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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又名田七、参三七，主产于云南、广西及四

川等地，多为栽培品，是临床常用的活血化瘀中药。

其味甘、微苦，性温，主归肝、胃、大肠经，具有止血、

散瘀、消肿、止痛、补虚等功效，主治咯血、衄血、外

伤出血及跌打肿痛等。三七及其主要成分的制剂多

年来常用于治疗冠心病、糖尿病等心脑血管疾病并

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近年来三七在免疫性疾病的研

究逐渐增多，并显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现着重三

七的主要成分及其在免疫调节方面研究进展作一

简要概括。

1 三七主要成分研究

三七主要含皂苷类、多糖、黄酮类、挥发油类、

氨基酸类、甾醇、无机物、油脂等成分[1]。相关研究表
明，皂苷类、多糖、挥发油成分等是多种中药免疫增

强剂起作用的主要活性成分[2]。
1.1 皂苷成分 皂苷是由皂苷元、糖和糖醛酸所组

成的一类复杂的苷类化合物。三七总皂苷系三七提

取物的有效活性成分 [3]，总皂苷含量可达三七化学
成分的 8%~12%。迄今为止，已从三七植物的不同部
位分离得到 70余种单体皂苷成分，其中根部位 41种，
根茎（剪口）部位 33种，茎叶部位 23种，花蕾部位
13种，果梗部位 12种，果实及种子部位 9种[4]。其单
体皂苷成分主要为达玛烷型的 20（杂）原原人参二醇型
和 圆园（杂）原原人参三醇型，这些单体皂苷中有很多与
人参中所含皂苷成分相同，如人参皂苷 Rb1、Rb2、Rb3、
Re、Rc、Rd、F2、七叶胆苷御、七叶胆苷愈喻和人参

皂苷 Re、Rg1、Rg2、Rh1。但与人参有着显著区别是
其未发现含有齐墩果酸型皂苷。除此以外，也有一些

是三七所独有的皂苷类成分，如三七皂苷 R1、R2、R4、
R6、Fa等。现就各部位的皂苷成分作一简单的总结。
1.1.1 三七根皂苷的研究 三七根皂苷单体约有

41种，其含量约占总皂苷的 8%~9%。Masayuki等[5-6]

先后从三七干燥根中提取分离出三七皂苷 A、B、C、
D、E、G、H、I、J、L、M、N共 12种新皂苷。且首次分离
得到三七皂苷 K、西洋参皂苷 R1、人参皂苷 Ra3、人
参皂苷 F。刘进怀等[7]由干燥根中发现野三七皂苷
H、野三七皂苷 E、竹节参皂苷 L5、丙二酰基人参皂
苷 Rg1 以及三七皂苷 J、R1、R2 和人参皂苷 Rh3
等，且提取分离出水解后的三七皂苷 T1、T2、T3、T4、
T5 [8]。与此同时，姜彬慧等 [9]提取分离出人参皂苷
CK、Rh1、MC和 Fe。
1.1.2 三七根茎（剪口）皂苷的研究 云南省文山

州三七研究所先后从三七根茎（剪口）中分离到皂

苷类（达玛烷型四环三萜）化合物 34个。其中，三七
皂苷 Rw-1、Rw-3、Rw-4、Rw-5、Rw-6、Rw-7为 6种
新化合物。人参皂苷 Rh4、韩国人参皂苷 R1、人参皂
苷域等 3种为首次从三七中分离得到。原人参二
醇、三醇、圆园（S）人参皂苷 Rg3、20誖 人参皂苷 Rg3、
人参皂苷 F2、F1、三七皂苷 S、Rw-2、T、E、T5等 11种
为首次从三七根茎（剪口）中分离得到。另外还分到

人参皂苷 Rh1、Rg2、Rg1、Re、Rd、Rb1、20-O-葡萄糖
人参皂苷Rf、三七皂苷R1、Fa、R2、胶股蓝皂苷愈喻、人
参二醇、人参三醇、圆园（杂），24 -epoxydammarane-3茁，
6琢，12茁，25-tetrol等 14种[10]。使得三七根茎皂苷的
研究向前跨越程度明显提高。

1.1.3 三七茎叶皂苷的研究 三七茎叶皂苷含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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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苷约 4% ~6%，其中以人参皂苷 Rb3、人参皂苷
Rc、三七皂苷 Fc、人参皂苷 Rb1含量相对较高[11]。研
究报道三七茎叶的主要有效成分，还包括人参皂苷

