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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当归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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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芪-当归是近代中药方剂中的常见药对，二者均为益气补血常用药，经历代医家证实其临床疗效确切。黄芪-当归

具有调节免疫力、改善血液循环、抗氧化、抗脏器纤维化、抗炎、抗肿瘤等作用，临床应用广泛，多用于肾脏综合征、糖尿

病病变、贫血等的治疗，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疗效，未来具有较大的研究和开发潜力。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从化学成分、药

理作用、临床应用 3 个方面对黄芪-当归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总结，以期为该药对的深入研究及开发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黄芪-当归；黄芪；当归；黄芪甲苷；阿魏酸；气血两虚证 

中图分类号：R282.71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253 - 2670(2022)07 - 2196 - 18 

DOI: 10.7501/j.issn.0253-2670.2022.07.030 

Research progress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Astragali Radix-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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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angqi (Astragali Radix)-Danggui (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is a common herb pair used in moder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s. Both are common medicines for invigorating qi and nourishing blood, and their clinical efficacy have been 

confirm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centuries. Astragali Radix-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ha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such 

as regulating immunity, improving blood circulation, antioxidant, anti-organ fibrosis,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antitumor, etc. It is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of treating kidney syndrome, diabetes related diseases, anemia and has achieved good curative effects. 

It has importa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research progress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Astragali Radix-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which can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herb 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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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eficiency of both qi and blood 

黄芪和当归是传统中药，二者组成的药对是临

床应用中常见的配伍形式。由黄芪和当归以配伍比

5∶1 组成的当归补血汤，史载于金元时代李东垣所

著《内外伤辨惑论》，是益气补血、活血的名方[1]。

黄芪为豆科植物蒙古黄芪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Fisch.) Bunge. var. mongholicus (Bge.) Hsiao 或膜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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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 A. membranaceus (Fisch.) Bge.的干燥根，味甘，

性微温，归肺、脾经，功效为补气升阳、生津养血、

固表止汗、行滞通痹、利水消肿、托毒排脓、敛疮

生肌。当归为伞形科植物当归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的干燥根，味甘、辛，性温，归肝、心、

脾经，具有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肠通便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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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当归在中医方剂中应用非常广泛，根据当归系

列药对的中药应用数据分析，从中医方剂数据库（源

于《中医方剂大辞典》）中检索出同时含有黄芪、当

归的有 2780 首方剂[2]。另外，二者在现代中成药中也

有十分广泛的应用，如补中益气丸、肾宝合剂、消栓

口服液等。近年来，国内外对黄芪-当归开展了大量

的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本文通过对黄芪-当归化

学成分、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以期为该药对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奠定扎实的基础。 

1  化学成分 

化学成分研究是揭示药对药效物质基础的关

键，也是阐明药对配伍科学内涵的前提条件。黄芪

和当归的化学成分差异较大，黄芪主要含有黄酮类、

皂苷类和多糖类等化合物[3]，当归主要含有以内酯

类为代表的挥发油类、有机酸类等[4]。然而，药对功

效所依赖的物质基础并非单味药化学成分的简单加

和，而是单味药的化学成分相互作用形成的共同体，

不同的提取工艺、配伍比例、炮制方法等均会使药

对化学成分的含量或数量发生变化，药对进入机体

后的吸收、分布、代谢与排泄过程也会发生化学成

分的变化，从而对药对的药效产生影响[5]。方欢乐

等[6]提出黄芪与当归配伍后可起到协同增效的作

用，但其协同增效的药效物质基础尚不明确，因此，

深入研究此药对的化学成分很有必要。 

1.1  化学成分定性与定量研究 

目前，有不少研究表明黄芪-当归配伍前后化学

成分种类会发生变化。顾志荣等[7]采用高效液相色

谱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diode array detector，HPLC-DAD）

法对相同条件下提取的黄芪-当归及其单味药当归、

黄芪的指纹图谱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配伍后指

纹图谱中有 26 个共有峰，6 个来自当归，9 个来自

黄芪，7 个同时来自黄芪和当归，4 个峰为新物质。

王亚丽等[8]联用色谱及多组分光谱相关色谱及化学

计量学分辨技术，发现当归补血汤中一些色谱峰簇

中的其他组分发生了消长变化，可能既有新物质的

产生，也有原有化学成分的消失。此外，还有许多

研究表明，黄芪-当归配伍比例不同，其化学成分也

会发生变化。有研究者采用 HPLC 法对黄芪、当归

单味药材提取物以及黄芪-当归配伍比分别为 1∶5、

1∶1、5∶1 的提取物进行检测，提取到 18 个特征

峰，其中 11 个特征峰与黄芪相同，6 个特征峰与当

归相同，1 个为提取后新产生的成分，说明黄芪与

当归合煎后有新物质的产生，并且特征组分随 2 味

药材配伍比例不同而产生变化[9]。 

研究者对黄芪-当归配伍前后煎液化学成分含

量进行了对比，发现二者配伍比例不同，成分含量

变化不同。刘炎[10]采用 HPLC、高效液相色谱-电喷

雾串联质谱（HPLC-electrospray 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HPLC-ESI-MS）对黄芪-当归以不同比

例配伍后化学成分的变化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阿魏

酸含量随配伍比中黄芪量的增加而升高，黄芪甲苷

含量随当归量的增加而升高，二者配伍可提高当归

中阿魏酸和黄芪中黄芪甲苷的溶出。有研究者采用

反相高效液相色谱（ reversed phase HPLC，RP-

HPLC）法测定黄芪-当归按 5∶1、1∶1、10∶1 比

例配伍合煎时阿魏酸的煎出率，发现黄芪、当归按

经典比例 5∶1 配伍时，阿魏酸的煎出率最高[11]。寿

迪文等[12]通过HPLC测定了黄芪与当归的不同配伍

比（1∶1、2∶1、5∶1、7∶1、10∶1）对黄芪甲苷、

阿魏酸及芒柄花素含量的影响，发现随黄芪配比升

高，黄芪甲苷、阿魏酸、芒柄花素含量升高，黄芪-当

归配伍比为 5∶1 时达最高值，随后逐渐降低。还有

学者研究了当归补血汤中黄芪、当归 2 味中药不同

配伍比对其中 4 种化学成分含量的影响，均发现黄

芪-当归的配伍比为 5∶1 时，黄芪中成分黄芪甲苷

和芒柄花素的含量及当归中成分阿魏酸均达到最高

峰，当归中挥发油成分蒿本内酯的含量最低[13-15]。

Lin等[16]利用HPLC法对当归补血汤进行化学分析，

发现其合煎比单味药煎出的有效成分多，更能促进

阿魏酸、毛蕊异黄酮等有效成分的析出，且黄芪与

当归配伍比为 5∶1 时效果最好。但是近期也有研究

发现黄芪-当归以 1∶1和 1∶5配伍时均可促进二者

主要成分的溶出，以 1∶1 配伍时当归对黄芪中有效

成分的溶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7]。 

此外，用光谱法对不同配比的黄芪当归汤剂中

微量元素进行检测，发现黄芪-当归配伍比为 5∶1

的共煎液中硒、铁、铜等多种微量元素溶出率最高，

水煎液中铅、镉、铬、砷重金属溶出率最低，进一

步证实了当归补血汤经典配方的合理性，为其临床

疗效提供了科学依据[18]。 

1.2  化学成分体内过程研究 

目前，对于黄芪-当归的药动学研究主要集中在

检测黄芪-当归复方制剂中某些化学成分在血中的

变化情况，而对其配伍前后主要成分的吸收、分布

和代谢进行比较研究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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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荣兰等[19]采用液相色谱指纹图谱，并用正辛

