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葶苈子及其药对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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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葶苈子作为一味我国传统中药，具有止咳平喘、抗炎、利水等药理作用，具有悠久的药用历史，且葶苈子也常与
黄芪、防己等药物以药对形式应用于临床。重点对葶苈子的药理作用及常用葶苈子药对的临床应用与药理作用进行综

述，并对它们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总结葶苈子药对使用规律、配伍理论，为更好地开发利用葶苈子药对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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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葶苈子为十字花科植物独行菜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ａｐｅｔａｌｕｍＷｉｌｌｄ．
或播娘蒿Ｄｅｓｃｕｒａｉｎｉａｓｏｐｈｉａ（Ｌ．）Ｗｅｂｂｅｘｐｒａｎｔｌ的干燥成熟种
子。葶苈子性大寒，味辛、苦，归属肺、膀胱经，具有利水消肿、

泻肺平喘的功效［１］。《药性论》有言：“利小便，抽肺气上喘息

急，止嗽［２］。”葶苈子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见于《神农本草

经》，列为下品［３］。临床上常用以治疗痰涎壅肺、胸胁胀满、喘

咳哮鸣、小便不利等症［４］。

现代药理研究指出，葶苈子中含有的强心苷类、黄酮类等

化学成分，其具有多重药理活性，如改善心功能、抗肿瘤及免疫

调节、止咳平喘、利尿等［５］。药对是历代医家在中医基础理论

的奠基下经过长期实践所提炼的宝贵经验，其蕴含着君臣佐使

的配伍理论和中医遣方用药的规律。临床运用实践中，葶苈子

不仅单味药使用疗效确切，配伍使用既可增效又可扩大治疗范

围，意义深远。本文将通过总结葶苈子及其临床常用药对的药

理作用和研究现状，对葶苈子及其药对的配伍理论研究提供相

关参考。

１　葶苈子的药理作用
１．１　改善心功能
１．１．１　抗心肌纤维化作用　心肌纤维化［６］是炎症反应、细胞

凋亡、肾素－血管紧张素 －醛固酮（ＲＡＡＳ）系统、信号通路等
过程协同介导的心脏间质细胞重塑过程，此过程可导致心脏收

缩舒张功能紊乱、顺应性降低。有研究论证，葶苈子可通过细

胞凋亡等上述过程进而影响心肌细胞纤维化，且密切相关。冯

卫生等发现［７］葶苈子中的黄酮苷类成分可通过抑制细胞凋亡

进而达到改善心肌纤维化的目的。ＲＡＡＳ系统也是形成心肌
纤维化的重要机制，其激活时产生的肾素、血管紧张素Ⅱ（Ａｎ
ｇＩＩ）、醛固酮等物质可加速心肌纤维化的产生和进程。有研究
基于此原理发现［８］葶苈子中的苯乙酰胺（ＰＡ）通过改善 ＲＡＡＳ
系统可有效抑制自发性高血压病大鼠的心肌损伤进程。张国

顺［９］等研究发现葶苈子能针对性地显著降低心肌组织中血管

紧张素Ⅱ（ＡｎｇＩＩ）和醛固酮的水平，进而减轻心肌病理损伤，实
现改善心室功能的目的。

１．１．２　正性肌力作用　国内外均有报道，葶苈子中的强心苷
成分具有正性肌力作用［１０－１１］。如孙志强等通过比对经葶苈子

治疗前后的大鼠心脏左右心室数值来证实葶苈子具有改善心

功能的作用［１２］。王小兰等［１３］通过建立野百合碱（ｍｏｎｏｃｒｏ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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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ｅ，ＭＣＴ）模型研究得出葶苈子能明显改善 ＭＣＴ大鼠心室的
右心室肥厚指数（ＲＶＨＩ）。
１．２　抗肿瘤及免疫调节作用

