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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论· 

“适应原-补益”样作用: 应变稳态超负荷调节中的新概念  

王格 1，宫  贺 1，傅必如 1，郭碧钰 1，刘昌孝 1, 2*，何  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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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正常人体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当机体受到内外界因素干扰时，稳态失衡，阴阳失调，人体系统紊乱，则可

能导致一系列疾病的产生。在应变稳态的过程中，适应原类植物可帮助机体在应激状态下保持在最佳的平衡状态。现代研究

阐明其能够多途径、多靶点作用于机体的神经-免疫-内分泌轴等，并与神经、内分泌、消化、代谢、心血管等系统关联密切。

补益药中药多具有适应原样作用，有调节神经-内分泌、增强免疫、促进能量代谢、增强适应性等功能，在此基础上笔者首

次提出“适应原-补益”样作用，深入归纳研究此类药物的有效成分及其作用机制，并根据中医药原理分析不同适应原样中

药的适用范围，同时用适应原样调节作用分析研究中医药，为进一步研究、开发和利用适应原样中药提供参考，有利于取得

理论突破与提高疗效，促进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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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rmal human body remains in a relatively stable state. When the body is disturbed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steady-state imbalance, yin-yang imbalance and human system disorder may lead to a series of diseases. In the process of strain 

homeostasis, adaptogens help the body to maintain an optimal state of balance under stress. Modern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t can act 

on the neuro-immune-endocrine axis of the body in multiple ways and targets,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ervous system, internal 

secretion, digestion, metabolism, cardiovascular system and other systems. Most of the tonics have the function of adapting to the 

original, regulating the neuroendocrine, enhancing the prevention of disease, promoting energy metabolism, enhancing the adaptability 

and so on.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proposed the “adaptogens-tonics” effect for the first time, thoroughly summarized and studied the 

active ingredients and mechanism of such drugs, and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different adapted origin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TCM)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TCM. At the same time, the analysis of the adjustment effect of adaptogenic samples of 

TCM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adaptogenic TCM, which is conducive to making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and improving curative effect,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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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健康状态离不开稳态与平衡，稳态平衡如

同生物圈，大小平衡共存，均具有适应性。在特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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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调节平衡受适应条件变化的影响，如果变化巨

大且超出平衡调节范围则会出现严重失衡状态[1]。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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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稳态被打破，机体受到内部和（或）外部应激时，

可引起代谢异常和器官功能紊乱，从而导致疾病，有

关数据显示，75%～90%的人类疾病与应激有关，其

中多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疾病相关[2]，需要

通过应变稳态即调节自主神经系统、下丘脑-垂体-

肾上腺素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HPA）及心血管、代谢和免疫系统保护机体，在环

境和生命状态发生变化时保持系统的平衡[3]。适应

原类植物帮助机体在应变稳态下达到平衡状态，能

增强机体对不利环境因素（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

的抵抗（适应）能力，从而使生命活动维持在正常

状态。在已明确的适应原类植物中，多数为补益药：

如人参、红景天、刺五加、黄芪、绞股蓝、西洋参、

冬虫夏草、鹿茸、何首乌、枸杞子等。这些药物的

共同特点是对机体的生理功能无不良影响，且能增

强其对各种有害刺激的抵抗力[4-6]。在此基础上，笔

者首次提出“适应原-补益”样作用的新概念，深入

归纳研究此类药物的有效成分及其在系统医学中的

运用，明晰其作用机制，分析适应原类植物的适用

范围，用适应原样调节作用来研究中医药，争取理

论突破与提高疗效，为促进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

化提供新视角。 

1  关于“应变稳态”理论 

应变稳态（allostasis）是基于稳态（homeostasis）

的新兴生态学概念，由 Sterling 和 Eyer 提出，即指

机体通过动态变化保持其内环境的稳态，这是一个

复杂的调节过程，涉及到相关应变稳态调节介质（如

激素、免疫因子、神经反应等）[3,7-9]。李伟等[3,10]探

讨了关于“allostasis”的相关理论，阐述其概念及在

慢性应激效应中的运用，将 allostasis 译为“稳态应

变”。而李东明等[7]就“allostasis”的构词表达，强

调其“变中求稳”，稳定是目的、变化是手段，变化

最终趋于稳定，侧重于稳定的状态，将“allostasis”

