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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芩是唇形科中药黄芩的干根，具有良好的抗炎、抗菌、抗肿瘤和抗氧化等功效，在治疗皮肤感染、病

毒性肝炎、细菌性痢疾、呼吸道感染、病毒性眼结膜炎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其中黄酮、黄酮苷、

多糖、挥发油及微量元素是其有效组分。此文章对黄芩在痤疮治疗领域的应用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全面

剖析了近几十年来黄芩的应用模式、发挥作用的关键成分及其作用靶点。旨在为后续黄芩在痤疮研究方

向上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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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kullcap is the dried root of Lamiacea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kullcap, which has good anti-
inflammatory, antibacterial, antitumor and antioxidant effects, and ha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the treatment of skin infections, viral hepatitis, bacterial dysentery, respiratory tract in-
fections, viral ocular conjunctivitis, etc. Among them, flavonoids, flavonoid glycosides, polysacchar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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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atile oils and trace elements are its active component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of Scutellaria bacalensis in the field of acne treatment, and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mode, key components and targets of Scutellaria bacalensis in recent decad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ubsequent research direction of 
skull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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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程度不断提升，各种“现代文明病”病也日益增多。

粉刺就是一种典型的毛囊和皮脂腺的慢性炎症，和内分泌功能紊乱有一定的关系。高糖高脂的不健康饮

食模式、心身压力增大、作息不规律、情绪不稳定等因素都可诱发痤疮。近些年来，现代工业的高速发

展、机动车剧增所造成的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环境问题也成为了痤疮的高频诱因。寻常痤疮发生范围

很广，不受年龄层和性别等因素的局限，困扰着各类人群，其中以青少年为甚。痤疮因为炎症的因素极

易引发局部疼痛、瘙痒，又因其好发于其颜面部位，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更大。这些社交距离清晰可

见的各类皮损、高昂治疗费用、漫长的治疗周期、以及不尽人意的治疗效果所残存的瘢痕都给患者加以

身体和社会心理上的巨大影响，加重了疾病的总体负担。因此，寻找疗效好、经济方便的治疗措施是对

该皮肤疾患的重中之重。目前，在临床上使用的药物主要有：维 A 酸类制剂、抗生素类药物、激素类药

物等，同时各种理疗和化疗也是常见的。虽然这些治疗方式在痤疮治疗中展现出一定的效果，然而却存

在着疗效有限、疾病复发率居高不下以及容易诱导耐药性产生等诸多问题，而且还可能伴随一些不良反

应。相对来说，中国传统医学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中医药治疗本病具有多途径、多靶点的特点。

钱文燕女士提出[1]，粉刺的发病机制以湿热内蕴为主，兼有风寒湿邪所致；也可能是肝气郁结，导致皮

肤发热。所选择的药物应以寒温为主，主要以苦、甘、辛为主，而在归经点上则是肝和肺经，通过清泻肺

经及肝经所蕴结的实热之邪，达成解除疮疡毒邪的目的。与此同时，运用滋阴之法以补充机体阴液，兼

以活血之法推动气血运行，改善皮肤局部的血液循环状态，从而促进皮肤组织的修复与愈合。 
黄芩为中国传统药用植物，在临床上有很高的使用价值。由于来源的不同，不同品种的黄芩中所含

的化合物存在很大的差别。黄芩的药材品质受多种因子的控制，而药材中的类黄酮是其最重要的化学成

分，不同的类黄酮之间的配比会直接影响到药材的药效。目前，我国的野生黄芩已十分稀少，其主要产

地为人工种植。随着我国大中小城市大量的工业和机动车的增加，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日益突出，导致了

黄芩中的重金属元素的浓度超过了规定的标准；此外，黄芩因其病害频发，在控制过程中经常使用大量

的化学药剂，导致了其在药材中的残留，从而对其品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必须强化黄芩的标准

化、规模化和质量稳定性，才能将其推广到国际市场。 
本项目拟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深入挖掘中药有效成分，阐明其药效，并进行规范化栽培及品质保证

系统研究。本课题拟选取常用中药黄芩为研究对象，对黄芩药材功效、治疗痤疮的作用机理、中药新剂

型的特征及其在治疗痤疮方面的应用前景进行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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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始见于《本经》，《神农本草经》第一次记载为中药：“黄芩，性苦，平性”。治诸热黄疽、泻

痢、泻利、小便不通、衄血、疮疡。其主要功能为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止血、安胎等。从疾病的范畴来

