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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药对抗癫痫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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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癫痫发病率和死亡率处于不断上升阶段，化学药治疗虽能较好地控制癫痫症状，但存在疗效欠佳、不良反应

多及耐药等局限性。药对作为中医药配伍的最小单位及方剂配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将 2 味药相对固定结合

使用，有助于增强药效并降低毒性，近年来在癫痫防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梳理近年来中医药对抗癫痫药理作用的相关

研究文献，整理了研究较为深入且具有代表性的药对 16 对，主要通过抗细胞凋亡、减轻炎症反应、修复血脑屏障、调节神

经递质及相关信号通路，减少神经元异常放电，最终抑制癫痫发作。为临床合理用药及新药开发拓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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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rates of epilepsy are at an increasing stage, although chemotherapy can control 

epilepsy symptoms better, there are limitations such as poor efficacy, many adverse effects and drug resistance. As the smallest un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prescription compounding, combining two medicines in a relatively fixed 

wa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CM theory helps to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the medicines and reduce the toxicity, 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epilepsy in recent years. By comb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TCM on antiepileptic drugs in recent years, 16 pairs of herb pairs with more in-depth and representative 

studies have been collated, mainly through the anti-apoptosis, reduce inflammatory response, repair the blood-brain barrier, regulate 

neurotransmitters and related signaling pathways, reduce the abnormal neuronal discharge, and ultimately inhibit seizures. The results 

are expected to expand the ideas for rational clinical use of drugs and new drug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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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是一种以突发性或暂时性的意识、感觉、

运动、自主神经或精神行为异常为主要临床表现的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1]。研究显示，癫痫发作影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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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4 000～6 000 万人，患病率为 1%～2%[2-3]。若癫

痫反复发作可导致患者的运动、感觉、意识、精神

等功能受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4]。尽管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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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治疗包括抗癫痫药物治疗、手术治疗、饮食及迷

