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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虫夏草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中国人 民解 放军第 2 54 医院药 剂科 ( 天津 3。。 1 4 2) 郭海平
’

杨智敏

摘 要 国 内研究表 明
,

冬 虫夏 草及活 性成分 对免疫 及血液 系统有调 节作 用
,

对 肾脏
、

肝脏
、

心脏

损伤有保护和 防治作用
,

并有抗衰老
、

抗应激作 用
。

关键词 冬 虫夏草 药理 作用

冬 虫 夏 草 OC 八为
夕e
eP

s i n e n s i、 ( B e r k
.

)

S as S
.

简称虫草 ( C S )
,

为麦角菌科真菌 寄生

在鳞翅 目蝙蝠蛾科昆虫蝙蝠蛾幼虫上的干燥

子座和 虫体
,

系名贵传统滋补强身中药
,

有保

肺
、

益肾
、

止血
、

化痰等功效
。

近年来在其药理

研究方面又有 了一些新的进展
,

现综述如下
:

1 对免疫及血液 系统的作用

1
.

1 对免疫及造血功 能的影响
〔 1〕 :

C S 水煮

醇提液给小 鼠 i p l ~ 3 9 / k( g
·

d) X 3
,

能提

高免疫及造血功能
,

使其外周血及脾脏淋 巴

细胞增殖
,

特别是 T 辅助细胞增殖与对照组

相 比差 异显著 ( P < 0
.

0 5 )
,

T H

/ T
S

比例升 高

并使脾 细胞产生 白细胞介素 2 能力增 强
,

使

天然杀伤细胞活性增高
,

并能促进造血细胞

增殖
,

C S 组脾结节生成单位产率较对照组平

均增加 2 2
.

7%
,

保护与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提

示 C S 对免疫或造血功能 障碍低下
、

癌症 等

是有效的辅助治疗
。

1
.

2 对 人外周 血 11
, 一

2
、

I L
一

ZR 及 I F N
一

了 的

调节作用 〔2〕 :

虫草多糖 ( e o r d y e e p s p o l y
s a e e h

-

ir d e ,

C P )可单独或协 同 P H A 诱导 -II
一

ZR 的

表达
,

促进可溶性 IL
一

ZR 的生成
,

但对 P H A

诱 生的 I L
一

2
、

IF N
一

7 活性有选择性抑制作用 ;

其协同或抑制作用均呈剂量依赖性
,

提示 C P

对外周血淋巴细胞具有双向免疫调节作用
。

1
.

3 对巨噬细胞免疫活性的增强作用 〔3 j :

采

用不 同浓 度的 C S 水提液 与 J 7 7 4 巨 噬细胞

一起做细 胞培养
,

观察细胞吞噬活性 的变异

情况
。

结果
:

细胞吞噬活性在 1 0 0一 3 Q。 拜g /

m L 范围内显著增强
。

与对照组 比较
,

细胞活

性分别增强 1
.

2 7一 2
.

58 倍 (尸 < 0
.

0 5 )
。

1
.

4 对红细胞变形性 的影响 〔 4〕 :
C S 水提物

在体外对剧烈运动后红细胞变形能力下降有

明显改善作用
,

并有浓度依赖关系
。

随着浓度

增加
,

其改善作用增强
。

在乳酸模拟试验中
,

乳酸的加人引起低的红细胞变形能力
,

C S 对

此有一定的改善和 预防作用
。

C S 水提物还能

显著抑制脂质过氧化
,

对运动后膜脂质过氧

,
A dd er ss

:
G uo H ia p in g ,

25 4 H os p iat l of IP A
,

iT an ij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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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有较强的清除作用
。

2对肾脏的作用

2
.

