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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研 究进展
“

口李 敏
,

李丽 霞
,

刘 渝 成都中医药大学 成都

刘 勇 四川绿色药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

摘 要 本文综述 了笔者介绍近 年来大黄在本草考证
、

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
、

临床应 用和制剂方

面的研究进展
。

关键词 大黄 本草考证 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 临床应用 制剂

大 黄 为 寥 科 植 物掌 叶 大 黄 以
、

唐古特 大 黄 , 之乡￡ “

磁
或药用大黄 嶙

。 的干燥根及根

茎
,

前两种 习称
“

北大黄
” ,

后一种 习称
“

南大黄
’, 。

大

黄 为临床常用 中药
,

药用 历史悠久
,

功效独特
,

张景

岳将它 与附子列为
“

乱世之 良将
”

与
“

治世之 良相
” ,

同人参
、

熟地共称
“

药 中之 四维
” ,

认为
“

病 而至于可

畏
,

势非庸庸所济者
,

非此 四物不可
” 。

大黄也是国际

应用广泛 的重要天然药物之一
。

本文概述 了近 年

来大黄研究进展
。

黄 主产 于青海
、

甘肃
、

西 藏 昌都 和 四川 甘孜
、

阿

坝 等省 区
,

栽培为主
。

其中青海同仁
、

同德
、

贵德等

县所产者为著名 的
“

西宁大黄
”

甘肃祁连 山
、

武威一

带所产者称
“

凉州大黄
”

甘肃锉水
、

礼县
、

西 固所产

者称
“

锉水大黄
” 。

药用大黄主产于四川
、

贵州
、

云南
、

湖北
,

产量较少
,

其质量不及北大黄
。

目前
,

青海省贵

南县建有唐古特大黄基地 甘肃礼县
、

四川省甘孜州

建有掌叶大黄 基地 川
。

二
、

化学成分分析及定 研究

一
、

道地性研究及其 基地简况

本品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
,

列为下品
。

古本草认

为 以 四川北部和甘肃所产大黄最为道地
,

如《吴普本

草 》曰
“

生蜀郡北部或 陇西 今 四川北部
、

甘肃西

部
。 ”

《新修本草 》亦谓
“

今 出宕州
、

凉州 今甘肃宕

昌和武威
,

西羌蜀地者皆佳
。 ”

掌叶大黄和唐古特大

收稿 日期 以 一 一

修回 日期 一 一

葱类

葱酸类
。

掌叶大黄
、

唐古特大黄和药用大黄

均含有大黄素
、

大黄酚
、

芦荟大黄素
、

大黄素 甲醚
、

大

黄酸等游离型葱醒类成分 结合型蕙醒类成分有大

黄素甲醚葡萄糖昔
、

芦荟大黄素葡萄糖昔
、

大黄素葡

萄糖昔
、

大黄酚葡萄糖昔
、

大黄酸 葡萄糖昔
、

大黄酸

昔 一 药用大黄不含大黄酸昔类成分
。

双葱酮类
。

有大黄二葱酮
、 、 ,

掌叶二蕙

酮
、 、

和番泻昔 一 等
。

科学技术部 项 目 一 大黄配方颗粒质量标准规范化示 范研究
,

负责人 李敏
。

联系人 李敏
,

副教授
,

主要从事中药品种质量研究与 中药材 研究
,

犯
, 一

卿
。 。 。

洲 〔 二 。 记刀记 卿观 ’七 ‘汉人勿耐 山 ’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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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丁酮普颇

