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述

86 2019 年总第 51 卷第 6期

从20世纪40年代起，抗生素开始应用到医学

领域，发展到20世纪末期，感染性疾病发生死亡的

人数已经大幅度下降，促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超

过15年。然而，由于病毒和细菌组成结构的差异，

使病毒对抗生素不敏感，因此当前缺少抗病毒的有

效药物，且随着病毒的变异和新病毒的不断出现，病

毒性疾病的危害愈显突出。所以找寻和开发出一种

安全、有效、具备自主产权的治疗病毒性疾病的药物

显得非常迫切。近几年，人们热衷于中药的研究，尤

其是对中药抗病毒的研究成为了一大热点。截至目

前，国内有关中药抗病毒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柯萨奇、

乙肝、流感、单纯疱疹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的预防与治

疗。本文主要概述国内外最新有关中药抗病毒方面

的研究进展。

1 乙型肝炎病毒（HBV）

乙型肝炎在我国非常普遍，这是一种严重影响

人们健康的疾病，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传染性强、发病

率高和流行范围广等方面，患者感染HBV后有很大

可能会演变成为肝癌和肝硬化，其在常见的七种肝

炎病毒中危害最大。当前，在世界上大约有3亿多人

感染慢性HBV，而国内有将近1.3亿人为慢性乙型肝

炎疾病患者，每年大约有2000万~3000万患者需要

进行抗病毒治疗。因此寻找一种有效且对人体无毒

副作用的抗HBV药物非常迫切。

当前，核苷类似物有着显著的抗HBV效果，然而

在选用该类药物对患者进行症状治疗时经常会出现

HBeAg/抗-HBe血清转换率低下的问题，当患者停药

后很容易复发和出现耐药突变等不良情况。也正是

因为该问题导致其在临床上的应用受到极大限制。

最近几年，寻找抗HBV的中药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已有不少中药成功用于抗HBV的治疗，例如：岩黄

连、苦参素和叶下珠。

1.1  岩黄连  岩黄连是一种富含岩黄连总碱的植

物，其含量高达38%。有研究显示岩黄连总碱对甲

肝、乙肝和丙肝病毒均表现出一定的抑制效果；对小

鼠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发挥有一定的促进效果；对

小鼠迟发型超敏反应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能够促进

小鼠快速产生表面抗原HBsAg抗体，这样岩黄连总

碱就可通过对小鼠体内肝细胞病毒的清除来发挥退

黄效果。有研究显示岩黄连总碱对于HBV-DNA的

表达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会直接抑制HBV的增殖

和复制[1-2]。表明岩黄连总碱有抗病毒效果，而且其

抗性的强弱与剂量呈正相关。

1.2  苦参素  苦参素作为从苦豆子和苦参等植

物中提取的一种生物碱，其主要有效成分是氧化

苦参碱。其作用主要体现在祛风杀虫和清热燥湿

等方面。研究发现其抗病毒机理主要是通过对

肝细胞膜的稳定、降低肝脏的炎症反应，促使患

者的肝功能得到有效改善；其对HepG2细胞HBV

病毒DNA的复制和表面抗原HBsAg的分泌也有

一定的抑制作用。苦参素不仅能够提升NK细胞

的杀伤功能，而且对于非特异性细胞毒性T细胞

中药抗病毒活性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朱文凯  梁海燕  马平川  张子悦  刘绍琼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院，山东泰安271000）

摘 要 近年来，中药因具备许多化学药物所不具备的优点，如价格低廉、无污染、毒副作用低、国内资源丰富和疗效

显著等，掀起了国内外学者研究中药的热潮。截至目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中药被开发出来并应用于抗病毒领域，且效果显

著。这主要集中在对乙型肝炎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单纯疱疹病毒和柯萨奇病毒等的预防与治疗方面。分析

并梳理几种中药材的抗病毒活性和作用机制，以期为后续中药的开发和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中药；抗病毒；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 R28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97X（2019）06-0086-04
基金项目  泰安市科技发展计划（2016NS1090）；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201610439017，201810439084）