Re，绞股蓝皂苷御及三七皂苷 Fa及 Fe。除此之外，
李海舟等[12]还从三七茎叶乙醇提取物中分离、鉴定
出 8种化合物，分别为：人参皂苷 Rh2、F2、Rg1、Rd，
绞股蓝皂苷育、愈喻，三七皂苷 R1，甘草素，芹糖甘
草苷。随着研究的深入，姜彬慧等[12]从三七叶中提取
分离出人参皂苷 CK、MC，且首次从三七叶中提取
分离出 20誖 -人参皂苷 Rg3和 Rh2。
1.1.4 三七花蕾皂苷的研究 通过对三七花蕾的

皂苷成分研究，分得 10种化合物，经光谱方法确定
其中 6种的结构：茁-谷甾醇、胡萝卜苷、三七皂苷-
Fe，绞股蓝皂苷-御，人参皂苷-Rc和人参皂苷-
Rb3。除人参皂苷-Rc外，其余 4种均为首次从三七
花蕾中得到的化合物[13]。
1.1.5 三七果梗皂苷的研究 魏均娴等 [14]首次研
究果梗中皂苷成分，共分得 12种单体皂苷，鉴定了
11种，分别为人参皂苷 Rb1、Rb3、Rc及 Re，三七皂
苷 R1、Fa、Fc及 Fe，绞股蓝皂苷御、幡、愈喻，量微的
一种皂苷尚待鉴定。微量的 2园（杂）-原人参三醇型皂
苷、人参皂苷 Re 及三七皂苷 R1，绞股蓝皂苷幡系
首次从三七中分得，绞股蓝皂苷愈喻系首次从三七
地上部分分得。

1.1.6 三七果实及种子皂苷的研究 高锐红等[15]自
果实中分得主要皂苷成分为人参皂苷 Rb3及三七
皂苷 Fc。均为 圆园（杂）原原人参二醇型皂苷。但就此部
位皂苷的研究较少，可能与该部位皂苷含量相对较

少相关。

1.2 多糖成分 多糖成分是多种中药免疫增强剂

起主要作用的活性成分之一，近 20年国内外三七多
糖的药理研究也集中在对免疫功能[16-17]的影响上。
三七中含有 Fac、Ara、Xyl、Gal、Glc、N-Z乙酰氨基糖
组成的一组分子量在 700~5 000之间的糖肽。三七
水提取物中分离出含有 Ara、Glc、Gal等多糖成分和
Sanchinan-A、三七多糖组分 PNS 玉、PNS 域[18]。崔秀
明等 [19]研究发现三七多糖质量分数约为 0.011%耀
0.18%。而刘岩等[20]研究测得的三七多糖质量分数为
4.2%耀16.8%。但有关三七多糖的提取方法不尽相同，
不够规范，分析可能是这种差异的原因。

1.3 挥发油成分 现已从三七挥发油中分离鉴定

出 34种化合物[21]，主要是酮烯倍半类脂肪酸酯苯取
代物、萘取代物[22]。研究表明[23]，三七挥发油中存在

具有抗肿瘤活性的二十碳二烯酸化合物，相对含量

可达 12.37%。但目前研究对三七挥发油成分方面研
究甚微。

因三七其他成分，如氨基酸类、甾醇、无机物、

油脂等成分在免疫方面的研究甚少，故在此不予

总结。

2 三七免疫作用研究

《内经》已对免疫概念有一定的认识，其记有：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研

究发现，皂苷有杀虫抗菌的作用，促进淋巴细胞转

化及抗体与干扰素的产生，增强网状内皮系统的吞

噬功能；多糖是多种中药免疫增强剂起主要作用的

活性成分。免疫系统按识别方面的差异可分为非特

异性与特异性免疫两方面。非特异性免疫主要涉及

吞噬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等，特异性免
疫主要由 T细胞、B细胞等参与。现就三七在免疫
作用方面的研究归纳如下。

2.1 三七及其药物制剂的免疫作用 三七及其药

物制剂对免疫调节的作用表现在其能提高机体的

特异性和非特异性细胞免疫功能。

三七对免疫应答各阶段均有影响。王嘉明等[24]

应用特异性玫瑰花形成细胞和溶血空斑形成细胞

两种测定方法，检测三七水煎剂在小鼠体内对自

然杀伤细胞、巨噬细胞、抗原结合细胞和抗体分泌

细胞的影响。结果表明，三七水煎剂对特异性玫瑰

花形成细胞测定（SRFC）和溶血空斑形成细胞测定
（PFC）均有促进作用。SRFC反映了机体免疫功能早
期状况，PFC敏感地反映了机体特异性体液免疫功
能和免疫应答末期情况，说明三七水煎剂在机体免

