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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活抗类风湿性关节炎活性成分及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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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羌活 Notopterygii Rhizoma et Radix 为伞形科羌活属植物，化学成分复杂，药理活性多样，临床应用广泛。在治疗类

风湿性关节炎中具有重要作用。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这与其香豆素类、聚烯炔类、黄酮类及酚酸类化合物具有抗炎镇痛、抑制

滑膜增生、抗骨破坏和抗氧化等良好的药理活性密切相关。通过对羌活中可能抗类风湿性关节炎活性成分并对其作用机制进

行综述，为其药效物质基础及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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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components and mechanism of Notopterygii Rhizoma et Radix in treating 

rheumatoid art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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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ianghuo (Notopterygii Rhizoma et Radix) is a plant of the genus Notopterygium in the Umbelliferae family, with complex 

chemical composition, diverse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and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s.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Modern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oo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coumarins, polyenynes, flavonoids and phenolic acids, such as anti-inflammatory and analgesic, inhibition of synovial hyperplasia, 

anti-bone destruction and anti-oxidation. The possible active components and mechanism of Notopterygii Rhizoma et Radix in the 

treatment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were reviewe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its pharmacodynamic material basis 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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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

痹症的代表性疾病之一，以关节组织慢性炎症为特

征，临床表现为关节疼痛、肿大、变形，屈伸不利等，

发病范围广、治疗难度较大。目前尚无特异性治疗手

段，随病情发展致残率高、预后差、易反复发作，严

重则可能导致残疾，给社会带来的负担大[1-2]。藏医

理论认为 RA 属于“真布病”范畴，由于“隆”“赤

巴”和“培根”构成人体的 3 种能量物质失调，导

致体内黄水偏盛窜散于周身，积聚于关节腔，最终

引起以关节肿胀、疼痛、发烧、僵硬[3-4]。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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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以非甾体类抗炎药为主，但长期治疗可产生耐

药性，治疗效果有限[5]。因此，寻找不良反应少、能

有效治疗 RA 的药物具有重要意义。 

羌活为伞形科植物羌活 Notopterygium incisum 

Ting ex H. T. Chang 或宽叶羌活 N. franchetii H. de 

Boiss.的干燥根及根茎，主要分布于四川阿坝、西藏、

青海等地。根据《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中国民族

药大辞典》记载，为中、藏、羌、蒙医常用药，具

有散表寒、祛风湿、止痛、利关节等功效，主治风

寒湿痹肢节疼痛，药用历史悠久[6-8]。在藏医中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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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真布病”的临床用药[9]。据研究报道，羌活具有

