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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防治呼吸道病毒感染研究综述

王$镓$董竞成

$$病毒是一类没有典型细胞结构但具有复制增殖'

遗传变异等生命特征!由核酸与蛋白质等构成的专性

细胞内寄生的微生物( 临床统计显示!病毒所致疾病

在所有感染类疾病中所占的比例达到
5%F

以上!尤以

呼吸道病毒感染最为常见)

#

*

( 近年来!在抗生素广泛

应用!部分呼吸道细菌感染得到一定程度控制的医学

背景下!病毒感染的发病率出现逐年上升之势)

!

!

&

*

(

能够引起呼吸道感染的病毒较多!以鼻病毒'腺病毒'

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及呼吸道合胞病毒$

G8HI;G-J0

#

G. H.?=.J;-1 K;GLH

!

MN/

%等最为常见( 目前现代医

学对于病毒性呼吸道感染的治疗!仍以对症处理为主!

尚缺乏理想的抗病毒药物与可靠的防治方案(

中医学对于该病了解较早!认为病毒性呼吸道感

染应属于+外感热病,范畴!既往采用防治+热病,的方

法应对
NOMN

冠状病毒和甲型流感病毒
P

#

3

#

的感染

流行均取得一定的效果)

$

"

5

*

!且多个课题组以现代科

学研究的方法进一步验证了中医药抗呼吸道病毒感染

的有效性)

!

!

7

*

!充分展示了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方法

在人类应对新发或群发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中的作用(

由此中医药抗病毒感染备受关注!成为抗气道病毒感

染领域新的研究热点( 笔者将就目前中医药与气道病

毒感染交叉领域的相关研究报道做简要回顾与分析(

#

$中医学基础理论对气道病毒感染的认识$

-黄帝内经.有关于病毒感染的记载!如-素问"刺法

论.所言 +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

似,

)

4

*

( -伤寒论.对外感病的发生发展'症候群'疾病

演变过程等总结了若干规律!确立了以+六经辨证,为

主的诊治原则)

#"

!

##

*

( -瘟疫论.提出+戾气,学说!认

为戾气是肉眼看不见但客观存在于自然界的物质!且

有多种类型!可从口鼻侵入人体! 引起不同的瘟

疫)

#!

*

( 至此

中医学确立了引发外感疾病的物质基础(

回顾历史尽管对于痰'热'血'瘀在疾病中所处地

位等细节存在争议!进而导致历代医家对该病究竟

+正虚,或+邪实,哪一方面更为重要有着不同看法!但

病毒感染是外来风热邪毒的物质基础!同时须结合三

因制宜而辨证论治!已成为共识( 直至今日!中医学框

架下的多个理论均渗透了历代医家对以气道病毒感染

为代表的外感疫病的理解与思考(

#

!

#

$邪正学说与气道病毒感染$中医学认为!

疾病的发生和变化是在一定条件下!正邪矛盾双方斗

争结果的反映( +正气,多指脏腑之气'经络之气及营

卫之气等!其涵盖人体一切机能活动及生理范围内的

多系统'多水平调节自稳$

Q0:80HJ-H;H

%的能力( 也

包括机体免疫系统制约病原生物!防治外感疾病等方

面!即属于+自身$

H81R

%,范畴( 而+邪气,则属于+非

自身$

?0?H81R

%,范畴!其主要包括来源于机体内外的

抗原异物!如气道病毒( 在生理状态下机体+正气存

内!邪不可干,!明确了正气对于机体生理自稳的决定

性地位( 具体到呼吸道部位发生病毒感染的前提是机

体+正气,不足!无力制约外邪!才出现了感染)

#&

!

#$

*

(

#

!

!

$藏象学说与气道病毒感染$中医学认为肺

主气'合皮毛'司开合!肺气的推动使气血津液散布全

身!维持各组织器官的正常功能( 所谓皮毛为一身之

表!包括皮肤'黏膜及其附属器等!这些生命进化出现的

屏障结构可合理调节与制约环境与机体两个体系物质

与能量的交互!一旦调节机制失常则可导致生命体系偏

离自稳态( 当然皮毛这些结构的防御功能还有赖于疏

布于皮毛的卫气( 卫气强则机体防御功能强!可抵抗外

邪侵袭( 肺气虚则宣发卫气不足!屏障结构失固!外邪

易乘虚而入引发疾病( 故临床上肺卫气虚可导致气道

病毒感染的发生或急性加重( 此外中医学还认为肾为

根本!脾为生化之源!肺起疏布作用!三脏之间密切相

关( 三脏虚弱均可引发卫气功能低下!感染易于

发生)

#%

!

