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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的化学成分及其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扈晓佳 、殷 莎 、袁婷婷 ，
王 玉兹、黄珍茹 陆 阳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化学教研室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上海

摘 要 红花 为菊科红 花属植物 红花 （ 的干燥花 是我国传统中药 。 红花的化学成分按照结 构包

括黄酮 、生物碱 、聚炔 、亚精胺 、木脂素 、倍半萜 、有 机酸 、 留醇和烷基二醇等类 型 其 中醌式査耳酮 为其他植物中较少见的成分 。

红花具有多种生理活性 研究 发现对心脑血管 、神经 系统 、 免疫 系 统等具有
一定 的作用 。 本 文对近二十年红花化学成分 以及

药理活性 的研究进行 系统的综述 为其深人研究 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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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科红花属植物全世界有 种 我国仅有红花

一种 。 红花为 年生草

本植物 ，高 ，头状花序顶生 ， 花初开时黄

色后变 暗红色 。 红花在我 国主产 于新疆 、河南 、
浙

江 、云南等地 全国各地多有栽培 。

草红花 、刺红花 、红花樱子 、红花草 、红花菜等 。 红花

原产于埃及 ， 文字记载已 有 多年历史 。 我 国

红花始载于 《开宝本草 》 ，
曰 ：

“

主产后血晕 ，
口噤 ，腹

内恶血不尽 ，
绞痛 ，胎死腹中 ，并酒煮服… …

”

。 《 本

草纲 目 》称红花能
“

活血润燥 止痛散肿 ，通经
”

。 中

医认为该药 味辛微苦 、性湿 ， 归心 、肝经 ， 是活血通

经 、祛瘀止痛之 良药 。 用来治疗痛经 、血滞经闭 、 产

后瘀阻腹痛 、跌打损伤 以及关节疼痛 ， 冠心病 、 心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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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报道从红花 中分离得到 的黄酮 、

生物碱 、聚炔等化合物约 种 ，其中 以黄酮类化合

物红花黄色素 （ 为主要有效成分 。

由 于红花成分的多样性 和药理作用 的广泛性 ， 对红

花的成分及药理活性
一直是研究热点 。 本文综述近

二十年国 内外对红花的化学成分研究 。

红花的化学成分

从红花中得到的 化学成分包括黄酮 、生物碱 、 聚

炔 、亚精胺 、木脂素 、倍半萜 、有机酸 、 留 醇 、烷基二醇

和多糖等 。

黄 类 红花 的黄 酮类 成分包括黄酮 、黄酮

醇 、二氢黄酮以及查尔酮等 。 黄酮是红花中最主要

的化学成分 ， 分别是 羟基山柰酚 （ 、 羟基 山

柰酚 葡萄糖苷 （

〕

、 轻基 山柰酚

葡萄糖苷 （ 、 经基 山柰 酚 ，

萄糖苷 、 羟基山柰酚 ， ’ 葡萄糖

苷 （ 、 经 基 山 柰 酚 ， 葡 萄 糖 苷
】

、 轻基山柰酚 ， 葡萄糖苷 （ 、

羟基 山 柰酚 葡 萄糖苷 葡 萄



苷 、芹菜素 （

⑷
、圣草酚 、 ，

二

羟基 甲氧基黄酮 芹糖 （
— 葡

萄糖苷 （ 、新红花苷 （ 、 ， ， 四

羟基黄烷 二 葡 萄糖苷 、 （

、 （

。 其中 黄爾醇主要

为 山柰酚和槲皮素 的衍生物 。 通 常糖取代位于

、 、 单糖取代以葡萄糖 、 鼠李糖 、 葡萄糖醛酸

为主
；
双糖取代 以槐糖 （

— 和 芸香 糖

— 较常见。 详细结构见图 。

糖醛糖 （ 、 羟基 山柰酚 芸香糖

葡萄糖苷 （ 、 经基 山 柰 酚 芸香糖

、山柰酚 （ 、 山柰酚 葡萄糖苷

、 山柰酚 芸香糖苷 严 、 山柰酚

葡萄糖苷 葡萄糖醛糖 （ 、
山柰

酚 槐糖苷 槲皮素 、槲皮素

葡萄糖苷 （ 、槲皮素 葡萄糖

苷 （ 、槲皮素 ， 葡萄糖苷 （ 、

槲 皮 素 鼠 李 糖 苷 葡 萄 糖醛 糖

、芦丁 、野黄芩苷 （ 、 羟基芹

菜素 （ 、 轻基芹菜素 二 葡萄糖

图 红花 中黄酮类成分

红花查尔酮类主要是醌式查尔酮类结构 ，分别

是红花醒昔 （

丨
】

、

丨

、

、 、

、 黄色素 、 经基红花黄

色素 、 、

、 、

⑷
、红花昔 （ 、

⑴
、

、 红 花 黄 色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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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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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类化合 物
一般 以 单 分子存在 （