抗炎、镇痛、解热的作用，在 RA 疾病中广泛应用，

但文献对其归纳报道较少。本文综述了羌活抗关节

炎活性成分的研究进展及其作用机制，为其药效物

质基础及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1  羌活抗 RA 作用的活性成分 

近年来，研究者对羌活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大量

研究，其主要包括香豆素类、聚烯炔类、萜类、生

物碱类、黄酮类、有机酸类和有机酸酯等化合物[10]。

彭任[11]发现其中香豆素类化合物有 89 个，根据母

核分类可分为 19 个简单香豆素、12 个角型呋喃型

香豆素、8 个角型吡喃型香豆素、49 个线性香豆素

及 1 个二氢异香豆素。聚炔类化合物有 46 个，有机

酸类和有机酸酯类 28 个，倍半萜类 17 个，黄酮类

3 个。其中香豆素类（1～12、22～46）、聚烯炔类

（13）、黄酮类（47、48）及酚酸类（14～21）等在抗

炎镇痛、抑制滑膜成纤维细胞异常增殖、骨细胞保护

及抗氧化等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这些都与 RA 发病

机制密切相关，见表 1。因此从发病机制角度出发发

现羌活抗 RA 可能起作用的活性成分，见图 1。 

香豆素类化合物是羌活中最早发现、研究的最

多的一类成分[24]。在该类成分中以羌活醇（24）和

异欧前胡素（25）含量较高，《中国药典》2020 年版

记载其总量不得少于 0.40%，为羌活质量评价的重

要指标成分[25]。从羌活提取物中分离得到 24 个香

豆素类化合物，大部分具有较好的抗炎作用，可有

效抑制炎症反应模型一氧化氮的生成[16]。另外，有

研究表明香豆素类化合物在治疗骨关节疾病中也较

为广泛[26]。镰叶芹二醇是最具代表性的聚烯炔类化

合物，也是羌活中的特征化合物，该类物质其余成 

表 1  羌活抗 RA 的活性成分 

Table 1  Active ingredients of Notopterygii Rhizoma et Radix in treatment of RA 

编号 名称 作用 文献 编号 名称 作用 文献 

 1 花椒毒酚 抗炎、抗氧化 11 25 异欧前胡素* 抗炎，抑制滑膜增生 15 

 2 异嗪皮啶 抗炎、抗氧化 11 26 环氧脱水羌活醇 抗炎 16 

 3 秦皮苷 抗炎、抗氧化 11 27 7′-O-甲基异羌活醇 抗炎 16 

 4 茴芹内酯 抗炎 11 28 7-异戊烯氧基-6-甲氧基-香豆素 抗炎 16 

 5 比克白芷素 抗炎、保护软骨细胞 11 29 栓翅芹烯醇 抗炎 16 

 6 水合氧化前胡素 抗氧化 11 30 去甲呋喃羽叶芸香素 抗炎 16 

 7 氧化前胡素* 抗炎、镇痛、抗氧化 11 31 羌活酚 抗炎、抗氧化 16 

 8 王草素 抗炎 11 32 8-甲氧基异欧前胡内酯 抗炎 16 

 9 珊瑚菜素 抗炎 11 33 6-异戊烯氧基伞形花内酯 抗炎 16 

10 秦皮甲素 抗炎 11 34 紫花前胡苷元 抗炎、抗氧化 16 

11 橙皮油内酯 抗炎、抗氧化 11 35 异虎耳草素 抗炎 16 

12 东莨菪内酯 抗炎、抑制滑膜增生 11 36 羌活苷 抗炎 16 

13 镰叶芹二醇 抗炎 11 37 川白芷素 抗炎 16 

14 阿魏酸苯乙醇酯 抗炎、镇痛 11 38 补骨脂素* 抗炎 16 

15 柠檬酸 抗炎、镇痛 11 39 茵陈素 抗炎 16 

16 原儿茶酸 抗炎、抗氧化 11 40 欧芹酚 抗炎 16 

17 绿原酸 抗炎、抗氧化 11 41 5-去氢羌活醇 抗炎 16 

18 新绿原酸 抗炎、抗氧化 11 42 佛手柑素* 抗炎、抗骨破坏 17 

19 香草酸 抗炎、抗氧化 11 43 紫花前胡苷* 抗炎、镇痛、抗氧化 18 

20 咖啡酸 抗炎、抗骨破坏 11 44 欧前胡素* 抗炎、抑制滑膜增生 19 

21 阿魏酸* 抗炎、抗骨破坏、抗氧化 11-12 45 异补骨脂素* 抗炎、抑制滑膜增生 20 

22 佛手酚* 抗炎、抗氧化 11,13 46 二氢欧山芹醇* 抗炎、抗骨破坏 21 

23 佛手柑内酯* 抗炎、抗骨破坏、抗氧化 13-14 47 香叶木素* 抗炎、抗骨破坏、抗氧化 22-23 

24 羌活醇* 抗炎、抑制滑膜增生 13,15 48 香叶木苷* 抗炎、抗氧化 23 

*表示主要活性成分。 

* represents the main active ingred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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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羌活抗 RA 的活性成分化学结构 

Fig. 1  Active ingredient structure of Notopterygii Rhizoma et Radix in treatment of RA 

