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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植物性雌激素研究

王若光 尤昭玲 冯光荣

已有的大量研究表明〔")(〕，雌激素（&:<=>?&4）对于

心血管系统具有保护作用，绝经后妇女应用雌激素替

代疗法（;>=/>4&=&3’08&/&4<<;&=03@，AB%）能显著降

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然而随着研究的进展，AB%
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如生殖系统肿瘤及乳腺癌的发生、

子宫内膜增生、高血凝状态等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

注，这些不良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AB%的推广

应用〔!，*〕。因此，人们致力于寻求雌激素的替代物，期

望这种替代物能保留雌激素对心血管系统等保护作

用，同时避免上述的不良影响，这类物质被称做选择性

雌激素受体调 质（:&’&8<1C&&:<=>?&4=&8&3<>=/>26’0.
<>=:）。而植物性雌激素（3;@<>&:<=>?&4，D-）正是其中

之一。近年来，流行病学研究，人群试验以及动物实验

已经证实植物性雌激素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舒张血

管，防止骨质疏松，抑制肿瘤发生，保护神经系统，抗感

染等一系列作用，且未发现有上述不良影响。目前有

关植物性雌激素的研究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传

统中药中，不少方、药对雌激素缺乏所引起的病症具有

良好治疗作用，所表现的效应与植物雌激素类似，有些

成分已经成为正在研究的植物雌激素。

植物性雌激素种类繁多，是一类天然存在于植物

中的具有双酚环（213;&4>’18）结构的生物活性物质，其

结构与雌激素非常近似。目前已知植物雌激素主要包

括以下(类：异黄酮类（1:>E’0C>4&:）〔包括三羟异黄酮

（?&41:<&14，FG%），二羟异黄酮（2012H&14，IIJ）〕、木酚

素类（’1?404:）和香豆雌酚（8>6/&:<04:）。富含异黄酮

类的植物主要是豆类，在亚麻籽、油籽、水果和蔬菜中

含有较多的木酚素，而K>6/&:<04:则大量存在于苜蓿

中。在人类的饮食中，植物性雌激素主要来自豆类及

豆制品。豆类食品中所含有的异黄酮也是研究最深入

的植物雌激素。迄今，大部分实验都以异黄酮类，尤其

是FG%和IIJ为研究对照。

大豆黄酮药理作用主要有〔*)$〕：（"）雌激素样作

用；促进乳腺发育和泌乳；提高血中生长素和催乳素含

量，具有强化雌激素效应的作用。大豆异黄酮类物质

能增加性激素蛋白的合成，使性激素与珠蛋白结合量

增加而降低性激素的血浆浓度，故可减弱性激素在体

内的作用，因此根据体内雌激素水平不同，异黄酮类化

合物表现出对雌激素的双向调节作用。（,）抗氧化作

用较强，可使血和组织中抗氧化酶活性增强，脂质过氧

化物水平下降；（(）抗肿瘤作用，大豆黄酮的抗癌作用

依赖于其对雌激素的调节作用或其抗氧化作用，它还

是很强的酪氨酸酶的特异性抑制剂，并具有抑制拓朴

异构酶的活性，此与其抗癌活性有一定相关性；（!）对

心血管的保护作用，并且具有降低血压，防血管内皮损

伤，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防治绝经期雌激素不足所到

骨质疏松。也用于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等肿瘤等。但大

豆中异黄酮含量仅#L"M左右，虽然该物质具有较好

的临床应用前景，但提取难度及成本较高。

可喜的是，近年研究发现：葛根素和葛根总异黄酮

也具有有雌激素样活性〔+〕，传统中药葛根中异黄酮含

量达"#M，显示出良好的研究前景。但葛根黄酮心血

管作用较强，而雌激素样生殖系活性较弱，药理药效毒

理等尚待进一步研究。另外如银杏黄酮，以及早年研

究的中药槐米成分“芦丁”（维脑路通主要成分），槐米、

银杏叶、紫菀、桑寄生、桑叶、高良姜的共有有效成分

“槲皮素”均属黄酮类成分。这些对心血管的作用已经

肯定，并已在临床应用。槲皮素的药理作用与目前研

究的植物性雌激素（如大豆异黄酮）近似，如对缺血心

肌具有保护作用；降血脂、增加冠脉血流量、降压作用；

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免疫抑制作用；抗肿瘤活性；抗

氧化作用等。

另如，化瘀止血名药蒲黄主要含黄酮成分，其对子

宫异常出血、产后出血及恶露不绝均有疗效，但药理研

究蒲黄具有抗血小板聚集作用，与止血功能似有矛盾。

蒲黄黄酮是否也具有雌激素样作用？已知雌激素作用

是子宫内膜修复、止血的关键因素，蒲黄黄酮对子宫异

常出血的治疗作用是否与其黄酮成分的雌激素样活性

有关？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能有助于解释蒲黄化瘀

止血的内在机制。其他诸如黄芩也主要含有黄酮类成

分，同样具有止血作用，并被朱丹溪推崇为“安胎圣

药”，雌、孕激素结构近似，这些黄酮类药物，在孕期所

发挥的药物效应是否与孕激素相似呢？还需要指出的

是：结构上与雌激素类似或属于黄酮类就可以推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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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雌激素活性也许并不正确，一些非黄酮类中药如补

