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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瑶药及其方剂是瑶族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民族医药体系，具有独特的理论基础与显著的临床疗效，近年来瑶药

的相关研究备受广泛关注。通过检索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对瑶药传统理论与方剂配伍原则，如“五性八味”“风打功能”

“虎牛钻风分类”“风打配伍”“动物配伍”等进行阐述，并对虎、牛、钻、风 4 类 104 味瑶医老班药的主要成分与药理作用

及瑶药方剂的临床与药理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为瑶医药的传承发展与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依据与参考。 

关键词：瑶药；老班药；瑶药理论；药性理论；配伍理论；五性八味理论；风打功能理论；虎牛钻风分类理论 

中图分类号：R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253 - 2670(2024)17 - 6051 - 18 

DOI: 10.7501/j.issn.0253-2670.2024.17.031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modern research progress of Yao 

medicine and its compound prescriptions 

TAO Weichen1, WANG Zhijuan2, AN Rui2, HE Xin2, HONG Min1 

1.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80, China 

2.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Yao medicine and its prescriptions are the unique ethnomedical system developed by the Yao people through long-standing 

practices. This system is underpinned by distinctiv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has demonstrated notable clinical efficacy.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related to Yao medicine has garner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This review synthesizes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literature to expound on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of prescription compatibility in Yao medicine, 

such as the “five properties and eight flavors” “wind-strike function” “tiger-ox-drill-wind classification” “wind-strike compatibility” 

and “animal compatibility”. Furthermore, it provid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primary compon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ons of 

104 types of Yao medicine laoban drugs. classified under tiger, ox, drill, and wind classes, alongside the clin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developments of Yao medicine prescriptions. The aim is to provide a foundation and reference for the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in-depth research of Yao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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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药是瑶族用于治疗疾病的物质基础，具有鲜

明的民族性、区域性与包容性，为瑶族人民防治疾

病提供了丰富的医疗手段[1]。瑶药发展的历史悠久，

其具体起源已难以考证，但从历史文献中依然能发

现诸多瑶民运用瑶药治疗疾病的记载，早在宋代《齐

东野语》中即有瑶女“方春时，以寻药挑菜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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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载，《岭外代答》中亦提及瑶民使用“熏以烟火，

而阴干之”的特殊炮制方法，对灵香草进行加工并

出售，可见瑶民对草药的利用历史由来已久，经过

漫长的经验积累，宋代已有相当的规模；明清时期

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肇庆府志》《南中纪闻》

《黔记》等均可见瑶族人民“依深山以居，刀耕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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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砂仁、芋、楠、漆、皮、藤为利”“善识草药，取

以疗疾，辄效”“耕作之暇，入山采药，沿寨行医”

的记载[2]。瑶族人民久居深山，因地制宜，在长久的

生产生活与医药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疾病与

使用草药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以 104 味“老班药”

为代表的独特瑶药与方剂体系[3]。现有研究在单一

瑶药或方剂的成分、作用与机制研究等方面取得了

一定成果，但对于瑶药及其方剂的整体梳理仍显不

足，因此，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对瑶药及其方

剂的理论基础与现代研究进行系统综述，为瑶药的

传承教育、临床应用及现代化发展更加坚实的理论

基础与科学依据，为瑶药的创新应用和新药开发提

供参考。 

1  瑶药传统理论基础 

1.1  五性八味理论 

瑶医根据药物的性能和临床实践，将药物的性

味功能总结为五性八味理论。五性即温、热、寒、

凉、平，又称五气，反映药物的作用性质；八味即

甘、苦、酸、咸、涩、辣、淡、锥，表示药物的味

道和作用[4]。瑶药根据性味的不同，各有其特点和

功效，甘味可以补益气血，如五爪风、紫九牛，苦

味可以清热泻火，如天钻、南蛇风，酸味可以收敛

止泻，如酸吉风，咸味可以软坚散结，如黑九牛、黑

节风，涩味可以止血，如石上风，辣味可以解毒散

瘀，如大肠风、八角风，锥味药可消毒治阴疽，如三

步跳，淡味可以破气通下，如金钱风、鹞鹰风[5]。瑶

医认为药物的五性会影响药效的速度，如寒凉药一

般作用缓慢，温热药一般作用迅速；药物的八味则

可影响药效的强度，苦、麻、锥、辣、涩味的药物

作用较为峻猛激烈，多属打药，甘、酸、淡味的药

物作用较为清和纯缓，多属风药[6]。 

1.2  风打功能理论 

瑶医理论认为，风打是源于自然界的 2 种相互

对立又相互统一的概念，“风者纯而缓，打者燥且

急”，即“风”具有温纯、和缓的性质，“打”具有

燥烈、迅急的性质，瑶医所使用的药物也具有风打

的性质和特点，根据药物的生长环境、形质特性、

作用特点的差异，将药物分为风类药、打类药和风

打相兼类药 3 种，104 味老班药中，有风类药 19 味，

打类药 31 味，风打相兼药 54 味[7]。风类药多生长

于阴湿肥沃之地，质地细腻，富含水津，得地之阴

气多，因而药效和缓，作用温和，如地钻、五爪风、

保暖风等，长于平调脏腑机能，具有补虚、通塞等

功能，多用于虚损衰弱的亏症的治疗；打类药多生

长于阳燥贫瘠之地，质地坚硬，少汁或无汁，得天

之阳气多，故药效峻急，作用强烈，如入山虎、青

九牛、破骨风等，善于峻逐邪气，多用于实热亢阳

的盈症的治疗；风打相兼类药则兼有风打 2 种性质，

如下山虎、黑九牛、九龙钻、追骨风等，既能软坚

散结、活血化瘀，又能滋阴潜阳、补益气血，可风

亏打盈，应用广泛[8-9]。药物的风打功能理论反映了

瑶族先民对药物性能的深刻认识和丰富经验，为瑶

医临床用药提供了指导原则。 

1.3  虎牛钻风分类理论 

老班药共计 104 味，是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传

统瑶药，也是瑶医临床应用最广泛，使用频率最高

的药物，按照功效和特性的不同，可分为“五虎”

“九牛”“十八钻”“七十二风”4 类[3]。瑶医对经典

老班药的分类命名独具一格，其中，“五虎”类药作

用刚峻迅猛，起效迅速，可祛除外邪、消痈定痛，

多用于急、重病的治疗，因此取名为“虎”，以示其

如虎之峻猛攻伐之性；“九牛”类药可补肝肾、强筋

骨、舒筋活络，既可补虚强健，也可驱邪外达，多

用于虚损与瘀滞的治疗，因此取名为“牛”，以示其

如牛之沉稳敦厚，德刑兼备之性；“十八钻”类药作

用犀利而深入，直达病所，可通经活络，通利关节，

多用于治疗气郁血瘀，关节痹痛，因此取名为“钻”，

以示其入钻之尖锐通透之性；“七十二风”类药数量

众多，攻补兼具，既可清热解毒、祛风除湿、活血

通经，也能健运脾胃、滋补肝肾、补益气血，如风

木之生化流通，畅达舒缓而无所不及，因此取名为

“风”，以示其如风之通达多变之性[10]。 

2  瑶药老班药的现代研究 

2.1  虎类药 

虎类药包括入山虎、毛老虎、下山虎、猛老虎、

上山虎 5 味，药性峻急迅猛，长于祛邪逐瘀，多属

瑶药风打分类中的打药，有祛风除湿、活血散瘀、

消肿止痛等功效。萜类、萘醌类、生物碱类、黄酮

类、木脂素类等是五虎药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抗

炎镇痛、抗肿瘤、抗菌等药理作用。风湿、类风湿

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在瑶医中称为

风敌症，因感受外邪导致百体筋脉阻塞，盈亏失衡，

外邪滞于关节肌肉，凝滞筋脉而成，以肢体筋骨、

关节、肌肉疼痛、酸楚、重着、麻木，或关节屈伸不

利、僵硬、肿大、变形等为主要临床表现。Qin 等[11]