分多数为镰叶芹二醇的衍生物。另外，有研究报

道镰叶芹二醇也是抑制 5-脂氧合酶和环氧合酶的

主要活性成分，具有明显的抗炎作用[27]。黄酮类

化合物在羌活中报道较少，目前发现该类化合物

仅有 3 个，其中以香叶木素（47）和香叶木苷（48）

具有较强的抗氧化及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并且在

抗炎及防止骨细胞变形方面皆有作用 [22-23]。酚酸

类化合物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其生物活性多样，

具有抗炎、抗氧化等能力。其中以阿魏酸系列的

酚酸在羌活中报道较多，阿魏酸（21）作为一种从

羌活中提取的活性成分，已在多种动物及细胞模

型中显示出良好的抗炎特性，通过抑制炎症因子

的表达和炎症细胞浸润，并且可以抑制滑膜细胞

增殖和血管生成，降低了破骨细胞的形成和骨吸

收能力，保护关节组织[28]。 

2  羌活活性成分抗 RA 的作用机制 

2.1  抗炎作用 

2.1.1  抑制促炎因子  RA 是一种以滑膜炎和血管

炎为特征的最终引起关节软骨及骨破坏的自身免疫

性疾病，炎性反应在 RA 的疾病发展进程中贯穿始

终，因此抗炎是治疗 RA 的关键[29]。肿瘤坏死因子

（ tumor necrosis factor ， TNF ）、 白 细 胞 介 素

（interleukin，IL）、干扰素、趋化因子等细胞因子参

与 RA 的固有免疫、适应性免疫，并影响 RA 的发

生与发展，其中 TNF-α、IL-1、IL-6、IL-17 等促炎

因子会增加微血管的通透性，导致 RA 关节红肿热

痛的发生[30]。因此，抑制促炎因子的表达对 RA 起

到很好的治疗作用。此外，通过抑制 Janus 激酶

（Janus kinase，JAK）/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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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和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κB，NF-κB）信号通路等可以直接或间接下调通路