醇-水分配体系模拟中药在人体内的吸收情况，比较

了黄芪、当归单煎液及不同配比的合煎液在不同靶

位酸度下化学成分的变化，结果表明不同靶位的酸

度及不同配伍对其有效物质组分、含量及各成分的

吸收均有较大影响。通过指纹图对比可知，当黄芪

与当归等量配伍和黄芪含量在复方中占多数时，与

2 个单味药相比，复方中出现了较多新物质，同时 2

个单味药材中均含有的成分在复方中却无相应的色

谱峰存在。这些浓度及形态发生变化的组分都可能

是中药的潜在活性成分。 

王文萍等[20]研究了黄芪、当归单用和配伍对新

西兰大耳兔血浆中阿魏酸和大鼠血浆黄芪甲苷药动

学参数的变化规律，结果发现二者配伍后兔血浆中

阿魏酸的药动学参数几乎没有变化，大鼠血浆中黄

芪甲苷的达峰时间和达峰浓度提前 1 倍，表明合用

后当归增强了黄芪甲苷在体内的活性，提前发挥药

效，体现当归臣药的辅佐作用。此研究从药动学方

面验证了当归补血汤配伍的合理性。 

上述研究提示，黄芪-当归合煎后，某些成分的溶

出度会发生变化，甚至有新成分的产生或原有成分的

消失，进入体内后在吸收、分布、代谢等环节药对成

分也会发生变化。但目前尚无黄芪-当归发挥作用时

化学成分间相互作用机制的报道，值得深入探讨。 

2  药理作用 

黄芪-当归具有广泛的药理活性，其功效与黄芪、

当归单味药的药理作用密切相关。黄芪具有显著的抗

炎[21]、调节免疫功能[22]、抗衰老[23]、抗病毒[24]、心脑

血管保护[25-26]等作用，对肝癌、肺癌等细胞的增殖均

有抑制作用[27-28]，还可用于降血糖[29]。当归是近年来

临床应用较广的中药之一，具有良好的改善贫血[30]、

肝保护[31]、免疫调节[32]、抗肿瘤[33]、抗炎[34]、促进血

液循环[35]等作用。因此，黄芪与当归组成的药对，兼

具二者有效成分，其药理作用比单味药更广泛。 

2.1  调节免疫功能 

黄芪-当归可通过调节 T 细胞、细胞因子的基因

表达等发挥调节免疫的功能，充分发挥其益气作用，

促进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36]。 

早在 1997 年，孔祥英[37]从非特异性免疫、体液

免疫和细胞免疫以及体内环核苷酸水平不同层次

上，研究了黄芪-当归 3 个不同配伍比（5∶1、1∶1、

1∶5）对免疫抑制模型鼠的作用及其机制，结果发

现 3 者均能显著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改善血浆环腺

苷酸的偏高，且以配伍比为 5∶1 时作用最为明显。

在环磷酰胺致免疫功能低下小鼠模型中，研究当归

及不同药材配比对模型小鼠免疫器官、巨噬细胞吞

噬功能的影响，通过检测小鼠脾脏、胸腺指数、腹

腔巨噬细胞吞噬率、廓清指数，发现黄芪-当归是最

佳配伍药对之一[38]。覃倩华等[39]也发现黄芪-当归

不同配伍比对环磷酰胺致免疫低下小鼠具有不同程

度的免疫促进作用，其中黄芪-当归配伍比为 10∶1、

1∶1 时对提高小鼠免疫力效果比较明显。还有研究

探讨了黄芪-当归对气虚血瘀证大鼠辅助性 T 淋巴

细胞 1（helper T lymphocyte 1，Th1）/Th2 细胞的调

节作用，检测大鼠脾指数、胸腺指数以及血清中 γ

干扰素（ interferon-γ， IFN-γ）、白细胞介素 -4

（interleukin-4，IL-4）含量，发现黄芪-当归配伍可以

显著升高脾指数，增加血清 IFN-γ 含量，降低 IL-4

含量，表现出较好的免疫增强作用，并且可以调节

Th1/Th2 细胞平衡[40]。Gao 等[41-42]研究了黄芪、当

归单用及不同配伍比合用刺激免疫应答的作用，发

现黄芪-当归配伍比为 5∶1 可以显著诱导 T 淋巴细

胞增殖、IL-2 的分泌以及胞内信号调节激酶的磷酸

化，还可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黄芪-当归还能

通过调节 IFN-γ 诱导的小鼠骨髓细胞中 T-box 转录

因子（T-box expressed in T cell，T-bet）在骨髓微环

境中的表达，干预真核起始因子 2 信号通路的激活，

进而促进 T 细胞免疫反应网络的平衡[43]。 

此外，赵银丽等[44]研究了不同配伍比的黄芪-当

归散剂对固始鸡免疫功能的影响，通过测定免疫器

官指数、新城疫抗体含量和外周血T 淋巴细胞水平，

结果发现黄芪的免疫增强作用优于当归，且黄芪-当

归配伍比为 5∶1 时效果最好。 

2.2  调节血液系统 

血瘀是指血液运行不畅，表现为黏、浓、凝、

聚，亦包括其中有形成分的改变，如血脂、血糖水

平升高，使血液浑浊，血流受阻。而黄芪-当归能改

善血液流变学状况、刺激造血多能干细胞与造血主

细胞的增殖分化，增加机体内部白细胞、血红蛋白

等细胞数量，降低有害物质对它们的损伤。 

最早有学者研究了黄芪、当归及其不同配比煎

液分别对正常小鼠及以环磷酰胺致造血抑制和乙酰

苯肼致溶血性贫血小鼠血浆中铁、铜元素含量的影

响，发现采用它们可以升高小鼠血浆中铁、铜元素含

量，其中黄芪-当归配伍比为 5∶1时可明显升高环磷

酰胺致贫血模型小鼠铁、铜含量；而黄芪-当归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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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 3∶3时更显著增加正常小鼠血浆铁、铜含量及

乙酰苯肼致贫血小鼠血浆铁含量[45]。由于铁、铜元素

是机体造血功能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此研究为黄

芪-当归作为气血双补药对提供了临床用药依据。 

滕佳林[46]采用冰水浸泡与注射肾上腺素相结

合制作急性血瘀模型，并研究了 9 种不同剂量和不

同配伍比黄芪-当归对血小板聚集率、全血比黏度及

血浆比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黄芪-当归在一定剂量

和一定配伍比例下，具有较佳的抗血小板聚集和降

低血瘀大鼠全血比黏度的作用。而且，研究还发现

黄芪-当归的益气活血作用还可能与降低白细胞黏

附性以及降低黏附分子表达紧密相关。 

另有学者观察了黄芪、当归单独及联合治疗内

皮剥脱后血管再狭窄大鼠的效果，发现治疗后红细

胞压积、血浆及全血黏度、红细胞聚集指数及刚性

指数较模型组显著降低，红细胞变形能力明显增强，

血流速度加快，由此可见黄芪、当归可能通过改善

血液流变学以及超声血流动力学情况而发挥其防治

血管内皮剥脱后再狭窄的作用[47]。通过研究黄芪-当

归不同配伍比对血虚大鼠颈总动脉、肾动脉血流量

及血液成分不同的影响，不同配伍比的黄芪-当归对

血虚导致的红细胞、血红蛋白和红细胞压积等均有

明显改善作用，黄芪-当归配伍比为 1∶1 时改善作

用最好；不同配伍比的黄芪-当归对血虚导致的颈总

动脉、肾动脉血流量减少也均有明显改善作用，黄

芪-当归配伍比为 5∶1 时改善作用最好，说明中药

配伍对功效的发挥起着重要作用[48]。 

研究表明，黄芪-当归能够抵抗环磷酰胺所致小

鼠骨髓造血功能的抑制，其作用机制可能与促进骨

髓抑制小鼠造血干细胞增殖分化及细胞因子分泌有

关[49-51]。黄芪-当归具有升高白细胞的作用，它不仅

对环磷酰胺造成的白细胞减少症有治疗作用，而且

对 6Gy 照射量 60Coγ 射线全身亚致死量照射导致的

小鼠白细胞降低也能发挥作用[52-53]。 

张珂胜等[54]建立三丁基过氧化氢损伤小鼠造

血干细胞衰老模型，观察黄芪-当归含药血浆的作

用，发现黄芪-当归配伍比为 1∶1 的作用最强，可

显著延缓造血干细胞衰老，促进造血干细胞增殖和

细胞周期转换，其机制可能与调控细胞周期调节因

子表达，促进细胞由静止期进入增殖期有关。进一

步研究发现，黄芪和当归的 5 种活性成分配伍后也

能通过调节细胞周期发挥促进衰老造血干细胞增殖

的作用[55]。此外，黄芪总皂苷和当归多糖对 SD 大

鼠骨髓细胞也有明显的促进增殖作用，二者以 6∶4

配伍时，对于环磷酰胺抑制的大鼠红细胞计数及血

红蛋白含量具有显著的升高作用[56]。当归多糖、黄

芪多糖及二者联合均对细胞因子 IL-6、IL-3、促红细

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EPO）等的表达有促进作

用，并可刺激 Janus 激酶 2（Janus kinase 2，JAK2）、

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 5（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 5，STAT5）的表达，说明当

归多糖、黄芪多糖的补血机制可能是通过

JAK2/STAT5 信号通路调控造血/组干细胞向红系增

殖分化来实现的[57]。 

2.3  保护血管内皮 

血管是血液流动的管道，血管壁和血管内皮发

生障碍或功能失调必然会影响血液的流动，会导致

血瘀的产生。黄芪-当归可通过促进内皮型一氧化氮

合酶（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eNOS）的表

达及蛋白激酶 B（protein kinase B，PKB/Akt）的磷

酸化，促进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的释放，

舒张血管，从而保护血管内皮，亦可通过抑制诱导

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OS，iNOS）表达、改

善血管局部炎性反应因子的表达、抑制内皮损伤所

致的血管内膜增生，还能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的凋亡。 

通过研究黄芪-当归对血管再狭窄大鼠的治疗作

用，发现其可以增加 NO 合成，抑制 iNOS 表达，从

而抑制血管内膜损伤后引起的内膜增生，发挥其防

治血管内皮剥脱后再狭窄的作用[58-59]。郭良清等[60]