看，可以用于湿温、暑湿所致的胸闷、呕吐等症状；对于湿热导致的痞满、泻痢以及黄疸等病症也具备

显著的治疗作用。此外，在呼吸系统疾病方面，可针对肺热咳嗽、高热烦渴发挥疗效；在血液系统相关

病症中，对血热吐衄有治疗效果；同时，在外科病症中，可用于痈肿疮毒的治疗；并且，对于胎动不安的

情况也能起到一定的调理作用[2]。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载，黄芩具有清热燥湿、利湿、止血、安胎化瘀等作用。黄芩具有广泛的

抑菌作用，对多种细菌、真菌和病毒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黄芩在机体生理调节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能够调节脂质代谢过程，还具有抗过敏的功效。另外，脂质代谢的异常以及过敏反应在痤疮的发病进程

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一系列作用机制的协同运作，黄芩最终发挥出解热、镇痛以及抗炎的药理效应。 

2. 痤疮分型 

从中医理论的辩证分型体系出发，痤疮可被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一是肺经风热证，这种类型的发

病机制与肺经内风热内侵于皮肤有很大关系；其二为“湿热”型，这是由于人体内的湿气和热气在肌肤、

毛孔中堆积所致；其三为冲任不调型，该型痤疮的产生与冲任二脉功能失调存在内在联系；其四是痰瘀

凝结型，多由痰湿与瘀血相互搏结，阻滞于肌肤所致。 

2.1. 肺经风热型 

这种粉刺多发生在脸部，以黑头粉刺、白头粉刺为主，还会伴随着红色的丘疹。多数病人感觉瘙痒、

疼痛，从鼻子里吹出来的时候会感觉到灼热。中医的望诊和切诊多见于舌红、舌苔薄，脉象滑。本病多

由肺受风寒，或由内热所致，致使肺热内蕴，壅塞于皮肤而成，以肺风热为主，治疗以清热解毒为主[3]。
一清胶囊是由大黄、黄芩、黄连等组成的一种新型的中成药。在药剂学研究中，通过多项试验证明益青

胶囊对金葡菌有较好的抑制作用。前期研究表明，复方丹参滴丸对痤疮疗效显著，临床疗效达到 90%以

上。此外，一清胶囊能够有效缓解患者因痤疮引发的瘙痒和疼痛症状，在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4]。 

2.2. 湿热蕴结型 

在痤疮的临床表现中，患者常呈现皮肤油腻、伴有脓疱与结节的症状，部分还伴有口臭、便秘以及

小便短赤等情况。从舌象、脉诊上，以舌质、滑为主要表现；症状较重的患者会有脓疱形成，并且持续时

间很长，而且疹子会复发。虽然粉刺治疗多从湿热入手，但归根究底，除了饮食不当所致的湿热内陷之

外，上焦湿热无法自上焦下焦亦是其重要病因。因此，在选用方剂的时候，要考虑到湿热证的特点，同

时考虑到肺、胃、大肠三经的湿热证。以葛根-黄芩-黄连汤为代表，其中葛根素具有升散脾胃阳气、增强

脾胃运化能力、调整中焦升降状态，从而调控体内水分代谢，发挥祛湿作用；黄芩、黄连具有清化三焦

湿热之气，保证三焦畅通，水不滞，汗水可自玄府中流出。 

2.3. 冲任不调型 

部分痤疮患者存在月经不调的现象，常伴有小腹胀痛，且在经期时痤疮皮疹会出现增多、加重的情

况。此类痤疮患者体内激素水平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促黄体生成素(LH)水平升高，而雌二醇(E2)
水平降低。中药内治法以丹栀逍遥散为基础方，通过调节人体脏腑功能，改善气血运行，从而达到治疗

疮的目的。同时，常联合针灸治法，如刺血疗法可疏通经络气血，针灸、耳针、火针等通过刺激特定穴

位，调节人体经络气血，辅助内治法发挥疗效。此外，外用中药面膜也是常用的治疗手段之一，其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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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于皮肤表面，发挥清热、解毒、化瘀等功效，与内治法和针灸治法相结合，多途径、全方位地对痤疮