相关促炎因子的表达，也可以达到抑制炎症、减轻

RA 疼痛的作用[31]。 

香豆素类化合物是羌活中的一类主要成分，具

有明显的抗炎作用。佛手柑内酯（23）、紫花前胡苷

（43）、羌活醇、异欧前胡素等都属于香豆素类化合

物，通过对于羌活抗炎质量标志物的挖掘及资源评

价，发现其为抗炎作用的主要活性物质[32]。其中紫

花前胡苷可以阻止炎症细胞的浸润，减轻促炎因子

的水平，显著抑制 IL-1β、IL-6 和 TNF-α 等促炎因

子的表达[18]；佛手柑内酯能够显著改善 IL-1β 诱导

的炎性因子和介质的表达，并且通过 JAK/ STAT 信

号通路抑制脂多糖刺激的 TNF-α、IL-1β、IL-6 和一

氧化氮的产生，同时以剂量相关性方式抑制脂多糖

诱导的 RAW264.7 细胞中炎症因子的释放，发挥抗

炎作用[33-34]。羌活醇作为羌活的指标成分可以通过

靶向 JAK/STAT 信号改善 RA，通过 ig 羌活醇于胶

原诱导型（collagen-induced arthritis，CIA）小鼠，

发现其可显著降低关节炎评分，减少滑膜组织炎症；

通过体外实验发现其可抑制脂多糖 /γ 干扰素和

TNF-α 处理的巨噬细胞中多种促炎因子和趋化因子

的产生[35]。以脂多糖诱导的 RAW264.74 细胞为模

型，异欧前胡素 20、100 μg/mL 对 TNF-α、IL-6 及

一氧化氮均有显著抑制作用[36]。此外，秦皮苷（3）

5 μg/mL 对脂多糖诱导的软骨细胞炎症模型具有抗

炎及抗氧化的作用，可以显著下调炎症相关基因 IL-

6、基质金属蛋白酶 3（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3，

MMP3）、MMP13 和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表达[37]。

补骨脂素衍生物也可以通过调节 NF-κB 和 MAPK

信号通路对RAW264.7 细胞发挥抗炎作用，并且 Wu

等[13]发现补骨脂素（38）与佛手柑内酯、羌活醇、

紫花前胡苷等联用可以显著改善 RA，减少 CIA 大

鼠炎症细胞数量。 

除香豆素类化合物外，黄酮类及酚类化合物是

发挥抗炎活性的重要物质基础。香叶木苷作为天然

黄酮糖苷类化合物具有显著的抗炎效果，以 20 

mg/kg ig 于完全弗氏佐剂诱导的关节炎雄性 Wistar

大鼠 2 周，并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检测类风湿因

子（rheumatoid factor，RF），抗瓜氨酸肽抗体（anti-

citrullinated peptide antibodies，ACPA）、TNF-α、IL-

13 和 IL-17 水平，发现香叶木苷可以显著降低 RF、

ACPA、TNF-α、IL-17 及其他促炎因子的水平[38]。

阿魏酸是最常见的抗炎、镇痛类的酚类成分，对关

节炎症状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Zhu 等[39]发现阿魏

酸 25、50 mg/kg 可以显著减轻完全弗氏佐剂诱导的

关节炎大鼠原发性（足水肿体积）和继发性病变，

且可逆转生化参数和炎症标志物的变化，如 C 反应

蛋白和 RF。 

2.1.2  调节免疫细胞  免疫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可

诱发免疫细胞的形成和聚集，导致持续性炎症[30]。

CD4+ T 细胞受细胞因子刺激可以分化为不同的辅

助性 T 细胞（helper T cell，Th），如 Th1、Th2、Th17

及调节性 T 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等，其

中 Th1 分泌促炎因子，引起滑膜炎症进而造成软骨

损伤；而 Th2 能够分泌抗炎因子缓解 RA 炎症反应；

Th17 也可以分泌促炎因子，诱导炎症；Treg 则可以

分泌免疫抑制因子，起到有效的免疫抑制作用来抑

制 RA 的炎症反应 [40-41]。因此调节 Th1/Th2、

Th17/Treg 细胞平衡对改善 RA 造成的关节肿胀及

关节滑膜炎性反应有重要意义。有研究表明补骨脂

素可以调节风湿性关节炎小鼠模型 Th1/Th2 淋巴细

胞平衡，通过 ig 补骨脂素 40 mg/kg 干预可以有效

减少小鼠脾淋巴细胞中 CD4+细胞向 Th1 细胞分化，

调节 Th1/Th2 平衡[42]。 

2.2  抑制滑膜成纤维细胞异常增殖 

滑膜成纤维细胞异常增殖是 RA 的又一病理特

征，其可能导致肿瘤样的增殖和侵袭性的迁移从而

造成关节的破坏、畸形甚至功能丧失[43]。近年来研

究显示，羌活的活性成分具有抑制滑膜成纤维细胞

增生，减少滑膜组织增生和关节破坏的功能。异补

骨脂素（45）是羌活中治疗 RA 的有效活性成分，

可以抑制 RA 成纤维细胞样滑膜细胞（fibroblast-like 

synoviocyte，FLS）的炎症表型并防止 CIA 模型中

RA 样表现的发生和进展，通过抑制 RA 成纤维滑

膜细胞 FLS 的细胞因子产生、迁移、侵袭和促血管

生成能力来改善其炎症表型[20]。欧前胡素是一种天

然存在的呋喃香豆素，不仅能够通过减少滑膜增生

显著降低胶原诱导的关节炎，还能够增强踝关节细

胞的凋亡指数。此外，欧前胡素可以抑制细胞增殖、

诱导 RA-FLS 的细胞凋亡，可能与线粒体/半胱氨

酸天冬氨酸蛋白酶介导的信号通路有关，通过显著

降低 IL-1β 诱导的 RA-FLS 细胞活力，加速细胞凋

亡[19]。此外，研究发现在同一时间下，羌活醇和异

欧前胡素对 CIA-FLS 细胞的增殖抑制能力呈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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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15]。Chen 等[44]通过使用 CCK8 试剂盒、流

式细胞术等测定人RA 成纤维 MH7A 细胞的增殖与

凋亡，发现香叶木素可以呈剂量相关性抑制 TNF-α

诱导的 MH7A 细胞增殖，并且可以使 MH7A 细胞

凋亡率增加。 

2.3  抗骨破坏作用 

RA 是以全身性骨丢失和关节破坏为特征，其

中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平衡在治疗 RA 中具有重要

作用，破骨细胞在骨的生长发育、修复与重组过程

中具有重要作用，其功能亢进会引发骨退行性改变，

如骨质疏松等[45]。在 RA 中，骨组织稳态被打破，

破骨细胞生成大于凋亡会导致 RA 骨重塑异常；同

时，由于滑膜炎等表达的升高，成骨细胞分化与成

熟受阻，使骨吸收功能受到抑制，不能代偿病理性

骨吸收则导致骨破坏的发生[46]。除了破骨细胞与成

骨细胞外，软骨细胞在抑制 RA 的软骨破坏方面也

非常重要。软骨细胞是软骨中唯一存在的细胞，因

此软骨细胞的凋亡可能会造成骨破坏，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47]。 

羌活中香豆素类化合物佛手柑内酯和佛手柑素

（42）对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有研究发现用佛手柑内酯处理大鼠成骨细胞 24、