译为“应变稳态”。故本文采用“应变稳态”，与主

题更为贴切。 

当应变稳态状态持续时间长，机体失平衡状态

无法恢复可称为应变稳态超负荷，具有 2 种特点：

（1）应变稳态超负荷类型 I 是机体避免对外界刺激

产生有效的行为和生理反应适应性的机制（避免持

续的应激状态导致的不良影响）。如紧急情况下，自

由生活的动物所表现出的逃跑、躲避敌害等行为都

属于这种类型。（2）应变稳态超负荷类型 II 的特点

是具有长期升高的糖皮质激素水平、降低的免疫功

能和较高的易患病风险。如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竞争

条件下表现出内分泌和代谢紊乱、焦虑、免疫力低

下等病理特征[11]。介导应变稳态的系统包括 HPA

轴、自主神经系统、代谢系统和免疫系统，这些系

统的频繁、长期或不充分的参与可能导致组织和器

官系统的磨损和撕裂，了解应变稳态系统的失调和

应激相关疾病发展间的联系是当前应激研究工作的

关键目标之一[12]。 

2  “适应原-补益”样作用的提出依据 

2.1  关于“适应原”概念及其特点 

适应原（adaptogen）一词最早由前苏联科学家

N. Lazarev 提出，其来源于植物，在应激条件下可

以增加生物体的非特异性抵抗力，从而增加耐力。

适应原被广泛用于替代和补充医学及生药学、植物

医学和植物疗法研究，并且在建立和维持适应性稳

态方面有积极作用[13]。被列为适应原类药物的一

般多具有以下特点：（1）对人体正常功能无不良反

应；（2）具有非特异性，能够抵抗广谱的，如物理

性、化学性和生物性质等有害压力源；（3）有趋于

平衡的作用，能够抵消或对抗阻力所构成的机体紊

乱；（4）能够降低应激造成的危害，包含职业应激、

社会应激、情绪障碍等；（5）能够对机体产生良好

的兴奋作用，与传统兴奋剂不同，兴奋剂在恢复状

态后的一定时间内，作用逐渐消退或产生负面的影

响，而适应原则是无害的，并且在一定时间后即使

作用也有所减退，但仍能保持平衡；（6）新型的代

谢调节剂，可以增加生物体的环境适应与避免损伤

能力[3,14-16]。适应原具有保持或恢复稳态及应变稳

态的能力，影响 HPA 轴，同时可促进合成代谢，

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等系统应激反应和激素表达，

从而产生积极地应激响应与恢复效能，可以增强各

大系统的功能，提高能量代谢，使人体更好地利用

生命物[17]。 

2.2  具有适应原样作用的植物 

常见的适应原植物有人参、刺五加、红景天、

五味子、西洋参、绞股蓝、冬虫夏草、鹿草等，常

用于多个传统医疗系统中，用于减少慢性压力对健

康的负面影响[18-20]。2018 年第 14 版俄罗斯药典将

原有的“补益（tonic）”类药用植物均增加了“适应

原（adaptogen）”功能，其功效由“tonic”调整为“tonic 

and adaptogen”。目前该版药典收录的具有适应原作

用的药用植物有人参、五味子、刺五加、红景天、

楤木、鹿草、草木樨、黑涩楠共 8 个[13,21]。美国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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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草医（D.R.Yance）/Yance 医生专著中收载的品种

有人参、西洋参、楤木、红景天、甘草、刺五加、

何首乌、淫羊藿、鹿茸、冬虫夏草、总状天门冬、

五味子、玛卡。 

目前暂无文献对具有适应原样作用的植物种类

进行较为全面地归纳汇总，本文通过文献检索，在

PubMed 、 Sci-hub 、 Google 等 网 站 中 依 次 以

“adaptogen”“phytoadaptogens”“herbal adaptogens”

为关键词，共检索到文献 1 099 篇，年限为 1967—

2023 年；在中国知网中以“适应原”为关键词，共

检索到文献 80 篇，年限为 1981—2023 年。分析文

献后累计得到 42 种被描述为具有适应原样作用的

植物，分别是人参、红景天、刺五加、黄芪、绞股

蓝、西洋参、光果甘草、冬虫夏草、淫羊藿、鹿茸、

何首乌、白芍、五味子、灵芝、穿心莲、三七、西

红花、钩藤、南非睡茄、紫花风铃木、刺黄果、余

甘子、心叶青牛胆、露兜树、鹿草、巴西人参、秘

鲁人参、积雪草、缬草、茶树、长刺天门冬、贯叶

连翘、假马齿苋、石榴、当归、蒺藜、总状升麻、

黄连、黄芩、芦荟、枸杞子、银杏叶。 

2.3  “适应原-补益”的同源效应 

根据“2.2”项，可以得出共有 26 种适应原类

药用植物在中药学教材中有归类，可归为补益药、

收涩药、安神药、清热药、止血药、活血化瘀药、

平肝息风药、清热药、泻下药、化痰止咳平喘药 10

类，其中补益药为 14 味，占 54%，可见其关联度较

高，见表 1。 

适应原类药用植物被称为药用植物中的精英，

而在中医理论中补益药也被认为是上品。二者虽概

念略有不同，但在理念上存有共同之处，主要体现

在：（1）临床应用及功效相似，二者均可调节人体

免疫系统如提高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改善神经系统

紊乱、调节脂质代谢、改善内分泌功能减退、对抗

应激，恢复人体机能使其达到健康的稳态效果；（2）

基原植物种类相似，大多数补益类中药是公认的适

应原类植物药；（3）作用功能轴相似，对 HPA 轴、

下丘脑-垂体-性腺轴、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的功能

有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13,22-24]。在此基础上，本文

首次提出“适应原-补益”样作用的新概念，用于表

述二者的关系。 

表 1  具有适应原样作用的中药 

Table 1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TCM) with effect of adaptation 

学名 分类 药用部位 性味 归经 功效 主要化学成分（含测成分） 

人参 补益药 补气药 干燥根和根茎 甘，微苦，微温 脾、肺、心、肾 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等 三萜皂苷类、多糖、挥发油等（人

参皂苷 Rg1、Re） 

红景天 干燥根和根茎 甘，苦，平 肺、脾、心 益气活血、通脉平喘 红景天苷、红景天苷元、黄酮

类等（红景天苷） 

刺五加 干燥根和根茎或茎 甘，微苦，温 脾、肺、肾、心 益气健脾、补肾安神 刺五加多糖类、苷类、黄酮类

等（紫丁香苷） 

黄芪 干燥根 甘，微温 脾、肺 补气升阳、益卫固表等 三萜皂苷类、黄酮类、多糖等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 

绞股蓝 干燥地上部分 甘，苦，寒 脾、肺 益气健脾、化痰止咳等 皂苷类、多糖类、黄酮类等

（—） 

西洋参 干燥根 甘，微苦，凉 心、肺、肾 补气养阴、清热生津 三萜皂苷类、多糖、黄酮类等

（人参皂苷 Rg1等） 

甘草 干燥根和根茎 甘，平 心、肺、脾、胃 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等 三萜类、黄酮类、生物碱等（甘

