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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
,

中药免疫调节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

中药对免疫细胞
,

细胞因子和神经一内分

泌一免疫网络有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
。

中药是一类重要的生物反应调节剂
。

近年来
,

人们对中药的结构和药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发现许 多活性多糖和皂贰
,

如构

祀多糖
、

黄蔑多糖
、

人参皂贰等都具有免疫调节作用
。

在一定的剂量范围内
,

能增强机体的

非特异性免疫功能
,

促进某些细胞因子的分泌
,

活化免疫细胞
,

增强机体的抗肿瘤能力等
。

1 中药对单核巨噬细胞的调节

给小鼠隔日背部皮下注射 1
.

5 %的黄茂皂贰甲 o
.

lm l/ 次
, 1 4 d

,

用透射电镜观察 巨 噬细

胞体积增大
,

细胞内的吞噬体
、

溶酶体
、

核糖体
、

粗面内质网
、

高尔基复合体
、

线粒体等均

较对照组明显增多
。

用立体学计量法测定溶酶体数量密度和体积密度较对照组显著增加
,

提

示黄茂皂贰甲有增强巨噬细胞酶蛋白合成系统功能和促进溶酶体生成的作用 〔`〕 。

黎雪如等 〔幻用 Y C花环和 E A 花环试验研究了拘祀多糖对小鼠腹腔 巨噬细胞 C
3
b 和 F c 受

体的影响
,

发现构祀多糖能增加Y C 花环和 E A 花环的形成率
,

提示构祀多糖能增加巨噬细胞

Cs b和 F c受体的数量和活性
,

可减弱醋酸氢化可 的松对巨噬细胞 C 3 b和 F c受体名抑制作用
。

.

血小板活化因子 ( P A F ) 是一种重要的炎症介质
,

巨噬细胞是分泌 P A F 的主要 细胞之

一
。 一方军等研究了商陆皂贰甲对大鼠腹腔巨噬细胞释放 P A F 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卡 西 霉素

( A 。 : 8 ,

) 刺激大鼠腹腔巨噬细胞释放P A F
,

用洗涤血小板聚集的方法测定
,

证明商陆皂贰

甲在。
.

1~ 1。郊 m ol /L 浓度范围内及所试的时间内
,

呈剂量及时间依赖性的抑制大鼠腹腔巨

噬细胞释放 P A F
。

提示
:
商陆皂贰甲可能是通过抑制体内P A F生成而起抗炎作用的〔 ” 〕 。

2 中药对N K细胞的调节

王洪斌等 〔 4〕用 〔S
H 〕T d R掺入法及〔S

H 〕 T d R标记的 Y A C 一 l细胞〔吕H 〕T dR 释放法检测淋

巴细胞转化及N K 细胞活性
,

发现商陆多糖 I 能促进 C o n A
、

L P S诱导 的淋 巴 细胞转化
,

增强

N K 活性
,

促进N K 细胞毒因子 ( N K C F ) 的产生
,

提示商陆多糖可增强小 鼠 免 疫 功能
。

窦骏等 “ 〕采用中性红和鹰哇蓝比色法观察了不同剂量黄茂配伍的当归补血汤 对 小 鼠脾

细胞N K 活性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在效靶比例为 2 5 , 1 , 5:0 1 ,

10 :0 1的不同浓度中
,

唯 有 原

剂量组能显著提高N K 活性
,

其杀伤活性分别为 33
.

12 %
,

36
.

40 写
,

34
.

10 %
。

其它剂 量 组

N K 活性并未显著增加
。

提示
:
黄蔑

:
当归为 5 : 1的常规配方组免疫作用最为明显

,

说明复方

中某一单味药的剂量增大
,

作用并非增强
,

中药的君臣佐使配方原则是有其内在的辩证规律
。

骆丹等〔的采用 〔` “ 51〕U d R 释放试验
,

观察了雷公藤 T
`

单体在体内外对小鼠脾细胞N K 活

性的影响
。

结果发现
:

.T 单体并非完全表现抑制效应
,

而呈剂量依赖性的双向调节
,

即小剂

量增强N K 细胞的百分比
,

提高小鼠脾细胞群的溶解单位数
,

及相对细胞毒活性
,

而较 大剂

量则具有抑制作用
,

剂量越大
,

抑制越明显
。

3 中药对T细胞的调节

构祀子有滋肝补肾
,

.

A d d
r e s s .

