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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六味地黄丸（汤）临床应用范围的扩大，其药理学研究也不断深入。研究表明，六味地黄丸（汤）具
有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抗肿瘤、抗衰老作用，并在心血管系统和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糖代谢异常的防治中均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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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味地黄丸是中医滋补肾阴的代表方，最早见于《小儿药
证直诀》，由熟地黄、山茱萸、山药、泽泻、牡丹皮、茯苓按８∶４∶
４∶３∶３∶３的比例配伍而成。近年来，随着六味地黄丸（汤）临
床应用范围的扩大，其药理学研究也不断深入，现综述如下。

１　对免疫系统的作用
大量研究表明，六味地黄丸（汤）对机体免疫系统具有明显

的调节作用。马　健等［１］报道六味地黄汤能够增强正常动物

免疫器官清除自由基的能力，降低其受损伤的程度。由于内源

性的自由基对免疫系统可能有抑制作用，因此提高免疫器官清

除自由基的能力，保护免疫器官免受自由基的攻击可能是六味

地黄汤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机制之一。徐　瑶等［２］报道六味

地黄汤对烫伤引起的大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活性、脾脏淋巴细

胞转化增殖、分泌ＩＬ２、ＮＫ细胞活性抑制有不同程度的拮抗作
用，还能抑制烫伤后大鼠腹腔巨噬细胞 ＴＮＦ分泌和降低血清
ＩＬ６水平，对增强机体烫伤后免疫能力，预防伤后过度炎症反
应有积极作用。傅万山等［３］发现六味地黄丸呈剂量依赖性延

长肾阴虚小鼠游泳和耐缺氧时间，提高耐寒能力，增加炭粒廓

清指数及抗体生成能力。杨　胜等［４］报道六味地黄汤的活性

部位３Ａ对免疫功能的改善作用与调节Ｔ、Ｂ细胞的比例或改善
其功能具有一定的关系。方　鉴等［５］报道六味地黄汤能影响

花生四烯酸（ＡＡ）大鼠脾脏 Ｔｈ１细胞表达细胞因子的水平，发
挥纠正机体平衡紊乱的作用。这可能是六味地黄汤临床防治

自身免疫性疾病疗效的重要机制之一。王力宁等［６］通过建立

哮喘模型研究表明，六味地黄丸具有协同必可酮减轻气道炎

症、降低气道反应性及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六味地黄丸（汤）对机体常表现为促进

免疫或抑制免疫作用，但并不是通过单方面发挥该方的促进免

疫或抑制免疫功能实现的，而是强调对整个机体免疫系统的

“整体性”调节，是对免疫系统异常的一种整体性改善。

２　抗肿瘤的作用
临床研究已证实，六味地黄丸（汤）具有防治肿瘤的作用。

李　惠等［７］在实验中通过氨基甲酸乙酯诱发小鼠肺腺瘤，其诱

瘤机制之一是Ｐ５３基因表达下降，而六味地黄汤能够通过一定
的途径维持Ｐ５３基因的表达，从而降低氨基甲酸乙酯对小鼠肺

腺瘤的诱发率。聂 　伟等［８］观察六味地黄汤活性部位 ＣＡ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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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１８０荷瘤小鼠的抗肿瘤作用，结果表明体内给药可显著提高荷
瘤小鼠生存率，抑制肿瘤生长，改善荷瘤小鼠的抗体生成反应

及淋巴细胞增殖反应能力。但体外实验表明 ＣＡ４对 Ｓ１８０和
Ｐ８１５细胞的生长均无明显抑制作用，提示 ＣＡ４的抗肿瘤作用
是通过改善荷瘤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机体免疫防御系统的功

能而间接发挥的。赵凤鸣等［９］研究发现六味地黄丸对环磷酰

胺诱发的微核（ＭＮ）具有抑制作用，而且其抗突变作用具有浓
度效应，其ＭＮ率随药物浓度降低而升高。
３　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吴颂希等［１０］报道，六味地黄丸有保护血管内皮和协同降血

