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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斯亚旦生发酊药材分析及药理作用 
研究进展
陈赵慧，杨今言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对复方斯亚旦生发酊药材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民族医药尤其是维药复方斯亚

旦生发酊的合理开发和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复方斯亚旦生发酊；黑种草子；石榴籽；桃仁；药理作用

复方斯亚旦生发酊为维吾尔药，主要由经典维

药材黑种草子、传统活血类中药材桃仁及药食同源

类药材石榴子三味药材组成，收录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部药品标准 - 维吾尔药分册 [1]，其功能主要

有育发、润发和固发，临床上常用于斑秃、脂溢性

脱发及其他不明原因的脱发。

脱发通常是指先天因素、真菌、细菌感染、贫

血、营养不良、内分泌障碍及神经精神因素等引起

头发脱落的现象。头发生长主要有生长期、退行期

和休止期三个阶段，一般情况下，头发生长到一定

程度后会进入退行期和休止期，从而出现生理性脱

落。但当头发脱落速度超过生长速度，致使头发生

长周期或毛囊被破坏时，人体就会产生异常脱发，

其类型主要有斑秃、脂溢性脱发、早秃以及生长期

脱发等。

中医认为，发为“血之余、肾之华”，与脾胃、肝、

肾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毛发生长与五脏六腑经络

气血的盛衰有密切关系。祖国四大民族医药是由维

吾尔医药、傣医药、藏医院及蒙医药组成，维吾尔

医认为人体中存在胆液质、血液质、粘液质及脾液

质四种体液，机体处于正常生理状态时，四种体液

是以某一种体液为主、其他体液为辅进行相互调节

达到动态平衡，当体液平衡被打破，出现异常体液

时，就会导致疾病的产生。复方斯亚旦生发酊可以

加强头皮及毛囊的营养力，促进头皮对头发生长所

需营养物的吸收利用，以及加强头皮代谢废物的排

泄功能，增加毛囊的摄住力，从而发挥育发、生发、

固发、乌发的功能 [2]。本文主要对复方斯亚旦生发

酊药材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民

族医药尤其是维药复方斯亚旦生发酊的合理开发和

综合利用提供参考。

1 黑种草子功效及药理

毛茛科黑种草属（Nigella）植物种类大概有 

14 种， 其 中 以 黑 种 草（Nigella Damascena）、 果

黑 种 草（Nigella Sativa） 及 腺 毛 黑 种 草（Nigella 

Glandulifera）3 种作为主要药用。在国外，该植物

主要生长在中亚及南欧各国、伊朗、阿富汗等地区。

而黑种草子是中国新疆特产，维吾尔语翻译为斯亚

旦。黑种草子味辛，生干生热，富含皂苷、黄酮、

生物碱、挥发油、酚类等物质，具有乌发生发、增

强色素、强筋健肌、祛寒止痛、提神、补肾健脑和

提高免疫力等功效，主治皮肤病、毛发早白、白癜风、

痴呆、关节炎、神经衰弱等。 

1.1 促进血液循环、扩张血管、改善局部微循环

黑种草子一半的成分是油脂，具有较高药用价

值，包括亚油酸、油酸、棕榈酸以及十六烷酸 [3]。

此外，黑种草子富含丰富酚酸类化合物、多种甾体、

三萜化合物及多种氨基酸。研究表明，不饱和脂肪

酸可促进血液循环、血管扩张，改善头皮局部的血

液循环，促进毛乳头细胞生长发育，进而促进毛囊

生长 [4]。黑种草子含有的黄酮和皂苷类具有较强的

抗炎和抗血小板聚集活性作用 [5]。有研究表明，黑

种草子的某些提取物对血管新生的分子通路有一定

影响，可通过激活血管内皮相关通路、增加蛋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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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改善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并促进体外血液

循环，因此具有促进血液循环、扩展血管、降血脂

及改善局部微循环等作用 [6]。

1.2 抗炎、抗氧化，改善毛囊炎症、减少油脂

分泌

黑种草子油中含有百里醌、油酸等成分，不仅

具有抗炎作用，还具有抗菌、抗肿瘤、免疫调节的

作用 [7]。研究表明，黑种草子通过减少肿瘤坏死因

子 α（TNF-α）等炎症因子的释放，来达到其抗

炎的作用 [8]。除此之外，黑种草子含有的十余种黄

酮类化合物，如槲皮素、山柰酚、芦丁等物质都具

有很强的抗氧化活性，可有效清除体内氧自由基，

抑制油脂性过氧化物的全阶段溢出，抗氧化能力远

优于维生素 E，同时可预防细胞的退化、衰老，并

且可阻止癌症的发生 [9]。

2 桃仁功效及药理

桃仁是蔷薇科樱桃属植物，主要产于北部温热

带地区，在我国主要产于山东、湖北及西北等省。

桃仁用维吾尔语翻译为沙托拉梅合孜，其入药的部

位主要是成熟干燥的种子，维医认为该品性二级干

热，味甘。桃仁的主要成分有苷类、甾醇及其糖苷、

黄酮及其糖苷、蛋白质、氨基酸及其他成分 [10]，主

要功能是生干生热，活血通经，肠燥便秘，利尿止血，

经闭痛经，愈疡消痔，生发固发等。桃仁主治祛瘀

通络、大便不通、尿闭尿血、肠疡痔疮、脱发斑秃

等 [11]。大量研究报告显示，桃仁具有降低血液黏度、

增加血液流变性、抗炎抑菌等药理作用 [12~13]，主要

由于其含有丰富的挥发油、脂肪酸、氨基酸及蛋白

质等多种化合物。

2.1 降低血液黏度、抑制血小板聚集、抗炎、

抑菌

桃仁具有扩张血管、增加组织血流量、抗凝血、

抑制血小板聚集等作用，作用于头皮后可促进局部

血液循环，增强毛发对营养物质的吸收。桃仁的脂

肪酸主要有棕榈酸、硬脂酸、油酸和亚油酸，其中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最多可达到 93%[14]，不饱和脂肪