Z h a o
Y

o n g
,

J 1n a n

益精明目和强身健体的作用
。

喻学忠等观察了拘祀水提液对人扁桃

I n s t i t u t e o f B a s i s
,

S h a n d o n g P r o v i n e i a l A c a
d

e m y o f m
e d ie a l S c i e n c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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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淋巴细胞功能影响的动态变化
。

结果表明
:1 : 2’

~1 : 2` 8
稀释浓度的构祀

,

对于培 养 d3 以

上的淋巴细胞有增加其活力的趋势 , 1: 2。

~ 1 : 2艺“
的拘祀对静止淋 巴细胞增殖无影响

,

表明拘

祀不能诱导淋 巴细胞进入增殖周期 , 1 : 2` ~ 1 , 2 ’ “

的构祀对 P H A 活化的淋巴细胞有明显 的 促

增殖作用
,

其中以 1
: 2` “
浓度为最佳

。

另外
,

研究表明拘祀不影响淋巴细胞内C a Z +

代 谢
,

提

示拘祀的免疫调节效应可能是通过其它信使途径实现的〔 7 〕
。

王兴旺等 〔 “ 〕用体外诱导不同 T 调节细胞的实验模型和单克隆抗体检测技术
,

分析了白芍

总贰的双向免疫调节作用与T调节细胞的关系
。

白芍 总贰可 以促进 C o n A 时间依赖性地 诱生

Ls T
` +

细胞和 L y t一 2
十

细胞
,

并分别拮抗环磷酞胺抑制 T H细胞和左旋咪哇抑制T
,

细胞 诱 生的

作用
,
提示白芍总贰促进不同 T 淋巴细胞亚群诱生有明显的机能依赖性特征

。

鹿茸多糖是鹿茸的有效成分
。

唐巍然等研究发现
,

鹿茸多糖能提高免疫低下小鼠的 T 细

胞总数及 T H 、

T
.

细胞百分率和 T H
/T

:

比值
,

能协同亚适量 C o n A 促进小 鼠淋巴细胞的增殖
,

还能增强 L A K 细胞活性等〔 9〕
。

香菇多糖能促进多种未成熟的前 T 细胞成熟及向成熟 T 细胞分化
,

在体内 外均可明 显 提

高细胞毒性T 细胞 ( C T L ) 的活性
,

而且有效地提高辅助 性T 细 胞 ( T ; ;

) 的 活性〔10 〕
。

朱立平等〔 1 1〕用 0
.

15卜g /m l P H A 诱导 T 细胞活化作模 型
,

发现 雷 公 藤 总贰 ( T n )

( 卜g /m l ) 能抑 制T 细胞从G
。

相迸入G : a

相和从G
: a

相进入G ; 、
相

,

并抑制活化抗原 T
a e 、

I
。 ,

T 。

和 4 F :
的表达

。

T
4

是从T n 中分离提纯的单体成分
,

范勇毅等 〔 i幻以正常人外周血 为 实 验 材

料
,

通过体外给药试验
,

观察了不同浓度的T 4
和 T ll 对 T 细胞功能的影响

,

发现 T
`

和 T ll 对

T 细胞的增殖都具有双向调节作用
。

在较高浓度时
,

抑制细胞增殖
;
而当药物浓度较低 时

,

则又促进增殖
。

上述研究结果
,

为重新评价雷公藤的药用价值提供了实验依据
。

4 中药对 B细胞的调节

灵芝是传统中药中的珍品
,

有
“
扶正固本

”
的作用

,

灵芝多糖是其重要有效成分之一
。

夏冬等研究发现
:
灵芝多糖可显著增强羊红细胞 ( SR B C ) 致敏的小鼠空斑形成细胞 ( P F C )

反应 , 与 3月龄小 鼠相 比
, 14月龄小鼠的 P F C 反应降低 58

.

1% , 灵芝多糖 B N
SA

、

B N Bs
、

B N
3
c ( sm g / k g

,

腹腔注射
,

3 d ) 均可使降低 的 P F C 反应明显恢复
。

显示灵芝多糖 可 增强

体液免疫反应〔 1 3〕
。

淫羊霍为常用的补肾助阳中药
,

王天然等通过动物实验研究了淫羊霍贰促进抗体生成的

作用
。

结果表明
:

淫羊蕾贰 15 m g / k g以上剂量连续皮下给药
,

可提高 SR B C免疫小鼠血清溶

血素抗体水平
,

对照组小鼠脾脏抗体生成水平为 0
.