肾药菟丝子、阿胶、白术、益母草等可能通过影响内源

性雌、孕激素生成，而发挥药理效应。

总之，黄酮类成分所谓雌激素样活性实际上主要

是心血管效应，与雌激素对心血管的保护作用有着相

似之处，黄酮类成分对钙质丢失（骨质疏松）等老年性

疾病作用目前仍待进一步确定。但可以相信，总结传

统中医文献结合大样本的临床试验，更多传统方、药中

新的植物性雌激素成分确定和发现，仅是时间问题。

会不断出现疗效高、成分明确的中药!"#制剂。已

知老年妇女钙质丢失的关键因素是雌激素缺乏，更年

期症状并不是所有妇女均有呈现，其核心问题是卵巢

衰老是一自然过程，正常雌激素减少呈有序的渐退过

程。卵巢腺外如脂肪组织、肾上腺的芳化酶系统也可

以释放部分雌激素，因此，通过药物（特别是中药）减缓

卵巢衰退或雌激素有序渐退，才是开发!"#制剂根

本意义所在，但这一点也正是以往黄酮类成分研究中

所忽视的问题。

总结含黄酮类成分的药物如黄芩（黄芩素及甙、汉

黄芩素及甙）、槐米（芦丁、槲皮素）、紫菀（槲皮素）、扁

蓄（扁蓄甙）、银杏叶（槲皮素、山柰酚）、葛根（葛根素）、

菊花（刺槐甙）、金银花及忍冬藤（木犀草素）等等，多具

有抗炎功能（清热作用的基础）及降压作用（可能性与

舒张平滑肌有关）；黄芩、槐米等具有止血功效，但药理

研究均有抗血小板凝聚作用，此似与止血效应矛盾，其

止血机制是与其雌激素样活性有关？还是存在其他机

制？有待进一步研究。对这些机制的阐明，有利于合

理解释中医有关治则治法，甚至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

《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载：“妇人阴寒，温

中坐药，蛇床子散主之。蛇床子散方，蛇床子仁，右一

味，末之，以白粉少许，和合相得，如枣大，绵裹内之，自

然温。”自古以来对之注释者众，然而对于蛇床子治妇人

阴寒，却一直没有合理解释，甚至囿于一些枝节问题争

论，如“白粉”为“米粉”？“铅粉”？并认为米粉与蛇床子

合能治阴寒，而与铅粉合用于兼阴痒而有滴虫者等。后

世多重视蛇床子杀虫燥湿作用，对为何“温阴中”多予回

避。蛇床子主含蛇床子素，为香豆素类，具有类双酚环

结构，与雌激素相似，因此，蛇床子是否具有雌激素样作

用？通过雌激素样作用而发挥“温阴中”功能？

妇科常用药物旱莲草为二至丸组成药物之一，旱

莲草（墨旱莲）中的蟛蜞菊内酯与苜蓿中的拟雌内酯

（$%&’()*+%,）和苜蓿内酯（’(-.$/0%,），均有相似结构，

是香豆素1，23骈呋喃衍生物，已知前两个化合物都具

有雌激素样的作用。墨旱莲成分是否也具有雌激素样

作用？旱莲草是妇产科常用止血有效药物之一，二至

丸不但常用于妇产科血证的治疗，对于围绝经期或卵

巢去势后雌雌激素缺乏或不足引起的更年期症状具有

肯定疗效，是否与旱莲草成分雌激素样活性有关？《本

草纲目》云旱莲草：“乌髭发，益肾阴。”其补肝肾无阴，

凉血止血功用与雌激素样作用关系如何，尚有待研究。

已知女贞子含有齐墩果酸，改善肝功能，具有强壮作

用，这些药物主治阴虚证或肾阴虚证，通过药物成分，

理解药物的“药证”，从而对单纯中医证候（药物主治证

候）理解可以更上一层楼，从药的作用趋势角度，更准

确认识中医“证”的特质。药证和方证是中医药学理论

重要基石之一，应加大力度深入研究。

另如：仙鹤草为常用止血药，尤擅治妇科血证，已

有的药理学证实仙鹤草具有抗凝作用，似与“止血”的

传统认识相矛盾，但临床证实仙鹤草在妇科血证中确

有较好效果（中医药理论本身就是长期实践经验的结

晶）。仙鹤草内酯属异香豆素类成分，通过体内变化，

是否也具有雌激素样活性？补肾中药补骨脂所含补骨

脂素为呋喃香豆素类。含有香豆素类的药物很多如牛

尾独活（部分地区作为当归入药）、香独活、软毛独活、

当归、白芷、前胡等。独活、白芷等。李东垣常用“升阳

药”，李东垣反对以四物汤治妇科血证，认为：“四物汤

阴柔下润，⋯⋯恐有降之又降之弊。”习用风药升阳治

疗妇科血证，如《东垣试效方》著名的治崩三方：“调经

升阳除湿汤”、“凉血地黄汤”、“升阳举经汤”，均多用羌

活、藁本、白芷、独活、细辛、葛根、蔓荆子等“升阳”而止

血，至今仍为临床所常用。易水学派的开山祖易水老

人张元素喜用风药，如名方“九味羌活汤”等多方中擅

用风药。在妇科血证治疗，应用升阳药物治疗子宫出

血，李东垣自然是得益于师门传授，并将之上升为“升

阳”理论。这些升阳药可能正是通过雌激素样作用，使

子宫内膜增生、修复而迅速止血。药、方作用规律总结

升华即成为治则，治则既是对中药、方剂作用规律的理

论总结，又用以指导临床组方、选药及论治，治则治法

的独特性甚至形成一个流派学术体系特色。治则体系

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

