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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中医药的“扶正治疗”在提高和改善机体免疫力方面得到了全球的一致认可，免疫功能类产品的研发也是目

前药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中药品种繁多、分类不明、作用广泛、机制模糊，同时对具有类似作

用的中药没有进行较为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分析。因此，总结了近年来常见的免疫功能评价指标，并按功效性分类的思路对中

药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系统的归纳，以期为研发免疫功能类中药制剂提供一定参考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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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on raising and improving organism immune function has 

been recognized globally through “centralizer treatment”, an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immune function products should be 

one of the hot spots in the field of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But at present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reports showed that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MM) with improving the immune function had wide varieties, unknown classification, extensive role, and fuzzy 

mechanism, also we have not made a more systematic arrangement and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similar function of CMM. Therefore, in 

recent years the common immune function evaluation indexes we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and according to the idea of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CMM to improve the immune func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reordering and systematic summing up, so as to provide 

certain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mmune function of CMM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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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力是机体识别和消灭外来侵入异物（病毒、

细菌等），处理衰老、损伤、死亡、变性、突变、病

毒感染等细胞的能力，是机体排除“异己”的生理反

应，更是机体自身的一种防御机制。提高免疫功能是

许多药物治疗疾病或者改善临床药效的目的之一，中

医药由于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科学的组方原则，在

增强机体免疫力方面有着非常显著的成效。近年来，

中医药的“扶正治疗”无论是在改善体质、促进饮食、

增强骨髓造血功能、升高白细胞、提高机体抗病能力、

纠正修复病理损害等方面得到了全球的一致认可，究

其根本在于中医药确有提高和改善机体免疫力的作

用。本文通过功效性分类对中药提高免疫功能的研究

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分析，以期为研发免疫功能类中

药制剂提供一定参考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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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免疫功能的评价指标 

临床常用的免疫学检测包括免疫球蛋白检测、

血清补体检测、感染性疾病的免疫学指标检测、自

身免疫性疾病的免疫学指标检测、其他体液免疫指

标检测、细胞免疫相关检测等。但在实际研究过程

中评价机体免疫功能主要考察细胞免疫、体液免疫、

单核-巨噬细胞功能、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活

性 4 个指标。通过定量或定性检测这 4 个指标，若

其中任意 2 个指标结果为阳性，则可认为某些成分

或制剂具有提高免疫功能的作用。 

1.1  细胞免疫 

淋巴细胞是白细胞的一种，根据其表型和功能

特征可分为不同类别，如 T 细胞、B 细胞、NK 细

胞等，同时这些细胞还可以进一步分为若干亚群。

当淋巴细胞及其亚群在免疫应答过程中相互协作、

相互制约时，可共同完成对抗原物质或外来异物的

识别、应答和清除，从而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

起到保护机体的作用。然而，细胞免疫也需要淋巴

细胞的辅助才能完成免疫防御作用，故可通过提高

细胞免疫作用间接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待测样品是否在细胞免疫上具有提高机体免疫

功能的作用可通过刀豆蛋白（ConA）诱导的小鼠脾

淋巴细胞转化实验（MTT 法）或迟发型变态反应

（DTH）来评价或验证。其中，MTT 法是通过 ConA

的诱导从而最终观察小鼠淋巴细胞的增殖来进行判

断的，而 DTH 可通过耳廓肿胀法或足跖增厚法进

行检测。张娟等[1]通过考察以大枣为主要原料制成

的中药复方片剂对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结果

表明该片剂能促进小鼠脾细胞及淋巴细胞的增殖，

且显著改善了小鼠淋巴细胞的转化，同时，足跖增

厚法的结果显示高剂量组明显强于对照组，从而验

证了中药大枣确有提高免疫功能的作用。徐明等[2]

