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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之肺肾气虚证型

内涵的现代认识与实践

董竞成$张红英$魏$颖$段晓虹$刘宝君$孙$婧$吕玉宝$陈美霞

罗清莉$杜懿杰$曹玉雪$乐晶晶$徐一?

$$中医学中的'证(指证候!为中医特有!证候是疾

病发生和演变过程中某阶段以及患者当时所处特定

内)外环境本质及状态的反映!它以相应的症)舌)脉)

形)色)神等表现出来!能够不同程度地揭示病因及病

位)病性)邪正盛衰)病势等病机内容!由诊察和思辩所

得!为辨证论治提供依据* 近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与实

践表明!证有其现代生命科学的内涵!特别是证候与疾

病结合时!其内涵就更加丰富* 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 $

=FG/?;= /HIJGK=J;L8 MK0:/?,G- >;I8,I8

!

&DNC

%等是临床常见的呼吸系统慢性疾病!现代医学

认为!哮喘是由多种细胞和细胞组分网络关系紊乱所

造成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患+

#

,

&

&DNC

是一种具有气

流受限特征的疾病!气流受限不完全可逆)呈进行性发

展!本质也是一种由多种细胞)细胞组分网络关系紊乱

所造成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

!

!

%

,

!此两种各具特点

的疾病!除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

F-M/JF,0,

#

:KI

#

M;JK;J,G-

#

,>G8?,0

!

ONP

%轴均可能出现多环节)

多水平紊乱以外!在更广意义上的机体致炎
E

抑炎平衡

调控机制也均出现紊乱+

7

"

#"

,

* 中医学认为肺肾两虚

证是哮喘)

&DNC

等疾病的基础证型!其中以肺为标!

以肾为本!以气)阳为要* 肾阳是人一身阳气之根本!

哮喘体质特点之一是肾气不足!肾虚为其基本体质!哮

喘者无论临床有无肾虚见证!皆有'隐匿性肾虚证(!

而肺虚特别是肺气虚则是其基本证型!故肺肾两虚特

别是肺肾气虚自然成为其基础证型* 复旦大学中西医

结合研究所经过
B"

年研究发现哮喘临床证型往往以

肺气虚)肺肾气虚)肺肾阳虚等多见!又以肺肾气虚最

常见!不论发作期与缓解期!均有肺肾气虚!则是发时

肺虚明显!平时肾虚为要+

4

!

##

"

#$

,

* 同样!

&DNC

病机

为本虚标实!本虚为肺脾肾虚!标实乃风痰瘀阻!稳定

期以本虚为主!多见肺肾两虚!发作期以标实为要!但

肺肾两虚仍是其本* 而在所谓兼具哮喘和
&DNC

特

征的哮喘#

&DNC

重叠综合征$

,IJF:,

#

&DNC /L8G

#

0,M I-?>G/:8

!

P&DQ

%时!临床辨证为肺肾气虚证

的可能性更大!病证也往往更重* 故对肺肾两虚特别

是肺肾气虚证型内涵的研究十分必要!特别在呼吸系

统常见慢性炎症性疾病领域*

#

$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时机体致炎
E

抑炎平衡调

控机制的基本认识

炎症是指具有血管系统的活体组织对损伤因子所

发生的防御反应!炎症产生的同时!机体即启动其固有

抗炎机制!使炎症反应维持在恰当水平!如炎症反应过

强或持续时间过长则可形成炎症性疾病* 哮喘和

&DNC

都是常见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目前其病因

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一般认为哮喘是遗传与环

境因素相互作用引起的异质性疾病* 哮喘气道炎症形

成的机制十分复杂!经典理论认为辅助性
)

细胞
#

型

$

)F#

%

E

辅助性
)

细胞
!

型$

)F!

%细胞失衡是哮喘发

病的关键机制!哮喘患者出现以
(R2

#

!

为标志的
)F#

型免疫反应减弱和以
(S

#

7

为标志的
)F!

型免疫反应

异常增强!导致
(@9

增加和气道嗜酸性粒细胞$

9/I;?

#

/MF;0

!

9/I

%浸润!从而形成气道慢性炎症和气道高反

应性* 近年来又证实
)F#4

细胞和调节性
)

细胞

$

)G8@

%及其代表性细胞因子
(S

#

#4

)

(S

#

#"

等与哮喘密

切相关!提出
)F#4E)G8@

免疫失衡也是哮喘发病机制

之一+

#B

,

* 除了
)F#E)F!