#B

*

(

结合以上邪正学说与藏象学说!临床上对于防治

气道病毒感染!无外乎扶正祛邪两大方面!扶正多重在

补肾'肺及脾等脏器!而祛邪则多用解表'清热解毒等

单药或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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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防治气道病毒感染的研究现状$气道

病毒感染由外感之邪侵袭机体所致!其防治原则为扶

正祛邪!通过祛邪解表清热而抑制病毒在宿主细胞内

的复制!甚至灭活清除病毒体&扶正则多针对被感染个

体细胞免疫与体液免疫等进行适度调节!以达到控制

感染'缓解损伤'防治疾病之目的( 具体而言!中医药

可干预病毒复制过程中的吸附'穿入'组装成熟与释放

等环节中的某个靶点或多靶点而直接抑制病毒的扩

增!或间接调节机体的固有免疫或抗病毒特异性免疫

的特定环节而控制病毒感染规模!减轻由感染而引发

的组织损伤(

在中医药抗呼吸道病毒感染的治则治法层面!透

表解毒法具有广谱抗病毒作用!体外研究表明其对流

感病毒'

MN/

'腺病毒
!

'

"

型'疱疹病毒
#

'

$

型等!均

能显著干预病毒复制周期的特定环节而控制感染&而

对应的体内研究则进一步证实了上述体外研究结

果)

#5

*

( 其具体抗病毒机制为增加病毒感染后的上皮

细胞细胞膜的流动性!抑制病毒的穿入和脱壳过程&此

外还可在细胞'分子等多层次!调节被感染个体细胞免

疫的水平!进而减少气道或肺部炎性渗出!减轻水肿!

缓解病变损伤)

!

*

( 也有研究利用寒温并用法)

#7

*与补

益之法)

!

*防治气道病毒感染!也实现类似的防治效

果!且补益之法的不良反应更轻微(

综合文献发现!临床早期防治气道病毒感染多以解

表药与清热解毒药为代表的祛邪之法为主!此类中药已

有较多研究!被证实其有明确的直接或间接抗病毒作

用( 包括连翘)

#4

*

'板蓝根)

!"

*

'大青叶)

!#

*

'贯众)

!!

*等&且

以此类药物为基础!衍生出多个疗效确切的抗病毒复

方!如银翘散)

!&

*

'连花清瘟胶囊)

!$

*等( 而后继的研究

则多集中于补益之法防治呼吸道病毒感染( 如补肾益

气法'养阴法等也均被证实有良好的抗病毒效果)

!

!

!%

*

(

已明确补肾益肺胶囊'左归丸等干预后!可显著减轻气

道肺部的病理损伤!控制特定靶脏器等部位病毒感染的

水平)

!%

*

!提示抗病毒感染的中医药防治不只局限于+祛

邪,之法!补益的手段也应为防治呼吸道病毒感染的重

要方法( 接下来笔者就中医药治则治法指导下的具体

抗病毒药物的研究概况进行总结(

!

!

#

$单味中药的抗病毒研究现状$临床上能够

引起呼吸道感染的病毒多以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

MN/

和腺病毒等为主( 其中成人阶段的感染多见流

感病毒为病原体!而婴幼儿期则以
MN/

感染为主(

!

!

#

!

#

$单味药物抗流感病毒研究现状$目前临

床单味中药防治此类疾病时!多用解表药'清热解毒

药( 研究发现连翘醇提物在体外细胞水平有抑制流感

病毒的作用)

#4

*

&体内实验也证明其可防治小鼠流感病

毒性肺炎!延长被感染小鼠的存活时间)

#4

*

( 羌活超临

界二氧化碳$

NS9!

'D

!

%提取物能有效降低流感病毒感

染小鼠的病死率!其多个剂量的提取物均能直接灭活

小鼠肺内的流感病毒!降低病毒的血凝滴度和感染毒

力!特别是中'高剂量提取物对流感病毒的灭活作用均

优于病毒唑!且高剂量组可显著改善由病毒感染导致

的组织病理损伤)

!B

*

( 胡兴昌等)

!"