48、72 h 后结果显示，成骨细胞数量明显增多，骨

钙素及碱性磷酸酶的表达水平均有显著提高[48]；且

Zheng 等[14]发现佛手柑内酯能够显著抑制破骨细胞

细胞生成及在脂多糖刺激条件下的骨吸收。佛手柑

素作为成骨细胞的调节因子，通过激活 Wnt/β-连环

蛋白信号通路，促进了 β-连环蛋白的核易位，显著

促进成骨细胞分化和骨形成[17]。此外，二氢欧山芹

醇（46）通过抑制血清和糖皮质激素诱导的蛋白激

酶 1 表达，可以激活自噬从而减轻脂多糖诱导的软

骨细胞炎症和凋亡[21]。黄酮类化合物对骨细胞的破

坏也存在很好的抵抗作用，香叶木素可改善 IL-1β

诱导的新生大鼠骨关节炎软骨细胞变形及细胞数目

的下降，并且可以使软骨细胞 p65 磷酸化水平升高，

减弱NF-κB p65从细胞质向细胞核的转运，抑制NF-

κB 通路的活化[23]。 

2.4  抗氧化作用 

氧化应激是 RA 发生的重要诱因，也是 RA 产

生的病理结果之一。氧化应激是指通过增加机体的

脂质过氧化反应，继发性引起细胞因子分泌增加，

加重关节炎症反应[49]。有研究表明活性氧自由基

产生的过程与炎症发生程度和关节破坏速度呈正

相关[50]。RA 患者体内的活性氧会增多，使其抗氧

化能力减弱从而加重炎症组织损伤，并且促使 RA

滑膜分泌金属蛋白酶，从而破坏软骨。超氧化物歧

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过氧化氢酶

（catalase，CAT）、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是抗氧化酶，可以清除生物体

内的活性氧，保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损伤。因此，

提高 SOD、CAT、GSH-Px 活性，可降低机体氧化

应激水平来保护机体细胞免受损伤。此外，一氧化

氮是活性氮自由基的一种。在 RA 的发病机制中，

过高的一氧化氮可刺激活性氧诱发脂质过氧化，并

且影响炎症关节软骨损伤[51]。因此控制一氧化氮生

成也有助于缓解炎症反应与氧化应激损伤。 

紫花前胡苷可以抑制脂多糖刺激软骨细胞中依

赖性线粒体裂变的动态蛋白相关蛋白 1 磷酸化和大

量活性氧产生[52]。氧化前胡素（7）在体外清除自由

基实验中表现出有效的抗氧化活性[53]。佛手柑内酯

作为抗氧化剂可以阻止活性氧的积累，也可以抑制

由于异丙肾上腺素（isoprenaline，ISO）诱导的大鼠

自由基生成引起的氧化应激，甚至可以调节 GSH-

Px、CAT、SOD 的水平[54]。此外，在羌活中黄酮类

化合物具有明显的抗氧化作用。香叶木素、香叶木

苷是羌活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其中有研究表明，二

者可呈剂量相关性改善过氧化氢诱导的氧化应激，

恢复细胞抗氧化酶的活性，降低由于过氧化氢诱导

的丙二醛水平，并且通过保护细胞免受过氧化氢的

有害影响及增强细胞抗氧化系统的活性，对诱导氧

化应激的内皮细胞发挥保护作用[22]。在大鼠肾上腺

嗜铬细胞瘤 PC12 细胞中，香叶木素能够增加细胞

活力，降低乳酸脱氢酶释放和活性氧水平，并抑制

氧化应激[55]。 

羌活及其活性成分治疗 RA 机制见图 2。 

3  羌活配伍及其制剂的抗 RA 作用 

中药配伍是临床用药的主要形式，合理配伍可

以起到协同增效、降低毒性的作用。羌活-独活为临

床治疗痹症的常见药对，研究表明 2 药相须相助增

强药力，配伍疗效显著高于其单独应用，并且药对

配伍可在一定程度上显著性的减轻关节炎大鼠的足

趾肿胀，提高机械压力刺激的痛阈值[56]。此外，中

药复方配伍是中医施治的主要方式，以复方中的君

药为主要物质基础发挥主要功效，而臣佐使药协助

与调和以达到最佳功效与治疗目的[57]。孙洪兵等[58]