进行治疗[5]。 

2.4. 痰瘀凝结型 

皮疹表现出持续不愈的特征，触之质地坚实，且伴有疼痛感，色泽偏黯。部分患者除皮疹外，还可

见囊肿结节，同时或存在瘢痕以及色素沉着的情况。通过中医传统的望诊和切诊，可观察到患者舌象为

黯红，脉象呈现滑脉。有研究表明，一种治疗痰瘀凝结型痤疮的药物中含有黄芩，该药物以浙贝和丹参

为主药，由黄芩，夏枯草，赤芍，法半夏，白花蛇舌草，当归，皂刺，枇杷叶，意苡仁，白僵蚕，甘草等

组成。其中，浙贝母具有清热、祛痰、消积、祛瘀作用，而丹参是凉血祛瘀的君药，二者配伍可达到祛痰

消淤、祛瘀的作用；黄芩清热燥湿，泻火解毒，配以夏枯草和赤芍，以其佐使，增强了清热消痈的功效；

在此基础上，法半夏燥湿、化痰，白花蛇舌兰片解毒，枇杷叶清宣肺，薏苡仁利水润肺，白僵蚕化痰消

瘀，莪术行气止痛、破血消瘀，当归补血、解毒，用甘草去火。联合应用可达到化痰散结，活血化瘀的

目的。 
故黄芩对各种粉刺均有显著疗效。 

3. 黄芩的药理作用 

诸多现代药理学研究成果显示，黄芩蕴含多种活性成分，在抗菌方面，黄芩能够抑制多种病原菌的

生长繁殖；在抗炎过程中，它可通过调控一系列炎症介质的释放，减轻炎症反应；从免疫调节角度出发，

黄芩对机体免疫系统有着双向调节作用，有助于维持免疫平衡；此外，黄芩还能对皮脂腺功能产生影响，

调节皮脂腺的分泌。基于上述特性，黄芩在痤疮的治疗领域展现出颇为显著的功效，为痤疮的临床治疗

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药物选择。 

3.1. 抗菌作用 

黄芩甙具有广泛的抑菌作用[6] [7]。张咪等的研究结果[8]表明，黄芩甙具有较强的抗金葡菌活性。周

金凤[9]的研究表明：黄芩水提取物，95%乙醇提取物，75%乙醇提取物，50%乙醇提取物，对 P.ac nes 有
显著的抑菌活性。苗延青等[10]通过对黄芩、黄连和黄柏对金葡菌的抗菌作用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

3 种中药对金葡菌都有明显的抗菌作用。范淑红等[11]以黄芩为研究对象，以不同浸提液对痤疮杆菌的抑

菌作用为研究对象，发现其具有较好的抑菌活性。 

3.2. 抗炎作用 

前期研究表明，黄芩具有明显的抗炎作用。朱秀美等[12]证实黄芩可通过调控花生四烯酸代谢途径，

减少炎性因子释放，进而发挥抗炎效应。马新华等[13]研究提示 Th17，特别是 IL-17 A 在中重型痤疮发

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调控作用。 

3.3. 免疫调节作用 

P.ac nes 具有明显的免疫激发作用[14]。在痤疮的炎性反应过程中，细胞和体液免疫都起着重要的调

控作用[15]。葛会美等[16]对 40 名正常型痤疮病人进行了详细的观测和检查。我们前期研究表明，该人

群中 CD4+T 细胞、sIL-2R 和 Ig 中 IgG、IgA 和 IgM 水平升高。 

3.4. 影响皮脂腺的功能 

付抚东等[17]采用皮脂腺斑点性粉刺动物为研究对象，进行 14，7，3.5 g/kg 的黄芩胶囊对动物的药

https://doi.org/10.12677/jcpm.2025.43370


陈丹 等 
 

 

DOI: 10.12677/jcpm.2025.43370 471 临床个性化医学 
 

效研究。在试验中，精确测量了白细胞介素-1β，IL-6 和 T 淋巴细胞数量。我们前期研究发现，黄芩胶囊

可使小鼠皮脂腺萎缩，皮脂腺细胞增殖受到抑制，从而降低了小鼠油脂分泌。基于此，本项目提出：“黄

芩颗粒通过上调 E2 水平，抑制 T 细胞分泌 IL-1β和 IL-6，从而改善机体免疫功能”的科学假说。 

4. 黄芩主要有效活性成分 

德国人戈施米尔特和勒纳于 1910 年在越南栽培的高黄芩中发现了黄芩素，并从中发现了一种独特的

黄酮化合物[18]。此发现标志着科研领域对黄芩化学成分探索的开端。此后，随着科研技术的不断革新与

发展，众多科研人员持续深入研究，截至目前，已从黄芩中成功分离出多种不同类型的化合物。在本研

究中，将围绕黄酮及其苷类、萜类化合物、挥发油、微量元素以及其他成分这几个方面，对相关研究成

果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4.1. 黄酮及其苷类 

类黄酮(Flavonoids)是一种结构独特的黄酮类物质。该类分子通常含有两个含酚羟基的苯环(A 和 B)，
通过中心三个碳原子之间的链接作用，可以合成一种特殊结构和性能的分子。以这一骨架为基础，可以