)

)F#4E)G8@

等失衡以外!哮

喘患者往往存在
ONP

轴功能紊乱!一方面内源性糖

皮质激素$

@0K=/=/GJ;=/;>

!

T&

%分泌相对或绝对不

足!另一方面激素分泌的昼夜节律紊乱和作用减

弱+

#"

!

#4

,

!而所谓机体致炎
E

抑炎平衡调控机制在哮喘

发病中的作用也逐渐得到关注*

&DNC

与肺部对香

烟烟雾等有害气体或颗粒的异常炎症反应有关*

&DNC

与
&C7

U

)

&C6

U

)

细胞密切相关!

&C6

U

)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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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发挥效应及其所受调节的机制是
&DNC

炎症持续

放大且戒烟后也不能缓解的关键+

!

,

!对其在
&DNC

炎

症中作用及机制的研究有助于突破
&DNC

治疗的难

点*

)F#E)F!

失衡在
&DNC

发病中也有关键作用!目

前多数学者认为
&DNC

属
)F#

优势型!这似乎与哮喘

截然相反!但也有研究认为
&DNC

为
)F!

优势型* 近

年来还发现和哮喘一样!

)F#4E)G8@

失衡也是
&DNC

发病的重要机制之一+

#6

"

!#

,

* 同样!

&DNC

长期的慢

性炎症状态及抑郁等!也可致
ONP

轴功能紊乱!从而

加重机体致炎
E

抑炎平衡调控机制失衡* 而在
P&DQ

患者!由于兼具哮喘和
&DNC

几乎所有特征!因此!此

时机体的致炎
E

抑炎平衡调控机制的紊乱也就更加明

显!故现代医学强调
P&DQ

可以按照哮喘的治疗原则

治疗*

哮喘)

&DNC

均属炎症性疾病!多种炎症细胞)细

胞因子和信号通道等的异常与其发生)发展相关!另外

和神经)内分泌与免疫系统也有关联$图
#

%* 慢性炎

症持续存在!内因之一是机体固有抗炎机制紊乱!

ONP

轴是机体应激和固有抗炎机制的主要环节!也是

机体致炎
E

抑炎平衡调控机制的关键组分之一!

T&

为

其终末产物!通过与细胞浆中的糖皮质激素受体$

@0K

#

=/=/GJ;=/;> G8=8MJ/G

!

TV

%结合!发挥其调节机体代

谢)免疫)炎症等重要作用* 临床研究发现!近半数哮

喘)

&DNC

患者可能出现基础皮质醇水平下降!并且

这一下降趋势随着病情急性加重而愈加明显!同时肾

上腺皮质对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P&)O

%的反应性降

低!即
ONP

轴出现抑制现象!经过治疗!患者
ONP

轴

功能可以恢复正常!同时炎症时多种细胞因子如
(S

#

B

和
)2R

#

"

!可通过上调
ONP

轴!刺激
T&

合成增加!后

者使炎性细胞因子分泌量下降!此负反馈导致
T&

合

成减少!解除对免疫细胞的抑制!然后炎性细胞因子分

泌又会增加!再促进
T&

的合成+

#"

,

* 由此可见!炎症

状态下机体致炎和抑炎机制之间存在交叉对话!但其

具体的炎性细胞)细胞因子)

ONP

轴功能变化及相应

信号转导通路仍不十分明确!不同病之间炎症状态的

差异性也不十分明确* 研究表明!哮喘)

&DNC

等疾

病或炎症相关性疾病多是炎症过度与
ONP

轴功能等

紊乱并存!甚至形成恶性循环!从而使机体致炎
E

抑炎

平衡机制严重失衡!造成疾病迁延难愈+

!!

"

!B

,

*

!

$中医肺肾气虚证型之源流

在经脉连属上!肾脉连肺最为独特!心)肝)脾)肾

四脏!惟有肾经主脉上入肺中* 如.灵枢"经脉/中

'肾足少阴之脉!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 .灵

枢"本输/'少阴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脏(!.素问"

图
#

$致炎与抑炎机制之间交叉对话图

病能/'少阴脉贯肾络肺(!.素问"水热穴论/ '少阴

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 肾关乎喘咳!自

.内经/即有记载#如.灵枢"经脉/中'肾足少阴之脉!

