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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补血汤的研究进展

周向明　周　昕　李毅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药剂科，上海，２０００３２）

摘要　通过查阅近１０年来的国内外相关文献，从立方基础和配伍比例，化学成分研究，药理研究几个方面概述当归补血汤的研
究成果。近年来许多学者致力于探索物质基础和药效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大量实验确定了当归补血汤各提取部位的化学成

分和各种药效的有效提取部位，从而推测出各药效的有效物质。更进一步探索当归补血汤与脂质膜和蛋白质的相互作用。现

代药理实验证明当归补血汤不仅有促进造血的功能，也有免疫调节和保肝的作用。

关键词　当归补血汤；配伍；化学研究；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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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归补血汤是补气生血的经典名方，始载于《内外
伤辨惑论》，其黄芪、当归按５∶１组成。黄芪补气升阳，
益卫固表，利水消肿，托疮生肌。当归补血活血，调经

止痛，润肠。二者合用，补气升血。由于疗效确切，一

直被广泛应用。

１　立方基础和配伍比例
当归补血汤在历版《方剂学》教材中均为补血方

剂，主治血虚发热证。肌热面红，烦渴欲饮，脉洪大而

虚，重按无力。亦可治妇人经期、产后血虚发热头痛，

或疮疡溃后，久不愈合者。由于有形之血生于无形之

气，故方中重用黄芪大补脾肺之气，以资气血生化之

源，为君药。配伍当归甘辛而温，养血和营，为臣药。

但由于大家对方中重用补气之黄芪认识不一，故也有

人认为此方旨在急固阳气而非补气生血［１］。然而中医

说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笔者认为“浮阳外越”而致的

“肌热烦渴”等症是为急，也是血虚亏损的重症。有形

之血生于无形之气，重用黄芪既是治标也是治本，这才

是此方的巧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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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医药文献中，称为“当归补血汤”而其剂量

不同的同名异方情况很多。《脾胃论》《内外伤辨惑

论》和《兰室秘藏》都有记载当归补血汤，其中黄芪和

当归的药量之比均为５∶１。现代也有很多学者做了关
于黄芪和当归配伍比例的研究。孙大威［２］等以毛蕊异

黄酮苷组为对照品组，观察了黄芪当归不同配伍提取

物对小鼠白细胞计数的影响，结果表明黄芪、当归配伍

比例５∶１＞１∶１＞１∶５。赵奎君等［３］通过高效液相色谱

法测定黄芪、当归配伍比例分别为１∶１，３∶１，５∶１，７∶１，
１０∶１时黄芪甲苷、芒柄花素、毛蕊异黄酮及阿魏酸的
含量，通过比色法测得总多糖的含量，结果发现黄芪、

当归（５∶１）时的各种成分含量最高。王文萍等［４］也观

察发现黄芪、当归（５∶１）时，阿魏酸的煎出率最高。以
上这些研究结果证明当归补血汤的经典配伍比例是合

理的，是有科学依据的。

２　化学成分研究
黄芪为豆科植物蒙古黄芪或膜荚黄芪的干燥根，

其主要有效成分有皂苷类、黄酮类、氨基酸类、多糖类

等，具有补气升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生津养血，行

滞通痹，托毒排脓，敛疮生肌的作用。临床上主要用于

气虚乏力，食少便溏，中气下陷，久泻脱肛，便血崩漏，

表虚自汗，气虚水肿，内热消渴，血虚萎黄，半身不遂，

痹痛麻木，痈疽难溃，久溃不敛［５］。当归为伞形科植物

当归的干燥根，其主要成分有挥发油类、多糖类等。具

有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肠通便。临床上用于血虚萎

黄，眩晕心悸，月经不调，闭经痛经，虚寒腹痛，风湿痹

痛，跌扑损伤，痈疽疮疡，肠燥便秘［６］。王庆敏等［７］建

立了当归补血汤在石油醚、氯仿、乙酸乙酯、正丁醇各

部位的指纹图谱，复方石油醚部位提取的是以 Ｅ－藁
本内酯为代表的小极性的脂溶性物质；氯仿部位提取

的主要是以毛蕊异黄酮和芒柄花素为代表的黄酮和异

黄酮类；乙酸乙酯部位主要提取出的是阿魏酸和芒柄

花素，其他成分较少量；正丁醇部位提取的主要是极性

较强的物质，其中以毛蕊异黄酮为代表。黄月纯等［８］

也实验证明当归补血汤煎剂中乙酸乙酯部位主要含有

黄芪的异黄酮及当归的阿魏酸。黄兆胜等［９－１０］根据

当归补血汤的益气补血功效，分别造型饥饿性气虚和

急性失血性血虚小鼠。以Ｔ淋巴细胞百分数和血红蛋
白含量为指标，考察当归补血汤不同提取部位（石油

醚、氯仿、乙酸乙酯、正丁醇、水层）对模型小鼠的影响。

结果均未发现某一部位的功效能够等同全方。继续考

察各提取部位的组合对模型小鼠的影响，结果发现正

丁醇和水层部位的组合对气虚型小鼠作用最强，表明

当归补血汤的益气药效物质应存在于正丁醇和水层的

极性区间。而正丁醇与乙酸乙酯的部位对血虚型小鼠

作用最强，表明当归补血汤的补血药效物质存在于正

丁醇与乙酸乙酯的极性区间。

综上所述，当归补血汤的益气物质可能为毛蕊异

黄酮等极性较强的物质，而补血物质可能为阿魏酸和

异黄酮类。

目前大多数研究都采用高效液相色谱建立当归补

血汤中黄芪甲苷的指纹图谱［１１－１２］，用气相色谱 －质谱
建立当归补血汤中挥发油成分的指纹图谱［１３］。然而

由于中药复方的化学成分极其复杂，采用上述先分离，

再检测的方法较为费时。现在有学者开始探索在同一

分析条件下对多组分同时进行分析，采用高效液相 －
二极管阵列－质谱［１４］和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
技术［１５］，快速准确的鉴定当归补血汤中的主要化学成