走神经调控治疗等方式，但仍有 25%～30%的患者

被诊断为药物难治性癫痫，每年癫痫新发患者仍处

于不断上升的阶段[5-6]。目前，及时控制癫痫发作、

减少嗜睡、皮疹、肝肾功能异常等不良反应、改善

癫痫反复发作及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仍然是临床面临

的难题。因此，亟待探索有效的防治手段，以控制

癫痫发作及减少癫痫发病率。 

癫痫归属于中医学“痫证”范畴，病理因素总以

痰为主，风、火、虚、瘀触动，使机体阴阳偏动，神

明受扰，致使神机失控，发而为痫证，而与心、脑、

肝、脾、肾有着密切的关系[7-8]。中医论治多以祛痰

熄风、活血化瘀、开窍醒神等治法为主。中药药对的

诞生，将 2 种中药配伍，可达到降低毒性、增加药

效、扩大应用范围等作用。历代医家在长期疾病诊

疗中不仅擅用专病专方更善于配合药对，使药精力

专而纠邪之偏，疾病向愈。此外，近年来国内研究者

发现，通过对药对的深入研究可以较好地探究中药

复方的物质基础，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9]。 

通过在中国知网以“癫痫”AND“对药”和“癫

痫”AND“药对”进行检索，删除重复文献，得到

与中医药对防治癫痫相关的文献 42 篇，经过整理

归纳，得到包含实验研究、网络药理学研究及现代

医家临床经验总结的具有抗癫痫作用的药对 16 对，

总结了研究较深入且具有代表性的祛痰开窍类、疏

肝解郁类、熄风止痉类、理气化痰类及其他 5 大类，

为癫痫的诊治及新药研发提供理论依据。 

1  祛痰开窍类 

《黄帝内经》提出“痰迷心窍”论，并创立了祛

痰开窍之法。《诸病源候论》对“痰浊上逆”与“清

窍不利”进行论述，使后世医家开创性地运用了祛

痰开窍类治法。祛痰开窍法通过化痰、吐痰与下痰

法，祛除体内蓄积的痰浊以开窍醒神，是中医治疗

神志障碍的重要治法[10]，该法以定惊安神、祛痰开

窍为治疗原则，临床常用石菖蒲-郁金、石菖蒲-胆南

星、石菖蒲-远志等药对以祛痰开窍，针对痰迷心窍

及痰蒙清窍之癫痫疗效确切。 

1.1  石菖蒲-郁金药对 

石菖蒲-郁金药对出自《温病全书》之菖蒲郁金

汤，具有清营透热之功，主治湿热郁蒸、痰蒙心包、

神昏谵语等证[11]。方中石菖蒲具有开窍豁痰、醒神

益智之效，而郁金具有行气解郁、活血止痛之效，

二者配伍一温一寒、一开一清，使气机顺而郁结散，

痰浊去而机窍开，临床治疗癫痫疗效显著。现代药

理研究已证实石菖蒲-郁金的抗癫痫作用，王倩等[11]

通过网络药理学研究初步发现，癫痫发作可能与血

清泌乳素水平及多种感染引起的脑神经元炎症、水

肿、坏死有关，通过进一步建立戊四唑诱导的经典

动物模型，发现癫痫发作 24 h 大鼠海马 CA1 区神

经元变性、坏死、脱失，部分神经元间隙水肿，并

检测到癫痫大鼠泌乳素水平明显升高，而治疗组（石

菖蒲 9 g、郁金 10 g）癫痫大鼠泌乳素水平明显降

低，癫痫发作次数减少，证实石菖蒲-郁金药对具有

较好的抗癫痫作用。 

1.2  石菖蒲-胆南星药对 

石菖蒲-胆南星药对是治疗癫痫的经典配伍之

一，胆南星善于解痉祛痰，而石菖蒲长于芳香化痰，

2 药配伍对于以风痰阻络、痰蒙清窍证为主的癫痫

疗效较佳。研究表明，α-细辛醇为石菖蒲主要活性

成分之一 [12]。孙颖 [13]通过建立氯化锂-匹罗卡品

（lithium chloride pirocapine，Li-Pc）动物模型发现，

胆南星与石菖蒲配伍后，提取液中 α-细辛醇的含量

增加，而 α-细辛醇可显著抑制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如 LDH1、LDH5 活性，减少

癫痫模型斑马鱼游动距离，并延长斑马鱼癫痫发作

的潜伏时间，从而降低癫痫引起的 c-Fos 基因表达、

脑电棘波频率与振幅。此外，α-细辛醇可通过促进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激活受体 γ （ 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s γ，PPARγ）的表达，

起到治疗癫痫的作用。 

1.3  石菖蒲-远志药对 

石菖蒲-远志药对出自《圣济总录》，具有祛痰

开窍、安神益智之功效，临床广泛用于治疗痰气郁

结，蒙蔽清窍之中风、痴呆、癫痫、失眠、焦虑等

病证。石菖蒲偏于辛散以宣其痰湿，远志偏于苦降

以定上逆之痰滞，2 药配伍同用，可增强化痰之力，

兼具安神之效，共奏祛除痰湿、开窍安神之功。邸

学等[14]研究发现，远志-石菖蒲合用效果较佳，水提

物和醇提物均能显著提高细胞活力并抑制细胞凋

亡，减轻谷氨酸所致神经细胞损伤，且远志可提高

石菖蒲中主要活性成分 α-细辛醇的含量。秦方刚[15]

采用戊四唑、3-巯基丙酸等 2 种经典动物模型研究

发现，α-细辛醇可显著延长小鼠阵挛性发作时间间

隔、抑制强直性发作、降低死亡率，初步推测 α-细

辛醇可能是通过增加 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神经递质水平或 GABA 活性，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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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抗癫痫作用。此外，王咏琪等[16]通过虚拟筛选

