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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墩果酸对氟伐他汀在大鼠体内药动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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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齐墩果酸对氟伐他汀在大鼠体内的药动学影响。方法  将 16 只健康大鼠随机分为单药组(5.0 mg·kg1

氟伐他汀)和联合用药组(5.0 mg·kg1 氟伐他汀+60 mg·kg1 齐墩果酸)，单药组和联合用药组分别灌胃空白溶剂和齐墩果酸

5 d，每天 1 次，第 6 天 2 组均给予氟伐他汀灌胃。给药后不同时间点采血，LC-MS 测定大鼠体内血药浓度，比较 2 组间

主要的药动学参数。结果  与单药组比较，联合用药组氟伐他汀主要药动学参数 Cmax、AUC0-t 显著上升，组间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联合应用齐墩果酸可能影响大鼠体内氟伐他汀的药动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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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oleanolic acid(OA) on the metabolism of fluvastatin in rats. METHODS  

Sixteen health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single group(fluvastatin 5.0 mg·kg1) and the combined 

group(fluvastatin 5.0 mg·kg1+OA 60 mg·kg1). The single group were administrated with blank solution while the combined 
group were administrated with the same volume of OA, the administration period of 5 d. At the sixth day, both groups were 
administrated with fluvastatin,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fluvastatin were determined by LC-MS. The main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main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Cmax, AUC0-t) of the combined 
group showed increased remarkably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 group.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showed between 
groups(P<0.05). CONCLUSION  OA can affect the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of fluvastatin in rats. 
KEY WORDS: fluvastatin; oleanolic acid; pharmacokinetic; L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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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伐他汀是第一个全化学合成的 HMG-CoA

还原酶抑制剂，竞争性抑制胆固醇的生物合成，

降低肝细胞内胆固醇的含量，加速从血浆中清除

LDL-C，是临床常用降血脂药物。齐墩果酸为五环

三萜类化合物代表药物，以游离体和配糖体的形

式广泛分布于青叶胆、女贞子等双子叶植物的 60

个科约 190 种植物中，具有保肝抗炎、抗肿瘤、

降血脂、促进神经干细胞增殖等药理学活性[1-3]。尤

其是齐墩果酸在抗动脉粥样硬化、降血脂等方面

的药理作用[4-6]以及强化阿托伐他汀对高血脂患者

的降脂效果[6]，使得联合其他化学药品用以临床心

血管疾病的治疗变得日益广泛。目前，临床合理

用药和药物相互作用业已为临床和药学专家所重

视，但有关于中药活性成分对西药药动学影响相

互作用报道较少，笔者也尚未见有关齐墩果酸对

氟伐他汀药动学影响方面的研究报道。大量研究

表明，氟伐他汀在不同个体服用同等剂量时，表

现出显著的疗效差异，而个体差异可能与转运体、

细胞色素 450 酶(CYP450)以及受体的遗传多态性

对其转运代谢的影响有关。为明确氟伐他汀联用

齐墩果酸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本实验通过研究齐

墩果酸对氟伐他汀大鼠体内药动学参数的影响，

探讨其是否存在药动学相互作用，为临床合理用

药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 

健康 SD 大鼠 16 只，♂，体质量(220±18)g，

由南昌大学医学部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合格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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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XK-2015-0002，试验前 1 周进行适应性喂养。 

1.2  试药和试剂 

氟伐他汀钠胶囊(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批

号：20141022，规格：每粒 40 mg)；氟伐他汀对

照品(批号：1006003，含量>99.6%)、瑞舒伐他汀

对照品(批号：20051101RS，含量>99.5%)均购自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齐墩果酸片(浙江瑞新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号：20130812，规格：每

