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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黄芪的药理作用及其临床应用研究

李海涛
吴忠市妇幼保健院�宁夏�吴忠�751100

摘�要：黄芪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是常见中药材之一，主要入药部分是根茎，在中医组方中比较普遍，治疗气

虚乏力，食少便溏，中气沉陷，久泻脱肛，尿血崩漏，表虚自汗，久溃不敛，血亏萎黄，内热消渴。从黄芪中提炼

出的生物活性物质，具有抗菌、抗病毒、抗肿瘤、解热止痛、抗氧化以及消除过氧自由基和防治心血管疾病的综合功

能，这已成为相关科研关注的焦点，使用意义也亟待进一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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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黄芪属豆科，为多年生草本，是常见药材，

其用药历史远大于两千年，对体虚表弱而产生的自汗、

阴虚盗汗、气虚衰弱、肺气虚证等，均有较好的防治效

果。现为《中国药典》所载入的经卫生部审批的国家重

点中药材，现已在黄芪的组方及其提纯物中得到大范围

应用，并得到了较好的疗效。

1��黄芪的简单概述

黄芪主根肥厚、根茎笔直，性喜阴凉环境，耐寒，

因此中药学所谓黄芪主指由黄芪这种植物的根茎，通过

曝晒后而获得的干燥根茎[1]。而至于野生生长的黄芪，在

我国"三北"地区一带以及在我国华东的地区也相当常见，
而以中国北方的数量最多，根据其品种和变型分析，在

内蒙古黄山市外国语中，尚有黄芪两大品种，同时也由

于黄芪的药用价值较高，因此现已在我国各地都有人工

栽培种植的黄芪。黄芪片是种应用非常广的补气类药

物。从中医来看，黄芪味甘、性温、主归足太阴脾经、

足太阴肺经，可以达到益气补脾升阳、托毒生肌，益卫

固表，利水消肿之效。在我国大多用于治疗各种虚病，

但通过从中医的病理病机方面探讨，这些病多是由于气

血运行不足所引起，主要症状为肢体麻痹、关节痹痛

等，另外，运用这些办法还可以治疗久咳虚喘，气血不

足，食少纳呆，脾胃虚弱，久泻脱肛等疾病[2]。在使用黄

芪时如对表实邪盛、气滞湿阻之病，应多加注意。但随

着现代医学对中医药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视，特别是随着

有关科学研究部门对其有关化学成分研究的不断深入，

黄芪中所具有的各种有益成份及其具有的药理作用也已

逐渐得到了肯定。

2��黄芪的化学成分分析

2.1  多糖类
由黄芪中分离出的多糖类，主要由葡聚糖和杂板栗

质胞外多糖体所构成，前者包含水溶性葡聚糖(以a-(1-4)

(1-6)葡聚糖为代表)和水不溶性葡聚糖(以a-(1-4)葡聚糖为
代表);后者主要为水溶性酸性杂舟果荠多糖体，，其基本
成分包括了总胆红素、鼠李糖、半乳糖等，另外也包括

了糖醛酸，但其数量相对较小，由半乳糖醛酸和葡萄糖

醛酸组成。由于生物提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某些杂

多糖中还能检出总胆红素和阿拉伯糖两种元素。

2.2  皂苷类
由于提纯和识别方法的提高与推广应用，黄芪皂甙

类主要成份也已被逐步检出，对三萜皂苷等功能成份的

深入研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目前已在黄芪及同

是近缘草本植物中分离出的三萜皂甙类化合物达四十余

种包括常用的黄芪皂甙，另有乙酰基黄芪皂甙、异黄芪

皂甙、大豆皂甙等[3]。以黄芪皂甙为例，它是黄芪的主要

有效成分，属四环三萜皂甙，并一直用作该类药材的定

性分析方法，这也是中国天然药材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

问题[4]。

2.3  黄酮类
多达40余种，属生理活性物质，常见黄酮类成分有

黄酮萃取率5种、异黄酮12种、异黄烷十二种等，是物质
根的一群化合物，由黄芪根获得的活性物质主要有榭皮

素、山奈黄素、异鼠李素等。

2.4  氨基酸
从黄芪中获得的具有官能团胺和金属阴离子的有机

物质共二十五种，包括天冬酰胺、天门冬氨酸、Y-氨基
丁酸、谷氨酸、丙氨酸等，其生化活性即由相关成分赋

予，包括疏水性氨基酸等共9类，其中以丙氨酸和亮氨酸
等最典型，如常见的天冬酰胺和谷氨酰胺等为极性不带

电荷，组氨酸等为极性带正电荷的氨基酸，谷氨酸等为

极性带负电荷的氨基酸[5]。

3��黄芪的药理作用方面

3.1  免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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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外多糖既为传统中医黄芪的重要生物活性成份，