发现黄芪-当归配伍比为 3∶2 时能有效地调节 NO、

NOS 的水平，从而发挥防治糖尿病大鼠血管内皮损

伤的作用。 

雷燕等[61]在黄芪、当归及其组方对血管内皮细

胞增殖作用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单用或合用

当归可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DNA 合成与复制以

及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vascular endothlial 

growth factor，VEGF）表达，2 药配伍应用时具有

协同效应。 

黄芪-当归还具有较好的促血管再生作用。沈斌

等[62]研究了黄芪-当归对体外培养大鼠骨髓干细胞

增殖的影响，发现单用黄芪或与当归合用均可刺激

体外培养骨髓干细胞增殖，这可能与其上调 VEGF

蛋白表达有关，但单用当归无上述作用。研究还采

用黄芪、当归体外培养大鼠骨髓干细胞 14 d，移植

入糖尿病大鼠缺血下肢，通过检测肢体皮肤血流灌

注量，检测微血管密度，检测肌肉组织 VEGF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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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现单用黄芪或与当归合用可促进骨髓干细胞

移植治疗糖尿病缺血下肢血管再生，且黄芪与当归

合用具有协同作用[63]。Lin 等[16]研究了当归补血汤

及其单味药对正常斑马鱼亚肠血管的血管生成作

用，结果发现，与单用药相比，当归补血汤更能显

著促进血管生成，缓解内皮功能障碍。通过研究不

同配伍比的黄芪-当归对 C57BL/6 心肌梗死小鼠模

型心功能障碍的保护作用，结果发现黄芪-当归配伍

比为 5∶1 时可显著改善血管生成[64]。研究还发现

黄芪-当归配伍比为 5∶1 时能较好地促进鸡胚绒毛

尿囊膜新生血管生成[65]。 

利用球囊导管损伤大鼠血管内皮建立胸腹主动

脉血管内膜增生模型，观察黄芪-当归不同配伍比

（5∶1、2∶1、1∶1、1∶2、1∶5）对大鼠血管内膜

增生的影响，发现黄芪-当归可通过抑制磷脂酰肌醇- 

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3-kinase，PI3K）/Akt 信

号通路，上调平滑肌 α-肌动蛋白的表达，下调增殖

细胞核抗原、细胞周期蛋白 D1、细胞周期蛋白 E、

胶原蛋白-Ⅰ、纤连蛋白和基质金属肽酶-9 的表达，

从而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VSMC）的表型转化和细胞增殖，进而抑制大

鼠血管内膜增生，且黄芪-当归配伍比为 1∶1 时效

果较好[66]。李霞等[67-68]采用网络药理学方法分析黄

芪-当归配伍改善血管内膜增生的作用机制，发现了

多个可能的靶标和信号通路，并进一步进行了实验

验证，发现黄芪-当归配伍比为 1∶1、5∶1 时可通

过抑制 PI3K/Akt 信号通路有效改善家兔血管内膜

增生，调节血脂，调控平滑肌表型转化和增殖。 

此外，还有发现黄芪-当归具有抗动脉血管内皮细

胞凋亡的作用，不同配比组方均可发挥作用，但以黄

芪-当归配伍比为 5∶1 和 3∶1 效果较为显著，其作

用机制可能是通过降低血管紧张素Ⅱ特异性受体和促

凋亡蛋白 Fas 配体（Fas ligand，FasL）和 Bcl-2 相关

X 蛋白（Bcl-2 associated X protein，Bax）的表达[69]。 

2.4  抗氧化 

当归的有效成分阿魏酸和当归多糖及黄芪中的

黄芪多糖、黄芪甲苷均具有清除氧自由基，减少过

氧化物的损伤的功效。黄芪-当归不同配伍比可以剂

量相关性地增加大鼠胚胎心肌 H9c2 细胞内谷胱甘

肽（glutathione，GSH）的含量，而且这种作用可被

GSH 合成抑制剂或 GSH 再生抑制剂所阻断，其中

黄芪-当归配伍比为 5∶1 时作用效果最好，说明当

归补血汤可以通过增强 GSH 的合成和再生来增加

胞内 GSH 含量，从而发挥其抗 H9c2 细胞氧化损伤

的作用[70]。研究表明黄芪-当归可升高肉鸡血清中超

氧化物歧化酶、GSH 过氧化物酶水平，降低丙二醛

的含量[71]。 

2.5  抗脏器纤维化 

孙丽霞等[72]研究了黄芪-当归不同配伍比对免

疫性肝损伤大鼠肝功能、肝纤维化的影响，结果表

明黄芪-当归以 5∶1 配比的当归补血汤对免疫性大

鼠肝损伤模型具有一定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抑

制脂质过氧化反应和抗自由基损伤有关。 

采用黄芪-当归干预特发性肺纤维化小鼠，结果

发现黄芪-当归配伍比为 5∶1 组可以显著降低肺组

织羟脯氨酸含量及改善肺泡结构，还可明显改善小

鼠的生存质量，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调节Th17/Treg细

胞分化关键基因以及组织修复相关基因的表达水平

有关[73-75]。 

另外，耿青霞等[76]研究了黄芪和当归水提物或醇

提物优化配方对特发性肺纤维化小鼠生存状况的影

响，结果表明优化配方中黄芪水提物和当归醇提物所

占比例较大时，可减少肺中羟脯氨酸的含量，降低转

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

VEGF 表达水平，从而改善小鼠肺纤维化的程度。 

通过观察黄芪-当归与依那普利合用对单侧输

尿管梗阻大鼠的作用，结果发现合用时具有较好的

抗肾小管间质纤维化的作用[77]。Zhang 等[78]研究了

当归补血汤对糖尿病肾病大鼠的影响，结果表明它

可以抑制 TGF-β1 基因表达，从而减轻糖尿病大鼠

肾脏纤维化，延缓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发展。另有学

者发现腺嘌呤导致肾间质纤维化，黄芪-当归的抗肾

纤维化机制在于抑制 TGF-β1、结缔组织生长因子

（connective tissue growth factor，CTGF）基因表达，

不同提取物组均能明显改善肾功能指标，醇提取物

作用优于水提取物[79]。 

2.6  抗炎 

袁颖等[80-82]研究了黄芪-当归对气道变应性炎

症大鼠 Th1/Th2 细胞平衡的影响，发现二者配伍可

降低鼻黏膜及肺组织中 GATA 结合蛋白 3（GATA 

binding protein 3，GATA3）/T-bet 的值，降低鼻黏

膜、肺组织、血清中 IL-4 含量，升高肺组织及血清

中 IFN-γ 水平，并抑制转录活化因子 STAT6 的表

达，促进 STAT4 的表达，从而发挥气道变应性炎

症的抑制作用。Choi 等[83]研究了黄芪-当归配伍比

为 5∶1 的当归补血汤对过敏性皮肤炎小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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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结果表明当归补血汤和黄芪、当归单用均可以

通过抑制过敏和炎症介质的产生，从而起到抗过敏

性皮肤炎的作用，但当归补血汤比单用黄芪、当归

效果更好。 

2.7  抗肿瘤 

孙玉敏等[84]研究了当归补血汤对荷瘤小鼠 EL-4

瘤株的抑制作用，发现其对肿瘤预防及早期治疗有

一定疗效。在肉瘤 S180 小鼠中的实验研究表明当归

补血汤能安全有效地抑制肉瘤 S180 的增殖，有很好

的应用前景[85]。建立荷瘤小鼠 Lewis 肺癌细胞动物

模型，观察黄芪、当归联合治疗的抗肿瘤作用，发

现二者联合使用可显著抑制肿瘤生长，防止体质量

和骨骼肌的损失[86]。另外，当归补血汤还能上调脱

氧胞苷激酶，下调 P-糖蛋白表达来促进吉西他滨的

抗肿瘤作用[87]。 

黄芪-当归药对的药理作用研究见表 1。

表 1  黄芪-当归药对的药理作用 

Table 1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Astragali Radix-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药理作用 黄芪-当归配伍比 模型 作用机制 文献 