!

!#

*研究结果表明!

板蓝根和大青叶可直接抑制甲型流感病毒复制$体

外%!并在临床防治流感病毒感染$体内%显示出积极

作用( 冯煦等)

!5

*认为柴胡总黄酮对乙型流感病毒感

染小鼠具有明显保护作用( 吴莹等)

!7

!

!4

*发现黄芩素

可明显抑制流感病毒感染后肺泡巨噬细胞分泌炎症因

子的水平!具有抗炎保护肺组织的作用( 此外牛蒡子

提取物可诱导体内产生干扰素!对流感病毒有拮抗作

用)

&"

*

( 中药单体野黄芩苷'虎杖苷'黄芪多糖等成分!

可通过干预固有免疫系统的干扰素
%

$

)S3

#

%

%'干扰素

刺激基因
#%

$

)NT#%

%'干扰素调节因子
&

$

)MS&

%等关

键分子而发挥调节免疫抗病毒的作用)

&#

*

(

!

!

#

!

!

$单味药物抗
MN/

研究现状$

MN/

所诱

发的呼吸道感染!临床多见于
!

岁以内的婴幼儿!尤其

是
!

%

B

个月的婴儿( 其主要病变在毛细支气管!亦可

累及支气管与肺泡!是婴幼儿时期最常见的气道感染

病因( 刘钊等)

&!

*研究发现板蓝根'大青叶的单体成分

对
MN/

并无直接灭活作用!亦不能保护细胞免受病毒

感染!但其对已穿入胞内的病毒有抑制其生物合成等

作用!即可抑制病毒核酸复制或者阻止病毒蛋白合成!

阻断
MN/

的复制周期!控制感染( 张丽亚等)

&&

*证实

黄芩苷既能降低
MN/

感染后细胞病变效应的水平!提

高细胞存活率!且毒性小!安全性较好( 李美玉)

&$

*发

现金银花对
MN/

有直接灭活作用!随着浓度的升高!

灭活作用增强!且金银花在病毒感染气道上皮细胞的

特异性吸附环节也有明确的干预作用( 陈杨等)

&%

*针

对连翘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同时有类似抗病毒活性

的单味中药还包括败酱草)

&B

*

'贯众)

&5

*等(

!

!

!

$复方药物的抗病毒研究现状$中医学理论

指导下的多味中药间的配伍!也可望获得较好的抗病

毒效果( 作为临床上防治包括流感病毒'

MN/

等感染

在内'辨证为火郁证型的外感热病的治疗代表方!升降

散在临床上取得了较好的抗病毒疗效)

&7

*

( 实验研究

也证实其可通过增强小鼠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提高

小鼠的非特异性免疫应答水平!同时显著提高
'C7

U

*

淋巴细胞的数量和活性!调节特异性免疫的格局!进而

抗流感病毒感染!其效果优于病毒唑)

&4

*

( 李玲)

$"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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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麻杏石甘汤可通过调控胸腺'脾脏等中枢或外周免

疫器官!重塑宿主免疫格局!从而提高被流感病毒感染

小鼠的抗病能力&同时还可通过调节细胞因子网络!特

别是炎症因子的分泌水平!缓解被病毒感染小鼠的肺

部免疫病理损伤( 而进一步的研究提示麻杏石甘汤还

可通过直接杀伤流感病毒'干预病毒吸附等环节控制

感染!保护宿主细胞( 且其直接杀伤病毒'干预病毒吸

附与保护宿主细胞的作用优于利巴韦林)

$#

*

( 余文

海)

!&

*发现银翘散对小鼠抗流感病毒感染的保护作用

主要表现为提高宿主存活率'延长平均存活时间及减

轻肺实变等病理损伤( 银翘散活性成分牛蒡子素和甘

草甜素分别单独应用时!其抗病毒作用弱于银翘散整

体!提示银翘散的各成分在抗病毒方面有协同作用(

吴以岭等依据叶天士外感温热病卫气营血传变规

律及临床经验!研制连花清瘟复方防治流感病毒感

染)

!$

*

( 其以银翘散合麻杏石甘汤化裁!配伍通腑泻肺

逐秽之大黄!扶正清肺化痰之红景天等中药组成( 该

方既有较好抑制病毒复制作用!又有免疫调节作用!可

减轻气道至全身因病毒感染引发的病理损伤( 此外其

还能有效抗菌'退热'镇痛'止咳'化痰等!进而缓解病

毒感染的并发症!发挥中药配伍多靶点'多环节'多途

径的整体治疗优势)

!$

!