草皂苷、甘草酸） 

冬虫夏草 补阳药 寄生在蝙蝠蛾科昆虫幼

虫上的子座和幼虫尸

体的干燥复合体 

甘，平 肺、肾 补肾益肺、止血化痰 核苷类、甾醇类、蛋白质等

（腺苷） 

淫羊藿 干燥叶 辛，甘，温 肝、肾 补肾壮阳、强筋骨等 黄酮类、多糖等（淫羊藿苷） 

鹿茸 雄鹿头上未骨化密生

茸毛的幼角 

甘，咸，温 肾、肝 补肾壮阳、益精血等 氨基酸、微量元素、多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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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学名 分类 药用部位 性味 归经 功效 主要化学成分（含测成分） 

何首乌  补血药 干燥块根 苦，甘，涩等 肝、心、肾 制何首乌：补肝肾、

益精等；生何首

乌：解毒等 

蒽醌类、二苯乙烯苷类化合

物等（—） 

白芍 干燥根 苦，酸，微寒 肝、脾 养血调经、敛阴止

汗等  

单萜类、甾醇类、酚类等（芍

药苷） 

当归 干燥根 甘，辛，温 肝、心、脾 补血活血、调经止

痛等  

挥发油、有机酸类、多糖等

（挥发油、阿魏酸） 

枸杞子 补阴药 干燥成熟果实 甘，平 肝、肾 滋补肝肾、益精明目 枸杞子多糖、生物碱类（枸杞

多糖-葡萄糖、甜菜碱） 

五味子 收涩药 敛肺涩肠药 干燥成熟果实 酸，甘，温 肺、心、肾 收敛固涩、益气生

津等  

木脂素类、挥发油、多糖等

（五味子醇甲） 

石榴皮 干燥果皮 酸、涩，温 大肠 涩肠止泻、止血等 鞣质、石榴皮碱、没食子酸等

（鞣花酸） 

灵芝 安神药 养心安神药 干燥子实体 甘，平 肺、肝、肾 补气安神、止咳平喘 多糖、三萜类、生物碱类等

（灵芝多糖-无水葡萄等） 

穿心莲 清热药 清热解毒药 干燥地上部分 苦，寒 心、肺等 清热解毒、凉血等 内酯类成分、黄酮类、甾醇等

（穿心莲内酯等） 

三七 止血药 化瘀止血药 干燥根和根茎 甘，微苦，温 肝、胃 散瘀止血、消肿定痛 四环三萜类、三七素、多糖等

（人参皂苷 Rg1 等） 

西红花 活血化瘀药 活血调经药 干燥柱头 甘，微寒 心、肝 活血化瘀、凉血解

毒等  

萜类、黄酮类、多糖等（苦番

红花素等） 

钩藤 平肝息风药 息风止痉药 干燥带钩茎枝 甘，凉 肝、心包 息风定惊、清热平肝 吲哚类生物碱、三萜类、黄酮

类（—） 

刺蒺藜  平抑肝阳药 干燥成熟果实 辛，苦，微温；

有小毒 

肝 平肝解郁、活血祛

风等 

甾体皂苷类、黄酮类、挥发油

等（—） 

黄芩 清热药 清热燥湿药 干燥根 苦，寒 肺、胆、脾、

大肠、小肠 

清热燥湿、泻火解

毒等 

黄酮类、挥发油、β-谷甾醇等

（黄芩苷） 

黄连   干燥根茎 苦，寒 心、脾、胃、

肝、胆、大肠 

清热燥湿、泻火解毒 异喹啉类生物碱、黄柏酮、黄

柏内酯等（—） 

芦荟 泻下药 攻下药 叶的汁液浓缩干燥物 苦，寒 肝、胃、大肠 泻下通便、清肝泻

火等 

蒽醌类、多糖、脂肪酸类等

（芦荟苷） 

银杏叶 化痰止咳平

喘药 

止咳平喘药 干燥叶 甘，苦，涩，平 心、肺 活血化瘀、通络止

痛等 

黄酮类、有机酸、多糖等（总

黄酮醇苷、萜类内酯-银杏

内酯 A～C 和白果内酯） 

表格内容根据《中药学》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第十版）、《中国药典》2020 年版整理。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is according to the textbook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Medicine planning textbook (10th edition), Chinese Pharmacopoeia of 2020 edition. 

3  “适应原-补益”样作用在应变系统稳态中的意义 

“适应原-补益”类中药能够在应变稳态状态下

多途径、多靶点作用于机体各大系统，在神经-内分

泌系统、免疫系统、物质代谢、消化系统、心血管

系统发挥“适应原-补益”样作用，具体关系见图 1。 

3.1  神经-内分泌系统 

应激是一个以神经内分泌反应为基础，涉及整

体，器官和细胞等多个层面的全身性反应，包括躯 



 中草药 2024 年 8 月 第 55 卷 第 16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4 August Vol. 55 No. 16 ·5375· 

   

 

图 1  “适应原-补益”样作用效应关系图 

Fig. 1  Relationship of “adaptogens-tonics” effect 

体反应和心理行为反应，与应激相关的神经结构和

应激时机体的神经内分泌反应见图 2。当机体感受

器官受到应激原的刺激时，这些部位可出现活跃的

神经活动，并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神经内分泌反

应是代谢和多种器官功能在应激时的变化基础。其

中，最重要的神经内分泌反应是激活蓝斑-交感-肾

上腺髓质系统和 HPA 轴系统。强烈和持续的交感-

肾上腺髓质系统兴奋也可产生明显的损害作用，如

儿茶酚胺可使血小板数目增加和黏附聚集性增强，

导致血液黏滞度升高，促进血栓形成等。在 HPA 轴 
 

 

CR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ACT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CRH-cortic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ACTH-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图 2  应激时机体的神经内分泌反应 

