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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药物进展
·

中草药治疗乙型肝炎的应用研究

上海市传染病医院�上海 �。。� ��� 陆定奕

乙型肝炎是由乙型肝炎病毒 �� � � �引

起 的常见 传染性疾病
,

乙 型肝炎表 面抗原

�� �� � � �携带者很多
,

初步统计全世界约有

� 亿 � 千万人
,

亚洲和西太平洋地 区约 �
�

� �

亿
�

我国属 乙肝高发区
,

� � �� � 携带者约占

总人 口的 �� �
,

已超过 � 亿人
。

� �� 传染途

径复杂
,

发病率高
,

病程长
,

易反复和慢性化
,

特别是它与肝硬化和肝癌密切相关
,

所 以寻

找治疗 � � � 疾病的有效药物是当前重要的

研究课题
。

本文就近年来国内外应用中草药

对乙型肝炎的疗效研究成果作简要的介绍
。

一
、

药理研究

�
�

抑制和清除 � � � 方面的 药物

抑 制和 清 除 乙 型 肝 炎的 感 染 是 治疗

� � � 的重 要环节
,

乙肝 病人一旦消除 � � �

病毒
,

病情就康复
。

近来不少报道证实许多中

草药对 � �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重庆医学院和郑民实等
�� 一 幻先后用对流

