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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抗感染作用的中药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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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细菌的耐药性和抗生素的副作用严重困扰着医药学界，单靠化学药治疗已无法解决这一难题。在现代预防和控制细

菌性感染疾病中，中药发挥了积极作用。中药药源广泛，治疗细菌性感染疾病具有副作用小、细菌耐药性较少等优势，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通过对近 15 年的文献和临床试验报道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中西医对感染的认识和治疗方案以及中药 

抗感染作用的研究现状，对中药复方、单味药及其所含化学成分的抗病原微生物作用研究进行分析，为抗感染中药的应用和

开发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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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with anti-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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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chang 330004, China 

Abstract: The medicinal science has been plagued by drug resistance of bacteria and antibiotic medicine with side effect for years. The 

problem could not be solved only by the chemistry medicine treatment. For thousand year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ad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people’s health 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bacterial infection in 

the near centuries. As wide sources, less side effect, and less resistant to bacterial, TCM drew a great attention in anti-infection recently. 

Following the literature and clinic trial reports in the lastest 15 years, we summarized the studies on the bacteria-resistance and therap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s, and analysed the researches on the antibacterial effects of compound TCM, single 

Chinese herbs, and chemical components from herbs. The results will provide the new ideas on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CM with anti-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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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疾病是由细菌、病毒、真菌、支原体、

衣原体、立克次体、寄生虫等病原微生物引起的疾

病。迄今为止，感染依旧是人类致死和致残的主要

原因之一，已经成为当今医学界面临的一大难题。

在国内外诸多的医药产品中，抗感染药物在处方中

出现率最高。韦宁等[1]随机抽查广西医科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处方 10 110 张，其中应用抗感染药物处方

3 498 张，占调查处方总数的 34.60%（不含抗感染植

物药）。目前，抗感染性疾病的药物研究主要集中在

抗菌、抗病毒方面。但由于细菌耐药性的产生、病

毒的快速变异，使抗感染性药物的研究面临巨大的

挑战。一些已知或未知的感染性疾病的出现，严重

危害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严

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病毒性肝炎、禽流感、

艾滋病等。中医学在防治感染性疾病中有着其特殊

的作用，尤其是在一些耐药菌株、变异菌株不断产

生，而现代医学缺乏针对性特效治疗药物的情况下，

如 SARS 流行期间，运用中医药采取中西医结合防

治取得了明显效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2]。 

近年来，国内外对大量的中药进行了抗感染作

用的筛选，在实验和临床研究中都有很大进展，但

其主要集中于单味药抗菌作用的研究，而对复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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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菌、抗病毒及其化学成分作用研究较少。本文