研究显示，葶苈子对胃肠道相关癌症具有抗肿瘤及免疫调

节作用优势，且对于结直肠癌等不良反应较少［１４－１６］。根据研

究，葶苈子不光在胃肠道癌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极其微小的

葶苈子的总提取物对子宫颈癌和鼻咽癌具有良好的抗癌效

果［１７］。桂家辉［１８］研究也发现，葶苈子含有的芥子酸等有效成

分对呼吸道癌症等同样具有显著作用。经查阅相关文献发现，

葶苈子在体内外实验中体现出良好的抗癌活性，为治疗癌症疾

病相关治疗方案增添了新思路。

１．３　止咳、祛痰、平喘作用
葶苈子的功效之一为泻肺平喘，临床常用于痰涎壅肺、阳

虚水泛等证，经典方药如葶苈大枣泻肺汤。多位学者如高雪、

余金喜等［１９－２２］使用不同实验方法证明了葶苈子具有止咳祛

痰平喘的药效。另有进一步研究称，葶苈子的有效成分中发挥

止咳作用为芥子苷，其含有的总黄酮成分不仅可改善心功能还

具有平喘之功［２３］。根据查阅文献可知，目前针对葶苈子的研

究大部分集中于其药效学方向，对其作用机制缺乏深入的阐述

与研究。张桐茂等［２４］研究发现，其可能是通过抑制肺组织细

胞凋亡机制来实现止咳、平喘、化痰的功效。这为葶苈子今后

的研究提供了新方向。

１．４　利尿作用
葶苈子可利水消肿，适用于水肿、小便不利等证。魏文海

等［２５］实验证明葶苈子具有利尿作用。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多

样，张晓丹等［２６］报道，其机制可能通过抑制肾小管对水钠的重

吸收从而实现利尿作用。曾梦楠等［２７］则发现其作用机制可能

与血清中钠、钾离子浓度及肾脏水通道蛋白（ＡＱＰ１）表达水平
的调节作用相关，进而发挥利尿作用。

１．５　抗炎作用
早前有学者［２８］证明葶苈子中的槲皮素、苄基芥子油等有

效成分具有良好的抗炎活性。在此基础上，张朝晖等［２９］发现

葶苈子可通过调节蛋白表达水平发挥抗炎作用。国外学者［３０］

进一步证实了葶苈子含有的硫苷类化合物可通过调节丝裂原

活化蛋白激酶（ＭＡＰＫ）信号通路和 ＲＡＡＳ系统来抑制炎症反
应，也可辅助改善心肌纤维化。

１．６　其他药理作用
韩杜菀等［３１－３２］发现，葶苈子具有雌激素样作用，此项发现

为雌激素样药物的研发奠定重要基础。最新研究表明，葶苈子

具有调节血脂功能，且具有改善中枢神经系统负向作用，如抑

郁、健忘等［３３］。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着眼于葶苈子改善心

功能、止咳平喘、抗炎等方面。

其研究多以葶苈子水、醇提取物为主要研究基础，相关机

制研究及主要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相对较少，不利于葶苈子

疗效的物质基础论证。因此，其主要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及相

关机制的深入研究可为开发葶苈子特效药物提供有力依据和

方向，且对于葶苈子的临床应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２　葶苈子药对的临床应用
药对是中药复方中最常见的配伍形式。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２０２０版），葶苈子常与清热药、化痰止咳平喘药、

补气药等配伍使用，临床上常用于治疗咳嗽、心衰、喘证等，结

合临床，笔者将葶苈子常用药对的现代研究总结如下。

２．１　葶苈子与防己配伍
葶苈子与防己的配伍最早见于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

略》，葶苈子质轻味淡，功在开泄，具有清泻肺气、行水消肿之

功；防己利水消肿、去下焦湿邪。二药相伍，共奏消肿逐水之

功。临床常二者合用用于水饮停积，走于肠道，漉漉有声，腹满

便秘，口舌干燥，脉沉弦等水饮积聚证。配伍组方有己椒苈黄

丸、贝母丸、葶苈汤、槟榔散、阿胶汤等。尽管现代研究对二者

单味药的研究已逐渐深入，但二者配对的研究尚少。有学者研

究发现［３４］，“黄芪－葶苈子 －防己”药对中含有槲皮素、山柰
酚等有效成分，其具有抑制心肌细胞凋亡等多种作用，可有效

改善慢性心力衰竭（ＣＨＦ）。刘辉等［３５］研究发现，槲皮素通过

发挥抗凋亡功能，实现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保护作用；赵小

双、姚杜等［３６－３７］研究发现山柰酚具有抑制凋亡相关蛋白表达

及显著减轻细胞炎症和氧化应激作用。

２．２　葶苈子与紫菀配伍
葶苈子与紫菀的配伍最早见于唐朝王焘的《外台秘要》，

紫菀具有温肺下气，消痰止咳之功。葶苈子也具有清泻肺气的

功效，二者虽分属不同，但均具有下气之力。二者相使，增强肺

气肃降之力，临床常用于治疗咳嗽短气，唾涕稠厚等症。配伍

组方有鸡苏丸、葶苈大枣泻肺汤、葶苈子十五味丸、紫菀饮等。

有研究发现［３８］，“葶苈子 －紫菀”可通过调控基因转录、基础
代谢、细胞炎症等途径发挥抑制肺癌进程的作用。

２．３　葶苈子与紫苏子配伍
葶苈子与紫苏子配伍最早见于清朝俞根初的《重订通俗

伤寒论》，葶苈子味苦，性寒，专泻肺中痰饮而平咳喘；紫苏子

味辛，性温，长于通降肺气，温化痰涎。两药相伍，一寒一温，寒

温互制，外可降上扰之阳气，内可温寒侵之脏腑，两者相互协

同，可增强宣肺化痰、降气平喘之功。临床常用于热痰壅肺，宣

降失司之咳喘胸满，痰黄质黏等症。配伍组方有五子五皮饮、

复方咳喘胶囊、复方咳喘胶囊等。有研究表明［３９］，紫苏子－葶
苈子药对含有的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抑制炎症作用，可用于防治