发现入山虎能够通过抑制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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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p65 信号

通路的磷酸化水平，改善弗氏完全佐剂诱导的疼痛、

肿胀和炎症，并且可调节 NOD 样受体热蛋白结构

域 3/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1（cystein-asparate 

protease-1，Caspase-1）信号通路与髓样分化因子 88、

干扰素调节因子 3 信号通路，有效抑制脂多糖诱

导的细胞一氧化碳释放，减轻炎症反应。此外，

Ito 等[12]从猛老虎中分离得到的 9 种萘醌化合物可

有效干扰肿瘤细胞的增殖和活化，其中白花丹醌 3、

6 μmol/L 可下调脑型肌酸激酶的表达，激活 p53 信

号通路，调节线粒体凋亡，显著降低人肝癌 Huh-7

细胞的增殖能力，诱导其发生凋亡[13]。毛老虎提取

物 5 mg/kg 可抑制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Smad 信号通路，保护

肾功能，减少蛋白尿和肾损伤[14]。氯化两面针碱是

入山虎的主要抗肿瘤成分，可通过抑制 p53 的泛素

化降解等多种途径发挥其作用[15]。其药理作用及主

要成分见表 1。 

表 1  瑶药“老班药”成分与药理研究 

Table 1  Composition and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of Yao medicine “laoban drugs” 

瑶药名 中药名 风打分类 主要成分 主要功效 药理作用 文献 

毛老虎 闹羊花 打药 二萜类、三萜类、黄酮类、木

脂素类 

祛风除湿、通关透窍、活血散瘀、

消肿止痛、止咳平喘、止痒 

抗炎、镇痛、降压、杀虫、抗病

毒、抗肿瘤、免疫调节 

16-17 

猛老虎 白花丹 打药 香豆素类、有机酸类、萘醌类、

酚类、甾体类 

祛风除湿、穿经走脉、散瘀消肿、

通络止痛、杀虫 

抗肝纤维化、抗炎、抗氧化、抗

肿瘤、抗菌 

11-12 

入山虎 两面针 打药 生物碱类、黄酮类、香豆素类、

木脂素类 

祛风通络、活血散瘀、消肿止痛 抗炎、镇痛、止血、抗肿瘤、抗菌 18-19 

上山虎 山栀茶 打药 酯类、醛类、醇类、烷烃类、

烯烃类 

祛风通络、活血散瘀、散寒止痛 镇痛、止泻 20-21 

下山虎 白珠树 风打相兼药 水杨酸类、黄酮类、木脂素类、

有机酸类 

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活血祛瘀、

健胃消食、行气止痛、止咳 

抗炎、镇痛、抗氧化、止泻 22 

白九牛 牛藤 风打相兼药 三萜类、苷类 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消肿散毒、

清热利尿、降压 

镇痛、抗炎、抗艾滋病毒、抗

肿瘤 

23-24 

橙九牛 尖山橙 风打相兼药 生物碱类、萜类、甾体类、木

脂素类、黄酮类、酚类、油

脂类 

祛风除湿、活血散瘀 抗生育、抗炎、抗肿瘤 25-26 

黑九牛 威灵仙 风打相兼药 皂苷类、黄酮类、木脂素类、

萜类、酚类 

祛风除湿、通络止痛、利尿排石 抗炎、镇痛、抗肿瘤、保护软骨、

保肝、抗菌、降糖 

27 

红九牛 杜仲藤 风药 黄酮类、酚类、生物碱、有机

酸、糖类 

祛风活络、壮腰膝、强筋骨、活

血消肿 

抗氧化活性、抗炎、调脂 28 

黄九牛 五味藤 风打相兼药 酮类、萜类、甾体类、木脂素、

苷类、有机酸类 

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活血散瘀、

消肿止痛、清热利湿 

抗肿瘤、抗炎、镇痛、抗病毒、

保肝、抗氧化、免疫调节、降

血糖 

29 

蓝九牛 木通 风药 三萜类、皂苷类、苯丙素类、

有机酸类、多糖类、油脂类、

氨基酸类 

祛风、利尿、行气止痛、活血 利尿、抗菌、抗氧化、抗抑郁、

抗血栓、抗肿瘤、抗炎 

30 

绿九牛 通骨消 打药 环烯醚萜类、黄酮类、酚类 舒筋活络、穿经走脉、散瘀止痛、

利水消肿、止血 

抗氧化、降糖、保肝、抗菌 31 

青九牛 宽筋藤 打药 萜类、苷类、生物碱类、黄酮类、

木脂素类、苯丙素类、醌类 

舒筋活络、祛风除湿、消肿止痛 抗肿瘤、抗炎、抗氧化、镇痛、

抗菌 

32-33 

紫九牛 血风藤 风药 酚类、香豆素类、蒽醌类、有

机酸类、甾体类、三萜类、

生物碱类 

补血活血、补肾、强壮筋骨、祛

风除湿、温经通络 

抗氧化、抗肝纤维化、抗肿瘤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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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瑶药名 中药名 风打分类 主要成分 主要功效 药理作用 文献 