doi：10.3969/j.issn.1672-397X.2019.06.030



综     述

872019 年总第 51 卷第 6期

（CTL）、异性CTL以及T细胞亚群的分化都有一定

的促进效果，能够介导Thl细胞分泌IF-2和干扰

素IFN，增强天然免疫和细胞免疫应答，将病毒清

除[3-5]。研究还指出，与核苷类似物相比，氧化苦

参碱不仅在HBeAg阴转率上有着明显的优势，而

且其HBeAg/抗-HBe血清转换率也优于核苷类似

物。但是其血清HBV  DNA阴转率却低于核苷类

似物。因此，就激活和恢复机体HBV特异性免疫

应答来说，氧化苦参碱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

一步深入[6]。另有学者指出将恩替卡韦和氧化苦

参碱联合使用能显著增强抗耐药HBV的效果，其

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降低NTCP蛋白质的表达、降

低HBV  mRNA的转录和减少P38蛋白磷酸，从而

协同抑制病毒的复制[7]。

1.3  叶下珠  叶下珠为提取自大戟科叶下珠属植

物叶下珠活性成分，主要有珠素、紫云英苷、4-羟基

芝麻素、对映-去甲一叶萩碱和珠子草素等物质。具

有平肝清热和解毒的功效。药理学实验发现珠子

草水浸出液能抑制HBV的DNA多聚酶的活性，且能

够与血清中的HBsAg和WHsAg（土拨鼠肝炎病毒表

面抗原）相结合。体外实验表明对鸭肝炎病毒的转

录酶有抑制作用，显著降低血清中病毒抗原蛋白和

DNA多聚酶。叶下珠显著降低人肝癌细胞外游离的

表面抗原数量，主要基于抑制HBsAg胞内的生物合

成[8]。

1.4  猪苓  猪苓是多孔菌科真菌猪苓的干燥菌核，

主要成分包括猪苓多糖、猪苓酮和猪苓酸以及生物

素等。猪苓具有抗病毒、抗肿瘤和免疫调节之功效。

猪苓多糖具有B细胞促有丝分裂素的作用，显著提高

人单核细胞（DBMC）对感染HBV的肝细胞的免疫杀

伤活性，也增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细胞膜

细胞因子IL-2R受体的表达，促进IL-2的分泌，参与

免疫调控清除HBV[9]。

2 呼吸道合胞病毒

呼吸道合胞病毒（RSV）作为一种RNA病毒，其

在低龄儿童和婴幼儿中较为常见，通常会引起急性

下呼吸道感染。近几年的统计显示，免疫功能抑制

的成年人和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也是RSV的易感人

群[10]。目前，临床应用败酱草和双黄连颗粒等治疗

RSV的感染。

2.1  败酱草  主要是指败酱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的

带根全草，常见的有黄花败酱和白花败酱等植物。

其功效主要体现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祛瘀排脓和

宁心安神等方面[11]。有学者从败酱草中提取活性多

糖AP3并通过Kruska-lWallIs检验法对比了其与利巴

韦林在抗RSV方面的差异。结果显示，AP3抑制呼吸

道合胞病毒的EC50为0.0986mg/mL，抑制作用存在

量效反应关系；感染后0、2、4小时加药，能显著抑制

呼吸道合胞病毒活性。且相较于多糖AP3，广谱抗病

毒药物利巴韦林的抗病毒指数和安全系数明显低于

AP3[12]。

2.2  双黄连颗粒  作为一种中药制剂，其主要是由

连翘、金银花和黄芩三种中草药植物制备而成。该

颗粒拥有很强的抗菌、解毒和消炎功效。其对多种

病毒、细菌以及一些真菌都有很强的杀灭和抑制作

用。目前，该颗粒在临床上有很广的应用，例如可

以增强机体对RSV的抗性，增强杀灭效果。有研究

指出，当双黄连颗粒的浓度为28mg/mL时，能体外保

护喉癌细胞Hep-2免受RSV的感染，未表现细胞病

变和损伤；进一步发现双黄连能直接灭活RSV，提高

Hep-2细胞膜的完整性，进而抑制RSV与细胞的吸附

和侵入[13]。

2.3  银翘散  为中药复方，由连翘、金银花、薄

荷、苦桔梗、荆芥穗、淡豆豉、生甘草、牛蒡子、竹

叶等药物组成。具有辛凉透邪、清热和芳香辟秽

解毒之效。通过建立小鼠感染模型发现，银翘散

中各组分相互之间协同发挥抑制RSV感染的作用，

显著改善肺指数，减轻肺脏组织病变和鼻黏膜组

织炎性浸润，并降低炎性因子IL-6和TNF-α的表

达，抑制NALP3炎性体的激活，且药效评估发现银

翘散和利巴韦林对RSV感染小鼠呼吸道的改善作

用相当[14]。

3 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Influenza  virus）也是一种RNA病毒，

拥有囊膜，属于正黏病毒科。根据病毒膜蛋白（MP）

以及核蛋白（NP）的差异可以将其划分为A、B、C三

种类型。其中A型流感（甲流）致病性最强，也容易

引发全球流行。当前，典型的可感染人的流感病毒

主要包括A型的H1N1亚型、H3N2亚型、H7N9亚型和

B型[15]。

3.1  连花清瘟胶囊  是一种通过提取板蓝根、连

翘、大黄、甘草、薄荷以及金银花等多种植物中的有

效成分，然后配伍成胶囊的中药制剂。其对人体起

到宣泄肺热和清热解毒等功效。体外抗病毒实验显

示该胶囊联合奥司他韦对甲型流感病毒治疗的临床

效果显著，且无不良反应，具有较高的安全性[16]。目

前，该胶囊用于不同流感病毒所致的病毒性流感的

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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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双黄连颗粒  有研究显示，该制剂对于H1N1

