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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姜黄有抗炎利胆、抗氧化、抗凝、降血脂、抗病毒、抗诱变、抗肿瘤

等多种药理作用。姜黄的主要有效成分姜黄素具有广泛的药理活性，其抗肿瘤作用成为研究的热点，

作用机理的研究已深入到分子的水平。对姜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分析有利于其临床推广、应用及进一

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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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为常用的活血化瘀、通经

止痛中药，主要用于治疗瘀血引起

的内科心腹胸胁病证；妇科痛经、

经闭、症积；伤科跌打损伤痛证以

及风寒湿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规定药用姜黄来源于姜科

植物姜黄(Curcuma longa L．)，

以其根茎为药用部分。同科属植物

郁金的根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也一直作姜黄使用。现代中药化学

和药理研究表明，姜黄主要成分为

姜黄酮、姜黄素，具有广泛的药理

活性。姜黄有镇痛、抑制血小板聚

集、降血脂、抗NO、抗肿瘤、抗

炎利胆等多种作用，广泛应用于临

床各科。

1 姜黄的应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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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姜黄的基源及功效的考证

姜黄首载于唐·《新修本草》。谓

其主“心腹结积，疰忤，下气，

破血，除风热，消痈肿”，是对本

品主治功效的最早记载，论述已相

当全面。自唐代以来，逐步总结了

本品行气活血，通经止痛的主要功

效，及祛风痹臂痛，消疮痈肿毒，

利胆等其他功效。

1．2 姜黄的临床应用

1．2．1 治疗内科心腹胸胁痛症

姜黄辛散温通，人血分，能活血化

瘀，使瘀滞通而痛解，临床应用治

疗多种痛症：可治血瘀气滞之心、

胸、胁、腹诸痛，临床常与川芎、

丹参等同用，如《圣济总录》姜

黄散。若心阳不振，心痛寒厥，可

配肉桂，同为末，醋汤服之，如

《经验后方》方。若胸胁痛，本品

配郁金等份，相须为用；治右胁痛

不食，属肝胃气滞寒凝者，与枳

壳、桂心、炙甘草同用，以疏肝理

气温中止痛，如《丹溪心法》推

气散。

1．2．2 治疗妇科痛经、经闭、症

积 姜黄入肝经血分，能活血通经

止痛，一切瘀血所致痛经、经闭、

痖积、产后瘀滞腹痛，均可随证配

伍用之，如《圣济总录》姜黄散。

1．2．3 治疗伤科跌打损伤瘀血肿

痛 《日华子本草》谓其“治扑

损瘀血”，常配伍苏木、乳香、没

药等，如《伤科方书》姜黄汤。

1．2．4 治疗上肢风湿痹痛 姜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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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温而兼苦，能外散风寒湿邪，内