1对 肾毒性损伤的防治作用 〔5 〕 :

在庆大霉

素致急性 肾损 伤模型 中
,

接受 C S 治疗 的大

鼠尿 N A G 酶
、

血清肌配水平低于对照组
。

离

体肾灌注 ( IP K ) 研究表明
:
C S 可提高 IP K 代

谢 率
,

增 加 肾小 球滤 过
,

保 护 肾小管 正常运

转
,

还可减轻体外培养的肾小管细胞对 庆大

霉素损伤的易感性
。

作用机制可能包括
:
( 1)

拮抗 氨基糖昔所致 肾脏氧耗下降
,

提高 肾小

管 N a
气 K九 A T P 酶活力 ; ( 2 )减轻氨基糖昔

溶酶体损伤的脂质过氧化损伤
; ( 3 ) 降低组织

钙含量 ; ( 4 )通过诱导肾小管细胞
c 一 m yc 基因

表达 以及对损伤状态下肾组织表皮生长因子

调节 的保护
,

促进肾小管的再生修复
。

2
.

2 对急性 肾毒性 的保护作用 〔幻 :

利用环抱

A 致急性 肾毒 性动物模型
,

观察 C S 对大 鼠

肾功能的保护作用
。

实验发现
:
C S 组血清肌

配
、

尿素氮上升较为迟缓
,

与对照组比较 尸 <

0
.

01
。

这种改变可能与 C S 改善环抱 A 所致

的肾血流量动力学异 常有关
; C S 组尿钠

、

钾

排 出量较实验前下降幅度较小
,

而对照组 随

实 验时间的延 长有明显下降 (尸 < 0
.

0 1 ) ; C S

组 肾 组 织 线 粒 体 N a 气 K长 A T P 及 C a Z+ -

A T P 酶活性明显高于对照组 ( P < 0
.

0 5 )
。

改

善细胞 内线粒体呼吸功能
,

使其增加能量 以

维持细胞 内外正常 的离子梯度
,

加速病损细

胞的修复
,

这可能是 C S 的作用机制之一
。

2
.

3 对慢性 肾功能衰竭的防治作用 〔 7〕 :

利用

肾大部分切除术建立慢性肾功能衰竭 ( C R F )

模 型
,

观察 C S 对残余 肾组织和 肾功 能的影

响
。

结果
:

(1 ) C S 组治 90 d 时
,

大鼠的血清肌

配
、

尿素氮
、

甘油三醋
、

胆固醇和 24 h 尿蛋 白

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 (尸 < 0
.

05 ) ; ( 2) C S 组尿

3
一

甲基组 氨酸排泄率 明显低于对 照组 (尸 <

0
.

0 5 ) ; C S 组的肝 脏和肌肉组织蛋 白合成速

率 亦显著高于 对照组 ; ( 3) C S 组的肾小球硬

化
、

肾小 管萎缩 和间质纤维化程度均明显低

于对 照组 ( P < 0
.

0 5 ) ; ( 4 )治疗 1 2 O d 时
,

C S

组死亡率为 33
.

33 %
,

对照组为 42
.

22 % ; ( 5 )

.

2 3 2
-

治疗 18 0 d 时
,

C S 组 的领
、

亮
、

异亮
、

赖酪氨

酸水平以及细胞 内外 的支链氨基酸之和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 ( P < .0 0 5 )
。

提示
:
C S 能延缓

C R F 大 鼠的 肾功能减退
,

减轻蛋 白尿
,

纠正

氨基酸
、

蛋白质和脂质代谢紊乱
,

抑制残余肾

组织 的肾小球硬化和肾小 管
一

间质损伤的发

展
。

3 对肝脏 的作用

3
.

1 对肝损伤 的保 护作用 〔 8〕 :

用 C CI
、

及硫

代 乙酞胺 ( T A A )致 小 鼠肝损伤 的两种 病理

模型观察 C S 对其预防及治疗作用
。

实验结

果
:
C C I

`
或 T A A 致肝 损伤 的小 鼠 口 服 C S

脂 质体后
,

均可使肝损伤 的 A L T 有不 同程

度下降
,

且下降幅度与剂量有关
。

小鼠肝组织

病理切 片显示
,

C S 脂 质体对 CCI
;

损伤的肝

组织有一定的保护作 用
,

肝组织结构显示接

近正 常组织
,

但对 T A A 损伤 的肝组织 未见

有 明显改善
,

可能 由于 T A A 致小 鼠肝 损伤

的不可逆性
。

3
.

