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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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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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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总结近些年 来姜黄药理活性的研究进展
。

方法 阅读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对姜黄药理活性的研究

论文
,

并对其进行 归纳 总结
。

结果 姜黄在抗癌
、

杭炎
、

抗菌
,

提高免疫力及保护肝脏
、

胃肠道等方面具有广泛

的药理活性
。

结论 随着姜黄药理活性 的不 断被发现和证实
,

姜黄有望成为一种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植物

药
,

用 于治疗肿瘤
、 、

肝损伤
、

呼吸道
、

胃肠道疾病及皮肤感染等
。

关键词 姜黄 姜黄素 作用机制 药代动力学 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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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科姜黄属植物约 60 余种
,

分布较广
,

盛产于

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北部
,

我国有 16 种
。

姜黄属的

姜黄 (
〔二ru cl 撇

a lo ng
a L
.
) 是亚洲热带地 区的多年

生草本植物
,

其根茎广泛用 于食品的着色和增 色
。

姜黄粉 (通称 tu
rm (lri

C) 在医药上具有芳香
、

兴奋和

通气作用
。 ‘

心与熟 石灰混合后局部应 用为治疗扭

伤
、

肿胀的家用 良方
。

印度传统医学认为姜黄可以

治疗胆病
、

厌食
、

鼻炎
、

咳嗽
、

糖尿病
、

肝病
、

风湿病和

窦炎等
。

中国传统医学用它来治疗伴有腹痛和黄疽

的疾病
。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 了姜黄有 多种药理活

性
,

现综述如下
。

1 化学成分

姜黄根茎含挥发油 4
.
0 % 一 6

.
0 %

。

油 中的主

要成分为 a
一
姜黄酮 (a

一 tu r m e r o n e

) 5 8 %
,

芳姜黄

酮 (a
r 一 tu m e ro n e

)

、

姜烯(
:igibern e ) 25 %

,

水芹烯

( phellandre ne)
、

香桧烯 (
sabinene ) 1%

,

按油 素

1%
,

龙脑 0
.
5% 以及少量樟脑 ;黄色物质为酸性 的

姜黄素( cu rc
um in ) 1

.
8% 一 5

.
4 %

,

脱甲氧基姜黄

素 ( d
esm ethoxyeureum in ) 和 双 脱 甲氧基 姜黄素

( bisde
sm ethoxyeurc um in)等

。

其中姜黄素为最重要

的组分
。

结构如下
:

二

母
CH二 C H 一C一C氏一

产
二H

母
()H
R,

姜黄索 R t = R : 二 ( )C H
3

脱甲氧基姜黄素 R I = H
,

R
: 二

()C H
:

双脱甲氧基姜黄素R
l = R : 二 H

2 药理活性

2
.
1 抗癌作用 大量报道指 出姜黄素

、

姜黄及其

水提物对癌 的发生有预防及治疗作用
。

A nt
。
等L

’
{

比较了 8 种合成的姜黄素类似物对培养的 L9 29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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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细胞毒性
,