白钻 绿 叶 五

味子 

风打相兼药 木脂素类、三萜类、有机

酸类 

祛风除湿、散瘀消肿、行气止痛、

舒筋活络、强筋骨 

抗肿瘤 37 

槟榔钻 大血藤 打药 酚类、木脂素类、黄酮类、

蒽醌类、甾体类、萜类 

清热解毒、活血祛瘀、消肿止痛、

通经活络、杀虫 

抗肿瘤、抗炎、抗氧化、抗菌 38 

大红钻 地血香 风打相兼药 三萜类、木脂素类、倍半萜

类、挥发油类 

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活血散瘀、

理气止痛、消肿 

抗炎、镇痛、保肝、抗氧化、抗

肿瘤 

39-40 

大钻 黑老虎 打药 三萜类、倍半萜类、木脂素

类、甾体类、氨基酸类 

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散瘀消肿、

行气止痛 

抗氧化、抗菌、抗炎、抗肿瘤、

抗病毒、保肝 

41-42 

地钻 千斤拔 风药 黄酮类、甾醇类、萜类、挥

发油类、蒽醌类 

温肾固脱、强壮筋骨 抗炎、镇痛、抗血栓、抗菌、抗

氧化、抗肿瘤 

43 

黑钻 清风藤 风打相兼药 三萜类、生物碱类、黄酮类、

苯丙素类、酚类 

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活血散瘀、

消肿止痛 

保肝、抗炎、镇痛、抗菌、抗病

毒、催产 

44 

葫芦钻 石柑子 打药 黄酮类、生物碱类、苷类、

有机酸类、三萜类、醇类 

清热解毒、祛风除湿、活血散瘀、

凉血止血、利尿消肿 

抗炎、镇痛、抗肿瘤、抗氧化、

降血糖、抗蛇毒 

45-46 

黄钻 紫金血藤 风打相兼药 三萜类、木脂素类、倍半萜

类、黄酮类、苯丙素类、

生物碱类 

祛风除湿、活血消肿、通络止痛、

平肝息风 

抗菌、抗氧化、保肝、抗肿瘤 47-48 

九龙钻 龙须藤 风打相兼药 黄酮类、多糖类、挥发油类 祛风除湿、通经活络、活血散瘀、

消肿止痛、健胃补血 

抗炎、镇痛、保护心肌、抗凝 49 

六方钻 六方藤 风打相兼药 木脂素类、三萜类、甾体类

类、香豆素类、有机酸类 

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活血散瘀 抗炎、镇痛、抗氧化、抗菌、抗

肿瘤 

50-51 

麻骨钻 大 叶 买

麻藤 

风打相兼药 醌类、醇类、苷类、脂肪酸

类、甾醇类、醇类、苯丙

素类、糖类 

祛风除湿、活血散瘀、消肿止痛 抗肿瘤、抗氧化、抗高尿酸、抗

炎、抗菌、镇咳、保护心血管 

52 

双钩钻 钩藤 风打相兼药 生物碱类、三萜类、黄酮类 平肝泻热、降压、祛风、舒筋

通络 

降压、抗氧化、调血脂、抗纤维

化、抗抑郁、抗肿瘤 

53-55 

四方钻 四方藤 风打相兼药 甾体类、有机酸类、香豆素

类、三萜类 

祛风除湿、舒筋活络、祛瘀生新、

止痉 

抗炎、镇痛、抗肿瘤、抗菌 56-57 

天钻 大百解薯 打药 生物碱、有机酸类、甾醇类 清热解毒、利水消肿、行气止痛 抗肿瘤、镇痛、解痉 58 

铁钻 广香藤 风打相兼药 生物碱类、黄酮类、有机酸

类、萜类 

祛风除湿、散瘀消肿、强壮筋骨 抗痛风、抗炎、镇痛、抗氧化、

抗肿瘤、抗菌 

59 

铜钻 甜果藤 风打相兼药 木脂素类、黄酮类、萜类、

甾体类、有机酸类、生物

碱类 

祛风除湿、通经活络、活血调经、

止痛 

保护心血管、调血脂、抗肿瘤、

抗氧化、抗炎、镇痛 

60 

小红钻 吹风散 风打相兼药 木脂素类、三萜类、黄酮类、

生物碱类 

祛风除湿、壮骨强筋、行气散寒、

止痛 

抗病毒、抗肿瘤、细胞毒活性 61 

小钻 南五味子 风打相兼药 木脂素类、三萜类、甾醇类 祛风通络、活血散瘀、行气止痛 抗炎、镇痛、抗氧化、保肝降酶 62 

八角风 八角枫 打药 生物碱类、木脂素类、挥发

油类 

祛风除湿、舒筋通络、散瘀止痛 抗炎、抗肿瘤、抗菌、解热、镇

痛、肌松及收缩平滑肌 

63 

白面风 白牛胆 风打相兼药 酚类、黄酮类、萜类、挥发

油类 

清热解毒、祛风除湿、止咳平喘、

健脾消食、凉血止血 

抗炎、镇痛、抗菌、免疫调节 64 

半边风 显脉罗伞 打药 苯丙素类、三萜类、黄酮类 逐风除湿、舒筋活络、消肿止痛、

利关节 

抗肿瘤、驱虫 65 

半荷风 半枫荷 风打相兼药 黄铜类、萜类、多糖类 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活血止痛、

强壮筋骨 

抗炎、镇痛、抗风湿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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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瑶药名 中药名 风打分类 主要成分 主要功效 药理作用 文献 

保暖风 梦花 风药 香豆素类、黄酮类、甾醇类、

有机酸类 

益肝补肾、健脾补血、温中散寒、

舒筋活络；花具有养阴安神、

明目、祛障翳之功效 

降血糖、抗菌、镇痛、抗炎、

抗氧化、保肝 

67 

扁骨风 扁藤 风打相兼药 黄酮类、酚酸类、挥发油类、

脂肪酸类、三萜类 

祛风除湿、舒筋活络、解毒止痒、

活血通经 

抗氧化、保肝、抗肿瘤、抗炎 68 

穿骨风 大叶紫珠 风打相兼药 苷类、黄酮类 止血、祛风除湿、消肿止痛、生

肌、解毒 

抗氧化、抗菌、止血、抗炎、

抗肿瘤 

69 

穿心风 穿心藤 风打相兼药 三萜类、蒽醌类 祛风除湿、清热解毒、消肿止痛 抗肿瘤、促分化、诱导分化、

抗血管生成、镇静、抗炎、

抗氧化、抗菌、降血糖 

70 

刺手风 野绿麻 风药 生物碱类、皂苷类、黄酮类、

挥发油类 

温经散寒、祛风除湿、消肿止痛、

利尿排石 

抑制 N1 神经氨酸酶活性，抗

炎、免疫抑制、镇痛和抗 RA 

71 

大白背风 球兰 打药 皂苷类、有机酸类、甾体类、

固醇类、黄酮类、倍半萜类 

清热解毒、祛风利湿、消肿止痛、

通乳 

抗炎、抗氧化、止咳祛痰 72 

大肠风 十八症 风打相兼药 生物碱类、挥发油类、黄酮、

甾体类、酚类、鞣质类 

祛风散寒、活血止痛、散瘀消肿、

解虫毒 

镇静、镇痛、抗炎 73 

大接骨风 大驳骨 打药 挥发油类、脂肪酸类、三萜类 活血散瘀、续筋接骨、消肿定痛、

祛风除湿 

抗炎、镇痛 74 

大散骨风 广藤根 打药 长链脂肪烃类、二萜类、三

萜类 

续筋接骨、消肿止痛、祛风除湿 抗炎 75 

倒丁风 雀梅藤 风打相兼药 黄酮类、糖苷类、有机酸类、

酯类、蒽醌类、萜类、甾醇

类、木脂素类、酚类 

清热解毒、宣肺化痰、祛风除湿、

拔毒生肌 

抗菌、保肝、抗肿瘤 76-77 

独脚风 横经席 风药 香豆素类、黄酮类、萜类 祛风除湿、强筋壮腰、活血止痛 抗炎、抗肿瘤、抗病毒 78 

鬼刺风 雉子筵 风药 黄酮类、三萜类、多酚类 益气补虚、止血、止泻、活血、

祛风 

抗糖尿病、抗氧化、抗菌、抗

病毒 

79-80 

过节风 开口箭 打药 甾体皂苷类、生物碱类、强心

苷、挥发油类、脂肪酸类、

多糖类 

清热解毒、祛风除湿、拔毒散结、

散瘀止痛 

抗炎、抗菌、抗肿瘤 81 

过墙风 臭茉莉 打药 黄酮类、萜类、甾醇类 祛风除湿、活血散瘀、消肿止痛、

清热解毒、强壮筋骨 

抗炎、抗氧化、保肝、抗菌 82 

过山风 南蛇藤 打药 萜类、生物碱类、苯丙素类、

木脂素类 

祛风除湿、散瘀通络、强壮筋骨、

通经止痛 

抗肿瘤、抗炎、镇痛、抗氧化、

抗菌 

83 

黑节风 陆英 风打相兼药 黄酮类、苯丙素类、甾体类、

酚酸类、挥发油类 

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活血散瘀、

消肿止痛、利水消肿 

抗炎、镇痛、抗氧化、抗病毒、

抗肿瘤 

84 

红顶风 荷苞花 风打相兼药 黄酮类、甾体类、香豆素类、

三萜类、挥发油类 

清热解毒、排脓消肿、祛风除湿、

活络止痛、固涩收敛 

抗炎、抗菌、抗补体、抗肿瘤 85 

红节风 黄稔根 风药 — 清热解毒、凉血止血、消肿止痛 抗炎 86 

黄骨风 黄鳝藤 风打相兼药 黄酮类、有机酸类、苯丙素、

生物碱 

清热利湿、舒筋活络、活血调经、

清肝明目 

抗病毒、抗氧化剂、抗肿瘤、

抗衰老、抗辐射、调血脂 

87 

鸡肠风 牛白藤 打药 单萜、蒽醌、环烯醚萜类、黄

酮类 

清热解暑、祛风除湿、消肿解毒 抗炎、镇痛、免疫抑制 88-89 

鸡爪风 假鹰爪 风打相兼药 黄酮、生物碱、有机酸类、氨

基酸类 

祛风除湿、舒筋通络、强壮筋骨、

收敛止血、活血调经、杀虫 

抗肿瘤、抗氧化、抗病毒、

抗菌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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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药名 中药名 风打分类 主要成分 主要功效 药理作用 文献 