2 对肝纤维化的防治作用 〔9〕 :
以 C S 水溶

液大鼠灌 胃的方式
,

观察其对 C CI
、
诱发 的肝

纤维化的疗效
。

结果
:
C S 组血清 P C 班 明显低

于对照组 ; 肝细胞变性
、

坏死
、

纤维组织增生

亦明显轻于对照组 ; C S 组 I
、

l
、

w 型胶原在

肝组织 中的沉积亦轻 于对照组
,

并能抑制肝

细胞合成 w 型胶原
。

超微结构研究发现
,

C S

不仅抑制 F S C (位于肝窦狭氏间隙的成纤维

细胞 系细胞 ) 增殖
,

还 能抑 制 F S C 向肌 成纤

维细胞及成纤维细胞转化
。

因此推测 C S 抗

肝纤维化 的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 F S C 增 殖

和 向肌成纤维细胞及成纤维细胞转化
,

从 而

减弱 F S C 合成胶原的能力
。

4 对心脏的作用

4
.

1 拮 抗哇 巴 因致 心脏的毒性 〔l0j
:
以腹腔

给药方式
,

C S 菌丝体醇提物 ( C s B ) 能显著提

高哇 巴因致豚 鼠心脏毒性的剂量和 L D 10 。

的

剂量
,

并能延迟豚 鼠发生心脏毒性和 L D I 。。

的

时间
,

提高 S O D 活性和降低 氧化代谢物的含

量
,

其作用强度存在剂量依赖性
。

4
.

2 抗心律失常作用 〔` 1〕 :
C S 对大 鼠

、

小 鼠
、



豚 鼠
、

兔 4 种动物分别由乌头 碱
、

抓化钡
、

肾

上 腺素所致 的心律失 常有 明显抑制作用
,

但

对 异搏定所引起 的心律失 常却有加剧作用
,

而对哇巴 因诱发的心律失常无 明显影响
,

提

示 C S 可能是 直接作用于心脏产生抗心律失

常作用
。

4
.

3 对心功 能的影 响 〔 l2j
:

给麻醉大 鼠静 注

C s B
,

当剂量为 1
.

5 9 (生药 ) / k g 以 上时能使

心率减慢
, s m in 左右恢复正 常

; 皮 下注射 5

g k/ g 以 上时
,

能 明显 延长小 鼠耐缺 氧能力
,

使心肌对 R b (金属元素枷 ) 的摄取增加
,

表明

可增加心肌营养性血液量
; 腹腔注射 2

.

5 9 /

k g 以上则明显降低小 鼠心肌耗氧量
。

5 抗角膜移植排斥反应 13[ 〕

用兔心脏血 T 淋 巴细胞转化实验对 鸡
-

兔穿透性 异种角膜 移植 的实验模 型进行观

察
。

结果
:
C S 组 T 淋 巴细胞转换率为 1 5

.

6 9

士 1
.

2 7
,

对 照组 为 27
.

32 士 2
.

38
,

组 间比较差

异 显著 (尸 < 0
.

0 5 )
; 在观察期 内

,

C S 组植 片

透明率 为 62
.

5%
,

而对照组植片出现 明显排

斥反应
,

植 片透明率为零
,

植 片厚度随混浊程

度 的 加 重 而 增 加 ; 电 镜 下 观 察 C S 组 的

D e sc e m et 膜 内皮细胞优于对照组
。

临床研究 结果 也表 明
〔
14)

:
C S 组植 片透

明率 为 91 %
,

排斥反应 发生率为 17
.

5%
,

视

力 0
.

3 以 上 者 为 7 6%
,

而 激 素 组 分 别 为

70
.

5%
、

35 %
、

53 %
,

两组 比较 差异 有显著性

(尸 < 0
.

0 5 )
。

提示 C S 在角膜移植后能发挥免

疫抑制剂的作用
,

并能强化激素的效果
。

` 抗衰老
、

抗应激作用

小 鼠 以 C S 灌 胃
,

剂 量相 当 1 / 5 ~ 1 / 1 5

L D
S。
时

,

有 明显抗疲 劳
、

增强耐高温作用
,

小

鼠腹腔注射 C S 2
.

