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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金化痰汤来源于《医学统旨》，由黄芩、山栀、贝母、桑皮、瓜蒌仁（炒）、橘红、桔梗、麦门冬（去心）、知母、茯苓、甘

草 11 味药物组成，是明代医家叶文龄所创，用于治疗痰浊不化、蕴而化热所致肺系疾病的经典名方。其清热润肺、化痰止咳功

效显著，该方已经收录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18 年发布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中。现代研究表明，清金化痰汤具有

镇咳祛痰、抗炎、松弛支气管平滑肌、调节免疫等多重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则大多通过加减或联合西药用于慢性阻塞性肺病急

性加重期、社区获得性肺炎、急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等感染性肺系疾病，与古代临床应用一致。通过查阅文献，本文从方

剂的历史沿革、配伍分析、化学成分及质量控制、现代药理研究及临床应用方面总结归纳其研究进展，以期为经典名方清金化

痰汤的研究开发提供理论和实验数据参考，并提出以清金化痰汤免疫调节等药理作用为基础，建立生物活性测定方法，补充完

善其质量控制方法，为经典名方的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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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 in Study on Classic Prescription Qingjin Huatan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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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ingjin Huatanpang，first contained in Yixue Tongzhi，was composed of eleven medicinal

materials of Scutellariae Radix，Gardeniae Fructus，Fritillariae Thunbergii Bulbus，Mori Cortex，Trichosanthis

Semen Tostum， Citri Exocarpium Rubrum， Platycodonis Radix， Ophiopogonis Radix（core removed），

Anemarrhenae Rhizoma，Poria and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It is a classic prescription created by YE

Wen-ling in Ming dynasty for treating pulmonary disease with phlegm-heat obstructing lung syndrome. With the

significant functions of clearing heat and moistening lung，reducing phlegm and relieving cough，it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Classic Catalogue of Ancient Classics（First Batch）". Modern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Qingjin Huatantang has multiple activities such as relieving cough and eliminating phlegm，anti-

inflammatory，bronchodilation，and immunoregulatory，and now it is commonly used for treating infectious

lung diseases， such as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mmunity acquire

pneumonia，bronchiectasis，acute and chronic bronchitis in a form of its modified prescription or its comb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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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with western medicine，consistent with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ancient times.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s

on the study of Qingjin Huatantang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this paper summed up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compatibility analysis，chemistry constituents，quality control，advances in pharmacology research，and clinical

uses，whic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data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nd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biological activity assay for quality control based on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 such as

immunoregulatory activity，which can improve its quality control method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other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Key words］ Qingjin Huatantang；historical evolution； compatibility analysis； chemical constituents；
pharmacology research；clinical uses；quality control

清金化痰汤是《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
100 首经典名方之一，出自明代叶文龄所著的《医学

