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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在肾移植临床中的应用及实验研究概况

金钟大 陈江华

肾脏移植是彻底治愈各种终末期肾脏疾病的唯一

有效方法。目前，在肾移植的外科技术比较完善，但如

何解决肾移植后的排异反应、感染、免疫抑制剂的不良

反应等问题，是提高移植肾存活的关键。对于这些，中

医药都有参与研究的可能和潜力。自+#世纪(#年代

开始我国学者将中医中药应用于肾移植，临床及实验

研究取得可喜成绩，现对近+#年概况综述如下。

临床研究

" 复方中药应用 复方中药为传统的形式，因多

种药物配合应用，既突出了主要功效，又可减弱其毒副

反应，临床上患者容易接受，是一种较理想的途径。对

肾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最常用的治则是活血化瘀，其

次有补肾安胎、益气养阴、清热解毒等。徐再春等〔"〕对

,>例肾移植术后患者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对照组用

环孢霉素（?:@）、强的松（AB%9）、硫唑嘌呤（@51）三联

治疗，治疗组在以上三联治疗时，适当减少?:@用量，

并加用清热燥湿、凉血解毒、利水通络之换肾汤（水牛

角、羚羊角、黄连、生大黄、黄芩、苎麻根、天仙藤、鸡血

藤），两组患者均自移植术后!周起治疗，治疗组?:@
用量及血谷值、血@C$水平低于对照组（!!#D#’）。

指出肾移植后患者中医辨证表现为本虚标实之证，但

三焦湿热壅滞、血分热毒蛰伏是辨证的关键，用换肾汤

治疗抑制了排异反应的出现，又避免了肝肾毒性。姜

宗培等〔+〕将*"例肾移植患者随机分为西医治疗组和

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所有患者均于术后采用?:@E
AB%9E骁悉（FFG）治疗，?:@用量根据血谷值浓度进

