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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在调控免疫系统中的作用与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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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备受研究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中医药在西医治疗效果

不佳时展现出独特的疗效 [1]。尤其是在过去的 10 多年里，中医药受到高度关注，并得到广大专家和患者的认可 [1]。本研究

旨在深入探讨中医药在免疫系统调控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医学领域的潜力提供理论支持。通过系

统性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中医药在免疫调节中的机制，为未来的研究和应用提供更深入的认识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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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体免疫系统的精密运作在维持整体健康中扮演着不

可或缺的角色，其复杂性和关键作用贯穿于抵御病原体、

清除异常细胞以及维持内环境稳态等多个关键方面。随着

对免疫系统深入研究的不断推进，人们对中医药的关注日

益增加。中医药代表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卓越成就，其强调

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的理念与免疫系统整体性质相得益彰，

为其在免疫调节领域赋予了独特的优势。作为千年智慧的医

学体系，中医药在治疗中注重整体性和个体化，通过辨证施

治实现疾病的有针对性治疗。在免疫调节方面，中医药以其

温和而全面的调理方式被认为可能产生积极的调节效果，与

免疫系统的自然平衡相契合。本文的目标在于深入研究中医

药在免疫系统调控中的作用，特别关注其在增强免疫功能、

调解免疫失调方面的表现。同时，我们追求揭示中医药调节

免疫系统的分子机制，通过深入分析其对免疫细胞、信号通

路以及免疫因子的影响，挖掘其在分子层面上的精准调节机

制。这不仅有助于为中医药在现代医学中的应用提供更加坚

实的理论支持，同时为其在实践中更精准的运用提供科学依

据。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医药的认识，还为其在免

疫调控领域的开发和推广提供了新的方向，推动着传统医学

与现代医学的融合。

1 中医药与免疫系统

1.1 中医药的分类与特点

中医药作为一门源远流长的医学体系，其分类和特点

体现了对疾病的独特认知和治疗方法。在中医药的广泛应用

中，包括草药、中药配方、针灸、推拿等多种形式。①草药：

草药是中医药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形式。按照中医理论，

草药被分为寒热、温凉、滋补、泻火等不同性质。这种分类

基于草药的性味归经，以及对人体阴阳平衡的调节作用。草

药通过煎煮、研磨等方式制成药剂，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②中药配方：中药配方是将多种草药按照一定的比例和配伍

原则合理搭配而成的复方制剂。中药配方的制定强调“辨证

施治”原则，即根据患者的病情特点，运用中医辨证论治的

方法，选择相应的配方。这种个体化的治疗方法使中医药能

够更精准地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调理。③针灸：针灸是

中医药中的一种特殊疗法，通过在人体特定穴位刺激经络、

调节气血，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针灸依赖于中医经络学

说和腧穴理论，通过选择不同的穴位、运用不同的刺激手法，

以及掌握气血阴阳的平衡关系，实现身体的自我调节和康

复。④推拿：推拿是一种中医治疗手法，通过按摩、揉捏、

推动等手法刺激穴位和经络，调整气血流通，促进身体的自

愈能力。推拿广泛应用于儿科、康复医学等领域，是一种非

常安全且有效的治疗手段。

1.2 免疫系统的基本概念

免疫系统是机体的防御系统，由天然免疫和获得性免

疫两大部分组成。这一系统通过复杂的协同作用，保护机体

免受外部病原体的侵害。①天然免疫：天然免疫是机体最早

启动的免疫反应，通过非特异性手段进行防御。其中包括生

理屏障如皮肤和黏膜，它们阻止病原体进入机体。巨噬细胞

是天然免疫的主要执行者，能够吞噬和消化病原体。此外，

天然免疫还包括一些特殊的细胞和蛋白质，如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和溶菌酶，它们通过非特异性机制识别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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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体。②获得性免疫：获得性免疫是相对较慢但更为特异