是动则病!面如漆柴!咳唾则有血!喝喝而喘*( .素

问"逆调论/中'肾者!水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

宋"杨士瀛.仁斋直指方论/首次提出#'肺出气也!肾

内$内!古通纳!% 气也!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本* 凡

咳嗽暴重!引动百骸!自觉气从脐下逆奔而上者!此肾

虚不能收气归元(* 其'肾内气(之说!为咳喘久病补

肾疗法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 .素问"五藏生成/曰#

'诸气者!皆属于肺*( .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肺

者!气之本*( 肺主气司呼吸!肺的呼吸调匀是气的生

成和气机调畅的根本条件!如肺的呼吸功能失常!势必

影响一身之气的生成和运行!导致'肺气虚(!出现少

气乏力!稍有劳作则气喘吁吁!呼吸气促等* 肾虚即指

肾的阴阳精气亏虚!症状可见腰膝酸软)神疲乏力)头

晕耳鸣)失眠健忘)心悸气短)耳聋耳鸣)面浮肢肿等*

肺肾两虚指肺肾两脏并见虚证!肺肾为母子关系!二脏

生理相互协同)病理相互影响!一脏虚弱可导致另一脏

不足!致肺肾两虚!常有肺肾阴虚和肺肾气虚之别* 肺

肾阴虚以咳嗽!潮热盗汗!五心烦热!腰膝酸软!遗精为

主症&肺肾气虚以咳嗽气短!畏寒肢冷!自汗!阳痿!或

见浮肿为主症*

%

$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肺肾气虚证型内涵的临

床研究

杨春华等+

!4

,对近
#"

年来
4BB6

例哮喘患者的证

候类型分布规律进行了研究!发现哮喘缓解期肺肾气

虚证者居多* 张伟等+

!6

,对
%"$

例
&DNC

住院病人进

行了证型分析!发现临床常见证型以肺脾两虚)肺肾两

虚及肺脾肾俱虚为主* 可见肺肾两虚是哮喘)

&DNC

等疾病的临床基础证型!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先天禀

赋不足!另一方面是哮喘)

&DNC

均为慢性疾病!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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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发作!久病及肾!肾气受损&而肺虚则是哮喘)

&DNC

等的基本证型*

结合机体致炎
E

抑炎平衡调控机制的认识!本团队

的研究表明哮喘患者诱导痰中致炎细胞因子等水平升

高!而伴肺肾气虚证型者!升高尤为明显!如肺肾气虚

哮喘组血
(@9

)痰嗜酸粒细胞阳离子蛋白$

8/I;?/MF;0

=,J;/?;= MG/J8;?

!

9&N

%升高&

&DNC

组表现为血和

痰
)TR

#

#

升高!抑炎细胞因子水平下降* 唾液分析研

究表明!哮喘和
&DNC

患者
ONP

轴功能存在多水平)

多环节紊乱!伴肺肾气虚证型者!此种紊乱更加明显!

出现
&VO

)

P&)O

和
T&

的分泌及昼夜节律异常!且

患者血)唾液)尿皮质醇等指标相关性良好!诱导痰与

血清炎性因子的相关性也非常紧密+

!3

!

%"

,

* 本团队在

临床实践中还发现!哮喘)

&DNC

患者抑郁障碍的发

生率明显高于正常人+

#"

!

!$

,

* 抑郁症的发病过程与炎

症和
ONP

轴功能紊乱密切相关!研究发现!抑郁症患

者
(S

#

#

)

(S

#

B

)

)2R

#

"

等炎性因子水平升高!这些炎性

因子能刺激下丘脑!激活
ONP

轴!长期与反复的刺激

可导致
ONP

轴过度激活与功能紊乱* 哮喘)

&DNC

患者伴有抑郁时炎症因子升高尤为显著!

ONP

轴功能

紊乱趋势更为明显!机体致炎
E

抑炎平衡调控机制的失

衡也更加突出* 同时伴抑郁的哮喘)

&DNC

患者

(R2

#

!

均明显降低!哮喘伴抑郁组血和痰
(@9

)

9&N

升

高!