有莲花掌昔
、

异莲花掌昔等
。

二苯 乙烯普类

有
, , ‘ , ’一

四经基茵
一 一

葡萄糖昔
、 , ‘ , ‘ 一

三

轻基茂
一 一

葡萄糖昔
、 , ’ , ’一

三轻基茵
一

’’
一

没食子

酞
一

葡萄糖昔等
。

药用大黄仅含
, ‘ , ’一

三经基茵
一

葡萄糖昔
。

其它

尚含棘质
、

挥发油
、

多糖
、

脂肪酸等
一 。

含量测 定研究

大黄所含蕙醒 类 成分一 直被 认 为是 其活性 成

分
,

并用于其质量控制及制剂工艺考察
。

据报道
,

大

黄 中葱醒类成分含量测定的分析方法有高效液相色

谱法
、

紫外分光光度法
、

薄层色谱法
、

毛细管电泳法
、

胶束荧光法
、

重量法
、

纸色谱法
、

显微定量法等
。

高效液相 色谱法
。

法重 现性好
、

精密度 高
,

是 近年来大黄分

析研究 中最为常用
。

郑志华等人采用 氯仿分次提取大黄 中游离蕙醒

和结合葱醒 并应用 法测定提取物 中大黄酚
、

大黄酸
、

芦荟大黄素大黄素和大黄素 甲醚等 种总

葱醒 的含量
。

该研究选用
一

为流动

相测定样品中蕙醒含量
,

有别于常用 的酸性水 一 甲醇

系统
。

此外
,

还建立 了大黄不同工艺提取物中番泻昔

含量的 测定法〔 。

熊辉岩等报道采用 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分离
、

外标法定量
,

对唐古特大黄
、

波 叶大黄
、

穗序大黄的

根及根茎
、

叶片
、

叶柄
、

主茎 四部分测定 和 比较芦荟

大黄素
、

大黄酸
、

大黄 素
、

大黄酚 种游离和结合蕙

酉昆的含量
。

张丹等建立 了同时测 定大黄药材 中游离及结合

型葱酿类衍生物含量 的 一 法
。

该方法简便
、

快速
、

准确
,

可用于大黄药材及其制剂 的质量评价
。

陈爱瑛等对流动相
、

样品制备方法等分别进行

了考察
,

建立 了大黄及其制剂中大黄酸含量 的质量

控制方法〔 。

炮制品研究方面
,

徐耀华等选用大黄酸
、

大黄素

为考察指标
,

采用 一 法考察盐制过程 中上述

成分在大黄中的含量变化
,

并和生大黄作对照研究
口’。

陈小荣等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

测定 了大黄 中总大

黄素的含量
,

其前处理方法较独特
、

简便
。

有关大黄的研究 多集 中于药典收载 品种
,

对 同

属其它植物的研究较少
,

张恒等研究采用 一

法测定天山大黄中大黄酚和大黄素的含量
。

紫外分光光度法
。

大黄及其制剂 中的总葱酿含量测定大多为 比色

法
,

具体操作方法各异
。

刘翠哲等改进 了大黄药材 中总葱酿 的含量测定

方法
, 一二轻基葱醒与碱显色后

,

内隔时扫描光

谱图 对照品和样品同样处理后绘制标准曲线
。

朱哗等采用 比色法测定大黄中蕙酿 的含量〔 ,

该

研究选用大黄素为标准品
,

醋酸镁 甲醇为显色剂
。

郑志华等报道用 法测定大黄提取物中总蕙

酿含量 ‘ 。

此外
,

孙靖玻等报道用双波长分光光度法测定

大黄中大黄酚的含量
。

大黄葱醒类 成分 的提取方法研究
,

孙小梅等测

定 了
一

玩 液 固萃取体 系萃取 大 黄 中

大黄素的含量
。

陈耀军建立 了 梯度法萃取大黄

中游离葱醒
,

并用 比色法进行 了含量测定〔 。

薄层 色谱法
。

孙亦群等采用薄层层析法分离大黄 中游离型和

结合型蕙醒类成分
,

并用薄层扫描法测定其含量固
。

朱清等使用双波长薄层扫描法测定生大黄
、

熟大黄

及其配方颗粒 中的大黄素含量
。

常军 民等应用薄层

扫描法测定天 山大黄中大黄素的含量网
。

毛细管电泳法
。

毛细管电泳法
,

在大黄及其制剂的质量控制方

面应用 日益广泛
,

郑文捷等建立 了同时分离测定 中

药大黄 中 种 主要 活性葱醒成分含量 的胶束毛细管

电泳新方法
,

该方法分析效率高
、

分析速度快
、

重现

性好
,

并且低耗
、

环保
。

复方制剂中大黄活性测定方面
,

张继友等采用胶

束 电动色谱法测定大黄复方制剂 中葱酿类化合物 的

含量因
。

尚小玉等报道用 一环糊精修饰的胶束电动毛

细管色谱法分离并测定了大黄中 种有效成分
。

〔 而
亡 记讥己 乃为 众以衣〕 滋 法以 、 朋 月恤 、 司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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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研究