Fig. 2  Neuroendocrine response of body during stress 

系统中糖皮质激素在机体抵抗有害刺激的应激反应

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其分泌增加也会对机体产

生一系列不利影响，如抑制免疫系统，导致机体免

疫力下降，容易并发感染等[2]。大量研究表明，“适

应原-补益”类中药对该系统有调节作用。 

通过对 14 味“适应原-补益”类中药进行检索，

以“人参”“神经、内分泌”为主题，设置时间点为

2019—2024 年，设置文献来源类别为北大核心、

CSSCI、CSCD、AMI 进行高级检索，14 味药依次

检索累计文献 453 篇，选取主题相关度较高的 173

篇进行精读，最后对 96 篇最贴切主题的进行汇总

分析，可得出“适应原-补益”类中药人参、红景天、

黄芪、甘草、枸杞子、白芍、绞股蓝、淫羊藿、刺

五加、西洋参、鹿茸对神经内分泌系统具有显著的

调节作用，并主要聚焦在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病变，

如胶质细胞瘤、胶质细胞炎症；退行性的神经系统

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脑部损伤，如脑缺血低

灌注；脊神经病变，如脊神经损伤；精神障碍疾病，

如抑郁症等，“适应原-补益”类中药在神经-内分泌

系统疾病中的运用见表 2。（1）原发性中枢神经系

统病变：人参水煎液可在小鼠海马神经元损伤并出

现行为学异常时发挥抗应激作用[25]；淫羊藿苷可抑

制 NOD 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 3（NOD like receptor 

family pyrin domain containing 3，NLRP3）炎症小体

相关蛋白表达从而减轻细菌脂多糖和 γ 干扰素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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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适应原-补益”类中药在神经-内分泌系统疾病中的运用 

Table 2  Application of “adaptogen-tonic” TCM in neuroendocrine system diseases 

“ 适 应 原 - 补

益”类中药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病变（如

胶质细胞瘤、胶质细胞炎症） 

退行性神经系统疾病（如阿

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 

脑血管疾病（如脑

缺血低灌注） 

脊神经病变（如脊

髓神经损伤） 

情绪障碍性病变

（如焦虑、抑郁） 

人参 √ √ √ √ √ 

红景天 ▲ √ √ √ √ 

刺五加 ⚪ ▲ √ √ √ 

黄芪 √ √ √ ⚪ √ 

绞股蓝 — ⚪ √ ▲ √ 

西洋参 √ √ √ ▲ ⚪ 

甘草 ⚪ √ √ √ √ 

冬虫夏草 — ▲ ⚪ — ⚪ 

淫羊藿 √ √ √ ▲ √ 

鹿茸 ⚪ ⚪ ⚪ ⚪ ▲ 

何首乌 ⚪ ⚪ ⚪ — ⚪ 

白芍 √ √ √ — √ 

当归 √ ⚪ √ ▲ √ 

枸杞子 √ — √ — ⚪ 

⚪-数据来源 2009—2018 年的学术期刊检索；√-数据来源 2019—2023 年的学术核心期刊检索；▲-学位论文；—-暂无匹配文献。 

⚪-The data were retrieved from academic journals from 2009 to 2018; √-The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academic core journal searches from 2019 to 2023; 

▲-dissertation; —-There is no matching literature. 

诱导的小鼠 BV2 小胶质细胞拟神经炎症反应[26]。

（2）退行性神经系统疾病：人参皂苷 Rg1 可通过抗

凋亡和抗氧化保护神经元免受损伤，显著改善氧化

应激状态，减轻炎症反应，抑制神经元凋亡和改善

认知功能[27-28]；淫羊藿多糖具有改善小鼠学习记忆

障碍的作用，其机制与调节胆碱能神经递质活性、

抗氧化应激、降低炎症反应及抑制凋亡有关[29]；黄

芪甲苷通过抑制全脑组织中神经突生长抑制因子 A

等复合物的表达，减轻神经元损伤，从而改善认知

功能和缓解学习障碍[30]。（3）脑血管疾病：人参皂

苷 Rg1 对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损伤（ 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CIRI）模型大鼠具有一

定的预防作用，可改善血脑屏障（blood brain barrier，

BBB）通透性，减轻 BBB 的超微结构破坏，其机制

可能与下调蛋白表达，抑制炎症因子释放有关[31-32]；

刺五加提取物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同样具有

保护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提高脑组织抗氧化能

力，抑制炎症因子过表达，及抑制组织细胞凋亡有

关[33]；当归多糖有助于大鼠神经功能恢复[34]；枸杞

糖肽可减轻 CIRI，其机制可能与抑制铁死亡的发生

有关[35]；红景天苷减轻缺血后内皮细胞完整性的破

坏，起到脑保护的作用[36]；淫羊藿苷对脑缺血再灌

注大鼠恢复早期具有明显的神经保护作用[37]。（4）

脊神经病变：人参皂苷 Rb1 10 mg/kg 可降低再生组

织环境中炎症因子表达水平，增加营养因子的表达

水平，促进施万细胞激活，从而促进小鼠坐骨神经

损伤后的神经再生[38]；淫羊藿苷可减轻坐骨神经慢

性压迫损伤大鼠痛觉过敏和情绪障碍，其机制可能

与抑制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信号通路有关[39]。（5）精神

障碍性病变：人参皂苷 Rg1 对大鼠抑郁症状有明显

的改善作用，并能减轻海马和前额叶皮质损伤，其机

制可能与调节脑内谷氨酸含量，并抑制其受体表达

有关[40]；芍药苷作为白芍的有效成分，对慢性束缚应

激模型大鼠和皮质酮致大鼠肾上腺嗜铬细胞瘤细胞

损伤模型均具有良好抗应激作用，其机制与一氧化

氮/环磷酸鸟苷（cyclic guanosinc monophosphate，

cGMP）信号通路相关[41]；红景天提取物可阻断慢性

束缚应激所致大鼠焦虑样行为，作用机制可能与降

低海马谷氨酸系统过度兴奋等相关[42]。 

由表中信息可分析得到，“适应原-补益”类中

药人参、红景天、刺五加、黄芪、西洋参、甘草、淫

羊藿、白芍、当归 9 味药于 2019—2023 年在神经-内

分泌系统疾病的研究热度较高，其中有关“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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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领域的研究较为突出。“适应原-补益”类中药