调节免疫

功能 

5∶1、1∶1、1∶5 免疫抑制小鼠 改善血浆环核苷酸水平 37 

1∶1 免疫低下小鼠 升高脾指数、巨噬细胞吞噬率、廓清指数 38 

10∶1、5∶1、1∶1、1∶2 免疫低下小鼠 促进小鼠血清免疫球蛋白 M 的产生和淋巴细胞的转化 39 

1∶1、3∶1、5∶1 气虚血瘀大鼠 升高脾指数，增加血清 IFN-γ含量，降低 IL-4含量，调节Th1/Th2

细胞平衡 

40 

1∶1、3∶1、5∶1、7∶1、10∶1 人外周血 T 淋巴细胞和

巨噬细胞 

诱导 T 淋巴细胞增殖、IL-2 的分泌以及胞内信号调节激酶的

磷酸化，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 

41 

5∶1 人外周血 T 淋巴细胞 诱导 T 淋巴细胞增殖，IL-2、6、10 的分泌以及胞内信号调节

激酶的磷酸化 

42 

5∶1 小鼠骨髓细胞 调节 IFN-γ 诱导的 T-bet 在骨髓微环境中的表达，干预真核起

始因子 2 信号通路的激活 

43 

1∶1、2∶1、5∶1、8∶1、1∶2、

1∶5、1∶8 

固始鸡 升高免疫器官指数、新城疫抗体含量和外周血 T 淋巴细胞水平 44 

调节血液

系统 

5∶1、4∶2、3∶3、2∶4、1∶5 正常或贫血模型小鼠 升高小鼠血浆中铁、铜元素含量 45 

5∶1、3.3∶1、1.7∶1、4.5∶1、3∶

1、1.5∶1、1∶5、2∶1、1∶1 

急性血瘀模型大鼠 抗血小板聚集和降低血瘀大鼠全血比黏度，降低白细胞黏附性

以及降低黏附分子表达 

46 

2∶1 血管再狭窄大鼠 抑制内皮损伤所致的内膜增厚，改善超声血流动力学 47 

5∶1、1∶1、1∶5 血虚大鼠 改善颈总动脉、肾动脉血流量 48 

5∶1、1∶1、1∶5 骨髓造血功能抑制小鼠 促进骨髓造血祖细胞增殖和分化，抑制骨髓造血细胞功能衰老 49 

1∶1 骨髓造血功能抑制小鼠 促进骨髓抑制小鼠造血干细胞增殖分化及细胞因子分泌 50 

10∶1、5∶1、2.5∶1、1∶1、

1∶2.5、1∶5、1∶10 

骨髓造血功能抑制小鼠 升高外周血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数量，增加血清造血因子

的分泌，促进造血祖细胞的增殖 

51 

5∶1、1∶1、1∶5 白细胞减少模型 升高白细胞数量 52 

5∶1 6Gy照射量60Coγ射线全

身亚致死量照射小鼠 

升高白细胞数量 53 

1∶1、10∶1 小鼠衰老造血干细胞 调控细胞周期调节因子表达，促进细胞由静止期进入增殖期 54 

黄芪当归 5 种活性成分按正交设

计配伍 

小鼠衰老造血干细胞 调节细胞周期相关蛋白表达，促进细胞周期转换 55 

8∶2、6∶4、4∶6、2∶8 骨髓造血功能抑制大鼠 显著升高红细胞计数和血红蛋白含量 56 

5∶1 骨髓造血功能抑制大鼠 通过 JAK2/STAT5信号通路调控造血/组干细胞向红系增殖分化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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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药理作用 黄芪-当归配伍比 模型 作用机制 文献 

保护血管

内皮 

1∶1 血管再狭窄大鼠 增加 NO 合成 58 

1∶1 血管再狭窄大鼠 抑制 iNOS 表达 59 

5∶1、3∶1、3∶2 糖尿病大鼠 有效调节 NO、NOS 水平，抗血管内皮损伤 60 

1∶1 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及 DNA 合成，上调 VEGF 表达 61 

5∶1 大鼠骨髓干细胞 刺激骨髓干细胞增殖，上调 VEGF 表达 62 

5∶1 糖尿病大鼠 上调肌肉组织 VEGF 表达，促进血管再生 63 

5∶1 正常斑马鱼 促进血管生成，缓解内皮功能障碍 16 

1∶1、3∶1、5∶1 心肌梗死小鼠 上调 VEGF 表达，激活 Akt、eNOS 磷酸化，促进血管新生 64 

1∶1、2∶1、3∶1、5∶1、

7∶1、10∶1、1∶2、1∶

3、1∶5、1∶7、1∶10 

鸡胚绒毛尿囊膜 促进血管生成 65 

5∶1、2∶1、1∶1、1∶

2、1∶5 

胸腹主动脉内膜增生

大鼠 

抑制 PI3K/Akt 信号通路，抑制 VSMC 表型转化和细胞增殖 66 

5∶1、1∶1、1∶5 颈总动脉血管内膜增

生家兔 

抑制 PI3K/Akt 信号通路，改善家兔血管内膜增生、调节血脂、调控

VSMC 表型转化和增殖 

68 

2∶1、3∶1、4∶1、5∶

1、6∶1、7∶1 

大鼠动脉内皮细胞 降低血管紧张素Ⅱ特异性受体和促凋亡蛋白 FasL 和 Bax 的表达，抗

动脉内皮细胞凋亡 

69 

抗氧化 1∶1、3∶1、5∶1、7∶

1、10∶1 

H9c2 细胞 增加胞内 GSH 的含量 70 

5∶1 肉鸡 升高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GSH 过氧化物酶水平，降低丙二醛

含量 

71 

抗脏器纤

维化 

5∶1、10∶1 免疫性肝损伤大鼠 降低血清 AST、ALT 含量，升高超氧化物歧化酶水平，降低丙二

醛、Ⅲ型前胶原水平 

72 

5∶1、1∶1、1∶5 特发性肺纤维化小鼠 降低肺组织羟脯氨酸含量及改善肺泡结构，改善小鼠的生存质量，

调节 Th17/Treg 细胞分化关键基因以及组织修复相关基因的表达 

73-75 

黄芪、当归水提物、醇提

物优化配方 

特发性肺纤维化小鼠 减少肺中羟脯氨酸的含量，降低 TGF-β、VEGF 表达水平 76 

1∶1 单侧输尿管梗阻大鼠 降低 TGF-β1 水平，抑制成纤维细胞活化、胶原沉积、巨噬细胞聚

集、小管细胞凋亡 

77 

5∶1 糖尿病肾病大鼠 降低 TGF-β1 的 mRNA 水平 78 

5∶1 肾间质纤维化大鼠 抑制 TGF-β1、CTGF 的 mRNA 水平 79 

抗炎 1∶1 气道变应性炎症大鼠 降低 GATA-3/T-bet 值、IL-4 含量，升高 IFN-γ 水平，抑制 STAT6 的

表达，促进 STAT4 的表达，调节 Th1/Th2 细胞因子平衡 

80-82 

5∶1 过敏性皮肤炎小鼠 降低 IL-4、IL-6、IFN-γ、TNF-α 和 IL-1β 水平，抑制核因子-κB、磷酸

化的核因子-κB 抑制因子 α 和磷酸化的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的表达 

83 

抗肿瘤 5∶1 荷瘤小鼠 EL-4 瘤株 显著抑制早期肿瘤生长 84 

5∶1 肉瘤 S180小鼠 抑制肉瘤 S180生长，提高血清 IL-2 含量 85 

5∶1 Lewis 肺癌荷瘤小鼠 通过调节免疫功能显著抑制肿瘤生长，防止体质量和骨骼肌的损失 86 

 5∶1 Lewis 肺癌荷瘤小鼠 通过调节脱氧胞苷激酶和 P-糖蛋白表达促进吉西他滨的抗肿瘤作用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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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临床应用 

3.1  黄芪-当归在临床中的应用 

目前，由黄芪-当归组成的合剂尤其是中医经典

名方当归补血汤（黄芪-当归配伍比为 5∶1）在临床

上应用广泛，可用于肾病综合征、糖尿病病变、贫

血、抗肿瘤等。 

3.1.1  肾病综合征  王元真等[88]观察了黄芪当归

合剂联合他克莫司对难治性肾病综合征患者肾功能

的影响，结果发现二者合用治疗难治性肾病综合征

的临床疗效优于单用他克莫司，能显著改善患者的

肾功能，而且安全性更高。有学者对黄芪当归合剂

治疗肾病综合征的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发现黄

芪当归合剂可明显改善患者肾功能，降低炎症因子

的分泌，减轻患者微炎症状态，且疗效显著，安全

可靠[89]。肖琼[90]将肾病综合征患者分为对照组（32

例）和治疗组（33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治疗

组给予黄芪当归汤，结果发现黄芪当归汤可有效改

善患者机体总体蛋白质代谢紊乱，显著促进肾功能

的改善，临床治疗效果显著。 

3.1.2  糖尿病病变  赵晓梅[91]研究了黄芪当归合

剂和常规方式治疗糖尿病的实际效果，结果显示，

和常规治疗组比较，黄芪当归合剂组患者在尿蛋白、

脂质代谢等方面均有明显改善，说明黄芪当归合剂

可显著提升糖尿病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还有研究

显示黄芪-当归对糖尿病并发症如糖尿病肾病、周围

神经病变、血管病变也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黄芪-当

归配伍比为 3∶2 时能显著降低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

血清 NO 和 NOS 水平，且有良好的临床安全性[92]。

赵娴[93]将 68 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分对照组

和治疗组，对照组控制饮食注射胰岛素同时使用甲

钴胺注射液，治疗组加服自拟黄芪当归汤联合治疗，

结果显示治疗组能有效改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

者的血液流变学指标，保护神经，疗效甚佳。黄芪-

当归治疗气虚血瘀型 2 型糖尿病患者，发现其可增

加患者血清 8-异前列腺素 F2α 水平，抵抗氧化应

激，从而减轻患者大血管病变程度[94]。 

3.1.3  血液系统疾病  高焕等[95]观察当归补血汤联

合 EPO 对肾性贫血的临床疗效，对照组给予 EPO，

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当归补血汤免煎剂，

结果发现治疗组的红细胞、血红蛋白、血细胞比容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当归补血汤联合 EPO 治