将其与普通的取代基进行组合，-OH、-OCH3 等普通的取代基和萜烯侧链，从而得到一系列衍生物[19]。 
林玉萍[20]在丽江黄芩根研究上有新进展，首次发现白杨素、吡喃葡萄糖苷、吡喃葡糖醛苷等组分，

以期为丽江黄芩的物质基础提供科学依据。2002 年谭仁祥等学者[21]对黄酮类成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结果表明，由于化学成分的多样性，这一类成分具有显著的抗肿瘤作用。前期研究发现，该类成分的 α，
β 不饱和吡喃酮是该类成分发挥不同生理功能的重要原因，而该类成分的不同取代基又与其药效相关。

如：C-7 位羟基糖苷化和 C-2-C-3 位双键氢化均会引起黄酮类化合物的生物活性降低。 
申洁[22]研究表明，黄芩中黄酮类成分的分布与特定部位相关，并明确了该成分在不同的地上和地下

部分的含量。结果表明，黄芩苷、汉黄芩苷、山姜素等在黄芩地上部显著低于地上部，而野黄芩苷、大波

斯菊甙、木犀草素和芹菜素等则以其地上部为主。 
李化[23]等人以不同生长年限黄芩为样本探究了黄酮及其苷类化合物的含量范围，为中药用量计量

和种植研究提供了有效参考。 
肖丽和等研究人员[24]聚焦于滇黄芩，运用专业的鉴定技术，从滇黄芩中精准鉴定出 8 种黄酮类物

质。李作平及其团队[25]开展黄芩系统性研究，通过科学的分析方法成功从黄芩中鉴别出 7-二羟甲基黄

酮、千层纸素 A、黄芩素、汉黄芩素等 8 个成分。同样地，王红燕团队[26]以粘毛黄芩根为研究对象，借

助高效的分离手段，从粘毛黄芩中也获得了以黄芩素为主的 7 个成分。 
温华珍等人对黄芩中黄酮及黄酮类物质进行了系统的统计和分析，共鉴定出 47 个黄酮类及黄酮醇类

物质，并证实其 C5 位上都出现了羟基替代。另外，对其中的 DHF、DH 黄酮醇及黄烷酮等进行了初步的

鉴定。 
刘斌等人以苦参汤总黄酮苷为研究对象[27]，在其高效液相色谱指纹谱中发现了 19 个共同的特征峰。

结果表明，该化合物有 2 个来源于苦豆子，另外 2 个来源于黄芩。经生物信息学分析，确定了黄芩苷、

汉黄芩素、黄芩素、千层纸素 A、5,8-二羟基黄酮和白杨素等 8 个指纹图谱。 
何春年等[28]对黄芩茎叶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黄芩茎叶中黄芩苷、汉黄芩素等化学组分在黄

芩茎叶中的含量相对偏少；而野黄芩苷、芹菜素 7-O-β-D-葡糖醛酸苷、白杨素-7-O-β-D-葡萄糖醛酸苷等

化合物的含量都比较高。张海涛等采用现代色谱法对其进行了结构鉴定[29]，从中获得了洋黄芩素、白杨

素、汉黄芩素、去甲汉黄芩素、芹菜素、芹菜素 7-O-β-D-葡萄糖苷、黄芩苷和野黄芩苷等 9 个化合物。 
张文青等人对黄芩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初步的研究[30]，结果表明黄芩含有 51 个黄酮和黄酮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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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包括黄芩苷、汉黄芩素(H 黄芩苷)、黄芩素(H 黄芩素)、去甲汉黄芩素(de-hapanin)和千层纸素 A (Cy-
clopanilin A)。另外，发现了 16 个化合物，如 2,6,2’,4’-四羟查尔酮等。张晓雷等在研究黄芩药的过程中

[31]，进行中药分离得到黄芩苷、黄芩素等 5 种成分也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赵胜男等人对黄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目前已鉴定出 19 个化合物。在此基础上，以该 19 种主要组

分在药材中的相对含量为主要指标，对其在以后各阶段的变化规律进行系统研究，以期为其合理开发利

用奠定理论基础[32] [33]。 

4.2. 萜类化合物 

萜类化合物指的是一类源于甲戊二羟酸的化合物及其衍生物，其分子骨架的基本构建单元为异戊二

烯单元(C5 单元)，其又可细分为单萜类、倍半萜类、环烯醚萜类和二萜类。 
张永煜等[34]对黄芩属植物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其主要成分为二萜内酯类化合