和H9N2病毒所致的小鼠肺炎有着显著的抑制效果，

通过增进小鼠体内CD4+和CD8+  T淋巴细胞的比率，

提高细胞免疫应答。另外研究还指出，双黄连也能

够降低小鼠肺组织IL-6、IL-10、TNF-α和IFN-γ等

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进而对受感染小鼠起到保护

作用[17]。

3.3  臭灵丹  该药物是一种云南民间的特色药，主

要用于人类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预防和治疗，特别

对流行性感冒的治疗效果得到证实。有学者对该药

剂成分进行了分析，从中分离出了四种黄酮单体，分

别是喷杜素、洋艾素、B5，6-二羟基-3，7，4'-三甲氧

基黄酮（新发现化合物）和金腰带素。总黄酮是一

种高效生物活性的物质，对包括H1N1、H3N2和H7N3

在内的多种流感病毒都有很强的体外抑制作用，可

抑制p38/MAPK信号通路的磷酸化，呈剂量依赖性，

并使多种炎性介质mRNA表达下降；体内改善小鼠肺

脏指数，起到抗炎、止痛作用[18]。

3.4  热毒平  热毒平作为中成药的一种，其主要由

黄芩、板蓝根、地黄、金银花和麦冬等多种植物的有

效成分组成。用于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的治疗，对机

体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张艳丽等[19]通过对热毒平

的研究指出其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发挥抗流感

病毒的效果。（1）对NF-κB信号转导通路的抑制：

通过对该通路的抑制能够降低机体对趋化因子和炎

症因子的释放，存在剂量依赖性。（2）抑制病毒在宿

主细胞内吸附，且对已侵入细胞内的病毒还能抑制

其转录和复制。（3）对TLR7所介导的MyD88依赖的

信号传导通路进行调节。

3.5  龙芩草  龙芩草是一种富含氨基酸、甘草巧

和黄芩巧等成分的植物。其中黄芩巧的抗病毒效

果最为显著，甘草巧也能发挥一定的抗病毒作用，

尽管氨基酸对H1N1不表现出抗性，但能显著改善

细胞的形态。龙芩草提取物发挥抗H1N1作用主

要依赖于先天性免疫调节Toll样受体信号传导、

JAK-STAT等途径，进而激活通路相关免疫因子，

调控细胞因子表达水平发挥抗H1N1流感病毒的

作用[20]。

4 单纯疱疹病毒（HSV）

HSV也是人类最为常见的一种感染性病毒，患

者感染后会引发单纯疱疹。根据疱疹的抗原性差异

又可将其划分为两大类，依次是I型和II型。I型病毒

主要感染人体的中枢神经、口和唇部的皮肤黏膜，II

型病毒主要涉及新生儿和人体外生殖器的感染。板

蓝根作为一种清热解毒的药物得到广泛应用，主要

含有三大类成分，生物碱、有机酸和苯丙素[21]。研究

学者通过对板蓝根抗病毒活性的研究显示板蓝根主

要通过多种路径、多种环节和多种成分发挥协同作

用实现抗病毒效果。其抗病毒机理最为典型的是可

抑制HSV-I在胞内的生物合成，诱导细胞产生IFN，增

强先天免疫应答，同时其活性成分能够介导病毒包

膜变性而杀灭病毒[22]。

5 柯萨奇病毒（CV）

该病毒属于小核糖核酸科肠道病毒属，患者感

染该病毒后表现为呼吸道和神经系统以及手足口

综合征等症状[23]。而B组柯萨奇病毒（CVB）被认

为是诱发机体病毒性心肌炎的首要因素[24-25]。近

些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指出CVB4对于人群

患有的I型糖尿病有一定的诱发作用[26]。有学者通

过对CVB4的研究显示连花清瘟胶囊能显著抑制

CVB4在Hep-2细胞中的复制，其抗病毒作用主要

依赖于对CVB4的直接灭活，阻断病毒与受体结合，

抑制病毒在细胞内的复制增殖[27]。曹红子等[28]研

究表明草苁蓉提取物能显著降低心肌细胞中丙二

醛的表达，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的生物活性，提高

CVB3感染心肌细胞的抗氧化作用。又发现草苁蓉

提取物降低感染病毒心肌细胞释放的乳酸脱氢酶

和天冬氨酸的活性，阻止心肌酶的渗出，减轻病变

效应[29]。

6 结语

病毒性疾病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是所有感染性疾

病中最重要的一类，开发利用安全有效的、低毒副作

用，特别是要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抗病毒药物

显得十分重要！我国中药资源丰富，价格低廉，且积

累了数千年的使用经验，促使中药慢慢发展成为治

疗病毒性疾病的理想药物。随着人们对中药研究兴

趣的提高，大规模抗病毒药物筛选技术的不断涌现，

开发高效的抗病毒中药也成为当前药物研发的一大

热点。但中药的开发必须与时俱进，遵循自然规律，

应当做到以下几点：（1）借鉴传统的研究方法，借助

新兴科技手段，从机体、细胞和分子三水平实现中药

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探索，开展广泛深入的实验研究

和临床观察；（2）提取中药的有效成分，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保证其安全有效地发挥作用；（3）阐明有

效成分的抗病毒作用机理或相互之间的协同作用，

联合使用中药的有效成分提高抗病毒的疗效；（4）

适量利用中药，摆正科学态度，实现中药资源开采的

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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