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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色素的药理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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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茶色素
,

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 如降脂
,

抑制脂质过氧化
,

改善血液流变学
,

免疫调 节
,

男性高血压患者性激素的影响和对白内降的作用等
,

并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 用
,

取得 良好的临床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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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色素
,

是从绿茶中提取的一

种以儿茶素为主体的多元酚类物质
,

经过化学结构

转变而成为一类水溶性色素
。

具有广泛的药理作

用
,

如降脂
、

抑制脂质过氧化
、

改善血液流变学
、

免疫

调节
、

性激素的影响等
,

现综述如下

抗脑缺血和脑缺血 再瀚注作用

具有明显增加模型鼠脑缺血和脑缺血 再灌

注损伤时局部脑组织血流量
、

减轻脑水肿程度
、

保护

大脑皮质神经元等作用
。

吴萍等〔’」以大鼠四动脉

结扎法所致的急性脑缺血和脑缺血 再灌注模型
,

对

临床已证明有效的 抗脑缺血和脑缺血 再灌注

作用的药理学机制研究时得到进一步证实
。

且部分

作用与尼莫地平作用相仿
。

对血小板功能的影晌

明 显 抑制 脑 梗 塞 患 者 的血 小 板 聚集

叮
,

延长凝血酶原时间 盯 的作用
,

朱灵芝

等〔’〕应用 治疗脑梗塞患者时
,

分别作了 盯
、

盯
、

凝血酶时间 竹 及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叮

检查
。

患者的 盯 较治疗前明显降低
,

盯 较治疗

前明显延长
。

对内皮细胞功能的影晌

抑制离体培养的猪主动脉增殖
,

抑制内皮素

分泌
,

促进一氧化氮 释放
,

且与剂量相

关 其作用同 合成酶抑制剂
一

则呈相

反作用
。

王云开等
’
利用体外培养的猪主动脉血

管内皮细胞的实验模型
,

研究 左旋
一
精氨酸

一 , 一
对血管内皮细胞增殖 及分泌

、

的干预作用
。

结果 细胞生长试验
, 一

组与对照组相比细胞数明显减少
, 一

与对照

组相比
,

细胞数明显增加
。

, 低
、

中
、

高剂 个组

分别与对照组相比
,

细胞数均明显减少
,

其抑制作用

与剂量相关 猪主动脉分泌 及 含量
一  

组与对照组相比
,

降低
,

升高 而
一  

与对照组相比
,

增高
,

降低
。

即 低
、

中
、

高剂

量 个组与对照组相比
,

升高
,

降低
,

并
一

与剂

量有关
。

对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即 对冠心病患者的血清总胆 固醇
、

甘油三醋
、

高密度脂蛋白
、

低密度脂蛋白等血流变学各项指标

均具有明显改善作用 尸 一  
。

这是由于

茶色素含有的茶多酚等主要有效成分的作用
。

免疫调节

能明显增强重组人肿瘤坏死因子对肝癌细

胞 细胞的细胞毒性作用
,

但单用抑制作用不

明显
。

重组人肿瘤坏死 因子单用对 细胞的

最大抑制率为
,

两者合用对 细胞的最

大抑制率达 〔‘〕
。

对放化疗中恶性肿瘤患

者免疫功能有保护作用
,

恶性肿瘤 患者放化疗前
、

毛
、 、

西
、

和 均低于正常人
,

抑制性

淋巴细胞
。 上 升

,

单纯放化疗后
。 、 、

毛
。

及

西 进一步下降
, 。

继续上升
,

表明放化疗能抑制患

者免疫功能
,

而 加放化疗组各项指标较疗前改

变不明显
。

可使血透患者血清
一 调 整接近

正常水平〔’」
。

对放疗病人有稳定和升白细胞作

用
,

对化疗病人血象也有一定稳定作用
。

抗脂质过暇化物作用

结扎昆明小鼠双侧带迷走神经的颈总动脉
,

制

成急性脑缺血模型
,

测定其大脑组织中的丙二醛

 !
、

过 氧化氢酶 含量及 氧化歧化酶

活力
。