均显示有细胞毒性
。

IC

S 。
为 1
.
0 卜酬 大鼠和四氧嚓咤诱导 的糖尿病大鼠有降血糖作用

。

m L

,

其活性与天然姜黄素相似
。

B hi d
e

’ 2
1 称

,

食物中 若在大鼠饲料中加人 0
.
巧% 的姜黄素饲养 7 周后

,

的姜黄素可预防病毒和化学致癌剂诱导的小 鼠和大 可降低血胆 固醇和 血脂
。

用含 0
.
5% 姜黄素 的饲

鼠的乳房肿瘤
。

Pa

r
eI’ira 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姜黄 料喂养 8 周

,

代谢状况改善更明显
:
降低 了血中胆

素对结肠癌的预防作用强 于对乳腺癌的预防作用
。

固醇
、

甘油三脂
、

磷脂及 肾胆 固醇
、

磷脂
。

洪行球等

sa m ah
a
等l

’
{在饲料中加人姜黄素

,

剂量为 0
.
2% 时 经 H PLC 和 TLC 分析

,

发现姜黄醇提取物有降血脂
、

可提 高细 胞凋 亡
,

结果 与 Pa 州ra 的 实验 相 似
。

抗脂质过氧化的作用
,

其成分主要是姜黄素
、

脱甲氧

H ua ng 等困 对 Cl )
一 1 小 鼠每周两次外用姜黄素

,

观 姜黄素和 二脱甲氧 姜黄素
,

总含 量 为 61
.
8% -

察其对 TPA 诱导的表皮 D N A 碱基氧化的抑制
,

结 66
.
5% 之间

,

三者比例约为7 :2 :l 四
。

果表明在 100 和 3 000
nm ol 时均可抑制 TPA 诱导的 2

.
6 对 胃肠道 的作 用 有报道称姜黄素

、

姜黄及

肿瘤生长
。

他们还进一步证明了姜黄素可抑制培养 姜黄挥发油可增加胆汁流量
。

R
a
m p

r
as ad 和 Si rs i{

’

的 H el a 细胞 D N A 和 RN A 的合成
。

M
e
m

o n 厂’夕称 口 发现低剂量姜黄酸钠可降低胆汁中固体量
,

高剂量

服姜黄素 Zoo
nm 0F kg

,

可抑制接种 B1 6F1 0 黑色素 时可增加胆盐
、

胆红素和胆固醇的排泄量
。

H
u s

sa in

瘤细胞所致的肺肿瘤转移并延长小鼠寿命
。

等〔’。」报道姜黄对小鼠和仓鼠胆固醇结石有预防作

2
.
2 杭炎作用 姜黄素对小 鼠和大 鼠的急性

、

亚 用
,

并可使已形成 的胆固醇胆结石消退
。

姜黄的水

急性
、

慢性炎症具有抗炎作用
。

以角叉菜胶诱导小 提取物和甲醇提取物可使清醒兔的胃分泌减少
,

前

鼠急性水肿 为模型
,

口 服姜黄素 EDS。为 10 0
.
Zm 岁 者减少 胃酸分泌量

,

后者 主要降低 胃蛋 白酶分泌

kg
,

阳性对照药可 的松 ED
S。
为 78 m g/kg

。

大鼠口服 量 川
。

还有研究表明
:
姜黄可增加 胃粘蛋 白量{

’
{
。

姜黄素的 ED
S。
为 48 m 留kg

,

可的松组为 45 m梦kg
,

保 2
.
7 对肝保护作 用 姜黄素和姜黄在体内和体外

泰松组为 45 m 盯kg
。

在大 鼠亚急性棉球肉芽肿实验 对各种毒物导致的肝损伤有保护作用
,

如对 四氯化

中
,

姜黄素剂量 80m 岁kg 与 1som 岁kg 的作用相当
。

碳
、

黄曲霉素 B
一 1

、

对乙 酞氨基酚
、

铁和环磷酞胺

对佐剂诱导的大鼠关节炎
,

姜黄素的作用 比保泰松 诱导 的小 鼠
、

大 鼠和 小鸭 的肝损 伤都有保护 作

弱 (低 1乃 )
〔〕

姜黄酸钠和姜黄挥发油也有抗炎性
,

用
‘’
j
。

此外还有研究报导
,

姜黄素可能对实验性肝

对角叉菜胶诱导的大 鼠急性炎症
,

姜黄酸钠 ED 5(、为 纤维化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
‘2
}
。

0

.