电泳抑制
,

反相被动血凝抑制 �� �� � 和酶联

免疫吸附检测 �� �� � � �等法对 � � � � 多种中

草药的水和乙醉提取物进行 了杭乙肝病毒表

面抗原的筛选
,

结果显示
,

具较强抑制作用的

约有 �� 种左右
,

如昆布
,

贯众
,

黄蔑
,

大黄
,

黄

柏
,

地榆
,

黄药子
,

苦石莲
,

橄揽
,

吴茱黄
,

胡黄

连
,

石榴皮
,

紫丹参
,

夏枯草
,

打破碗花花
,

荔

枝核
,

棉花根
,

苏木
,

爬山虎
,

半枝莲
,

云实
,

马

齿览等
。

荆庆等 �’� 选择对 � �  有 明确抑制作

烷提取物 以及植株的干燥粉末经体内外实验

及临床试验均示有防止肝细胞损伤
,

抑制甚

至灭活肝炎病毒的能力
。

某些中草药还具抑 制 � � � 的 � � � 多

聚酶和降解 乙肝病 毒 � � � 的作 用
。

张 正

等 �� �〕应用 � � � 一 � � � 的体外法
,

筛选 �� 种

临床常用的中草药
,

直接抑制效果在 �� �以

上者有 �� 种
,

如木瓜
,

大蓟
,

菊芭
,

丹参
,

夏枯

草
,

丹皮
,

赤芍
,

板兰根
,

青篙
,

黄连
,

秦皮
,

银

花
,

虎杖
,

鱼腥草等
,

抑制率在 �� 一 �� � 的有

金钱草
,

生地
,

土袂菩
,

射干
,

苍耳
,

括萎等 ��

种
,

而蒲公英
,

木瓜
,

火炭母
,

蚤休
,

夏枯草
,

紫

草 � 种 中 药 能 降介 �� � 以 上 的 � � � 一

� � �
。

杨鉴英等��’〕用 � � � 一 � � � 斑点杂交

方法对 �� 种中药筛选
,

发现 “ 种对 � � � 一

� � � 有抑制作用
,

其中以蚤休
,

北山豆根
,

虎

杖
,

白英
,

大黄
,

丹参
,

赤芍
,

何首乌等 � 种作

用最强
,

而肝 炎灵
,

柴胡 注射液 对 � �  一

� � � 无抑制作用
。

沟 口靖纹等�� 〕还研究了小柴胡汤及甘

草甜素对诱导脂皮质素样活性的影 响
,

实验

结果显示这二药均有脂皮质素样活性因子存

在
�

小秦鹅汤及甘草甜素还, 犯己硝基阶化的

羊细胞的抗体产生细胞数 �杭 � � � 一 �� ��

有影响
,

在添加其中各一味药后
,

均有显著差

异的增加
。

沟 口 靖纹还研究了五味子素 � 对急性

用的大黄
,

黄柏作进一步实脸
,

证明
三对 �六种 �抗原

,

抗体系统中仅选霍旗
,

二鬓蕃戳票委翼镊溺鬓
属加热

耘盆殊
‘·

�
一

二扩

� � � � � 有抑制作用
,

且黄柏的选择性更为专

� � � � � � � ��� � 〔
‘� 一 ‘, 〕等用珠子草 �� � ���

� � �

� � � � � � �� � � �� � �的水 浸出液
,

氯仿提取物
,

己

子素 �
,

则生存率明显改善
,

肝细 胞坏死受

阻
,

五味子素 � 对这种模型的作用
,

推测与

阻止由巨噬细胞产生细胞毒素因子以及保护

肝细胞的作用有关
。

��  �
�
等�� 〕就小柴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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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大柴胡汤对四氯化碳 ��门
� �所致的肝损伤