急惊风 白马骨 风打相兼药 三萜类、木脂素类、甾体类、

环烯醚萜苷类、醌类、黄

酮类 

清热解毒、祛风除湿 抗病毒、保肝、抗菌、抗肿瘤 92 

假死风 山胡椒 风打相兼药 黄酮类、糖类、木脂素类、

倍半萜类 

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活血止痛、

解毒消肿 

抗肿瘤、抗炎、镇痛、抗菌 93-94 

金骨风 算盘子 风打相兼药 黄酮类、三萜类、挥发油类、

甾体类、木脂素类 

泻火解毒、祛风除湿、固涩收敛、

消肿止痛、消食化滞 

抗菌、抗炎、镇痛、抗氧化、抗

肿瘤 

95 

金钱风 排钱草 风打相兼药 生物碱类、黄酮类、酚类 清热解毒、利水消肿、祛风除湿、

活血散瘀、利尿排石 

保肝、抗氧化、抗肿瘤、止泻、

抗高血压和抗心律失常 

96 

金线风 百解藤 风打相兼药 生物碱类、黄酮类 清热解毒、祛风除湿、利尿、散

瘀、排石通淋 

抗肿瘤、保肝 97 

浸骨风 舒筋草 风打相兼药 生物碱类、萜类 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温痹止痛、

活血调经 

胆碱酯酶抑制活性、抗肿瘤、

抗炎 

98 

九层风 鸡血藤 风打相兼药 黄酮类、苯丙素类、有机酸

类、萜类、甾体类、蒽醌类 

活血补血、通经活络、祛风除湿 促进造血、镇痛、抗氧化、抗肿

瘤及抗病毒 

99 

九季风 三加皮 风药 皂苷类、香豆素类、酚类、

黄酮类、多糖、萜类、挥

发油类 

祛风除湿、强壮筋骨、舒筋活

络、消肿止痛、平喘止咳、收

敛止泻 

抗炎、降血糖、止痛、抗菌消炎、

抗氧化 

100 

九节风 肿节风 打药 香豆素类、黄酮类、酚酸类、

倍半萜类、多糖类 

清热解毒、活血散瘀、祛风除湿、

消肿止痛 

抗炎、抗氧化、抗菌、抗病毒、

止血、镇痛 

101 

来角风 山姜 风药 黄酮类、挥发油类 祛风除湿、活血消肿、调气止痛、

健脾和胃 

— 102 

冷骨风 萍蓬草 风药 生物碱类、萜类、挥发油 补脾健胃、疏经通络、通经 抗肿瘤、免疫抑制 103 

龙骨风 飞天蠄蟧 风打相兼药 黄酮类、内酯类、甾体、三

萜类 

清热解毒、穿经走脉、止咳息喘、

益肾强筋骨、杀虫 

抗菌、镇痛、抗氧化、免疫调节、

祛痰止咳、抗肿瘤 

104 

麻骨风 买麻藤 风打相兼药 二苯乙烯类、生物碱类、黄

酮类 

祛风除湿、消肿止痛、化痰止咳 抗炎、抗菌、抗氧化、抗肿瘤、

镇咳 

105 

慢惊风 金线草 风打相兼药 黄酮类、酚酸类、蒽醌类、

类香豆素、萜类、甾体类 

清热解毒、凉血止血、行气止痛、

收敛止泻、散瘀消肿 

抗症、镇痛、抗氧化、抗肿瘤、

抗菌 

106 

南蛇风 苦石莲 打药 三萜类、二萜类 清热利湿、散瘀止痛 抗 HIV、抗菌、抗流感甲型病

毒、抗肿瘤、抗带状疱疹、抗

蛇毒、镇痛、抗炎 

107 

牛耳风 黑皮跌打 风药 生物碱、甾醇 祛风除湿、强筋壮骨、消肿止痛、

活血调经 

抗炎、抗氧化 108 

牛膝风 倒扣草 风打相兼药 三萜皂苷类、甾酮类、有机

酸类、生物碱类、黄酮类 

活血通经、散瘀消肿、强壮筋骨、

利尿除湿 

抗菌、抗病毒、抗氧化、抗肿瘤、

降糖、免疫调节 

109 

扭骨风 榼藤子 打药 含硫酰胺类、皂苷类、酚及

酚苷类 

祛风除湿、通经活络、固肾 抗肿瘤、抗炎、抗糖尿病、抗应

激、抗细胞毒性 

110 

暖骨风 铁牛皮 风药 黄酮类、木脂素类、香豆素 祛风除湿、温经散寒、穿经走脉、

养血调经 

抗氧化、抗菌、抗炎 111-112 

爬墙风 络石藤 风打相兼药 木脂素类、黄酮类、三萜类、

甾醇类 

祛风除湿、凉血消肿、散瘀止痛、

化痰散结 

抗炎、镇痛、抗氧化、抗肿瘤 113 

破骨风 破骨风 打药 环烯醚萜、木脂素、黄酮类、

三萜类、苯丙素 

祛风除湿、散瘀消肿、通络止痛、

活血通经 

抗炎、镇痛、抗氧化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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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药名 中药名 风打分类 主要成分 主要功效 药理作用 文献 

