪便中在 72 h 内排泄完全，从排泄比

例来看，欧前胡素的主要排泄途径是粪便。 

1.3 药物剂型灌胃 

潘京京等[12]在研究中制备了欧前胡素亲水凝胶缓释骨架片，家

兔分别口服普通制剂和缓释制剂，实验采用灵敏度高的气质联用技

术测定方法，结果显示缓释制剂在兔体内达峰浓度较低,达峰时间延

迟且吸收较普通制剂缓慢,生物利用度与普通制剂无显著性差异。此

缓释制剂在比格犬体内的药动学正在研究中,而是否在人体内有相

同的缓释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的药物动力学研究。Wang Yuanji[13]建立

了高效液相方法，测定白鸽胶囊灌胃正常大鼠和大脑中动脉闭塞

（MCAO）大鼠后血浆中欧前胡素、异欧前胡素、葛根素和黄豆苷

元的含量。结果显示，欧前胡素和异欧前胡素在 MCAO 大鼠血液中

的含量高于正常大鼠的血液含量，且可以保持恒定的含量持续 10

个小时。刘严宏[14]建立了灵敏度高、专属性好的液质联用技术法用

于测定犬血浆中延胡索乙素和欧前胡素，并应用于口服给药元胡止

痛片后 Beagle 犬的药动学研究。结果显示，元胡止痛片给药后，犬

体内延胡索乙素的 tmax 为 1.08h，Cmax 为 48.70ng/mL,AUC0-t 为 170.0 

h·ng/mL，，t1/2 为 7.71 h。Ping Wang[15]测定了灌胃大鼠延胡和白芷

后的生物碱和香豆素化合物的含量，研究结果表明，延胡和白芷联

合给药降低三种香豆素成分的 AUC，这可能为临床联合给药作为

YZP 制剂提供科学依据，从而提高其疗效，降低毒性。欧前胡素和

异欧前胡素的 AUC 值在口服白芷后 3 小时预测，理论值与观察到

的实验值的偏倚率分别为 0.61%~11.4%，平均偏倚率分别为 5.8%

和 8.0%。该研究使用电脑模拟模型进行预测，结果预示了计算预

测值与实验值之间的偏倚，该模型为中药药代动力学预测提供了一

种可行的方法。 

1.4 注射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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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胺-9805（DA-9805）是一种新型的植物抗帕金森药物候

选制剂，由柴胡根、芍药根、白芷根的乙醇提取物配制而成，柴胡

皂苷、丹皮酚和欧前胡素是 DA-9805 在血浆中的三种代谢物。Kwon 

Mi Hye[16]研究了单独静脉注射和口服给药三种化合物后在大鼠体内

的药动学和脑分布特征，研究证明在静脉给药后，AUC 下都有更大

的剂量归一化区域，且在高剂量时清除速度更慢。在口服给药时，

欧前胡素的吸收在服用 DA-9805 后出现延迟，该结果进一步了解

了欧前胡素在大鼠体内的综合特性。Lu Wang[17]灌胃给予比格犬欧

前胡素后，考察其血浆内欧前胡素及其代谢物羟基化欧前胡素和环

氧化欧前胡素（IME）的药代动力学特征，研究结果显示，欧前胡

素和 IME 在雄性比格犬体内比在雌性比格犬体内的曲线下面积和

清除率高得多，但 IME 在雄性和雌性犬体内的代谢常数差异不大。

Gang Zhao 等[18]初次研究了口服和静脉注射欧前胡素后的药代动力

学和生物利用度研究，结果表明，欧前胡素的两相代谢物为花椒毒

酚和独活素，活性成分的药代动力学研究 代谢物正在进行中。欧

前胡素的体外蛋白结合率为 90.1%和 92.6% 血浆浓度分别为 1.0 和

50.0μg/ml。 

2.总结与展望 

为了便于进一步将欧前胡素的临床研究提上日程，本文将近年

来对于欧前胡素的药代动力学研究及其检测方法进行了总结，望可

以为以后找到更合适的药代动力学检测方法及特征提供基础。 

综述所述，欧前胡素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期待通过进一步挖

掘其药理作用，明确其治疗相关疾病的关键作用靶点，为其早日实

现临床应用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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