疫早期和免疫应答末期都有免疫增强作用，并能促

进特异性体液免疫功能。

三七还可以通过其抗氧化的药理作用发挥其

免疫调节作用。孙云等[25]用 D-半乳糖衰老模型小鼠
连续灌服复方三七口服液，称量衰老小鼠的胸腺及

脾脏指数。研究结果表明其可提高实验性衰老小鼠

的胸腺及脾脏指数、加快碳粒廓清速率、促进脾淋

巴细胞转化等免疫学指标，提高衰老小鼠血清超氧

化物歧化酶水平、降低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含

量，有效的起到抗氧化的作用。

三七药物制剂可以作用于各免疫细胞，发挥其

免疫功能。荷瘤小鼠因外周血 T细胞亚群中不同细
胞比例出现异常，表现出小鼠机体免疫功能在很多

方面都减弱，运用复方人参皂苷 Rh2注射液能显著
120



天 津 中 医 药 大 学 学 报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栽蚤葬灶躁蚤灶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燥枣 栽则葬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第 33卷 第 2期
圆园14年 4月

灾燥造援33 晕燥援2
Apr援2园14

提高荷瘤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促进小鼠脾

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杀伤活性及产生的细胞因
子白细胞介素原圆（陨蕴原圆）活性，明显改善荷瘤小鼠的
免疫功能[26]。
临床方面，三七的免疫作用也得到印证。沈颖

等[27]采用免疫花环试验追踪检测由生三七治疗 IgA
肾病（红细胞免疫低下）患者前后的红细胞 C3b受
体花环率（RBCC3b），红细胞免疫复合物花环率
（RICR），红细胞免疫黏附促进因子（RFER），红细胞
免疫抑制因子（RFIR）变化。证实 IgA肾病患者接受
生三七治疗后 RBCC3b、RFER 明显上升，RICR、
RFIR则明显下降。提示三七对改善其红细胞免疫
功能有积极的作用。

2.1.1 三七总皂苷的免疫作用 近年研究已证明，

三七总皂苷能提高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提高粒细

胞吞噬杀菌能力[28]。
周小玲等[29]通过对检测肺泡巨噬细胞吞噬率、

外周血白细胞移行抑制实验、脾细胞特异性玫瑰花

环形成细胞率等免疫指标，证明三七总皂苷可明显

增强机体的非特异性细胞免疫功能。但对体内形成

抗体的 B淋巴细胞增殖方面无明显的影响。宾利
等 [30]也验证了上述实验结果，其用 51Cr释放实验诱
导的小鼠脾细胞研究三七皂苷的抗瘤活性，其发现

在刀豆蛋白 粤（悦燥灶粤）与植物血凝素（孕匀粤）同时存
在时，诱导的细胞具有较强的抗瘤作用。进一步的

实验表明，三七皂苷能改变脾细胞内环磷酸腺苷

（悦粤酝孕）的含量，但对脾细胞的增殖没有刺激作用。
梁勇等[31]也通过常规分离纯化得到三七不同部位总
皂苷，并采用溶血实验、脾淋巴细胞增殖实验等体

外免疫活性实验研究证明三七筋条总皂苷与三七

主根总皂苷均可呈剂量依赖性地促进 ConA和脂多
糖（蕴孕杂）两种刺激剂诱导的小鼠 T、B淋巴细胞增殖
能力。可能说明三七皂苷只有 ConA与 PHA存在的
情况下促进脾细胞增殖能力，但本身对脾细胞无直

接增殖能力。

三七皂苷除对免疫细胞作用外，还对免疫复合

物有一定的作用。张文琦等[32]用纯化的三七根皂苷
及叶皂苷给小鼠灌胃，观察其对红细胞免疫功能的

影响。从结果观察到：三七根及叶皂苷使 C3b受体
花结率增多，提示用药后红细胞的 C3b受体活性明
显增加，有利于机体清除免疫复合物。其增加 IC花
结率，提示用药后红细胞黏附免疫复合物的能力明