物和二萜类化合物。张文青等人[30]也在 2007 年的研究中首次证实了黄芩中含有二、三萜和环烯醚萜成

分。 
学者 Bruno M 等人首次在尼泊尔发现了匍匐枝状药用植物[35]。本项目以尼泊尔爬行黄芩为研究对

象，采用专门的化学成分分析方法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在前期工作中，Bruno M et al.率先从尼泊尔黄

芩的地上部中发现了 3 个新颖的倍半木脂素(倍半木脂素)，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结构修饰。 
另外，魏顺发等人在前期工作中发现，从黄芩属中提取的主要二萜均为新克罗烷型双环二萜[36]。目

前发现的该类成分中，除了 Scuterpenin H 之外，都属于新克罗烷型双环二萜类成分。 
2014 年，申欣教授团队开始对黄芩中的活性物质进行深入研究。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了一种新型

二萜类天然产物巴 batellarine F (Barbatellarine F)。随后，Shim SH 运用多种结构鉴定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光谱分析(如核磁共振波谱、质谱等)以及化学方法，对该化合物进行了深入分析，最终明确了 Barbatellarine 
F 的化学结构[37]。 

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对于黄芩属植物的研究在稳步进行，但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值得探索，且多

为对其化学成分的发现，对于其中成分药理作用的研究较少，值得引起重视，加强相关研究。 

4.3. 挥发油 

挥发油类成分也是黄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针对黄芩挥发油类成分的研究，常采用多种提取与

分析方法，旨在深入探究其具体成分和特性。但其药效物质基础及药效机理尚不清楚，急需对其进行深

入研究，并积极推进其规范化栽培研究。 
目前现有研究证明苯二酸是挥发油的主要成分，此外含量较高的还有异戊二烯以及广藿香烯。1999

年杨得坡等[38]对黄芩根中 19 种挥发性物质进行了研究。2003 年，肖丽和 et al. [39]利用质谱技术对黄芩

挥发油进行了精细的分离，从中分离到 18 个化合物，占全部挥发油的 98.3%，并发现 1-辛烯 3-醇类和桉

叶酚是重要的有效组分。巩江等采用水蒸汽蒸馏方法对黄芩地上部进行了挥发性组分的分离鉴定[40]，随

后采用 GC-MS 对其进行了鉴定，共鉴定出 37 个化合物，占总量的 85.03%，其中化合物均为烯丙醇、石

竹烯、苯乙酮等。还有舒云波及其团队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的方法，从中药中分离得到 64 个单体化

合物，其中主要为棕榈酸、亚油酸甲酯和薄荷酮等[41]。 
2010 年，宋双红 et al. [42]比较分析了黄芩中挥发油的化学组成和含量，明确了挥发油有效组分具有

潜在的发展和利用潜力。 

4.4. 微量元素 

黄芩作为一种常用中药材，其成分中包含锌、铜、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在药学领域的研究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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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内的微量元素呈现出独特的化学性质与生物活性。这些微量元素不仅能够以自身独立的形态发挥

其特定的生理活性，而且在与药材内部的有机分子相互作用时，展现出形成配合物的能力。因此，微量

元素的类型和数量，已经渐渐地成为了区分中药药效和价格的一个关键因素。李化等用等离子体原子发

射光谱对黄芩中的微量元素进行了随机分析，结果表明，各批样品中的微量元素的含量存在较大的差别

[43]。 

4.5. 其他 

在黄芩的成分研究中，除了前文提及的各类成分外，其还蕴含着一系列具有研究价值的物质。例如，

多糖、苯甲酸以及黄芩酶等成分。 

5. 黄芩有效成分的作用机制 

如前文所述，从微观角度分析，其活性成分以黄酮类为主。迄今，国内外学者已经对黄芩黄酮类化

合物进行了分离和鉴定，发现了 10 多种黄酮化合物。其中黄芩苷、黄芩素、汉黄芩素在中药中的含量均

比较高[44]。 

5.1. 抗炎作用 

黄芩苷具有明显的抗炎效果，可明显降低炎症反应中 TNF-α，IL-1β，IL-6，IL-8 等炎症因子的表达。

黄芩素可通过有效降低肿瘤组织中 NO、TNF-α、IL-6 等炎症因子的含量，并显著降低 iNOS 和 COX-2
的表达；汉黄芩素通过诱导 Nrf2 入核，促进抗氧化酶基因转录，促进其高水平的表达。此外，汉黄芩素

