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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综述人参及人参皂苷镇痛作用的研究进展。方法 通过检索国内外文献 54 篇，着重阐
述人参、人参皂苷以及人参单体皂苷的镇痛作用。． 结果 常用的阿片类药物、非甾体类抗炎药以及
各种类型的癌症治疗佐剂在镇痛的同时会给患者带来不良反应。人参及活性成分人参皂苷具有
一定的镇痛作用，且不具有常用药物的成瘾性。结论 人参及人参皂苷镇痛作用的研究尚处于起步
阶段，未来我们应将人参皂苷的镇痛作用与抗癌作用相结合，为天然产物的研究与开发提供有价
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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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是一种十分普遍地令癌症患者们担忧和

恐惧的感觉，它影响着病人的行动能力和整体生

活质量［1 － 4］。疼痛被国际疼痛研究协会定义为:

与潜在或现存组织受损有关，所产生的不愉快感

觉与情绪体验［5］。目前，常用的镇痛药分为阿片

类药物( 可卡因、吗啡等) 和非甾体抗炎药( 阿司

匹林等) ，其在临床上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但在临

床应用中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因此，

探索发现不良反应小、安全性高、选择性好的新型

镇痛药物与先导化合物已成为当今医药领域的研

究热点［6］。
人参( Panax ginseng C． A． Mey． ) 为五加科

植物人参的干燥根及根茎。性甘、微苦、平。归

脾、肺、心经。具有益智安神、止渴生津、益肺补

脾、大补元气之功效［7］。“人参”一词最早出现于

公元前 1600 ～ 1100 年商朝的甲骨文中［8 － 9］，而对

人参的药用价值的首次详细描述出现在《神农本

草经》［10］:“味甘微寒。具除邪气、开心益智、止惊

悸、安精神、定魂魄之用，主补五脏。久服轻身延

年。”现代科学研究发现，人参中含有多种活性物

质。大量研究结果显示，人参具有抗糖尿病［11］、
调节免疫系统［12］、抗疲劳［13］、抗衰老［14］、增强中

枢神经系统活动［15 － 16］、治疗心血管疾病［17 － 18］、保
护肝脏［19］、抗肿瘤［20］等多种药理作用。

作为一种名贵的传统中药，人参还被用来减

轻牙痛、腹痛、胸痛、炎症性疼痛和神经痛［21］等症

状。有研究结果显示: 人参中的活性成分人参皂

苷是一种四环并连有糖的类固醇样结构，这种化

学结构性质使其具有与乙酰胆碱、肾上腺素、组胺

及阿片类药物相似的作用［22 － 23］。随后与人参镇

痛作用相关的研究陆续展开，出现了镇痛作用的

肠溶人参糖蛋白微丸［24］单味药制剂以及化瘀止

痛颗粒、通痹活血镇痛膏等含有人参的中药镇痛

复方制剂［25 － 28］。也有研究将镇痛复方中药中人

参皂苷的含量作为质量控制标准［29 － 31］。因此，本

文作者通过对国内外文献查阅和整理，对人参及

人参皂苷的镇痛作用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人参及人参提取物镇痛作用

吴瑕等［32］研究发现，竹节人参大剂量给药能

延长 热 板 实 验 中 小 鼠 疼 痛 反 应 的 潜 伏 期。
HUONG 等［33］口服给动物越南人参提取物 100 ～
200 mg·kg －1 可阻断 K － 阿片受体激动剂 U-50，

488H( 选择性 K-阿片受体) 在热板法实验中的镇

痛作用，且呈现一定的剂量依赖性关系。WANG
等［34］通过研究发现，20 mg·kg －1 人参根糖蛋白
PGG3 在给动物 30 min 后 的 镇 痛 率 为 57. 69%
( P ＜0. 05，30 min) 。LEE 等［35］给 ICＲ 小鼠人参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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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正丁醇提取物 300、500 mg·kg －1后，单位时间内

