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珍国医国药2010年第2l卷第1期LISHIZHEN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 RESEARCH 2010 VOL．21 NO．1

麻黄附子细辛汤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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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黄附子细辛汤出自汉代张仲景《伤寒论》的经典方剂，具

有温经散寒、助阳解表的功效，为麻黄附子细辛汤的现代研究提

供指导，本文就其药理作用方面研究进行了综述。

1抗炎作用

麻黄附子细辛汤水提取物分别以0．5 g／kg和1．0∥kg的剂

苗持续给予，10 ml／kg，两种剂量的提取物均可抑制丙酮酸导致

的小鼠血管通透性增加，高剂量提取物与双氯芬酸钠抑制效果无

差异；提取物对角叉菜胶诱导足趾肿胀形成有显著抑制作用，低

剂量、高剂量和双氯芬酸钠作用持续时间分别为2，3 h和5 h；高

剂餐提取物可抑制棉球诱发的大鼠肉芽组织增生，但其作用较可

的松差(P<0．01)；高剂量的提取物可抑制缓激肽和组胺诱发

的血管通透性增加，但两种剂量对5一羟色胺诱发的血管通透性

增加无抑制作用；两种剂量的提取物均可显著减轻花牛四烯酸诱

导的耳肿胀，但对大戟二萜醇酯诱导的肿胀只有高剂量有效‘“。

经口给予麻黄附子细辛汤500 ms／kg及1 000 m∥kg，连续

给药1周。池田孔已旧1探讨了麻黄附子细辛汤对炎症各期的作

用，即炎症初期模型醋酸诱发毛细血管通透性(I)，中期模型角

叉菜胶性耳壳肿胀试验(II)，末期模型棉球肉芽肿试验(n1)。

而后又经5一羟色胺(Ⅳ)、组胺(V)、缓激肽诱发等诱发毛细血

管通透性(Ⅵ)，以及花生四烯酸(Ⅶ)、佛波酯诱发耳壳肿胀试验

(Ⅷ)，进一步探讨了麻黄附子细辛汤埘炎症初期至中期引起炎

症的化学介质的作用。结果表明：麻黄附子细辛汤对I、Ⅱ、Ⅲ实

验显示抗炎作用，特别对I、Ⅱ实验作用显著；对V、Ⅵ、Ⅶ、Ⅷ实

验显示抑制作用，特别对Ⅶ、Ⅷ实验抑制作用显著，对Ⅳ实验抑制

作用较弱，说明麻黄附子细辛汤作为抗炎药物应用有效。池田孔

己口1又进一步探讨了麻黄附子细辛汤对1型变态反应(抗白蛋白

诱发的速发性炎症反应)、1V型变态反应(苦基氯诱发的接触性

皮炎)的作用。结果表明，麻黄附子细辛汤对I型、Ⅳ型变态反应

水肿的抑制率，0．5 g／kg组约为30％，1．0 g／kg组约为50％；1．0

g／kg组对水肿、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浸润、骨质破坏等佐剂性

关节炎性病理表现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为了阐明麻黄附子细辛汤的抗炎作用，沟口靖舷f41探讨了

麻黄附子细辛汤对细胞内钙离子的影响。结果麻黄附子细辛汤

可以抑制CaIA 23187或者PAF刺激引起的腹腔渗出巨噬细胞内

ca2+离子浓度上升。这一研究结果，提示在分析麻黄附子细辛

汤的细胞内调节机制上，细胞内游离ca“离子的重要性。

2镇痛作用

经口给予麻黄附子细辛汤具有镇痛作用。麻黄附子细辛汤

50％水煎醇沉液和50％水煎液对采用热板法和扭体法所致的热

刺激、化学刺激均有镇痛作用，作用强度与颅通定相当，并兼有一

定的镇静作用‘“”。池田孔己。8’钊应用各种镇痛试验法，探讨了

麻黄附子细辛汤提取剂的镇痛效果。结果表明，醋酸扭体法，250

mS／kg时明显抑制；甲醛试验法，1 000 mg／kg时明显抑制第1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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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尾法，2 100 ms／kg时有明显抗侵害耐受作用；压尾法(正常)，1
400 mg／kg时有明显抗侵害耐受作用；压尾法(反复寒冷应激负

荷)实验中，350，700，1400 ms／kg时呈剂量依赖性的抗侵害耐受

作用；角叉菜胶疼痛试验中，1 400，2 100，2 800 mS／kg时呈剂量

依赖性的抗侵害耐受作用；佐剂性关节炎试验，350 mg·kg～·

d。时，呈明显抗侵害耐受作用，即对于佐剂性关节炎慢性疼痛。

以较低的剂量，连续给药有镇痛效果。

其镇痛作用的发挥可能是通过阻断花生四烯酸代谢产物而

达到缓解疼痛目的一-。

3免疫调节作用

以水、乙醇和甲醇混合(1：1)、丙酮和甲醇混合(1：1)3种

溶媒分别提取的麻黄附子细辛汤0．4 mg／mi，均能显著抑制特异

抗原或非特异抗原刺激嗜碱细胞释放组胺，其抑制率依剂量改变

而改变，其中麻黄起r主导作用‘”-。

本方细辛所含成分三甲氧苯基丙烯，具有抗变态反应作用。

用正常雄性豚鼠支气管肌及卵白蛋白致敏的支气管肌进行实验，

三甲氧苯基丙烯10～，10。4 mol／L的浓度，对支气管平滑肌均有

扩张作用，并有抗5一羟色胺的作用。其中细辛与麻黄对支气管

扩张有协同作用，附子对肥大细胞脱颗粒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神山幸菪”1在二硝基苯基一BSA(DNP—BSA)被动皮肤过
敏试验中，发现麻黄附子细辛汤及其组成生药麻黄对IgE介导性