片 20 mg)，羧甲纤维素(天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

所，批号：20130812)，甲醇(色谱纯，Merck 公司)；

乙酸乙酯及其余试剂均为市售分析纯。 

1.3  仪器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LC-MS-2010EV)、

LCMSsolution 色谱工作站(日本岛津)；XW-80A 旋

涡混匀器(上海驰唐电子有限公司)；Anke LXJ-Ⅱ

大容量多管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Sigma 

3K30 台式超高速冷冻离心机(德国 Sigma 公司)；

BP61S 电子天平(德国 Sartorius 公司)。 

1.4  方法 

1.4.1  溶液和灌胃液配置  精密称取氟伐他汀和

瑞舒伐他汀对照品约 20 mg，50 mL 甲醇溶解稀释

并定容，充分摇匀，得到浓度为 400 g·mL1 的对

照品贮备液，置 4 ℃冰箱冷藏保存，临用时稀释。

取氟伐他汀钠胶囊去除胶囊、齐墩果酸片碾碎后

用 3%羧甲基纤维素钠充分振荡溶解，制得一定浓

度的混悬液待用。 

1.4.2  动物给药和采血  16 只 SD 大鼠，称重编

号，随机分为单药组和联合用药组，每组 8 只。

单药组灌胃给予 3%羧甲基纤维素钠溶液，每只

10 mL，每日 1 次，连续 5 d，于第 6 天给予 5.0 mL

氟伐他汀钠(5.0 mg·kg1)的 3%羧甲基纤维素钠溶

液灌胃。联合用药组动物前给予齐墩果酸

(60 mg·kg1)的 3%羧甲基纤维素钠溶液灌胃每只

5.0 mL，每日一次，连续 5 d，于第 6 天给予氟伐

他汀钠(5.0 mg·kg1)的 3%羧甲基纤维素钠钠溶液

灌胃。所有动物于灌胃氟伐他汀钠的前晚禁食不

禁水，分别于给予氟伐他汀钠前和给药后 0.25，

0.5，1.0，1.5，2.0，3.0，4.0，6.0，8.0 和 12.0 h

大鼠眼眶采血 0.25 mL 至肝素化试管中，以

4 500 r·min1 离心 10 min，分离出血浆置20 ℃冷

冻保存备处理检测。 

1.4.3  血浆样品预处理  取血浆 100 L，精密加

入 40 L 内标(瑞舒伐他汀，20 g mL1)混旋，再

加 50 μL 冰醋酸溶液(0.05 mol·L1)酸化混匀后加

5.0 mL 乙酸乙酯振荡，5 000 r·min1 离心 10 min，

取上清液 4.5 mL，50 ℃干浴锅中氮气挥干，100 L

甲醇溶解残渣，经 18 000 r·min1 离心 10 min，取

10 L 进样进行定量 LC-MS 分析。 

1.4.4  色谱条件[7-8]  Shim-Pack ODS C18 分析柱

(250 mm×2.0 mm，5 m)；流动相：甲醇-0.1%醋

酸溶液(65︰35)，流速：0.2 mL·min1，柱温：35 ℃；

选择性离子检测(SIM)；电喷雾离子化(ESI)；离子

极性：负离子；检测对象：氟伐他汀，m/z：410.2；

瑞舒伐他汀，m/z：480；雾化气流速 1.5 L·min1；

干燥气流量：4.0 L·min1，检测电压 1.60 kV；曲

形脱溶剂装置温度：250 ℃；加热块温度：200 ℃；

干燥气流速：2.0 L·min1。 

1.4.5  统计学处理和药动学评价  所有计量资料

均采用 sx  表示，根据氟伐他汀血药浓度，绘制

血药浓度-时间曲线，采用中国药理学会数学药理

专业委员会 DAS 2.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算和

比较单用及其合用齐墩果酸灌胃后的药动学参数。 

2  结果 

2.1  专属性考察 

按“1.4.3”项下方法处理血浆样品，经进样

分析结果表明，在本实验条件下，氟伐他汀及内

标瑞舒伐他汀均有较大的质谱响应，与血浆中内

源性杂峰有良好的分离度，不干扰样品峰的测定，

基线噪音小，氟伐他汀和瑞舒伐他汀的保留时间

分别为 9.8 和 8.4 min，结果见图 1。 

 
图 1  血浆色谱图 

A空白血浆；B加入对照品的血浆；C血浆样本；1氟伐他汀，

2瑞舒伐他汀。 

Fig. 1  Plasma chromatograms 
Ablank plasma; Bplasma with standard substance; Cplasma 

sample; 1fluvastatin; 2rosuvastin. 