行调整。中西医结合治疗组于术后+周开始加服中药

（处方：杜仲、桑寄生、川断、党参、当归、丹参、赤芍）治

疗，结果中西医结合治疗组在急性排异反应发生率、巨

细胞病毒感染发生率、血和尿HC/,水平等方面均较西

医治疗组有显著的降低（!!#D#’）；表明补肾固肾、补

气养血中药与中西药结合方法在防治肾移植急性排异

反应中具有降低急性排异反应发生率、减少巨细胞病

毒感染并发症、减少治疗费用等优点，其机制可能与合

并中药的使用能更好地降低体内HC/,水平有关。王

明浩〔!〕采用益气补血、滋补肝肾、活血通络法，用保产

无忧方加减（桑寄生、炒川断、杜仲、当归、白芍、炙黄

芪、菟丝子、枳壳、川芎、厚朴、生甘草）治疗肾移植后患

者，认为该方安胎则可起到保肾作用。叶朗清等〔-〕根

据辨证论治，将安胎法应用于肾移植患者，像保护胎儿

一样保护移植肾，应用补肾安胎、益气养血法（川杜仲、

川续断、金毛狗脊、桑寄生、苎麻根、黄芪、党参、当归、

生地黄、熟地黄）治疗肾移植+!例，服中药组平均排异

次数比未服中药组减少"D!次。王振刚等〔’〕报道肾移

植后急性排异表现为阴虚内热为主，治疗中应用养阴

清热中药（生地黄、知母等）可减少激素用量和不良反

应，应用活血养阴中药（丹参、当归、生地黄、桃仁等）可

减少排异反应。苏祥扶等〔,〕通过对""例同种异体肾

移植患者在应用西药的基础上，分别采用扶正安胎法

（药用黄芪、党参、续断、菟丝子、杜仲或桑寄生、苎麻

根、生地、白术、当归、甘草）、安胎活血法（药用丹参、当

归、生地、黄芩、续断、狗脊、川芎、玄参、益母草、苎麻

根、甘草）、养阴活血法（药用天冬、麦冬、生地或玄参、

川芎、赤芍、丹参、红花、丹皮、赤芍）治疗，结果显示使

用免疫抑制剂同时，加用养阴活血等中药，对纠正肾移

植患者机体阴阳失调和长期存活似有一定好处。洪用

森等〔(〕应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例肾移植后排异

反应患者，中医辨证为气血两虚型，用益气补肾法（药

用黄芪、党参、白术、茯苓、淫羊藿、川断、熟地黄），血瘀

型应用益气养阴、活血化瘀法（药用黄芪、太子参、生地

黄、当归、赤芍、麦冬、红花、益母草）治疗，湿热型在整

体治疗的同时根据不同感染病灶应用清热解毒中药治

疗。发现这些治法有利于排异反应早日逆转，减少排

异反应次数，改善全身症状。邹杨华等〔*〕在>例肾移

植患者排异反应的治疗中，分别采用活血化瘀法（药用

生大黄、六月雪、炮山甲、香附、益母草、生蒲黄、王不留

行、生甘草、一枝黄花），静脉滴注丹参注射液或口服大

黄 虫丸；清热解毒法（药用桃仁、红花、丹参、当归、川

芎、牛膝、赤芍、丹皮、金银花、芙蓉叶、白花蛇舌草等），

平肝潜阳法（药用生地黄、山萸肉、淮山药、女贞子、枸

杞子、丹皮、白芍、灵磁石、石决明、淮牛膝、茯苓、泽泻、

羚羊角粉），养阴清热法（药用生地黄、知母、甘草），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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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述治法可减少激素的不良反应以及具有抗凝、解