手段还发现，远志-石菖蒲中的细叶远志苷 A 可通

过调控 LDH/热休克蛋白轴起到治疗癫痫效果。 

1.4  石菖蒲-冰片药对 

冰片具有开窍醒神、清热解毒、止痛之效，常

用于治疗神经系统类疾病，并可增加其他药物的治

疗效果。研究发现，冰片可通过降低氧化应激和神

经炎性标志物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的表达，抑制大脑神经元损

伤，从而降低戊四唑小鼠癫痫模型的发生率。同时，

石菖蒲-冰片配伍具有保护脑神经、促进血脑屏障

开放及降低中枢神经兴奋性的作用[17]。董波等[18]

通过实验研究建立戊四唑动物模型发现，石菖蒲-

冰片配伍可减轻癫痫发作、缩短发作持续时间、延

长发作潜伏期，其机制可能与下调外周血炎症因子

如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

TGF-β1）、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

及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

的表达，平衡兴奋/抑制性氨基酸含量及修复血脑屏

障有关。 

1.5  石菖蒲-人参药对 

石菖蒲入心经而发挥祛痰开窍醒神之能，人参

归肺、脾 2 经而能补脾益肺、安神益智，人参可助

石菖蒲祛痰开窍之功，诚如《重庆堂随笔》中所载：

“石菖蒲舒心气、畅心神、怡心情、益心志，妙药也，

滋养药用之，借以宣心思之结而通神明”。王坤芳

等[19]研究发现，人参与石菖蒲配伍可通过作用于突

触来调控胆碱能突触传递、钙信号通路、多巴胺能

突触、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能突

触等生物过程及信号通路，从而发挥抗癫痫作用。

邓敏贞等[20]研究发现，石菖蒲挥发油与人参总皂苷

作为石菖蒲及人参主要活性成分，联用后对淀粉样

前体蛋白/早老素 1 双转基因小鼠海马中多巴胺、5-

HT 的生成代谢及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

NE）的生成均有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多巴胺、5-

HT、NE 等神经递质能够抑制癫痫发作，而其含量

紊乱是导致癫痫发病的重要机制之一[21]。 

综上，石菖蒲-郁金、石菖蒲-胆南星、石菖蒲-

远志等祛痰开窍类药对可通过增加有效成分含量、

促进相关神经递质生成、修复血脑屏障及调控相关

信号通路等方式而为治疗癫痫提供潜在靶点。 

2  疏肝解郁类 

肝病治法，上溯《内经》，近抵今日，所论详备。

癫痫致病主要在于肝脏，肝主风，如《素问·至真要

大论》言：“诸风掉眩，皆属于肝”。风甚则痰动，

痰郁而化火，风、火、痰三者相互影响，致使机体

阴血亏虚，肝木上亢，发为如癫痫的神志异常。《寿

世保元·痫证》云：“盖痫之原，必因惊恐致疾”，情

绪变化无常日久也可影响肝失调达，肝气郁结不行，

日久而化生内热，上达脑窍进一步加重癫痫。临床

常以疏肝解郁为原则，而以柴胡-香附、柴胡-白芍、

柴胡-黄芩等药对为代表。 

2.1  柴胡-香附药对 

柴胡-香附药对是中医临床治疗肝郁气滞证的

常用药对，首见于《景岳全书》中的柴胡疏肝散，

柴胡调肝气、散郁结，香附疏肝解郁，又可理气止

痛。现代药理研究发现，柴胡具有调节炎症反应、抗

癫痫等药理作用，而香附在抑制炎症、恢复氧化-抗

氧化平衡等方面具有显著功效。香附中的有效成分

α-香附酮对于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多种中枢神经

系统疾病及炎症性疾病疗效显著，α-香附酮可通过

与微管蛋白结合而破坏微管聚合的稳定性，进一步