七爪风 七爪风 风打相兼药 黄酮类、甾体类、三萜类、有机

酸类、糖类、苷类 

祛风除湿、强壮筋骨、舒筋活络、

收敛止血 

— 115 

入骨风 常山 打药 挥发油、有机酸、黄酮类、生物

碱、香豆素、甾体、多酚 

抗疟、祛痰散结、清热解毒、祛

风止痛、散瘀消肿 

抗疟疾、抗肿瘤、抗菌、消炎、

促进伤口愈合 

116 

三角风 常春藤 风打相兼药 皂苷类、内酯类、鞣质、糖类、

萜类 

祛风除湿、活血消肿、行气止痛、

清热解毒、强壮腰膝 

抗菌、抗病毒、抗肿瘤 117 

石上风 倒生根 风打相兼药 挥发油类 清热解毒、活血散结、止血生肌、

祛风止痛、利尿、止咳、通乳 

镇痛、抗炎 118 

水浸风 风箱树 打药 皂苷类、生物碱类 清热解毒、清肺化痰、祛风除湿、

接筋续骨、消肿止痛 

— 119 

四季风 四大天王 打药 挥发油类、黄酮类、倍半萜类、

香豆素类、木脂素类、生物

碱类 

祛风除湿、散寒止痛、活血散瘀、

温肺止咳、解虫毒 

抗肿瘤、抗菌、利胆、增强免

疫、抗病毒、抗溃疡、镇痛、

收缩子宫 

120 

酸吉风 酸藤果 风打相兼药 黄酮类、挥发油、有机酸类、糖

类、苷类、鞣质、酚类 

收敛止泻、强壮补血、活血散瘀、

健脾补气 

抗菌、抗炎、抗氧化、抗肿瘤 121 

五层风 葛根 风打相兼药 异黄酮类、芳香类、三萜类 清热解毒、生津止渴、透疹、止

咳、止泻、解痉 

抗氧化、降糖、调血脂、降血

压、抗炎 

122 

五爪风 五指毛桃 风药 苯丙素类、黄酮类、萜类、甾醇

类、挥发油类 

益气健脾、行气活血、益肺止咳、

通乳 

抗炎、抗氧化、抗衰老、保肝、

免疫调节 

123 

五指风 黄荆 风打相兼药 萜类、黄酮类、木脂素类、挥发

油、木脂素类、黄酮类 

祛风解表、清热解毒、活血消肿、

止咳、止血 

抗肿瘤、抗炎、镇痛、抗氧化、

抗菌、杀虫 

124 

细接骨风 小驳骨 打药 香豆素、生物碱、黄酮类、木脂

类、酚酸类、三萜皂苷类、甾

体类 

强筋接骨、活血散瘀、消肿止痛、

祛风除湿 

抗炎、镇痛、抗艾滋病毒、保

保肝脏、抵御自由基侵袭、

抵御驱虫、缓解焦虑 

125 

小肠风 山蒟 风打相兼药 挥发油类、黄酮类、生物碱类、

风藤酰胺、胡椒碱、甾体类 

祛风除湿、强壮腰膝、舒筋活络、

散寒止痛、止痉 

抗动脉粥样硬化、抗血小板聚

集、抗血小板活化因子 

126 

小散骨风 小发散 打药 三萜类、黄酮类、生物碱、甾

体类 

祛风除湿、散瘀消肿 抗氧化、抗炎、镇痛 127-128 

血风 走马胎 风打相兼药 走多糖、酚类、醌类、甾醇类、

三萜类、黄酮类、挥发油类 

祛风除湿、活血散瘀、止痛消肿 抗氧化、抗菌、抗肿瘤、抗炎

抑虫、抗病毒 

129 

鸭脚风 鸭脚木 风打相兼药 三萜类、苷类 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祛风除湿、

凉血止痒 

抗肿瘤、抗氧化、抗病毒、镇

痛抗炎 

130 

鸭仔风 黑血藤 风药 黄酮类、酚类、三萜类 祛风除湿、舒筋活络、养血活血 抗炎、抗氧化、促进骨骼细胞

生长、抗动脉粥样硬化 

131 

羊角风 羊角拗 打药 强心苷类、黄酮类、蒽醌类、甾

体、倍半萜类、木脂素、生物

碱类 

强心利尿、散瘀消肿、通经止痛、

杀虫止痒 

强心、抗菌、抗氧化、杀虫、

抗炎 

132 

鹞鹰风 通花根 风药 苯丙素类、皂苷类、糖类 清热解毒、利尿消肿、通经通乳 利尿、解热、抗炎、抗氧化、

催乳 

133 

阴阳风 枫荷梨 打药 多炔类、皂苷类、萜类、挥发油、

糖类、硬脂酸、甾醇类 

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活血调经 抗炎、抗氧化、降低血尿酸、

提高免疫力、促肝、抗菌、

抗肿瘤、抗补体、抗风湿和

抗动脉粥样硬化 

134 

鹰爪风 钩藤 风药 生物碱类、三萜类、黄酮类 清热平肝、息风定惊 降压、抗氧化、调脂、抗纤维

化、抗抑郁、抗肿瘤 

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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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瑶药名 中药名 风打分类 主要成分 主要功效 药理作用 文献 

粘手风 尖尾风 风打相兼药 苯丙苷、木脂素类、黄酮类、萜类

和甾体类 

祛风除湿、散瘀消肿、清热解

毒、止血止痒 

抗炎、抗氧化、美白 135 

竹叶风 百两金 风打相兼药 生物碱、皂苷类、黄酮类、甾醇类 活血散瘀、消肿止痛、舒筋活

络、强壮筋骨 

抗炎、解热、抗菌、抗氧

化、收缩子宫、抗肿瘤 

136 

追骨风 薜荔 风打相兼药 黄酮类、甾体、三萜类 清热解毒、固精壮阳、活血消

肿、通经行血、祛风除湿 

抗炎、抗氧化、抗肿瘤 137 

走马风 红云草 风药 皂苷类、苯醌类、苯酚类、香豆素

类、黄酮类、三萜类 

止咳化痰、活血调经、祛风除

湿、通络止痛 

抗肿瘤、抗病原生物、抗

炎镇痛 

138 

走血风 飞龙掌血 打药 香豆素类、生物碱类、三萜类、酚

酸类、木脂素类、醌类、甾类、

有机酸、糖类、挥发油、酯类 

祛风除湿、消肿止痛 抗炎、抗氧化、抗肿瘤、

抗菌、调血脂、镇痛、

抗病毒、抗血小板聚集 

139 

钻地风 连钱草 风打相兼药 醌类、萜类、黄酮类、挥发油类、

苯丙素类、有机酸类 

祛风除湿、散瘀消肿、强壮筋

骨、活血通经、清热解毒、利

尿排石、止痛止痒 

抗炎、抗菌、镇痛、抗肿

瘤、保肝利胆 

140 

 