36
m 酬kg

,

与氢化可的松 10 m岁 kg抑制 47
.
8% 水 2

.
8 免疫促进作 用 据报道

,

姜黄可促进大 鼠脾

肿的作用相当〔‘〕
。

淋巴细胞有丝分裂
,

改变小 鼠脾淋巴细胞数量
。

从

2
.
3 对微生物 的作 用 已知姜黄乙醇提取物

、

姜 姜黄热水提取物 中分离得 到的多糖 Uk 朋aI卜 A
-

黄素及其挥发油有体外抗革兰阳性菌作用
。

S ri m al D

,

可刺激网状内皮系统
,

另一个与细菌脂多糖相似

称其可 显著抑 制真菌
。

A
Pr

i sa
rir ak al 证实姜黄挥发 的脂多糖具免疫促进作用L

’〕

油外用于豚鼠有抗真菌作用
。

s ri m al 还发现对沙门 2
.
9 对呼吸 系统的作用 Ja i

。
等川 以姜黄挥发油

氏菌有强毒性
,

并认为姜黄素对治疗皮肤病如牛皮 对支气管哮喘病人进行临床试验
,

效果 良好
。

V
en

-

癣
、

皮肤感染
、

皮肤癌及真菌感染可能有作用困
。

ka
te

s

an 等[
‘了报道

,

大鼠服用姜黄素 ( 20 m g/kg
,

7 d )

2

.

4 对心血管系统 的作 用 s inh
。
等 困 发现狗静 可对抗环磷酞胺诱导的肺毒性

。

脉注射姜黄素 7
.
sm 梦kg后有急剧 的一过性的降压 2

.
10 杭氧化作 用 石晶等{

” ]研究了姜黄素对小

反应
,

此作用不被阿托品
、

抗组胺药和 p
一
肾上腺素 鼠血浆

、

脑及肝脏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501 )) 活

受体拮抗剂所阻断
,

同时还观察到姜黄素对离体豚 性和脂质过氧化物丙二醛( M D A )含量的影响
〔。

结

鼠心脏有抑制作用
。

石 晶等川 发 现姜黄素体内给 果表明
:
姜黄素 20 m群 ( k g

·

d
) 和 40 m 酬( kg

·

d
)

药使大鼠血小板聚集明显被抑制
,

与阿司匹林组的 腹腔注射
,

7d 后小 鼠血浆及脑组织中的 SO D 活性

抗血小板作用类似 ;姜黄素整体给药的大鼠血栓湿 均明显提高
,

呈现一定的剂量依赖关系
。

提示姜黄

重明显降低
,

与阿司匹林组的所见血栓湿重 的降低 素在整体的清除 自由基作用方面除了本身的抗 自由

值相近
。

说明姜黄素在体内外均有 良好的抑制大鼠 基
、

抑制脂质过氧化酶和环过氧化酶作用外
,

与其提

血小板聚集和血栓形成作用
。

郝宪恩 等〔‘〕发现复 高 so D 活性的作用亦有一定的关系
。

方姜黄素胶囊对脑缺血再灌注大鼠有保护作用
。

2

.

11 其他作用 姜黄可局部用于治疗创伤
,

姜黄

2
.
5 对代谢疾病的作用 姜黄素 乙醇浸膏对正常 中的环姜黄素可 用 作杀线 虫 剂

,

姜黄素浓 度 为



林m ol / L 一 1 0 林m 0 F L 时可抑制小鼠腹膜细胞炎症

诱发亚硝酸盐 的形成
。

低剂量姜黄素对 丫 射线引

起的染色体损伤有保护作用
。

喂姜黄素( 75 m 梦kg
,

1 4
d) 可防止大 鼠白内障

,

姜黄水提取 物在高剂量

(大于 14 m岁kg )时具有雌激素样作用
。

姜黄素可

用作硝苯地平溶液的稳定剂
,

姜黄素还是一种有效

的肛屡治疗药
“

Ks ha
rs ut m

”

的重要组成部分「’〕
。

3 作用机制

3
.
1 抗癌作用机制

3
.
1
.
1 姜黄素诱导恶性肿瘤细胞分化 姜黄素本

身诱导分化较弱
,

当同时存在全反式维甲酸时刺激

细胞主要朝粒系分化
,

而联用维生素 D : 则刺激细

胞向单核 系分化[
’‘」

。

s
o
k
o
l
o s

k i [
‘, 」认 为

:
转录 因子

NK 一

Ka 即
a B 参与调整 白血病细胞由早幼粒向分

化态进展
,

包括姜黄素
、

抗氧剂及非街体抗炎药在内

的能抑制 N F
一 K B 活性的多种药物

,

当与低水平维

生素 D
3
合用时

,

可显著增加 H L
一
50 细胞分化

。

姜

黄素具强抗氧化力
,

能明显降低 H L
一
60 细胞核提

取物中 N F
一
K B 活力

,

促进细胞分化
。

此外姜黄素

能够增强细胞间通讯传递
,

使细胞协调生长
,

防止持

续增殖
,

诱使其进人分化
,

由此发挥抗癌效应
。

3

.