减少炎症[22]。朱小敏等[23]从肝入手探讨柴胡-香附

药对治疗癫痫的效应机制发现，其主要活性成分山

柰酚、槲皮素、木犀草素等黄酮类化合物，可能通

过阻断 IL-17 及晚期糖基化终产物/晚期糖基化终末

产物受体等信号通路，以抑制炎症作用、减少氧化

应激、调控细胞增殖及血管增生，从而缓解癫痫发

作，改善认知障碍。 

2.2  柴胡-白芍药对 

柴胡-白芍药对既养肝体又助肝用，柴胡疏肝气，

白芍养肝血，一散一收，为疏肝养肝之常用配伍，在

神经系统疾病治疗方面有明确疗效。研究发现，柴胡

有效成分柴胡皂苷具有抗炎、抗惊厥及提高免疫力

等作用，可通过影响戊四唑癫痫模型大鼠海马水平，

发挥抑制戊四唑对大鼠点燃的作用效果[24]。而白芍

有效成分白芍苷具有镇静、抗惊厥作用，可对抗戊

四唑、士的宁引起的痉挛、惊厥[25]。有研究通过建

立最大电休克（maximal electroshock，MES）模型

小鼠发现，柴胡-白芍配伍应用具有确切的抗癫痫作

用，柴芍组能显著降低 MES 模型小鼠惊厥率，延长

戊四唑所致小鼠的阵发性痉挛潜伏期、强直性惊厥

潜伏期及死亡潜伏期，而以柴胡-白芍 2∶1 组更为

显著。同时，柴胡-白芍配伍用于临床配合抗癫痫西

药治疗，可提高癫痫发作的控制率，效果优于单用

柴胡或白芍[26]。此外，柴胡-白芍水煎剂能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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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应激模型大鼠海马内的 5-HT 的浓度[27]。 

2.3  柴胡-黄芩药对 

柴胡-黄芩是和解少阳的经典药对，在众多著名

古方中均有记载，如《本草纲目》言：“柴胡行手足

少阳，以黄芩为佐”，常用于肝郁气滞所致的多种病

证。柴胡主升，黄芩主降，升降相因，气机调畅，

两者相伍，更好地发挥药物的各自特性而治疗疾病。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柴胡-黄芩在防治癫痫、抑郁、

阿尔茨海默病、脑缺血再灌注等方面表现出良好的

效果，2 药配伍对神经保护具有协同作用[28]。通过

建立戊四唑、MES 及士的宁 3 种急性癫痫模型小鼠

发现，柴胡-黄芩药对可延长戊四唑模型小鼠发作潜

伏期及死亡潜伏期，并延长士的宁模型小鼠强直及

死亡潜伏期，降低 MES 模型小鼠惊厥率，其中以柴

胡-黄芩 5∶2 组抗癫痫作用最为显著[29-30]。此外，

柴胡-黄芩配伍后可增加有效成分的煎出量，同时黄

芩苷的煎出量也受柴胡-黄芩配伍比例的影响[31]。 

2.4  柴胡-石菖蒲药对 

石柴方基于中医“通关开窍、醒脑复神”理论

而来，由石菖蒲和柴胡组成，是临床常用于治疗癫

痫的经验方[32]。石菖蒲开窍豁痰、醒神益智，柴胡

疏肝解郁、升举阳气，2 药配伍可缓解肝气郁结所

产生的一系列症状。张玉霜等[33]采用网络药理学方

法探究柴胡-石菖蒲药对治疗癫痫的作用机制发现，

柴胡-石菖蒲中有效成分槲皮素、山柰酚、葛根素等

通过 IL-17、缺氧诱导因子-1 等相关信号通路作用

于胰岛素、IL-6、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脑源性

神经营养因子、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3 等靶点

起到治疗癫痫的效果。研究表明，柴胡-石菖蒲中有

效成分中相关性最高的化合物槲皮素在大鼠癫痫持

续状态后期，可以通过提高 X 连锁凋亡抑制蛋白

（X-linked inhibitor of apoptosis，XIAP）表达而抵抗

细胞凋亡，进而保护脑神经元，并可有效减轻癫痫

后期认知功能损的严重程度[34]。此外，杨芳芳等[35]