及功能障碍的研究表明
�

在给 于 �� �
‘� � � 后

,

小柴胡汤可使 ���
�

导致的 �� � �
,

� �  � 的
、

活性升高恢复正常
�

在给 � ��
‘

后 �� 及 � ��
·

小柴胡汤还可抑制 由 � ��
�

导致的凝血酶原

的时间延长 及细胞 色素 � 一 � �� 活性降低
�

而大柴胡汤对 �� � �
�

�� � 丁 活性升 高及凝

血酶原 时间的延长无作用
,

这些表示 小柴胡

汤可改善由 ���
‘

导致 的肝细胞坏死及功能

障碍
。

�
�

调整机体免疫功能 的药物

学者最近认 为 � � � 不直接 造成肝细胞

病变
,

而 机体对 � � � 或病毒亚颗 粒的免疫

反应可能是造成 � � � 感染时对肝细胞损伤

的重要原因
,

因此乙肝的治疗要 同时应用抗

� � � 药物和免疫调节药物
,

对不同患者甩不

同的药 �� 〕
�

对非特 异性 免疫功 能 低下的患

者
�

� � � 感染可能演变为慢性肝炎或长期带

病毒状态
,

他 们需 用免疫增强 剂 �如小柴胡

汤
,

胸腺素等 �促进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
,

如

沟口靖结
�� ‘�用小柴胡汤处理的 健康 人末稍

血单核细胞
,

其培养上清液 中 ��
�

�

�
,

‘ �

活性明

显增加
,

经 小柴胡 汤处理的 小 鼠脾 细胞其

��
�

反应性明显增强
。

如将小柴胡汤作用于 �

细胞
,

可使多克隆抗体增加
,

即以 �� � 诱导

抗 � � � 一 � �  ! 溶血斑形成细胞时
,

如加小

柴胡汤
,

则使溶血斑形成细胞数明显增加
�

这

显示小柴胡汤具有免疫激活作用
。

又如补气

药一黄蔑
,

人参
,

灵芝等都具增强细胞免疫功

能
,

用灵芝浸膏治疗慢性肝炎
,

结果 ��
·

�线

病例 � 细胞 比值有所提高 �� 〕。 对 自身免疫反

应较强 的患者
,

� � � 感染可发展为慢性活动

性肝炎或暴发性肝炎
,

可用免疫抑制剂
,

以减

轻免疫反应性肝细胞损伤
。

中药中清热解毒

药和活血化癖药可抑制和降低免疫反应
,

有

的也可提高免疫功能
,

这两类药物对免疫系

统具有双向调节作用
,

马骆安报道 �� 〕清热解

毒药中的黄芬
,

黄连
,

白花蛇舌草
,

蒲公英
,

山

豆根
,

大黄
,

虎杖
,

板兰根
,

败酱草等可调节机

体的细胞 免疫和 体液 免疫
,

对治疗 � � � 有

很好的疗效
�

活血化癖药能改善肝脏微循环
,

抑制和清除免疫复合物
,

减少肝细胞损伤和

坏死
,

促进肝细胞再生
。

� 保肝
,

退黄胆
�

降 � �� 方 面的药物

� � � � �� � 厂
� 。〕从胡 黄连 ���。� � � ��� � � � 卜

�� � � �的根和根茎中分得的胡黄连苦贰 � 和

胡黄连贰 以 � � �
�

� 比例组成制剂
,

经药理
�

生化和组织学参数证明
,

具显著的保肝活性
。

� � � �� � � � � �� � � �
, ‘〕用墨旱莲 ��

� ��� �� � �
�

� � �的石 油醚
,

苯
,

丙酮
,

乙醇和 �� � 乙醇提

取物对 � ��
�

毒性小鼠作试验
,

显示该药对肝

脏毒性物质有预防效果
,

其中以 �。� 乙醇提

取物对肝保护作用强
。

� � � �� � � � � � �� � � � ��
� , 〕用 熊 去 氧 胆酸

�� �兀� �合并茵陈篙 汤治疗 ��� 黄疽患者
�

临床和生化指标均改 善
�

包括胆红素含量下

降
。

而单独使用 � � � � 或茵陈篙汤者不能降

低血清胆红素含量
。

黄正明等浓〕以水芹注射液用于大白鼠

�一蔡异硫氰酸酷和 � ��
‘

肝炎模型试验
�

证

实治疗组与中毒组相 比
,

其退黄和降酶效果

非常显著 �� � �
�

� � �
,

未见明显毒副作用
。

二
、

临床应用研究

根据多年药理
、

药化研究
�

中草药治疗乙

型肝炎在临床上 已是明确的有效医疗措施
。

特别在戎国
、

日本等地根据患看锐病型
�

恰当

用药 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故而疗以
, ’

著
,

正

如龚坚等图〕总结 � � � � 例乙 肝病 人
,

归弟分

属湿热未尽
、

气滞血癖
、

肝肾阴虚
、

肝郁脾虚

四型
,

它对指导选方用药
、

判断预后等均有意

义
。

徐连等哪
」从 � � � � 例乙肝病 人资料中分

析表 明
,

用 中草 药治 疗 乙 肝
,

总 有效 率在

��  以上
�

� �� � � 阴转率明显 ���
�

� � �
,

疗

效明显
。

乙肝病人
,

大多体液免疫亢进
,

细胞

免疫功能低 下
,

邪实正虚
,

临床应多采用清热

解毒
,

活血化癖与扶正固本药配伍
,

发挥双向

免疫调节作用
,

抑制其体液免疫
,

增强其细胞

免疫
,

达到扶正祛邪 目的
,

故一般应用复方治

疗 比单方多
,

现分述如下
�

�
�

复方治疗 乙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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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灵 台等 �� 〕对慢性 乙肝用补 肾
,