显提高，以维持机体的免疫稳定性，且这些作用均

具有剂量依赖性。

三七皂苷还可与其他中药配伍发挥免疫增强

作用。肖幸丰等[33]用三七总皂苷配伍淫羊藿苷，显著
提高脾细胞 IL-2的产生，而单用其中任何一种，均
无显著促进作用，该作用可能与两者配伍用的多靶

点多层次作用特点有关，可供研究者进一步研究探索。

通过以上总结可以得出三七总皂苷免疫方面

的研究多集中于体外实验，且在分裂原 ConA 与
PHA存在的情况下，对淋巴细胞的增殖能力有一定
的增强作用，但其本身可能不具有分裂原作用，且

三七皂苷体内实验涉及甚少，值得在此方面进行深

入的研究探讨。

2.1.2 三七皂苷单体的免疫作用 三七皂苷各单

体也可起到一定的免疫增强作用。已证实人参皂苷

Rb1、Re对 ConA诱导的 T淋巴细胞增殖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34]。人参皂苷 Rg3在体外能明显增强 NK
细胞的吞噬活性。

研究报道[35]人参皂苷 Rg1主要经肠道细菌代谢
成 Rh被吸收。Rg1本身及其代谢产物 Rh都具有促
进 ConA诱导的 T淋巴细胞增殖而不促进 B淋巴细
胞增殖的作用。其除对正常小鼠作用外，还对免疫

抑制小鼠发挥免疫增强作用。江源等[36]采用环磷酰
胺皮下注射造成小鼠免疫低下模型，通过观察 Rg1
对该模型小鼠外周血白细胞总数、淋巴细胞百分率

及 ConA诱导的脾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证明 Rg1
可改善该模型的免疫低下状态，但不能使其完全恢

复至正常的状态。同时发现，与三七作用类似，Rg1
虽不可直接诱导脾淋巴细胞增殖，但能促进 ConA
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体外增殖，分析可能与三七

皂苷 Rg1促进免疫活性物质的释放发挥其免疫增
强作用。

陈静等[37]经硅胶柱层析三七根的乙酸乙酯部位
分离得到 3个新的达玛烷型三萜皂苷 notoginseno原
side原蕴（1）、原酝（圆）和原晕（猿），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ELISA）研究了其可增加经卵清蛋白刺激的雌性
ddy小鼠血浆中的 IgG的水平，起到免疫增强作用。
通过上述总结得出，三七皂苷部分单体对免疫

功能也可起到一定的增强作用。但目前集中于单体

相关免疫功能的研究尚缺乏。对各个单体研究的侧

重点也不尽相同，可能与各单体提取工艺不一，成

分在三七中所占含量比例不固定相关联。

2.2 三七多糖的免疫作用 中药多糖是一类有效

的免疫调节剂[38]，三七多糖也具有一定该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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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三七多糖对正常小鼠具有免疫增强作用。陈新

霞等[39]研究证明体外用药三七多糖能促进小鼠脾淋
巴细胞增殖转化作用，促进其迟发性变态反应，提

高小鼠抗体生成细胞的能力。其又通过三七多糖灌

胃正常的小鼠从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单核-巨噬细
胞吞噬功能和 NK细胞活性等 4个方面，结果表明
三七多糖均具有增强免疫力的功能。体内用药具有

促进巨噬细胞活性、调节小鼠 NK细胞的作用[40]。
有些研究证明，三七多糖还具有双向免疫调节

作用。王健[41]证明三七多糖 PNPS域a、域b体外用药
低浓度时可促进正常小鼠脾淋巴细胞的增殖，但

在高浓度时则呈现抑制作用。细胞周期分析表明

PNPS域b在一定浓度范围内使小鼠脾细胞中分裂
期的细胞数目增多，促进细胞的增殖，而高浓度时

可阻断脾细胞的分裂，抑制其增殖。盛卸晃等[42]也通
过纯化的三七多糖 PNSP域a和 PNSP域b体外作用
正常小鼠，研究而得其在一定浓度内可促进小鼠脾

淋巴细胞增殖或者协同有丝分裂原 PHA促进脾 T
淋巴细胞的增殖，而在高浓度时起抑制作用。

三七多糖除对正常小鼠有作用外，还可改善免

疫抑制状态。张朝贵等[43]行双侧股骨离断术造成大
鼠创伤免疫抑制模型，使用流式细胞仪测 CD4+细胞
和 CD8+细胞，结果表明创伤后免疫抑制主要表现为
CD4+细胞减少方面，而三七多糖能减缓创伤后大鼠
的 CD4+细胞下降水平。蔡瑛等[44]采用与张朝贵相同
的方法研究结果显示，三七多糖体外对小鼠 NK细
胞有调节作用；体内用药对巨噬细胞活性有促进作

用，可明显提高脾脏空斑形成细胞的数量。即其可

对创伤大鼠细胞免疫功能具有明显上调作用。

上述总结可得，三七多糖不仅对正常小鼠起免

疫促进作用，还可改善免疫抑制状态，可能具有双

向调节的作用。

2.3 三七挥发油成分的免疫作用 三七挥发油中

存在具有抗肿瘤活性的二十碳二烯酸化合物，对相

对含量约达 12.37%。研究发现，挥发油成分可提高
血清中的溶菌酶含量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酶）、
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升高血液中白细胞数作