1

.

2 姜黄素诱导恶性肿瘤 细胞凋亡 在 Ji an g

等
L‘6 {的研究 中发现姜黄素呈现阻断蛋白激酶 c

,

酪

氨酸激酶及花生 四烯酸代谢的生化特点
,

而分别应

用特异性蛋白激酶 C
,

酪氨酸激酶及花生 四烯酸抑

制剂可诱发细胞凋亡
。

他还指出
:
姜黄素能诱使肝

胚胎瘤细胞出现包括 DN A 梯带
,

染色质浓缩与断

裂特异性 185、
28

5

核糖体 R N A 碎 片在 内的特征性

凋亡检测标志
。

H
an an

〔‘’]在研究中发现
,

姜黄素显

著增加小鼠结肠癌结肠上皮细胞凋亡指数
,

使之发

生明显组织形态学改变
,

细胞体积皱缩
,

缺乏表面连

接装置
,

核膜下染色体积聚
,

细胞裂解成碎片
,

形成

凋亡小体
。

3

.

1

.

3 姜黄素抑制肿瘤细胞形成与进展 姜黄素

对肿瘤的抑制作用既可始于肿瘤初始形成阶段
,

又

可发生在肿瘤进展期
。

3

.

1

.

3

.

1 对肿瘤初始形成阶段的抑制效应可能与

姜黄素的抗突变有关
。

李侠等〔’吕〕报道认为姜黄素

本身不具抗突变作用
,

只有在 S 一 9 作用下
,

具有抗

二氨基药所致 TA98
,

TA

1

00 回复突变的作用
,

且姜

黄素的抑制作用随剂量 的升高而升高
,

同时证明姜

黄素对环磷酞胺诱导 的微核形成有抑制作用 ;姜黄

素能抑制小 鼠肝脏及表皮细胞内二甲苯葱
一 D N A

(

D M B A 一 D N A )加成物的形成及其代谢激活
。

Ta
rr i

-

T h
e

J
o u r n a

l
o
f P h

a

rm

a e e u t i
e a

l P ra
e t i

(
·

e

V

o

l

.

2 1 2

0()

3
N

( ,
.

4

9
0 。
等
L’8

{ 的研究证明姜黄素的抗诱变性与 P 一 。
h 抗

氧化性密不可分
。

3

.

1

.

3

.

2 姜黄素对大鼠 Cyt P4 50 系统及谷肤甘肤
一
S
一
转移酶 活性产生影 响达到抑 癌作用

。

李侠

等L
”〕
的研究结果表明

,

姜黄素能使 Cyt P4 50 总量及

GST 活性增高
,

对 A H 的活性有明显抑制作用
,

说明

姜黄素可能是通过诱导或抑制 I 相酶反应
,

诱导 11

相酶反应来发挥其抑癌作用的
。

3

.

1

.

3

.

3 姜黄素能抑制包括肿瘤坏死因子 TN F 等

诱导的 NF
一 K ap Pa

B 激活剂在内的多种转 录因子

活性
,

通过对细胞转录水平的调控
,

发挥抗肿瘤细胞

效应!
2《)
]
。

3

.

1

.

3

.

4 姜黄素对肿瘤的抑制效应 与其抗炎
、

抗

氧化特性有关
。

M
o u

等〔’4 〕研究发现姜黄素既可降

低脂过氧化酶 (LOX )
、

环过氧化酶(CO X ) 活性
,

不

抑制花生四烯酸 (A A )代谢
,

又有强大抗氧化力
,

能

清除 A A 代谢生成的活性氧自由基
,

由此发挥抑瘤

作用
。

石晶等「” J研究表明
,

姜黄素在体外可抑制大

鼠肝微粒体脂质过氧化
,

抑制中性 自细胞的应答功

能而阻断自由基的生成
,

高浓度时可减少 Fe nt on 反

应中经 自由基 的产生
。

王建舜!
2, 〕的实验证明其作

用超过 OH 的特异性清除剂甘露醇
,

且姜 黄素能有

效抑制 由 AA PH 诱发的红细胞氧化性溶血
,

显不了

很强的防御脂质过氧化能力
。

所以人们可利用外源

性能清除活性氧化性自由基或防御脂质过氧化的药

物来治疗一些与活性氧及脂质过氧化密切相关的疾

病
,

如癌变和炎症等
。

3

.