为探讨柴胡-石菖蒲配伍相互作用的规律，采用人结

直肠癌 Caco-2 细胞模型，发现柴胡皂苷 a 的肠道吸

收较差，而在配伍石菖蒲挥发油后，柴胡皂苷 a 的

分泌渗透系数比吸收渗透系数增加明显，提示石菖

蒲挥发油与柴胡皂苷 a 配伍可提高疏肝解郁协同增

效之功。 

由上述可知，柴胡-香附、柴胡-白芍、柴胡-黄

芩等疏肝解郁类药对可通过提高 5-HT 浓度、抵抗

细胞凋亡及调控相关信号通路，发挥抗惊厥及保护

神经元等作用而防治癫痫。 

3  熄风止痉类 

《素问·至真要大论》言：“诸暴强直，皆属于风。”

风邪是癫痫的重要致病因素，风性轻扬，易上袭头

部，致使头部气机运行失常，元神失控。外风侵袭，

与脑窍伏风相煽，易诱发癫痫，风邪流窜于肢体可

表现为抽搐、颤动、麻木等症状。现代药理学研究

表明，具有熄风止痉功效的中药一般有抗癫痫或抗

惊厥作用[36]。如天麻-远志、钩藤-黄芩、钩藤-柴胡

等药对，临床对于癫痫初期以“风”为主导的时期

最为常用。 

3.1  天麻-远志药对 

天麻-远志配伍首见于清代《医学心悟》中的定

痫丸，其配伍频率在历代的治痫方剂中居于前列，

远志始载于《神农本草经》：“伤中，补不足，除邪

气，利九窍”，具有宁心安神、开窍化痰的功效。天

麻熄风止痉、平肝潜阳，在《雷公炮制药性解》中

记载：“疗大人风热眩晕，治小儿惊悸风痫”。赵泽

丰等[37-38]通过建立 MES、皮下戊四唑等经典动物实

验对远志-天麻药对的抗癫痫活性进行了初步筛选，

并采用旋转棒模型对化合物的神经毒性进行评价，

发现天麻中的糖苷类成分及远志中的糖酯类成分以

氢键或非键相互作用的形式对 GABA 转氨酶产生

潜在的抑制作用，而发挥抗癫痫作用。同时，赵泽

丰等[39]利用分子病理及电生理手段研究发现，远

志-天麻提取物能够对癫痫状态下的焦虑抑郁样行

为具有一定治疗作用，其机制通过调控脑内海马区

GABA 抗体（GABA-anti，GABA-AT）/GABA 转运

蛋白 1/GABA A 型受体亚基 α1 轴蛋白的表达水平，

减少神经元脱失而实现。此外，基于网络药理学分

析，发现远志-天麻药对还可通过调控脑内单胺类物

质的水平而发挥抗癫痫作用。 

3.2  钩藤-黄芩药对 

钩藤首载于陶弘景《名医别录》：“主小儿寒热，

十二惊痫”，既清肝热又能熄风止痉。黄芩始载于《神

农本草经》，主入少阳经，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

之功。钩藤、黄芩 2 药配伍，可增强熄风止痉之效，

提高了治疗癫痫的有效性。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钩

藤具有抗炎、抗癫痫等药理作用，而黄芩有效成分

黄芩苷的保护神经元、抗癫痫作用已在实验研究中

被证实[40]。周娇娇等[41]通过网络药理学研究发现，

钩藤、黄芩中的钩藤碱、黄芩素、β-谷甾醇和槲皮

素，可通过影响炎症应答、凋亡过程的负调控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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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生物学过程及信号通路，发挥治疗癫痫的作用。 