扭动次数分别减少了 27%和 32%。

2 人参皂苷的镇痛作用

张纯武等［36］通过研究证实，高、低剂量组人

参皂苷可明显降低小鼠醋酸致痛实验中的扭体次

数，高剂量组与阳性药消炎痛的效果基本相当，且

呈量效相关。HAHN 等［37］证明人参皂苷可缓解

注射有毒的化学物质辣椒素引起的疼痛。向腹腔

内注射人参皂苷可缓解在小鼠足跖面注射辣椒素

引起的致痛反应; 鞘内或脑室内给人参皂苷也能

够缓解辣椒素的致痛，镇痛效果随给药剂量的增

加而加强［38］。给人参总皂苷( 100 mg·kg －1 ) 可

增加小鼠对 U-50，488-H 在甩尾实验中引起镇痛

作用的耐受性［39］。腹腔注射人 参 总 皂 苷 100、
200 mg·kg －1后，小鼠的机械缩爪阈值与发生痛

觉过敏后的机械缩爪阈值相比有显著增加［40］。
在小鼠外科手术切开致痛前后腹腔内注射人参总

皂苷，机械缩爪阈值上升，并且可以降低切开后血

清 1L －1β 水平［41］。在注射给药体积分数为 1%
福尔马林后的持续疼痛阶段，给原人参二醇皂苷与

原人参三醇皂苷后表现出抑制跛行、舐咬足跖等痛

反应行为，AD50 分别为 44. 5 和 105 mg·kg －1［42］。
人参总皂苷抑制吗啡引起的镇痛反应可持续至少

6 h; 鞘内注射人参总皂苷 1 μg 几乎完全抑制

2 μg吗啡脑室内注射引起的甩尾反应［43］。鞘内

注射人参总皂苷也可减弱冷水游泳引起的小鼠甩

尾抑制反应［44］。

3 人参单体皂苷的镇痛作用

JUNG 等［45］研究结果显示，人参皂苷-Ｒc 可

增强注射辣椒素所致的内向电流，并呈现一定的

浓度 依 赖 性 与 可 逆 性。体 外 注 射 人 参 皂 苷-Ｒf
100、200 mg·kg －1，能提升小鼠在热板法实验中痛

觉耐受的温度，高剂量镇痛效果较为明显［46］，能

够明显延长辣椒素诱导大鼠疼痛的潜伏期，降低

大鼠的痛觉敏感程度［47］，能增强 U50 诱导的镇痛

作用，抑制小鼠对其镇痛作用的耐受性［48］。分别

给人参皂苷-Ｒg1 20、40 mg·kg －1 时，可使热板法

实验中的小鼠痛阈值有轻微提高［49］，单独鞘内给

关节炎大鼠-Ｒg1 100 μg，有轻微镇痛作用［50］，高、
中、低剂量人参皂苷-Ｒg1 对大鼠福尔马林致痛均

有明显抑制作用( P ＜ 0. 05 ) ，且呈现一定的剂量

依赖性［51］，给人参皂苷-Ｒg3 1. 5 mg·kg －1 时机械

缩 爪 阈 值 最 高，而 给 人 参 皂 苷-Ｒg3 大 于

2 mg·kg －1时镇痛作用无明显变化［52］。HUONG
等［53］研究发现，给小鼠注射越南人参皂苷 Ma-
jonoside-Ｒ2 1. 5 ～ 6. 2 mg·kg －1 或脑室内以及鞘

内给药 5 ～ 10 μg /只，可抑制可乐定在夹尾实验

中引起的镇痛作用，并呈量效关系，能够减弱小鼠

夹尾实验中的心理应激与足底休克应激诱发的镇

痛作用［54 － 55］。
SUH 等［43］研究发现，不同剂量鞘内给药 4 种

人参皂苷 Ｒb2、Ｒc、Ｒd 和 Ｒg1，可分别抑制由吗啡

鞘内给药引起的镇痛，抑制效果随剂量的不同而

改变。人参单体皂苷 Ｒb1、Ｒd、Ｒe、Ｒg1 可有效减

弱冷水游泳引起的甩尾反应，抑制效果随时间的

增 长 而 减 少［44］。给 人 参 皂 苷 Ｒc、Ｒd、Ｒe
100 mg·kg －1可明显抑制注射体积分数为 1% 福

尔马林后 11 ～ 40 min 内小鼠的持续疼痛反应，镇

痛效果大小为: Ｒd ＞ Ｒc ＞ Ｒe ［56］。将文献中关于

多种人参单体皂苷体内镇痛作用的研究结果补充

整理见表 1。

Table 1 Study on the analgesic effect of monomer Ginsenoside
表 1 人参单体皂苷体内镇痛作用的实验结果

Sample Animal species Dosage / ( mg·kg －1 ) Ｒesults Ｒef．

Ginsenoside Ｒf 7 － 12Weeks Swiss-
Webster mice

0 － 400 The temperature of pain tolerance in the hot
plate test of mice

［44］

Ginsenoside Ｒf Ｒrats —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MTW and educe pain
sensitivity in rats

