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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中药 

中药治疗过敏性疾病的药理作用研究 

高变红  赵惠霞  黄海彦 

（宁夏石嘴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753200） 

【摘  要】中医药在抗过敏方面具有确切的临床效果，但其药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尚未阐明。本文着重介绍了近年来中药复方、

单味中药提取物及其在治疗变应性疾病中的作用。目标是使中药的多成分、多靶点和多途径的特性得以充分体现，从而

加深对中药的认识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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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reating allergic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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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CM has definite clinical effect in anti-allergy，but the basis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have not been clarified.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effects of compound and single extracts in the treatment of allergic diseases in recent years. The goal is to fully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le components，targets and channels，so a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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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疾病是一种异常或病理性的免疫反应，主要是由

于受到花粉、粉尘、食物、药物和寄生虫等抗原性物质的刺

激而导致的。主要包括过敏性鼻炎、湿疹、过敏性哮喘等。

过敏原是一种常见的变态反应性疾病，其发病机制尚不明

确。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治疗方法是阻断或去除过敏原，药物

抗过敏（应用糖皮质激素）等，但副作用大，停药后易复发，

难以治愈。中医药在治疗过敏性性疾病方面有着悠久的历

史，具有独到的治法，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本项目以“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为切入点，通过

对中药复方、单味药及有效成分群的系统研究，揭示中药的

特点，深化对中药类过敏效应的理解，为中医药在过敏性疾

病防治中的应用奠定基础。 

一、介绍 

过敏性疾病是一种以多种不同种类的病理免疫反应（也

就是过敏反应）为主的一种疾病，它的临床症状多种多样，

是指机体在两次或两次以上的接触过敏源或在某种特殊的

诱因下所引起的。近几年来，我国的过敏人群一直在增加，

这是由于人们的生活节奏和习惯的变化，工业化生产和发展

的速度越来越快，环境污染的加剧等因素所致。 

从中医古籍中的有关记载和现代医学的有关理论来看，

中医药在治疗过敏性疾病上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并且通过

对现代病理分型中的Ⅰ型过敏反应进行了更多的使用，其效

果也更安全、更可靠，主要用于呼吸道过敏性疾病或皮肤过

敏性疾病的治疗。因此，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现代药理研究。

与之不同的是，全身性变态反应性休克来得很突然，发病严

重，有时会威胁到生命。如果有必要的话，中医是不会在临

床上使用的。过敏性胃肠炎多见于婴儿和儿童。而且，食品

过敏也是一种常见的致敏性疾病，其发病率随年龄增加呈下

降趋势，目前国内外有关过敏性胃肠炎的研究较少。 

目前，中药的抗炎作用研究主要是通过动物模型进行

的。在这种测试中，最常见的是豚鼠。目前针对呼吸系统及

皮肤敏感的动物模型，病理改变各不相同，而针对这两类疾

病的共性，目前多采用两种模式：被动性皮肤敏感、肥大细

胞脱颗粒模型。中药复方的作用机理研究多集中于 lgE 生成、

细胞脱颗粒、细胞炎性反应等环节。这是一种多通道的抗致

敏作用。中药复方对机体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的复方、

单味药、不同的提取部位或部位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抗过敏

效应。 

1.根据方剂的功用进行分类 

医学的知识并不像吃药那样，而是最原始的处理方法，

就是把草药洗干净，打碎，研磨，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清洗”

和“剁”。中药复方是我国传统医学治疗的重要手段，是体

现中医药理论特色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国内外对白芍抗炎

作用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类研究的共性特征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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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过敏性动物为模型，对其进行体内、体外两个层

