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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多糖免疫作用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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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芪迄今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药用历史，其主要药效成分黄芪多糖在中医或中西医结合防治多种疾病的基础与临床应用研
究中，发挥着重要的免疫调节药理作用。但目前对黄芪多糖的临床配伍及单体效价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故利用先进的科技

手段，开发黄芪多糖新的作用靶点和功效的研究工作亟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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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芪为豆科植物蒙古黄芪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Ｆｉｓｃｈ）Ｂｇｅｖａｒｍｏｎｇｈｌｉｃｕｓ（Ｂｇｅ）Ｈｉｓａｏ或膜荚黄芪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Ｆｉｓｃｈ）Ｂｇｅ的干燥根，主产
于内蒙古、山西、黑龙江、甘肃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２０１０年版规定只有膜荚黄芪和蒙古黄芪是黄芪
正品药材，后者是前者的变种［１］。黄芪味甘，性温，入

脾肺经，生用能补气固表，利尿托毒，排脓，敛疮生肌之

效［２］，“可治一切气衰血虚之症”［３］。其药用历史迄今

已有２０００多年，始载于《神农本草经》，明《本草纲目》
记载“耆长也，黄芪色黄，为补老之长故名”，《兰室秘

藏·卷上》亦将黄芪之名冠于方剂之首。秦汉以前多

用治痈疽等外科疾病，秦汉两晋时期则更突出“补虚”

功效［４］。黄芪药效成分主要包括黄芪多糖（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ＡＰＳ）、黄酮类及皂苷类，黄酮类主要表
现为心血管活性，皂苷类主要与抗衰老和免疫调节活

性有关［５］，而ＡＰＳ则是黄芪中含量最多并且免疫活性
最强的一类物质［６］，具有免疫调节、抗炎、提高巨噬细

胞活性、抗肿瘤［７］、保护心肌［８］及抗氧化辐射［９］等多

方面作用，但也有其有效性问题。

１　免疫增强作用
多糖是中药黄芪主要药效组分之一，研究报道其

对非特异性免疫、特异性免疫、肿瘤免疫、黏膜免疫等

均具有调节作用［１０］。ＡＰＳ在免疫调节方面有重要作
用包括提高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活化 Ｂ细胞和巨噬
细胞、刺激ＮＫ细胞增殖、增强树突状细胞的功能，并
对细胞因子有一定调节作用［１１］。

１１　特异性免疫
１１１　细胞因子　研究表明：ＮＯ是介导炎性反应反
应的关键细胞因子，在内毒素致机体损伤中起重要作

用，炎性反应中大量生成的 ＮＯ具有细胞毒作用，可促
进炎性反应发展和细胞损害。大量的 ＴＮＦ－α持续损
伤则会进一步激活巨噬细胞，促使 ＮＯ、细胞因子和趋
化因子的产生，并具有协同作用，从而加剧炎性反应发

生发展［１２］。肖顺汉等［１３］报道，ＡＰＳ可提高荷瘤小鼠血
清中细胞因子 ＩＬ－２、ＩＬ－６、ＩＬ－１２、ＴＮＦ－α的水平，
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１１２　细胞免疫　张善玉等［１４］研究发现人参总皂苷

（ＴＧ）与黄芪多糖（ＡＰＳ）联用，与单独应用ＡＰＳ具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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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促进正常人外周血Ｔ细胞增殖和增强小鼠免疫功
能的协调作用。赵莲芳等［１５］应用ＴＧ与ＡＰＳ观察对Ｄ
－氨基半乳糖所致亚急性衰老小鼠时发现，单独使用
ＡＰＳ或与ＴＧ联用，均可提高小鼠抗氧化物酶的活性，
增加免疫器官质量，提示单独使用 ＡＰＳ或与 ＴＧ联用
均具有较好的抗衰老作用。

１１３　体液免疫　项杰等［１６］通过注射黄芪多糖观察

感染李斯特菌的小鼠，发现小鼠血清 ＩｇＧ滴度显著提
高，说明黄芪多糖能促进Ｂ细胞活化增殖，增强宿主体
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来保护宿主抵抗细菌的感染。