哮喘。

２．４　葶苈子与黄芪配伍
葶苈子与黄芪配伍最早见于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２０版）［１］，黄芪为大补元气之主药，味甘，性微温；两药补泻
相协，共奏利水强心之效。临床常用于阳虚水泛之大汗淋漓，

胸胁喘满等症。其配伍的成方制剂有黄龙止咳颗粒、芪苈强心

胶囊等，临床上常以该配伍组方用于强心利水之心力衰竭。据

此功效，有多位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徐基杰等［４０］首先总结出

黄芪－葶苈子是临床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有效药对。陈倩
等［４１］进一步得出黄芪－葶苈子配伍使用可显著提高上焦水饮
内停大鼠的左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和左心室短轴缩短率
（ＬＶＦＳ）。刘妍等［４２］在此基础上证实黄芪 －葶苈子药对是通
过多靶点、多通路来发挥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作用。李焱

等［４３］通过深入挖掘研究得出黄芪－葶苈子药对可通过调节心
肌组织线粒体动力学来发挥抗心力衰竭作用。

２．５　葶苈子与麻黄配伍
葶苈子与麻黄配伍最早见于颜亦鲁的《颜亦鲁诊余集》中

载咳喘案一则，麻黄辛温发散，轻扬宣泄，善宣肺气止咳喘；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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苈子苦寒沉降，专泻肺气平咳喘，二药同归肺经，相伍而行，以

其辛开苦降，寒热互制，升降相通，达则肺气通利，咳喘可平。

临床常用于治疗咳嗽、哮喘、水肿等症。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期

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

案》治疗寒湿郁肺证的处方中也蕴含了葶苈子 －麻黄药对，用
于治疗咳嗽咳痰，鼻流清涕，肢冷等寒湿郁肺证疗效明显。相

关体内试验结果表明［４４］，葶苈子 －麻黄药对能改善肺部炎症
反应，可用于治疗哮喘。

３　讨论
葶苈子属于我国传统中药，在中药学中归属于止咳平喘药

一类，具有泻肺平喘，利水消肿之功。可与黄芪、防己、紫菀等

配伍，临床上常用于治疗痰涎壅肺、阳虚水泛、水饮积聚等证。

现代药理作用研究发现葶苈子的主要化学成分包括强心苷类、

黄酮类等，其在强心、抗炎、抗肿瘤以及止咳平喘等方面具有显

著疗效，在改善中枢抑制方面也发挥着正向作用。本文总结和

归纳了葶苈子相关药对的临床应用和药理作用研究，发现葶苈

子与其他药物配伍使用后同单味药相比药理效果增强、作用范

围更广，且研究还发现了有别于两味药的药理作用及功效。尤

其是当与具有宣肺止咳功效的药物配伍时，其止咳平喘的功效

更加显著，这与中医配伍理论里的相须配伍恰好相吻合。然而

关于葶苈子药对的协同作用及配伍比例等鲜有报道，协同作用

会对临床辨证组方、疾病治疗范围等产生思路；药物配伍后会

对各单味药物中有效成分种类、含量、吸收、代谢产生影响［４５］。

因此，葶苈子药对的协同作用及配伍比例将是以后药对研究的

重要方向之一。另外，中药组方是多靶点共同发挥治疗作用，

药物经过配伍后发挥多成分 －多靶点 －多通路协同作用［４５］。

因此，现代葶苈子药对研究应以中医药理论为基础，结合现代

实验研究技术全面系统地研究药对配伍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而

为有效开发利用葶苈子及其药对提供参考，最终安全科学有效

地指导临床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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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李本科，曾梦楠，张贝贝，等．北葶苈子炮制品水提物雌激素样
作用研究［Ｊ］．中国新药杂志，２０１９，２８（１４）：１７３８－１７４３．

［３３］　闫微．朝药北葶苈子抗炎活性成分及其脂溶性成分的研究
［Ｄ］．延吉：延边大学，２０２０．

［３４］　连妍洁，娄妍，佟彤，等．基于网络药理学分析“黄芪－葶苈子－
防己”治疗心力衰竭的作用机制［Ｊ］．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２０２１，１６（３）：４８０－４８９．

［３５］　ＬＩＵＨ，ＧＵＯＸ．Ｈｅａｒ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ｎａｎｔｉ－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Ｒ）ｉｎｊｕ
ｒｉｅｓｉｎｒａｔｓ［Ｊ］．Ｇｅｎｅ，２０１４，５４５１（１）：１４９－１５５．