疗肾性贫血可明显提升临床疗效。当归补血汤联合

重组人 EPO 还可治疗早产儿贫血，减少早产儿各时

间段贫血发生率，提高机体免疫力，促进体质量增

长[96]。当归补血汤联合化学药治疗各种术后贫血也

有显著疗效[97-98]。 

此外，当归补血汤对白血病也有较好的疗效。

陈苹[99]用当归补血汤治疗 24 例白血病患者，结果

治愈 14 例、显效 5 例、有效 3 例，总有效率 91.7%。 

3.1.4  围绝经期综合征  部分妇女在围绝经期可出

现一系列症状，如月经紊乱、潮热、心悸、头晕等。

中医临床上常采用当归补血汤来治疗，气血双补，

调理血虚。采用随机双盲剂量递增临床研究，发现

当归补血汤可显著减少患者血管舒缩症状，减少潮

热和夜汗症状[100]。孔立教授用当归补血汤来治疗围

绝经期眩晕也取得了良好的疗效[101]。 

3.1.5  抗肿瘤  当归补血汤在肿瘤临床治疗中的作

用主要包括对患者化疗的增效减毒、骨髓抑制保护、

免疫抑制防护等方面。李宝鸿等[102]将 392 例恶性肿

瘤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通过临床试验证

实了加味当归补血汤对恶性肿瘤确有增效减毒的作

用。高佩芳等[103]将 38 例晚期肺癌患者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给予常规化疗，治疗组在对

照组的基础上加用黄芪当归汤，结果治疗组的临床

症状改善程度、骨髓抑制程度减轻等情况均优于对

照组，黄芪当归汤防治化疗后骨髓抑制有显著疗效。

陈鹊汀等[104]将乳腺癌术后患者随机分为单纯化疗药

组和化疗药物联合当归补血汤组进行治疗，检测治疗

前后的免疫指标，结果显示当归补血汤与化疗药物联

合使用时显著改善受化疗损伤的机体免疫功能。 

3.1.6  其他  黄芪-当归还被应用于白细胞减少症、

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痹症、子宫发育不良性

闭经、子宫肌瘤、足底痛、牙龈出血和老年性皮肤

瘙痒等临床症状的治疗[105]。 

3.2  黄芪-当归在中药复方制剂中的应用 

黄芪-当归作为气血双补药对，二者的配伍应用

历史悠久，出现于多种古代著名方剂，而且在近代

经验方剂中也被广泛应用。归纳总结了《中国药典》

2020 年版收录的含有黄芪和当归的中成药，见表 2。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中成药制剂为当归补血口

服液，由黄芪与当归经现代工艺提取精制而成，二者

配伍使用，具有补养气血之效，临床上多用于治疗治

疗气血两虚证。研究表明，当归补血口服液对治疗贫

血具有显著疗效[106]；二者联合应用还能治疗慢性萎

缩性胃炎伴异型增生[107]、老年性皮肤瘙痒症[108]、老

年半髋关节置换术后症状[109]。此外，根据临床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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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中含有黄芪和当归的中成药 

Table 2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containing Astragali Radix and 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in Chinese Pharmacopoeia 

名称 组成 功能与主治 

乙肝养阴活

血颗粒 

地黄、北沙参、麦冬、酒女贞子、五味子、黄芪、当归、制何首乌、白

芍、阿胶珠、泽兰、牡蛎、橘红、丹参、川棟子、黄精（蒸） 

滋补肝肾、活血化瘀，用于肝肾阴虚型慢性肝炎，

症见面色晦暗、头晕耳鸣、五心烦热、腰腿酸软、

齿鼻衄血、胁下痞块、赤缕红斑、舌质红少苔、

脉沉弦、细涩 

二十七味定

坤丸 

西洋参、白术、茯苓、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黄芪、阿胶、醋五

味子、鹿茸（去毛）、肉桂、艾叶（炒炭）、杜仲（炒炭）、续断、佛

手、陈皮、姜厚朴、柴胡、醋香附、醋延胡索、牡丹皮、琥珀、醋龟

甲、地黄、麦冬、黄芩 

补气养血、舒郁调经，用于冲任虚损、气血两亏、

身体瘦弱、月经不调、经期紊乱、行经腹痛、崩

漏不止、腰酸腿软 

十一味参芪

片、胶囊 

人参（去芦）、黄芪、天麻、当归、熟地黄、泽泻、决明子、菟丝子、鹿

角、枸杞子、细辛 

补脾益气，用于脾气虚所致的体弱、四肢无力 

十全大补丸 党参、炒白术、茯苓、炙甘草、当归、川芎、酒白芍、熟地黄、炙黄

芪、肉桂 

温补气血，用千气血两虚、面色苍白、气短心悸、

头晕自汗、体倦乏力、四肢不温、月经量多 

人参再造丸 人参、酒蕲蛇、广藿香、檀香、母丁香、玄参、细辛、醋香附、地龙、熟

地黄、三七、乳香（醋制）、青皮、豆蔻、防风、制何首乌、川芎、片

姜黄、黄芪、甘草、黄连、茯苓、赤芍、大黄、桑寄生、葛根、麻黄、

骨碎补（炒）、全竭、豹骨（制）、炒僵蚕、附子（制）、琥珀、醋龟甲、

粉萆薢、白术（麸炒）、沉香、天麻、肉桂、白芷、没药（醋制）、当归、

草豆蔻、威灵仙、乌药、羌活、橘红、六神曲（麸炒)、朱砂、血竭、人

工麝香、冰片、牛黄、天竺黄、胆南星、水牛角浓缩粉 

益气养血、祛风化痰、活血通络，用于气虚血瘀、

风痰阻络所致的中风，症见口眼歪斜、半身不遂、

手足麻木、疼痛、拘挛、言语不清 

人参养荣丸 人参、土白术、茯苓、炙甘草、当归、熟地黄、白芍（麩炒）、炙黄芪、

陈皮、制远志、肉桂、五味子（酒蒸） 

温补气血，用于心脾不足、气血两亏、形瘦神疲、

食少便塘、病后虚弱 

人参健脾丸 人参、白术（麸炒）、茯苓、山药、陈皮、木香、砂仁、炙黄芪、当归、

酸枣仁（炒）、远志（制） 

健脾益气、和胃止泻，用于脾胃虚弱所致的饮食

不化、怨闷嘈杂、恶心呕吐、腹痛便塘、不思

饮食、体弱倦怠 

三两半药酒 当归、炙黄芪、牛膝、防风 益气活血、祛风通络，用于气血不和、感受风湿

所致的痹病，症见四肢疼痛、筋脉拘挛 

天紫红女金

胶囊 

炙黄芪、党参、山药（酒炒）、炙甘草、熟地黄、当归、阿胶（蛤粉制）、

白术、茯苓、盐杜仲、川芎、陈皮、香附（醋盐炙）、肉桂、三七（熟）、

砂仁（去壳盐炙）、桑寄生、益母草、盐小茴香、牛膝、木香、酒白芍、

丁香、艾叶（醋炙）、盐益智仁、醋延胡索、肉苁蓉、酒续断、地榆（醋

炙）、荆芥（醋炙）、酸枣仁（盐炙）、海螵蛸、麦冬、椿皮、酒黄芩、

白薇 

益气养血、补肾暖宫，用于气血两亏、肾虚宫冷、

月经不调、崩涌带下、腰膝冷痛、宫冷不孕 

止痛化癥片、

胶囊 

党参、炒白术、当归、三棱、芡实、延胡索、鱼腥草、蜈蚣、土鳌虫、

炙黄芪、丹参、鸡血藤、莪术、山药、川楝子、肉桂、北败酱、全

蝎、炮姜 

益气活血、散结止痛，用于气虚血疲所致的月经

不调、痛经、薇痕，症见行经后错、经量少、

有血块、经行小腹疼痛、腹有癌块；慢性盆腔

炎见上述证候者 

丹桂香颗粒 炙黄芪、桂枝、吴茱萸、肉桂、细辛、桃仁、红花、当归、川芎、赤

芍、丹参、牡丹皮、延胡索、片姜黄、三棱、莪术、水蛭、木香、枳

壳、乌药、黄连、地黄、炙甘草 

益气温胃、散寒行气、活血止痛，用于脾胃虚寒、

滞血瘀所致的胃脘疮满疼痛、食少纳差、嘈杂嗳

气、腹胀；慢性萎缩性胃炎见上述证候者 

乌鸡白凤丸、

片、颗粒 

乌鸡（去毛爪肠）、醋鳖甲、桑螵蛸、黄芪、白芍、天冬、地黄、川芎、

丹参、芡实（炒）、鹿角胶、煅牡蛎、人参、当归、醋香附、甘草、熟

地黄、银柴胡、山药、鹿角霜 

补气养血、调经止带，用于气血两虚、身体瘦

弱、腰膝酸软、月经不调、崩漏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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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名称 组成 功能与主治 