1

.

3

.

5 姜黄素对原癌基因表达的抑制在 TPA 诱

导的肿瘤进展 阶段 也有 一定作用
,

它能 明显 抑制

TPA 诱导的原癌基因的转 录
。

这些 原癌基因系细

胞增殖基因
,

参与细胞增殖与转化
。

由此推知
:
姜黄

素可能通过 C 一
fo
s 、

C
一
j un 及 C 一 m y c 原癌基因表

达的调控来实现对 TPA 引发的肿瘤进展期的抑制
。

3

.

1

.

4 姜黄素在细胞周期中的抑癌作用 细胞周

期与细胞癌变不是 相互独 立事件
。

c h
e 。
等{
2,
{ 用

bo nm 姜黄处理 Col o2 05 大肠癌细胞时发现
:可检测

到 G l阻滞现象
,

且凋亡特异性 D NA 电泳梯带延迟

sh
。

姜黄素调控细胞周期 G/ S 阻滞点
,

引发 G
I
期

阻滞
,

是对其抗癌特性的突破性认识
。

3

.

2 其他作 用机制 姜黄(姜黄素)对前列腺素合

成有微弱抑制作用 上’,
,

对白三烯
、

血栓素 B4 的合成

有抑制作用!
’」

,

表现 出抗炎作用 ;姜黄素强烈抑制

肝脏中细胞色素 P4 50 IA
,

这种酶与几种毒素如苯

并茁的生物活化有关〔” 」
,

姜黄素能降低实验性肝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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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化大鼠血清中升高的 A LT
、

A S T

、

N O

、

H A

、

L N 的水

平和过高的肝组织中的 H yP
、

M D A 的含量 〔’2 }
,

与其

保护肝脏作用有关 ;姜黄素能升高 SO D
、

N O 和 6 -

K et 。 一
P G F

.。

含量
,

降低血中 M DA
、

E T

、

TX

B

:

和脑组

织钙含量
,

与其对脑缺血再灌注大鼠的保护作用有

关 {
8{;姜黄素可增加 ap

oA 含量
,

促进 D H L 的代谢和

降低 ap
oB ,

进而降低 LD L
一
C 水平

,

还可降低血清

和肝匀浆中的 TBA
rs ,

提高肝 T
一 A O C

、

S O D

、

G S l l
-

P
x

活性
,

从而显示其降低高血脂和抗脂质过氧化作

用l
’3
]
。

4 药代动力学研究

大鼠口服单剂量精制姜黄素
,

60
%

一
65 % 经

胃肠道吸收
,

s d 内有 40% 的原药从粪便中排泄
,

3 d 后达血浓度的峰值
。

尿中未检测到游离姜黄素
,

但检测到葡萄糖醛 酸和硫酸酷
,

大约 30 %
一
80 %

的标记姜黄素从粘膜处消失
,

表 明姜黄素经肝肠循

环
,

吸收过程中发生了转化
。

5 毒性研究

大鼠和猴分别 口 服单剂 量姜黄素 1800 m g/kg

及口 服多剂量姜黄素 80 Om 梦 (kg
·

d
)