绞股蓝、冬虫夏草、鹿茸、何首乌、枸杞子在 2009—

2018 年的学术期刊检索中具有一定的研究热度，但

在 2019—2023 年的学术核心期刊中的发文量逐渐

减少，故可推测其研究热度呈现下降趋势。通过分

析“适应原-补益”类中药相关发表文献的时间分布

特征，可以直观地了解其研究的发展速度和趋势，

更精准地把握“适应原-补益”类中药在神经-内分泌

系统疾病中地运用，有利于拓展研究的深度和范围，

提升该领域的研究水平。 

3.2  免疫系统 

人体免疫系统是覆盖全身的防卫网络，固有免

疫是生物在长期进化中逐渐形成的，是机体抵御病

原体入侵的第 1 道防线，同时能够提供适应性免疫

应答所需的活化信号，免疫功能是机体识别和清除

外来入侵抗原及体内突变或衰老细胞并维持机体内

环境稳定的功能总称[43]。 

慢性应激可引起免疫功能低下，对感染性疾病

的抵抗力下降，并可促进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应激

时免疫功能低下主要与神经内分泌的变化有关，如

过度释放的糖皮质激素和儿茶酚胺对免疫系统具有

抑制作用。应激激素通过分布在巨噬细胞和 T、B 淋

巴细胞的激素受体的介导，影响免疫功能[2]。适应

原样中药对免疫系统有显著调节作用。 

通过对 14 味“适应原-补益”类中药进行检索，

如以“人参”“免疫”为主题，设置时间点为 2019—

2023 年，设置文献来源类别为北大核心、CSSCI、

CSCD、AMI 进行高级检索，14 味药依次检索累计

文献量约 452 篇，选取主题相关度较高的 114 篇进

行精读，最后对 21 篇最贴切主题的文献进行汇总

分析，可得出“适应原-补益”类中药人参、红景天、

黄芪、甘草、枸杞子、白芍、绞股蓝、淫羊藿、刺

五加对免疫系统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并主要聚焦

在肺、脾、肝、胃肠道、肾几大器官上。 

“适应原-补益”类中药对免疫系统的调节作用

如下。（1）在脾脏方面：人参皂苷 Rg3 对环磷酰胺

致免疫功能低下小鼠的免疫调节作用[44]；红景天苷

可显著改善脓毒症小鼠脾脏免疫功能[45]；黄芪甲苷

可以减轻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小鼠的症状，

其机制与调节脾脏免疫细胞亚群进而抑制炎症细胞

向中枢浸润、减少髓鞘脱失有关[46]；枸杞发酵液能

够提高脾细胞的增殖能力和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能

力，具有较好增强免疫功能[47]。（2）在肠道方面：

红景天苷可修护大鼠肠屏障并改善肠黏膜免疫状

态[48]；白芍总苷调节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大鼠肠道

菌群组成及多样性，改善肠黏膜屏障损伤[49]；绞股

蓝水提液能够提高环磷酰胺诱导免疫力低下小鼠的

免疫力，其机制可能与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密切相

关[50]。（3）在肺脏方面：人参皂苷 RB2 通过抑制核

因子-κB（nuclear factor -κB，NF-κB）的激活，进

而调节脂多糖诱导的新生小鼠急性肺损伤的免疫

反应[51]；红景天苷抑制肿瘤生长，可激活细胞外信

号调节激酶信号通路[52]；黄芪黄酮组分通过调节机

体免疫功能抑制小鼠肿瘤生长[53]；淫羊藿次苷 II 可

减弱细胞免疫抑制活性，改善机体炎性微环境，阻

碍血管生长，从而发挥显著抗肺癌作用[54]。（4）在

肾脏方面：红景天苷可以抑制肾癌细胞增殖和运

动[55]；白芍总苷可能通过激活自噬活性对糖尿病大

鼠肾损害发挥保护作用[56]。（5）在胃腑方面：红景

天苷可调控抑癌因子 miRNA-1343-3p、丝裂原激活

激酶激酶激酶 6、基质金属蛋白酶 24 等信号分子从

而抑制胃癌细胞增殖和侵袭[57]；绞股蓝多糖对小鼠

胃癌细胞的生长具有抑制作用，该作用与免疫调节

相关[58]。（6）在肝脏方面：刺五加多糖可降低炎性因

子和黏附因子的活性、减少炎性因子的分泌和表达，

对免疫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59]；甘草水提物能

减轻雷公藤甲素所致大鼠急性肝损伤，其机制可能

与下调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

α）的表达、上调抗炎因子白细胞介素-10（interleukin-

10，IL-10）的表达有关[60]。“适应原-补益”类中药对

免疫系统的影响见图 3。 

3.3  物质代谢 

应激时机体表现出分解代谢加强、高代谢率、

高血糖、脂肪动员增强、负氮平衡等。急性应激时，

代谢率升高，糖、蛋白质和脂肪的分解代谢增强，

合成代谢降低，可出现应激性高血糖，血中游离脂

肪酸和酮体增多及负氮平衡见图 4[2]。适应原样中药

对机体的代谢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通过对 14 味“适应原-补益”类中药进行检索，

如以“人参”“物质代谢”或“代谢”为主题，设置

时间点为 2019—2023 年，设置文献来源类别为北大

核心、CSSCI、CSCD、AMI 进行高级检索，14 味

药依次检索累计文献 426 篇，选取主题相关度较高

的 65 篇进行精读，最后对 19 篇最贴切主题的进行

汇总分析，可得出“适应原-补益”类中药人参、红

景天、黄芪、甘草、枸杞子、白芍、绞股蓝、淫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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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上调/增强/促进；“↓”代表下调/减弱/抑制。 

“↑” means increase/enhance/promote; “↓” means reduce/weaken/inhibit. 