2.2  牛类药 

牛类药包括白九牛、红九牛、青九牛、黑九牛、

紫九牛等 9 味，药性持久温和，长于调养补益，多

属瑶药风打分类中的风药，有补血活血、补肾壮骨、

舒筋通络、祛风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包括

萜类、苷类、生物碱类、黄酮类及酚类化合物等，

使其含有显著的保肝、抗炎镇痛、抗肿瘤和降血糖

等药理作用。胃癌被瑶医称为胃石病，又称翻胃，

瑶医认为其发病主要由长期饮食不节，毒邪侵袭脾

胃，日久成积，或久病虚实夹攻，脾胃受损，毒邪

入陷，盈亏失和而成。紫九牛可有效抑制磷脂酰肌

醇 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3-kinase，PI3K）/蛋

白激酶 B（protein kinase B，Akt）/哺乳动物雷帕霉

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

信号通路，降低丝氨酸/苏氨酸激酶、N-钙黏蛋白（N-

cadherin）和波形蛋白的表达水平，同时提高 E-

cadherin 的表达量，逆转上皮间质转化，从而对人

胃癌 SGC7901 细胞[34]、人肝癌 HepG2 和 SMMC-

7721 细胞[35]等的增殖、迁移侵袭起到显著的抑制效

果；其醇提物 9、18 g/kg 可显著增强肝脏的抗氧化

酶活性，增强机体的总体抗氧化能力，有效缓解肝

损伤，还可通过抑制 PI3K/Akt/mTOR 信号通路与磷

酸化，减少肝脏组织中胶原纤维的增生，起到抗肝

纤维化的效果 [36]。青九牛可促进活性氧介导的

Akt/mTOR 通路来诱导癌细胞凋亡，对人宫颈癌

HeLa 细胞、人乳腺癌 MCF-7 细胞及人结肠癌

HCT116 细胞等表现出显著的抑制效果[141]。黑九牛

可通过损坏溶藻弧菌细胞膜导致细菌裂解，发挥抗

菌作用；通过调节信号通路、抑制胰岛 β 细胞凋亡，

发挥降糖作用；通过降低内毒素水平，调节肝脏免

疫与抗氧化能力，发挥其保肝作用；其总皂苷 100、

200 mg/kg 可有效缓解佐剂性关节炎大鼠的炎症、

肿胀及组织增生，抑制纤维样滑膜细胞的异常增殖，

其机制涉及 Janus 激酶 2/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

3 通路的抑制、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 Opa 相互作用

蛋白 5 反义 RNA 1 表达的下调等[142-143]。其药理作

用及主要成分见表 1。 

2.3  钻类药 

钻类药包括九龙钻、大红钻、双钩钻、槟榔钻、

大钻等 18 味，药性通利深入，多属瑶药风打分类中

的风打相兼药，有通达经络、透利关节、祛风除湿、

散瘀止痛等功效。十八钻药的主要活性成分包括三

萜类、木脂素类、生物碱类和黄酮类等多种化合物，

具有显著的抗炎镇痛、抗氧化、抗肿瘤及保肝、降

压、护心等多种潜在作用。肝癌在瑶医中属“肝石

病”范畴，又称权提，瑶医认为其多因外感邪毒郁

结、饮食不节、或疲劳过度、情志抑郁、毒邪内蕴，

累结而成，治疗原则以祛毒为主。如大红钻对肝癌、

胃腺癌、卵巢腺癌、结肠癌等多种癌细胞均有显著

的增殖活性抑制效果或细胞毒性作用，在抗肿瘤领

域显示出相当的潜力[39]；大红钻总三萜 3、6 mg/kg

可有效减轻急性炎症引起的组织肿胀和疼痛，并降

低外周炎性因子的水平与组织滑膜致炎蛋白酶水

平，其机制与调节基质金属蛋白酶（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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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loproteinase，MMP）及其组织抑制因子 1 表达，

进而影响炎性因子和免疫应答有关[40]。肝损伤瑶医

称为蓝哥，又称黄标，瑶医认为该病的发生多与气

候与水土湿热、嗜食肥甘厚腻、劳累过度、情志失

衡等因素相关，因劳累过度或湿热毒邪久郁机体，

耗伤正气，呈现出正虚邪实、虚实夹杂的现象，故

治疗原则为祛因为要、风亏打盈。大钻提取物 3.0、

6.0 g/kg 可有效调节转氨酶水平，平衡肝细胞凋亡

与增殖，减缓肝损伤后纤维化进程，降低肝内脂质

积累及脂质过氧化作用，从而发挥保肝作用[41]；还

可通过 NF-κB 和 Akt 信号通路调控相关蛋白的表

达，调控机体免疫反应与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发挥

抗炎作用[42]。双钩钻的提取物及其单体成分可通过

调节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同源基因家族成员 A

（Ras homolog gene family member A，RhoA）/Rho 相

关螺旋卷曲蛋白激酶信号通路、TGF-β1等信号通路，

修复心肌肥厚，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减轻肾损伤；还

能抑制钙离子内流；调节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

统与神经递质释放，起到显著的降压作用[53]。此外，

双钩钻 13、26 g/kg 可抑制 c-Jun 氨基酸端激酶等信

号通路，下调与凋亡相关的基因表达，减少神经细

胞的凋亡；减轻活性氧介导的氧化应激反应，提高

神经元细胞活性；抑制 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MAPK）、NF-κB

等通路，降低脑内炎症因子水平，改善神经元损伤，

在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抑郁症、出血后

脑损伤等方面展现出一定的潜力[54-55]。其药理作用

及主要成分见表 1。 

2.4  风类药 

风类药包括鸡爪风、九层风、酸吉风、走血风、

穿心风等 72 味，品类众多，用途广泛，多属瑶药风

打分类中的风药或风打相兼药，可风亏打盈、补虚

泻实，具有祛风除湿、清热解毒、活血通经、益肝

补肾等多种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包括黄酮类、生

物碱类、萜类、挥发油类、香豆素类、甾体类、有

机酸类、皂苷类等，显示出多种药理活性，除抗炎

镇痛、抗肿瘤、抗菌、抗氧化外，还涉及保肝、降

糖、抗凝、调控血管生成等作用。如九层风可促进

骨髓造血细胞的增殖与分化，改善造血微环境，促

进造血因子的分泌，保护造血器官如骨髓和脾脏，

发挥促进造血的作用；可通过与凝血酶、凝血因子

相互作用，效抑制内外凝血途径，从而发挥抗血栓

的作用；还可通过调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靶点

及 MAPK 磷酸化过程，促进血管生成[144]；此外还可

通过调节 B 淋巴细胞瘤-2 相关 X 蛋白、Caspase-3 等

促炎因子表达，激活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

等途径，从而抑制增殖、减少转移并促进肿瘤细胞

的凋亡，对多种肿瘤细胞如乳腺癌、肺癌、肝癌、

宫颈癌及结直肠癌等也显示出良好的抑制作用[145]。

酸吉风 5、10 g/kg 可通过降低环氧合酶-2/一氧化氮

合酶表达和抑制 NF-κB 通路发挥抗炎作用[146]；具

有良好的抗氧化能力，能够有效清除 1,1-二苯基-2-

三硝基苯肼自由基[147]，并且展现出良好的抗肿瘤潜

力[148]。走血风 1、4、6 g/kg 具有良好的抗炎镇痛作

用，可通过抑制 NF-κB 和 MAPK 信号通路活化，

减少软骨细胞中炎性因子的表达，调节血清与滑膜

组织中抗炎与促炎因子平衡，改善关节软骨损伤和

骨质破坏[149-150]；还可干扰毒力因子磷酸二酯酶 2与

蔗糖非发酵 2 基因的表达，阻碍菌丝形成、破坏细

菌细胞壁和膜结构，及干扰细菌蛋白质的合成，对

多种常见细菌如白念珠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都显

示出良好的抑菌效果[151]。其药理作用及主要成分见

表 1。 

瑶药老班药来源广泛，活性成分丰富，可通过

不同途径作用于疾病发生发展的各个环节，表现出

极大的研究潜力与临床应用价值。然而，目前在抗

菌、抗癌等方面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细胞水平，动物

实验和作用机制研究则相对较少；其降糖、调脂、

抗炎和抗氧化等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一信号通路和靶

点的相互作用，缺乏对药理作用与信号通路及靶点

间整体联系的分析，亟待对其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

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阐明其作用机制及药效物质

基础，此外，在未来的研究中，不仅要探索其治疗

潜力，还应当加强对瑶药安全性的评估，特别是长

期使用后的慢性效应，及在不同人群中的不良反应

情况，为传统瑶药的临床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3  瑶药方剂的配伍原则及理论基础 

3.1  配伍原则 

瑶药方剂是瑶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组方

精简，方理独特，功效显著等特点，多为相对固定

的成方，由主药、配药、引路药组成，各药在方中

的作用明确，方中的主药相当于中药方剂中的君

药，是针对主证、主要疾病或主要症状，在治疗中

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药物，剂量最大，药力最强，在

方中不可缺少；配药相当于中药方剂中的臣药、佐

药，是针对兼证、次要疾病或次要症状，或在治疗



·6060· 中草药 2024 年 9 月 第 55 卷 第 17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4 September Vol. 55 No. 17 

   