心通口服液 黄芪、党参、麦冬、何首乌、淫羊藿、葛根、当归、丹参、皂角

刺、海藻、昆布、牡蛎、枳实 

益气活血、化痰通络，用于气阴两虚、痰瘀痹阻所致的

胸痹，症见心痛、胸闷、气短、呕恶、纳呆；冠心病

心绞痛见上述证候者 

艾附暧宫丸 艾叶（炭）、醋香附、制吴茱萸、肉桂、当归、川芎、白芍（酒

炒）、地黄、炙黄芪、续断 

理气养血、暖宫调经用于血虚气滞、下焦虚寒所致的月

经不调、痛经，症见行经后错、经量少、有血块、小

腹疼痛、经行小腹冷痛喜热、腰膝疲痛 

归脾丸、浓

缩丸 

党参、炒白术、炙黄芪、炙甘草、茯苓、制远志、炒酸枣仁、龙

眼肉、当归、木香、大枣（去核） 

益气健脾、养血安神，用于心脾两虚、气短心悸、失眠

多梦、头昏头晕、肢倦乏力、食欲不振、崩漏便血 

归脾合剂、

颗粒 

党参、炙黄芪、茯苓、炒酸枣仁、当归、炒白术、炙甘草、制远

志、龙眼肉、木香、大枣（去核）、生姜 

益气健脾、养血安神，用于心脾两虚、气短心悸、失眠

多梦、头昏头晕、肢倦乏力、食欲不振、崩漏便血 

生白合剂、生

白口服液 

淫羊翟、附子（黑顺片）、黄芪、茜草、补骨脂、袧杞子、鸡血

藤、当归、芦根、 麦冬、甘草 

温肾健脾、补益气血，用于癌症放、化疗引起的白细胞

减少属脾肾阳虚、气血不足证候者，症见神疲乏力、

少气懒言、畏寒肢冷、纳差便塘、腰膝酸软 

白癜风胶囊 补骨脂、黄芪、红花、川芎、当归、香附、桃仁、丹参、乌梢蛇、

紫草、白鲜皮、山药、干姜、龙胆、蒺藜 

活血行滞、祛风解毒，用千经络阻隔、气血不畅所致的

白锻风，症见白斑散在分布、色泽苍白、边界较明显 

孕康合剂、

颗粒 

山药、续断、黄芪、当归、狗脊（去毛）、桑寄生、补骨脂、茯苓、

阿胶、山茱萸、乌梅、砂仁、苎麻根、艾叶、菟丝子、杜仲（炒)、

党参、白术（焦）、地黄、枸杞子、白芍、益智、黄芩 

健脾固肾、养血安胎，用于肾虚烈和气血虚弱型先兆流

产和习惯性流产 

再造丸 蕲蛇肉、地龙、醋山甲、人工麝香、全蝎、炒僵蚕、豹骨（油炙）、

水牛角浓缩粉、人工牛黄、朱砂、防风、白芷、葛根、肉桂、附

子（附片）、桑寄生、威灵仙（酒炒）、当归、片姜黄、三七、没

药（制）、黄芪、茯苓、天竺黄、熟地黄、黄连、化橘红、沉香、

广藿香、冰片、豆蔻、醋香附、建曲、醋龟甲、天麻、宪活、川

芎、麻黄、细辛、油松节、骨碎补（炒）、粉萆薢、赤芍、血竭、

乳香（制）、人参、炒白术、甘草、制何首乌、玄参、大黄、醋青

皮、檀香、母丁香、乌药、草豆蔻、两头尖（醋制）、红曲 

祛风化痰、活血通络，用于风痰阻络所致的中风，症见半

身不遂、口舌歪斜、手足麻木、疼痛痉挛、言语秤涩 

再造生血片 菟丝子（酒制）、红参、鸡血藤、阿胶、当归、女贞子、黄芪、益

母草、熟地黄、白芍、制何首乌、淫羊藿、黄精（酒制）、鹿茸

（去毛）、党参、麦冬、仙鹤草、白术（炒）、补骨脂（盐制）、

枸杞子、墨旱莲 

补肝益肾、补气养血，用于肝肾不足、气血两虚所致的

血虚虚劳，症见心悸气短、头晕目眩、倦怠乏力、腰

膝酸软、面色苍白、唇甲色淡或伴出血；再生障碍性

贫血、缺铁性贫血见上述证候者 

当归补血口

服液 

当归、黄芪 补养气血，用于气血两虚 

当归养血丸 当归、白芍（炒）、地黄、炙黄芪、阿胶、牡丹皮、香附（制）、

茯苓、杜仲（炒）、白术（炒） 

益气养血调经，用于气血两虚所致的月经不调，症见月

经提前、经血量少或量多、经期延长、肢体乏力 

当归调经 

颗粒 

当归、熟地黄、川芎、白芍、黄芪、党参、甘草 补血助气、调经，用于贫血衰弱，病后、产后血虚以及

月经不调、痛经 

全鹿丸 全鹿干、锁阳（酒炒）、党参、地黄、牛膝、熟地黄、楮实子、菟

丝子、山药、盐补骨脂、枸杞子（盐水炒）、川芎（酒炒）、肉

苁蓉、酒当归、巴戟天、炙甘草、天冬、五味子（蒸）、麦冬、

炒白术、覆盆子、盐杜仲、芡实、花椒、茯苓、炙黄芪、盐续

断、胡芦巴（酒炒）、陈皮、小茴香（酒炒）、青盐、沉香 

补肾填精、健脾益气，用于脾肾两亏所致的老年腰膝狻

软、神疲乏力、畏寒肢冷、尿次频数、崩漏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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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复康颗粒 益母草、人参、何首乌、蒲黄、醋香附、白术、当归、黄