，
少量以双分子聚合物存在 （ ，两分子的

醌式查耳酮 的 和 位之间 由
一个次 甲 基相

连 。
一般来说 红花 中的醌式査耳酮结构的 环 中

多为手性碳 ， 为 构型 ，且
一

般该碳连有一葡萄

糖碳苷 ；偶见 环的 连有葡萄糖碳苷 。 环一

般只有一个对位羟基取代 。 此外 ，
环 的 位和

位的羰基容易发生烯醇互变 ， 由 羰基变为羟基

取代 。 化合物 和红花黄色素

就是天然存在 的烯醇互变异构体 。 此外 有

少量的醌式查耳 酮结构 中还存在吡咯环 （ ， 。

详细结构见图 。

图 红花中 醒式査尔酮类成分

生物碱 红花 中分离得 到 的生物碱主要 以 羟色胺类衍生 物为 主 。 包括 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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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红花 中生物碱类成分

聚块类 从 红花 中分离得到 的聚炔 以十三碳

和十碳化合物为主 。 十三碳聚炔含 个炔基 ，少

有经基取代 ， 分别是 ， ，
， ，

、 ，

、 ， ， ，

〕

、
， ， ，

、
， ，

、反 十三烯 ， ， 四炔 ， 双醇

、反 ， 反 ， 十三烯 ， ，
三炔 双

醇 （
。 十碳 聚炔

一

般在 ， 位含有 个炔

基
， 位羟基与葡萄糖成苷 ，分别是

，

、
， ，

另

外 ， 随着对红花中聚炔研究的深入 ，从中还得到 了十

四碳的聚炔类化合物 ，包括 （
￡

，
￡

， ，

、 五
，

￡
，

， 、 （ ，

，

、 （ ，
，

， ，
，

’
， ，

。 聚炔类化 合物

苷元多是油状物形态且较不稳定 ，置于空气中易发

生聚变 ，形成糖苷之后
一

般 以粉末状态存在 ，稳定性

增加 。 详细结构见图 。

亚精胺 红花 中还含有亚精胺类成分 。 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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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羟色胺是吲 哚类生物碱 ，分子 中包含

吲哚环和对羟基桂皮酰胺 的基 团 。 此类 成分
一

般

以单分子结构存在 （ 少量 以双聚体 （

存在 。 此类成分
一

般极性较小 ，多存在于红花

油 以及 红花籽粕 中 ， 是天然 抗氧 化物质 。 详细 结

构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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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化合物为含有三个香豆酰基的亚精胺衍生物 。 分别

为 、 ，

和

，

见图 。

图 红花中 聚炔类成分

图 红花中 的亚精胺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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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从红花中分离得到 少量木脂素 ，包括

二节基 丁 内 酯

—

和骈 双四氢 呋喃丁香脂素 （ 和

见图 。

图 红花中 的木脂素类成分

从红花中还分离得到倍半萜 、有机酸 、 留醇 、烷基

二醇等成分 。 倍半萜有二氢红花菜豆酸 葡

萄糖苦和 。 有机酸包括油酸 、亚油酸 、月

桂酸 、肉豆蔻酸 、棕榈酸 、硬脂酸 、花生酸 、
丁二酸

、阿

魏酸等十余种 测得红花中 的亚油酸含量可

高达
’

。 甾醇有 豆 甾 醇 、 菜油 甾醇 、谷 甾

醇 、胡萝 卜昔 、孕 甾 醇 （

等
“

。 从 红

花中得到的烷基二醇类有二十到三十六烷烃的 ， 、

和 二醇 的化合物
°

。 红花中的红花多糖

基本组成为葡萄糖 、木糖 、阿拉伯糖 和半乳糖 酚 硫

酸法测的总糖含量约为 ，具有调节免疫功

能的作用 ，
也是红花 中的主要活性成分之

一

。 此外

红花中还含有腺苷类成分 。

红花的药理活性

红花为常见中药之
一

经多年临床 和药理研究

发现红花对心脑血管 、神经系统 、免疫系统均具有
一

定的作用 ， 同时具有抗炎镇痛 、抗肿瘤 、抗菌 、抗疲劳

等多种生理活性 。 红花的药理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

对心血管的作用 红花煎剂对蟾蜍和兔的心脏

有轻度兴奋作用 ，能够降低冠脉阻力 、增加冠脉流量

和心肌营养性血 流量 可 以使狗的 心收缩及扩张增

加 ，并可使肾血管收缩 ， 肾容积缩小
… ’

