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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综述三萜皂苷的中枢神经系统作用。方法:根据三萜皂苷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不同方面分别
阐述不同三萜皂苷的作用及其机制。结果:三萜皂苷具有广泛的中枢神经系统作用, 它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改

善学习记忆功能,并且具有明显的抗抑郁、镇静等中枢调节作用。结论:三萜皂苷的中枢神经系统作用具有

较好的应用前景,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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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萜皂苷分为五环三萜与四环三萜两类, 主要
分布在桔梗科、五加科、豆科、七叶树科、石竹科、远

志科、玄参科等植物中。药理学研究表明,三萜皂苷

类化合物具有中枢神经系统作用、抗肿瘤作用、抗

炎、抗菌、降胆固醇及心血管活性等。三萜皂苷在中

枢神经系统方面的作用主要有改善学习记忆功能、

抗抑郁、镇静催眠、镇痛等功效。本文就三萜皂苷的

中枢神经系统作用作一综述。

1� 镇静催眠作用

研究发现, 人参根皂苷不仅使群养小鼠戊巴比

妥钠诱发的睡眠时间延长, 也能够使隔离孤独饲育

小鼠戊巴比妥钠诱发的睡眠时间延长, 作者认为

Rg1可能是人参根皂苷中延长小鼠睡眠的主要活性

成分
[ 1]
。柴胡皂苷可能影响脑内 5 - HT的浓度变

化从而延长猫的睡眠时间
[ 2]
。柴胡皂苷对最大电

休克模型有明显效果, 能延缓但不能阻止戊四唑化

学惊厥的发生
[ 3]
。灌胃酸枣仁总皂苷 ( 20~ 80mg /

kg)可减少小鼠自发活动, 显著延长阈上剂量戊巴

比妥钠致小鼠睡眠时间, 能对抗苯丙胺引起的小鼠

兴奋作用
[ 4]
。

2� 对学习记忆的影响

在 Morris水迷宫实验中发现, 人参总皂苷有改

善去卵巢所致大鼠记忆功能障碍的作用
[ 5]
。另外,

人参皂苷能拮抗 �淀粉样蛋白诱导的神经细胞凋

亡, 对 �淀粉样蛋白引起的神经细胞毒性有一定的

保护作用, 提示人参皂苷可能有助于早老性痴呆

( AD )和帕金森氏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
[ 6]
。

绞股蓝总皂苷对老龄大鼠学习记忆功能也有改善作

用
[ 7]
。研究还发现, 远志皂苷

[ 8 ]
, 黄精总皂苷

[ 9]
和

胡芦巴总皂苷
[ 10]
可改善东莨菪碱所致记忆获得障

碍, 提示这些皂苷类化合物具有改善学习记忆障碍

的作用。三萜皂苷改善学习记忆功能的机理可能有

清除自由基,稳定膜系统和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单胺

类递质。

3� 抗抑郁作用

亚活性浓度的氟西汀 ( 20 mg /kg )加上柴胡皂

苷能够缩短小鼠强迫游泳不动时间, 认为氟西汀与

柴胡皂苷合用可以增加疗效同时减少其副作用, 因

此在重症抑郁症的治疗上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 11]
。

绞股蓝皂苷可以通过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单胺递质的

140 Journa l o f Pharm aceutica l P ractice Vo .l 25 2007 No. 3



代谢而具有一定的抗抑郁作用
[ 12]
, 研究发现,绞股

蓝皂苷不仅能改善利血平对单胺递质的耗竭, 同时

能对抗利血平引起的活动性下降。人参茎叶皂苷和

人参根皂苷有与三环类抗抑郁药相似的效果, 能显

著缩短大鼠强制游泳累计不动时间
[ 13 ]
。

4� 皂苷的神经元保护作用

4. 1� 清除自由基 � 海马是脑内自由基含量较高的

脑区。人参皂苷可对抗氧自由基使海马神经元

CCK - 8含量增加, 使变性坏死的神经元数量减少,

免疫反应阳性细胞数增多, 其机制可能是激活了

