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虫类药治疗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作用机制

斯建中
（浙江省义乌市中心医院儿科，３２２０００）

［摘　要］　从中医传统功能机制分析，虫类药具有祛风解痉、祛瘀通络的功能；从现代医学分析，虫类药具有舒张
支气管平滑肌、缓解支气管痉挛、降低气道高反应性、改善患者的过敏体质及免疫调节的作用。虫类药治疗小儿咳嗽变

异性哮喘（ＣＶＡ）临床疗效肯定，值得进一步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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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嗽变异性哮喘（ＣＶＡ）是儿科较为常见的一种特殊类型
哮喘，临床上以咳嗽为主要或唯一临床表现，治疗上应用抗生

素、镇咳药无效，而使用支气管解痉药或肾上腺皮质激素有

效［１］，故西医用肾上腺皮质激素、茶碱类药物及 β２受体激动药
治疗可使大部分ＣＶＡ患儿在短时间内见效，但一旦停药后咳嗽
易于复发，且有产生不良反应之虑。１９９１年以来，笔者在辩证
的基础上应用全蝎、僵蚕、地龙、蝉蜕等虫类药治疗小儿ＣＶＡ较
好疗效，但有关虫类药治疗本病的作用机制报道甚少。现对虫

类药治疗小儿ＣＶＡ的作用机制的文献综述如下。
１　祛风解痉作用

中医理论认为，小儿ＣＶＡ的发生与风邪密切相关。《诸病
源候论·咳嗽病》云：“有十种咳，一曰风咳，语因咳言不得意是

也。”《内经》曰：“风者，百病之始也。”“风者，百病之长也。”“伤

于风者，上先受之。”说明风为百病之长，外邪多以风邪为先导

侵袭人体。ＣＶＡ患儿先天禀赋不足，抵御外邪能力下降，风邪
夹过敏原侵犯于肺，致使肺气失宣，肺系不利，气道挛急而致咳

嗽。而夜间咳嗽阵作、时发时止、反复难愈等临床表现颇符合

风性善行而数变的特点，这与西医学认为本病为气道高反应性

是一致的。国外学者认为，ＣＶＡ发生的病理生理基础为气道高
反应性（ＢＨＲ），气道直径和气道炎症反应的周期性变化导致了
夜间ＢＨＲ。这是因为：①夜间氧自由基增加致支气管平滑肌收
缩，气道直径变小；②夜间迷走神经张力增加，导致气道痉挛和
分泌物增多［２］。因而，祛风解痉是治疗小儿 ＣＶＡ的重要方法
之一。中医认为全蝎、僵蚕、蝉蜕、地龙均有祛风解痉的功效。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全蝎具有阻止气道口径缩小，缓解呼吸道

痉挛的作用［３］；僵蚕具有抗过敏、抗炎、解痉镇咳的作用；地龙

具有抗组胺、扩张支气管平滑肌的作用［４］；蝉蜕具有镇静、抗过

敏、降低横纹肌紧张度、解除支气管痉挛、阻断交感神经节传导

作用［５］。可见上述４种虫类药通过舒张支气管平滑肌、缓解支
气管痉挛、抗过敏等作用，解除气道挛急，使肺管通利，从而达

到止咳的目的。

近年来，随着虫类药在小儿ＣＶＡ中的应用对临床疗效的提
高，越来越多的医家对虫类药的研究给予更多的重视，且日益

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易俊忠［６］根据中医哮喘理论辨治

ＣＶＡ，临证时辨证加用１或２味祛风药如全蝎、僵蚕、蝉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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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等以加强解痉止咳效果，有效率９３．７５％。周　茵等［３］以自

拟方（全蝎、僵蚕、蝉蜕、广地龙、南沙参、百部、五味子）为主治

疗小儿ＣＶＡ，有效率 ９１．９％。卞国本［７］自拟祛风治哮汤（僵

蚕、蝉衣、干地龙、炙麻黄、杏仁、射干、葶苈子、威灵仙、鱼腥草）

为主，加减治疗小儿ＣＶＡ，有效率１００．０％。谭　峰［８］用自制抗

敏止咳冲剂（全蝎、僵蚕、地龙、麻黄、细辛、百部、款冬花、杏仁、

蚤体、甘草）治疗小儿 ＣＶＡ３８例，取得较好疗效。帅明华等［９］

以抗敏止咳汤（全蝎、僵蚕、蝉蜕、地龙、炙麻黄、杏仁、川芎、紫

苏子、葶苈子、炙甘草）为基础方，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 ＣＶＡ６５
例取得显著疗效。

