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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杏石甘汤对 A型流感病毒感染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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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麻杏石甘汤是张仲景的名方，具有辛凉解表、清肺平喘的功用，其现代药理研究发现该方具有镇咳平喘、抗病毒、抗炎、抗变态反应、增强机体

免疫功能等作用，临床用于治疗 A 型流感病毒具有一定的疗效。本研究结合国内近年来相关文献，就中药汤剂麻杏石甘汤治疗 A 型流感病毒感染的相关机制进行

简单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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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杏石甘汤来自《伤寒论》，是辛凉解表的代表方，是治疗感冒（包

括流感）、支气管炎、麻疹并发肺炎等呼吸道感染的代表方[1]。现代研究

表明麻杏甘石汤具有镇咳、抗炎、抗病毒、调节免疫功能等多种现代药

理作用[2]，并具有抗菌、抗病毒的作用[3-4]。新型甲型Ｈ1Ｎ1 流感是一种由

变异的新型甲型特征，Ｈ1Ｎ1 流感病毒引起的人呼吸道传染病[5]。流感病

毒在适应新的宿主的过程中会发生快速的演变和进化，包括 H5 和 H7[6]。

疫苗和抗病毒药剂靶向针对了三种流感包膜蛋白：HA、NA 和 M2 离子

通道蛋白[7]。目前流感依然是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的主要呼吸道传染病之

一[8]。针对麻杏石甘汤治疗 A 型流感病毒的具体机制研究目前并不多。本

研究结合近年来国内相关文献，对中药汤剂麻杏石甘汤治疗 A 型流感病

毒的相关机制进行简单的综述。 

1.抑制病毒增值 

在麻杏石甘汤抗流感病毒作用主要表现在对病毒增值和对宿主细胞

的免疫保护作用两个方面。甲型 H1N1 流感病毒血凝素和核蛋白抗原主

要表达于呼吸道上皮及巨噬细胞[9]，由于流感病毒血凝素（HA）和神经氨

酸酶（NA）这两种表面抗原变异，导致新的病毒株乃至新的亚型不断形

成[10]。麻杏石甘汤对鸡胚流感病毒有显著抑制作用[11]，张波等[12]发现麻杏

石甘汤能明显减轻流感病毒感染小鼠肺部炎症反应，降低肺指数，其机

制可能与其抑制神经氨酸酶活性，阻止病毒增殖有关。流感病毒表面的

NA 对感染细胞中的病毒释放具有重要作用。葛资宇等[13]通过研究发现，

麻黄先煎 25min 组和麻黄先煎 30min 组，可以减少感染细胞中流感病毒释

放与扩散，阻止流感发生发展，抑制病毒增殖作用。病毒增殖是病毒传

播的重要条件，通过以上实验研究证实麻杏石甘汤在现代药理上具备抑

制流感病毒增殖的作用，从而可以阻止流感病毒的传播。 

2.抑制 MDCK 细胞凋亡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 A 型流感病毒发病机制的认识不断深入，发现