压作用，对动脉硬化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的延缓作用。卞慧敏

等［１１］报道六味地黄汤全方和三补、三泻方均能抑制腺嘌呤核苷

二磷酸（ＡＤＰ）诱导的体外血小板聚集，对 ＡＡ诱导的血小板聚
集也有抑制作用。其中以全方药效最强，三补方次之，三泻方

最弱。表明六味地黄丸（汤）配伍的合理性，即是通过发挥该方

的整体效应来达到治疗效果的。

４　对泌尿生殖系统的作用
据报道，六味地黄丸有助于提高肾病综合征患儿的血清糖

皮质激素受体（ＧＣＲ）水平［１２］。六味地黄汤全方及三补、三泻

方均能显著对抗雷公藤多苷引起的小鼠精子损伤及孕鼠胎仔

数减少，其中全方和三泻方效果接近，三补方效果稍弱［１３］。陈

健安等［１４］研究表明六味地黄汤能够升高血清黄体生成素

（ＬＨ）、睾酮（Ｔ）的浓度，并能降低血清促卵泡生成素（ＦＳＨ）的
浓度，而对雌二醇（Ｅ２）浓度无影响。同时对大鼠垂体、精囊有
增重作用，并能增加垂体 ＬＨ细胞数量，改变其形态结构；对
ＦＳＨ细胞有减少作用；对睾丸无增重作用，但能改善睾丸间质
细胞及曲细精管的结构。就对生殖系统的作用来看，六味地黄

丸（汤）作为滋阴补肾的代表方，对改善生殖系统的机能具有明

显作用，这与中医“肾主生殖”的观点相吻合。

５　对糖代谢的作用
袁　咏等［１５］报道六味地黄丸可以降低糖尿病大鼠的空腹

血糖，同时降低肾组织中过氧化脂质（ＬＰＯ）含量，提高超氧化
物歧化酶（ＳＯＤ）活性，对防治糖尿病血管并发症有一定作用。
周芸岩等［１６］研究表明：以六味地黄丸化裁的中药复方，能降低

糖尿病大鼠空腹血糖，提高眼晶状体及血清中 ＳＯＤ活性，降低
其ＬＰＯ含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延迟糖尿病性白内障的发生发
展。

６　抗衰老作用

·７６５·医药导报２００３年８月第２２卷第８期



六味地黄丸（汤）可通过改善体内自由基代谢达到抗氧化、

抗衰老的目的。李献平等［１７］观察六味地黄汤对小鼠血中ＳＯＤ、
过氧化氢酶（ＣＡＴ）、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ＧＳＨＰｘ）活性和ＬＰＯ
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六味地黄汤可明显增强小鼠血中ＳＯＤ活
性和ＧＳＨＰｘ的活力，使 ＬＰＯ显著降低，有明显的延缓衰老作
用。六味地黄丸（汤）还可通过抗ＤＮＡ损伤来延缓衰老。周坤
福等［１８］以小鼠活体骨髓细胞 ＭＮ和姐妹染色体单体互换
（ＳＣＥ）为指标，对六味地黄丸进行抗 ＤＮＡ损伤作用的实验研
究。结果表明六味地黄丸良好的抗 ＤＮＡ损伤作用是其延缓衰
老的主要机制之一。六味地黄丸（汤）可改善学习记忆能力。

周建政等［１９］对快速老化模型小鼠 ＳＡＭＰ８长期给予六味地黄
汤，结果显示，六味地黄汤可提高 ＳＡＭＰ８记忆获得和记忆保持
能力，改善其空间记忆能力并部分改善其条件性回避反应能

力。刘能保等［２０］报道生脉饮与六味地黄丸合用能改善 Ｗｉｓｔａｒ
大鼠因慢性应激所致学习记忆障碍。其机制可能与其对海马

ＣＡ１区锥体神经元，尤其是ｎＮＯＳ阳性神经元的保护作用有关。
中医学认为机体的衰老主要是由于随着年龄增大，机体出

现“肾虚”所引起的。上述研究表明，六味地黄丸（汤）通过滋阴

补肾，可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

综上所述，六味地黄丸（汤）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通过对

六味地黄丸（汤）全方、三补方、三泻方的研究表明，该方是一个

有机的整体，其药理作用的发挥是全方各组成部分协同作用的

结果，突出体现了其方剂配伍的价值。尽管近年来对六味地黄

丸（汤）的药理学研究有了很大进展，但很多药理作用的具体物

质基础即活性成分或活性部位仍不十分清楚，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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