芪、桃仁、熟地黄、昆布、黑木耳 

补气养血、祛瘀生新，用于气虚瘀所致的产后恶露不绝，症见产

后出血过多、淋漓不断、神疲乏力、腰腿瘦软 

抗栓再造丸 红参、黄芪、胆南星、烫穿山甲、人工牛黄、冰片、烫水蛭、

丹参、大黄、苏合香、葛根、当归、何首乌、桃仁、红花、

天麻、威灵仙、甘草、人工麝香、三七、地龙、全蝎、穿

山龙、牛膝、乌梢蛇、朱砂、土鳖虫、细辛、草豆蔻 

活血化瘀、舒筋通络、息风镇痉，用于痪血阻窍、脉络失养所致

的中风，症见手足麻木、步履艰难、瘫痪、口眼歪斜、言语不

清；中风恢复期及后遗症见上述证候者 

妇科养荣丸 当归、白术、熟地黄、酒白芍、益母草、杜仲、麦冬、川

笃、醋香附、黄芪、艾叶（炒）、阿胶、甘草、陈皮、获

笭、砂仁 

补养气血、疏肝解郁、祛瘀调经，用于气血不足、肝郁不舒、月

经不调、头晕目眩、血湍血崩、贫血身弱及不孕症 

芪黄通秘软

胶囊 

黄芪、当归、黑芝麻、熟大黄、积实、桃仁、何首乌、肉

苁蓉、核桃仁、决明子、苦杏仁（炒） 

益气养血、润肠通便，用于功能性便秘证属虚者 

男康片 白花蛇舌草、熟地黄、炙甘草、赤芍、肉苁蓉、蒲公英、

鹿衔草、败酱草、黄柏、红花、鱼腥草、淫羊藿、覆盆

子、白术、黄芪、菟丝子、紫花地丁、野菊花、当归 

益肾活血、凊热解毒，用于肾虚血瘀、湿热蕴结所致的淋证，症

见尿频、尿急、小腹胀满；慢性前列腺炎见上述证候者 

利肝隆颗粒 板蓝根、郁金、甘草、黄芪、茵陈、五味子、当归、刺五

加浸膏 

疏肝解郁、清热解毒、益气养血，用于肝郁湿热、气血两虚所致

的两胁胀痛或隐痛、乏力、尿黄；急、慢性肝炎见上述证候者 

肠胃宁片 党参、黄芪、姜炭、砂仁、葛根、白术、赤石脂、木香、

补骨脂、防风、白芍、延胡索、当归、儿茶、罂粟壳、

炙甘草 

健脾益肾、温中止痛、涩肠止泻，用于脾肾阳虚所致的泄泻，症见

大便不调、五更泄泻、时带黏液，伴腹胀腹痛、胃脘不舒、小腹

坠胀；慢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肠功能紊乱见上述证候者 

补 中 益 气

丸、水丸、

合剂 

炙黄芪、炙甘草、当归、柴胡、党参、炒白术、升麻、陈皮 补中益气、升阳举陷，用于脾胃虚弱、中气下陷所致的泄泻、脱

肛、阴挺，症见体倦乏力、食少腹胀、便溏久泻、肛门下坠或

脱肛、子宫脱垂 

补中益气 

颗粒 

炙黄芪、党参、炙甘草、当归、炒白术、升麻、柴胡、陈

皮、生姜、大枣 

补中益气、升阳举陷，用于脾胃虚弱、中气下陷所致的泄泻、脱

肛、阴挺，症见体倦乏力、食少腹胀、便溏久泻、肛门下坠或

脱肛、子宫脱垂 

补益蒺藜丸 炙黄芪、炒白术、山药、茯苓、白扁豆、麸炒芡实、当归、

沙苑子、菟丝子、陈皮 

健脾补肾、益气明目，用于脾肾不足、眼目昏花、视物不清、腰

酸气短 

补脾益肠丸 外层：黄芪、党参（米炒）、砂仁、白芍、当归（土炒）、白

术（土炒）、肉桂；内层：醋延胡索、荔枝核、炮姜、炙甘

草、防风、木香、盐补骨脂、煅赤石脂 

益气养血、温阳行气、涩肠止泻，用于脾虚气滞所致的泄泻，症

见腹胀疼痛、肠鸣泄泻、黏液血便；慢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

炎、过敏性结肠炎见上述证候者 

驴胶补血 

颗粒 

阿胶、黄芪、党参、熟地黄、白术、当归 补血、益气、调经，用于久病气血两虚所致的体虚乏力、面黄肌

瘦、头晕目眩、月经过少、闭经 

软脉灵口 

服液 

熟地黄、五味子、枸杞子、牛膝、茯苓、制何首乌、白芍、

柏子仁、远志、炙黄芪、陈皮、淫羊藿、当归、川芎、丹

参、人参 

滋补肝肾、益气活血，用于肝肾阴虚、气虚血瘀所致的头晕、失

眠、胸闷、胸痛、心悸、气短、乏力；早期脑动脉硬化、冠心

病、心肌炎、中风后遗症见上述证候者 

肾宝合剂、

糖浆 

蛇床子、川芎、菟丝子、补骨脂、茯苓、红参、小茴香、五

味子、金樱子、白术、当归、覆盆子、制何首乌、车前子、

熟地黄、枸杞子、山药、淫羊藿、胡芦巴、黄芪、肉苁蓉、

炙甘草 

温补肾阳、固精益气，用于肾阳亏虚、精气不足所致的阳痪遗

精、腰腿酸痛、精神不振、夜尿频多、畏寒怕冷、月经过多，

白带清稀 

固本益肠片 党参、炒白术、补骨脂、麸炒山药、黄芪、炮姜、酒当归、

炒白芍、醋延胡索、煨木香、地榆炭、煅赤石脂、儿茶、

炙甘草 

健脾温肾、涩肠止泻，用于脾肾阳虚所致的泄泻，症见腹痛绵

绵、大便清稀或有黏液及黏液血便、食少腹胀、腰疾乏力、形

寒肢冷、舌淡苔白、脉虚；慢性肠炎见上述证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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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核散结片 柴胡、当归、黄芪、郁金、光慈菇、漏芦、昆布、海

藻、淫羊藿、鹿衔草 

舒肝活血、祛痰软坚，用千肝郁气滞、痰淤互结所致的乳癖，

症见乳房肿块或结节、数目不等、大小不一、质软或中等硬

或乳房胀痛、经前疼痛加剧；乳腺增生病见上述证候者 

参芪十一味颗粒 人参（去芦）、黄芪、当归、天麻、熟地黄、泽泻、决

明子、鹿角、菟丝子、细辛、枸杞子 

补脾益气，用于脾气虚所致的体弱、四肢无力 

参茸白凤丸 人参、党参（炙）、熟地黄、酒白芍、延胡索（制）、酒续

断、香附（制）、益母草（酒制）、桑寄生（蒸）、鹿茸

（酒制）、酒当归、黄芪（酒制）、川芎（酒制）、胡芦巴

（盐炙）、白术（制）、砂仁、酒黄芩、炙甘草 

益气补血、调经安胎，用于气血不足、月经不调、经期腹痛、

经漏早产 

茵芪肝复颗粒 茵陈、焦栀子、大黄、白花蛇舌草、猪苓、柴胡、当

归、黄芪、党参、甘草 

清热解毒利湿、舒肝补脾，用于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胆湿热

兼脾虚肝郁证，症见右胁胀满、恶心厌油、纳差食少、口淡

乏味 

柏子养心丸、片 柏子仁、党参、炙黄芪、川芎、当归、茯苓、制远志、酸

枣仁、肉桂、醋五味子、半夏曲、炙甘草、朱砂 

补气、养血、安神，用于心气虚寒、心悸易惊、失眠多梦、健忘 

保胎丸 熟地黄、荆芥穗、槲寄生、黄芪、醋艾炭、平贝母、菟

丝子（酒炙）、炒白术、麸炒枳壳、砂仁、黄芩、姜

厚朴、甘草、川芎、白芍、羌活、当归 

益气养血、补肾安胎，用千气血不足、肾气不固所致的胎漏、

胎动不安，症见小腹坠痛或见阴道少量出血或屡经流产，伴

神疲乏力、腰膝疲软 

脉络舒通丸、 

颗粒 

黄芪、金银花、苍术、玄参、白芍、水蛭、黄柏、薏苡

仁、当归、甘草、娱蛉、全蝎 

清热解毒、化淤通络、祛湿消肿，用于湿热淤阻脉络所致的血

栓性浅静脉炎、非急性期深静脉血栓形成所致的下肢肢体肿

胀、疼痛、肤色暗红或伴有条索状物 

养心氏片 黄芪、党参、丹参、葛根、淫羊蕾、山楂、地黄、当

归、黄连、醋延胡索、灵芝、人参、炙甘草 

益气活血、化瘀止痛，用于气虚血瘀所致的胸痹，症见心悸气

短、胸闷、心前区刺痛；冠心病心绞痛见于上述证候者 

养血当归胶囊 当归、熟地黄、炙甘草、白芍、茯苓、党参、黄芪、 

川芎 

补气养血、调经，用于气血两虚所致的月经不调、月经量少、

行经腹痛及产后血虚或见面黄肌瘦、贫血 

养血饮口服液 当归、鹿角胶、大枣、黄芪、阿胶 补气养血、益肾助脾，用于气血两亏、崩漏下血、体虚羸弱、

血小板减少及贫血，对放疗和化疗后引起的白细胞减少症有

一定的治疗作用 

养阴生血合剂 地黄、黄芪、当归、玄参、麦冬、石斛、川芎 养阴清热、益气生血，用千阴虚内热、气血不足所致的口干咽

燥、食欲减退、倦怠无力；有助于减轻肿瘤患者白细胞下

降，改善免疫功能，用于肿瘤患者放疗时见上述证候者 

脑心通胶囊 黄芪、赤芍、丹参、当归、川芎、桃仁、红花、醋乳

香、醋没药、鸡血藤、牛膝、桂枝、桑枝、地龙、全

蝎、水蛭 

益气活血、化瘀通络，用于气虚血滞、脉络密阻所致中风中经络，

半身不遂、肢体麻木、口眼歪斜、舌强语窑及胸痹心痛、胸闷、

心厗、气短；脑梗塞、冠心病心绞痛属上述证候者 

益气养血口服液 人参、黄芪、党参、炒白术、五味子、制何首乌、麦

冬、当归、地黄、陈皮、地骨皮、鹿茸、淫羊藿 

益气养血，用于气血不足所致的气短心悸、面色不华、体虚乏力 

消栓口服液、颗

粒、肠溶胶囊 

黄芪、当归、赤芍、地龙、川芎、桃仁、红花 补气活血通络，用于中风气虚血痪证，症见半身不遂、口舌歪

斜、言语密涩、气短乏力、面色胱白；缺血性中风见上述证

候者 

通乳颗粒 黄芪、通草、天花粉、漏芦、当归、白芍（酒炒）、柴

胡、鹿角霜、熟地黄、瞿麦、路路通、党参、川芎、

王不留行、穿山甲（烫） 

益气养血、通络下乳，用于产后气血亏损、乳少、无乳、乳汁

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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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名称 组成 功能与主治 