2 34 士 0
.

0 5 3
。

淫羊蕾 贰 20 m g / k g
·

d
,

可

使脾脏抗体生成水平提高到 0
.

47 9士 0
.

08 4 ( 尸< 0
.

00 1 )
, 还可增加抗体生成细胞 数

,

及对

抗环 磷酞胺抑制抗体生成的作用〔 1 4 〕
。

雷公藤红素是从雷公藤醋酸乙醋提取物中分离得到的单体成分
,

对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张罗修等报道雷公藤红素在体内外均 明显抑制小 鼠脾细胞溶血空斑细

胞形成
,

此作用 与剂量呈依赖关系〔 1 5 〕
。

5 中药对细胞因子水平的调节

细胞因子是一类由免疫细胞 ( 淋 巴细胞
、

单核巨噬细胞 ) 和相关细胞 ( 成纤维细胞
、

内

皮细胞
、

基质细胞等 ) 产生的
,

具有调节细胞功能的高活性
,

低分子量蛋白多肤
。

近年来
,

研究发现
,

许多中药可促进细胞因子 的产生
,

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
,

维持机体的生理平衡
。

5
.

1 中药 促 进干 扰 素 的 产 生
:
肖尚喜等 〔 1 6〕研究了白芍总贰促干扰素诱生 及抗 病 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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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结果表明
:
白芍总贰功 m g / L在试管内无直接诱生 I F N 的作用

,

可促进鸡新城疫 1系 弱

毒冻干疫苗诱生 I F N 一 a ,

可促进 C o n A 诱生 I F N 一丫, 当C o n A 为亚适剂量时
,

最适浓度为 1

~ l om g / L
,

皆可提高 I F N 效价 l一 2倍
。

常雅萍等〔 17 〕研究了甘草多糖 ( G P s )
、

西洋参茎叶总皂贰 ( P N )s
、

人参皂贰 ( G s )
、

人参二醇组皂贰 ( P D G S )
、

人参三醇组皂贰 ( P T G S ) 及树舌多糖 ( G A P S ) 的 作 用 特

点
。

发现一定浓度的G P S
、

P N S
、

G S
、

P D G S
、

P T G S及G A P S可协同 P H A 或N D V 诱 生

人全血细胞
,

单个核细胞及扁桃体细胞 I F N 一 a 与 I F N 一 Y ,

其中 P N S促N D V 诱生人全血细胞

I F N 一 a
可较 N D V 单独诱生高 1 6

.

5倍 , G P S促 P H A 诱生人全血细胞 I F N 一丫较 P H A 单独诱生

高 13 倍
,

在上述药物促诱生人全血及单个核细胞千扰素的研究中发现
,

在有明显作用的相对

应剂量中
,

全血细胞千扰素效价普遍高于单个核细胞
,

并认为
:
中药在干扰素的产生 中

,

多

为促诱生或协同作用
。

5
.

2 中药对白细胞介素的调节
:

白细胞介素 ( I L ) 是一类重要的细胞因子
,

许多中药可以

调节白细胞介素 的产生
。

田志刚等观察了人淋 巴结细胞在 P H A
、

T P A 和人参三 醇 型 皂 贰

( P T G S ) 刺激下
,

细胞因子的诱生情况
。

结果表明
:

P T G S通过促进 P H A 活化淋 巴结细

胞的蛋白质合成
,

而促进 I L 一 l
,

I L 一 2 ,
I L 一 3等细胞因子的产生 ; 进一步研究表明

: P T S还

可 以促进 I L 一 1 m R N A
、

I L 一 2 m R N A 和 I L 一 3 m R N A 的转录 〔 1 8〕
。

黄茂及其多糖对正常小 鼠和大黄脾虚模型小 鼠体内外 I L 一 2产生的影响
。

大黄脾 虚 模型

小鼠 I L 一 2活性比正常小 鼠明显降低 ; 25 % ~ 2 00 %黄茂水煎剂以及 50 一 20 o m g / m l黄茂多 糖

均能使大黄脾虚模型小鼠低下 的 I L 一 2活性提高
,

但对正常小鼠则无影响
。

提示 I L 一 2产生 增加

可能是黄茂
“
扶正

” 的重要机制之一〔 1。〕
。

老年小鼠脾细胞中D N A 多聚酶 a 的活性
,

及 自发分泌 I L 一 2的能力远较年轻小 鼠低
,

应

用灵芝多糖后
,

可明显增强老年小鼠脾细胞内D N A 多聚酶
a
的活性

,
I L 一 2水平也可恢 复〔 2。〕。

雷公藤红素 0
.