对中药复方、单味药的抗病原微生物的作用研究进

行分析，并对具有抗菌作用的化学成分类别进行归

纳总结，旨在为抗感染中药制剂的开发提供借鉴。 

1  抗生素滥用的危害 

青霉素问世以来，抗生素类药物就以显著的治

疗效果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以抗生素为主体的抗菌

药在防治感染性疾病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近

年来由于广谱抗生素的不合理应用，使得细菌的耐

药性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据 2006—2007 年度卫生部

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结果情况报告：我国医院的抗菌

药物使用率在 2007 年仍然高达 74%，门诊处方抗

菌药物使用率也在 21%以上[3]。有些医生在选择抗

菌药物时不重视病原学检查，盲目地大剂量使用抗

生素或联合使用抗生素导致患者体内的耐药菌大量

产生；并且由于抗生素种类繁多，同一种抗生素又

有多种商品名，患者缺乏抗生素用药的相关知识，

以及患者自行购买使用是导致抗生素滥用问题的重

要原因之一。 

抗生素的滥用会出现一系列的危害，其中危害

最大的就是细菌对抗菌药物产生广泛而迅速的耐药

性。有文献报道[4]，10 年前肺炎球菌对青霉素很敏

感，但目前耐药性已高达 60%；第 3 代头孢菌素的

耐药性已达 19%，有的甚至大于 30%。使用抗生素

导致的药物副作用（adverse drug reactions，ADR）

可累及 23 个以上的系统或器官，其中受累最多的是

皮肤及其附件，最常见的是过敏反应，如青霉素和

链霉素引起的过敏反应，有的甚至会导致过敏性休

克和肾脏损害[5-6]；还会产生后遗效应，如氨基糖苷

类抗生素对听力的影响。因此，人类面临细菌耐药

性或抗生素不良反应不断增加的严峻形势，研究和

开发新型的抗感染药物迫在眉睫。 

2  中西医对感染性疾病的认识 

2.1  西医学认识 

西医认为病原性微生物是导致机体发生感染性

疾病的根本原因，因此第一步要明确感染源，将治

疗的重点放在消灭致病因子上，而较少采用免疫支

持的药物。对于突发性的新型感染性疾病，在病原

体尚未明确的情况下，来不及研制疫苗或药物，或

者可以明确诊断而缺少针对性药物时，难以直接进

行对抗性的干预治疗，只能采用抗菌、抗炎药。由

于此类药物有免疫抑制等毒副反应，临床应用时往

往会弊大于利。 

2.2  中医学认识 

中医认为感染性疾病是机体正气虚损、邪毒内

侵所致，常用治则为清热解毒、祛邪扶正。祛邪包

括其对病菌抑杀、抗病菌耐药、抗内毒素、抗炎及

解热作用；扶正包括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及保护机体

组织器官。传统中医药学讲究整体观，讲究辨证，

强调调整机体内在的抗病能力以及邪正双方在体内

的消长变化，并对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特点进行

辨证施治。中药与化学药抗感染作用不同，它具有

多方面的综合作用，即产生多种生理、生化效应，

强化机体本身对感染性病变产生的对抗作用。 

目前，抗感染中药制剂在临床上已经得到了较

广泛的应用，不仅品种繁多、剂型多样，而且对特

定的感染具有多方面综合作用，疗效甚佳。在抗感

染中药的实验研究方面，已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

的研究。现从具有抗感染作用的中药及其化学成分

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 

3  具有抗感染作用的中药 

3.1  抗菌作用 

3.1.1  单味中药  中药抗菌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

的进展，以往抑菌中药的筛选主要集中于清热药，

包括清热解毒药、清热燥湿药等。近年来随着中药

抑菌作用研究进一步深入，发现温里药、祛风湿药、

化湿药、利水渗湿药、活血止血药、补虚药、止咳

平喘药和攻毒杀虫药等也具有良好的抗菌作用。通

过查阅归纳、整理有关文献，本文总结了 9 种功效

类别的抗感染单味中药及其抑菌种类，见表 1。 

中药在体外的抗菌范围和抗菌程度各有不同。

多数中药具有显著而广谱的抗菌活性，如金银花、

连翘、鱼腥草、虎杖、黄芩等抗菌作用较强、抗菌

谱较广，包括对革兰阳性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

肠道球菌、白念珠菌、肺炎球菌、淋球菌、枯草芽

胞杆菌、链球菌、结核杆菌等；对革兰阴性菌，如

大肠杆菌、肺炎球菌、绿脓杆菌、肺炎克雷伯菌、

伤寒杆菌、流感杆菌、脑膜炎球菌、沙门氏菌等多

种菌有抑制作用。一些中药以抗革兰阳性菌为主，

如穿心莲、野菊花、丹参、百部和雄黄等；也有一

些以抗革兰阴性菌为主，如厚朴、苍术、马齿苋、

白头翁、秦皮等。所以，在临床应用抗菌中药时应

该有针对性地选用。 

3.1.2  复方制剂  目前，抗菌中药的研究多局限于

单味药，对复方研究不够深入，复方虽然由单味中

药组成，但其治疗效果并非各单味药的简单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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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常用抗菌中药的抑菌种类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commonly-used antibacterial Chinese materia medica  

功效类别 中药 抑菌种类 

穿心莲[7] 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杆菌、表皮葡萄球菌、结核杆菌 

板蓝根[8-9] 脑膜炎球菌、大肠杆菌 

鱼腥草[10] 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链球菌、结核杆菌、沙门氏菌 

金银花[11] 葡萄球菌、淋球菌、链球菌、脑膜炎球菌 

连翘
[8] 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淋球菌、脑膜炎、沙门氏菌 

野菊花[12] 葡萄球菌、脑膜炎球菌 

蒲公英[13] 大肠杆菌 

黄芩[14] 脑膜炎球菌、白念球菌、皮肤丝状菌、结核杆菌等 

黄连、黄柏[15] 葡萄球菌、白念球菌、皮肤丝状菌、结核杆菌等 

忍冬藤、白头翁[11] 肠道杆菌、沙门氏菌 

丹皮、苦参[16] 沙门氏菌 

清热解毒类 

知母[16] 白念球菌 

温里药 薄荷、丁香、肉桂、干姜[17] 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黄曲霉、枯草芽孢杆菌 