3.3  钩藤-柴胡药对 

柴胡善于疏肝解郁，钩藤善于平肝熄风止痉，

均主入肝经，2 药配伍可增强治疗癫痫的临床效果。

研究表明，柴胡有效成分柴胡皂苷可通过降低癫痫

大鼠海马区及颞叶皮层 P-糖蛋白的表达，钩藤通过

调控星形胶质细胞，从而发挥神经保护及抗癫痫作

用。卢玲等[42]基于网络药理学研究发现，钩藤-柴胡

中有效活性成分主要通过靶向环氧合酶 -2

（cyclooxygenase-2，COX-2）阻断前列腺素级联反应

而抑制颞叶癫痫急性发作或癫痫持续状态。此外，

还可通过影响离子结合、神经递质受体的活动、多

巴胺神经递质受体活动、神经递质结合、蛋白结合

等多种生物学功能，多靶点、多途径、多通路对颞

叶癫痫起到治疗作用。 

据此可见，熄风止痉类药对如天麻-远志、钩

藤-黄芩、钩藤-柴胡等可通过抑制 GABA-AT 活性、

阻断前列腺素级联反应及调节相关信号通路而起到

治疗癫痫的作用。 

4  理气化痰类 

《杂病源流犀烛》指出：“痰之为物，流动不测，

故其为害，上至癫顶，下至涌泉，随气升降，周身

内外皆到，五脏六腑俱有”，故有“百病皆由痰作祟”