统旨》，由黄芩、山栀、贝母、桑皮、瓜蒌仁、橘红、桔

梗、麦门冬、知母、茯苓、甘草 11 味药物组成，其中黄

芩为君药，贝母、瓜蒌仁、桑皮、橘红为臣药，桔梗、

麦门冬、知母、茯苓为佐药，甘草为使药，全方具有

清热润肺，化痰止咳的功效。中医临床上，清金化

痰汤用于痰浊不化、蕴而化热所致肺系疾病的治

疗，现代临床应用则对其进行加减或联合西药用于

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期、社区获得性肺炎、急

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症等常见感染性肺系疾

病的治疗，疗效显著。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清金

化痰汤具有镇咳祛痰、抗炎、舒张气管平滑肌、调节

免疫功能等综合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医药多因、多

效、多靶点的特点，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清

金化痰汤丰富的化学成分是其发挥药效的物质基

础，通过文献检索发现，目前关于其原方药效物质

基础及质量控制的研究报道鲜少，且尚无关于清金

化痰汤的系统性综述，为使该经典名方更加安全有

效地发挥临床作用，本文将从历史沿革、组方配伍

分析、化学成分及质量控制、现代药理学研究、临床

应用方面对其进行整理与分析，综述其历史沿革及

现代研究进展，为该复方更深入的机制研究和质量

控制提供理论依据和文献参考，并提出结合清金化

痰汤镇咳祛痰、抗炎及免疫调节的药理作用，建立

生物活性测定方法，为其质量控制提供补充，并为

其他经典名方制剂的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1 历史沿革

清金化痰汤最早记载于明代叶文龄所著《医学

统旨》，原方组成及用量记载为黄芩（一钱半）、山栀

（一钱半）、桔梗（二钱）、麦门冬（去心，一钱）、桑皮

（一钱）、贝母（一钱）、知母（一钱）、瓜蒌仁（炒，一

钱）、橘红（一钱）、茯苓（一钱）、甘草（四分），后世医

家或沿用此方，或在原方基础上进行加减应用，经

过查阅古籍和文献，检索了关于清金化痰汤的记

载，对清金化痰汤的组成及用量、用法、功效主治进

行整理，见表 1。通过分析发现，清金化痰汤主要在

方剂名称、药味组成及用量上有所变化，但处方功

效仍以清肺化痰止咳为主，用于“痰热壅肺”所致肺

系疾病的治疗。如吴元溟的《儿科方要》中记载的

清金化痰汤是由《医学统旨》方中的栀子、麦门冬、

贝母 3 味药，再加入理气化痰的陈皮（八分）和枳壳

（一钱），养阴润肺的天冬（一钱），又取清热凉血的

牡丹皮（八分）和活血祛瘀的苏木（二钱）组成，其中

入血分的苏木及清肺热的栀子用量较多，因此除用

于痰热壅肺外，还可用于血热吐血患者的治疗；《济

世全书》在原方基础上去山栀、知母、瓜蒌仁、橘红 4

味，加入行气化痰的枳实和前胡，记载为清火宁嗽

汤，功效仍以清肺化痰为主，关于其用药剂量无记

载；《罗氏会约医镜》的清火宁肺汤则取原方中黄

芩、栀子、麦冬、甘草 4 味，其中黄芩、栀子、甘草各一

钱，麦冬二钱，与原方所用剂量有所差异，再加活血

的当归（二钱）、白芍（二钱），清虚热的青蒿（一钱）、
生地（二钱），增强其清虚热之功，用于血虚有热患

者的治疗。

2 配伍组成分析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中的清金化痰

汤来源于明代叶文龄所著《医学统旨》，由黄芩、山

栀、贝母、桑皮、瓜蒌仁、橘红、桔梗、麦门冬、知母、

茯苓、甘草 11 味药物组成。其中黄芩性味苦寒，主

入肺经，功能清热燥湿、泻火解毒，尤善清泻肺火及

上焦实热，为方中君药；山栀，性味苦寒，能清泻三

焦火邪，《本草经疏》认为栀子可以“泻一切有余之

火”，本方中与黄芩合用，意在加强清肺中实热之

功，两者共为君药。贝母，性寒味苦，为方中臣药，

清泄肺热化痰止咳。瓜蒌仁，性味甘苦寒，主入肺

与大肠经，具有清热化痰、宽胸散结的功效，《本草

纲目》记载：“润肺燥，降火，治咳嗽，涤痰结”，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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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为臣药，取其清肺化痰、润而不燥之功。桑皮，性