图 3  “适应原-补益”类中药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adaptogen-tonic” TCM on immune system 

 

图 4  “适应原-补益”类中药对物质代谢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adaptogen-tonic” TCM on substance meta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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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刺五加、冬虫夏草、当归、何首乌、鹿茸对物

质代谢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并主要聚焦在菌群代

谢、糖脂代谢、能量代谢、骨代谢几大方面，具体

见表 3。 

表 3  “适应原-补益”类中药在物质代谢方面的应用 

Table 3  Application of “adaptogen-tonic” TCM in substance metabolism 

聚焦点 名称 研究主题 成分 机制/结果 文献 

糖脂代谢 人参 NAFLD 人参总皂苷 显著降低 NAFLD 大鼠血清总胆固醇、三酰甘油、游离脂肪酸等指标的水

平，改善胰岛素抵抗，改善肝功能 

61 

红景天 糖尿病大鼠肝脏糖脂

代谢 

红景天苷 改善糖尿病大鼠糖脂水平、胰岛素抵抗，可能是通过上调肝脏蛋白激酶样

内质网激酶、Nrf2、HO-1 蛋白表达，抑制氧化应激实现 

62 

刺五加 NAFLD 刺五加总皂苷 改善 NAFLD 大鼠的症状，修复肝组织损伤，改善肝功能，调节脂质代谢

紊乱，抑制炎症反应，可能与调控 TLR4 和 p-NF-κB p65 等蛋白有关 

63 

黄芪 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

早期血脂变化 

黄芪甲苷 调节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早期大鼠的血脂及炎症状态，机制与调控 NLRP3

炎性小体相关蛋白表达密切相关 

64 

绞股蓝 糖尿病降血糖机制 绞股蓝叶水提物 降低糖尿病大鼠的血糖，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增加骨骼肌肌膜上葡萄糖转运

蛋白 4 表达有关 

65 

甘草 改善肝细胞胰岛素

抵抗 

光甘草定 通过抑制细胞外调节 ERK/IRS-1 信号通路，激活 PI3K/Akt 信号通路，修

复细胞的糖代谢紊乱 

66 

冬虫夏草 降糖 复方北冬虫夏草

提取物 

对链尿佐菌素诱导的 1 型糖尿病大鼠具有显著的降糖功效 67 

淫羊藿 脂代谢 淫羊藿苷 通过人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 辅激活子 1α/FNDC5/线粒体棕色脂

肪解偶联蛋白 1 信号通路促进白色脂肪的棕色化，发挥调脂减重效果 

68 

鹿茸 NAFLD 大鼠小肠黏

膜屏障损伤机制 

鹿茸多肽 通过激活 Nrf2/HO-1/NF-κB 信号通路，降低 NF-κB 磷酸化，改善 NAFLD

大鼠脂代谢，抑制炎症及氧化应激，修复其小肠黏膜屏障功能，最终减

轻 NAFLD 大鼠肝组织脂肪变性及小肠黏膜组织损伤 

69 

何首乌 调血脂、胆固醇代谢 何首乌蒽醌类衍

生物 

通过抑制羟甲基戊二酸单酰辅酶 A 还原酶 mRNA 的表达；增加胆固醇 7α-

羟化酶 mRNA 表达，具有抑制胆固醇在体内合成和促进胆固醇转化的

双重作用，达到调血脂的作用 

70 

当归 脂质代谢 当归挥发油 对肝脏组织有保护作用，并且能降低自发性高血压大鼠的血压，对自发性

高血压大鼠血脂有调节作用，与上调肿瘤坏死因子诱导蛋白 8 样蛋白 2、

血清胎球蛋白 A 基因的表达等相关 

71 

枸杞子 血糖调节 100%枸杞汁 改善递增负荷期间机体 HPA 轴功能，提高机体对大负荷的应激能力，并调

节机体血糖平衡 

72 

菌群代谢 黄芪 肠道菌群与降糖 黄芪多糖 显著降低小鼠血糖水平可能是通过改变高脂饮食小鼠肠道菌群结构及调

节 IL-6 和 TNF-α 水平而实现 

73 

 绞股蓝 肠道菌群与脂质代谢 绞股蓝总皂苷 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和短链脂肪酸代谢来改善高脂饮食诱导的大鼠 NAFLD 74 

 白芍 肠道菌群 白芍总苷 对胶原诱导型关节炎大鼠的菌群调节作用强于正常大鼠，不同剂量白芍总

苷影响的菌群和菌群代谢功能不同 

75 

骨代谢 淫羊藿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

成骨细胞分化 

淫羊藿苷 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成骨细胞分化，对 Notch 信号通路中相关蛋白表