$!

*

( 类似的清肺口服液也可通

过干预
MN/

黏附后的膜融合及脱壳等环节!发挥其抗

病毒感染的作用)

$&

*

(

以上就对常见中药单体及复方!防治流感病毒与

MN/

两大临床高发的气道感染性疾病的研究现状进

行了小结( 由于补益类药物在近些年来才开始逐渐应

用于此类疾病的临床防治!前期的研究报道较少( 因

此其中涉及的药物主要为解表药和清热解毒药&其抗

病毒机制多涉及病毒复制体系'宿主固有免疫体系与

获得性免疫体系等&干预的靶细胞包括气道上皮细

胞)

&!

!

$#

!

$&

*

'单核巨噬细胞)

!7

*

'

3V

细胞)

$"

*

'

*

淋巴细

胞'

6

淋巴细胞等)

$"

!

$!

*

&能够作用的效应分子包括细

胞因子类如干扰素)

!

!

!%

!

&#

*

'黏附分子)

&#

'

$$

*与模式识别

受体家族)

$%

*等( 目前多围绕这些细胞'分子开展众多

平行性研究!而垂直性的系统研究却较少!有待今后进

一步深入(

在抗呼吸道病毒感染的中药里!目前研究比较清

楚的有效成分主要有两类( 多酚类#已证明其可抑制

部分气道病毒的蛋白质和
M3OEC3O

的合成!并阻断

病毒感染中的吸附等环节&黄酮类#其可抑制病毒多类

重要酶的活性并干预病毒复制中膜融合等环节)

$$

*

(

对单味药抗病毒感染的研究已达到其有效提取部位甚

至是单体分子的水平&复方则由于其组方成分复杂!作

用靶点较多!因而单分子水平的分析方法难以把握中

药复方其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研究更为困难( 针对

此困境!印大中等)

$B

*提出可将模糊数学理论'系统生

物学等研究宏观整体的方法应用于中医药领域!为中

药复方抗病毒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综上所述!实验研究与临床应用等方面均证实了中

医药抗气道病毒感染确有疗效!且已表现出不同于现代

医学抗病毒药物的特点和优势( 如在抗病毒复制同时!

许多中药能有效地改善或消除患者的自觉症状和体征!

有利于患者的整体康复&部分中药或兼有双向调节机体

免疫自稳态的功能!从而可有效降低由于病毒胞内感染

或药物副作用等因素所诱发的正常组织细胞的损伤&此

外临床上中医药防治疾病均采用三因制宜'个体化的诊

疗方案!其对病情更具针对性!且中药抗病毒的药理学

特征为多靶点!病毒通过变异而产生耐药性的难度增

大!由此临床上极少出现针对中药耐药的病毒感染病

例( 以上我们分析并明确了中医药防治气道病毒感染

类疾病确有优势!其临床应用前景广阔(

当然中医药防治呼吸道病毒感染中也存在着诸多

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对于气道病毒感染类疾病的演变

规律尚缺乏规范化研究!多过分强调某一病种的证候特

点!而忽视了疾病的演变!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况( 正是

在此背景下!相关免疫药理的研究多偏重于特定中药上

调被感染宿主机体免疫功能的单向研究!较少探讨中药

对于免疫过激!引发超敏损伤的抑制作用!偏离了中医

药双向调节的思想精髓( 而临床呼吸道病毒感染的过

程中!由于应激过度引发的免疫损伤往往在此类疾病发

展转归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也是中医药手段防治感

染类疾病的优势所在!却易于被忽视( 此外针对中医药

抗气道病毒感染的机理研究虽已大量开展!并取得了相

当的成果!但仍有待深入( 深入挖掘探讨中医药抗呼吸

道病毒感染的细胞'蛋白分子甚至基因水平的药理学关

键机制!也应成为今后相关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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