祛风湿药 威灵仙、老鹳草、千年健、荆芥穗[18] 葡萄球菌、大肠杆菌 

厚朴[18] 肺炎球菌 化湿药 

苍术、马齿苋[13] 绿脓杆菌、肠道杆菌 

利水渗湿药 泽泻、海金沙、茵陈、夹竹桃叶、虎杖[19] 淋球菌、链球菌、肺炎球菌、肠道杆菌、皮肤丝状菌 

活血止血药 大蓟、血余炭、马钱子、丹参[20] 结核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止咳平喘药 瓜蒌、百部[21] 皮肤丝状菌、结核杆菌 

补虚药 黄精、女贞子、白芍、人参、黄芪、甘草[22] 皮肤丝状菌 

攻毒杀虫药 雄黄[23] 结核杆菌 

 

在临床上，中药复方制剂应用更为广泛，很多研究

表明，复方制剂具有抑制和杀灭细菌的作用，表 2

列出了常用复方制剂的抑菌种类。 

目前，国内医药工作者把许多具有抗菌作用的

中药复方和单味药，通过实验制备成静脉注射剂和

颗粒剂，如注射用双黄连、感冒康宁颗粒等。实践

证明，大多数抗菌复方中药对治疗葡萄球菌、肺炎

球菌、溶血性链球菌等上呼吸道致病菌引起的感染，

具有效果好、副作用低的优点。但由于中药复方成

分的复杂性，我国目前在中药复方有效成分、药效、

质控及作用机制等方面还缺乏现代科学的量化指

标，对中药成分的安全、有效、可控、稳定等方面

还缺乏规范性和标准性。 

3.2  抗病毒作用 

病毒是一类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威胁人类生命

的病原体，如传染性极强的艾滋病病毒（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HIV）、柯萨奇病毒（CVB）、乙型肝炎病

毒（HBV）、呼吸道病毒、疱疹病毒等，一旦感染，

传播迅速、死亡率高。目前，世界上没有较好的抗

病毒药物，化学药抗病毒效果虽好，但其不良反应

较多。由于中药种类繁多，作用广泛，近年来抗病

毒天然药物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3.2.1  抗HIV  具有抑制HIV作用的中药有10余种，

如黄芩、甘草、姜黄等。近年来，黄芩中黄酮类成分

黄芩苷、黄芩苷元抗 HIV 作用的研究成为国内外研究

黄芩抗病毒作用的一大热点。有研究[40]表明，黄芩苷

在细胞培养中能抑制 HIV-1 病毒逆转录酶 RT 的活性

和细胞病变（CPE），抑制病毒荧光抗体（FA），以及

P24 抗原和成人 T 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并能够抑制

HIV-1 在 H9 细胞中生长。日本科学家曾提出，甘草

中的甘草多糖对 HIV 有较强的抑制增殖作用，抑制率

高达 98%[41]。近年来，发现姜黄素具有抗 HIV 作用，

它能抑制 HIV-1LTR 活性和病毒复制，从而增强机体

的体液免疫功能，防止继发性感染，但对细胞免疫功

能无影响。金生宝胶囊[42]是由中国药科大学中药研究

所研制的，其天然成分为蘑菇菌多糖蛋白和锌、硒、

锰、铁、钙等微量元素，经实验研究表明，它具有调

节免疫功能、抗 HIV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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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常用复方制剂的抑菌种类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commonly-used antibacterial 