达有影响 

76 

 鹿茸 骨质疏松症 鹿茸多糖；鹿茸

多肽 

不同组分对去卵巢所致的大鼠骨质疏松症均有治疗作用，其作用可能与上

调骨形成蛋白-2/Smad1,Smad5/Runt 相关转录因子 2 信号通路有关 

77 

能量代谢 绞股蓝 线粒体功能 绞股蓝皂苷 A 通过影响线粒体能量代谢及融合裂解对氧化低密度脂蛋白诱导的人脐静

脉细胞融合细胞发挥保护作用进而防治动脉粥样硬化 

78 

 甘草 能量代谢紊乱 异甘草素 抑制 2 型糖尿病小鼠肝脏线粒体过度氧化磷酸化，并通过促进线粒体生物

发生、自噬和融合来缓解疾病引起的能量代谢紊乱 

79 

NAFLD-非酒精性脂肪肝；Nrf2-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 2；HO-1-血红素氧化酶-1；ERK-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IRS-1 胰岛素受体底物-1；PI3K-磷

脂酰肌醇 3-激酶；Akt-蛋白激酶 B；FNDC5-纤维连结蛋白 III 型域包含蛋白 5；TLR4-Toll 样受体 4。 

NAFLD-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rf2-nuclear factor E2 related factor 2; HO-1-heme oxidase-1; ERK-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 IRS-

1-insulin receptor substrate-1; PI3K-phosphatidylinositol3-kinase; Akt-protein kinase B; FNDC5-fibronectin Type III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5; 

TLR4-Toll-like recept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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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消化系统 

应激可引起消化道功能紊乱，或消化道出现充

血、水肿、出血点、浅表糜烂，严重时可导致应激

性溃疡。由应激导致的消化道疾病主要有以下几种：

功能性胃肠病、肠易激综合征、应激性溃疡[2]。适应

原样中药可缓解此类病变。 

人参总皂苷可显著提升功能性消化不良大鼠

胃肠运动功能，同时改善胃肠激素含量，缓解胃肠

动力障碍[80]。黄芪中获得的黄酮类复合物对胃肠

道平滑肌具有明显的解痉作用[81]。甘草水提物能

减轻应激性溃疡大鼠胃黏膜损伤，减轻胃组织病理

损害，提高胃黏膜多胺水平[82]。鹿茸多糖对醋酸

型、应激型和幽门结扎型胃溃疡皆有明显的抗溃疡

作用[83]。枸杞多糖可降低胃黏膜组织 TNF 表达和

提高降钙素基因相关肽表达，促进大鼠应激性胃溃

疡愈合[84]。 

3.5  心血管系统 

应激时糖皮质激素持续升高可导致胆固醇代谢

紊乱，使血胆固醇水平升高；同时也会增加平滑肌

细胞对儿茶酚胺，包括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

多巴胺的敏感性，使小血管收缩，血液灌注量减少，

微循环血量减少；应激还可激活交感-肾上腺髓质系

统和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对小血管收缩

起着相似影响，使外周阻力增大；当交感兴奋引起

急性期反应时，血液黏滞度与凝固度均升高，加剧

血管损伤，促使动脉粥样硬化和动脉功能性痉挛的

发生；强烈应激及长时间的心理性应激可对心血管

系统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使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

“适应原-补益”类中药对应激所产生的心血管系统

具有一定的缓解调节作用，见图 5[2,85]。 

 

图 5  “适应原-补益”类中药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adaptogen-tonic” TCM on cardiovascular system 

在冠状动脉性心脏病治疗方面：人参皂苷 Rg1

可提高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模型大鼠的心脏

功能，改善心肌及冠状动脉病理损伤，其机制可能

与平衡血管舒缩功能，提高机体抗氧化酶活性有关；

刺五加注射液能扩张血管，降低血液黏度，促进血

液循环及其血液流变性改善，增加心脑血流量，降

低心率组织耗氧量及组织代谢率，对中枢神经系统

具有兴奋和抑制的双向调节平衡作用；黄芪注射液

能显著改善心肌供血，且对心悸胸闷、头昏、乏力、

多汗等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且不良反应较小；

当归提取的主要活性成分阿魏酸钠对老年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绞痛患者具有清除自由基、减

轻膜脂质过氧化、提高抗氧化酶活性的作用；同时

可降低血浆内皮素水平，升高一氧化氮水平，从而

改善血管内皮功能[86-90]。 

在治疗高血压疾病方面：绞股蓝总皂苷及其醋

酸乙酯、正丁醇提取物可预防高糖高脂诱导的大鼠

血压的增高，其可能通过降低内皮素和血管紧张素

II 含量和升高一氧化氮含量来发挥对大鼠的降压作

用；西洋参茎叶总皂苷有抗心肌缺血、抗氧化、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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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及调血脂等功能，在防治心血管疾病方面尤为