5一 5 9 / k g 有增 强常压耐

缺氧作用 ;
将大 鼠切除肇丸后给 1

: I C S 煎

剂 ( 1 0 9 / k g )灌 胃
,

连续 6 d
,

取精囊称重
,

结

果有雄激素作用
〔` , , 。

采用动物体外试验方法研究 C S 营养液

抗衰老作用的结果显示
:
C S 在试管 内有明显

抑制大 鼠肝脂质过氧化物生成的作用
,

并呈

剂量
一

反应关系
。

小 鼠体内试验可见
,

C S 明显

抑制肝脂质过氧化物生成
,

并使红细胞 SO D

活力增高
,

提示 C S 具有抗衰老作用 l[ ’〕 。

7 结语

综 上所述
,

C S 对免 疫及 血液系 统的 调

节
,

肾脏
、

肝脏
、

心脏损伤的保护和防治
,

以及

抗衰老
、

抗应激作用均有很好的药理活性
。

随

着研究的深人
,

其临床用途也 日趋广泛
。

据报

道 〔川 C S 治疗心血管疾病
、

呼吸系统疾病
、

性

功能障碍
、

肾功能衰竭
、

肝脏疾病
、

肿瘤以 及

血液
、

内分泌
、

胶原系统疾病均取得较好的疗

效
。

所以
,

研究开发 C S 活性成分及制剂具有

良好的前景
。

参 考 文 献

l 徐 曦
,

等
.

湖南 医学
,
1 9 9 5

,

1 2 ( 4 )
:
20 2

2 靖大道
,

等
.

上海免疫学杂志
,
1 9 9 5

,
1 5 ( 6 )

:
3 2 1

3 贾泰元
.

中国药学杂志
,

1 9 9 7
,
3 2 ( 3 )

:
1 4 2

4 赵春景
,

等
.

中药药理与临床
,
1 9 9 6

,
1 2 ( 2 )

:
4 6

5 黎磊石
,

等
.

中国 中西 医结合杂 志
,

1 9%
,

16 ( 1 2 )
:
7 3 3

6 赵学智
,

等
.

中华 肾脏病杂志
,

19 95
.

n ( 1)
:

23

7 刘 强
,

等
.

中华肾脏病杂志
,

1 9 95
,

11 ( 2)
:

81

8 吴金桐
,

等
.

中成药
,

1 9 9 5
,

1 7 ( 2 )
:
2 6

9 王要军
,

等
.

中国 中药杂志
,

1 9 9 6
,

2 1 ( 3 )
:
1 7 9

10 崛尾忠 正
,

等
.

中国药房
,
1 9 9 7

,

8 ( 2 )
:
5 7

n 王本样
.

现代中药 药理 学
.

天 津
:

天 津科技 出版 社
,

1 9 9 6
:
12 53

12 温元样
,

等
.

天津药学
,
1 9 9 8

,
1 0 ( l )

:
4 7

1 3 李贵仁
,

等
.

中国中医眼科杂志
,

1 9 95
,

5( 2)
:

70

14 李贵仁
,

等
.

中国中医眼科杂志
,

1 9 9 6
,

6 ( l )
:
12

1 5 孙样环
,

等
.

首都医科大学学报
,

1 9 9 7
,

1 8 ( 1 )
:
15

( 1 9 9 8
一

0 6
一

0 5 收稿 )

欢迎订阅 1 9 9 9 年 《中草药 》杂志
《中草药 》杂志是 由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主管

,

中草药信息中心站
、

天津药物研究院主办 的药学科技学术

期刊
。

月刊
,

每月 25 日出版
,

从 19 99 年 1 月起
,

本刊改为 80 页
,

内容更加丰富
。

定价 9
.

80 元 /期
。

邮发代号
:
6一 77 欢迎广大读者到当地邮局办理订阅手续

。

《中草药 》 1 9 9 9 年第 3 0 卷第 3 期
.

2 3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