。 红花注射

剂能缩小麻醉犬的脾 肾容积 ；用含微量去甲 肾上腺素

或肾上腺素的乐 氏液灌流离体兔耳与豚鼠后肢血管

时 ，红花注射液有明 显的血管扩张作用 ；
对离体

兔心脏有较明显的减慢心律作用 ， 也能轻度增加小 鼠

心肌营养性血流量作用 。 红花黄色素具有 明显增加

冠脉血流量 ，改善心肌缺血 保护心肌细胞膜 电位 以

及影响心肌中高能磷酸化合物含量的作用 ；
还能改善

外周微循环障碍作用 能使高分子右旋糖苷所致兔眼

球结膜微循环障碍血流加速 ，
毛细血管网开放数 目 增

加和血细胞聚集程度减轻 。

对神 经 系统 的 作 用 红花煎剂对预 防婴 鼠减

压缺氧缺血后神 经元的 变形具有强有力 的 保护作

用 。 红花黄色素在对 衰老模 型小 鼠脑 细胞凋 亡

研究中发现 ， 能够降低脑细胞凋亡率 提高 的

表达 ； 能通 过抑制新 生大 鼠缺 氧缺 血后脑海 马

蛋白 （ 无 嘌呤 无嘧啶核酸 内切酶 氧化

还原因子 的下降来减少神 经细胞的 凋亡 。 羟

基红花黄色素 能够显 著抑制谷氨酸 引起 的

含量和 活性 变化 ， 减少谷氨酸 引 起 的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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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抑制谷氨酸 引 起的 神经细胞的 凋亡 、 能够显

著改善局灶性永久性缺血大 鼠的行为学缺陷 ，改善

脑水肿情况
°

。 红花注射剂 能明显减 轻 由 脑卒 中

引起的脑水肿
；
能够降低周 围神经缺血再灌注损

伤大 鼠 的 神 经 组织 中 和 钙 离子 含量 ， 升 高

活性 ，改善大 鼠肢体功能评分和神经 电生理指

标 ；能够预防和减轻新西兰大 白 兔脊髓缺血再灌

注损伤 增强脊髓组织的抗氧化能力 减轻脊髓组织

损伤 ，抑制 相关 蛋 白 表达从而抑制脊髓神

经细胞凋 亡 。

对免疫 系统的 作 用 红花水煎液对小 鼠的 非

特异性免疫功能以及细胞免疫功能均有明显的增强

作用 ， 能够增强单核细胞吞噬功能 ， 提高血清溶血素

浓度以及增加植物血凝素刺激下 的 淋 巴细胞转 化

率 ；能够提高 大 鼠外周血淋 巴细胞

检测的 阳性分率 。 红花黄色素能够 降低血清 溶

菌酶含量 、腹腔 巨噬细胞和全血 白细胞吞噬功能 ； 能

够降低小 鼠血清溶酶素浓度型超敏反应和血清溶酶

素产生 能够降低腹腔巨 噬细胞和全血 白 细胞 吞噬

功能 ， 抑制 、 淋 巴细胞增殖 ， 减轻混合拎包细胞

反应 ， 以及 仏 和 细胞的产生 以及活性 。 红

花多糖能够促进淋 巴细胞转化 增加小 鼠脾脏 中空

斑形成细胞数 ，对抗泼尼松龙 的免疫抑制作用 ； 与

细胞致有丝分裂原 在促进有丝分裂方面有协

同作用 ，对 细胞致有丝分裂原 无 明

显影响 。

抗炎镇痛 活性 红花具有
一

定的 抗炎镇痛活

性 。 研究发现 ，
红花 甲 醇提取物及水提取物能

抑制角叉菜胶所致的足肿胀 能对二 甲 苯致小 鼠

耳肿胀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在热板法和甩尾法中 ，红

花提取 物能够提高 小 鼠痛 阈 ， 具有 明 显 的 镇痛 活

性 。 红花黄色素对小 鼠热板法及 醋酸扭体实验

具有
一

定的镇痛活性 ；对 甲 醛性足肿胀有 明显 的抑

制作用 ，对组胺引起 的大 鼠皮肤毛细管 的通透量增

加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 ，对大 鼠棉球肉 芽 肿形成有显

著的抑制作用 ； 能够抑制血小板活化因 子 （ 诱

发的血小板聚集 、缓解毛细血管的通透性 的增加 ；抑

制 诱导的 经色胺释放以及血小板 内 游离钙

增加 ；
此外红花中分离得到的黄酮类化合物 杨梅

素和山柰酚可在体外呈浓度依赖性的抑 制 诱

发的 聚集以及 的释放 。

抗肿瘤 活性 红花能够降低血液黏稠度 减少

肿瘤组织的
“

乏氧细胞
”

，
改善恶性肿瘤患者血液的

“

高凝
”