compound preparations 

剂型 复方名称 抑菌种类 

双黄连[24] 葡萄球菌、肺炎球菌、溶血性

链球菌 

痰热清[25] 呼吸致病菌，肺炎球菌 

注射剂 

清开灵[26] 上呼吸道感染的病菌 

感冒康宁颗粒[27] 大肠杆菌、甲、乙型溶血性链

球菌、肺炎球菌等 

结肠清颗粒[28] 大肠杆菌、绿脓杆菌、葡球菌、

伤寒杆菌及痢疾杆菌 

柴芩解热颗粒[29] 葡萄球菌和肺炎链球菌 

疏清颗粒[30] 葡萄球菌、甲型链球菌、脑膜

炎双球菌 

肺毒清颗粒[31] 链球菌，葡萄球菌等呼吸道菌株

复方清颗粒[32] 肺炎克雷伯杆菌、细菌内毒素

颗粒剂 

香芪颗粒[33] 克雷伯杆菌、葡萄球菌、肺炎

球菌、溶血链球菌 

舒康汤[34] 金黄色葡萄球菌、乙链菌、大肠

杆菌、淋球菌、嗜血杆菌等 

小柴胡汤[35] 肺炎链球菌 

三黄泻心汤[36] 沙雷菌属、铜绿假单胞杆菌 

煎剂 

葛根芩连汤[37] 葡萄球菌、痢疾杆菌、肺炎双

球菌 

连花清瘟胶囊[38] 葡萄球菌、痢疾杆菌、肺炎双

球菌 

灵杏咳喘胶囊[36] 肺炎克雷伯氏菌 

胶囊剂 

痨宁胶囊[36] 结核分枝杆菌 

喉肺清[39] 溶血性链球菌、肺炎球菌 口服液 

咽喉灵[37] 金黄色葡萄球菌 

散剂 银翘散[38] 流感病毒 
 
3.2.2  抗 CVB  能够抑制 CVB 的中药有黄芪、黄

芩、苦参、苦瓜等 20 余种。黄芪具有利水消肿、益

卫固表、补气升阳等功效，是临床上最常用的一种

抗病毒中药。1986 年，彭华等[43]报道了黄芪对感染

柯萨奇 II 型病毒（CVB2）的大鼠心肌细胞具有保护

作用，它可以抑制 STAT3 信号转导通路，从而抑制

病毒的复制，且不影响正常心肌细胞的功能。现代

药理学研究发现，黄芪除了具有上述功效外，还可

以提高机体诱生干扰素的能力、阻断病毒核酸的合

成、增强巨噬细胞对病原体的吞噬作用、促进抗体

的形成和抑制病毒的繁殖[44]。高雷等[45]通过观察细

胞病理变化的方法，研究了黄芩苷对柯萨奇 III 型病

毒（CVB3）的抑制作用，结果显示，黄芩苷在细胞

培养中对CVB3的抑制活性优于阳性对照药病毒唑。

氧化苦参碱又称苦参素，是从豆科植物苦参根中分

离出来的生物碱，在体外可有效抑制 CVB3 引起的

心肌细胞病变，具有抗病毒作用[46]。李双杰等[47]研

究发现，苦瓜素具有明显抑制 CVB3 RNA 复制的作

用，可能为一种良好的抗 CVB3 感染的药物。 

3.2.3  抗 HBV  据证实，目前有苦参、岩黄连、虎

杖等上百种中药能够抑制肝炎病毒。其中苦参中有

效成分苦参碱可减轻肝细胞的变性、坏死，促进肝

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具有明显的保肝作用，临床研

究证实，苦参碱有抑制 HBV 复制的作用，具有明

确的抗炎、抗过敏、抗病毒、抗寄生虫、抗心律失

常、免疫调节等药理作用[46]。岩黄连有效成分为岩

黄连总碱，量达 0.38%。实验表明[48]，岩黄连能增

进小鼠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对甲、乙、丙肝型肝炎

病毒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并能较快产生抗体，

清除肝细胞内病毒，达到退黄的目的。 

3.2.4  抗流感病毒  有 70 余种中药具有抑制流

感病毒的作用，如连翘、板蓝根、鱼腥草、黄芩

等。板蓝根为常用中药，具有清热解毒、凉血利

咽等功效。实验证明，板蓝根的水提液或板蓝根

制剂对甲型流感病毒、乙型脑炎病毒等均有抑制

作用[49]。连翘主要含有连翘酚、皂苷、齐墩果酸

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之功，它与金银花

配伍组成银翘散；与黄芩、栀子等清热解毒药配

伍可组成连翘清毒散，均显示了明显的抗流感病

毒活性。鱼腥草含有槲皮苷等有效成分，具有抗

病毒和利尿作用，其醇提物滴鼻或腹腔注射，对

甲型流感病毒 FM1感染的小鼠均有明显的保护作

用，合成鱼腥草素的衍生物亦有较强的抗病毒作

用[50]。黄芩水煎液对亚洲甲型流感病毒有较好的

抗病毒作用，其所含药效成分黄酮类化合物对流

感病毒唾液酸酶有很强的抑制作用。目前临床常