另据吴瑕等研究显示［５］，ＡＰＳ经口给予环磷酰胺所致
免疫低下小鼠的整体免疫水平，包括以腹腔巨噬细胞

吞噬活性表征的非特异性免疫以血清溶血素水平表征

的体液免疫、以迟发型超敏反应表征的细胞免疫及以

ＳＩｇＡ和ＰＰ表征的黏膜免疫水平。
１２　非特异性免疫
１２１　树突状细胞　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ｐｌａｓｍａｃｙ
ｔｏｉｄ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Ｃｅｌｌ，ｐＤＣ）是体内最主要的 ＩＦＮ－α产生
细胞，其表面表达 Ｔｏｌｌ样受体 ７、９（Ｔｏｌｌｌｉｋ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ＴＲ７，９，简写 ＴＲ７，ＴＲ９），经病毒（如 ＨＳＶ）、细菌、ＣｐＧ
－ＤＮＡ刺激后２４ｈ可产生大量ＩＦＮ－α，同时还产生一
定数量的ＴＮＦ－α、ＩＬ－６，然后 ｐＤＣ逐渐成熟，向树突
状细胞（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Ｃｅｌｌ，ＤＣ）分化，ｐＤＣ紧密联系着固有
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在机体免疫反应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ＡＰＳ增强ｐＤＣ功能的机制可能与 ｐＤＣ上的 ＴＲ表
达有关［１７－１８］。邵鹏等［１９］用 ＡＰＳ组和脂多糖（ＬＰＳ）组
处理小鼠骨髓来源的树突状细胞（ＤＣ），并与空白组作
对照，结果是空白组 ＤＣ的吞噬功能很强，ＡＰＳ组和
ＬＰＳ组ＤＣ的吞噬功能下降，但观察 ＡＰＳ组和 ＬＰＳ组
ＤＣ的超微结构，提示 ＡＰＳ处理组 ＤＣ的突起增多，形
态上更成熟，证实 ＡＰＳ能促进小鼠骨髓来源的 ＤＣ表
型及功能的成熟。

１２２　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　黄芪多糖（ＡＰＳ）
对提高正常小鼠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自然杀伤细胞

（ＮＫ）的活性、促进抗体形成以及Ｔ细胞等免疫细胞的
分化成熟等均有显著作用，小剂量黄芪多糖具有逆转

环磷酰胺免疫抑制的作用［２０］。另外，还可以纠正细胞

因子免疫失衡状态，发挥其抗炎作用和抗纤维化的作

用［２１－２３］。

２　免疫抑制和双向免疫调节作用
黄芪多糖（ＡＰＳ）是从黄芪根中提取的免疫活性较

强的一类物质，是中药抗肿瘤的主要有效成分，研究结

果表明，ＡＰＳ对 ＨｅｐＧ２细胞的凋亡具有促进作用，能
增加ｃａｓｐａｓｅ－３的活性，增加线粒体膜电位的降低，并

降低Ｂｅｌ－２表达；ＡＰＳ可降低ＥＰＫ１／２的表达，从而促
进ＨｅｐＧ２细胞的凋亡［２４］。有清除外氧自由基、抑制脂

质过氧化、增强免疫力、抗病毒以及促进细胞增殖等作

用［２５］。

３　临床应用
中国的药剂师在长达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中推断，并

将黄芪用作增进能力和抵抗疾病良药，西方药剂师最

近开始关注并研究用黄芪减弱化学疗法的不良反应。

３１　抗肿瘤　临床实验表明，黄芪多糖通过刺激淋巴
细胞调节免疫功能，增强回复机体免疫力发挥肿瘤的

药理作用［２６］，黄芪多糖还可促进造血细胞再生对癌症

化疗后的患者，能显著提升其白细胞数目，减轻化疗不

良反应，对心脏、肾脏、肝脏、骨髓和胃肠道及患者免疫

功能具有保护作用，增加疗效，减轻不良反应［２７］。

３２　脑出血　研究表明，黄芪多糖（ＡＰＳ）能降低脑出
血后的继发性损害，减轻炎性反应及脑水肿作用［２８］。

有研究表明，较高浓度的黄芪提取液具有直接清除氧

自由基作用，并且随着浓度增高，对氧自由基的清除逐

渐增强，ＡＰＳ可通过减少氧自由基的生成而减少其神
经毒性作用，以及改善血管痉挛，保护血 －脑屏障，并
减轻脑水肿［２９］。

３３　糖尿病足部溃疡　研究表明，黄芪多糖（ＡＰＳ）应
用于糖尿病足部溃疡（ＤＦＵｓ）的治疗，能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溃疡的治愈率，降低截肢率和死亡率。张正军

等［３０］发现，ＤＦＵｓ创面局部 ＩＬ－１β水平升高，ＡＰＳ可
降低ＩＬ－１β，抑制 ＩＬ－１β诱导的 ＭＭＰ－２、ＭＭＰ－９
活性及蛋白表达。另据报道［３１］，糖尿病足部溃疡难以

治愈的原因与伤口渗出液中ＩＬ－１β量过高，成纤维细
胞增殖能力明显受抑有关，黄芪多糖外敷可降低伤口

渗液中ＩＬ－１β浓度，显著缩短溃疡 ＧＴ和 ＨＴ，降低截
肢率。

３４　在中医配方中的作用　实验研究表明，黄芪多糖
对Ｇａｓ和ＭＴＬ分泌无调节作用，说明单个黄芪多糖成
分对机体消化系统中胃肠激素的调整并无明显成效，

由此推断，君药黄芪的有效活性成分黄芪多糖与方中

臣佐使药的联合应用才能发挥其治疗效果，充分说明

单个成分有其独特的作用，但不能取代整方的效

应［３２］。

４　剂型品种
４１　黄芪多糖注射液　刘跃华等［３３］观察报道，将６５
例中晚期胃癌患者随机分治疗组３３例（黄芪多糖配合
化疗）和对照组３２例（单纯化疗）进行比较，观察结果
提示：治疗组总有效率生活质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化