２　祛瘀通络作用
中医理论认为，“久病入络为血瘀”。小儿 ＣＶＡ病程冗长，

迁延不愈，“久咳必瘀”，肺络瘀阻，故在其病变过程中，除咳嗽

症状外，常可见到面色晦暗，口唇紫绀，舌质紫暗或舌体瘀斑、

瘀点，舌下静脉曲张，指纹紫滞等血瘀征象。正如唐容川《血证

论·咳嗽》所云：“盖人身气道，不可有塞滞。内有瘀血，则阻碍

气道，不得升降，是以壅为咳。”近年研究已证明 ＣＶＡ与典型哮
喘一样，是由多种炎症细胞、炎症递质和细胞因子参与的一种

气道慢性非特异性炎性疾病，炎症细胞主要有肥大细胞、嗜酸

性粒细胞等合成和释放多种炎症递质，引起支气管平滑肌收

缩、上皮损伤、微血管渗漏、粘液腺分泌增加［１０］。肺组织有丰富

的凝血因子，当肺黏膜有炎症时，分泌物增多，黏膜上肥大细胞

释放组胺，促使血管内皮肿胀，渗出增多，共同形成纤维基质，

在血小板凝血因子作用下可形成血栓，产生肺内微栓堆积，从

而产生了血瘀情况［１１］。而全蝎、僵蚕、蝉蜕、地龙既有祛风解痉

又有祛瘀通络之功能。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全蝎提取液能减轻

血栓重量，使部分凝血活酶时间（ＡＰＴＴ）和凝血酶原时间（ＰＴ）
明显延长，抗凝血酶Ⅲ活性和纤溶酶原含量明显降低［１２］；僵蚕

水提液体内外实验均具有较强的抗凝作用，对模型动物注射僵

蚕液后，其ＡＰＴＴ、ＰＴ、凝血酶时间（ＴＴ）均有延长［１３］；地龙煎剂

能抑制红细胞聚集，降低血浆凝血因子含量，降低各切变率下

的全血粘度，改善红细胞的变形能力［１４］。近年来，应用抗凝药

治疗小儿ＣＶＡ得到了临床验证。有人在对僵蚕提取液和肝素
抗凝机制的比较时发现，僵蚕较肝素有更强的临床应用价

值［１３］，从而为虫类药治疗小儿ＣＶ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３　免疫调节作用

中医理论认为，免疫调节要靠气化作用，气化作用的基本

形式是气的升降出入。肺在气升降出入运动中起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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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肺主一身之气，宣发肃降，是气出入的要冲，具有天然防

御功能。这与现代医学研究相一致。现代医学认为，肺是一个

重要的免疫防御官器，其防御功能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肺泡中

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肺其他细胞的化学防御机制；支气管黏

膜下淋巴细胞的体液和细胞免疫机制；呼吸道黏膜纤毛转运机

制［１５］。目前多数学者认为 ＣＶＡ与典型哮喘的咳嗽形式相同，
由冷空气、气候变化等诱发或加重。实验证明，测定巨噬细胞

过氧化氢释放量是研究巨噬细胞免疫活性的重要方法之一。

风寒刺激后小鼠腹腔巨噬细胞过氧化氢释放量明显下降［１６］，说

明风寒刺激后巨噬细胞免疫活性明显降低。同理可知，ＣＶＡ患
儿遇冷空气刺激后，可使肺泡中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下降。而

全蝎可促进巨噬细胞吞噬功能，促进淋巴细胞转化［１７］；地龙能

显著地提高巨噬细胞活化率，提高吞噬细胞的能力，明显地增

强巨噬细胞的免疫活性［１４］。可见虫类药通过增强ＣＶＡ患儿机
体细胞免疫功能，提高抵御冷空气等外邪能力，从而起到预防

和治疗ＣＶＡ的作用。
４　全蝎的安全性

笔者未见僵蚕、蝉蜕、地龙有毒记载。全蝎性味辛平，有

毒。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全蝎主含蝎毒，主要是使呼吸麻痹，多

由服用过量引起。急性毒性试验表明，小鼠禁食１２ｈ后灌胃给
全蝎煎剂每千克体重１０ｇ，连续观察７ｄ无一死亡［１８］。说明全

蝎煎剂口服给药时毒性很小，安全性大。

［参考文献］

［１］　陈灏珠．实用内科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５５６－

１５６３．

［２］　ＲｕｚｉｃａＪ．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ｌｕｎｇ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ｓｌｅｅｐ［Ｊ］．ＭｅｄＣｌｉｎＮｏｒｔｈ

