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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是一类主要由核酸和蛋白质组成的非细胞
型微生物， 其感染为病毒侵入人体并在靶器官细
胞中增殖，并与机体发生相互作用。 具体来说，其
致病机理有： 一是可以引起感染细胞的损伤和死
亡；二是使感染的细胞膜发生改变，而导致感染细
胞与邻近未感染细胞发生融合； 三是病毒感染中
的炎性反应和免疫病理损伤； 四是病毒感染引起
的暂时性免疫抑制。 由于病毒对抗生素不敏感且
特效药少，少数有一定疗效的现代药物尚不理想。

中医药在防治病毒性疾病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
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中药抗病毒不
只单纯着眼于直接的抗病毒作用，更重视“病毒-机
体-中药”的关系，不仅直接杀灭病毒，阻止病毒的吸
附、穿入、复制、转染，更重要的是还能增强机体的免
疫力， 激发调动一切的免疫防御系统发挥抗病毒作
用。中药抗病毒目前大多从中药中提取的单体、单味
中药及其提取物和中药复方制剂三个方面入手，对
其作用机制以及临床应用等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对
近几年医学界有关中药抗病毒作用机制的研究做了
粗略的总结。从研究来看，中药抗病毒的作用机理可
分为直接抗病毒作用和间接抗病毒作用。 前者主要
是阻断病毒繁殖过程中的某一环节阻止其复制，后
者则是激发调动机体的免疫防御系统而发挥抗病毒
作用。 现将研究进展概述如下。
1 直接抗病毒途径

此途径主要是对病毒的直接灭活作用，以及阻

断病毒增殖过程中的各环节而发挥抗病毒作用。 病
毒的增殖过程大致可分为吸附、穿入、脱壳、基因组
转录、基因组复制与基因表达、装配、成熟与释放。
此增殖周期中，病毒附于宿主细胞表面与细胞表面
结合后穿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在细胞溶酶体酶作用
下，脱去衣壳蛋白释放病毒核酸，核酸释放入细胞
内，则进入病毒的生物合成阶段，包括病毒核酸复
制和基因表达， 最后病毒核酸与蛋白质合成之后，
在细胞质内或细胞核内组装成成熟的病毒颗粒。 根
据病毒增殖过程并结合中药抗病毒相关研究，可将
直接抗病毒作用分为三个阶段：
1.1 侵入前抗病毒作用 侵入前抗病毒作用除了对
病毒的直接灭活作用之外，还主要作用于病毒增殖过
程中的吸附和穿入两个环节，通过阻止病毒吸附与穿
入，达到抗病毒效果。 此作用机制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直接灭活作用：在对板蓝根提取液抗病
毒的鸡胚实验研究中发现 [1]，板蓝根提取液能直接
灭活甲 1 型流感病毒鼠肺适应株。 王志玉 [2]实验研
究表明大黄醇提液中蒽醌类对单纯疱疹病毒有直
接的杀灭作用。 另外，中药抗病毒胶囊可使Ⅱ型单
纯疱疹病毒颗粒变形，大小不均匀，包膜裸露或破
损以及病毒颗粒凝集融合成块， 结构模糊不清，从
而失去感染活力 [3]。 复方金银花则在体外有较好的
抑制Ⅰ型单纯疱疹病毒的作用，效果要优于无环鸟
苷和盐酸吗啉胍，而且能够增加细胞对环境的耐受
力和延长细胞寿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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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类是阻止病毒的吸附及穿入， 从而发挥
抗病毒作用。 有研究表明板蓝根主要通过其多糖组
分协同其蛋白组分，作用于细胞膜表面的唾液酸，与
病毒（如流感病毒）产生竞争性吸附，以包被的方式
保护细胞，有效预防了病毒对细胞的侵害，从而达到
抗病毒的目的[5-6]。有报道黄芪 A6 组分阻断流感病毒
吸附感染宿主细胞的机制与其抑制流感病毒包膜功
能、影响病毒对敏感细胞的吸附和穿入密切相关[7]。