结果发现
,

在实验前灌服 什

创 共
,

可使脑组织中  生成明显降

低
,

活力和 含量显著提高〔‘
。

改 徽循环作用

对高原肺心病患者可改善其微循环
、

降低血

粘度
、

提高氧分压 汇’〕
。

对糖尿病患者微循环也有

明显改善
。

对男性离血压息者性激索的影响

能显著降低男性高血压患者血清 水平
,



,内」

,,
‘

, 胜, ,, ,  

,,二,尸

升高血清肇酮水平
,

从而纠正高血压患者存在的性

激素紊乱现象
,

使主导性性激素占优势圈
。

, 对白内障的影响

不仅对 一半乳糖性糖尿病大鼠白内障有

明显的延缓作用
,

保持实验大鼠透明晶状体的百分

率达
,

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

可明显降低血糖
,

增加体重
,

增强红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
、

谷胧甘肤过

氧化物酶
、

过氧化氢酶
、

过氧化物酶的活力 尸

或
。

降低过氧化脂质的含量
。

提示抗氧

化
、

清除自由基是 对
一
半乳糖性白内障的部分

作用机理  
。

其它

对糖代谢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

能明显改善高

血压患者的胰岛素敏感性〔’”〕。 对血液流变学改变

的 口腔粘膜下纤维性变具有较好疗效 川
。

总之对

多种药理作用的研究
,

对更好地开发 的临床

应用提供明确的作用机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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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不良反应
·

服用蛇床子致不 良反应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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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患者男
,

2 5
a

。

因患男性不育症到我院中医科就

诊
,

中医辩证
:
肾阳不 足

。

治则
:
温补肾阳

,

利水消

肿
。

处方
:
覆盆子 209

,

蛇床子 209
,

车前子 20 9
,

黄柏

209
,

泽泻 209
,

牛膝 20 9
,

白茅根 209
,

玄参 209
,

五味

子 69
,

苍术 209
,

白术 309
,

甘草 69
。

7 付
,

水煎服
,

两

日 1剂
,

早晚各 1 次
。

患者煎煮服用 1 次后
,

出现恶心的症状
,

第 2 次

服用后
,

出现舌麻
、

剧烈呕吐且不能耐受 的不 良反

应
。

对处方进行分析
,

蛇床子传统认为有小毒
,

可能

导致上述不 良反应
,

遵原方去蛇床子
,

加拘祀 20 9
,

冤丝子 20 9
,

3 付
,

继服
,

3 剂服完
,

未见上述症状发

生
。

Z
w

k 后
,

患者再次服用原方
,

又出现恶心呕吐
、

舌麻的不 良反应
,

停药后不良反应自行消失
。

因此
,

确定是蛇床子引起了恶心呕吐
、

舌麻的不良反应
。

2 讨论

取配方用蛇床子
,

经鉴定为伞形科植物蛇床子

(Cn 诚二 mo ~
ri(L

,

)
C

u
ss

.

) 干燥成熟果实
。

蛇床

子性温
,

味辛苦
,

具有温肾壮阳
,

散寒祛风
,

燥湿杀虫

的功效
,

内服常用量为 3
一
9 9

,

蛇床子在该处方中主

要起温肾壮阳作用
,

用量 2飞 大于常用量
,

但该处方

我院临床应用较多
,

未见不 良反应发生
。

患者既往

无药物
、

食物过敏史
,

服药当日饮食
、

环境如常
。

查阅文献
,

蛇床子水煎醇沉液有局麻作用〔‘〕
,

但未见引起胃肠道反应的报道
。

笔者认为该不良反

应与传统认为蛇床子有小毒是一致的
,

其不 良反应

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
。

参考文献
:

〔11 王本祥
.
现代中药药理学仁M l

,

天津
: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

1
99

7

.

1 2
82

.

收稿日期
:200 1

一
05

一
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