和精确的免疫反应。它依赖于特异性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的

协同作用。T 细胞和 B 细胞是获得性免疫的核心组成部分。

T 细胞主要通过识别和杀伤感染细胞来清除病原体，而 B 细

胞则分泌抗体，这些抗体能够特异性地结合并中和病原体。

获得性免疫具有记忆性，一旦接触过特定病原体，就能更快

速、更强效地应对再次感染。

这两个免疫部分之间通过细胞信号和分子信号相互调

控，形成一个高度复杂而精密的系统。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

对于维持机体的健康至关重要，而其紊乱可能导致免疫相关

疾病的发生。因此，对免疫系统的基本概念的深入了解对于

疾病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1.3 中医药对免疫系统的整体影响

中医药以其独特的整体观念和治疗方式，对免疫系统

产生多层次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辨证施治原则：

中医药强调“辨证施治”，即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体质特

征以及病因病机的不同进行个体化的治疗。通过辨别病因、

病机，中医医生能够为患者制定针对性的草药或中药配方，

旨在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气血畅通，从而提升整体免疫水

平。这种个性化的治疗方式有助于恢复机体的自愈能力，全

面提高免疫系统的应对能力。②抗炎、抗氧化、免疫调节作

用：许多中药成分具有抗炎、抗氧化、免疫调节等多重作用。

这些成分直接影响免疫细胞的功能，调控免疫因子的产生，

以适应机体对抗外界病原体的需要。例如，一些中药如黄连、

板蓝根等被发现具有抗炎和抗氧化作用，有助于减轻炎症反

应，维持免疫系统的平衡。③平衡阴阳、调理气血：中医药

强调阴阳平衡和气血调和，认为身体的健康与阴阳平衡息息

相关。通过运用具有温凉、滋补、泻火等性质的草药，中医

药能够调理机体内在的阴阳平衡，增强体质，提升免疫系统

的整体功能。气血的调和也是中医药调理免疫系统的重要手

段，通过促进气血流通，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

中医药对免疫系统的整体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涵

盖了个体化的治疗原则、抗炎抗氧化作用以及对阴阳、气血

的调理。这些影响共同促使机体达到免疫系统的协调平衡，

从而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有助于抵抗疾病。

2 中医药调节免疫系统的临床应用

2.1 免疫性疾病的治疗与预防

免疫性疾病是一类由免疫系统异常激活导致的疾病，包

括了一系列自身免疫系统失调引起的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

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在中医药的治疗中，注重辨证施治，

即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体质特征以及病因病机的不同进行

个体化的治疗。通过辨别病因病机，中医医生能够为患者制

定针对性的草药或中药配方，旨在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抑

制过度激活的免疫反应。中医药中的一些成分，如黄芩、白

芍等，被认为具有抑制过度免疫活性的作用，调节免疫系统，

减轻炎症反应，从而在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中发挥重要作

用。对于过敏性疾病，如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等，中医

药通过调理体质、增强体内抵抗力，可以减缓过敏反应。一

些中药如苍耳子、连翘等被广泛用于缓解过敏症状，同时改

善机体的免疫状态，以达到治疗和预防的目的。中医药通过

调理气血、平衡阴阳，能够改善机体的免疫状态，提高整体