还可通过抑制 NF-кB 入核，减少 NLRP3 炎症小体激活，发挥抗炎作用。结合文献报道，汉黄芩素可有

效抑制 IL-1β诱导的 MAPK 通路激活。 

5.2. 抗菌作用 

黄芩苷具有抗菌的功能，能够有效地阻断多种感染和炎性反应通路，如 TNF 信号通路和金黄色葡萄

球菌感染通路。研究表明，黄芩苷通过募集、抗原递呈、补体系统活化和 FCγ受体等多种方式参与了金

葡菌的免疫逃逸。杨得坡 et al. [45]通过对 17 种病原真菌及 16 种表皮菌的体外抑菌作用进行了初步的研

究，发现其作用机制与其第 7 个羟基密切相关。结果表明，黄芩甙元具有较强的抗菌选择性，其 MIC 值

为 70~100 µg/ml，对毛癣菌、丝状真菌无明显的抑菌效果。而黄芩甙对各试验菌株均无明显抑制活性。

此外，在黄苓苷的 250 µg/ml 条件下，还可以彻底的抑制足癣及腋臭素相关的致病微生物，例如：固着微

球菌、表皮葡萄球菌、人型葡萄球菌、干燥棒杆菌等。Pal 等人以黑曲霉(Aspergillus niger)、青霉(Penicillium 
frequentance)、点青霉(P. notatum)以及灰葡萄孢石竹变种(Botrytis cinerea)作为研究目标。在实验过程中，

采用芽管实验与浊度实验两种方法进行研究。经实验分析得出，浓度处于 100~300 mg∙L−1 范围的汉黄芩

素展现出广谱抗真菌活性。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于上述提及的几种真菌，其抑制率均能达到 60%以上

[46]。 

5.3. 抗氧化作用 

黄芩素具有很强的清除自由基的作用。结果显示，黄芩素对 DPPH、超氧负离子均有较强的抗氧化能

力。其抗氧化机制为：通过对 DPPH 自由基和超氧阴离子的清除，维护机体的氧化还原平衡，实现抗氧

化。在巨噬细胞模型中，汉黄芩素干预组展现出独特的调控效应。该干预组能够显著提升巨噬细胞内

Nrf2mRNA 的表达水平，有力地推动 Nrf2 向细胞核内转位。与此同时，汉黄芩素干预组对一系列抗氧化

酶相关基因的表达产生积极影响，其中包括 HO-1、SOD、GPx、CAT、NQO-1 等抗氧化酶的 mRNA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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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呈现显著上调趋势。不仅如此，在酶活性层面，汉黄芩素干预组还可明显增强 SOD 的活性[47]，发

挥抗氧化作用。Chang [48]和 Shieh [49]等均发现汉黄芩素对于抑制黄嘌呤氧化酶表现出很强的活性，同

时使用电子自旋共振(ESR)技术进一步确认了其对自由基的直接清除活性，这也是汉黄芩素抗氧化作用机

制之一。 

5.4. 其它作用 

黄芩苷是一类具有较好疗效的抗肿瘤活性化合物，具有良好的抗肿瘤活性。它的抗肿瘤机理是通过

明显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并具有剂量依赖关系，即随浓度升高而增大。我们前期研究发现，黄芩苷可

显著减轻大鼠肝损害，特别是减轻急性肝炎引起的肝损害，在转氨酶增高时，黄芩苷可发挥较好的治疗

效果，从而达到治疗肝功能的目的。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 13-顺维 A 酸类、黄芩甙等化合物可以通过

抑制 AR 的表达，从而发挥其对抗雄激素调节作用的作用。汉黄芩素还能抑制鼠的脑皮层线粒体中

NADPH 诱导的脂质过氧化[50]。其他如抗焦虑、抗过敏等活性，现有报道不多[51]。 

6. 总结 

黄芩在治疗痤疮方面主要起到抗菌、抗炎、免疫调节及影响皮脂腺功能等作用。如今痤疮病例众多，

已然成为一种生活中极常见的皮肤病，广泛影响人际交往，是当今亟待优化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希望

在治疗方法等研究中有更好的发展。同时，从研究和调查也可看出痤疮治疗药物的需求量极大，因此，

未来迫切需要继续筛选黄芩的活性物质，并明确其药理。关于黄芩对痤疮治疗机制的研究前景也同样广

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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