&DNC

伴抑郁组则表现为血和痰
(S

#

B

)

)TR

#

#

升

高* 肺肾气虚证与抑郁密切相关!哮喘)

&DNC

患者

合并抑郁时!中医辨证为肺肾气虚的可能性更大!反

之!哮喘)

&DNC

患者辨证为肺肾气虚!其伴抑郁的可

能性也更大* 以免疫因素为主导的气道慢性炎症学说

还不能完全反映哮喘)

&DNC

发病机制的全貌!以

ONP

轴为代表的机体致炎
E

抑炎平衡调控机制的改变

在此类疾病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辨证为肺

肾气虚证型者*

ONP

轴功能低下或紊乱!多种致炎因

子升高!抑炎因子降低!致炎的信号通路与转录因子等

的功能增强!抑炎的信号通路与转录因子等的功能减

弱!机体致炎
E

抑炎平衡调控机制失衡等变化!很可能

是肺肾气虚证型的现代生命科学基础* 总之!临床上!

'异病同证(的'证(是有物质基础的!如肺肾气虚证型

的哮喘)

&DNC

患者
ONP

轴功能明显降低或呈现紊

乱趋势!主要表现为反映
ONP

轴功能的
&VO

和
T&

降低&反映
)F#E)F!

状态的
(R2

#

!

与
(S

#

7

失衡和反映

)F#4E)G8@

状态的
(S

#

#"

降低与
(S

#

#4

升高!机体致

炎
E

抑炎平衡调控机制失衡 $图
!

%* '异病同证(的

'证(其物质基础并非完全相同!有共性也有个性!如

肺肾气虚哮喘组血
(@9

)痰
9&N

升高!肺肾气虚

&DNC

组则表现为血和痰
)TR

#

#

升高!异病前提下的

同证在病理生理改变上必有其相同和不同之处!从而

表现出共性与个性*

7

$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肺肾气虚证型内涵的实

验研究

根据中医学肺肾相关理论!以卵白蛋白$

D.P

%致

敏并激发制备大鼠慢性哮喘研究结果显示!哮喘反复

发作时!除气道炎症外!大鼠
ONP

轴紊乱!

&VO

:V2P

和血浆
P&)O

和
&DV)

表达下调&慢性哮喘

大鼠
(S

#

7

)

(S

#

B

明显升高!

(R2

#

!

明显降低!呈
)F!

优

势型免疫功能紊乱!出现所谓肺病及肾而致'肺肾两

虚(的表现&除了炎症的表现以外!急性的哮喘模型

$

D.P

共激发
!

周!中间休息
#

周%血浆皮质酮水平

和下丘脑
&VO :V2P

水平显著升高&慢性哮喘模型

$

D.P

连续激发
%

周%血浆皮质酮和下丘脑
&VO

:V2P

水平显著下降+

7

,

!说明哮喘
ONP

轴功能状况与

造模时间长短相关!可能存在一个从增强到减弱的转变

过程* 鉴于肺肾两虚证型在哮喘疾病中的重要性!本团

队试图建立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在建立肾阳虚证的基础

上!结合
D.P

致敏激发建立了肾阳虚哮喘大鼠模

型+

%#

,

!该动物模型有消瘦)精神萎顿)蜷缩弓背)自主活

动减少)反应迟钝等虚证表现&旷场活动减少!对糖水偏

爱程度下降!饮食量)饮水量减少&出现
ONP

轴)交感
E

副交感神经功能紊乱* 补肾要药淫羊藿可改善哮喘大

鼠转录因子
)

#

H8JETP)P

#

%

比例!扭转
)F#E)F!

失衡!

改善气道炎症* 淫羊藿苷可下调
9/I

表面
&&V%

和

9/J,W;?

表达!抑制
9/I

趋化!减轻
9/I

浸润及气道炎

症* 淫羊藿苷对哮喘性炎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该作

用可能与调节
)F#E)F!

)

)F#4E)G8@

失衡相关* 淫羊藿

苷对炎症正向调控通路
2R

#

$5

通路有明显抑制作用!

对炎症负向调控通路$

N(%X

#

PYJ

通路%具有激活作用!

可在细胞分子水平增加内源性抗炎物质"磷酸化
PYJ

蛋白表达+

%!

!

%%

,

* 本团队的研究结果发现淫羊藿苷和黄

芩苷能减少肺组织中
)TR

#

##

)

.9TR

两种蛋白的表达

水平!有效的缓解哮喘小鼠模型的气道重塑*

&DNC

动物实验研究结果显示!除了致炎和抑炎

因子紊乱外!