发现羌活祛湿常与防风、川芎、当归等药物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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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羌活及其活性成分治疗 RA 机制 

Fig. 2  Mechanism of Notopterygii Rhizoma et Radix and its active components in treatment of RA 

羌活常作为君药，有辛苦温燥、祛风胜湿之效；防

风为臣，可解表祛风、发汗止痛；川芎为佐，可用

以活血止痛；当归为使，有缓解恐汗之太过而伤及

营血之效。 

临床上，羌活常以复方制剂或通过配伍组成方

剂的形式去抗 RA，如羌活地黄汤、羌活秦艽方和羌

活胜湿汤等，在治疗 RA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

药理研究表明，羌活地黄汤治疗佐剂性 RA 大鼠的

效果显著，可有效改善 Th17/Treg 失衡状态，及血

清 MMP 水平和滑膜组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NF-

κB 受体激活因子配体（receptor activator of NF-κB 

ligand，RANKL）mRNA 的表达[59]。羌活秦艽方对

风寒湿痹型 RA 患者临床疗效较佳，可降低炎症因

子、MMP2 和 MMP9 等水平，减轻患者炎症反应[60]。

李文龙等[61]通过关联网络认为羌活胜湿汤可能通

过炎症、血管生成、滑膜增生及免疫因子等相关信

号通路作用于 RA 急性期。此外，RA 辨证分型的认

识和论治是中医的特色，在《中华医典》中，羌活作

为治疗 RA 药物，被历代医家使用频率较高，其与甘

草、白芍、防风、当归、桂枝、麻黄、黄芩、没药、

乳香组成的基础方可以从肝论治，治疗 RA[62]，其次

含羌活的制剂也可以治疗 RA 风湿瘀阻、瘀血阻络、

肝肾不足、湿热闭阻证等，见表 2。 

4  结语与展望 

RA 作为一种长期性、顽固性、致残性的自身免

疫性疾病，临床治疗虽有多种化学药可用，但长期

使用会产生胃肠道、肝肾损伤等不良反应。羌活具

有散表寒、祛风湿、止痛、利关节等功效，是治疗

RA 的常用药。通过现代药理研究发现，羌活中的香

豆素类化合物紫花前胡苷、佛手柑内酯、异欧前胡

素、羌活醇、佛手酚、补骨脂素等具有抗炎作用，

其中羌活醇、异欧前胡素及异补骨脂素可以抑制滑

膜成纤维细胞异常增殖能力。另外佛手柑内酯、佛

手柑素和二氢欧山芹醇在骨细胞中具有明显的调节

作用。紫花前胡苷、氧化前胡素及佛手柑内酯也可

以作为抗氧化剂阻止活性氧的积累，可能达到治疗

RA 效果。黄酮类化合物香叶木素、香叶木苷在抗

炎、抗骨破坏、抗氧化方面也具有明显作用；而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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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含羌活抗 RA 制剂 

Table 2  Preparations containing Notopterygii Rhizoma et Radix in treatment of RA 

含羌活制剂 组成 功效主治 

复方制剂 九味羌活丸 羌活、防风、苍术、细辛、川芎等 疏风解表、散寒除湿 

川芎茶调丸（片、颗粒） 川芎、白芷、羌活、细辛、防风等 疏风止痛 

天和追风膏 生草乌、麻黄、细辛、羌活、乌药等 风寒湿闭阻、瘀血阻络所致的痹病 

天麻丸 天麻、羌活、独活、盐杜仲、牛膝等 风湿瘀阻、肝肾不足所致的痹病 

天麻祛风补片 地黄、当归、羌活、独活、附片等 肝肾亏损、风湿入络所致的痹病 

无烟灸条 羌活、细辛、白芷、甘松、木香等 风寒湿痹、肌肉酸麻 

玉真散 生白附子、防风、生天南星、白芷、羌活等 熄风、镇痉、解痛 

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 丁公藤、桂枝、麻黄、羌活、当归等 风寒湿痹、手足麻木、腰腿酸痛 