泻下作用

大黄泻下作用确切
,

大黄泻下 的有效成分为蕙

醒类和二蕙酮类 以及它们的昔类
,

而 主要泻下成分

为二葱酮类化合物 一番泻昔
,

但现代研究还表 明
,

大

黄 中还存在其它一些未知的泻下成分
。

大黄的泻下

成分能排泄于乳汁中
,

因此体弱虚弱者或妇女胎前

产后均应慎用
。

远菌生用

实验证明
,

大黄对 多种 细菌有 不 同程度的抑制

作 用
,

其 中对 葡 萄球 菌
、

链 球 菌最 敏感
,

对 白喉杆

菌
、

枯草 杆 菌
、

伤寒
、

副 伤寒杆 菌 以 及 痢疾杆 菌 等

也较敏感
。

其抑菌的有 效成分为蕙酿衍生物
,

其中

大 黄 酸
、

大黄 素
、

芦荟大黄 素 的作 用 最 强
。

大黄抗

病毒作 用也很 广泛
,

其抗单纯疙疹病毒 的作用
,

主

要 通 过 抑 制 病毒 的 吸 附和穿 人 过程 而 阻止病毒 的

复制困
。

杭炎作用

大黄能清除组织 和血浆 内的炎性介质
,

显著降

低危重症患者血清中肿瘤坏死 因子
、

白细胞介素和

内毒素水平
。

郭 昌燕等应用富含脂质过氧化物一丙

二醛 的 鼠肝 与 中药大黄孵育
,

观察大黄对

的影 响
,

结果表 明
,

大黄对 呈 明显抑制作

用
,

且抑制作用有 明显 的量效关系
。

提示临床应用大

黄可 以抑制 生成
,

减 轻组织器官损伤
,

防止病

情恶化 , 。

保肝利胆作用

等发现
,

芦荟大黄素对 肠所致 的小 鼠

急性肝损 害有保护作用
,

不 仅 能 阻止肝细胞 的死

亡
,

而且对脂质过氧化引起的炎症 反应也有保护作

用俐
。

大黄不仅可 以增加胆 汁流量
,

而且能促进排

胆
,

松弛奥狄括约肌因
。

同时大黄还 能使胆红素和

胆汁酸的含量增加
。

临床上用 的胆道排石汤 中大黄

是 主药之一
。

对胰腺分泌及其消化酶的影响

大黄对 一 肿 瘤 坏 死 因子 作用 下 的胰腺

组织具有保护作用
,

可 提高相应 一 。 浓度下 的

胰腺细胞 的细胞存活率
一 。

大黄还能促进胰液分

泌
,

在模拟 胃肠道条件下
,

对胰蛋 白酶
、

胰脂肪酶和

胰淀粉酶的活性均有 明显 的抑制作用
,

但对 胃蛋 白

酶无影 响
。

中医认为 的大黄苦寒伤 胃
,

与其影 响消

化酶有关
。

旦呈血土三韭肠鱼鱼响
大 黄 对 大 鼠应 激性 及 幽 门结扎性 胃溃 疡 均有

治疗和 防止 出血作用
,

作用类似于 甲氰咪呱
。

大黄

对低血容 量 性 和 内毒素性休克 动物 胃肠 薪膜有显

著保护作用
,

对危重症 患者 胃肠 功能衰竭 也有防治

作用
。

止血作用

各种动物实验证明
,

大黄能缩短凝血时间
,

降低

毛细血管通透性
,

改善血管脆性
,

使纤维蛋 白原增

加
,

降低抗凝血酶 的活性
,

使血管 收缩活动增加
,

促进骨髓制造血小板
,

因而促进血液凝固
。

大黄还可

以影响微循环
,

促进局部止血
。

止血有效成分是大黄

酚
、

大黄素甲醚及没食子酸等
。

也有报道
,

大黄对正

常人的凝血功能无明显 的影响
。

降血脂作用

大黄可使蛋黄及高脂饲料诱导 的高脂血症的小

鼠血清及肝脏胆 固醇
、

甘油三醋和过氧化脂质 明显

降低
,

其有效成分可能是葱醒类
、

儿茶素类及多糖
。

抗肿瘤作用

大黄的抗瘤谱较广
。

有报道称大黄抗肿瘤作用 主要

是通过抑制肿瘤细胞 的增生
、

促进细胞凋亡
、

抑制细

胞色 素 编 和抗 突变作用
,

以 及抑制

一 乙酞转移酶的活性实现的阅
。

大黄儿茶素
、

大黄素
、

大黄酸都是大黄抗肿瘤的有效成分
。

立痊鲤显业困

大黄能抑制红细胞抗体的产生
,

并有抑制活性

细胞 的作用
,

能增强小 鼠腹腔 巨噬细胞 的吞噬功能
,

大黄素对钙离子 的作用呈剂量依赖性
,

有利 于对免

疫细胞的调节网
。

吐丛遂三丛的鱼响

大黄素能抑制肾小管细胞
、

肾小球系膜细胞 的

增殖
。

另外
,

大黄酸可 以抑制糖尿病大 鼠肾脏高代

谢
,

明显减少尿蛋 白
,

并可抑制高糖培养条件下 肾小

了 〔 。

忍
。 朋汉 舒憾

,凌 ’七 记 升 勿刀成 、 翻泣对山 旋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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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系膜细胞的增殖及细胞外基质 的合成
,