Ａｍ，１９９６，８０（４）：８２１．

［３］　周　茵，袁雄芳．中药治疗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６２例［Ｊ］．辽宁

中医，１９９９，２６（９）：４０２．

［４］　孙孝登，朱学龙．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咳嗽变异型哮喘６３例疗

效观察［Ｊ］．国医论坛，２０００，１５（６）：４２．

［５］　张再康，冯瑞雪．善治小儿顽咳话蝉蜕［Ｊ］．河北中医药学报，

１９９８，１３（２）：１４－１５．

［６］　易俊忠．辨证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３２例［Ｊ］．江西中医药，２０００，

３１（１）：２１．

［７］　卞国本．从哮论治小儿过敏性咳嗽 １２０例［Ｊ］．中医药研究，

１９９８，１４（１）：４３－４４．

［８］　谭　峰．抗敏止咳冲剂治疗小儿过敏性咳嗽［Ｊ］．实用中西医结

合杂志，１９９８，１１（１２）：１１１５．

［９］　帅明华，郭春香．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 ６５例

［Ｊ］．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２００１，８（７）：６４－６５．

［１０］　张业清．低分子肝素钙雾化吸入治疗咳嗽变异型哮喘疗效观察

［Ｊ］．临床荟萃，２００１，１６（１２）：５５６．

［１１］　陈可冀，史载祥．实用血瘀证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９９．３９６．

［１２］　吴英良．我国全蝎及其有效成分的药理毒理研究及临床应用进

展［Ｊ］．中草药，１９９５，２６（２）：９７－９９．

［１３］　黄海英，彭新君，彭延古，等．僵蚕的现代研究进展［Ｊ］．湖南中医

学院学报，２００３，２３（４）：６２－６４．

［１４］　耿　晖．地龙药理作用研究进展［Ｊ］．山东中医杂志，２０００，１９

（９）：５５０－５５１．

［１５］　贺新怀，席孝贤．中医药免疫学［Ｍ］．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２００２．２４．

［１６］　斯建中．玉屏风口服液对咳嗽变异性哮喘的免疫调节作用［Ｊ］．

医药导报，２００３，２２（９）：６３３－６３４．

［１７］　苗明三．全蝎粉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Ｊ］．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１９９７，１６（４）：５６－５７．

［１８］　吴英良，刘崇铭，陈兰兰，等．全蝎与蝎身煎剂对小鼠免疫功能的

影响［Ｊ］．时珍国药研究，１９９５，６（２）：１３－１４．

青蒿素类药物抗肿瘤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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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表明，青蒿素类抗疟药具有较强的抗肿瘤作用，并且不易产生耐药性和具有靶向杀伤作用，有希望
将其开发成为新型的化疗药物和辅助化疗药物用于治疗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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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ａｎｎｕａＬ．）是一种有效的抗疟药。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我国学者从中药黄花蒿中分离出有效单体成分青蒿素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ｎｉｎ）后，又陆续合成了蒿甲醚（ａｒｔｅｍｅｔｈｅｒ）、青蒿琥酯

（ａｒｔｅｓｕｎａｔｅ）、二氢青蒿素（ｄｉｈｙｄｒｏ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ｎｉｎ）等有效衍生物，掀
起了各国学者对青蒿素类药物疗效和作用机制探讨的热潮［１］。

通过对该类药物药理作用的深入研究，发现青蒿素类药物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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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好的抗疟作用外，还具有免疫调节和抗肿瘤作用［２］。

１　抗肿瘤作用机制

研究表明，青蒿素类药物对肿瘤的细胞毒作用与其抗疟机

制相符，疟原虫与癌分裂细胞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高铁浓度。

青蒿素类药物为过氧化物，且过氧桥结构为其药理活性所必

须。实验证明青蒿素类药物是在铁元素介导下，分子内过氧桥

裂解产生活性自由基发挥作用，且其作用与细胞内铁离子水平

成正相关［３］。自由基作为强烷化剂，极易攻击生物大分子［４，５］，

能直接作用于细胞膜系统或氧化细胞膜的不饱和脂肪酸，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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