中药抗病毒活性成分中的黄酮类、 多糖及其衍
生物、三萜类化合物及其衍生物、生物碱及苷类等，
都能通过阻止病毒颗粒对宿主细胞的吸附过程，而
发挥抗病毒作用。 有人认为甘草甜素的抗带状疱疹
病毒活性可能与抑制病毒颗粒穿入脱壳或释放有
关，但其确切机制还不清楚[8]。 甘草酸苷抑制 HIV-1
（Ⅰ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病毒粒子在 CD4+T 细胞中
的复制机制为甘草酸苷部分地防止了 HIV-1 吸附到
CD4+T 细胞上[9]。甘草甜素抗 HSV（单纯疱疹病毒）感
染机制之一也可能是通过抗黏附来实现的， 它可以
对抗 HSV感染后机体内黏附力和黏附应力的变化[10]。
黄芩苷能抑制 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与细胞 CD4
受体的结合，主要是通过与转化因子结合，削弱 HIV
与细胞受体的结合能力， 抑制 HIV 感染人体外周血
单个核细胞（包含淋巴细胞、单核细胞等）[11]。
1.2 细胞内抗增殖作用 中药抗病毒可通过抑制
病毒基因组转录和转录的修饰，抑制病毒基因组核
酸的复制， 以及抑制病毒蛋白质合成及转运来实
现。 病毒核酸的复制需多种病毒酶的协同合作才能
完成，这些病毒酶不同于人体细胞复制所需的酶蛋
白，寻找这些病毒酶活性抑制剂可以阻断病毒核酸
的复制。 其中抑制病毒基因组活性的酶大致有抑制
DNA 多聚酶、 抑制病毒 RNA 多聚酶、 抑制逆转录
酶、抑制病毒核苷酸还原酶。

段林建等[12]研究结果表明连翘苷可能通过抑制
甲型流感病毒 NP 与病毒 RNA 结合形成 NP 复合
物，阻碍 NP 基因复制，也有可能是抑制 NP 的转录
水平或 NP 翻译后修饰。 有研究用 MTT 法检测板蓝
根抗巨细胞毒效应， 结果认为其抗病毒作用的机制
可能与其所含之尿苷、尿嘧啶、次黄嘌呤等成分有关[13]。
板蓝根煎剂与病毒混合存在于培养上清中， 其所含
嘌呤嘧啶能干扰病毒 DNA、RNA 的复制， 从而抑制
病毒增殖，起到保护细胞免受病毒损害的作用。

有人认为抑制逆转录酶活性是抗 HIV 病毒复
制的重要环节 [11]，而黄酮类化合物抗 HIV 病毒主要
作用于逆转录酶和整合。在 HIV-1 病毒逆转录酶试

验中，黄酮类化合物的多种多羟甲基表现出良好的
抗 HIV 活性。 比如黄酮类黄芩素和黄芩苷均有抑制
逆转录酶活性的作用， 且黄芩素的作用强于黄芩
苷，还有从大戟地上部分得到的槲皮素对于 HIV-1
整合酶具有选择性抑制活性。 国外也有研究认为，
黄酮类化合物可能通过抑制病毒复制过程信号传
递物质的活性， 阻断病毒复制所需的信号传递，进
而抑制病毒的复制 [14]。 蒲公英中抑制甲型 H1N1 的
化学成分，其作用机制为通过抑制病毒在狗肾细胞
或人肺腺癌细胞中的核蛋白质的合成并抑制聚合
酶活性来抑制病毒的增殖[15]。 其对 HIV-1 也具有明
显抑制作用，作用机制为抑制 HIV-1 逆转录酶的活
性来抑制病毒繁殖[16]。

穿心莲提取物炎琥宁能够在病毒复制过程中
通过占据 DNA 与蛋白质的结合位点， 阻止蛋白质
对 DNA 片段的包裹，从而导致病毒不能正常复制，
同样属于抑制病毒的复制，来抑制人类疱疹病毒[17]。
1.3 抗表达（溢出）再感染作用 此过程主要是阻
止病毒由感染细胞向未感染细胞浸染。 甘草甜素对
VZV（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体外抑制研究表明，病
毒感染 16h 后加入甘草甜素，可抑制病毒从感染细
胞向未感染细胞的扩散[18]。
2 间接抗病毒作用