可 以逆转
一例转化生长 因子 诱导 的近端 肾小管上皮细

胞肥大和 一 所致 的系膜细胞 型 葡 萄糖转运

蛋 白的高表达 以及 系膜细胞糖摄人 的增加也有显著

抑制作用
。

抗衰老

大黄在抗衰老方 面有很大的药用价值
。

实验表

明
,

大黄制剂在促进老年人记忆 功 能及缩短大便 间

隔时间上均 明显优于对照组
,

同时对 一半乳糖所

致小 鼠亚 急性 衰老模 型 记忆 减退 有 较好 的改善作

用
,

还 能明显延 长果蝇 的平均 寿命和最高寿命
,

增

加 一 月龄小 鼠游泳能力和耐缺氧能力‘ 。

皇丝丝困

生大黄
,

尤其是鲜大黄服用过量可 引起恶心
、

呕

吐
、

腹痛
、

头晕
。

大黄蕙酿类具有肝毒性
,

大鼠服用

月
,

可 出现肝组织进行性变化及 甲状腺瘤
,

还 可引

起性腺退化及萎缩
,

使妊娠大鼠死胎率增加
,

胎仔体

重受抑制
,

但未见胎仔畸形
,

孕妇慎用阅
。

四
、

临床应用进展

肠道积滞
,

大便秘结

大黄苦寒沉降
,

有较强 的泻下通便
、

荡涤 胃肠作

用
,

为治疗积滞便秘 的要药
。

因其苦寒泄热
,

故热结

便秘尤为适宜
。

鱼丛皇盆立些鱼巡鱼
,

些互火塑上天所丝的
目赤

、

咽痛
、

牙佩肿痛等症

大黄有苦寒沉降之性
,

使上炎之火得 以下泄
。

肝胆湿热

近年来
,

用单味大黄或复方制剂治疗急性胆囊

炎
、

胆 石症
、

胆 道 蛔虫
、

黄疽性 肝炎
、

急性重症肝 炎

等
,

均获 良效
。

皇丝鱼鱼血菌鱼
大黄对急性胰腺炎有多靶点的治疗作用

,

是 中

西 医公认 的重要药物
。

年第二届 中国消化疾病

学术周学术大会上将 以大黄为主药的柴芍承气汤作

为中西 医结合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 的规范化治疗措

施之一 ‘ 一。

上消化道 出血

现代 临床单用大黄粉治疗上消化道 出血
,

有较

好疗较
。

黄氏对 例应激性溃疡出血患者在基础治

疗上另予生大黄糊灌 胃
,

总有效率达
。

肝硬化
、

肝昏迷

对晚期肝炎肝硬化合并 肝 昏迷者
,

在用抗 昏迷

的同时
,

以生大黄煎液灌服
,

可缩短 昏迷时间
。

急性脑血管疾病

急性脑血管疾病属中医
“

中风
”

范畴
。

近年来
,

临

床运用大黄治疗急性脑血管疾患
,

无论 出血性 中风
,

还是缺血 中风
,

均取得 了惊人 的效果
。

慢性肾功能衰竭
、

尿毒症脑病

根据大黄泻下导浊
、

活血化疲作用
,

临床运用于

慢性 肾功能衰竭取得 了明显疗效
,

视 为治疗该病 的

一味专药
。

手术后肠麻痹