用的穿琥宁注射液是穿心莲叶提取的有效成分穿

心莲内酯，其具有明显的镇静作用，常用于病毒

性肺炎、上呼吸道感染等疾病的治疗[51]。 

3.2.5  抗疱疹病毒  能够抑制疱疹病毒的有黄芪、

夏枯草、天花粉等 30 余种中药。现代医学实验表明，

黄芪含香豆素、黄酮类化合物、皂苷、微量叶酸及

数种维生素等，可增强吞噬细胞的吞噬功能，促进

淋巴细胞转化，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对 I 型单纯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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疹病毒有抑制作用[52]。黄连主要成分为多种生物

碱，包括小檗碱、黄连碱、甲基黄连碱及阿魏酸等，

其水提液对引起兔角膜细胞 I 型单纯疱疹感染的病

原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3.3  抗其他病原微生物 

3.3.1  真菌  已有实验证明[53]，白藜芦醇对浅部感

染真菌须毛癣菌、断发毛癣菌、红色毛癣菌、絮状

表皮癣菌、石膏样小孢子菌 5 种皮肤癣菌以及白假

丝酵母菌均具有抑菌效果。 

3.3.2  支原体  解脲支原体（Uu）是一群介于细菌

和病毒之间，目前所知能独立生活的最小微生物。

它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可以导致多种疾病，如非

淋球菌性尿道炎、慢性前列腺炎、附睾炎、不孕不

育、妊娠感染、新生儿疾病、尿路结石等。实验研

究[54]表明，苍柏湿毒清颗粒剂具有抑制解脲支原体

生长、繁殖的作用。田正阳等[55]研究表明，黄柏、

白芷具有明显的体外抑制 Uu 的作用。肺炎支原体

（mycoplasma pneumoniae，MP）是引起呼吸道疾病

和全身性病变的重要致病菌之一，也是儿童肺炎的

常见病原体之一。孙艳平等[56]研究发现，黄芩、黄

柏、苦参、金银花、麦冬、枇杷叶和桔梗煎剂在体

外对 MP 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其中黄柏、黄

芩、金银花与桔梗的作用效果显著，苦参与麦冬作

用效果次之，而枇杷叶与紫苑则较弱。 

3.3.3  衣原体  刘文莉等[57]研究结果表明，蒲公

英、黄芩、大黄、鱼腥草等中药对沙眼衣原体具有

较高的敏感性。 

3.3.4  寄生虫  许多清热解毒药具有抗寄生虫的作

用，如白头翁、鸦胆子、黄连抗阿米巴作用较强；

鸦胆子、马鞭草具有抗疟作用；苦参、白头翁、黄

柏等具有抗滴虫功效，有研究者观察 120 种中药体

外对阴道毛滴虫的作用，发现其中清热解毒药大黄、

鸡冠花、白鲜皮有较强杀灭作用；黄芩、金银花、

连翘、穿心莲、鱼腥草等中药具有抗钩端螺旋体的

作用[58]。 

4  中药抗菌作用与其化学成分相关性分析 

目前对于中药抑菌机制的研究报道较少，研究

表明中药抑菌效果与其有效成分的分子结构密切相

关，各种挥发油、酚类、醌类、有机酸、生物碱、

多糖、萜类和黄酮类等化合物是中药抑菌的主要成

分，其代表性药物见表 3。 

4.1  挥发油类   

大量研究证明，挥发油具有抗氧化[59]、清除自 

表 3  抑菌成分及其代表性药物 

Table 3  Bacteriostatic composition and representative drugs 

抑菌成分 代表性药物 

挥发油类 麻黄、肉桂、青蒿、广藿香、鱼腥草、千

年健、郁金、枳实 

有机酸类 牛黄、金银花、九里明、诃子 

皂苷类 知母、黄芩、玄参、牛蒡子、连翘、射干、

龙胆草 

蒽醌类 威灵仙、大黄、决明子 

生物碱类 黄连、黄柏、苦参 

黄酮类 黄芩、马齿苋 
 

由基、抗菌[60]等作用。广藿香挥发油中的主要成分

有广藿香醇、广藿香酮、丁香油酚、桂皮醛等。刘

晓蓉等[61]研究表明，广藿香挥发油具有很好的抑菌

活性，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和痢疾杆菌均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张薇等[62]研究表明野生紫色茎