中辅助主药发挥作用的药物，剂量相比主药较少；

引路药相当于中药方剂中的使药，是引导主药、配

药到达病变部位，使其集中发挥功效的药物，剂量

最小[152]。在临床应用中，根据不同的病证和病情，

结合瑶医药理论，灵活运用各种组合方式，将主药、

配药、引路药有机结合，使之更好地发挥治疗疾病

的作用。 

3.2  风打配伍理论 

风打配伍理论是瑶医药独具特色的配伍理论之

一，瑶医在辨别人体盈亏状态的基础上，遵循“风

亏打盈”的原则进行风打配伍，即“盈则消之，亏

则补之”，对于盈症，主要使用打药；对于亏症，则

以风药为主[1]。瑶医认为“非风不足以调滋，非打不

足以去暴”，指出风药可和缓调养、滋补正气，但在

使用中需注意其滋腻敛邪，影响胃气的弊端，打药

能快速祛逐邪瘀，但也存在药性峻急易耗伤正气的

危害，因此，在临床中要根据患者与疾病的盈亏情

况，合理配伍风药和打药，利用其风打对立统一的

特点，使其效用互补，扬长避短，风药、打药合理

配伍，不仅可以提高疗效，还可以平衡药性，既避

免打药过猛伤正，又避免风药过缓凝敛；刚悍之品

与阴柔之品相合，既可使药力适度而持久，又可使

药物速达病所；柔缓之品与刚烈之品相合，既可折

其攻逐之力，又可缓其力补而使之作用持久，在祛

邪扶正的同时，还可以减轻药物偏性对机体的不良

刺激，减少不良反应[153]。 

3.3  动物配伍理论 

瑶医常以动物间的相克关系来指导配伍用药，

如使用猫骨入药治疗老鼠疮，使用虎骨入药治疗狂

犬病，使用公鸡的唾液入药治疗蜈蚣咬伤等，理论

形象生动而别具特色，便于传授与记忆[152]。此外，

瑶医还常将动物蛋、肉、骨和脏器等与植物药配伍

炖服，具有以下几个作用：（1）根据患者的脏腑病

变，选择相应的骨肉或脏器作为引路药入药，以引

导药力达于病处，如肝病、眼疾用猪肝，胃痛、溃

疡用猪小肚、白狗肠等；（2）以动物补虚，如在治

疗虚弱类疾病时，配以猪肉、鸡肉等与药物一同炖

服，治疗痹症及骨病时，以猪尾骨、猪脚骨等入药，

取以肉补肉、以骨补骨之意，使正气得补，疗效更

佳；（3）可以平衡植物药的药力，降低不良反应，

由于瑶医喜用鲜药，而鲜药多为原生药，未经过特

殊的加工炮制，直接煎服或外洗，药力较强，加入

骨肉等久炖后，可以使药力得到缓和[154]。 

4  瑶药方剂现代研究进展 

瑶族先民长期生活在亚热带地区的山林之中，

处于湿热交蒸、多雾少晴、寒热多变的自然环境中

山多林密、常受到风、寒、湿、热、疫毒、瘴气等

多种外邪的侵扰，加以久居深山、地形复杂、交通

不便、频繁迁徙、劳作艰苦，衣食起居依赖自然供

给，易受到跌扑损伤与毒虫野兽侵害，使气血亏虚、

筋脉失养、卫外不固，风气挟外邪乘虚侵袭，入于

皮肤筋骨关节之间，流注于经络脏腑之内，致使正

虚邪实、盈亏失衡而发生多种疾病[154]。在长期的生

产生活与医疗实践中，瑶族形成了独特的医药体系，

利用“五岭以南，逶迤延展于岭西，南濒海滨”地

区丰富多样的药用动植物资源，综合运用汤剂、丸

剂、酒剂等口服内治法与热敷、熏洗、敷熨、药浴、

药灸等多种外治法，形成了别具特点的瑶药方剂体

系[1]，其中以治疗风湿痹痛、妇科与产后诸症、肝

病、劳累虚损、皮肤病等瑶族多发疾病的方剂最为

常见。近年来，在国家对民族医药的高度重视和大

力支持下，瑶药方剂的临床与药理研究逐步展开，

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具体方剂组成、功效主治、

作用机制见表 2。表中共收集方剂 23 种，其中外用

方剂 8 种、口服方剂 15 种；治疗风湿痹痛的方剂 7

种，治疗妇科与产后疾病的方剂 5 种，治疗肝病的

方剂 3 种，治疗皮肤病的方剂 3 种，治疗慢性疲劳

综合征的方剂 2 种，治疗失眠、慢性前列腺炎、胃

溃疡的方剂各 1 种；其中 11 种方剂进行了动物实

验研究，13 种方剂进行了临床研究。 

在传统医药理论中，方剂配伍应用是临床遣药

组方的思想精髓，这一传统理念与现代医学追求药

物多机制联合治疗的理念不谋而合。近年来，瑶药

方剂在研究中显示出显著的疗效与深厚的研究潜

力。然而，目前的瑶药方剂研究主要集中于临床观

察与药效学研究，对于方剂的作用机制、药动学和

代谢组学等的探索仍显不足。此外，缺乏高质量的

临床试验数据也成为了制约瑶医方剂进一步开发和

应用的瓶颈。因此，提高临床研究的规模和质量，

并将研究的视角拓展至系统生物学和药物组学领

域，对更好的解析瑶药传统方剂配伍理论的科学内

涵，阐明其分子层面的作用原理尤为重要。 

5  结语与展望 

瑶医药是我国民族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与用药风格，创立了丰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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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瑶药方剂临床与药理研究 

Table 2  Clin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of Yao medicine compound prescriptions 