状态
，使血液流变学参数趋于正常 ；

红花

的 甲 醇提取物可使荷瘤小 鼠 的平均肿瘤数 目 减少 ，

在皮肤癌的发生 过程 中有抑瘤 作用 ；
对 所

诱发的皮肤炎症及二 阶段致癌过程中有 抑制作用

并且认为红花 中抑制促癌 的物 质是 甾 醇类 和叠 焼

烃 ，

二醇类
°

；其水煎液还能对人宫颈癌细胞培

养柱 有抑 制作用 ， 乙 醇液 对小 鼠 ，

。 肉 瘤和淋巴瘤 腹水型有抑制作用 ， 同 时对 白

血病细胞体外实验也有抑制作用 。

其他活性 此外 ，研究还 发现红花具有抗菌 、

抗疲劳 、保肝等生理活性 。 红 花能够抑制 变形链球

菌附着能力 、菌斑形成量减少 ，细菌总蛋 白 亦下降

菌斑 中胞外葡聚糖含量降低 ；
红花能够显 出抗疲

劳活性 ，能够延长小 鼠耐氧时 间 以及在寒冷环境下

的生存时 间 ，表明红花能够增 强机体对有 害刺激 的

抵抗力 和对内外环境变化 的适应能力 ，并 因此提高

生命力和生存能力 。 红花注射液能够明显抑制离体

灌流 、肝灌流液 中 的 的升 高 ， 使流量增加并 接

近正常 有利于改善肝功能 。

结语

红花作为
一种 传统 中药 ，红花味辛 、温 ， 可活血

通经 ，化瘀止痛 ，活血解毒 。 治疗经闭 、难产 、死胎恶

露不行 、瘀血作痛 ，
跌打损伤 、妇女血气瘀滞腹痛等 。

红花具有抗氧化 抗炎镇痛 以及免疫调节等广泛 的

药理作用 ，在临床上有
一

定的 应用 。 红花注射剂或

红花针剂 ， 临 床上用来治疗冠心病 、 心肌梗塞 、脑溢

血 、
脑血栓等闭塞性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 、 中风病

等老年疾病 。 红花葡萄糖苷注射液还可治疗非终末

端尿毒症 。 红花甘草散治疗注射引起 的静脉炎 ，效

果显著 。 乙醇提取物制成 的红花 对冠心病 、心

肌梗塞有
一

定的疗效 。 另外 红花在 国外的 临床

上也被证明在治疗乳腺癌 、防动脉粥样硬化 、降低胆

固醇和 防治 原 发性 脂 肪酸缺乏病 都 有 一 定 的 疗

效 。

虽然对红花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取得了

一

定的成果 ，
目 前药效学 的研究多利用提取物或复

方制剂 对于活性单体化合物 的研究集 中在醌式查

耳酮类 的研究 中 ， 而红花 中含有的其他类物质也具

有广泛 的生理活性 ， 同样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 充

分利用我 国红花资源的 优势 ，对红花的成分及活性

进行深入的研究 ，对指导 临床用药和新药开发具有

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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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如 图 所示 ，保留时间和相对含量如表 所示 ，含

量达到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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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盐酸普拉格霣的色谱图

表 盐酸普拉格霣的相对含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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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本文从起始原料到合成最终产物盐酸普拉格雷

共经 步反应 ，总收率 终产物纯度达 。

本合成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以邻氟 苯 乙酸 和环丙烷 甲 酸 甲 酯 为原料合

成环丙基 氟苄基酮 ， 再经 溴代 制得化合 物

此方 法与文献
⑴
中用 邻氟苄溴为起始原料 ，

再

经溴代反应相 比 ，
避免了 使用 乙 醚 、 四氯化碳等毒

性较大的 溶 剂 ， 更加绿 色环保 ；
且 产率 大大提 高

适合工业生产 。

在化合物 的合成 中 ， 本合成 中用 乙腈为 溶

剂 碳酸氢钾为缚酸剂 ，文献 用碳酸钾做缚酸剂

反应收率低且需要用硅胶柱层析进行纯化 操作繁

琐 本方法改进后用异丙醇重结晶 ，避免了柱层析纯

化 ，且收率由 提高至 。

在制备化合物 的过程中 文献
⑷
需要通过硅

胶柱层析后再重结晶来进行纯化 本合成通过对重

结晶 方法 的改进 ，仅用乙腈 水重结晶 ， 即可制得纯

度较高的产品 ， 简化了纯化方式 。

在最后
一

步成盐过程中 ，反应温度及浓盐酸的

滴加速度尤为重要 本方法采用 搅拌下分两次

滴加 ，能高收率的得到纯度高的产品 。

本文对于得到 的终产品进行了含量测定 ，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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