行气血，通经活络而止痛，尤长于

行肢臂而除痹痛，常配羌活、防

风、当归等祛风湿、活血之品，如

《赤水玄珠》之姜黄散。本品不论

是属风寒湿邪痹阻，还是由气血不

调、经脉不和引起的臂背痛，均可

治疗。

1．2．5 治疗外科痈疡疮癣 《本

草拾遗》谓姜黄味辛温无毒色黄，

入血泄散，能活血、消痈肿散疮

毒，故痈疡之坚肿可消，疡科常用

的如意金黄散，即由本品配伍大

黄、白芷、天花粉等组成，以达解

毒消肿散结之效；治牙龈肿胀疼痛

不可忍之，选用《百一选方》姜

黄散，以本品配白芷、细辛为末，

擦肿痛处，具有辛散消肿止痛之

功；诸疮癣，初生痛痒， 《千金

方》单以本品敷之【⋯。

I．3 对其毒副作用的认识

1．3．1 血虚无瘀者慎用 《新修

本草》谓其“功力烈于郁金”，其

活血散瘀、破血行气下气之力较

强，故血虚无瘀者当慎之。

1．3．2 孕妇忌用 姜黄～药，本

草文献虽无孕妇禁忌之说，但近代

实验研究表明姜黄对小鼠、家兔均

有终止妊娠造成流产的作用，其终

止妊娠率为90％～100％，故临床

对孕妇当忌用本品。

2姜黄的药理作用研究

现代中药化学和药理研究表

明，姜黄的主要有效成分是姜黄

素，具有广泛的药理活性；姜黄有

抑制血小板聚集、降血脂、抗

NO、抗肿瘤等多种作用。

2．1 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姜黄

素静脉注射对血压无明显影响，对

肾上腺素、组胺和乙酰胆碱引起的

血压变化亦无明显影响，给狗静脉

注射7．5 mg／kg的姜黄素，可见明

显而短暂的血压下降，阿托品、抗

组胺药物以及肾上腺素能拮抗剂均

不能阻断上述降压作用；姜黄素对

离体豚鼠心脏具有抑制作用。2。。

2．2 对血液系统的影响 姜黄素

能抑制胶原和肾上腺素所引起的血

小板聚集。正常人体外实验表明姜

黄素能显著抑制血小板聚集，抑制

率为35．4％。给予大鼠姜黄素灌

胃五天后与对照组相比，血小板聚

集作用减弱，血浆粘度和全血粘度

降低，其中以40mg／kg／d组抑制

血小板聚集作用最强，抑制率

为34．6％‘3I。

2．3 降血脂作用 姜黄的醇提取

物、姜黄素和挥发油灌胃对实验性

高脂血症大鼠和家兔都有明显的降

血浆总胆固醇和S一脂蛋白的作用，

降血浆甘油三酯的作用更为显

著¨’41，并能降低肝胆固醇，纠正

Ot一脂蛋白和B一脂蛋白比例失调，

但对内源性胆固醇无影响。国外也

有报道，大鼠用姜黄素和胆固醇的

混合饲料喂养，其血清和肝脏胆固

醇水平仅为对照组大鼠的1／3和

1／2。

2．4 抗炎作用 姜黄素能对抗角

叉菜胶诱发的大鼠脚趾肿胀，在

30mg／kg范围内有剂量依赖性。另

据报道，其对多种实验性炎症模型

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此作用

在摘除大鼠双侧。肾上腺后大大下

降，故认为姜黄素的抗炎作用与其

促进。肾上腺分泌皮质激素有关，也

有人报道本品抗炎活性可能与抑制

花生四烯酸合成有关。

2．5 对消化系统的作用 姜黄根

粉能增加胃液中粘蛋白的含量，有

问接保护胃粘膜免受刺激的作用。

姜黄醇提取物可抑制大鼠胃酸的分

泌和保护胃十二指肠粘膜，减轻幽

门结扎及80％乙醇、0．6 M盐酸、

0．2 M碳酸氢钠和25％氯化钠等刺

激引起的损伤。其作用与明显增加

大鼠胃壁粘液分泌及胃肠的非蛋白

巯基含量有关。姜黄可拮抗四氯化

碳、D-半乳糖胺、过氧化物及离子

载体所引起的细胞毒作用，进而保

护肝细胞。41。研究发现1mg／ml浓

度的姜黄素可使四氯化碳引起实验

小鼠升高的GPT和GOT分别降低

到未给药的对照组的53％和20％，

可使D一半乳糖胺引起实验小鼠

GPT的升高减少到对照组的

44％o“。

2．6 抗肿瘤作用 姜黄醇提物能

抑制鼠Dalton氏淋巴腹水瘤细胞

生长。于0．4 mg／ml浓度时能抑制

中国仓鼠卵巢细胞生长，并对淋巴

细胞和Dalton氏淋巴腹水瘤细胞

具有细胞毒性作用，并能减慢动物

肿瘤的生长，其活性成分主要是姜

黄素。众多细胞试验和动物试验证

明姜黄素具有确切的抗肿瘤活性，

其抗癌谱较广，毒副作用小，其抗

肿瘤作用成为研究的热点，目前已

进入临床前的毒理试验阶段。姜黄

素的长期毒性实验表明：SD大鼠

连续服用姜黄素(500mg／kg／d)