味辛甘寒，主入肺经，能清泻肺火兼泻肺中水气而

平喘，在本方中为臣药。方中橘红为臣药，性味辛

苦温，具有理气化痰之功，使气顺痰自消。贝母、瓜

蒌仁、桑皮、橘红四药合用，在加强君药清泄肺热的

同时，又起化痰止咳之效。知母，性味苦寒，善清除

火热，又善于滋补火热所耗的阴亏，为方中佐药，取

其清肺润燥，化痰止咳之功；麦门冬，味甘柔润，性

偏苦寒，方中佐以本品，使其清肺热的同时，养肺

阴；茯苓，方中佐药，性味甘淡平，是治痰湿的要药，

使湿无所聚，痰无由生。佐药桔梗，性味苦辛平，性

散上行，有“诸药舟楫”之称，能利肺气以排壅肺之

脓痰；使药甘草，性味甘平，既能止咳祛痰平喘，还

兼具调和诸药之功。

纵观全方，黄芩、山栀（栀子）清泻肺火；桑皮

（桑白皮）、瓜蒌仁（瓜蒌子）、贝母（浙贝母）、桔梗则

清热涤痰、宽胸开结；橘红、茯苓均具健脾化痰之

功，以绝生痰之源；麦门冬（麦冬）、知母则养阴润肺

除烦；甘草补土和中，并调和诸药，故全方具有清热

润肺、化痰止咳的功效，适用于痰浊不化，蕴而化热

之证。

3 化学成分及质量控制

中药化学成分分析是阐明中药药效物质基础

及质量控制的关键，也是实现中药现代化的关键内

容。清金化痰汤组方及化学成分复杂，目前关于其

整方化学成分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对该复方中

单味药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黄芩具有清热燥湿、

泻火解毒的功效，是中医临床和中成药中最常用的

中药之一，其所含化学成分主要包括黄酮及其苷

类、萜类、挥发油类、多糖类、以及微量元素、氨基酸

等，其中黄芩苷、黄芩素、汉黄芩苷是黄芩的特征性

成分，也是发挥作用的主要活性成分［6-12］。栀子泻

火除烦、清热利湿、凉血解毒，化学成分丰富，目前

已经从栀子中发现 40 多种活性成分，主要有环烯醚

萜类、单萜苷类、二萜类、三萜类、有机酸酯类、黄酮

类、挥发油类、多糖及各种微量元素等［13-21］，其中京

尼平苷、山栀子苷、栀子酮苷等环烯醚萜类成分含

量丰富，是栀子的特征性成分。浙贝母功效为清热

化痰止咳、散结解毒消痈，所含化学成分种类繁多，

生物碱及皂苷类成分是其主要的生物活性成分，

202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将贝母素甲和

贝母素乙作为控制浙贝母药材质量的指标性成分，

此外还含有萜类、核苷类、脂肪酸等成分［23-26］。桑白

皮可泻肺平喘、利水消肿，其化学成分主要包括

Diels-Alder 型加合物、黄酮类、茋类、苯骈呋喃类香

豆素类，其它还包括萜类、甾醇类、糖类及挥发油类

等［27-35］，Diels-Alder 型加合物是桑白皮中的特征性

成分，是由查尔酮及其衍生物与异戊烯基衍生物发

生［4+2］环加成反应得到的产物［36］，已有研究表明，

桑白皮中 Diels-Alder 型加合物和黄酮类化学成分

含量最高［35］。瓜蒌子能清热化痰、宽胸散结、润肠

通便，其化学成分主要包括萜类、黄酮及其苷类、甾

醇类、苯丙素类、生物碱类、糖类、有机酸类，及蛋白

质、微量元素等［37-51］，其栝楼仁二醇、异栝楼仁二醇

表 1 清金化痰汤的历史沿革

Table 1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Qingjin Huatan Tang

朝代

明

明

明

清

清

作者

叶文龄

武之望

吴元溟

汪启贤，

汪启圣

罗国纲

书名

《医学统旨》[1]

《济阳纲目》[2]

《儿科方要》[3]

《济世全书》[4]

《罗氏会约

医镜》[5]

