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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茯苓芩素及其药理作用简介

茯苓芩素及其来源与提取

1. 茯苓芩素是一种从茯苓中提取的五环三萜化合物，具有抗炎、

抗氧化和抗肿瘤等药理活性。

2. 茯苓菌株、培养条件和提取方法的不同会影响茯苓芩素的产

量和纯度。

3. 超声波萃取、微波萃取和酶促萃取等现代技术已被用于提高

茯苓芩素的提取效率和质量。

茯苓芩素的药理作用

1. 抗炎作用：茯苓芩素可以通过抑制炎性细胞因子和介质的产

生，减轻炎症反应。

2. 抗氧化作用：茯苓芩素具有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免受氧化

损伤的能力。

3. 抗肿瘤作用：研究表明，茯苓芩素具有抑制肿瘤细胞增殖、

诱导凋亡和抗血管生成的作用。

4. 其他药理作用：茯苓芩素还具有保肝、抗病毒、改善认知功

能和调节免疫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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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茯苓芩素的常规制剂技术及局限性

§ 主题名称：水溶液制剂

1. 包括注射剂、口服剂、滴眼剂、滴鼻剂等剂型。

2. 茯苓芩素在水中的溶解度较低，导致生物利用度不足。

3. 常规水溶液制剂需要添加辅料（如溶剂、表面活性剂）提高

溶解度，但可能带来毒性或刺激性。

§ 主题名称：脂质体制剂

1. 采用磷脂双分子层包裹茯苓芩素，形成球形囊泡。

2. 改善了茯苓芩素的溶解度和稳定性，提高靶向递送效率。

3. 但脂质体制剂的制备工艺复杂，成本较高，而且容易发生融

合或泄漏。



 茯苓芩素的常规制剂技术及局限性

§ 主题名称：纳米晶制剂

1. 将茯苓芩素粉碎至纳米尺寸，增加其比表面积，提高溶解度。

2. 常用稳定剂包裹纳米晶，防止结晶和聚集。

3. 纳米晶制剂的生物利用度优于常规水溶液制剂，但可能存在

安全性问题。

§ 主题名称：微乳剂制剂

1. 是一种热力学稳定的透明或半透明分散体系，包含油相、水

相和表面活性剂。

2. 茯苓芩素溶解于油相，通过表面活性剂形成微小的液滴分散

于水相。

3. 微乳剂制剂提高了茯苓芩素的溶解度和吸收性，也具有较好

的靶向性。



 茯苓芩素的常规制剂技术及局限性

主题名称：亲脂聚合物胶束制剂

1. 以亲脂性聚合物作为胶束材料，包封茯苓芩素。

2. 胶束具有核壳结构，核部为疏水性，包封茯苓芩素，壳部为亲水性，与水接触。

3. 亲脂聚合物胶束制剂可提高茯苓芩素的稳定性和溶解度，并具有良好的靶向递送特性。

主题名称：靶向修饰制剂

1. 通过共价或非共价连接靶向配体（如抗体、肽段）于茯苓芩素制剂。

2. 靶向配体与特定受体结合，将茯苓芩素特异性递送至靶细胞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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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米制剂的优势及应用于茯苓芩素递送的潜力

纳米制剂的优势

1. 提升水溶性和生物利用度：纳米制剂可通过包覆、络合等方式，提高茯苓芩素在水中的溶解度，

进而增强其吸收率和生物利用度。

2. 保护药物免受降解：纳米制剂形成的纳米结构可有效包裹茯苓芩素，将其与外界环境隔离，防止

其在体内被酶分解或氧化，从而提高药物稳定性。

3. 靶向性递送：纳米制剂可以通过表面修饰或载药系统设计，实现对特定组织或细胞的靶向递送，

提高药物在靶部位的浓度，减少系统性毒性。

纳米制剂应用于茯苓芩素递送的潜力

1. 提高肺癌治疗效果：茯苓芩素是一种具有抗肺癌作用的中药成分。纳米制剂的靶向性递送方式可

将茯苓芩素特异性输送到肺部肿瘤细胞，提高药物在靶部位的浓度，增强其抗肿瘤功效，并降低全

身毒性。

2. 改善糖尿病并发症：茯苓芩素具有抗炎、抗氧化和调控葡萄糖代谢的作用，可改善糖尿病并发症。

纳米制剂可通过靶向性递送，将茯苓芩素直接送达受损组织部位，提高药物局部浓度，增强其治疗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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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茯苓芩素纳米制剂的制备方法

§ 物理化学方法

1. 超声乳化：利用高强度超声波产生空化和剪切力，将茯苓芩素分散在合适的载体中形成纳

米粒。

2. 薄膜分散：通过溶解、蒸发或自组装等方法形成薄膜，随后将薄膜分散在溶剂中形成纳米

颗粒。

3. 团聚沉淀：通过改变溶剂或加入沉淀剂，使茯苓芩素溶液或分散液中的粒子团聚形成纳米

颗粒。

§ 生物技术方法

1. 脂质体包封：利用脂质体作为载体，将茯苓芩素包裹在脂质双分子层内形成纳米脂质体。

2. 微球负载：微球具有较大的表面积和孔隙率，可通过物理吸附或化学键合的方式将茯苓芩

素负载在微球表面或内部。

3. 蛋白质包裹：利用蛋白质与茯苓芩素的亲和力，将茯苓芩素包裹在蛋白质壳层内形成纳米

颗粒。



 茯苓芩素纳米制剂的制备方法

§ 自组装方法

1. 聚合物自组装：利用两亲性或多亲性聚合物的自组装行为，

形成囊泡、胶束或纳米纤维等纳米结构，将茯苓芩素包封在其

中。

2. 表面活性剂自组装：表面活性剂具有亲水-疏水性质，可通

过自组装形成胶束、层状结构或液晶相，将茯苓芩素包封或吸

附在自组装结构中。

3. DNA自组装：利用DNA分子之间特异性的配对和折叠，构

建纳米结构，实现茯苓芩素的靶向递送。

§ 纳米载体表面修饰

1. 靶向配体修饰：通过将靶向配体（如抗体、肽或小分子）共

价连接在纳米载体表面，实现对特定细胞或组织的靶向递送。

2. 生物相容性修饰：通过修饰纳米载体表面，提高其生物相容

性，降低对其正常细胞或组织的毒副作用。

3. 长循环修饰：通过修饰纳米载体表面，使其延长在血液中的

循环时间，提高药物的体内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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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茯苓芩素纳米制剂的理化性质表征

§ 粒径和粒度分布-

- 粒径是纳米颗粒的一个重要理化性质，影响其生物分布、药

物释放和细胞摄取。

  - 理想的粒径范围通常在10-100 nm，有利于肿瘤组织穿透

和药物递送。

  - 粒度分布的狭小有助于保证纳米制剂的分散性和稳定性。

形貌表征

§ -

- 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EM）或透射电子显微镜（TEM）可

以观察纳米颗粒的形貌，包括其形状、表面结构和尺寸分布。

  - 不同的形貌会影响纳米颗粒的生物相容性、吸附能力和药物

封装效率。

  - 规则的形貌有利于纳米颗粒的合成和修饰。

表面电荷和zeta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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