［３６］　赵小双，杨海波，赵荫涛，等．山柰酚对大鼠心肌细胞 Ｈ９ｃ２凋亡
的影响［Ｊ］．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９，５４（１）：１０６－１１０．

［３７］　ＤＵＹ，ＨＡＮＪ，ＺＨＡＮＧＨ，ｅｔａｌ．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ｎｇ
ＩＩ－ｉｎｄｕｃｅｄｃａｒｄｉａｃ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ｎｇＡｎｇＩＩ－ｉｎ

ｄｕｃｅｄ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Ｊ］． Ｊ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９，７４（４）：３２６－３３５．

［３８］　李明珠，杨柱，吴群，等．基于网络药理学探讨“葶苈子－紫菀”抗
肺癌的作用机制［Ｊ］．中医肿瘤学杂志，２０２１，３（１）：７，１３－２０．

［３９］　朱翔，肖云斌，易晓莲．槲皮素对支气管哮喘小鼠气道炎症的作
用及机制研究［Ｊ］．中国现代医学杂志，２０２０，３０（１３）：１９－２２．

［４０］　徐基杰，瞿惠燕，王英杰，等．黄芪葶苈子配伍治疗慢性心力衰
竭Ｍｅｔａ分析［Ｊ］．中医学报，２０１７，３２（８）：１４８３－１４８６，１５４６．

［４１］　陈倩．黄芪及其拆分组分与葶苈子配伍对上焦水饮内停大鼠的
作用及机制［Ｄ］．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８．

［４２］　刘妍，谢铱子，张璐，等．采用网络药理学研究黄芪 －葶苈子药
对治疗心力衰竭的作用机制［Ｊ］．中国药房，２０１９，３０（１１）：
１５１３－１５１８．

［４３］　李焱，刘阳，石霄宇，等．药对黄芪葶苈子对心力衰竭大鼠心肌
组织线粒体动力学的影响［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２１，３２（３）：
５２０－５２３．

［４４］　张贝贝，曾梦楠，张钦钦，等．基于网络药理学及实验验证的“麻
黄－葶苈子”药对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作用研究［Ｊ］．中国中药杂
志，２０２２，４７（１８）：４９９６－５００７．

［４５］　张子东，白浩东，曾元宁，等．知母及其药对研究进展［Ｊ］．中华
中医药学刊，２０２３，４１（１０）：９８－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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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巨噬细胞极化失衡的角度探讨“百病皆因痰作祟”的机制

宋楠楠，西旺，张洁，钟友宝，曾文雪，喻松仁
（江西中医药大学，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０４）

　　摘要：“百病皆因痰作祟”是中国古代医家对于诸多疑难性疾病病因病机的一种高度概括。通过阅读古今文献，从
痰饮致病特征、痰饮相关病理、痰饮相关疾病与巨噬细胞极化失衡的内在关联进行整理分析，以期从巨噬细胞极化失衡

角度探析“百病皆因痰作祟”的深刻内涵。研究发现无论是痰饮的形成、痰饮致病的广泛性、痰饮变化多端与巨噬细胞

极化的相似性，还是痰饮所致的慢性炎症病理、糖脂代谢紊乱病理、神经功能障碍病理与巨噬细胞极化失衡的相关性，以

及肥胖、阿尔茨海默病、糖尿病、哮喘和癌症等痰饮相关疾病与巨噬细胞极化失衡的关联性，均说明了“痰饮”与“巨噬细

胞极化失衡”密切相关。故认为巨噬细胞极化失衡可能是“百病皆因痰作祟”的物质基础，即从巨噬细胞极化失衡角度

有望诠释“百病皆因痰作祟”的现代生物学基础。

　　关键词：巨噬细胞极化；痰饮；慢性炎症；代谢紊乱；发病机制
中图分类号：Ｒ２５６．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７７１７（２０２４）１２００９４０５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ＰｈｌｅｇｍＣａｕｓｉｎｇＡｌ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ｆｒｏｍ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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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ＮＧＮａｎｎａｎ，ＸＩＷ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ｅ，ＺＨＯＮＧＹｏｕｂａｏ，ＺＥＮＧＷｅｎｘｕｅ，ＹＵＳｏｎｇｒｅ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３３０００４，Ｊｉ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ｌ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ｒ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ｐｈｌｅｇｍ”ｉｓａｈｉｇ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ｍａｎｙ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９６０８５１）；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２１２ＢＡＢ２０６０１０）；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证候基础重点研究室项目
（赣中医药科教字〔２０２２〕８号）；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医体质－状态辨识健康管理研究团队项目（ＣＸＴＤ２２０１６）

作者简介：宋楠楠（１９８８－），女，黑龙江庆安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医方剂和针灸抗衰老。
通讯作者：喻松仁（１９７６－），男，江西彭泽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医证的本质。Ｅｍａｉｌ：４８８７７０８６＠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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