当归拈痛丸 当归、粉葛、党参、炒苍术、羌活等 湿热闭阻所致的痹病 

国公酒 当归、羌活、牛膝、防风、独活等 风寒湿邪闭阻所致的痹病 

狗皮膏 生川乌、生草乌、羌活、独活、青风藤等 风寒湿邪、气血瘀滞所致的痹病 

治伤胶囊 生关白附、防风、羌活、虎掌南星、白芷 祛风散结、消肿止痛 

追风透骨丸 制川乌、白芷、制草乌、香附（制）、羌活等 风寒湿痹、肢节疼痛 

通天口服液 川芎、赤芍、天麻、羌活、白芷等 活血化瘀、祛风止痛 

舒筋活络酒 木瓜、桑寄生、玉竹、续断、羌活等 风湿阻络、血脉瘀阻兼有阴虚所致的痹病 

舒筋丸 马钱子粉、麻黄、独活、羌活、桂枝等 风寒湿痹、四肢麻木、筋骨疼痛 

疏风定痛丸 马钱子粉、麻黄、乳香、没药、羌活等 风寒湿闭阻、瘀血阻络所致的痹病 

方剂 九味羌活汤 羌活、防风、苍术、细辛、川芎等 发汗祛湿、风寒夹湿型的痹病 

大羌活汤 羌活、独活、防风、细辛、防己等 发散风寒、祛湿清热 

败毒散 柴胡、前胡、川芎、枳壳、羌活等 散寒祛湿、益气解表 

人参败毒散 人参、羌活、独活、柴胡、茯苓等 益气解表、散风祛湿 

升阳益胃汤 黄芪、半夏、人参、炙甘草、羌活等 益气升阳、清热除湿 

身痛逐瘀汤 羌活、独活、秦艽、桃仁、地龙等 活血祛瘀、祛风除湿、痰瘀互结型的痹病 

五痹汤 姜黄、羌活、白术、防己、甘草 风寒湿邪、痹滞不仁 

川芎茶调散 川芎、荆芥、细辛、防风、羌活等 疏风止痛 

大秦艽汤 秦艽、川芎、当归、白芍、羌活等 湿热痹阻型类风湿性 

正容汤 羌活、白附子、防风、秦艽、胆星等 祛风化痰、舒筋活络 

抑阳酒连散 地黄、独活、黄柏、防风、羌活等 祛风除湿、滋阴清热 

大活络丹 金钱白花蛇、乌梢蛇、威灵仙、天麻、羌活等 风湿痹痛、关节肿胀 

当归拈痛汤 羌活、防风、升麻、葛根、白术等 疏风止痛、湿热痹阻型的痹病 

薏苡仁汤 薏苡仁、当归、川芎、生姜、羌活等 祛风散寒、风寒湿痹型的痹病 

羌活胜湿汤 羌活、独活、藁本、防风、甘草等 祛风除湿、风寒湿阻型的痹病 

蠲痹汤 羌活、防风、姜黄、当归、黄芪等 蠲痹止痛、风寒湿阻型的痹病 

除湿蠲痛汤 苍术、羌活、茯苓、泽泻、白术等 风湿痛痹 

姜黄散 姜黄、甘草、羌活、白术 祛湿通络、宣痹止痛 

羌活地黄汤 羌活、生地黄、黄芩、制川乌、姜黄等 风湿痹痛 

 

类化合物阿魏酸主要作用在抗炎及抗氧化方面。 

羌活通过多成分、多途径整体调节来达到治疗

RA 的目的，与目前应用于临床抗 RA 药相比，具有

不良反应少、不容易形成药物耐受及无成瘾性等优

势。但由于羌活的临床应用多以复方制剂、方剂等

形式呈现，并且羌活本身的化学成分复杂多样，在

用药过程中是否存在多种化学成分相互协同发挥治

疗 RA 作用仍不明确。因此在后续的实验中需要充

分利用系统生物学、谱效关系研究、多组学联用技

术、多靶点高通量筛选等明确羌活的活性成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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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研究其抗 RA 的药效物质基础与作用机制，为

深入研究和丰富羌活的临床应用基础提供依据，对

促进羌活资源的开发利用、抗 RA 新药的研发以及

临床用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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