80天是安全的‘4。。作为一种具有

良好发展前景的抗癌药物，姜黄素

抗癌机制有大量研究报道。

2．6．1 抗亚硝化作用 亚硝胺是

很强的致癌剂，几乎能引发各种脏

器与组织的肿瘤，且为无需活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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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致癌物，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

姜黄素的抗亚硝化作用是通过与亚

硝酸根结合而使亚硝胺失去作用，

斌少亚硝酸类化合物的形成而发挥

防癌作用。姜黄素减少亚硝基化合

物形成的作用呈剂量依赖形式。

2．6．2 抗NO作用 姜黄素能够

抑制NO合成酶的活性和NO的生

成。Sreejayan等‘6。发现姜黄素是

一种有效的自由基清除剂，它能直

接清除NO。由于NO与肿瘤的发

生有关，所以姜黄素对NO的抑制

作用可能是其抗癌机制之一。。7。

2．6．3 抗鸟氨酸脱羧酶(ODC)

活性与DNA形成 姜黄素可抑制

TPA所促发的鼠皮肤癌。研究发现

TPA可诱导表皮ODC活性及表皮

DNA合成，ODC可诱导多胺的产

生，而多胺与肿瘤的发生有关，故

抑制ODC的活性是姜黄素抗癌的

作用机制之一∽o。

2．6．4 抗DNA的氧化损伤、抗

诱变 研究证实姜黄素能抑制致癌

剂乙酸肉豆蔻佛波醇的诱变致癌作

用”。。另有研究表明姜黄水提液

100ug／ml具有保护DNA免受过氧

化损伤的作用，其抑制率达80％。

2．6．5 降低TK活性和抑制HU—

VEC增殖 胸腺嘧啶脱氧核苷

(TDR)的合成依赖于胸腺嘧啶脱

氧核苷激酶(TK)，而姜黄素能明

显降低TK的活性，将细胞周期有

效地阻滞于s期；HU—VEC的转

移、增殖和分化容易诱导和促进肿

瘤的发生，而姜黄素能够抑制HU—

VEC的增殖，从而为肿瘤的治疗

提供一种新途径。

2．6．6 诱导肿瘤细胞分化 Soko—

losli等。2 o发现在低浓度的胆钙化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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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存在下，姜黄素能够诱导人早幼

粒白血病细胞HL一60的分化，并

伴有对转录因子NF—KB的明显抑

制。单独用姜黄素处理HL．60细

胞，能够显著降低细胞核提取物中

的NF．KB活性，提示NF-KB可能

是白血病细胞分化过程的调节因

子。

2．6．7 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Kuo

等。9o发现浓度低至3．5 ug／ml的姜

黄素仍能诱导人早幼粒白血病细胞

HLL一60的凋亡，呈剂量和时间依

赖性。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姜黄素所

具有的多方面药理作用均与其抗癌

机制有关。目前用于治疗肿瘤的化

学药物在抗癌的同时对正常组织细

胞亦有毒性作用，可引起继发肿瘤

以及肝肾毒性、骨髓抑制、消化道

反应、脱发等不良反应，而迄今没

有发现姜黄素有明显的毒副作

用‘1 0‘。

2．7 其它 姜黄还有抗氧化⋯o、

抗早孕、利胆⋯及光效应作用，

抑制前列腺素(PG)的生物合成、

抗病原微生物。7。、抗蛇毒素旧。等

广泛的药理作用。

3 结 语

从古至今，人们对姜黄的研究

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尤其现代对姜

黄素的深入研究，为姜黄的功效及

应用提供了更明确的科学依据。研

究中发现，古方中姜黄用于治疗多

种原因引起的气滞、血瘀诸痛，有

行气散瘀止痛功效。现代研究证实

姜黄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降血

脂、抗NO等作用，姜黄对血液流

变学的影响为姜黄活血化瘀药理作

用之一。姜黄素抗肿瘤作用已被证

黄用学具开的究

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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