研究表明中药黄芪总提取物能够促进 ConA 或脂多

糖诱导的小鼠细胞增殖反应，还对环磷酰胺所导致

的免疫力低下小鼠 DTH 反应有明显的升高作用。

吴文华等[3]在研究中药复方霍山石斛含片的免疫功

能作用时，也得到相同的结果。该含片是以霍山石

斛、百合、玉竹三者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同时添加

相关辅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细胞免疫实验表明其

确有提高或改善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 

1.2  体液免疫 

体液免疫是免疫功能表达的一种，其中体液免

疫是指 B 细胞在 T 细胞辅助下，接受抗原刺激后形

成效应 B 细胞和记忆细胞。其中效应 B 细胞产生的

具有专一性的抗体，与相应抗原特异性结合后完成

免疫反应，并且体液免疫的关键过程是产生高效而

快速效应的 B 细胞，由效应 B 细胞分泌抗体清除抗

原，同时产生寿命长的记忆细胞，在血液和淋巴中

循环，随时“监察”，如有同样抗原再度入侵，机体

立即发生免疫反应以消灭它（二次反应）。体液免疫

通过以上机制达到免疫防御作用，实际起到了提高

机体免疫功能的效果。 

样品或药物制剂是否在体液免疫上具有提高免

疫功能的作用可通过抗体生成细胞检测、半数溶血

值（HC50）或血清溶血素的测定来评价或验证。杨

锋等[4]探讨了黄芪配伍西洋参的组方对小鼠免疫功

能的作用，其中体液免疫实验采用了对抗体生成细

胞检测和血清溶血素测定，结果表明西洋参黄芪提

取物具有提高小鼠抗体细胞数的作用，但在血清溶

血素的测定上并没有显著的改变。邓浩等[5]考察了

复方鹿茸多糖（从鹿茸、人参、猴头菇中提取的多

糖制品）的体液免疫作用，通过抗体生成细胞检测

和 HC50 的测定表明复方鹿茸多糖能够提高半数溶

血值，但不能提高溶血空斑数。陈秀锦等[6]通过抗

体生成细胞检测和血清溶血素检测实验考察螺旋藻

片体液免疫功能，结果表明螺旋藻片同样具有明显

提高溶血空斑数的作用。由此可知，以上实验均表

明中药及中药复方提取物在提高体液免疫功能方面

确实存在独特的功效。 

1.3  单核-巨噬细胞功能 

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包括血液中的单核细胞和

组织中固定或游走的巨噬细胞，在功能上都具有吞

噬作用。同时单核-巨噬细胞的生物功能主要包括非

特异免疫防御，清除外来细胞，非特异免疫监视，

递呈抗原，分泌白细胞介素-1（IL-1）、干扰素、补

体等。通过单核-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和生物表达作

用可排除异物、抵抗细菌和病毒、分泌有效物质保

护机体，从而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同时也是常见

的机体免疫功能表达的一种形式。 

待测样品是否具有单核-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可通过小鼠碳廓清和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

胞实验来评价或验证。赵珺彦等[7]通过小鼠腹腔巨

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实验研究了西洋参提取物的免

疫功能，测定其吞噬率，实验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吞

噬率明显升高，确有提高免疫功能的作用。叶会呈

等[8]研究表明槲皮素能提高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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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红细胞的吞噬率和吞噬指数，同时也改善了小鼠