方名

清金化痰汤

清金化痰汤

清金化痰汤

清火宁嗽汤

清火宁肺汤

原方组成及用量

黄芩（一钱半）、山栀（一钱半）、桔梗（二

钱）、麦门冬（去心，一钱）、桑皮（一钱）、贝母

（一钱）、知母（一钱）、瓜蒌仁（炒，一钱）、橘红

（一钱）、茯苓（一钱）、甘草（四分）
黄芩（一钱半）、山栀（一钱半）、桔梗（二

钱）、麦门冬（去心，一钱）、桑白皮（一钱）、贝
母（一钱）、知母（一钱）、瓜蒌子（炒，一钱）、橘
红（一钱）、茯苓（一钱）、甘草（四分）

陈皮（八分）、牡丹皮（八分）、天冬（一钱）、
麦冬（一钱）、贝母（一钱）、枳壳（麸炒，一钱）、
百合（一钱）、栀子仁（一钱半）、地苏木（二钱

半）
黄芩、桔梗、麦门冬（去心）、桑皮、贝母、茯

苓、甘草、枳实、前胡（剂量无记载）
黄芩（一钱）、栀子（炒，一钱）、当归（二钱，

血虚有热者用一钱）、白芍（二钱）、青蒿（一

钱）、生地（二钱）、麦冬（二钱）、甘草（一钱）

用法

水二钟，煎八分，食后服

上水二盅，煎八分，食后服

水煎服

生姜三片，水煎温服

水煎服，如火盛烦躁，加

真龟胶二钱，化服。如肾

虚精涸，加熟地三五钱

功效主治

热痰壅肺，咳嗽，咳

痰黄稠

积火炎上，咽喉干

痛，面赤，鼻出热气，痰

嗽而难出，色黄且浓，

或带血丝，或出腥臭

吐血，咳嗽气急

咳嗽吐痰有热，胸中

痞闷

水亏壬下，火烁肺

金，喉痒咳嗽，尺脉滑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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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萜类成分是葫芦科植物的特征性成分及主要活

性成分，且含量丰富。橘红理气宽中，化痰止咳，其

主要的化学成分为黄酮类、多糖类、挥发油类、香豆

素类，此外还含有微量元素［52-56］，其中黄酮类化学成

分是其主要有效成分，主要包括柚皮苷和漆树苷，

研究表明，两者含量之和占化橘红黄酮类物质总量

的 84% 以上。桔梗的功效为宣肺祛痰、利咽排脓，

目前从桔梗中分离得到的化学成分主要包括三萜

皂苷类、黄酮类、酚类、甾醇类、多糖类、聚炔类，此

外还含有氨基酸、挥发油、微量元素等［57-65］，其主要

药效成分是三萜皂苷类和多糖类化合物，目前关于

三萜皂苷类成分研究最多，已经分离并鉴定的三萜

皂苷类化合物有 75 种，主要包括桔梗皂苷 A，B，C，

D 及其皂苷元等［57］。麦冬养阴润肺、益胃生津、清心

除烦，主要的化学成分包括甾体皂苷类、高异黄酮

类、多糖类、有机酸类、环二肽类成分［66-74］，现代研究

表明，甾体皂苷类成分和高异黄酮类成分是麦冬的

主要药效活性成分。知母具有清热泻火、滋阴润

燥、止渴除烦的功效，现代研究表明其主要的化学

成分为皂苷类、双苯吡酮类、生物碱类、氨基酸类、

挥发油类、多糖类等［75-81］，其中皂苷类成分是其主要

的活性成分且种类繁多，含量约占根茎中总化学成

分的 6%［82］。茯苓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其中富含

多种化学成分，包括三萜类、多糖类、甾醇类、挥发

油类、蛋白质、氨基酸及微量元素等［83-92］，其中多糖

类和三萜类化学成分是主要的活性成分，多糖类成

分约占菌核干质量的 70%~90%。甘草具有补益脾

气、祛痰止咳、清热解毒、调和诸药多重功效，是中

医临床使用最广泛的药材，化学成分以三萜皂苷

类、黄酮类、多糖类为主，还含有香豆素、生物碱类、

氨基酸和挥发性成分等［93-98］，其中三萜皂苷类成分

是甘草的特异性标志成分，也是其含量较高的和主

要的活性成分，此外，黄酮类化学成分也是近年来

关注的热点［99］。

科学全面的质量控制是保证中药临床疗效的

前提，为支持经典名方的研究和开发，《经典名方中

药复方制剂简化注册审批管理规定》中提出将“经

典名方物质基准”作为保证经典名方制剂质量一致

的“标准对照物质”［100］。通过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

库检索关于清金化痰汤物质基础及质量控制研究

发现，仅有刘静等［101］分析了清金化痰汤中山栀子

苷、新芒果苷、栀子苷、芒果苷、黄芩素、汉黄芩素、

甘草酸 7 种成分作为其质量标志物，通过 UHPLC 测

定含量，对清金化痰汤中多个指标成分的控制，为

其物质基准的全面质量控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通过分析百合地黄汤、泻白散、桂枝芍药知母汤等