2.2  线性范围和定量限考察 

取空白血浆加入内标和适量不同浓度氟伐他

汀贮备液，配制成浓度分别为 0.25，0.5，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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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0.0，20.0，40.0，80.0 ng·mL1 血浆样本，

按“1.4.3”项下方法操作，以氟伐他汀血浆浓度(C)

对氟伐他汀与内标峰面积比(R)作线性回归计算，

氟伐他汀在 0.25~80.0 ng·mL1 线性良好 (r= 

0.999 1)，回归方程 R=2.025C+0.029，定量下限为

0.25 ng·mL1。 

2.3  基质效应考察 

配 制 加 入 内 标 浓 度 分 别 为 0.5 ， 5.0 ，

40.0 ng·mL1 的氟伐他汀甲醇溶液各 10 份，氮气

挥干，取其中 5 份以流动相溶解残渣，进样分析，

分别记录氟伐他汀和内标的峰面积(As)。另取 5 份

以空白血浆提取后的复溶液溶解残渣，进样分析，

记录氟伐他汀和内标的峰面积 (Ax)。基质效应

ME(%)=Ax/As×100%，实验结果显示，氟伐他汀

在低、中、高 3 种浓度水平的平均 ME 值分别为

98.5%，101.3%和 96.3%，内标平均 ME 分别为

101.8%，92.8%和 97.4%，表明采用本实验建立的

血样测定方法，氟伐他汀和内标的测定不受基质

干扰。 

2.4  回收率与精密度考察 

取空白血浆 80 L，分别加入 20 L 不同浓度

的氟伐他汀对照品溶液得低、中、高浓度分别为

0.5，5.0，40.0 ng·mL1 的含药血浆若干份，按

“1.4.3”项下方法对血浆样品处理。记录待测化

合物峰面积计算其平均提取回收率(n=5)；1 d 内分

别测定计算日内精密度(n=5)以及连续 3 d 测定计

算日间精密度(n=5)。测得在低、中、高血药浓度

时的平均提取回收率分别为 90.24%，101.23.%，

96.23%，RSD 分别为 8.21%，10.59%，7.56%。日

内精密度 RSD 分别为 9.52%，5.32%，4.26%，日

间精密度 RSD 分别为 8.24%，7.55%，6.53%。 

2.5  稳定性考察  

取空白血浆 80 L，分别加入 20 L 不同浓度

的氟伐他汀对照品溶液，得低、中、高浓度分别

为 0.5，5.0，40.0 ng·mL1 的含药血浆若干份，分

别室温下放置 4 h、20 ℃冰箱中冷冻保存 15 d、

反复冻融 3 次后，按“1.4.3”项下方法对血浆样

品处理，考察在不同条件下保存血浆样品的稳定

性。结果显示在以上设定的保存条件下其测定值

的 RSD 值均<15%，表明在这些条件下稳定性良

好，样品满足分析和保存要求。 

2.6  药动学参数 

单用组和联用组所得血药浓度数据结果经

DAS 2.0 药动学软件处理后，主要药动学参数见表

1，2 组 Cmax、AUC0-t、AUC0-∞组间比较差异具有

显著性(P<0.05)，同时，Tmax、t1/2β、CLz/F 值 2 组

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2.7  血药浓度-时间曲线 

单药和联合用药灌胃后不同时间点血浆中氟

伐他汀的平均血药浓度-时间曲线，结果见图 2。

结果显示，联用齐墩果酸可提高氟伐他汀的血浆

药物浓度，与单独用药组相比，联合用药组氟伐

他汀的 AUC0-t，Cmax 明显上升，2 组比较差异有显

著统计学意义(P<0.05)。 

 

 
图 2  单用及联用后氟伐他汀平均血药浓度-时间曲线 

Fig. 2  Mean concentration-time curve of fluvastatin after 
administrated with single and combine 