相联系的纽带。从中药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之间关系

角度，研究分析中医治则治法的合理内涵，可能会揭开

医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新篇章。这一领域的研究目

前尚显缺乏，加强治则治法研究，可能更有利于推动中

医药学的现代化进程。

益 母 草 为 唇 形 科 益 母 草 属 植 物 !"#$%&%’
(&)"*+’+(&的全草，为我国传统妇科良药具有活血化

瘀，利水消肿等功用。主要成分含有机胺类生物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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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益母草碱和水苏碱等含量较高，二者分子量小，结构

简单，是益母草药效的主要成分，具有收缩子宫、降压

作用〔!，"#〕。历代宫廷秘方或女性抗衰老的传统方剂中

均含有益母草，益母草名称来源就与其对妇产科疾病

防治及妇女保健的作用有关。已知雌激素是子宫内膜

止血、修复的关键因素，而产后妇女子宫复旧常用有效

药物如为益母草制剂，能够加速成子宫内膜的修复过

程，具有明显雌激素样作用。对于子宫异常出血属血

瘀证者配伍益母草治疗也有较好效果。我国不少地区

民间将益母草作为无排卵不孕的促排卵药物。益母草

成分益母草碱、水苏碱与雌激素结构完全不同，但药理

作用特别是 生 殖 系 统 和 心 血 管 系 统 的 药 理 作 用 与

$%&疗法极为相似。益母草雌激素样作用，可能是通

过影响内源性雌激素合成及代谢过程起作用。并且临

床发现益母草与丹参配伍，雌激素样活性更明显，是否

益母草碱与丹参酮或丹参酚酸反应，生成新的物质？

这种物质具有雌激素样活性？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

实。丹参为活血化瘀名药，主要含有脂溶性成分丹参

酮、丹参醌，水溶性成分丹参酚酸，目前已证实这些是

丹参药效的关键成分。有关丹参成分提取及药理研究

报告极多，在心血管系统的作用已为众多的临床病例

所证实。但丹参脂溶性成分丹参酮、丹参醌药理作用

与植物性雌激素相似。需要指出的是单纯从结构与雌

激素是否近似判断有否雌激素样作用无疑是错误的，

产生雌激素样效应也可以通过内源性雌激素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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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推介双虎清肝颗粒

@##C年"@月E日，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会议，决定向中西医结合学界推介治疗乙型肝炎的药物———双虎

清肝颗粒。

我国是一个乙型肝炎（乙肝）大国，据统计，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人数已经将近@亿，每年发病人数在C###万以上。目前国

际医学界对乙肝尚无理想的治疗方法，致使乙肝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存的主要疾病之一。针对我国人群易感染乙肝的现

实，我国政府和医学界始终在为根除乙肝而不懈努力。通过六五、七五期间的重点攻关，历时"B年，终于在"!!?年诞生了双虎清

肝颗粒。

双虎清肝颗粒是根据中医理论，选用金银花、虎杖、黄连等药材，采用现代工艺精制而成，是治疗乙肝的纯中药颗粒。用于湿热

内蕴所致的胃脘痞闷、口干不欲饮、恶心厌油、食少纳差、胁肋隐痛、腹部胀满，或身目发黄，舌质暗，边红，舌苔厚腻，脉弦滑或弦数

者。

目前在乙型肝炎的治疗中，存在某种程度滥用干扰素和药品的问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在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确认双虎

清肝颗粒是一种不可多得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治疗肝炎药物，所以决定向中西医结合界推广双虎清肝颗粒。

（秦 秋）

·"E"·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J年@月第@J卷第@期<+_&K6，\)>3853/@##J，Z1;,@J，Y1,@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