分。在继高效液相色谱法和 ＬＣ－ＭＳ分析之后，有学
者使用脂质体平衡透析比较了当归补血汤提取物之前

和之后与脂质膜相互作用的色谱［１６］。并进一步使用

微透析与ＨＰＬＣ－ＤＡＤ
!

ＭＳ技术研究了当归补血汤
与蛋白质结合的相互作用［１７］。

３　药理研究
３１　免疫调节作用　孙璐等［１８］将 ＲＡＷ２６４７细胞株
分为空白对照组，氧化低密度脂蛋白组，抑制剂组，当

归补血汤含药血清组，用免疫印迹法分别检测细胞中

肿瘤坏死因子－α、细胞间黏附分子－１的蛋白活性变
化，结果发现当归补血汤含药血清组能减少肿瘤坏死

因子－α、细胞间黏附分子 －１的蛋白表达。周必发
等［１９］观察 ＮＧ组（低糖）、ＨＧ组（高糖）、ＤＧ组（当
归）、ＨＱ组（黄芪）、ＢＬ组（百令）、ＢＮ组（苯那普利）、
ＤＨＧ５组（５％当归补血汤含药血清）、ＤＨＧ１０组（１０％
当归补血汤含药血清）、ＤＨＧ２０组（２０％当归补血汤含
药血清）的ＧＭＣ（肾小球系膜细胞）增殖情况，发现当
归补血汤对 ＧＭＣ中 ＮＦ－κＢ（核转录因子 －κＢ）蛋白
的表达起抑制作用，并成量效关系。付勤等［２０］研究表

明在化疗前使用当归补血汤预防治疗可提高Ｃ３ｂ受体
花环和免疫复合物花环百分率，由于 Ｃ３ｂＲ可黏附免
疫复合物送至肝脾内清除而红细胞本身不受损伤重返

循环系统。故当归补血汤有增强红细胞免疫功能的作

用。陈鹊汀等［２１－２２］实验发现当归补血汤可提高化疗

荷瘤小鼠脾脏和胸腺指数，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

ＮＫ细胞杀伤率和Ｔ淋巴细胞增殖能力，增强了化疗荷
瘤小鼠的免疫功能，恢复化疗引起的免疫功能低下。

当归补血汤能使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 ＣＤ８明显下降，
ＣＤ４／ＣＤ８比值明显上升，血清 ＩｇＧ和 ＩｇＭ含量明显升
高，结果提示了当归补血汤能够增强机体的细胞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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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免疫功能。张奉梅等［２３］也实验证明加味当归补血

汤能升高荷瘤小鼠胸腺指数、脾脏指数，ＣＤ３＋，ＣＤ４＋。
３２　造血功能　骨髓造血干细胞增殖和细胞凋亡对
保证造血细胞正常发育成熟，维持造血系统稳定和正

常生理过程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杨岚［２４］等实验证明

当归补血汤可显著增加具有抗凋亡作用的 ｂｃｌ－２基
因和在细胞增殖分化中起重要作用的 ｃｍｙ－ｃ基因在
贫血小鼠骨髓细胞中的表达，说明当归补血汤能够促

进骨髓细胞的增殖并抑制其凋亡。宁炼［２５］等研究发

现当归补血汤当中多糖成分和非多糖成分都有补血作

用，说明当归补血汤中有较多的成分直接或间接参与

了血细胞的生成。但在等剂量的情况下多糖组分比非

多糖组分升高红细胞和白细胞的作用更强，增加骨髓

有核细胞数的作用也更强。

３３　保肝作用　陈圆等［２６］观察了当归补血汤对大鼠

肝纤维化的作用，发现血清ＡＬＴ、ＡＳＴ水平及ＴＢｉｌ含量
降低，血清 Ａｌｂ含量升高；肝组织 Ｈｙｐ、ＴＧ与 ＭＤＡ含
量降低，ＳＯＤ活性提高。显著改善了大鼠肝组织脂肪
变性与胶原病理沉积。龚梅芳［２７］通过对四氯化碳肝

损害小鼠的实验研究，表明在实验剂量的范围内，保肝

效应与剂量成正比。

４　小结
笔者从立方基础和配伍比例，药理作用，化学有效

成分等方面小结了当归补血汤的研究进展。通过比较

不同配伍比例时的各化学成分的含量和药理学作用，

均发现配伍比例为５∶１时最高，证明了当归补血汤的
经典配伍比例的合理性、科学性。探索物质基础和药

效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大量实验确定了当归补血汤

各提取部位的化学成分和益气补血药效的有效提取部

位，推测出当归补血汤的益气物质可能为毛蕊异黄酮

等极性较强的物质，而补血物质可能为阿魏酸和异黄

酮类。现代药理学实验也证明了当归补血汤对免疫调

节作用、促进造血功能和保肝的作用。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相信对当归补

血汤还会有更深入的研究，从而更好地开发现代中医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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