面的研究，探讨其可能的抗致敏机理。变应性疾病以发病急、

扩散快为主要特点，与中医“善行易变”的病机特点相吻合，

因此，祛风是中药防治变应性疾病的重要方法之一。此外，

基于"治风必治血，血风自止"的思想，将祛风药和养血活血

药组合成不同的方剂用于临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相关

的实验研究也逐步增加，其中以杨西群为代表的中药复方祛

风止痒口服液有显著的抗过敏效果。 

2.中药组合物 

鼻康胶囊的免疫抑制的作用：选用炭颗粒物分离法，观

查小白鼠单核巨噬细胞的吞噬细胞；以鸡血细胞为抗原体，

检测小白鼠血液里溶血素抗体的形成状况；以 DNCB 为致敏

物成分，观查小白鼠过敏性反应；在开展细胞培养实验，检

测粒细胞转换率、BK 生命力。结果显示：鼻康胶囊能够让

大白鼠胰腺、脾大指数值上升，对小鼠血细胞单核巨噬细胞

的吞食实力会有明显的强化作用，同时可提升小鼠血清里的

溶血素抗体水平；再对 DNCB 诱导的小鼠实验中，DTH 表

现会有明显的抑制效果，并可以增加粒细胞的融合能力，同

时可提升 NK 生物活性。结果：鼻康护脐对急慢性鼻炎及变

应性鼻炎的治疗效果很有可能与其说增强机体的特异性免

疫及人体免疫系统作用，抑止细胞免疫功能有关系。 

《伤寒论》中记载的麻连翘赤小豆汤（麻连翘赤小豆

汤），在前期研究中，通过对豚鼠组织胺致癌性实验、葡聚

糖诱导的小鼠全身性癌痒实验，发现此方及加减方（前药加

荆芥、防风 15 g、地肤子 30 g）能明显减轻两种动物的痒感。

茵陈五菩散出自《金匮要略》，经多位学者研究证实：此方

能有效地抑制组胺诱导的皮肤血管通透性，同时能抑制天花

粉诱导的大鼠 PCA，而不能对抗过敏性休克。 

《外科正宗》中的“消风散”及其配方，发现其对豚鼠

皮肤搔痒、豚鼠接触性尊麻疹和小鼠的 PCA 具有明显的抗

过敏活性。“祛风止痒冲剂”是一种以荆芥、抗风、蝉蜕、

牛蒡子等十余种中草药材为主要成分的复方制剂。本课题相

关研究得知，该药对右旋糖及组织胺所引起的豚鼠皮肤病

痛；对豚鼠耳朵皮下注射肉桂酸、二甲亚砜引发的非免疫力

接触尊荨麻疹；对大白鼠 PCA、软骨组织细胞、组胺、5- HT、

二甲苯引起的小白鼠耳肿涨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 

治喘合剂 I：由丹参 24g、炙麻黄 10g、川贝粉 10g、苦

荞麦 15g 构成；医治喘合剂 I 方：丹参 24g，炙麻黄 10g，

川贝粉 10g，白芥子 10g。本研究组研究表明，中药组方 I、

II 对豚鼠身体内药源性哮喘病有显著的保护作用，对 PCA

大白鼠会有明显的抑制效果，对大白鼠腹部组织细胞的脱颗

粒以及对 SRS-A 诱导的豚鼠回肠回缩会有明显的抑制作

用。所使用的消疹胶襄主要是由荆芥、抗风、莲翘、牛蒡子、

当归黄芪、生地黄、芍药、川芎、苦参、蝉蜕、黄柏等成分

组成，具有显著的抗组织胺诱导的瘙痒、肉桂酸诱导的荨麻

疹、大鼠体内的 PCA 和 5- HT 诱导的血管通透性的升高。 

二、中药治疗过敏性疾病的药理作用 

1.与致敏性媒介作斗争。研究证实，挥发油可以通过诱

发小白鼠皮肤组织过敏、大白鼠脑骨软骨组织细胞去颗粒、

家兔回肠实验等方法，对致敏豚鼠的肺灌流、抗致敏和抗组

织胺和 S-A 诱导的哮喘模型进行研究。前期研究还发现，

南天竹含有 5- HT 抑制剂，其有效成分为南天竹啡碱，3×

10-6 M 时能显著抑制 5- HT，且多种中药均有抗组织胺作

用，如葛根、苦参、艾叶油、辛美、汉防己等都有抗组织胺

功效，金龙胆草、华山参、白杜鹃、山苍子油等都有抗 5-HT

功效，灵芝、山苍子油、艾叶油、甘菊、汉防己等都有抗

S-A 功效，并且能与胆碱影响的淫羊藿素、少年红皂甙、生

甘草糖甙、汉防己甲素等抗胆碱功效。 

2.中和过敏原。它具有一定的抗过敏活性，能通过非特

异性的激发，中和抗原，降低过敏原与目标细胞表面 IgE

的接触。茵陈五苓散是一种具有良好的抗过敏活性的中药复

方，具有良好的抗过敏性休克效果。麻黄、杏仁、地龙、百

部、防风等 5 味中药对过敏性咳嗽豚鼠的气道反应进行了初

步探究，数据显示这些能抑制气管毛细管泄露，缓解气管炎

症反应。 

3.多链传导阻滞，抑制效应。传统中药方剂是通过多个

通道和多个环节来发挥出抗变态反应性的功效。美国霍普金

斯大学变态反应性研究所的研究发现，过敏症状康对各种医

学免疫学指标均会有明显的抑制效果，主要包括特异性的血

细胞抗原体合出、抗原刺激后巨噬细胞脱颗粒、血液组胺含

量和毛细血管脆性变化等，涵盖了疾病发生的各个关键环

节。还进一步得出，该冲剂具有显著的抗菌活性，不但能显

著降低大鼠的皮肤敏感性，还能显著降低实验鼠的毛细管渗

透性。抗组织胺、抑止毛细血管脆性和抑制巨噬细胞的脱颗

粒功效为之作用机理。 