ONP

轴受损明显!且比哮喘动物更严重*

研究发现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

$

F;IJ/?8 >8,=8J-

#

0,I8I

!

OCP&!

% 与
&DNC

炎症关系密切! 随着

&DNC

进展!

OCP&!

活性与表达减少!且与炎性反应

刺激后
)2R

#

"

)

(S

#

6

)

2R

#

$5

等表达增加相关+

%7

,

*

&DNC

患者
OCP&!

下降! 核因子
9

!

相关因子
!

$

?K=08,G Z,=J/G 8G-JFG/;>

#

!

#

G80,J8> Z,=J/G

!

2GZ!

%

乙酰化活性随之减弱!抗氧化能力减低+

%$

,

* 此外!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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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慢性炎症性疾病时人类致炎
E

抑炎平衡调控机制简示图

对
&DNC

抗 炎 效 果 减 弱! 可 能 与
&DNC

患 者

OCP&!

表达减弱)出现
T&

抵抗相关!如果提高

OCP&!

表达!促进
TV

去乙酰化!下调
2R

#

$5

表

达!可恢复
T&

敏感性!提高其抗炎作用+

%B

,

* 本团队

进一步开展了相关研究!体内实验结果表明#黄芩

苷)淫羊藿苷等均能改善肺功能!拮抗气道炎症!调

节致炎
E

抑炎因子失衡!黄芩苷能够提高
OCP&!

活

性!淫羊藿苷干预组
TV

蛋白表达水平增加* 体外实

验结果显示#黄芩苷能有效抑制
(S

#

6

水平!恢复

OCP&!

蛋白表达+

$

,

* 氧化应激是
&DNC

的一个重

要发病机制* 本团队研究发现!

&DNC

模型组大鼠

出现严重的氧化
E

抗氧化失衡!而淫羊藿苷)黄芪甲苷

及其组分复方干预后!可重建氧化
E

抗氧化失衡!大鼠

气道炎症与重塑)肺功能均得到改善并可能通过

X8,M#

#

2GZ!

#

PV9

信号通路减轻
&DNC

大鼠的氧化

应激和气道重塑* 上述作用得到多次重复!有些研

究结果显示相关中药及其组分抗炎)抗重塑作用与

地塞米松)

2

#乙酰半胱氨酸作用相近*

本团队既往对
&DNC

伴哮喘与致炎
E

抑炎平衡调

控机制关系的研究涉及较少* 因此!本团队随即设计

了
&DNC

伴哮喘大鼠模型!观察
&DNC

合并哮喘大

鼠模型气道炎症)致炎
E

抑炎平衡调控机制的变化及补

肾益气中药$淫羊藿)黄芪%对其的干预作用* 研究结

果显示
&DNC

伴哮喘和
&DNC

大鼠模型均存在
ONP

轴功能低下与紊乱!以前者为甚*

(S

#

6

)

)2R

#

"

是参与

&DNC

伴或不伴哮喘气道慢性炎症过程的重要细胞

因子*

(S

#

6

也可能参与了哮喘反复发作的炎症过程*

在
&DNC

伴哮喘气道慢性炎症过程中!

(S

#

7

可能参与

其中* 由仙灵脾与黄芪组成的补肾益气方可以改善

ONP

轴功能!调节机体免疫!改善
&DNC

伴哮喘大鼠

模型的肺功能!并有抑制炎性因子的能力+

7

,

*

许多炎症性疾病都需要激素治疗!如哮喘)

&DNC

急性发作等!而激素的大剂量)长期使用有诸多不良反

应!特别是
ONP

轴受损* 补肾中药淫羊藿不仅可改

善哮喘
)F#E)F!

细胞失衡!还可增加下丘脑
&VO

:V2P

!从而改善哮喘
ONP

轴功能+

#$

,

* 补肾中药对

ONP

轴相关的炎性因子
(S

#

B

等作用较弱!故推测补

肾中药主要是调节神经内分泌轴!其作用靶点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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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丘脑及海马等* 海马为
ONP

轴功能调节的重要组

成部分!不仅参与调节
ONP

轴昼夜节律!而且参与了

ONP

轴应激反应的负反馈调节*

S;K 5

!

[F,?@ O

等+

%4

!