聚作用，改善肾功能，使血肌酐大为下降。有报道〔!〕通

过对"例肾移植患者用中医中药治疗，采用调理脾胃

法（应用香砂六君汤、保和丸、益气养胃汤加减）、益气

生血法（选用八珍汤、十全大补汤加减）、补肾培本法

（选用左归饮、右归饮、泰山盘石饮等）、祛瘀生新法（选

用桃红四物汤加减），指出这些治法可使患者的虚衰情

况得到恢复，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使手术伤口尽早愈

合，减少免疫抑制剂的用量和不良反应。崔金才〔#$〕在

肾移植患者中根据瘀血阻滞部位不同，瘀在上焦者采

用血府逐瘀汤，瘀在中焦者采用丹参饮和失笑散，瘀在

下焦者采用桃仁承气汤和少腹逐瘀汤，瘀在全身者采

用桃红四物汤；认为这些治法对于肾移植的逆转排异

反应和移植肾的存活发挥了协同作用。

% 单味中药应用 单味中药在肾移植抗排斥反

应中的应用以雷公藤多甙（&’(）片、人工虫草菌粉

（)*$）及人参多见。钱叶勇等〔##〕应用雷公藤多甙（’!）

于防治同种异体肾移植患者的排斥，通过#+例观察，

’!组（,-./0123/’!）血肌酐下降至#456*"789／:，

时间为（#+6;<;6+）天，而西药组（,-./0123/.=>）

为（%+6*<465）天，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性（!!$6$"）；

西药组出现排异的绝对数高于’!组。认为应用’!
者移植肾肾功能恢复较快，而且作为免疫抑制剂’!
不亚于硫唑嘌呤。敖建华等〔#%〕将雷公藤多甙应用于

肾移植术后患者替代.=>，经实验组（&’(/0123/
,-.，*4例）与对照组（.=>/0123/,-.，*"例）比较，

实验组平均肾功能恢复正常时间为（#$6%<$6%）天，移

植肾#年及%年存活率为（!56#<$6%）?和（!$6;<
$65）?，感染发生率为+#?，明显优于对照组。于惠

元等〔#+〕将)*$应用于临床肾移植#4例，结果移植#年

患者的肾移植存活率以及白细胞吞噬功能、’淋巴细

胞亚群、@A细 胞 活 性 等 细 胞 免 疫 指 标 测 定，)*$组

（)*$/,-./0123）与对照组（.=>/,-./0123）比较

差异无显著性，因而认为在肾移植中)*$可替代.=>
作为免疫抑制剂。对人参在肾移植中的应用看法不

一，洪用森等〔4〕通过给5例肾移植患者服用小剂量人

参，认为有利于排异反应的逆转，能促进损伤组织的修

复，延长肾移植的存活时间。苏祥扶〔#;〕观察了##例

肾移植前服用人参，认为对于准备进行肾移植的患者，

在手术前一段时间内，以不用人参为宜，肾脏移植后肾

移植患者在大剂量使用强的松等免疫抑制剂的情况

下，服用人参没有临床治疗意义。

实验研究

# 复方中药应用 朱洪荫等〔#"〕据活血化瘀、清

热解毒法则组成的移植#号（由当归、川芎、红花、丹

参、益母草、金银花、白茅根、板蓝根、紫花地丁、秦艽、

黄芪、赤芍、桃仁、附子、熟地黄组成），通过对家兔同种

肾移植排异反应的观察，认为该方有抑制免疫排异反

应的作用，能治疗排异反应所导致的一系列血液循环

损害，改善移植物生存功能，使动物存活期延长。通过

组织学及超微结构观察显示该方对细胞免疫的抑制作

用较弱，而对抗原抗体复合物沉积于血管的基底膜及

补体系统激活的免疫反应环节发挥了治疗作用。苏祥

扶等〔#5〕通过对由养阴药（生地黄、玄参、天冬、麦冬等）

组成的扶正安胎方以及由活血药（丹参、赤芍、红花等）

组成的活血方进行动物试验，表明二者均有显著抑制

溶血 空 斑 形 成 的 作 用，抑 制 率 分 别 为*+6+#?和

556;4?；说明这些中药对于形成抗体的细胞功能有不

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叶朗清等〔;〕通过实验证实，根据

补肾安胎、益气养血组成的方剂能明显延长皮片移植

存活 时 间，与 空 白 对 照 组 比 较 差 异 有 显 著 性（!!
$6$"）。对,-.的肾毒性方面，乔保平等〔#4〕对大鼠灌

服,-.及低盐饮食%*天，同时注射复方丹参注射液

;79／BC，结果显示该药有防治,-.的慢性肾毒性作

用，其作用机制与减低肾素、转化生长因子D$#7E@.
的高表达及减轻肾内%型胶原的沉积有关。

% 单味中药应用 在肾移植中应用中药的药物

作用机理研究方面，以对雷公藤及其提取物与)*$的

研究为多见。郑家润等〔#*〕#!*%年总结前人对雷公藤

的研究，指出其对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均有抑制作用。

左冬梅等〔#!〕检测了用雷公藤煎液皮下注射小鼠脾细

胞F:D%产生的动态，认为雷公藤的免疫抑制作用是通

过抑制辅助性’细胞而实现的。管德林等〔%$〕通过动

物实验证实，)*$单独应用或合并,-.使用能明显延

长肾移植大鼠的存活时间，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

性，显示)*$有良好的抗排异作用。黄明明等〔%#〕认为

)*$能抑制移植物抗宿主反应，抑制’细胞功能。唐

荣江等〔%%〕研究表明)*$对免疫有双向调节作用。在

,-.的肾毒性方面，肖胜广等〔%+〕通过实验证实，,-.
与丹参合用能明显改善,-.对大鼠的肾毒性，认为其

作用机理是通过改善肾皮质毛细血管血流动力学状

况，明显降低尿血栓素G%的水平，间接提高了5D酮D前

列腺素H#&的 水 平，使 平 衡 常 数 恢 复 正 常。施 邵 华

等〔%;〕报告茶多酚能有效地减轻,-.所致的大鼠肾脏

毒性，可能与其清除自由基、保护肾组织中超氧化歧化

酶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有关。对再灌注损伤方

面，傅耀文等〔%"〕采用犬肾移植模型观察再灌注损伤，

予人参总皂甙后能显著降低肾组织中丙二醛含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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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及内生肌酐清除率。证明该药

能显著减少氧自由基的生成，减轻肾脏的脂质过氧化

损伤，改善移植肾功能。

综上所述，中医中药在肾移植中疗效确切，毒副反

应低，对提高肾移植患者的生存质量及移植肾的存活

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活血化瘀中药在抗排异及减轻

!"#肾毒性方面有很好疗效，但在抗排异方面复方及

单味药不能完全替代!"#。今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研究。（$）加强临床研究及应用研究：目前中医药

在临床报道中仍以少量病例报告为主，系统对照观察

疗效研究尚少。临床研究除重视详细个案报道外，还

应进行开放性临床试验及双盲对照试验，针对肾移植

术后急慢性排异、感染、免疫抑制剂的毒性、其他并发

症及其发病特点，按中医学理论提出病因病机，症候规

范，并提出相应的理法方药。（%）加强实验研究：在总

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发掘有免疫抑制或减轻

!"#毒性作用的复方或单味中药，加强药理研究，为临

床合理应用提供科学依据。（&）开发新药：我国中药药

源丰富，从有效的复方或单味药中，进一步分离提纯有

效成分，结合药理明确构效关系并作结构改进分析其

药代动力学过程，予以提纯合成，开发高效低毒的中药

新药，将很有发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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