之说，而癫痫之治尤重于痰，诚如《医学纲目》言：

“癫痫者，痰邪逆上也。”小儿脾常不足，若嗜食肥

甘、油腻更易聚湿成痰，痰浊阻于中焦而致食积。

食积、痰浊郁而化热，火热又助生痰，痰、热、食

积互为因果、循环往复。脾虚运化失常而生痰，痰

涎壅盛，则喉中痰鸣、口黏苔腻、脉象弦滑；痰涎

阻络，则引动肝风，发生肢体抽搐。尚有研究表明，

理气化痰法治疗脾虚痰盛型全面强直阵挛性癫痫疗

效良好[43]，临床组方常涉及半夏-厚朴、陈皮-半夏

等药对。 

4.1  半夏-厚朴药对 

半夏-厚朴药对出自《金匮要略》记载的半夏厚

朴汤，方中半夏化痰散结、降逆和胃，厚朴下气除

满、化湿导滞，可助半夏散结降逆。研究发现，大

多数包含半夏及厚朴的组方能显著降低癫痫大鼠海

马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 1 mRNA 的表达，并升

高 GABA 受体及其 A 基因的表达[44]。邓中甲教授

运用半夏厚朴汤治疗痰气交阻证癫痫患者的临床

效果显著，证实了半夏及其配伍在治疗癫痫疾病方

面具有研究价值[45]。杨燕等[46]通过网络药理学对半

夏-厚朴药对抗癫痫的有效成分和作用机制进行预

测，发现半夏-厚朴药对通过影响 PPAR 等多条通路

降低神经元异常放电，最终减少癫痫发作。此外，半

夏-厚朴药对的主要活性成分黄芩苷可抑制 Li-Pc、戊

四唑、红藻氨酸模型动物癫痫的发作次数，减少神

经元的凋亡与坏死，提高海马神经元自噬活性，从

而减轻癫痫所致大脑损伤[47]。 

4.2  陈皮-半夏药对 

经典方二陈汤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治

疗痰湿证的经典方剂。诸多医家认为，癫痫的病因

病机以痰阻脑窍为基础，风、火触动为关键诱因，

治疗时以祛湿化痰为要义。正如朱丹溪《丹溪心

法·痫》云：“无非痰涎壅塞，迷闭孔窍”。陈皮-半夏

作为祛痰常用药对，对于休止期的肝火痰热证和脾

虚痰盛证疗效显著。王晶慧等[48]通过数据挖掘与网

络药理学研究发现，陈皮-半夏药涉及多种神经通路

与炎症通路，调节生殖、心血管保护、细胞稳态和

行为等诸多的生理过程，其可通过影响雌激素信号

通路，调节 5-HT 的含量，减少过表达的 c-Jun 调控

细胞周期，从而阻止神经元凋亡，改善癫痫认知功

能和自发性发作。此外，该药对也可通过抑制 TNF

信号通路中 TNF-α 表达，进而减轻炎症反应，抑制

癫痫的发生。 

上述研究表明，半夏-厚朴、陈皮-半夏等理气化

痰类药对可降低神经元异常放电，其作用机制主要

与减轻炎症、调节神经递质及减少神经元细胞凋亡

有关。 

5  其他类 

5.1  当归-丹参药对 

当归-丹参为临床活血化瘀的常用药对，其在神

经系统疾病中有广泛的临床应用价值，当归入手少

阴、足厥阴、太阳经血分，为血中之气药，其主要活

性成分的当归多糖、阿魏酸具有抗炎镇痛、保肝、保

护心血管系统、抑制平滑肌痉挛、抗氧化、抗肿瘤

和增强免疫功能等药理作用。张淑红等[49]通过建立

戊四唑大鼠癫痫模型发现，阿魏酸对模型大鼠脑损

伤具有神经保护作用，可通过上调 B 淋巴细胞瘤-2

（B-cell lymphoma-2，Bcl-2）的表达，下调 Bcl-2 相

关 X 蛋白（Bcl-2 associated X protein，Bax）的表

达，发挥抗凋亡作用而减轻癫痫发作。丹参专入血

分，具有活血行血之效，并可内达脏腑而通瘀滞，

清热凉血以安神志。而丹参素作为中草药丹参的重

要成分之一，具有良好的心肌保护作用，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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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素可通过下调胰腺 β 细胞团关键调控因子

mRNA 表达，削减活性氧簇活性氧含量，抑制线粒

体膜通透性转换孔过度开放，稳定膜电位，进而改

善神经系统损伤[50]。 

5.2  大黄-黄芩药对 

大黄-黄芩配伍源自礞石滚痰汤，原名滚痰丸，

出自王隐君《养生主论》，具有泻火逐痰之功，是临

床上常用的抗癫痫中药复方[51]。在中医古籍中，使

用频率较高的有效抗癫痫药中便有大黄和黄芩[52]。

研究显示，大黄以及黄芩的活性成分中存在抗癫痫

作用的有效物质，其机制可能是通过调控氧化-抗氧

化平衡从而达到防治癫痫的作用[53]。施所琴[54]通过

建立戊四唑经典动物模型发现，大黄-黄芩配伍应用

可以有效延长脑损伤早期癫痫小鼠的发作潜伏期，

抑制癫痫样放电波幅及减少放电频率。此外，在大

黄-黄芩药对干预后的小鼠海马 DG 区中，星形胶质

细胞 GFAP 免疫阳性反应减弱，细胞数量明显减少，

荧光密度也有所降低。此外，实验研究证实，大黄-

黄芩可以抑制脑损伤早期癫痫小鼠脑中炎症介质及

凋亡相关因子的释放，从而改善脑损伤早期癫痫带

来的继发性脑部功能障碍，最终达到神经保护的作

用。中药药对抗癫痫药理作用研究总结见图 1。 

 

图 1  中药药对抗癫痫药理作用研究 

Fig. 1  Study on anti-epileptic pharmacological effect of “herb pai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6  结语与展望 

近年来，随着癫痫的患病率逐渐升高，并且受

治疗时间长、复发率高、社会接受度较低等因素的

影响，使癫痫患者的心理负担加重，造成严重的心

理疾病。中医药治疗癫痫的历史悠久且疗效明确，

药对作为中医药配伍的最小单位及方剂配伍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癫痫及各种疾病防治中发挥关键作用。