6 个月
,

未产

生任何毒性
。

另有报道大 鼠口服 高剂量 (直至 5酬

kg )未引起毒性反应
。

在确定姜黄素无急性毒性作

用的前提下
,

沃兴德等[
24}进行 了长期毒性试验

,

发

现姜黄素高剂量组 〔500m岁(kg
·

d
) 刁

、

低剂量 组

〔loo m岁 (k g
·

d
) 〕各项指标与正常对照组相 比均无

显著差异
。

说明姜黄素在上述剂量下连续服用 80 d

是安全的
。

6 致畸作用

在染色体异常试验或微核试验中
,

口 服姜黄粉

末对小 鼠的骨髓细胞无显著变化
。

当用新鲜的姜黄

根茎提取物作体外 试验时
,

发现有染色体断裂和畸

变作用
7一。

7 结论

姜黄素作为一种从植物 中提取的天然药物
,

其

化学防护作用已在诸多动物模型
、

流行病学研究及

临床干预试验中得到证实
。

而现代药理研究又证明

了姜黄在抗肿瘤
、

抗炎
、

保护肝脏及胃肠道方面有着

广泛的生物活性
,

可用于呼吸道疾病
、

胃肠道疾病
、

结膜炎
、

皮肤感染
、

关节炎等的治疗
,

尤适用于有血

栓形成危险的老年病人
。

随着对其抗癌特性继续全

面而深人的研究
,

姜黄有望 被开发成一种新型
、

高

效
、

低毒的抗癌药物
。

此外现 已发现姜黄素尚能抑

制 H IV 一 I 整合酶活性而用 于艾滋病的治疗
,

因而

姜黄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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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此服务过程中
,

同时也出现 了药品质量管理的

一些 问题
,

在此提出讨论和建议
。

1 药品拆零中常存在的质量问题

1
.
1 拆零后药品效期核对 困难 一些脱离了原包

装的[i1 服剂型或针
一

剂
,

由于使用率小
,

置放时间长
,

易因疏于管理而难以核对效期 ;或者不同批号的拆

零药品拆零后同放在一个玻璃瓶
,

近期药品被积压

在瓶底无法及时取出发放
。

这些现象都容易导致药

品过期失效
,

并发给患者
,

引起医疗纠纷
。

对此必须

予以重视
。

1

.

2 拆零药品在配发过程 中易受污 染 药品在除

去原包装后
,

倾入玻璃瓶
,

然后是存放过程
,

最后经

过药师的取药核对
,

配发给患者
。

在这 一系列的环

节中
,

药品可能受到操作者
、

空气
、

器皿的污染等
,

有

可能使药品微生物限度超标
,

变成不合格产品
。

1

.

3 吸湿药品拆零后外观性状发 生改变 某些

易吸湿药品或一些包衣片
,

暴露于空气中
,

易发生片

剂破裂
、

变色
、

粘连
,

胶囊变软等现象
。

此类问题在

南方霉雨季节更加突 出
,

从而影 响了药品内在质量

和外观
,

使药品报损率增加
。

1

.

4 特殊保管的药品 贮存条件无法保证 一 些

需避光保存的针剂如肾上腺素
、

维生素 C 在脱离原

包装后
,

失去了原来 的遮光保护
,

容易造成氧化分

解
、

变化失效
。

又如某些需在 2℃
一
8 ℃ 条件下保存

的药品
,

如生物制品
、

酶制剂
,

在拆分后由于人为的

疏忽未能及时放回原处
,

因为外部温度的改变也会

引起药品的变化失效川
。

1

.

5 外观相近的药品拆 零后 易造成混淆 许多

片剂
、

胶囊脱去外包装后
,

在外观颜色
、

形状上非常

相似
,

仅凭其外观常难 以辨别其品名
、

规格
。

于是在

拆分摆放过程中易 出现与其它相似药品混放情况
,

无法区分
。

为避免将外观相似药品误作其它药品发

出而危及患者健康
,

最后常将这些药品丢弃
,

最终造

成浪费了事
。

2 建议

2
.
1 设置拆零专柜

,

以集中存放拆零药 品
。

且药

品拆零后尽量保留原包装的标签
。

2

.

2 对每一种安放拆零药品的小盒子或玻璃瓶
,

除必须用标签以显著字体标明药名外
,

还需注明批

号或效期
,

避免与后来批号药品混放
,

在配发药品时

先发近期药品
。

在拆放另一批号药品时
,

要及 时更

换标签
。

外观相似和名称相近的药 品避免相邻存

放
。

并鲜明的标签相区别
。

2

.