1~ 1
.

0卜g /m l在试管内能降低 L P S诱导的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内外 I L 一 l活

性
,

也能抑制小鼠脾细胞产生 I L 一 2 ,

动态观察表明
:
雷公藤红素经预处理 s h和 3 h后 已 能分

别抑制 I L 一 1和 I L 一 2的产生 〔 2 1〕
。

5
.

3 中药促进肿瘤坏死因子 的产生 。肿瘤坏死因子 ( T N F ) 是一种多功能的细胞因 子
,

主

要 由巨噬细胞和活化 的 T 细胞 产生
。

对某些肿瘤细胞具有细胞毒性和生长抑制作用
。

张俊

平等 〔 2 2〕报道
,

小鼠间隔 4 d
,

腹腔注射商陆多糖 1 80 ~ 1 60 m g / k Zg 次
,

可使腹腔M 中对 s , : 。
和

L
. : 。
细胞的免疫毒性作用 增强 , 使 L P S辅助诱生 T N F和 I L 一 1平行增加

,

诱生 T N F 达高峰时

间是 2次腹腔注射后第 8天
,

与已知启动剂 B C G 相比
,

诱生 T N F 无差别
,

诱生 I L 一 1则比 B c G

高
。

提示
:
商陆多糖 I 增强M 中细胞毒作用与其诱生 T N F 和 I L 一 1密切相关

。

牛膝多糖 ( A B P )可 以诱导小鼠腹腔M中合成及分泌 T N F 一 a ,

A B P 2 0 0卜g /m l刺 激 产 生

T N F 一 a 达高峰的时间是作用后 2 ~ 6h
,

A B P 100 m g / k g腹腔注射可促进 T N F 一 a 生成
,

作用

强度与 B C G相 当〔 2 3〕
。

6 中药对神经一内分泌一免疫网络的调节

免疫系统在发挥功能的同时
,

也受到其它系统的调节
,

其中最重要的是神经系统和 内分

泌系统
,

它们相互作用
,

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神经一内分泌一免疫网络
。

许多中药对该网络有调

节作用
。

莫启忠等用 H P L C E C D 测定了被 SR B C 免疫后大鼠脑和脾脏组织中去甲 肾 上 腺 素

《 中草药 》 19 9 4年第 25 卷第 11 期
.

6 0 5
.



(N E)和肾上腺素 ( E)等神经递质含量的影响
,

观察到被 s R B c 免疫后的大鼠脑和脾组织

中的神经递质含量大多明显降低
,

甚至检测不到
。

采用补肾中药后对正常大鼠脑和脾脏 中神

经递质均有明显促进作用
,

对免疫后的大鼠脑和脾脏中的神经递质含量
,

大都有改善作用
,

使降低了的神经递质含量儿乎恢复正常〔 2` 〕
。

构祀多糖和绞股蓝总皂贰在常用剂量范围内
,

均可明显增强脾重指数
,

脾淋 巴细胞增殖

反应
,
二味中药的活性成分均可使脾N E含量降低

,

达到正常值的 40 %一 70 %之间
,

可 使下

丘脑 N E水平明显下降 〔 2 5〕
。

吴瑞琼等〔 2 6〕探讨了人参皂贰通过神经内分泌间接介导的免疫增强作用
。

研究发 现
:
将

微量人参皂贰经导管直接导入双侧海马 ( 5 x 1 0 “ ’ k g /侧 ) 连续给药 d4 后
,

能明显增强脾脏 T

淋巴细胞 C o n A 增殖反应
,

增强 I L 一 2的产生
,

促进 I L一受体的表达 , 提高 S A C 菌诱 导 的脾

脏 B淋巴细胞增殖反应
,

增强脾脏 N K 细胞活性
。

提示人参皂贰可能通过海马介导脾 脏 的免

疫功能增强效应
。

中药的免疫调节是多方面的
。

中药 的调 节在于
“

扶正固本
” ,

都是通过增强或调节机体的功

能如免疫功能
、

减轻致病因素对机体的损伤
,

从而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
,

达到防病治病的 目的
。

中药的免疫调节机理是复杂的
,

许多问题还不清楚
。

今后
,

应该利用先进的分子生物学

技术和理论
,

结合中医药的特点
,

深入研究中医药
,

揭示其作用规律
,

促进中医药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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