清

化的药物 �巴戟天
,

肉从蓉
,

桑寄生
,

虎杖
,

丹

参等 �治疗数百例
,

� �� � � 近期和远期转 阴

率 分 别 为 �� �和 �� �
,

� �� � � 转 阴 率 达

� � � 以上
,

� �  一 � � � 转阴率约 �� 写
,

肝功

能和免疫功能明显改善
。

��� 张著 �� 〕以补阴
,

清热解毒
,

活血化痪

等药 �生地
,

鳖甲
,

云获等
,

构祀子
,

沙参
,

穿山

甲
,

白僵蚕
,

丹参
,

虎杖
,

白术 �治疗 �� 例乙

肝
,

其 � � �� � 转阴率为 � � �
。

��� 蒋健等哪
〕以益肾温 肾为 主药 �巴戟

天
,

仙灵脾
,

冤丝子
,

肉从蓉 �等助阳药组成方

剂 治 疗 乙 肝 �� 例
,

其 � � �� � 转 阴 率 为

� �
�

� �
。

��� 陈立华等吻」用通阳解毒法治 � �� 例

乙肝
,

� �� � � 转阴率 ��  
,

抗 � � 阳转率为

48
.
5 %

。

(5 ) 陈增潭等[30 〕从扶正固本
,

解毒祛 邪

法
,

用茵陈
,

蒲公英
,

车前子
,

小蓟
,

白花蛇舌

草
,

野菊花
,

土获等
,

黄蔑
,

丹皮
,

丹参
,

白芍
,

黄 精 等 治 疗 乙 肝 96 例
,

H
Bs

A g

,

D N A P

,

H B V 一 D N A 转 阴率分别 为 20 %
,

34

.

2
%

,

3 1

.

6
%

,

总有效率 74
.
5%

。

(6 )近期国内外学者还从现代医学角度
,

应用生化药物与中药复方合用
,

疗效高
。

如藤

原研司[sl 〕袁长津[35 〕等认为难治的慢性 乙肝

不同患者应用柴胡剂
,

活血化痪
,

利胆剂
,

利

水剂
,

补脾养肝
,

舒肝理气
,

滋养肝肾等不同

药
,

收效显著
。

¾
一 1 用小柴胡汤

,

桂枝获等

丸并用治慢肝(乙型 25 例
,

非 乙型 7孚例)
,

症

状改善 67
.
4一92

.
4%

,

G P T 降低
,

肝血流障

碍改善
,

对 50 岁以上 G P T 高的患者
,

用此方

日服 7
.
59 药量效好

。

¾
一 2 单用小柴胡汤

(柴胡根
,

半夏块茎
,

黄琴根
,

大枣
,

人参根
,

甘

草根
,

生姜等 )治疗乙肝 80 例
,

均 7
.
59/ 日服

量
,

连 服 6 个 月
,

患 者 自觉 症 状 改 善者

62
.
5%

,

肝 功 能 改善 50 %
,

血 清 反 应 改 善

4。% 左右
。

小柴胡汤对肝脏
,

病毒有多方面作

用
,

且从电解质检查无异常
,

安全度高
。

¾
一

3 与干扰素并用疗法
:
用干扰素对

e
抗原 阳

性
,

D N A 聚合酶阳性的乙肝患者
,

用药后聚

合酶值显著下降
,

对 H Be 抗原
,

抗体系统均

改善
,

如把小柴胡汤与 日干扰素合用
,

疗效更

高
。

( 7 ) 佐 藤正 明等[
, 幻 以 IF N (干扰素)

,

能

去 氧胆酸 (U D C A )与小 柴胡汤治慢性 乙肝

37 例
,

表明转氨酶
,

血清转化率均优 于单独

用 IF N
:一 :6 。

( 8) 海老名卓三郎吻〕用甘草甜素加增效

m inoph agene (S N M C )治疗 乙肝
,

双盲法连续

4 周给 药 (静 注 4om l一 含 甘草甜素 som g/

日)总有效率 64 % (安慰剂组 37 % )
,

肝功能

改善季伪 78 % (安慰剂组 42 % )
,

证明 sN M c

对慢性 乙肝有效
。

藤泽等又对 18 例 H B
e抗

原持续阳性 的患者用 sN M c 进行长期间歇

治疗
,

有 12 例(6 6
.
6% )H Be 抗原转 阴

,

8 例

(44
.
4% )出现 H Be 抗体

,

治疗 3 个 月 后
,

G P T 由 186 降至 80单位
,

有效率为 94
.
4 %

。

(9 ) 与芝真[a’〕采用干 扰素与小柴胡 汤
,

桂枝获荃丸和甘草酸等药治疗 乙肝患者 14

例
,

结 果 D N P 一 P 显 效 8 例
,

有 效 2 例
,

H
Be

A g 量显效 10 例
。

长期效
,

7 例停药 1年

以上
,

5 例仍阴性
,

说明干扰素与中药并用治

疗 乙肝比单独用干扰素效果理想
.