细胞凋亡作为一种不同于坏死细胞的损伤机制，参与了流感病毒感染的

病理生理过程，是流感病毒发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显示许多

中药可通过阻止流感病毒引起的细胞凋亡而达到治疗流感的目的[14]。经

MDCK 细胞培养后的三种病毒 HA 滴度呈现先升高后下降的现象[15]。甲

型流感病毒 75-39 株腹腔注射小鼠，用巨噬细胞吞噬中性红方法检验其

吞噬功能。经病毒感染后小鼠腹腔巨噬细胞 活性明显升高，到第 7 天吞

噬活性是正常鼠的 3 倍[16]。张薇等[8]通过运用鸡胚囊培养法和微量血凝试

验检测到流感病毒感染引起 MDCK 细胞后总结出麻杏石甘汤预防给药对

MDCK 细胞的保护作用优于治疗给药。卢芳国等[17]运用原位末端标记技

术和流式细胞发现麻杏石甘汤能促进 A 型流感病毒感染的小鼠 IFN-γ

分泌水平，并能通过诱生 2'-5'A 合成酶和蛋白激酶等而发挥抗病毒作用，

同时又能增强 TNF-α等细胞因子对细胞凋亡的诱导效应。流感病毒感染

后，激活的肺泡巨噬细胞通过释放 TNF-α、IL-1、IL-8 等前炎症细胞因

子，激活中性白细胞和内皮细胞等，进一步加强炎症介质的释放，并产

生氧自由基、氮氧化物、花生四烯酸代谢产物等，形成爆布效应，引起

自身细胞的广泛破坏[18]。流感病毒引起的细胞凋忙是引起流感进一步发展

的重要原因，通过研究发现麻杏石甘汤可以抑制细胞凋忙，从而进一步

阻止病毒的发展。 

3.促进抗炎因子的产生 

流感病毒可能通过 HA 与 NP 蛋白激活巨噬细胞 SIRT1 并进一步抑制

NF-κB 的表达，形成 NF-κB 负反馈的现象进而影响机体的炎症反应或

免疫应答[19]。IFN-γ参与控制病毒感染和免疫调节。流感病毒发生的同时

能诱导机体产生特异性反应，如 IL-2、TNF-β、IFN-γ、IL-4、IL-5、

IL-6 及 CSF 等细胞因子，并能诱导 CTL、NK 和 LAK 等多种杀伤细胞的

分化，活化巨噬细胞。有研究显示，中医药可通过调节细胞因子网络来

调节 Th 细胞水平，从而起到平衡免疫功能的作用[20]。感染流感病毒的巨

噬细胞表面Ｄll1、可能通过影响 ＭHC-Ⅱ、IL-12、IL-18 来间接影响 IFN-

γ的分泌[21]。邹婷婷等[22]通过研究发现小鼠肺巨噬细胞Ｄll1 及 MHC-I 的

表达可能在以 CTL 为主流感病毒异型交叉保护免疫应答反应中起重要作

用。李玲等[23]通过研究发现麻杏石甘汤组小鼠肺组织中 IL-2 蛋白表达水

平明显升高，TNF-β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下降。卢芳国等[24]通过对 A 型流

感病毒感染小鼠 IL-2、IL-4 蛋白表达水平的研究，发现能促进 B 细胞

介导的体液免疫，是影响流感病毒增殖的主要因素。赵澄[25]等通过研究发

现麻杏石甘汤能促进肺组织 CCL3 和 CCL5 趋化因子的产生从而减轻流感

病毒感染后肺组织的损伤。通过基础实验研究发现麻杏石甘汤具有影响

流感病毒感染小鼠细胞因子蛋白表达水平，调节免疫反应的功能。现代

药理研究表明，麻杏石甘汤在体外具有抗 A 型流感病毒的作用，但其效

应物质研究目前尚未明确[26]。总之，麻杏石甘汤既直接作用于流感病毒，

又能抑制炎症因子风暴的产生。炎症的发生是疾病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抑制免疫应答从而能有效的阻止流感病毒的发展，通过现代研究发现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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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石甘汤能有效促进抗炎因子的产生，能有效抑制炎症。 

4.总结 

中医药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更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不仅不能丢

弃还要大力弘扬与发展，精神的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强大的精

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力量的持续发展，更可以使一定的物质力量发

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中医学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来源于大量的临床实践

及对其经验的总结。引据辨治法、切 脉辨治法、证状分类法、结合辨治

法等[27]。中国中草药资源种类丰富，已发现很多种中药具有抗病毒作用，

治疗流感过程中可以通过调节人体免疫力、直接抑制病毒或通过诱导生

成干扰素等多种途径而达到防治甲型流感的目的[28]，其中麻杏石甘汤作为

我国传统的中药宝贵资源，具有副作用小、耐药性少和多靶点等优点，

在抗病毒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随着国家大力弘扬中医药的发展和西

医药物毒性的弊端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们愿意选择传统的中医药，但是

由于中药成分较复杂，有些理论并不是像西医一样，有效成分分离和提

取困难，使得麻杏石甘汤在抗 A 型流感病毒研究上进展缓慢。我们相信

随着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发展，麻杏石甘汤的抗病毒领域将会拥有更为广

阔的前景，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以“新秀”的光辉矗立在世界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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