免疫水平，减轻免疫系统对自身组织的攻击性，从而对免疫

性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发挥积极作用。综合而言，中医药在免

疫性疾病的治疗和预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独特的治疗

理念和草药应用有助于平衡免疫系统，调节机体内在的阴阳

平衡，以促进康复和预防疾病的发生。

2.2 感染性疾病的治疗与辅助

在感染性疾病的治疗方面，中医药常被应用于病毒感

染和细菌感染的辅助治疗。对于病毒性感冒、流感等疾病，

中医药通过发散寒邪、提高体内阳气等方式，有助于缩短疾

病的持续时间，减轻症状。一些中药成分，如麻黄、桂枝等，

被广泛应用于这些病症的辅助治疗。在细菌感染的情况下，

中医药可以通过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等方式发挥作用。一些

中药如金银花、连翘等在临床实践中被广泛应用于细菌性感

染的辅助治疗，有助于提高机体的抵抗力，促进康复。这些

中药成分被认为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有助于抑制细菌繁

殖，减轻炎症反应。此外，一些中医药还表现出调节免疫系

统的特性，有助于提高机体的免疫水平，使其更好地对抗感

染。中医药在感染性疾病的治疗中强调个体化的辨证施治，

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和体质特征，选用合适的草药或中药配

方。这种治疗方式不仅有助于直接对抗病原体，还能够调节

机体整体的平衡，提高免疫系统的抵抗力，为康复创造有利

条件。因此，中医药在感染性疾病的治疗中发挥着辅助作用，

促进患者更快地恢复健康。

2.3 肿瘤免疫治疗的新视角

肿瘤免疫治疗是当今癌症治疗领域备受瞩目的新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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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而中医药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应用也逐渐引起广泛关

注。肿瘤免疫治疗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激发机体自身的免疫系

统来对抗癌细胞，而中医药的整体性治疗理念与这一目标高

度契合。在肿瘤免疫治疗中，中医药注重个体化的辨证施治，

充分考虑患者的体质差异和肿瘤的特殊病理过程。中医医生

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采用草药或中药配方，以调整机体

的阴阳平衡，增强免疫系统的活性，达到对抗癌细胞的效果。

一些中药成分，如黄芪、党参，被认为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功

能的作用，有助于激发免疫系统对肿瘤的主动攻击。中医药

还通过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等方式，有助于调整肿瘤微环境，

改善机体对肿瘤的抵抗能力。一些中医药在提高免疫细胞活

性、促进淋巴细胞的活化等方面展现了显著的潜力。此外，

中医药强调身心平衡，通过提高患者的整体健康水平，为免

疫治疗提供更为良好的基础。然而，肿瘤免疫治疗的复杂性

要求中医药在临床应用中更深层次的研究。未来的研究需要

结合分子层面的机制和临床实践，深入挖掘中医药在肿瘤免

疫治疗中的作用机制。科学验证的过程必须更为严谨，以确

保中医药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综合而言，

中医药在肿瘤免疫治疗中呈现出独特的治疗理念和应用前

景，为肿瘤治疗领域的拓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随着

进一步的研究深入，中医药有望在肿瘤免疫治疗中发挥更为

重要的作用，为癌症患者提供更全面、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3 中医药免疫调节的分子机制