经典名方物质基准质量控制的研究报道发现，在其

物 质 基 准 质 量 控 制 方 法 中 均 建 立 了 其 指 纹 图

谱［102-104］，此方法能较全面的展示物质基准中的主要

物质群，且重复性好。“有效成分含量测定+指纹图

谱”模式已经成为经典名方物质基准质量控制的重

要手段［105］，提示可对清金化痰汤物质基准指纹图谱

进行研究，并且可进一步深入阐明指纹图谱与药效

之间的相关性，建立基于药效的质量控制方法。

4 现代药理研究

经典名方的药理作用研究对其制剂研究开发

有重要意义，目前关于清金化痰汤药理作用主要集

中在镇咳祛痰、抗炎、松弛支气管平滑肌、调节机体

免疫功能方面。

4.1 镇咳祛痰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肺炎，

急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均不同程度表现出咳嗽、痰多

的临床症状。在研究清金化痰汤的镇咳祛痰作用

时发现，清金化痰汤对 COPD 气道黏液高分泌模型

大鼠黏蛋白 5AC（MUC5AC）分泌量表现出明显的

改 善 作 用 ，且 肺 泡 灌 洗 液 中 肿 瘤 坏 死 因 子 - α

（TNF-α），白细胞介素 -8（IL-8）表达量明显下降，肺

组织中 MUC5AC mRNA 及蛋白水平明显下调，表

明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 TNF-α或 IL-8 等炎

症 因 子 的 产 生 下 调 MUC5AC mRNA，从 而 抑 制

MUC5AC 的生成［106］。陈英等［107］发现清金化痰汤可

明显降低 COPD 气道黏液高分泌大鼠模型的痰液分

泌 量 ，肺 组 织 中 心 粒 细 胞 弹 性 蛋 白 酶（NE），

MUC5AC mRNA 表达量也明显降低，表明其作用机

制可能与调节 NE/MUC5AC 信号通路有关。杜建

超 等［108］建 立 了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病 急 性 加 重 期

（AECOPD）大鼠模型，并通过蛋白免疫印迹法发现

其肺组织中叉头翼状螺旋转录因子 P3/维甲酸相关

孤核受体 γt（Foxp3/RORγt）的蛋白表达量明显上

调，这也是清金化痰汤发挥镇咳祛痰的作用机制

之一。

4.2 抗炎 各类呼吸系统疾病均有不同程度的炎

症并始终伴随整个疾病过程，因此抗炎是临床上治

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主要目标。清金化痰汤可明显

改善气道炎症型动物模型的炎症介质水平，如赵媚

等［109］和许光兰等［110］的实验研究均发现，清金化痰

汤可明显改善 AECOPD 大鼠炎症状态，降低肺泡灌

洗液中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 -1β（IL-1β），TNF-α的

含量，且研究发现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下调 Ja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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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酶/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子（JAK/STAT）信号通

路。陈英等［111］研究发现清金化痰汤可明显降低哮

喘小鼠模型中标志性炎症因子 IL-1β，TNF-α，IL-6

的含量，这一作用可能与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ERK/p38 MAPK）信号通路有