疗后在骨髓抑制方面和消化道反应方面的发生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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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毒副反应也较轻。结论提示其作为中医药的生物

反应调节剂，可作为胃癌患者化疗的辅助用药。

４２　黄芪多糖粉针剂　全胜麟等［３４］报道，将６４例老
年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发作患者随机分２组，对照组
３２例，予抗感染、氧疗、解痉平喘、祛痰等常规治疗；治
疗组 ３２例，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予黄芪多糖粉针剂
２５０ｍｇ静滴１４ｄ。结果显示：临床疗效治疗组总有效率
７６６７％，显著高于对照组５８０６％（Ｐ＜００５）；免疫功
能测定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
ＣＤ８＋、ＩｇＡ明显升高（Ｐ＜００５），而 ＣＤ８＋、ＩｇＧ、ＩｇＭ变
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联用黄芪多糖
粉针剂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发作，可改善患者免

疫功能，提高疗效。

４３　黄芪多糖佐剂　由于分子生物学迅速发展，促进
了基因重组疫苗和核酸疫苗的研究，但疫苗的免疫源

性较弱，需佐剂辅助刺激产生强的免疫应答，目前广泛

应用的是氢氧化铝佐剂，姚伟等［３５］观察细胞免疫试验

表明，黄芪多糖作为佐剂与重组乙型肝炎疫苗联用，既

增强小鼠细胞的免疫功能，又补充传统铝佐剂之不足，

无刺激性和过敏反应，毒性轻微，效果优于铝佐剂。

５　展望
黄芪多糖作为常见的多糖类药物，在引起化学家

兴奋的同时，也在引起药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的极大兴

趣，故对其药理药效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广泛。但目前，

对黄芪多糖的临床配伍及单体效价的研究尚处于探索

阶段，故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研

究，具有更为深入的科学意义及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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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１０－３１收稿）

近年来中医药治疗失眠进展综述

滕飞燕１　蒋钦云２　黄艳娜１

（１广西柳州市中医院，柳州，５４５００１；２广西来宾市中医院，来宾，５４６１００）

摘要　文章综述了近年来中医对失眠的病因病机和治则治法的认识，从失眠的辩证论治和基本方治疗（经方应用、经验方加
减）等方面系统回顾近年来中医治疗失眠的临床研究，对今后中医治疗失眠的临床研究提出建议。

关键词　失眠／中医药疗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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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眠在《内经》中称为“不得卧”“目不瞑”，在《难
经》中称为“不寐”。中医治疗失眠长期以来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现将近年来对失眠的中医临床经验综述如

下。

１　失眠的病因病机和治则治法
中医学认为正常生理状态下，人的睡眠有赖于卫

气的正常运行，卫气“昼日常行于阳，夜行于阴，故阳气

尽得卧，阴气尽得寤”。自然界昼夜交替，人则寤寐轮

换，倘若人体由于某种原因使得卫气运行失常而不得

交于阴，就可致寤寐失调，导致失眠。多由情志失常、

饮食不节、劳倦、思虑过度及病后、年迈体虚等因素导

致心神不安，神不守舍，阳不入于阴，而致不寐。其病

机总属阳盛阴衰，阴阳失交，一为阴虚不能纳阳，一为

阳盛不能入于阴。

卢世秀等［１］总结路志正经验，主要从五脏藏神的

理论着手，尤重视脾胃对五神的影响，认为从病因病机

上看，主要有虚、实和虚实夹杂３种情况。虚者为脾虚
不运，心肝血虚，神失所养，不寐由生。实者或因气滞，

或因湿（痰）阻，影响脾胃气机，扰动心神而不寐。而

虚实夹杂，多为脾胃虚弱、气血不足与气滞、食滞、湿

浊、痰热等邪实并存。辨证分型主要有脾胃虚弱血不

养心、脾虚不运痰湿阻滞、脾虚湿阻痰热扰心、胃腑不

和心神不宁等。李东书［２］总结肖瑞崇经验，认为心为

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失眠的病位主要在心，病

理上常影响到肝胆脾胃肾，治疗上要有重心，并兼顾全

局，根据整体观念和未病先防、未病先治原则，创立形

如排兵布阵的围治法，以多角度、包围式策略治疗主要

病机，并对所犯欲犯之脏腑未病先防、未病先治。韩金

凤［３］总结陈宝贵经验，按“胃不和则卧不安”，从脾胃

着手治疗失眠，认为“胃不和则卧不安”是对因于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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