近年来，随着对免疫调节药物的研究兴起，中医药在免

疫调节领域展现了引人注目的潜力。这一领域的关注不仅来

自临床应用的观察，还得益于大量实验研究，证明了许多中

药及方剂具有免疫调节的潜在作用。这种认知为进一步深入

了解中医药在免疫调节中的分子机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

药资源的丰富性使其成为寻找新的免疫调节剂的理想来源。

相较于合成药物，中药的针对性更强，成本更低，且呈现出

较快的疗效，这些特点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免疫促进药方面，

中药涉及益气、养血、温阳、益阳的药物，以及一些解毒和

活血的药物。党参、黄精、白术等药物是其中的代表，它们

通过实验证明能够促进细胞免疫，增加 T 细胞比值，从而

加强机体的免疫功能。

其中 t 淋巴细胞是正常机体免疫功能最重要的一大细胞

群，各亚群的数量和功能发生异常时，就会导致病理变化 [2]。

cd4+/cd8+ 比值是估计体内免疫调节平衡最有意义的参数，

其维持一定比例，机体便处于稳定的免疫状态中；当两者比

例失衡时，机体免疫功能便发生紊乱，出现疾病 [2]。马宝璋

等认为在慢性盆腔炎中，t 淋巴细胞亚群影响和反映着局部

的免疫功能，t 细胞一方面参与调节免疫反应程，另一方面

参与调节粘膜中各类抗体分泌细胞的定向分化和免疫球蛋

白的增生 [4]。冯光荣等应用妇乐维康胶囊（香附、乌药、桃

仁、蛰虫、莪术、鳖甲、鸡内金、败酱草、桂枝等）治疗慢

性盆腔炎模型大鼠，以免疫组化法测定其外周血 t 淋巴细胞

亚群（cd4+、cd8+、cd4+/ cd8+）的变化 [5]。实验显示：妇

乐维康胶囊能增加外周血 t 淋巴细胞 cd4+ 亚群数量，抑制

cd8+ 亚群数量，调整 cd4+/cd8+ 比值，进而推测该药物可能

是通过恢复细胞免疫功能而达到治疗炎症的效果 [5]。章勤等

以自拟芪竭颗粒（黄芪、血竭、制军、桂枝、茯苓、红藤等）

施治于实验慢性炎症的小鼠，于环磷酰胺造模后小鼠 cd4+

异常升高，cd8+ 明显下降；经芪竭颗粒大、中剂量组治疗，

能明显提高其 cd8+ 水平，使 cd4+/cd8+ 比例趋于正常，较

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本方在改善病灶、促

进炎症感染过程中止的同时，能够起到抑制免疫反应作用 [2]。

除了免疫促进作用，中医药在免疫抑制方面也有显著

表现。以活血化瘀清热解毒为主的药物，如鱼腥草、蒲公英、

银花等，展现了其清除抗原、抑制抗体生成的特性，有助于

调控机体内的免疫反应。这种双向调节的特性使中医药成为

一种较为综合且灵活的免疫调节手段。同时，人参、桑寄生、

白术等药物有助于促进淋巴细胞的转化和增强细胞的吞噬

功能，从而全面调节免疫系统的效能 [6]。在免疫抑制药方面，

以活血化瘀清热解毒为主的药物，如鱼腥草、蒲公英、银花

等，展现了清除抗原、抑制抗体生成的特性，有助于调控机

体内的免疫反应 [6]。另一方面，中药中的双向调节药物，如

人参、刺五加、黄芪等，能够使机体在不同状态间达到平衡，

有助于维持免疫系统的动态平衡。这些药物既可激发免疫反

应，又能抑制过度免疫活性，发挥双向调控作用 [6]。

总的来说，中医药对于免疫细胞的调节具有重要的作用

和影响，比如对于细胞免疫的促进作用、对淋巴细胞进行调

节转化、还可以让细胞的吞噬能力更强等功能。在中医药免

疫调节的分子机制探索中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理论，以及相

关案例。针对中医药免疫调节方面的深入研究，将会为中医

药行业带来全新的发展，也可以为临床应用提供相关指导，

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免疫调节中的潜力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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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中医药在免疫系统调节领域的研究为未来的医学实践

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其独特的整体性治疗理念以及温和调理

方式展现了潜在的免疫调节作用，为传统医学在当代医学中

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草药成分和中药配方作为中医药

的核心组成部分，通过多途径调整免疫系统平衡，强调整体

性和个体化治疗，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在免疫性疾病和

感染性疾病的治疗中，中医药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不仅能

够直接干预疾病进程，还能够在治疗过程中发挥辅助作用，

呈现出治疗与辅助的双重效应，为患者提供全面的支持。未

来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地整合分子层面的机制和临床实践，

以优化治疗方案，提高疗效和个体化水平。科学验证的过程

必须采用严密的方法，确保中医药在免疫调节中取得可靠的

验证结果，为其更广泛的应用提供坚实的科学基础。中医药

体现了传统医学的优势，为未来的研究和应用创造了广阔的

空间。深入挖掘中医药的调节机制有望为免疫系统调控提供

新的思路，推动中医药在现代医学中的更广泛、更精准的应

用。因此，中医药在免疫调节领域的研究不仅弘扬了传统医

学的卓越成就，也为未来的医学发展打开了崭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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