通痹胶囊 制马钱子、金钱白花蛇、蜈蚣、全蝎、地龙、僵蚕、乌梢蛇、天

麻、人参、黄芪、当归、羌活、独活、防风、麻黄、桂枝、附

子（黑顺片）、制川乌、薏苡仁、苍术（炒）、麸炒白术、桃仁、

红花、没药（炒）、炮山甲、醋延索、牡丹皮、北刘寄奴、王

不留行、鸡血藤、香附（酒制）、木香、枳壳、路路通、川牛

膝、伸筋草、砂仁、木瓜、续断、大黄、朱砂 

祛风胜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调补气血，用于寒湿闭阻、

痪血阻络、气血两虚所致痹病，症见关节冷痛、屈伸不

利；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见有上述证候者 

培坤丸 炙黄芪、炙甘草、北沙参、酒当归、川芎、酒白芍、杜仲炭、盐

胡芦巴、龙眼肉、制远志、五味子（蒸）、陈皮、炒白术、茯

苓、麦冬、炒酸枣仁、砂仁、核桃仁、醋艾炭、山茱萸（制）、

熟地黄 

补气血、滋肝肾，用于妇女血亏、消化不良、月经不调、赤

白带下、小腹冷痛、气血衰弱、久不受孕 

凊暑益气丸 人参、炒白术、麦冬、醋五味子、黄芪（蜜炙）、苍术（米泔炙）、

泽泻、当归、黄柏、醋青皮、葛根、陈皮、六神曲（麸炒）、

升麻、甘草 

祛暑利湿、补气生津，用于中暑受热，气津两伤，症见头

晕身热、四肢倦怠、自汗心烦、咽干口渴 

添精补肾膏 党参、淫羊藿、茯苓、酒肉苁蓉、当归、盐杜仲、锁阳（酒蒸）、

龟甲胶、制远志、炙黄芪、狗脊、熟地黄、巴戟天（酒制）、

枸杞子、川牛膝、鹿角胶 

温肾助阳，补益精血，用于肾阳亏虚、精血不足所致的腰

膝瘦软、精神萎靡、畏寒怕冷、阳痪遗精 

蛤蚧补肾胶囊 蛤蚧、麻雀（干）、黄芪、枸杞子、党参、熟地黄、杜仲、茯苓、

胡芦巴、鹿茸、淫羊蕾、当归、牛膝、锁阳、肉苁蓉、续断、

山药、菟丝子、狗鞭 

壮阳益肾、填精补血，用于身体虚弱、真元不足、小便 

频数 

舒心口服液、

糖浆 

党参、黄芪、红花、当归、川芎、三棱、蒲黄 补益心气、活血化瘀，用于心气不足、密血内阻所致的胸

痹，症见胸闷憋气、心前区刺痛、气短乏力；冠心病心

绞痛见上述证候者 

滑膜炎片、胶

囊、颗粒 

夏枯草、女贞子、枸骨叶、黄芪、防己、薏苡仁、土茯苓、丝瓜

络、泽兰、丹参、当归、川牛膝、豨莶草 

清热祛湿、活血通络，用于湿热闭阻、痪血阻络所致的痹

病，症见关节肿胀疼痛、痛有定处、屈伸不利；急、慢

性滑膜炎及膝关节术后见上述证候者 

滋补生发片 当归、地黄、川芎、桑椹、黄芪、黑芝麻、桑叶、制何首乌、菟

丝子、枸杞子、侧柏叶、熟地黄、女贞子、墨旱莲、鸡血藤 

滋补肝肾、益气养荣、活络生发，用于脱发症 

瘀血痹胶囊、

颗粒 

乳香（制）、没药（制）、红花、威灵仙、川牛膝、香附

（制）、姜黄、当归、丹参、川芎、炙黄芪 

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用于瘀血阻络所致的痹病，症见肌

肉关节剧痛、痛处拒按、固定不移、可有硬节或瘀斑 

新血宝胶囊 鸡血藤、黄芪、大枣、当归、白术、陈皮、硫酸亚铁 补血益气、健脾和胃，用于缺铁性贫血所致的气血两虚证 

慢支固本颗粒 黄芪、白术、当归、防风 补肺健脾、固表和营，用于慢性支气管炎缓解期之肺脾气

虚证，症见乏力、自汗、恶风寒、咳嗽、咯痰、易感

冒、食欲不振 

醒脑再造胶囊 黄芪、石菖蒲、三七、当归、粉防己、炒桃仁、天麻、炒槐花、

胆南星、玄参、连翘、川芎、全蝎（去钩）、决明子、制白附

子、木香、猪牙皂、淫羊藿、红参、地龙、红花、赤芍、石决

明、仙鹤草、炒白术、葛根、黄连、泽泻、枸杞子、制何首乌、

沉香、细辛、炒僵蚕、冰片、珍珠（豆腐制）、大黄 

化痰醒脑、祛风活络，用于风痰闭阻清窍所致的神志不

清、言语誉涩、口角流涎、筋骨疫痛、手足拘挛、半身

不遂；脑血栓恢复期及后遗症见上述证候者 

麝香抗栓胶囊 人工麝香、羚羊角、全蝎、乌梢蛇、三七、僵蚕、水蛭（制）、

川芎、天麻、大黄、红花、胆南星、鸡血藤、赤芍、粉葛、地

黄、黄芪、忍冬藤、当归、络石藤、地龙、豨莶草 

通络活血、醒脑散瘀，用于中风气虚血瘀症，症见半身不

遂、言语不清、头昏目眩 



 中草药 2022 年 4 月 第 53 卷 第 7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2 April Vol. 53 No. 7 ·2209· 

   

不同，黄芪与当归还可以配伍补气药（如人参）、清

热解毒药（如金银花）或活血药（如丹参）等，并根

据需要制成各种现代剂型的中成药，如人参养荣丸、

参芪十一味颗粒、脉络舒通颗粒以及养心氏片等。 

4  结语与展望 

黄芪、当归药理作用较为明确，对提取工艺、

化学成分、药理作用机制以及体内代谢过程的研究

也比较深入，本文从黄芪-当归化学成分、药理作用

及临床应用等方面分别阐述了二者配伍的科学性和

必要性。对黄芪、当归配伍而成的典型中药复方当

归补血汤的比较研究发现，以黄芪-当归配伍比为

5∶1 的当归补血汤较单独使用黄芪和当归具有更

好的药理作用，说明黄芪-当归配伍使用比单味药单

独使用更具优势。 

由黄芪-当归组成的中药复方制剂以及黄芪制

剂联合应用当归制剂主要是针对气血两虚证的治

疗，对于这些药理作用突出、药效显著的中药制剂，

应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手段明确其化学成分，

深入研究其药效物质基础、体内药动学特点、药理

作用机制等，为创新药物的开发奠定基础，并为临

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由于黄芪-当归在中药复方制

剂尤其是大复方中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体内过程

相当复杂，因此可采用拆方法，单独研究其中某 1

味或几味中药，探讨复方配伍中各种药对全方的贡

献度，比较药物不同用量配伍对全方药效的影响。

随着分析测试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多学科交叉渗透、

优势互补力度的增强，可将谱效关系研究、多靶点

高通量筛选、生物色谱技术、血清药物化学、代谢

组学等方法应用于药效物质基础研究。还可利用系

统生物学或网络药理学的方法进行复杂药效的综合

评价。 

中药制剂的现代化是中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结合现代药剂学的新

技术、新设备、新方法、新辅料，化学药的一些传

统剂型已在中药中得到广泛应用，同时出现了一系

列具有现代化高科技含量的中药新型药物传递系

统，中药药对也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采用超微

粉碎技术制备微米级超微饮片制剂，开发中药药对

缓控释及速控释制剂、纳米释药系统等，有助于提

高药对或制剂的疗效，降低不良反应，改变中药药

对传统剂型落后的特点，是中药制剂现代化发展的

重要途径。然而中药药对有效成分理化性质复杂，

使用脂质体、聚合物胶束等剂型会导致药对中不同

成分具有不同的包封率，从而改变药对中药物的配

伍比，影响临床疗效。因此，在研制黄芪-当归新制

剂时，应在充分了解其物质基础及理化性质的基础

上，选择合适的新型制备工艺，将药对中的引药与

脂质体、聚合物胶束等新型药物传递系统结合，发

挥引药的主动“指引”作用以及制剂的被动靶向作

用，提高靶向特异性，达到多重靶向的效果；还需将

复方中天然促渗剂与现代药剂学促渗方法相结合，

进一步促进药物的吸收，以发挥更大的临床价值。 

综上所述，黄芪-当归及其复方制剂治疗气血两

虚证等疾病具有良好的效果，今后需对该药对的药

效成分、代谢产物及途径、药理作用机制、临床作

用机制以及新剂型的开发进行进一步研究，使其更

广泛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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