此途径主要是指通过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激发
调动机体的免疫防御系统来间接发挥抗病毒的作
用，十分符合中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思想。 中
药对机体免疫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各种中药都是
多层次、多途径、多靶点地作用机体，识别自己，排
除非己成分，从而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提高机
体免疫力。
2.1 免疫促进作用
2.1.1 促进免疫器官发育 免疫器官是人体产生免
疫反应和执行免疫功能的组织机构， 免疫器官的质
量与免疫功能密切相关。研究发现，黄芪多糖可以使
正常小鼠脾脏及胸腺的重量增加， 还可以纠正烧伤
后小鼠脾脏及胸腺的重量减轻，调节其免疫功能[19]。
2.1.2 增强免疫细胞的作用 中药抗病毒对 T 淋
巴细胞、杀伤细胞和自然杀伤 B 细胞、单核巨噬细
胞以及白细胞等免疫细胞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药免疫增强剂可作用于胸腺淋巴系统， 诱导 T
细胞分化增殖，形成效应细胞，产生淋巴因子。 茅
苏萍等 [20]通过对 106 例单疱病毒性角膜炎患者黄芪
治疗前后 Th1/Th2 细胞因子水平研究， 发现其能调
节 Th1/Th2 细胞因子的失衡状态，上调 Th2 细胞，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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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Th1 细胞，改善患者机体免疫功能紊乱状况。蔡小
燕等[21]则认为黄芪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激素/免疫抑
制剂对细胞凋亡的抑制作用， 调节 T 淋巴细胞亚群
比例趋于正常。 大青叶能促进 ConA 活化的 T 细胞
分泌 IL-2（白细胞介素-2），辅助 Tc 细胞和 B 细胞
的分化和增殖，调节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22]。

动物实验表明黄芪多糖可提高小鼠 B 淋巴细
胞的增殖反应 [23]，因而黄芪对 B 淋巴细胞功能也有
增强作用。
2.1.3 增强体液免疫 抗病毒体液免疫的主要因
素是抗体，分泌型 IgA 可防止病毒的局部入侵，IgG、
IgM 可中断已入侵的病毒通过血液循环扩散。

甘草甜素（GL）可以改善机体的体液免疫功能，
研究发现 GL 剂量依赖性地减少血 IgE 水平， 增加
IgA、IgG、IgM 水平和 AchE 活性，减少外周血和鼻黏
膜 P 物质水平 [24]。 许多中药如人参、茯苓、灵芝、山
药、黄精、菟丝子、当归、冬虫夏草、刺五加等，均具
有促进体液免疫的功能。
2.1.4 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和 NK 细胞的杀伤
作用 中药人参中有效成分人参皂苷对网状内皮
系统（RES）吞噬功能有刺激作用 [25]，其机理可能与
人参皂苷使巨噬细胞内 cAMP 含量显著下降，cGMP
显著升高有关。 黄芪可增加外周血中多核白细胞的
数量，加强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功能，增强自然杀伤
细胞（NKC）和 LAK 细胞（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
胞）活性，通过对细胞免疫功能的双向调节来增强
体液免疫，同时对补体系统的影响可诱生干扰素等
细胞因子。 刘培民[26]通过研究升降散对机体免疫系
统的影响，结果表明升降散水煎液组可促进小鼠刚
果红的吞噬，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提高小鼠
的非特异性免疫力。
2.1.5 诱生干扰素（IFN） 干扰素是由细胞基因组
控制的一类诱生蛋白质。 它具有抗病毒繁殖及肿瘤
生长等多种生物活性，是机体内自身产生的一种抵
御外来病毒入侵，维持机体或细胞功能自稳定的防
御性物质。 近年来在中药研究中发现一些中药具有
诱生干扰素和促诱生干扰素的作用，其中尤以内源
性干扰素最多。