方剂名称 方剂组成 功效主治 作用机制 文献 

八角枫丸剂 八角枫 祛风除湿、舒筋通络、散瘀止痛，

主要治疗 RA 

通过抑制炎症因子水平与TNF-α信号通路的

激活发挥对大鼠 RA 的保护作用 

155 

瑶药痹痛消 多弱为矮、好姑见、同乐哥高、阿

五究、阿鬼努优、白阿脚 

扶正、通痹止痛，主要治疗 RA 降低大鼠血清 TNF-α水平，促进抑炎因子 IL-

4 的表达，有效抑制 RA 

156 

瑶药关节炎

外洗方 

麻骨风、大钻、小钻、九节风、钻

地风、伸筋草、透骨草、海桐皮、

宽筋藤、千年健、桑寄生、续断、

牛膝、川芎、防风、独活、苏木、

艾叶 

散寒、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消

肿止痛、补益肝肾、强筋健骨，

主要治疗膝骨关节炎 

改善患者膝关节功能 157 

瑶医除闷汤 上山虎、下山虎、红九牛、九层风、

走血风、麻骨风、黑节风、阴阳

风、白面风、四方钻、九龙钻、

铜钻、黑钻、小钻 

疏通经脉、补益肝肾，主要治疗

膝骨关节炎 

可通过靶向抑制 p38 MAPK 通路表达，减轻

炎症反应，改善软骨退变 

158 

瑶医风湿药

浴方 

上山虎、下山虎、红九牛、青九牛、

四方钻、六方钻、当归藤、地钻、

铜钻、九层风、九龙钻、白面风、

黑钻、小钻、走血风、麻古风、假

死风、破骨风、九节风、黑节风、

阴阳风、肉桂叶 

祛风除湿、通络止痛、散淤理气，

主要治疗 RA 

对 RA 患者的关节压痛、关节肿胀、疼痛时

间、晨僵时间等临床症状均有改善 

159 

瑶医庞桶药

浴方 

钩藤、路路通、五加皮、九牛藤、四

方藤、飞龙掌血、伸筋草、牛膝、

宽筋藤、两面针、桑寄生、干杜仲 

祛风除湿、活血通络、补益肝肾，

主要治疗 RA 

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降低复发率 160 

瑶药包热敷

熨方 

两面针、南五味子、五加皮、宽筋

藤、威灵仙、四方藤、大血藤、

络石藤 

疏通经络、温中散寒、镇痛消肿、

软坚散结、祛风除湿、调整脏

腑、燮理阴阳，主要治疗 RA 

有效降低血清致炎因子 IL-6、IL-1β、TNF-α

的浓度，缓解患者的关节炎症症状 

161 

瑶 族 保 健

酒方 

金樱子、黄花倒水莲、枸杞、金灯

藤、石菖蒲、灵芝 

调节盈亏、补精益元、平衡阴阳、

滋补五脏，主要治疗慢性疲劳

综合征 

增加运动耐力，缓解运动性疲劳，可延长小

鼠负重游泳时间、降低运动后血清尿素氮

及血乳酸含量、减少运动后肝糖原的消耗 

162 

瑶药抗疲方 黄花倒水莲、五指毛桃、党参、白

术、丹参、葛根、淫羊藿、郁金 

补益心脾、安神解郁、活血化瘀、

行气通络，主要治疗慢性疲劳

综合征 

改变大鼠自由基代谢和血液流变，增强大鼠

的抗氧化能力，降低血液黏度 

163 

猛老虎汤 猛老虎、露蜂房、成泪端、鳖甲、

大黄、茵陈、龙胆草、木香、白

花蛇舌草、柴胡、阿胶 

扶正祛邪、化瘀生新，主要治疗

乙型肝炎 

改善患者肝功能、降低肝纤维化程度及乙肝

病毒脱氧核糖水平 

164-165 

复方黄根方 黄根、黄芪、三姐妹、叶下珠、白

术、三七 

清热解毒、健脾益气、化瘀通络，

主要治疗肝炎 

抗病毒、保肝降酶、抗纤维化、防治相关并发

症，可降低 CCl4 诱导的模型大鼠血清中丙

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等的水平，升

高血清白蛋白、总蛋白水平；升高肝组织中

超氧化物歧化酶等的活性，降低丙二醛水平 

166-168 

疏肝健脾化

积汤 

薏米、白豆蔻、柴胡、血风藤、九

龙藤、三托莲、五爪龙、血党、

牛大力、黄花倒水莲、藤当归、

藤三七 

疏肝健脾化积，主要治疗肝癌 提高患者病情控制率，改善症状，提高生活

质量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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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方剂名称 方剂组成 功效主治 作用机制 文献 

清疹方 骨瓢面、红林、吓台剪、双亮

变、唐楚咪、扁骨风、接骨

风、培碰嗳、称心咪、朴莫

亮、元红弱亮 

祛风除湿、清热解毒、启关透窍，

主要治疗慢性荨麻疹 

可控制慢性荨麻疹，其主要机制为升高患者血清中C3、

C4 的水平，调节 T 细胞亚群的比例，使 CD4+/CD8+、

辅助性 T 细胞/调节性 T 细胞细胞及相关因子趋于平

衡，从而增强细胞免疫功能，抑制免疫炎症反应 

170 

虎耳草方 虎耳草、十大功劳、枸杞根 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祛风止痒，

主要治疗痒风（皮肤瘙痒症） 

— 171 

瑶 浴 清

消方 

熊胆木、三叉苦、苦李根、

九里明、穿心莲、盐肤木、

杨梅皮、苦参、十大功劳

木、黄柏、蛇床子、地肤

子、薄荷 

主要治疗急性湿疹 改善模型小鼠的皮肤损伤、肿胀及瘙痒程度，抑制炎症

反应，机制与调节小鼠血清 TNF-α、IL-4、γ 干扰素

表达水平，调节辅助性 T 细胞平衡有关 

172 

水 莲 风

亏方 

结端旁、巴腩红弱、九层风、

蒲公英、温痧、红林、干使

烈、香附、鸭灶咪 

活血祛瘀、补虚益气、止痛生新，

主要治疗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 

可显著改善患者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还可改善盆腔

炎大鼠模型子宫组织形态学改变，表现出抗炎、抗黏

连和修复损伤的作用机制与抑制促炎因子与血清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MMP2 的表达有关 

173-174 

瑶医大钻

麻堆方 

大钻、麻堆蕨、九层风、培碰

嗳、走马风、独脚风、三白

草、穿破石、小钻、红九牛 

清热盈、除湿盈、散瘀结、通络止

痛，主要治疗慢性盆腔炎 

能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与体征，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 

175 

产浴草方 倒勾刺、五指风、香茅、防风

草、枫木叶 

通络解毒、舒筋活血、除湿祛风，

主要治疗产后身痛 

可有效缓解产后周身关节麻木疼痛、肿胀不利 176 

妇 康 外

熏方 

走马风、走马胎、仙茅、五倍

子、蛇床子 

活血化瘀、收敛固脱，主要治疗产

后子宫脱垂 

对Ⅰ度子宫脱垂具有显著疗效，可改善患者盆底肌肉力

量和性生活质量 

177 

康 复 排

毒方 

鸡血藤、大节风、左里藤、金

钱风、龙爪藤、阴阳风、木

杜仲、龙须藤、穿破石、沙

图木、金折木、过山风、当

归藤、黄骨风、九节风、六

月早 

活血化瘀、疏通经络、清热解毒、

祛风散寒、调整阴阳、协调脏

腑、调养全身，主要治疗子宫复

旧不全 

能够更快地促进恶露干净，有效改善血液状态，改善红

细胞变形能力、降低红细胞聚性、抑制血小板聚集改

变血液黏稠度，促进产后子宫复旧 

178 

白背桐黄

钻方 

白背桐、黄钻、土党参、七叶

一枝花、穿破石、黄花倒

水莲、血风、马鞭草、灯心

草、炙甘草 

主要治疗失眠症 改善失眠模型大鼠的症状和睡眠状态及有效控制体质

量减轻，机制与调控外周血和脑组织的神经递质、炎

症因子及氧化应激有关 

179 

瑶 医 富

丁方 

富丁茶、紫金莲、凡忍、赤

芍、当归美、干使烈、萆

薢、台乌、清煲、能秃咪、

七勾端、菟丝子、油必旧、

沙苑子、叶台、益智仁 

活血化瘀、疏通经络、清热解毒、

祛风散寒、调整阴阳、协调脏

腑、调养全身，主要治疗慢性非

细菌性前列腺炎 

可恢复大鼠前列腺湿质量和分泌功能，减少前列腺组

织炎性细胞浸润，促进受损前列腺组织的修复与降

低炎症因子水平，与抑制前列腺组织中总 p38 

MAPK、磷酸化 p38 MAPK、MMP9 的表达有关 

180 

九龙十八

症汤 

九龙盘、十八症、田皂角、山

菠萝、白狗肠、一点红、香

附、陈皮、厚朴、野荞麦、

佛手 

清热解毒、理气止痛，主要治疗胃

溃疡 

降低大鼠血清中 IL-8、TXB2 的水平，升高 6-keto-

PGF1α 水平，使 6-keto-PGF1α/TXB2 的值趋于平衡，

从而起到促进溃疡愈合，减少溃疡形成的作用 

181 

TNF-α-肿瘤坏死因子-α；IL-4-白细胞介素-4；TXB2-血栓素 B2；6-keto-PGF1α-6-酮-前列腺素 F1α。 

TNF-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IL-4-interleukin-4; TXB2-thromboxane B2; 6-keto-PGF1α-6-keto-prostaglandin Fl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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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内外治法和方药剂型，对多种常见病和难治病

有着显著的疗效。随着对传统医药价值的重新认识，

及“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机遇，瑶医药正

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本文对 104 味瑶药老班

药与瑶药方剂的现代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指出

了当前研究在化学成分、药理研究与临床验证等取

得的进展，然而，研究仍面临着诸多挑战：现有研

究在传统瑶药理论与现代科学解释的融合上尚显不

足，未能充分展现瑶医药的独特优势；瑶药复杂的

成分组成和作用靶点要求在分子机制和信号通路方

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资源调查和生药鉴定的方面

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以建立更为严谨的质量

控制标准。因此，未来研究应依托“五性八味”“风

打功能”“虎牛钻风分类”“风打配伍”动物配伍”

等传统瑶药理论，结合现代多组学分析和细胞工程

技术，进一步对瑶药及其方剂的配伍规律、用药原

则、物质基础、质量控制及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系统

的研究，为瑶医药的现代化发展和传承提供坚实的

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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