酸具有调节血脂、抗炎及调节糖代谢的药理作用。

研究表明，桃仁脂肪油对降低急性血瘀模型动物血

液黏度、血小板凝聚率有显著作用；同时，桃仁脂

肪油对红细胞压积及纤维蛋白原均有不同程度的抑

制作用，也可延长凝血酶原及凝血酶时间，两者呈

现协同增效作用；桃仁油可显著改善模型动物的血

液流变学及体内血液循环障碍，增加毛细血管血液

灌输，尤其是桃仁中的脂肪酸是典型的抗凝物质 [15]。

桃仁油里的油酸、亚油酸，可能为活血化瘀的有效

组分之一，可激发毛囊活性并加速毛发生长。

桃仁的苷类成分以苦杏仁苷、野樱苷等氰苷为

主要有效成分，苦杏仁苷具有神经保护、抗炎、抗

纤维化、抑制动脉粥样硬化、抗肿瘤等多种药理作

用 [16~18]。苦杏仁苷可以激活 ERK1/2 通路，强效神

经营养，保护神经细胞，对细菌、霉菌和酿酒酵母

都有很强的抑制效果，其抗菌谱较宽。

3 石榴子功效及药理

石榴是石榴科多年生乔木植物，而石榴子为石

榴科植物石榴（Punica granatum L）成熟果实的种子，

也是主要的入药部分。维吾尔语翻译石榴子为阿那

尔欧如合，原植物主要生长于亚热带及温带地区，

我国主要产于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和田的甜石榴

和喀什的酸石榴药用价值最大。维吾尔医认为本品

性二级干寒，味酸或甘，石榴子（籽）含有脂肪酸、

多酚、生物碱、黄酮类、有机酸类及维生素等物质 [19]，

主治湿性腹泻，热性痢疾，消化不良，厌食，驱虫、

消肿等 [20]。大量研究表明，石榴子油具有抗氧化、

抗炎及清除自由基的作用；同时，石榴子中还含有

多种植物激素，如雌素酮、雌二醇、胆甾醇、雌三

醇等，是甾类激素丰富的资源，其提取物可以改善

围绝经期综合征及骨质疏松症。

3.1 抗炎、抗氧化，清除自由基

石 榴 种 子 含 有 的 脂 肪 酸 主 要 为 石 榴 酸， 占

86.01%，其次为亚油酸、油酸、棕榈酸、硬脂酸、

亚麻酸；此外，石榴子中纤维素含量较丰富占种子

重量的 50% 以上。石榴酸是石榴籽油中起药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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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主要活性成分，可以抑制环氧化酶，脂氧化酶

和花生四烯酸途径中的关键酶等，增强机体清除自

由基的能力 [21]。石榴子中的石榴酸及其共轭三烯异

构体可以抑制脂氧化酶的活性，有效降低人体炎症

和氧自由基的破坏作用，改善机体血脂水平，从而

起到延缓衰老、预防心血管疾病等作用。 

3.2 雌激素样作用

石榴籽多酚主要为生育酚，其油中丰富的生育

酚不仅自身具有较强的抗氧化能力，且与石榴酸的

协同作用的抗氧化能力更强 [22]。同时，石榴籽油中

含有一定的雌性激素，能够平衡皮肤 PH 值，具有

抗衰老、抗氧化、祛皱、保湿等功效。研究发现，

雌激素局部应用能明显改变毛囊的周期反应，促使

毛囊进入退行期直至休止期，进而促使毛发快速的

再生 [23]。

4 小结与展望

“生活不仅压弯了颈椎，也正在拔掉年轻人的

头发”，总体来看，我国脱发人群占比高达 17%，

而占脱发人群较大比例的是 20~40 岁的中青年人。

近年，临床研究显示，复方斯亚旦生发酊治疗脱发

尤其是对于脂溢性脱发及斑秃有很好的疗效，且安

全性高，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基础药效学研究表

明，复方斯亚旦生发酊可以增加大鼠皮肤毛囊数目，

机制可能与其增加皮肤血流量、改善皮肤局部微循

环、加强毛囊营养等有关，并最终发挥促毛发生长

作用。黑种草子、桃仁、石榴籽复方制剂具有生发

固发、加固毛囊、改善发质、预防脱发之功效。黑

种草子、石榴子及桃仁均为常用中药民族药，已在

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在各方面的药用价值值得深

入研究。三种药材均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含有的硫

氨基酸是正常头发生长所需氨基酸，现代药理研究

大多与其他药材配伍的协同增效作用，其基础药效

学研究薄弱，欠缺机制研究。因此，后期还需要进

行更深入的机制及临床研究。

综上所述，维药复方斯亚旦生发酊不论从药材

功效及药理还是在临床应用中，对休止期脱发、雄

激素性脱发及斑秃等多种类型脱发均有治疗效果，

且临床使用初期不会加重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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