%6

,研究发现淫羊藿苷对皮质酮诱导的海马神

经元及下丘脑神经元损伤有保护作用!说明补肾中

药不仅对
ONP

轴有改善作用!而且对其更高位调节

系统海马也有调节作用* 由于补肾药如淫羊藿及其

主要活性成分对
ONP

轴的作用广泛!涉及到多水

平!多环节!鉴此!依据生物学的规律!本团队认为下

丘脑和海马作为
ONP

轴的高位调节中枢!有可能是

补肾益气方特别是其中补肾药的作用所在*

$

$基于转化医学的以药测证)以药验证

补肾是中医临床重要的治则!沈自尹院士
!"

世

纪
B"

年代注意到现代医学全然不同的
B

种疾病!在

疾病的某个阶段都有肾虚的症状!异病同治!采用相同

的补肾药可提高疗效!特别是补肾法对哮喘防治有较

好的效果!尤其是哮喘季节性发作的预防!提示上述疾

病可能有其共同的物质基础+

%3

,

* 深入研究发现!肾阳

虚患者尿
#4

羟皮质醇明显降低!从肾上腺皮质功能

往上追溯!将肾阳虚解释为
ONP

轴功能的多环节)多

层次紊乱* 董竞成等+

7"

,早期的临床研究发现!补肾益

气中药$寿而康片%联合吸入型糖皮质激素既可增强

中重度哮喘疗效 $有效率
3!

!

!\

高于对照组的

6#

!

#\

%!又可提高激素依赖型哮喘患者口服激素撤

除成功率$成功撤除率为
4"\

!高于对照组的
77\

%!

其中改善肺通气功能和增加肾上腺皮质储备功能是其

疗效机理* 董竞成等+

7#

,随后的研究表明!气虚证主要

与免疫紊乱)炎症失控有关!肺肾气虚证可能还与机体

整个致炎
E

抑炎平衡调控机制紊乱有关&补肾益气方药

能够治疗炎症性疾病!如哮喘)

&DNC

等!其初步机理

是补肾益气药作用于
ONP

轴和炎性反应网络中心等

环节的疗效靶位群!重塑机体致炎
E

抑炎平衡调控机制

的失衡!其中补肾药主要作用于
ONP

轴等疗效靶位

群!而益气药主要作用炎性反应等疗效靶位群!并能调

节
ONP

轴功能和炎症反应之间的关系!且补肾益气

药可能有协同作用* 为了验证基础研究的相关成果!

董竞成等根据'异病同证同治(理论及'发时治肺兼顾

肾()'平时治肾兼顾肺()'以肺治肾()'以肾治肺(等

治则!按照循证医学
%

级证据设计了系列的临床研究!

其中关于
&DNC

的
V&)

研究结果显示!补肾益气方

$该方主要由补肾要药淫羊藿和益气要药黄芪组成%

和补肾防喘片$该药主要由淫羊藿)补骨脂)熟地黄)

菟丝子)山药)陈皮)附子组成%能改善中医相关证侯!

减少
&DNC

患者急性加重次数!改善肺功能和
ONP

轴功能!提高机体内在抗炎能力!重塑致炎
E

抑炎调控

机制的平衡+

!#

,

!全文于
!"#7

年发表在
NS/I D?8

杂

志+

#B

!

7!

,

* 对于此项临床研究!

!"#7

年
3

月我国著名

的呼吸病专家钟南山院士在第十五次全国呼吸病学学

术会议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工作是相关领域中中

医药迄今为止最规范的研究!是一项关于中医药防治

&DNC

走向世界的中国研究!为中医药防治
&DNC

提

供了最充分的循证医学依据* 另外!针对哮喘发作期

和缓解期的两个
V&)