显著；冬虫夏草干预治疗后自发性高血压大鼠肾脏

抗衰老基因表达上调并能抑制氧化应激反应；淫羊

藿苷的降血压作用与调节一氧化氮的功能有关；枸

杞血管紧张素转换酶化学合成多肽对自发性高血压

大鼠有一定的降压作用[91-95]。 

3.6  适应原类药物联用在系统疾病中的作用 

中药具有不良反应小、安全性高的特点，复方

中药配伍组方的协同作用与其配伍后相应功效成分

生物利用度增加有关[96]。中药配伍理论考虑了中药

的性味归经、相互作用等特点，以达到协同作用、

增强疗效、减少不良反应的目的[97]。中药临床疗效

稳定、不良反应少、耐药性低，患者易接受[98]。通

过相关研究分析，适应原类药物联用对机体稳态具

有积极调节作用。其中以“适应原-补益”类中药中

最具代表性的“人参”的配伍研究较多，人参为百

草之王，具有抗肿瘤、调节免疫等适应原样作用[99]。

适应原类药物联用后主要聚焦在免疫调节、物质代

谢、改善机体微循环等方面。适应原类药物联用后

发挥的作用及其结果机制见表 4。 

表 4  适应原类药物联用的配伍比例与结果机制 

Table 4  Compatibility ratio and outcome mechanism of adaptogen drug combination 

适应原类药物的联用 配伍比例 聚焦点 结果/机制 文献 

人参-黄芪 1∶8 免疫调节、物

质代谢 

参与调控代谢通路为鞘脂代谢和甘油磷脂代谢；通过增强机体

脏器指数，非特异性免疫（自然杀伤细胞活性）和特异性免疫

（淋巴细胞增殖活性）来提高机体免疫力 

100 

人参-三七 1∶1 心肌保护 上调视神经萎缩蛋白 1 表达，促进线粒体膜融合，减轻线粒体损

伤，从而发挥心肌细胞的保护作用 

101 

人参-何首乌 1∶1 改善微循环 能促进小鼠毛发和毛囊的生长，可通过扩张血管，提高皮肤温

度、从而改善透皮局部微循环，促进毛发生长 

102 

人参-黄芪-（黄精）-枸杞 1∶2∶（2）∶4 免疫调节 显著提高小鼠的脏器指数，脾淋巴细胞增殖能力，血清中溶血

素、IL-2、IgM、IgG、IgA 含量及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 

103 

白芍-甘草 3∶2 缺血性脑卒中 大鼠神经功能损伤评分显著性降低；抗缺血性脑卒中的作用机

制可能与氨基酸代谢通路密切相关，与脑内牛磺酸、丝氨酸、

谷氨酰胺等的含量变化有关 

104 

白芍-淫羊藿 1∶2 老 年 椎 间 盘

突出  

在改善老年腰椎间盘突出症症状体征积分及缓解疼痛方面具有

优势，治疗组总有效率是 95.24% 

105 

枸杞-甘草 1∶2 免疫调节、抗

氧化 

显著改变 IgG、IgM 及 IL-6、γ 干扰素、α 干扰素含量及谷胱甘

肽过氧化物酶、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等，有效增强由环磷酰胺

所致免疫低下小鼠的免疫调节和体内抗氧化作用 

106-107 

黄芪-当归 1∶1/5∶1 抗炎 可抑制血管内膜增生模型的外膜增生，抑制外膜成纤维细胞向

肌成纤维细胞转化，减轻血管局部炎症反应，可能抑制转化生

长因子-β1/Smad2 信号通路激活 

108 

黄芪-三七 1∶2.5 神经修复 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的存活，靶向修复脑缺血后受损神

经元，其机制可能与改善脑缺血后脑内局部微环境，促进移植

干细胞的存活、增殖和分化有关 

109 

灵芝-红景天 1∶1 物质代谢 改善血流动力学指标，增加脂联素及其相关信号转导分子的表

达，与肥大心肌代谢改变相关 

110 

IgM-免疫球蛋白 M。 

IgM-immunoglobulin M.

4  结语与展望 

人体健康与机体稳态的构建是至关重要的科学

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神经-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

物质代谢、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等诸多方面的稳

态问题。适应原类植物在建立和维持系统稳态方面

具有积极作用，被广泛用于替代和补充医学、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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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在具有传统医学的西方国家中深受重视。中

医药历史源远流长且在现时代将传统智慧融入现代

医学，使其得到了全球的广泛应用，并且取得普遍

的认同。 

中药补益药中有大部分药物与适应原类植物具

有广泛交集，二者具有同源效应。早期学者

Panossian 总结了适应原类药物的主要活性成分，分

别是具有类似皮质醇的四环骨架型萜类化合物和结

构上类似于儿茶酚胺的芳香族化合物[111]。本文总结

出“适应原-补益”类中药的主要活性化学成分有：

皂苷类、黄酮类、多糖类、香豆素类、挥发油类。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在人参总皂苷、红景天苷、刺五

加总皂苷、淫羊藿苷、当归挥发油等，但仍不够深

入，发挥“适应原-补益”样作用是需要有一定的物

质基础的，后续可以根据“适应原-补益”类中药的

有效成分的药效学特征，研究其对不同系统、不同

疾病分期的作用差异，通过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等

生物标志物的检测，识别治疗对象的疾病特征和个

体差异，从而提高精准化的治疗效果。 

现代药理研究结果表明，“适应原-补益”类中

药在治疗神经-内分泌系统疾病时，其有效成分主要

通过调控 mTOR 信号通路、一氧化氮/cGMP 信号通

路来发挥作用，并且与 NLRP3 炎性小体相关蛋白

表达、炎症因子分泌有关。“适应原-补益”类中药

在治疗免疫系统疾病时，其有效成分主要通过调控

NF-κB 信号通路、Ras/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

等发挥免疫调节作用，并且与细胞因子 IL-6、IL-2、

IL-10 水平密切相关。在物质代谢方面，“适应原-补

益”类中药的有效成分主要通过调控 ERK/IRS-1 信

号通路、PI3K/Akt 信号通路、Nrf2/HO-1/NF-κB 信

号通路来发挥作用，并且与 TLR4、p-NF-κB p65、

FNDC5 等蛋白因子相关。在治疗消化系统方面，其

有效成分可以改善胃肠激素含量、缓解胃肠动力障

碍，减轻胃黏膜损伤，提高胃黏膜多胺水平。在治

疗心血管系统方面，主要与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和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相关，“适应原-补益”类中

药有效成分具有增加心脑血流量，降低组织代谢率，

改善心肌缺血，平衡血管舒缩功能等作用。 

但目前在应变稳态下，适应原和补益类中药及

其二者的联系探究仍不够深入，难以明确其中的关

系内涵。故在此基础上，本文首次提出“适应原-补

益”样作用，结合适应原与中药补益药中相同药物

的具体关系，系统地阐述了“适应原-补益”类中药

的药效及运用，归纳其适用范围与研究热度，便于

掌握体内调节机制与防卫反应的活动规律，为进一

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利用适应原样中

药提供参考，为推动健康稳态发展提供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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