有研究表明，黄芪多糖能使动物体诱生内源性
干扰素，作用于细胞后产生抗病毒蛋白而抑制病毒
蛋白合成，从而产生抗病毒感染作用[27]。另有研究者
将煎液加入培养的小鼠脾细胞中， 能诱生 γ-干扰
素。 从香菇中提取的香菇素，能诱导血清 IFN（干扰
素）生成；青蒿素、丹参、刺五加和龙胆草等都能诱

生干扰素，而具有抗病毒作用[24]。葛根汤则主要通过
增强 IFN 的活性，抑制白细胞介素-1α（IL-1α）的产
生，在流感早期服用，能快速诱生干扰素抑制病毒
颗粒，降低 lL-1α 水平而控制机体对流感病毒感染
后所表现的异常亢进的病理反应。
2.1.6 多种细胞因子综合调节 机体内自然杀伤细
胞（NK）、干扰素 1（IFN-1）和白介素（IL-2）相互作
用，形成免疫网络，增强抗病毒和免疫调节作用。 有
学者研究解毒利肺口服液（简称 JLOL，主要由金银
花、连翘、黄茶、川贝等组成）对感染病毒机体免疫
系统的影响，运用流感病毒鼠肺适应株感染小鼠制
成病毒性肺炎模型观察， 经 JLOL 治疗后， 血浆中
IL-2 及 IFN-γ 水平均升高，说明该药可促进病毒感
染动物 IL-2 及 IFN-γ 的产生。 这两种细胞因子均
能增强细胞毒性 T 细胞（CTL）作用，并激活自然杀
伤细胞（NK），从而相互作用形成免疫网络 [28]。 中药
单体虎杖苷、甘草酸、黄芪多糖、野黄芩苷、白藜芦
醇和氧化苦参碱在体外具有良好的抗甲型流感病
毒的作用， 其抗病毒机制与调节 IFN-β1、IL-29 等
基因的表达有关[29]。
2.2 改善病毒所致机体的不良反应和病变 病毒
对细胞的杀伤作用可导致器官的损伤和功能障碍，
所以疾病早期所导致的细胞损伤是由病毒所引起，
后期的机体炎症与损伤则由复杂的免疫病理反应
所引起。 因而病程早期以抗病毒为主，后期则应着
重修复机体损伤，防止继发感染。富杭育等[30]对小鼠
灌胃正柴胡饮（由柴胡、陈皮、防风、芍药、甘草、生
姜组成）， 结果发现其能显著抑制流感病毒在鼠肺
内的增殖及由病毒引起的肺部炎症，并呈明显的量
效关系， 而且能降低致死量病毒感染小鼠的死亡
率，延长存活时间。
3 结语

综上所述，中药抗病毒是通过直接抑制作用和
间接抑制作用来实现的。 直接抑制作用通过对病毒
的直接杀灭或阻止其复制来清除体内的病原体，而
间接抑制作用则通过促进人体的特异性和非特异
性免疫，来增强机体抵抗病毒的能力。 但是中药在
抗病毒过程中并非只是单纯一种机制起作用，通常
是几种作用机制并存，相互交叉作用的结果。 因而
我们要从已经筛选并证明有显著抗病毒作用的中
药中提取抗病毒的有效成分，研究复方中药制剂中
各中药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相对于单味中
药来说，中药复方具有更好的抗病毒效果，能更好
地反映中药的辨证论治与组方原则。 例如莲花清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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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可以通过综合抑制作用、对病毒吸附的预防
作用、抑制病毒吸附后的复制增殖作用以及直接杀
伤病毒的作用，实现多环节抗甲型人流感病毒的目
的[31]。因此，中药抗病毒可以通过药物的配伍组合应
对病情变化，实现治疗的个体化与整体性。

中药的药理作用广泛而复杂，化学成分也不易
测定， 且其抗病毒机制为多种途径综合作用的结
果。 因而中药抗病毒机制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困难
性。 中药中的多种有效成分，根据不同的病理作用，
可在多个方面发挥直接杀灭病毒、促进机体免疫系
统杀伤病毒、减轻病毒对机体的损伤等作用。 因而
在中药抗病毒机制方面需要综合分析，增强对中药
复方的认识，运用系统的方法进行研究，从而为指
导中药抗病毒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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