大黄煎汤
,

从肛 门滴人治疗术后肠麻痹
,

术后第

一 日给大黄汤滴肛
,

仅一次 即可使排气恢复
,

并认 为

该法好于常规治疗方法
。

牙周病

杨 明华 等用 种 大 黄 蕙酿 衍 生 物 对 人 牙 膜 细

胞作用进 行 了体外研究
,

结果表 明
,

大黄素对人 牙

周膜细胞有一定促生长作用
。

因此开发大黄总蕙

醒等成分 的局部制剂治疗牙周炎
,

有 广 阔的应用前

景
。

五
、

新剂型的研究

近年来
,

大黄制剂发展很快
,

出现 了许 多新剂型

以适应 内服
、

外用及注射等各种用药途径
。

由原来的

丸剂
、

合剂
、

配剂
、

栓剂
、

颗粒剂等全成分制剂发展到

现 在 的全 成 分提取物制 剂 以及 有效部 位提 取物制

剂
,

如 胶囊剂
、

片剂
、

注射剂
、

糖浆剂
、

灌肠剂
、

外用

溶液
、

海绵剂
、

涂膜剂等等
。

六
、

新产品开发

由于大黄含有能抑制皮肤脂质过氧化作用 的成

份
,

因此能够 防止皮肤的老化
,

并兼具防治皮肤病
、

头癣
、

毛囊炎
、

痊疮等作用
,

已有 厂商将其添加在化

妆品中
。

此外
,

大黄亦可用作防腐剂
、

着色剂
,

应用于

〔 朋 卿耐 ’ 硬 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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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领域
。

近几年开发 了很 多 以大黄为主要 原料 的新药
,

如 治疗 吐 血
、

咯血
、

内痔 出血
、

目赤 口 疮
、

咽 喉
、

牙

眼 肿 痛
,

大便秘 结 等症 的一 清颗粒 已 研制成 一 清

片
、

一 清胶囊
、

一 清软胶 囊 等新 药 治疗 各种高 血

脂症
、

心 脑血 管硬 化
、

单纯 性 肥 胖 的降脂减肥 片 已

经 开 发 出降降脂减肥胶囊
、

软胶囊
,

降脂 减 肥 分散

片等新 药
。

此外
,

还 有大黄通便颗粒
、

牛黄解 毒胶

囊
、

排 毒养颜 胶囊
、

大 黄蓄虫 胶囊
、

胆 石 清胶囊 等

等新 药纷纷 面世
。

随着 大 黄 药理 和 临床应 用 研究

的不 断深 人
,

以 大黄 为 原 料 的新药仍有一定的发

展空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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