研究也获得了相似的结果*

B

$补肾益气方药相关药效物质基础研究

根据相关临床和基础研究的结果!董竞成等开展

了补肾益气方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图
%

%!经单味药

及复方颗粒剂成分分析!动物口服颗粒剂)提取物和药

效部位体内代谢及组织分布等研究!结合药效筛选!初

步确定补肾益气方药效物质主要为#黄芪甲苷)毛蕊异

黄酮苷)芒柄花苷)淫羊藿苷)宝藿苷#

(

)朝藿定
&

)朝藿

定
5

)益母草苷和毛蕊花糖苷* 给予大鼠灌胃补肾益

气颗粒剂后!在肺组织中共检测到
#6

个化学成分!其

中包括
7

个原形成分!分别为红车轴草素#

4

#

D

#

#

#

C

#葡

萄糖苷$黄芪%)黄芪甲苷$黄芪%)宝藿苷#

(

$淫羊藿%

和
6

"表番木鳖酸$地黄%!初步鉴别出毛蕊异黄酮苷

葡萄糖醛酸结合物$黄芪%)大豆苷元葡萄糖醛酸结合

物$黄芪%)大豆苷元硫酸结合物$黄芪%)毛蕊异黄酮

葡萄糖醛酸结合物$黄芪%)芒柄花素葡萄糖醛酸结合

物$黄芪%)脱水淫羊藿素葡萄糖醛酸结合物$淫羊藿%

等
#7

个代谢产物&在肾组织中检测到
3

个化学成分!

其中原形成分为地黄苦苷元$地黄%!初步鉴别出大豆

苷元硫酸结合物$黄芪%)毛蕊异黄酮葡萄糖醛酸结合

物$黄芪%)芒柄花素葡萄糖醛酸结合物$黄芪%)

!

%"

羟基"

4

!

%

%!

7

%"三甲氧基异黄烷葡萄糖醛酸结合物

$黄芪%等
6

个代谢产物+

7%

,

* 研究还表明复方有效成

分可到达主要病变所在脏器!这些成分与药效的产生

可能有一定的关联* 健康受试者口服补肾益气颗粒剂

后体内成分分析结果显示!与空白生物样品及补肾益

气颗粒剂相比!在人血浆中检测到
%

个代谢产物!均来

自于黄芪!分别为
#"

"羟基"

%

!

3

"二甲氧基紫檀烷

或
%

羟基!

3

!

#"

"二甲氧基紫檀烷葡萄糖醛酸结合

物)

4

!

!

%"羟基 "

%

%!

7

%! "二甲氧基 "异黄烷或
6

!

!

%"二羟基"

4

!

7

%"二甲氧基异黄烷葡萄糖醛酸结

合物和芒柄花素或
%

%"羟基"

7

%"甲氧基异黄酮硫酸

结合物* 在人尿样中检测到
4

个原形成分和代谢产

物!来自于黄芪和淫羊藿!分别为去甲四氢淫羊藿素葡

萄糖醛酸结合物)淫羊藿苷
&E

淫羊蕾次苷
&

)龙胆黄

素)山奈素"

7

"甲醚"

%

"葡萄糖苷葡萄糖醛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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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补肾益气颗粒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图

物)

4

"羟基"

7

%!

B

"二甲氧基异黄酮葡萄糖醛酸结合

物)红车轴草素葡萄糖醛酸结合物和
4

"甲氧基 "

%

%!

7

%!

$

"三羟基二氢异黄酮葡萄糖醛酸结合物*

4

$总结

哮喘)

&DNC

等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常伴肺肾气

虚证型!机体致炎
E

抑炎平衡调控机制的失衡是此类病

证的主要背景之一!系统的临床和动物实验研究均表

明!伴肺肾气虚证型的哮喘及
&DNC

等患者!往往炎

症更加明显!

ONP

轴功能受损更加严重!机体致炎
E

抑

炎平衡调控机制失衡更加复杂* 中医补肾益气方药干

预疗效确切!补肾益气方药可调节
)F#E)F!

与
)F#4E

)G8@

失衡!纠正
ONP

轴和免疫功能紊乱!从而减轻气

道慢性炎症!控制和改善哮喘)

&DNC

症状!其中补肾

药淫羊藿等侧重于调节
ONP

轴!益气药黄芪等侧重

于调节免疫!而补肾益气方药则具有重塑机体致炎
E

抑

炎平衡调控机制失衡的作用!且相关疗效的显现可能

具有延迟性!这为中医异病同治理论科学内涵的诠释

提供了科学依据* 药效物质基础研究表明!补肾益气

方药干预哮喘等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其发挥药效的

成分主要来自补肾药淫羊藿和益气药黄芪!且主要的

药效成分可到达主要病变脏器!这些成分与药效的发

挥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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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微信公共账号已开通

近日!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已经开通微信

公共账号!可通过扫描右方二维码或者搜索微信

订阅号"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加关注$ 本杂

志社将通过微信不定期发送%中国中西医结合杂

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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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点文章信息!同时可查看两本期刊的

全文信息!欢迎广大读者订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