用以及增强血清中备解素浓度的作用。但目前多集

中在三七挥发油提取及含量测定方面，对其免疫方

面的研究甚少。

3 三七在免疫方面的实验方法研究

检测免疫作用的方法和技术很多，其中影响非

特异性免疫功能的实验方法包括：碳粒廓清法、溶

菌酶测定法等；与特异性体液免疫功能相关的实验

方法有：血清溶血素测定法、溶血空斑实验（孕云悦）
等；影响特异性细胞免疫功能的实验方法有：淋巴

细胞转化实验（3H-TdR法）、二硝基苯诱导迟发型
变态反应（阅栽匀）等等。此处就近年三七相关免疫功
能测定的方法归纳如下。

3.1 三七在正常动物免疫方面的实验方法研究 梁

勇等[31]采用正常 SD大鼠，腹腔注射三七总皂苷，分
别测定脏器指数、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腹腔巨

噬细胞分泌肿瘤坏死因子 琢（TNF-琢）、ConA诱导的
鼠脾淋巴细胞转化实验、NK细胞活性 5个指标检
测其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有研究通过正常 Wistar 大鼠腹腔注射三七总
皂甙，检测肺泡巨噬细胞（粤酝）吞噬率、外周血中性
粒细胞（孕酝晕）吞噬率、外周血白细胞移行抑制试验
（酝陨栽）、脾细胞特异性玫瑰花环形成细胞率 4个指
标检测其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张文琦等[32]对正常昆明小鼠灌胃给予三七根皂
苷、三七叶皂苷，通过 IC花结测定、C3b受体花结测
定两个指标检测其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诸多研究采用正常 BALB/C小鼠[24,33]灌胃用药，
通过免疫器官(胸腺和脾脏)指数测定、绵羊红细胞
诱发小鼠迟发变态反应 DTH、ConA诱导的小鼠脾
淋巴细胞转化实验、小鼠碳廓清实验、小鼠腹腔巨

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实验、NK细胞活性测定、血清
溶菌酶含量测定、溶血空斑形成细胞测定、特异玫

瑰花形成细胞（杂砸云悦）等指标，观察三七和灵芝孢子
粉提取混合物、三七总皂苷、三七水煎剂和三七多

糖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陈新霞等[39]用三七多糖对正常 ICR小鼠灌胃用
药，通过免疫器官（胸腺和脾脏）指数测定、ConA诱
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实验，二硝基氟苯（阅晕云月）
诱导的小鼠迟发性变态反应，抗体生成细胞检测，

血清溶血素实验，小鼠碳廓清实验，小鼠腹腔巨噬

细胞吞噬鸡红细胞实验，NK 细胞活性测定实验
8个指标检测其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3.2 三七对环磷酰胺模型免疫功能的实验方法研

究 有研究通过环磷酰胺造模的昆明小鼠灌胃用

药，通过生存时间、实体瘤质量、免疫器官（胸腺和

脾脏）指数、外周血白细胞（宰月悦）总数与淋巴细胞
百分率的测定、ConA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转化
实验等指标，检测三七粉、三七皂苷 Rg1对免疫功
能的影响[36]。

122



天 津 中 医 药 大 学 学 报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栽蚤葬灶躁蚤灶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燥枣 栽则葬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第 33卷 第 2期
圆园14年 4月

灾燥造援33 晕燥援2
Apr援2园14

3.3 三七对实验性衰老模型免疫功能的实验方法

研究 孙云等[45]用复方三七注射液对 D-半乳糖造
成的实验性衰老模型小鼠灌胃用药，通过免疫器官

(胸腺和脾脏)指数测定、碳粒廓清实验、小鼠淋巴细
胞转化实验、抗氧化功能检测 4个指标检测其对免
疫功能的影响。

综上所述，三七含有多种成分，但各成分研究

深度不一，主要集中于三七皂苷及多糖等含量较高

成分的研究方面，单就三七皂苷的各组分之间的关

注也不尽相同，无形中构成全面深入研究三七的障

碍。三七及其成分在免疫方面的成效已经日趋明

显，这种生物活性为三七在抗炎及治疗免疫性疾病

方面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前景，从长远来看，中药三

七免疫调节作用应用于临床治疗免疫性疾病有较

大价值，但其机制及其有效物质基础等研究还稍有

薄弱之处，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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