SOD活性
[ 14]
。七叶皂苷钠对大鼠短暂性、局灶性脑

缺血具有保护作用, 而且能提高家兔缺血再灌注脑

组织的 SOD活性
[ 15]
。

4. 2� 抑制蛋白表达 � 研究发现人参皂苷 Rg1能够

抑制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激酶 K4 ( CDK4)的活性、减

少 pRB的磷酸化并且下调 E2F1M rna的表达, 从而

削弱 �淀粉样肽诱导的大鼠脑皮层神经元的凋

亡
[ 16]
。Rg1还能使黑质致密带 N issl阳性神经元和

TH阳性神经元的脱失减少,同时降低 TUNEL阳性

率,提示 Rg1小鼠黑质神经元凋亡有明显的保护作

用
[ 17]
。�-七叶皂苷能抑制局灶性缺血再灌注大鼠

caspase- 3的激活, 抑制细胞色素 c的释放, 增加模

型大鼠 Bc l- 2的表达,从而抑制脑缺血损伤诱导的

神经元凋亡
[ 18]
。

4. 3� 降低神经细胞内 Ca
2+
浓度 � 过量的谷氨酸可

促使突触前过量的蛋白激酶 C ( PKC )向细胞膜转

移并活化,从而过渡激活突触后膜的谷氨酸受体 -

NMD受体, 促使 Ca
2+
内流。神经节苷脂可以防止

PKC与膜的结合与活化,从而阻断过量 PKC反应。

人参皂苷可使原代培养的神经细胞的神经节苷脂含

量大约增加 1. 5倍, 提示人参皂苷可通过诱生而增

加神经节苷脂含量进而抑制 PKC与膜结合、活化,

减少谷氨酸与其受体的结合,起到保护神经细胞的

作用
[ 19]
。脑血管性痴呆的主要病因之一就是细胞

内钙超载,研究发现, 三七总皂苷对缺血再灌注损伤

后海马神经元的凋亡过程具有抑制作用, 能明显改

善损伤细胞内 LDH 的释放, 降低细胞内 Ca
2+
水平,

降低细胞凋亡及坏死的神经元百分率
[ 20]
。毛绞股

蓝皂苷也能保护谷氨酸介导的神经毒作用, 并且对

神经细胞的缺糖缺氧损害亦具有直接保护作用
[ 21]
。

5� 三萜皂苷的升压作用

微量注射大豆皂苷到下丘脑后核有与神经肽类

似效应,能引起平均动脉压升高, 心率加快, 且与三

萜皂苷具有加强作用, 阿托品可以对抗二者单用或

合用引起的升压效应,提示大豆皂苷的心血管效应

可能是经过脑内神经肽介导和加强的
[ 22]
, 推测原因

是大豆皂苷可引起丘脑后核的兴奋
[ 23]
。另外,侧脑

室注射大豆皂苷引起升压的原因可能是降低脑内 5

- HT的含量、升高脑干及外周血中去甲肾上腺素及

外周血中肾上腺素水平, 以及升高端脑及间脑中的

多巴胺水平
[ 24]
。

6� 三萜皂苷的镇痛作用

怀牛膝总皂苷对热刺激及醋酸致小鼠疼痛模型

均有显著的镇痛作用
[ 26]
。牛膝总皂苷在 30~ 300

mg /kg剂量下, 能延长热板上小鼠舔足时间
[ 25]
。 �

-七叶皂苷钠能够维持细胞膜稳定性,恢复毛细血

管正常通透性, 改善微循环的作用
[ 27]
, 还能对抗磷

酸组织胺、5- HT和缓激肽等炎性介质的作用。重

楼皂苷可翻转完全福氏佐剂性关节炎大鼠因急性吗

啡镇痛耐受而引起的下丘脑 ACTH水平下降, 并使

模型鼠下丘脑内 �- 内啡肽水平明显升高
[ 28]
。野

木瓜注射液可阻滞神经传导和解髓鞘,在临床上有

显著的镇痛作用
[ 29]
。

7� 三萜皂苷的应激作用

人参总皂苷可增强机体应对应激的能力。研究

中发现人参总皂苷能明显增加下丘脑弓状核和下丘

脑腹内侧核酪氨酸羟化酶阳性细胞数,而且人参总

皂苷可以明显降低下丘脑酪氨酸水平,对海马酪氨

酸有上调趋势,因此作者认为人参总皂苷对调解反

复心理应激反应的中枢机制就是促进下丘脑酪氨酸

合成儿茶酚胺
[ 30]
。

综上所述, 三萜皂苷具有广泛地中枢神经系统

作用,它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改善学习记忆功能,并且

具有明显的抗抑郁、镇静等中枢调节作用。另外,三

萜皂苷是一类天然来源的化合物,因此,其应用于中

枢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具有广阔的前景。三萜皂苷

的中枢神经系统作用也值得药学界更加深入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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