同时也是其主要的药理作用成份之一，根据相关试验研

究结果表明，此类材料对机体免疫力与细胞免疫功能

都能产生促进作用，在关于小鼠与动物试验模式中得知

有效成分的促进作用，还能提高骨髓中干细胞和淋巴系

统的细胞含量，尤其是血液中的白细胞含量，还增强了

小鼠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使噬胞的吞噬指数大大地提

高。基于该药理机制，在黄芪中提取的多糖类能对免疫

程序产生调节功能，发挥其抑菌、抗病毒的功能。具体

体现在:黄芪多糖抑制绿脓杆菌的呼吸道黏附，进而产生
抑制流感的功能；对各种病毒都具有强大的灭杀效果;通
过增加淋巴细胞的补体受体活力，主要是CRI的活力，能
增强对T淋巴细胞功效，从而提高淋巴细胞对甲硫氨酸脑
啡肽的转化;能提高人体诱生干扰素的水平，并对病毒复
制产生抑制功效;中药将黄芪用作化疗辅助药物时，还可
发挥增效降毒的功效[6]。经相关试验研究表明，从黄芪

中获得的胞外多糖能同时对胰岛素作用细胞结构、内质

网的应激状态和系统结构等产生了调节功能，从而通过

提高细胞内对总胆红素的利用而实现了提高人体新陈代

谢水平的目的，同时通过这一药理作用，还可对糖尿病

肾病及其有关并发症产生了相应的预防效果，研究人员

指出，这与一些药物抑制p-PERK与GSK-3β表达，和提
高PPAR等蛋白质的表达，二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相当密
切，即对胰岛素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3.2  心血管系统
从黄芪中获得的皂甙、板栗多糖、黄酮萃取率高等