碳廓清吞噬指数，从而确定槲皮素具有提高免疫功

能的作用。杨亚飞[9]研究了复方氨基酸片（以复合

氨基酸粉、牛磺酸等为原料制备而成）的免疫功能

作用，结果同样表明复方氨基酸片也有提高吞噬指

数和吞噬率，即有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大量实验

表明某些中药在提高机体单核-巨噬细胞功能方面

具有明显的作用，也间接验证中药具有保护机体、

延缓衰老、改善体质的功效。 

1.4  NK 细胞活性 

NK 是机体的重要免疫细胞，是不同于 T、B

细胞的第 3 类淋巴细胞，它们不表达特异性抗原识

别受体，但具有识别正常自身组织细胞和体内异常

组织细胞的能力。其中活化的 NK 细胞可合成和分

泌多种细胞因子，发挥调节免疫和造血作用以及直

接杀伤靶细胞的作用，即 NK 细胞活性增强，免疫

功能也相应有所提高。 

检测样品 NK 细胞活性可采用乳酸脱氢酶法。

白巍等[10]考察了七灵宝软胶囊的免疫功能，实验结

果显示其对 NK 细胞活性无显著影响，但在细胞免

疫、体液免疫、单核-巨噬细胞功能等方面均明显地

改善了检测的指标，故七灵宝软胶囊确有提高机体

免疫功能的作用。吴维佳等[11]对铁皮石斛进行免疫

功能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各剂量组 NK 细胞活性均

高于对照组，且各剂量组之间差异显著，从而可判

定铁皮石斛超微粉末和铁皮石斛原药材均具有提高

小鼠 NK 细胞活性的作用。王晓丹等[12]在研究海参

粉对小鼠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实验中，也得到相同

的结论，NK 细胞活性显著升高，海参粉具有提高

小鼠免疫功能的作用。以上实验研究说明，中药或

中药中某些有效成分能明显提高 NK 细胞活性，改

善机体的免疫功能。 

2  中药提高免疫功能的作用 

2.1  中药提高免疫功能的优势和特点 

从古至今，提高机体免疫功能一直是人们的热

点话题，尤其是当一些疑难杂症出现时，如恶性肿

瘤、艾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提高免疫功能是

优先考虑治愈疾病的方法之一。化学药对于提高免

疫功能确实具有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存在副作用

大、安全性低、专属性差等问题，有时甚至还伴有

大量的不良反应，这对患者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如

干扰素对体液免疫、细胞免疫均有免疫调节作用，

对巨噬细胞及 NK 细胞也有一定的免疫增强作用，

但使用后易出现寒战、发热、脱发、皮疹、嗜睡等

副作用，有心肌梗死、重症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的

病人需慎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虽具有免疫抑制作

用，可治疗自身免疫性和过敏性疾病，但临床应用

时易出现水牛背、高血压等症状，同时也可能加重

感染、溃疡，诱发动脉硬化等不良反应。所以，化

学药在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常

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往往“旧的症状才祛，

新的疾病又来”，整体性较差，亟待改进。 

众所周知，中医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几千

年的临床疗效早已证明中药在抗感染、抗病毒、抗

肿瘤、抗变态反应和哮喘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增强及

调节机体免疫的功能，这类中成药（包括中药提取

物）称之为中药免疫调节剂，如黄芪、人参、鸡血

藤、川芎、当归、黄精等药材。中医药还具有独特

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如名方玉屏风散就是最早

应用于调节人体免疫功能的经典方剂之一。与化学

药相比，中药寻求根本、探究源头、辨证论治，不

是简单的治疗症状，改善表面，而是从提高机体免

疫功能入手，“扶正祛邪”增强体质，对症用药，标

本兼治。同时，中药来源广泛，安全性高，毒性小，

与机体的相容性好，长期服用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整体功效强且不易反弹，甚至有些中药免疫调节剂

（山药、大枣、麦冬、枸杞）还是“药食两用”，所

以其开发潜力巨大，应用前景光明，社会效益显著。 

2.2  提高免疫功能中药的分析 

免疫力低下在中医里一般是指“卫气不固，也

多为气血两虚者”，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是正

气与邪气斗争的过程，正气充沛，则人体自然具有

抗病能力，疾病亦会减少或不发；若正气不足，疾

病就会发生和发展，所以中医采用“扶正祛邪”的

原则，提高机体免疫力，改善体质，取得了良好的

疗效。中药人参、灵芝、黄芪、熟地黄、淮山药均

具有提高免疫功能的作用，其对人体“先天性免疫”

和“后天获得性免疫”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药通过功效分类可以分为 21 种，其中被报道

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有 12 类，分别是解表药、

清热药、泻下药、祛风湿药、利水渗湿药、止血药、

活血化瘀药、安神药、平肝息风药、补虚药、收涩

药、攻毒杀虫止痒药，具体见表 1。各类中药提高

机体免疫功能的机制并不相同。如补气类中药（人

参、西洋参、党参、黄芪等）主要补充人体物质的

亏损，增强人体机能活动，以提高抗病能力，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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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药提高免疫功能的功效性分类 

Table 1  Effect classification of CMM to improve immune function  

功效分类 具体分类 具体中药 

解表药 发散风热类 葛根[13]、柴胡[14] 

清热药 清热泻火类 夏枯草[15] 

 清热燥湿类 黄芩[16]、苦参[17]、龙胆[18] 

 清热解毒类 金银花[19]、板蓝根[20]、紫花地丁[21] 

 清虚热类 青蒿[22] 

泻下药 攻下类 芦荟[23] 

祛风湿药 祛风湿热类 防己[24]、威灵仙[25] 

利水渗湿药 利水消肿类 茯苓[26]、薏苡仁[27]、猪苓[28]、玉米须[29] 

止血药 化瘀止血类 三七[30] 

活血化瘀药 活血止痛类 川芎[31]、郁金[32]、姜黄[33]、丹参[34]、红花[35]、桃仁[36]、鸡血藤[37] 

安神药 养心安神类 灵芝[38] 

平肝息风药 平抑肝药类 牡蛎[39] 

 息风止痉类 牛黄[40]、天麻[41] 

补虚药 补气类 人参[42]、西洋参[43]、党参[44]、黄芪[45]、白术[46]、山药[47]、甘草[48]、大枣[49]、

刺五加[50]、红景天[51]、沙棘[52] 

 补阳类 鹿茸[53]、紫河车[54]、淫羊藿[55]、补骨脂[56]、菟丝子[57]、冬虫夏草[58] 

 补血类 当归[59]、熟地黄[60]、白芍[61]、阿胶[62]、何首乌[63] 

 补阴类 麦冬[64]、石斛[65]、黄精[66]、枸杞子[67]、女贞子[68] 

收涩药 敛肺涩肠类 五味子[69] 

 固精缩尿止带药 山茱萸[70] 

攻毒杀虫止痒药  大蒜[71] 

 