3 拆零后的药品应根据其温湿度要求
,

按照规

定的储存条件存放
,

或 内衬黑纸的纸盒存放 (如针

剂)
。

需避光的可用棕色玻璃瓶存放
。

易吸湿药品

拆零后可用密封性好的磨 口 玻璃瓶存放
,

置在阴凉

于燥处
。

2

.

4 加强药师的责任心
,

定期检查
。

对近效期
、

易

霉变
、

易潮解 的药品可视情况缩短检查周期 ;熟悉药

品的理化性质及储存要求
,

做到对药品的科学养护
。

2

.

5 必须注意药房环境以及药师个人的卫生
。

配

药及存放药 品的器皿要定时清洗
、

消毒
,

以减少外部

及人为因素对药物的污染
。

2

.

6 对于一些常用的小剂量药品
,

建议药厂多采

用铝箔包装
,

推行单位剂量包装
,

减少药品的拆零配

售现象
,

以保证药品质量
。

参考文献
:

tl] 吴水和 中国医院药剂管理「M l
.
中国医药科技 出版社

,

1 9
%

,

1
8 6

.

收稿 日期 :200 3
一
06

一 巧

( 上接第 301 页 )

【17」 Ra、, (二V
,

R
i
v

e n s
。〕n

A

,

S
i m

i B

,
e
t a

l

.

C h
e

m
o

p
re

v
e
n t

i
o

l l o

f

, 汗 ,
I
。, n

〔{a r ( j
r l一)

g e n
e s

i
s

l
}
y (] i

e t a 侧 ({一
rc
l一In i

n ,
a

I l
a 一u ra

lly
o (贾e u rr i n g l

)
l
a n t

p }
l e n 。)

1 1
‘ 。。m p o u n ol 「J]

.
Ca。 (、r R e s

,

1 9 9 5

,

5 5
(

2
)

:
2 5

9

·

t

l
s 」 李 侠

,

宋其林
,

陈炳卿
,

等
.
姜黄素抗诱变作用的研究川

.

U生研究
,

1 9 9 8

,

2 7
(

4
)

:
2 6 3

-

〔19 了 李 侠
,

陈炳卿
,

宋其林
,

等
.
姜黄素对大鼠肝 CYI

、

刊50 系统

及谷光甘肤
一
5
一
转移酶活性的影响「J]

.
卫生毒理学杂志

,

1 9 9 7

,

1 1
(
4

)

:
2 9 3

.

〔20 ] 陈文娟
.
姜黄素对恶性肿瘤细胞的调控 「J」

.
临床血液学杂

志
,

1 9 9 9

,

1 2
(

5
)

:
2 3 8

.

占2门 工建舜
,

容维祺
,

康九红
,

等
.
姜黄素对经 自由基及红细胞氧

化性溶血的影 响 [J」
. r
卜国现代应川药学

,

2 0 0 ( )

,

1 7
(

0 6
)

:

4 6 9

.

匕
2 2

]
C h

。旧 、C
,

K
, , . ,

J ‘;
,

l川 Shia:, S Y
, 。2 a

l

.

I
n
d
L l e t

i
, , n 。、

f H S I刀()

只e n e o x l, r . : 、、i。, n l
、
y

0 1‘)。
1
.,
l
a t i

‘, n o
f ( 二、(

+
2 )

i
‘〕n a r l o

l
〔、
ll
u
l
a r 介5 3

I)rote in b y
‘。r一 u l n i n i r , e

‘)
l
喊, r e o r a

l
e a r o

j
, 飞、, : , , : L o e

l l
、

「J〕
.
M ‘, l 一 。a r

-

、
i
n o 装,

1 9 9 6

,
1 7 ( 4

)

:

2 2 4

.

厂23 1 「舒然
,

陈炳卿
,

孙长颗
,

等
.
姜黄素对大鼠调 节血脂及抗氧

化作用 的研究〔J]
.
卫生研究

,

2 0 0 0

,

2 9
(

4
)

:

2 4 0

-

毛24 ] 沃兴德
,

洪行球
,

高承贤
,

等 姜黄素长期毒性试验【J]
.
浙江

中医学院学报
,

2 0
00

,

2 4
(

l
)

:

6 1

收稿 日期 :2003 一
0 1

一
2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