化学成分，其所具有的药理作用也是综合性的，对心血

管系统疾病具有较好的防治效果。根据黄耆活性物质对

心肌器官的影响机理分析，表现为稳定心肌细胞，对提

高心功能具有重大意义。在皂甙类药物中，总皂甙对自

由基引起的心脏损害能产生一定的恢复功能，通过降低

乳酸脱氢酶的释放，恢复心肌梗死和缓解缺氧心脏的损

害，具有逆转症状的功能。黄芪多糖与心脏的血管紧张

素ⅱ产生的抑制有关，并对胶原生成和新陈代谢也造成

干扰。通过舒张毛细血管，并激活周围微血管而达到了

改变血流动力学的效果[7]。而且黄芪的皂甙类药物对血

流动力学还能造成一定干扰，和多糖类药物比较，主要

起综合性效果，可用于防治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方法。黄

酮类物质的抵抗心律失常功能，则是通过降低由心肌缺

血再灌注所引起的心律失常发生频率来达到，而心律失

常也是心血管疾病的典型症状表现，大多是由缺血性

心脏引起。相关实验研究证实，通过建立豚鼠实验模

型，在黄芪中所获得的总黄酮萃取率将会显著提高心室

肌细胞ICa-L的幅值，而对应肌动作电位的矩形信号值
亦随之下降，这一升降变化可用于解释该类病症的发生

病理基础[8]。

3.3  物质代谢
黄芪多糖是否能起到调控血糖的功效，且受实验研

究的关注非常高，更多实验结果表明，该类药物对正常

人血糖的调节作用并不突出，而根据血糖增高的产生机

理分析，主要为肾上腺素所致，而从黄芪中获得的多糖

化合物则可因此引发的低血糖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

构建的实验模型中，黄芪甲苷能明显降低模型的血糖，

从而提高了其抵抗力，也正是由于该化合物也是黄芪发

挥的作用中最有效的成分之一。怎样提高黄芪中黄酮类

的生物利用度，是这方面实验研究的重中之重，与多糖

类物质和三萜皂甙类等相似，黄酮类物质还具有消除自

由基、维持正常蛋白质功能的综合功能，而通过消除在

严重缺氧或再灌注过程中形成的自由基和干扰扑热息痛

代谢产生的，也能发挥保肝功能[9]。

3.4  延缓衰老
自由基在人体内异常增多将会产生大量负面后果，

它将成为导致功能下降和身体老化的重要因素，而延缓

老化的关键在于及早排除身体过剩的自由基。通过动物

试验研究表明，黄芪总甙等多糖类物质对成龄动物脑内

的单胺氧化酶-B功能可产生抑制作用，减轻了因衰老而
引起的酶活力升高，具体表现为中枢儿茶酚胺浓度明显

增高。从红枣中提炼的多糖类和三萜皂甙等，经过各种

功能机理可以实现其延缓老化的功能，如提高人体免疫

力、降低抗氧化力、消除自由基等。从红枣中提炼的黄

酮类物质，主要是通过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而降低NO
水平，对由此产生的毒副作用加以有效控制，进而达到

延迟老化的效果。上述各种中药组分的药理作用过程有

所不同，但其产生的最终效应趋向相同，在延迟老化领

域发挥的效果更加突出[10]。

4��中药黄芪的药理临床讨论

黄芪是一种化学成分丰富的中药，医学上有着丰富

的药理作用。黄芪目前最大的作用是增强病人的抵抗

力、保护心脏、控制病人的血糖含量等，在许多病症上

均可发挥作用。现在中国的对黄芪的主要使用和研究的

领域都是在心血管方面和神经的领域，其有着不错的疗

效，并且在病症的诊断方面也做出了不俗的表现。不

过，现在对黄芪治疗病症的药理原理以及它的化学成份

都还不够明确，甚至也还不能完全肯定，这也是中国的

学者们需要深入研究的地方。现在有表实邪盛、气滞湿

阻等病症的人群应该限制使用黄芪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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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是循环系统常见病，存在很大的风险，

严重危害病人的身体健康。所以，心血管疾病的诊断一

直以来都是医学研究的一个焦点，有鉴于此，寻找最合

理的心血管疾病诊断方法，也变成了医学普遍关心的一

个问题[1]。但鉴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因素比较复杂，尽管

传统的药物疗法可以起到减轻病情、抑制疾病发展的效

果，但因为病人需要较长时间服药，很容易产生各种不

良反应，而且存在着较大的复发性，还不是比较合理的

治疗方式。

黄芪在中医中具有源远流长的中医底蕴。在其中医

疗法使用中，对冠心病、心绞痛、心力衰竭、心肌梗

死、病毒性心肌炎、慢性型严重心律失常等各类心血管

疾病的防治中，也表现出了不错的应用效果。虽然在西

医方面针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处理上，也一般都是采用

了硝酸甘油来实现对病人的临床对症处置作用。而且在

临床实验中还能发现，对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在应用硝酸

甘油治疗时，若通过注射黄芪液+葡萄糖的方式进行预
防，就可以取得了比较明显的防治作用。而如果通过对

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注射黄芪注射液+葡萄糖，可以持续治
疗约20d，就可以使病人的心绞痛表现和其他症状都获得
很大的好转。

经医学观察表明，对心肌炎病人在应用传统西药疗

法方式的基础上，并射液黄芪注、葡萄糖注射液等的疗

法，可以达到明显优于单纯的西药疗法的作用[2]。除此之

外，黄芪还在对某些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诊断方面，也有

着不错的使用效果，比如在对急性心肌梗塞病人的诊断

中，黄芪就能产生有效舒张左室容积指标，从而对病人

的所有数据、指标都起到了有效的提升效果，进而实现

了改善病人心肌梗塞症状的目的。

结束语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传统中医药在祖国发展历史也

相当悠久。黄芪不但具有较好的补气功能，而且还能够

达到使气血阴阳二者相并而补之效果，在我国的传统中

医中已被比较普遍的应用。但随着近年来，中国医学界

对该药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认为它还具有调整心

血管系统、提高免疫机能等的诸多药理作用，且经济意

义和药用价值都很高。黄芪能够显著提高抵抗力，并能

够达到推迟老化的作用。当前对其研究开发利用，还处

在初级阶段，亟待深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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