关。孟倩等［112］采用大鼠急性气道炎症模型，发现清

金化痰汤治疗后炎症因子 IL-1β，TNF-α，IL-6 的含

量显著降低，肺组织病理学炎症积分明显下降，且

核转录因子 -κB（NF-κB），p38 MAPK 表达量也显著

降低，表明其作用机制与调控 p38 MAPK/NF-κB 信

号通路有关。此外，近年来关于自噬与气道炎症反

应的关系也成为新的研究热点［113-114］，研究表明，自

噬会影响炎症介质的表达［115］。有文献报道，清金化

痰汤处理后，大鼠气道上皮细胞中自噬标志因子

Beclin-1 和Ⅱ型 LC3 的表达减少，自噬蛋白 p62 表达

增加，说明清金化痰汤还可通过抑制大鼠气道上皮

细胞的自噬反应从而发挥抗炎作用［116-117］。综上，清

金化痰汤可通过降低气道炎症型动物模型的 IL-1β，

TNF-α，IL-6 等炎症介质的含量发挥抗炎作用，当前

关于其作用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 JAK/STAT，ERK/

p38 MAPK，p38 MAPK/NF-κB 信号通路与自噬。

4.3 舒张气管平滑肌 研究表明哮喘，COPD 等患

者的气道上皮组织均呈现平滑肌肉层增厚的现象，

这些组织形态上的改变会进一步导致其结构功能

上的改变，增大患者呼吸阻力，从而出现胸闷气急，

呼吸不畅等典型症状［118-119］。因此扩张气管、缓解气

流受限及改善肺通气功能是治疗此类疾病的有效

手段［120］。已有研究表明清金化痰汤中君药黄芩所

含黄芩素对 KCL 或甲基胆碱诱发的大鼠气管平滑

肌收缩具有显著的松弛作用，其机制与抑制组胺 H1

受体、激活 β2肾上腺素能受体和钾离子通道活性有

关［121］，黄芩苷也可通过减少哮喘大鼠平滑肌细胞的

增 多 从 而 抑 制 平 滑 肌 肉 层 增 厚 ，改 善 气 道 重

塑［122-123］。周颖等［124］研究发现贝母甲素、贝母乙素、

西贝素等成分可对气管 M 受体产生拮抗作用，从而

对豚鼠离体气管平滑肌收缩呈现出显著的抑制作

用。王珍珍等［125］也通过西贝素及其衍生物作用于

豚鼠离体气管条的实验证明了西贝素的舒张气管

平滑肌作用。此外，韦媛媛等［126］研究发现桑白皮总

黄酮对钙内流引起的豚鼠离体气管平滑肌收缩也

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并推断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

非竞争性抑制钙通道的开放来拮抗钙内流引起的

收缩。

4.4 免疫调节 肺炎，支气管扩张症，，COPD 等疾

病的发生发展多与机体的免疫功能紊乱有关，机体

免疫调节功能失衡会导致疾病的进一步加重［127］。

因此，通过对免疫功能的调节从而改善肺系疾病的

发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免疫球蛋白 A（IgA），免疫

球蛋白 M（IgM），免疫球蛋白 G（IgG）是机体重要的

免疫因子，不仅能激活补体系统，还可单独或协同

吞噬细胞发挥免疫保护效应，从而起到保护机体的

作用［128］。研究表明，清金化痰汤具有免疫调节作

用，如平秀琴等［129］和姜芊竹等［130］均通过临床实验

发现，清金化痰汤可明显改善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

临床症状，且患者血清中 IgA，IgM，IgG 水平均显著

升高，表示其对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增强作用。郭

昉［131］通过实验发现，清金化痰汤治疗后 AECOPD

患者临床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外周血中 Th17 水平明

显下调，推测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调节 Th17 水平有

关。李丽琼等［132］则发现清金化痰汤治疗后，患者的

白细胞计数（WBC）和 C 反应蛋白（CRP）水平均降

低，也达到改善机体免疫功能的目的。因此，清金

化痰汤可通过免疫调节的药理作用改善患者临床

症状，其作用机制主要与调节 IgA，IgM，IgG 水平，

Th17 水平及 WBC，CRP 水平有关。

5 现代临床应用

近年来，清金化痰汤及其加减方在临床中得到

广泛应用。通过文献搜索发现，清金化痰汤的临床

应用主要集中在痰热壅肺所致的肺系疾病，主要包

括 AECOPD，社区获得性肺炎，支气管扩张，急慢性

支气管炎等疾病，现对清金化痰汤对肺系病的临床

研究进行分析，①AECOPD，清金化痰汤是临床上

治疗 AECOPD 的常用方，可显著改善 AECOPD 患

者的临床症状及肺功能。梁如生［133］对 AECOPD 患

者在常规西医治疗基础上口服清金化痰汤，治疗后

结果显示，两组血气与中医证候积分均明显改善，

加服清金化痰汤组总有效率为 97.44%，明显高于单

纯西医治疗组的 83.33%，表明加用清金化痰汤治疗

可 明 显 提 高 临 床 疗 效 。 魏 钢 等［134］选 取 60 例

AECOPD 患者观察清金化痰汤临床疗效，分为对照

组和治疗组，治疗组在对照组常规西医治疗基础上

加用清金化痰汤，结果表明联用清金化痰汤的有效

率为 93.33%，明显高于单用西药的有效率 76.67%。

②社区获得性肺炎（CAP），韩利峰［135］观察了清金化

痰汤联合左氧氟沙星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的效果，

发现单用西药组总有效率为 78.8%，加用清金化痰

汤组总有效率为 92.2%，有效率显著升高，其 WBC，

TNF-α，超敏Ｃ反应蛋白（hs-CRP）水平均低于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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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治疗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宋德胤等［136］