葛根汤可显著抑制异种性皮肤致敏（PCA）和实验鼠同

种异体 PCA，抑止实验鼠腹部巨噬细胞和软骨巨噬细胞去颗

粒物，拮抗作用组胺对豚鼠回肠的收缩功效，并能抑制豚鼠

离体回肠的收缩，同时可阻隔它与 IgE 袪的融合。 风清肺口

服液主要成分是麻黄、生甘草、桃仁、桔梗、蝉蜕、大枣等。

中药复方风清肺口服液具有明显的抗过敏作用，其主要作用

机制为：1）抗血清对大鼠皮肤 PCA 的作用；2）对大鼠腹

腔肥大细胞分泌组织胺的作用；3）抗血清对肥大细胞（MC）

分泌组织胺的作用；4）发现：抗血清对肥大细胞有保护作

用；抑制 PCA 诱导的炎性渗出；发挥抗 I 型过敏的作用。

对豚鼠急性湿疹模型，有止痒作用，减少局部皮肤红肿，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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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治愈湿疹。由此得出，健脾养血祛风方能明显抑制豚鼠脾

虚证慢性湿疹模型的局部炎性反应，并能改善病灶的组织和

超微结构。 

抗敏灵口服液对大鼠足跖肿胀有较好的抑制作用，对豚

鼠气管痉挛和严重过敏反应有良好的抑制效果，其核心药力

成分有：复方制剂里的香附、黄芩、艾叶都有抗组织胺功效，

而黄芩、细辛、生甘草能抑制组胺等慢生成物释放，黄芪提

升胞内 cAMP，当归、红枣减少毛细管渗透性，使支气管平

滑肌松驰。 

讨论鼻敏宁对小鼠肌肤的被动过敏反应，以及对过敏性

鼻炎大鼠的影响，初步探讨了其抗过敏反映的模式：中合封

闭式 IgE 抗原，并抑制了抗原体-抗体的反映；调整环磷酸

腺苷（CAMP）水准，使肥厚细胞质平稳。其它中药方剂也

有不同程度的抗致敏作用。小青龙汤具有显著的抗炎、抗组

织胺作用，能显著降低 IgE、组织胺含量，对机体的免疫功

能有一定的影响。麻黄细辛附子汤能抑制组胺释放，具有很

强的消炎和抗菌活性。而麻杏石甘汤能降低肠胃巨噬细胞的

脱颗粒和致敏性，其体制很有可能和其对巨噬细胞有效保护

有关系。 

三、展望 

目前，中医药的抗过敏药理学研究，多集中在不同的环

节。如 如 IgE 介导的体细胞脱颗粒，中成药能够抑制 IgE

的形成，还可以防止 IgE 抗原和致敏原的融合，从而改善 IgE

的构形。组织细胞（MC）脱颗粒（MC）是过敏症状出现的

关键步骤，其自身分泌组织胺等致敏性物质引发各种各样过

敏症状的主要原因，中成药可以有效地抑止组织细胞的脱颗

粒、抑制组织胺、降低炎症介质的功效。根据对复方、单味

中药提取液以及化学成分分析对过敏症的作用机制的解读，

能够得知中药防过敏效用是多组分、多靶点、多通路的特点。 

总体而言，目前中医药对变应性疾病的药理研究，主要

是以致敏性物质为基础的。在研究方法上，自然药理学的思

想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以期发现具有显著抗过敏作用的药

效物质基础。本项目的主要成果是对中药组方、中药制剂以

及化学成分的评定，并从某种程度上阐述了其可能性的作用

机制。 

但是，也不能否认它也有一些缺陷，这主要表现在：第

一，目前对中药抗过敏的药理作用的研究多集中在疗效评价

上，而对其作用机理缺乏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有效成分的

作用靶标和具体作用机理认识不够深入。其次，未对中药复

方及其单味药进行系统的化学研究，未能充分把握其中的多

种活性成分，从而无法对其药效作用机理进行有效的研究。

最后，目前对中药复方的研究思路比较传统和保守，需要不

断地进行创新，而中药复方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手

段，它能最大程度地体现中医理论的特点。所以，对它而言，

需要在中医理论上有所创新，以全新研究方案，对中药组方

在临床变应性病症层面的相关研究，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疗

变应性疾病方面的优势。 

总的来说，我们发现中医药在抗变态反应中的作用日益

深化，其内涵从细胞因子、炎症介质释放、细胞凋亡及调节

基因表达等多个层面展开。本项目拟采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

术，从整体调控和宏观调控两个方面，开展多角度和多层次

的研究，实现中药整体调控与宏观调控的交叉互补，为变应

性疾病的防治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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