新鲜鱼腥草的挥发油不仅对乙型溶血性链球菌、金

黄色葡萄球菌、绿脓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有抑制

作用，而且可以抑制流感病毒的增殖。杨扬等[63]研

究表明羽裂蟹甲草挥发油具有很好的抗菌作用，尤

其对酵母菌、革兰阳性菌作用更强，主要成分为 α-

姜烯、大牦牛儿烯 D、α-蒎烯、顺式丁香烯、芳樟

醇、β-月桂烯、顺式 β-罗勒烯和顺式罗勒烯酮。 

4.2  有机酸类   

王嵩[64]报道了一些抗菌中药，如金银花、诃子、

蓍草、九里明、肿节风（九节风）等，其主要抑菌

成分为延胡索酸、琥珀酸、没食子酸、马兜铃酸、

白花月酸、松萝酸等有机酸类。赵良忠等[65]研究发

现金银花中的绿原酸、异绿原酸等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大肠杆菌、枯草杆菌等均具有显著的抑菌效果。 

4.3  生物碱类   

黄连素是从黄连、黄柏中提取或人工合成的

一种抗菌药，主要抑菌成分为小檗碱。Wang 等[66]

研究发现黄连素可干扰表皮葡萄球菌黏附及其生

物被膜形成，表明黄连素不仅可用于痢疾杆菌感

染的治疗，且还可能是治疗表皮葡萄球菌感染的

潜在药物。 

4.4  黄酮类   

梁英等[67]在研究黄芩中黄酮类化合物的药理

作用时提出其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

葡萄球菌、绿脓杆菌、乙型链球菌均具有明显的抑

制作用。朱丹等[68]发现马齿苋中黄酮类物质以及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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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裸茎金腰中的 2 种黄酮醇均有较强的抑菌作用。 

4.5  蒽醌类   

大黄主要抑菌成分为蒽醌衍生物，其中以大

黄酸、大黄素、芦荟大黄素作用效果最好。陈秋

东等[69]报道决明子中蒽醌类成分对葡萄球菌、白

喉杆菌、大肠杆菌等均有抑制作用。 

5  抗感染中药开发的前景 

有学者利用基于人工免疫智能系统的计算机辅

助设计来验证抗感染中药新复方的可行性[70]。将计

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移植于中药复方的研究领域，可

能为探讨中药防治疾病的现代科学依据拓展一个崭

新的空间。对中药的抗菌机制在细胞和分子水平也

有了初步的研究。彭广华等[71]在从 Toll 样受体探讨

中药抗感染免疫作用机制研究中表明中药可能作用

于感染性疾病的多个环节，如直接作用于入侵微生

物；对抗或中和其毒素或毒性产物；降低过高的体

温；激发机体免疫反应，改善血循环障碍，切断继

发性病理反应等方面，以达到治疗感染疾病的作用。

这种多环节的作用机制，使得中药在动物或人体内

不易产生耐药性，尤其在一些慢性感染治疗过程中，

或是急性感染的后期，使用中药不仅能抗菌消炎，

还能达到全面调理的作用[72]。 

抗生素的应用使人类许多严重的细菌感染性疾

病得到有效控制。然而，由于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

导致了大量耐药性细菌出现，降低了现有抗生素的

有效性，耐药性细菌感染、新致病菌和新病毒的产

生，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中药药源广泛、成

分多样，既可直接抗菌而治疗感染性疾病，又可激

发调动机体内在的抗菌积极因素，以及降低细菌毒

力和减轻细菌对组织细胞的破坏作用，还可通过调

节免疫功能增强机体免疫力，而调动自身潜力抗感

染，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73]。当今世界抗感染药物

研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将为抗感染中药制剂的

研究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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