选择已确诊的 CAP 痰热壅肺证患者 80 例观察常规

用药联合清金化痰汤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临床

疗效，研究结果显示加用清金化痰汤组临床控制率

为 52.5%，显著高于常规用药的 30.0%，且咳嗽、痰

量、黄痰积分及炎症指标 hs-CRP，红细胞沉降率

（ESR）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综上，清金化痰汤治疗

CAP 痰热壅肺证，可明显提高临床疗效，改善患者

病情和症状，降低患者炎症水平。③支气管扩张，

支气管扩张症是呼吸系统的常见病证，吴泓阳［137］将

60 例支气管扩张症急性加重期患者随机分为试验

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常规西医治疗，试验组加用清

金化痰汤，治疗结果显示清金化痰汤可加快使中心

粒细胞百分比恢复正常，对炎性指标的改善作用亦

优于纯西药治疗组，且可缩短患者住院天数。王晶

波等［138］采用加味清金化痰汤配合西医常规治疗支

气管扩张症患者 60 例，结果发现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0.00%，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3.33%，且可明显降低

患者血清中 CRP，IL-8 水平。以上数据表明，清金化

痰汤可明显提高支气管扩张症临床总有效率，且明

显改善患者炎症水平。④急慢性支气管炎，急慢性

支气管炎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呼吸系统的常见病

症，李永仪等［139］观察清金化痰汤治疗小儿痰热型急

性支气管炎的临床疗效时发现，给予清金化痰汤治

疗后总有效率为 91.7%，对比单纯西医治疗组的

83.3% 显著升高，且无明显毒副作用，疗效明确。周

永红［140］选取 80 例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研究清金化痰

汤对慢性支气管炎的临床疗效时发现，清金化痰汤

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7.5%，西药治疗组的有效率

为 82.5%，且具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将清金化痰汤

用于急慢性支气管炎的治疗，可明显改善患者临床

症状，提高临床总有效率。

6 结语与展望

近年来，由于气候环境的变化，全球呼吸道疾

病高发，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清金化

痰汤具有清热润肺、化痰止咳的功效，在肺系疾病

中广泛应用且疗效显著，是治疗肺系病的经典名

方。清金化痰汤古代临床用于痰热壅肺所致肺系

疾病的治疗，现代临床则广泛用于慢性阻塞性肺病

急性加重期、社区获得性肺炎、急慢性支气管炎、支

气管扩张症等常见感染性肺系疾病的治疗，其传统

应用与现代应用有良好的对应关系。近年来，关于

其作用机制和临床应用报道呈逐渐增多的趋势，然

而，关于原方的质量检测、药效物质基础研究鲜少，

且由于现代制备工艺及原料药与古代存在差异，尤

其是原料药容易受到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影响，

使药味组成复杂的清金化痰汤质量一致性难以保

障［141］，从而使得临床疗效的一致性难以保障。因

此，科学全面的质量标准的研究和制订是清金化痰

汤研究开发中的关键问题。

根据国家和相关部门出台的针对经典名方的

开发策略及近年来中药质量控制方法研究进展，一

方面可以加大其物质基准的研究，包括建立指纹图

谱和测定多个指标成分的含量，不仅反应其药效物

质基础，也更好地评价其处方质量。另一方面，近

年来发展的生物活性测定因其专属性强、与中药有

效性及安全性密切相关、量效关系明确及简单快速

等优点，已经有不少研究报道了将其应用于对中药

生物效应评价的研究［142］，水蛭生物活性测定已作为

质量控制方法之一被药典收载［22］。2010 年版《中国

药典》一部中也已经增加了中药生物活性测定研究

指导原则，该方法应用于中药质量控制领域已经成

为趋势，因此可结合清金化痰汤清热化痰、润肺止

咳的功效以及镇咳祛痰、抗炎、舒张气管平滑肌、免

疫调节的药理作用，寻找合适的生物活性测定方

法，不仅可为其质量控制方法提供有效补充，也可

为其他经典名方制剂的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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