癫痫病因及发病形式复杂多样，对于其中医病因病

机，各医家认为风、火、痰、瘀、虚是癫痫发生及

反复发作的关键病理因素，痰瘀交阻、伏滞脑窍是

癫痫发生及反复发作的核心病机，外风引动或机体

脏腑失调致肝风内动是癫痫发生及反复发作的重要

诱因。因此，临床当从风、火、痰、瘀、虚论治。

本文通过整理归纳发现，中药防治癫痫的药对主要

集中在祛痰开窍类、疏肝解郁类、熄风止痉类、理

气化痰类及其他 5 大类，针对肝风、郁火、积痰、

血瘀、本虚等因素引发的癫痫进行辨证论治，发现

其组方用药与癫痫的治疗原则不谋而合，为临床诊

治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本文初步梳理了防治癫

痫的 16 个药对在方剂与临床制剂中的应用情况，

见表 1。 

药对的出现，使临床遣方用药更具针对性，然

而目前仍存在一些局限性：（1）从文献中剖析中医

治疗癫痫的用药规律，单纯从数据角度分析存在一

定的不足，如钩藤-黄芩、柴胡-香附、半夏-厚朴等

药对仅通过网络药理学研究，只能预测其防治癫痫

的作用机制，对于明确药对作用靶点及机制，还需

进一步临床及实验验证，从而更加系统、科学地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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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药药对抗癫痫方剂与临床制剂 

Table 1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rb pair” antiepileptic prescriptions and clinical preparations 

药对 抗癫痫方剂与临床制剂 

石菖蒲-郁金 菖蒲郁金汤、白头翁加石菖蒲郁金汤、安痫丸[55] 

石菖蒲-人参 涤痰汤、自拟癫痫方[56]、清心温胆汤[57] 

石菖蒲-胆南星 癫痫康胶囊[58]、胆星宁痫颗粒[59]、痫愈益智汤[60]、平痫冲剂[61]、茸菖胶囊[62]、恒清Ⅴ号方[63] 

远志-石菖蒲 癫痫康胶囊[58]、自拟化痰通窍熄风定痫方[64]、自拟化痰祛瘀通窍方[65]、抗痫息风丸[66]、地黄饮子 

石菖蒲-冰片 愈痫灵方[67]、茸菖胶囊[62]、羚珠散[68] 

柴胡-香附 柴胡定痫汤[69]、加味柴胡疏肝散[70]、逍遥散[71] 

柴胡-白芍 桂芍镇痫片[72]、抑痫散[73]、癫痫清颗粒[74]、加味柴胡疏肝汤[75] 

大黄-黄芩 滚痰丸、礞石滚痰丸 

柴胡-黄芩 小柴胡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大柴胡汤、柴胡温胆汤、柴胡胆星龙牡汤[76] 

柴胡-石菖蒲 癫痫清颗粒[74]、熄痉汤、柴贝止痫汤[77]、定痫汤加味[78] 

钩藤-黄芩 熄痉汤[79]、抗痫神丹[80]、天麻钩藤饮 

柴胡-钩藤 熄痉汤[79]、钩藤饮、柴胡菖钩颗粒[81] 

远志-天麻 定痫丸[82]、自拟化痰通窍熄风定痫方[64]、化痰通络定痫汤[83] 

半夏-厚朴 半夏厚朴汤 

陈皮-半夏 涤痰汤、香砂六君子汤合涤痰汤[48]、癫狂梦醒汤、茸菖胶囊[62]、二陈汤、半夏白术天麻汤[84] 

当归-丹参 熄痉汤[79]、胆星宁痫颗粒[59] 

 

述药对配伍治疗癫痫的作用机制。（2）古今中医临床

大家根据多年临证，对癫痫的诊治已然形成了许多

特色的经验药对，如百合-地黄、朱砂-琥珀、白矾-郁

金、全蝎-蜈蚣、茯苓-五味子、郁金-川牛膝等，这

些药对在癫痫的临床诊治中效如桴鼓，然而尚缺乏

相关药理机制研究以证实其有效性，未来应充分利

用并结合网络药理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基

因组学等多种手段，并加入中医证候因素，为临床

提供更有力的科学证据。（3）随着中药单体及其活

性成分、中药提取物及中药复方研究大量开展，中

医药防治诸多疾病的药理作用机制已渐明晰，而现

代药理研究中多是对单味中药或复方防治疾病的研

究，缺乏药物配对方面的探索，基于此，临床应加

大样本量，开展更规范化、高质量的研究，为临床

合理用药及新药开发拓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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