表 1  单用和联用后氟伐他汀主要药动学参数(n=8, sx  ) 

Tab. 1  Main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of fluvastatin after administrated with single and combine(n=8, sx  )   

组 别 
主要药动学参数 

Cmax/ng·mL1 Tmax/h t1/2β/h AUC0-t/ng·h·mL1 AUC0-∞/ng·h·mL1 CLz/F/L·h1 

联用组 36.15±5.82 1.92±0.22 2.92±0.82 143.60±19.30 157.92±26.19 1.25±0.16 

单药组  24.82±3.951) 2.06±0.29 3.15±0.59   94.21±13.411)  109.42±20.311) 0.98±0.18 

注：与联用组比较，1)P<0.05。 

Note: Compared with combined group, 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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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目前，中药与西药联合应用在临床老年慢性

病治疗中已呈现普遍化和常规化。近年来，随着

我国中医药临床研究取得的长足发展，中西药之

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亦对日

常临床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本研究围

绕中药齐墩果酸对西药氟伐他汀在大鼠体内药动

学过程和主要药动学参数影响进行初步的探索性

研究。在单药组和联合用药组分别灌胃空白溶剂

和齐墩果酸干预 5 d 后，再给予氟伐他汀灌胃采集

系列血样检测血药浓度，计算 2 组主要药动学参

数。研究结果显示，单用组和联用组氟伐他汀在

大鼠体内药动学过程呈现基本一致的趋势。与单

药组比较，联合用药组氟伐他汀主要药动学参数

Cmax、AUC0-t 参数值显著上升，相比单药组提高了

133.56%，141.81%，2 组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

(P<0.05)；清除率有所下降，但无统计学意义。研

究结果提示齐墩果酸可能影响氟伐他汀大鼠体内

的药动学，但其机制需进一步探讨。  

大量研究表明氟伐他汀主要在肝脏发生生物

转化，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OATP)、细胞色素 P450

酶(CYP450)、耐药蛋白等基因多态性均可不同程

度影响氟伐他汀的转运代谢。Toda 等[9]研究阐明

了针对不同 CYP450 酶可能对氟伐他汀代谢产生

不同的效应，结果显示，少量代谢产物 M-3 主要

由 CYP3A4 代谢产生，主要产物 M-2、M-5 经

CYP2C9 代谢形成，CYP2C9 是氟伐他汀肝脏代谢

的主要代谢酶。此外，OATP1B1、OATP2B1、

OATP1B3 均可影响氟伐他汀的体内转运，以

OATP1B1 转运 为显著，氟伐他汀是 OATP1B1

的底物[10-11]。本研究结果表明，齐墩果酸可对氟

伐他汀大鼠体内药动学参数产生影响，其机制是

否与齐墩果酸可能抑制 CYP450 酶 (CYP3A4、

CYP2C9 等)或 OATP(OATP1B1 等)转运体有关，

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有研究表明 OA 对 CYP3A4

活性的影响不甚明确，且结果存在分歧[12]，而 OA

对 CYP2C9 及 OATP1B1 作用的相关研究未见报

道。因此，本研究中大鼠体内齐墩果酸对氟伐他

汀的药动学影响，是否与大鼠体内 CYP450 酶或

OATP 存在相关性，有待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此

外，本研究设计的样本量以及药代学参数在不同

种属间差异性问题，研究所获结果仍有待进一步

在人体研究中进行确证。 

目前，氟伐他汀作为临床高脂血症患者的一

线治疗药物，疗效令人鼓舞，合理的血药浓度是

保证药物产生临床床疗效的关键因素。血浆浓度

可能受 OATP、CYP450 及耐药蛋白等基因多态性

性或合并用药的影响导致治疗失败或产生不良反

应。因此，本研究以关注临床常见药物联用导致的

药动学特征改变入手，结果提示临床治疗中氟伐他

汀和齐墩果酸联用，需密切关注其药物相互作用和

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必要时进行血药浓度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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