虚弱症候，其对机体网状内皮系统吞噬功能有明显

的激活作用，增强对血液中惰性胶体碳粒、金黄色

葡萄球菌、鸡红细胞的吞噬廓清能力，同时可使白

细胞数回升，对于巨噬细胞功能抑制、溶血素形成

抑制和 DTH 反应抑制，也有较强的改善作用；安

神药类中药（灵芝）不仅能明显增加正常人白细胞

数，也能提高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巨噬细胞

吞噬异物，如细菌、肿瘤细胞等后，对异物进行加

工处理），增强巨噬细胞的活力，同时加快血液中异

物的廓清速度，对机体“先天免疫性功能”的提高

作用明显；补阳类中药（鹿茸、淫羊藿、冬虫夏草）

能明显地促进机体淋巴细胞的增殖，增强和调节机

体体液免疫功能，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中和外毒

素，消除异物，防御某些病原体的感染，提高机体

的“后天免疫性功能”；而清热类中药（夏枯草）对

免疫功能的影响较为复杂，其中部分可增加白细胞

数量，提高白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增强免

疫功能，同时又可抑制异常的免疫反应。但各类中

药确有提高机体抗病能力，改善体质，祛除邪气，

恢复健康的作用。 

3  结语及展望 

近年来，许多药学工作者在中药提高免疫功能

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药

在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方面具有安全性高、毒副作用

小、价格低廉、作用持久等优点，因此具有良好的

开发前景和显著的社会效益。但同时也存在以下问

题：（1）很多的中药复方在提高免疫功能上虽有良

好的成效，但对其中有效成分或组分群的研究较少，

一部分研究并不能阐明其提高免疫功能机制与药效

之间的相互关系。（2）文献中对于样品提高免疫功

能机制的研究不够明确，有一定的交叉，如淋巴细

胞的增殖也会影响体液免疫，却简单地划分到提高

细胞免疫的指标中去。实际上，体液免疫与细胞免

疫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T 淋巴细

胞和B淋巴细胞的分化增殖可以促进细胞免疫的提

高，有些抗体本身的介导调节功能就能明显地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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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 细胞活性和吞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同时细胞免

疫作用的提高又能改善某些特异性免疫应答的过程

和反应（体液免疫）。所以，大多数中药在提高机体

免疫功能方面的作用是“多元化的”，不能绝对说只

对细胞免疫或体液免疫有专一的作用，其实对两者

都有一定的程度提高和改善作用，只是不同种类的

中药表现出来的侧重点不同而已。目前对中药提高

机体免疫力方面的研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评价指

标不够完善，针对性不强，同时不符合中医药整体

作用的特点。（3）没有适合中医药特点的动物模型，

中医中所阐述的“气虚”“脾虚”“阳虚”“阴虚”等

病症，建立不了较为贴切的实验模型，使得实验结

果往往大打折扣，不能反映真实的作用，这是亟待

解决的问题。（4）无法寻找合适的阳性药，目前大

部分研究中没有选择对照的阳性药，由于中药与化

学药对于提高免疫功能机制方面的研究存在较大的

差异，所以一些中药实验研究中虽然选择化学药作

为阳性药，但是结果往往并没有可比性。倘若选择

不同种类中药作为阳性药（如人参、黄芪、白术等），

由于功效性不同也不能表明实际效果，所以阳性药

的选择已成为免疫功能实验的“瓶颈”问题，急需

找到突破口。（5）研究过程中的评价指标大都是在

体外测定，对体内的研究相对欠缺。提高机体免疫

功能有多种途径，单纯的体外实验是不能够全面反

映样品在体内的药效作用。中医药更多是强调机体

的整体性，所以体内外相关性研究在免疫功能实验

方面应当得到重视和关注。（6）中药中有少部分是

具有一定毒性的，同时也存在影响机体免疫功能作

用的中药，如威灵仙、何首乌等。因此如何使用该

类中药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中有效方法有

规范加工炮制、进行正确的煎服、严格控制剂量的

使用、合理配伍、准确地进行辨证和应用、选择适

当的剂型和使用方法、辨证论治、结合病人实际病

情等，相信上述方法能够有效避免中药毒性作用的

发生，同时还能达到安全合理用药目的和要求。 

免疫学是当代一门发展迅速的学科之一，由于

单纯的化学药在治疗免疫方面疾病的疗效还不尽人

意，所以人们对于改善免疫功能药品的需求也越来

越迫切。中医药在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方面具有独特

的作用和明显的优势，作为药学工作者特别应加强

提高免疫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探索出一套适合中

医药特色的评价体系和方法，深入发掘经典古籍文

献，并结合分子细胞学的技术及分析手段，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中医药在提高免疫功能作用方面一定能

走上“世界的舞台”，走进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发挥“独

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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