血管渗透性增强有抑制作用，细辛的作用较弱，未见附子有该作

用。又以肥大细胞株(RBL一2H3细胞)探讨了麻黄附子细辛汤

及其组成生药对IgE介导组胺释放的抑制作用。结果，附子和细

辛无作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及麻黄有抑制作用。说明麻黄附子细

辛汤抑制lgE介导变态反应主要是麻黄的作用。其作用机制是

对细胞内cAMP含量增加引起肥大细胞释放组胺有抑制作用，从

而抑制变态反应。

为阐明麻黄附子细辛汤的抗变态反应作用，池田孔己¨列探

讨了麻黄附子细辛汤对化学介质、因子及免疫球蛋白的影响。

经口给予麻黄附子细辛汤，观察对组胺及佛波酯诱发水肿及对脾

细胞生成的细胞因子lL一4和IFN一1，抗体产生细胞生成的免

疫球蛋白(19E)的影响。结果，麻黄附子细辛汤对组胺诱发的水

肿呈剂量依赖性抑制作用，对佛波酯诱发的水肿也有抑制作用。

对脾细胞牛成IL一4和IFN一1有浓度依赖性抑制作用。对抗体

产生细胞产生的lgE无影响。由此认为，麻黄附子细辛汤可能是

通过抑制诱导lgE生成的细胞因子IL一4，而发挥抗变态反应作

用。

麻黄附子细辛汤能有效治疗大鼠变应性鼻炎，作用机制可能

是通过使血中T淋巴细胞哑群CD，升高、CD。降低、CD。／CD。的

比值恢复正常而发挥疗效的，对照组扑尔敏无此作用¨“。

以体外、体内实验探讨了麻黄细辛附子汤对各周龄小鼠Igm

抗体产生能力的影响。体外实验的抗原为胸腺非依赖性抗原

(二硝基苯基一脂多糖)，体内实验使用二硝基苯基葡聚糖。结

果，麻黄细辛附子汤町显著提高使高龄期低下的抗体产生能力，

对激活免疫应答功能具有显著作用。在流感病毒感染初期对激

活免疫应答有显著作用715·16】。其在促进lgM抗体生成的作用

中，方中炮附子的作用最显著，方中二味药配伍研究，以麻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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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配伍作用最显著¨71。

观察麻黄附子细辛汤对哮喘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分泌

1lhl和TIl2型细胞因子的影响和对淋巴细胞凋亡的影响。以

IFN—r代表，I'111型细胞因子，IL一4和IL一5代表Th2型细胞因

子。麻黄附子细辛汤发挥抑制哮喘发病的作用可能与激素相似，

主要是促进Th2细胞的凋亡，并抑制Th2型细胞因子的分泌，进

而恢复Thl／Th2平衡。”1。其对感冒、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等

有效，与组胺等神经递质、前列腺素E：(PGE：)产生关系作用有

关，不仅可抑制MAPK磷酸化，而且可有效抑制PGE：的产
生-191。

4其他

麻黄附子细辛汤冲服剂具有清除身体局部产生的活性氧的

作用，可使[1一“C]花生四烯酸和5一过氧羟基一6，8，11，14一

二卜四烯醇酸[5一HETE]的产生明显减少，抑制溶液中自血病

细胞液中脂氧合酶的活性‘驯。

5展望

麻黄附子细辛汤是张仲景的经方之一，有着相当的临床价

值，但就以上综述内容可以看出，长期以来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

视，关于麻黄细辛附子汤的药理作用研究报道较少，且多为日本

学者开展，缺乏深层次作用机理的探讨，这对于《伤寒论》中方药

配伍精妙的经典方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为给其现代f临床应用

和研究提供指导，我们必须积极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其开展系统

研究，如药效物质基础、作用机理、药动学研究等，并在此基础上

针对某一或某几个病种将其开发成现代制剂，才能充分发挥这一

经典处方作用，并创造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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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药代动力学测定方法的研究概况
陈慧慧1，孙付军2，李贵海2+

(1．山东中医药大学药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山东济南2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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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体内药物浓度(主要是血药浓度)的测定是研究药代动力学的前提，中药及其复方的药代动力学又是中药现代化

的关键组成部分，所以体内药物浓度测定方法的发展是每个药代动力学研究者都应该关注的课题。随着先进仪器的开

发和使用，体内药物测定方法取得了重大进步。该文综述了近年来中药药动学血药浓度分析的方法，包括分光光度法，

色谱法，免疫法，同位素法和微生物法，并介绍了它们的优缺，最。

关键词：分光光度法； 色谱法； 免疫法； 同位素法； 微生物法

中图分类号：R28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805(2010)01-0217-03

中药药代动力学是近20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以中医药基本理

论为指导，用药物动力学方法研究中药在动物或人体内的吸收、

分布、代谢和消除过程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血药浓度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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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动力学研究的经典方法，是计算药代动力学最常用最准确的

测定方法，所以血药浓度准确的测定是中药药代动力学研究至关

重要的环节。先进的测定方法是精确测定的前提，发展更先进、

更合适的测定方法是中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的必经之路。

1利用原子和分子对不同激发光谱的吸收特性，来鉴别确定指

标成分

1．1 分光光度法【21包括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法，荧光分光光

度法及原子吸收光谱法。分光光度法仪器设备简单、投资少、成

本低、操作方便，只要有一定吸收光谱的物质均能测得。曹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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