2
.
单方治疗 乙肝

( l) 大戟科油柑属 (叶下珠属 )多种植物

在我国民间常用于黄胆
,

肝炎
,

肠炎痢疾
,

泌

尿系统感染治疗
,

主要种类是叶下珠 (外
yl-

lanthus urinaria L
.
)及其 同属 植物

.
的混 合

物
,

近年学者研究证实叶下珠有强的抗肝炎

病毒及抗肝细胞损伤作用
。

临床也表明清除

乙肝病毒携带者体内的病毒标记物
。

1 9 8 8 年

2 月
,

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太地 区国际肝

病会议上
,

T h y
ag

a
ra j

an 等报告 了用 叶下珠

粉在临床治疗 乙肝 27 例
,

H
BS

A g 阳性
,

成人

每天二次
,

每 次 200 m g 粉未胶 囊
,

连服 30

天
,

结果 18 例 H B sA g 阴转 (“
·

6
%

)

,

其后
,

学者又深入研究
,

鉴定叶下珠实为 (p hy ll
an-

th us am a rus)同属植物
。

6 0 例受试人随机分

出 37 例为治疗组
,

按前述剂量
,

方法服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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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
.
另 23 例 为对照组 服装 入等量乳糖的胶

囊
,

以双盲法对照
,

结果 37 例中 22 例(5 9 % )

血清 H B sA g 阴转
,

对照组仅 1 例阴转
.
并未

见有 毒副作用
.
其有效成分主要是黄酮类 (懈

皮贰
,

异懈皮贰等 )多种成分协同作 用的结

果
。

x 9 9 o 年 T hy
agarajan 等对 H B sA g 阳性

至少 丫年一5 年的 28 例进行开放研究
,

患者

服叶下珠 250 m g
,

日服 3 次
.
共 3 月

.
随访 1

年
,

H B
s

A g 转阴率 20 %
.
以上说 明叶下珠 治

乙肝效好
,

目前在新西兰
,

V
a n a

v
a t a

,

澳大利

亚
,

埃及
,

新加坡
,

中国
,

美国及印度等地都进

行了多中心研究[1o
一 1 :〕。

( 2 ) 五味子素(G
om isin )A

.
为二苯

,

环辛

二烯型的木 聚糖
、

对受 C CI
‘ ,

右旋半乳糖胺

等所致的小白鼠肝损害模型有 显著降低转氨

酶 作用
,

作者 正用 该 药 治慢 肝
.
效 果相 当

好〔, ‘〕
。

( 3) 另外单味黄蔑
.
甘草甜 素等对乙肝效

好
。

三
、

结语

从以上报道
,

展示了应用单
,

复方中草药

或生化药物 (干扰素 )加中药等 治疗确证的不

同类型的 乙肝患者
,

效显
,

总有效率 80 % 以

上
,

特别 如复方清热
,

补 肾药(巴 戟夭
,

肉从

蓉
,

桑寄生
,

虎杖
,

丹参
,

仙灵脾)
,

补气药 (黄

蔑
,

人参
,

灵芝)
,

单方 中的小柴胡汤
,

叶下珠
,

大黄等在转阴率
,

肝功能上都有显效
,

说明祖

国医药对治疗乙肝的历史悠久
,

经验丰富
,

效

果显著
。

为进一步提高中草药治疗乙肝的药

效
,

今后应在模型设计
,

品种选择
,

组方
,

筛选

方法
,

患者分类上多加研究
,

使祖国医药在乙

肝治疗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

致谢
:
本文承苏 中武教授审 阅

,

特此 致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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