［45］

Ginsenoside Ｒf Male Swiss mice 10 － 10、10 － 12、10 － 14 The tolerance of opioid analgesia was increased
in mice

［46］

Ginsenoside Ｒg1 BALB /mice 10、20、40 It has a weak analgesic effect，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47］

(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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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Table 1

Sample Animal species Dosage / ( mg·kg －1 ) Ｒesults Ｒef．

Ginsenoside Ｒg1 Male SD rats 0. 05 － 0. 2 The MTW performance of IT administration
was lower than the initial analgesic effect of
morphine and higher than pre administration

［48］

Ginsenoside Ｒg1 Kunming mice( SPF) 5、10、20 Different dose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writ-
hing response in mice induced by acetic acid

［49］

Ginsenoside Ｒg3 Adult male Sprague-
Dawley rats

0 － 4 MW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e showed a
curvilinear

［50］

Majonoside-Ｒ2 4Weeks male ddY mice 1. 5 － 6. 2 Attenuated the analgesic effect of opioids ［51］
VG ginseng、Ma-
jonoside-Ｒ2

5Weeks male ddY mice 3、6. 2、12. 5、
25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the analgesic effect of
mouse tail experiment

［52］

Majonoside-Ｒ2 5Weeks male ddY mice — Attenuates the opioid-induced antinociception
by acting at the spinal and supraspinal levels

［53］

monomer ginsen-
osides

ICＲ mice 100 All these ginsenosides showed much higher in-
hibition of the second phase

［54］

4 结语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查阅、整理后发现，在动物

行为学实验中，不同种类的人参和不同提取部位

的人参提取物，分别具有不同程度的镇痛活性。
人参总皂苷和人参单体皂苷镇痛作用的研究报道

较为多见。人参皂苷在给药 20 ～ 200 mg·kg －1剂

量内，无论是口服还是注射给药，对实验用动物都

显示出明显的镇痛作用。人参单体皂苷 Ｒc、Ｒd、
Ｒg1、Ｒg3、Ｒf 和越南人参皂苷 Majonoside-Ｒ2 等不

同剂量、不同种动物、不同给药方式的实验结果，

也都证明它们具有不同程度的镇痛效果( 表 1 ) 。
人参及人参皂苷镇痛作用的研究结果使人们有希

望减少或避免阿片类药物产生的不良反应，看到

天然产物研发的前景，这对与人参及人参皂苷的

新 的 药 用 价 值 推 广 应 用 具 有 重 要 的 社 会 经 济

意义。
关于人参镇痛行为学和机制方面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并且以国外文献居多，而

现今对的镇痛活性评价相对较少。以往对人参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参根部，而对人参地上部位的

开发利用不足。因此，应深入开展人参地上不同

提取部位( 茎、叶、果实) 和各个单体人参皂苷镇

痛作用的研究实验，寻找并发现新的有效部位和

单体皂苷，探索各人参单体皂苷的功效关系，找到

镇痛效果更强的活性成分，并从分子水平乃至基

因水平进行作用机制的探究，准确、全面的分析和

评价它们的镇痛的效果和机理，为人参及人参皂

苷的镇痛作用提供并阐明新的科学依据。未来的

研究还应将人参皂苷的镇痛作用与抗癌作用相结

合，进行双重效果评价与应用开发，使人参及其皂

苷其发挥出更高的功效与价值，为研制出高效、低
毒的天然来源的镇痛、抗癌药物提供有价值的科

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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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progress on antinociceptive effect of ginseng
and ginsenosides

WANG Ziyi1，HE Cuiwei1，ZHANG Youzhen2，XIAO Shengnan2，ZHAO Yuqing3*

( 1. College of Pharmacy，Gu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Nanning 530020，China;

2.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ateria Medica，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016，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Structure-based Drug Design and Discovery，Ministry of Education，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01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analgesic effects of Panax ginseng and
Ginsenosides．Methods Pain，antinociceptive effect of Panax ginseng and ginsenosides were mainly discussed
by searching 54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Ｒesults Various kinds of anticancer reagents，such as non-
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and opioids，had great side effect clinically． Some studies found that
ginsenosides and active components of ginseng had antinociceptive effect and were non-addictive．
Conclusion The analgesic effect of Panax ginseng and ginsenosides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We will combine
the analgesic with anticancer effect of Panax ginseng and ginsenosides in the future，which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atural products．
Key words: ginseng ; ginsenoside; antinociceptive; pain; research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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