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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胆泻肝汤临床运用规律
及免疫调节机能探析

□ 赵　黎　指导：章　健

（安徽中医学院２００３级硕士研究生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８）

　　摘　要　检索统计了近十五年来龙胆泻肝汤在临床运用的疾病种类，发现龙胆泻肝汤所治病症大
多为感染性疾病，或为免疫功能失调所致疾病，其可能是通过调整机体的免疫功能而治疗这些疾病，

进而从调节免疫机制方面对本方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与思考。

　　关键词　龙胆泻肝汤　临床运用　免疫调节

　　龙胆泻肝汤是祖国医学中经典
的清脏腑名方，由龙胆草、黄芩、

山栀、柴胡、当归、生地黄、木

通、车前子、泽泻、甘草十味药组

成，具有清肝胆实火，泻下焦湿热

的功用。

１　临床运用规律分析
龙胆泻肝汤因配伍缜密，用药

合理，故从古至今，在临床应用广

泛，疗效确切可靠。经笔者检索统

计，自１９８９年至２００４年，本方在
临床应用较多的疾病在百余种以

上，试分为：

１１　内科　心血管系统有室上性
心动过速；脑血管系统有高血压、

中风、头痛；消化系统有病毒性肝

炎、胆囊炎、胆汁返流性胃炎、慢

性酒精性肝损害等等；神经系统有

周围神经病；泌尿系统有难治性肾

病综合征、慢性肾盂肾炎等；内分

泌系统有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

炎、痛风；以及甲状腺机能亢进、

老年性失眠、过敏性紫癜等等。

１２　外科　带状疱疹、出血证、
脂溢性脱发、湿热性银屑病、荨麻

疹、白塞氏病、疖疮、红斑鳞屑性

皮肤病、痄腮、痤疮、痔疮、肛周

脓肿、肛窦炎等等。

１３　男科　急性附睾炎、精液不
化症、前列腺炎、早泄、精索炎、

阳强、阳痿、阴囊丹毒、不育症等

等。

１４　妇科　滴虫性阴道炎、细菌
性阴道炎、淋病性阴道炎、霉菌性

阴道炎、急性盆腔炎、急性前庭大

腺炎、泌尿系衣 （支）原体感染、

女阴溃疡、女性 “带环后流血”、

多囊卵巢综合症、妊娠病、乳腺增

生症、倒经、更年期综合征等等。

１５　儿科　小儿癫痫、性早熟、
小儿情感交叉症、儿童髋关节一过

性滑膜炎等等。

１６　眼科及五官科　单疱病毒性
角膜炎、细菌性角膜炎、真菌性角

膜炎、角膜溃疡、结膜炎、虹膜睫

状体炎、色素膜炎、巩膜炎、视神

经乳头炎青光眼术后眼压控制、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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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障术后炎性反应、青睫症、泡性

眼炎、耳聋耳鸣、耳疔、中耳炎、

外耳道炎、鼻衄、智齿冠周炎、口

腔溃疡等等。

１７　骨科　坐骨神经痛、颈椎病
等等。

１８　精神神经科疾病　如一些以
阳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裂症等。

另外还有癌症术后或放化疗配

合用药、用药过敏等等。

从祖国医学的观点来看，本方

临床主治证候为肝胆本身及其经脉

循行部位的阳、热、实、里证。病

位在肝胆，病因为实火、湿热，所

出现的症状皆与此有关。足厥阴肝

经起于足大趾，沿下肢内前侧上

行，入股中，绕阴部，挟胃属肝络

胆，分布于胸胁，循喉咙，连目

系，上入巅顶。足少阳胆经起于目

锐眦，环绕分布于耳前后，入耳

中，至缺盆分为２支：一支下行入
股中，绕阴部边缘；另一支分布于

胸胁。肝胆实火循经上逆，则头

痛、目赤、口苦、耳聋、耳肿，可

见于高血压、中风、失眠及眼科、

五官科等病症；实火或湿热蕴结于

中，则见胁痛、黄疸、心烦易怒，

可见于肝胆系统疾病 （如肝炎、

胆囊炎等）及一些精神科疾病；

湿热之邪循经下注，又可见阴痒、

阴肿、筋痿阴汗、小便淋浊、湿热

带下等，主要为泌尿生殖系统感染

及皮肤病等见症。

从现代医学的观点看，本方所

治疾病，大部分为一些感染性疾

患，有细菌感染、病毒感染、霉菌

感染、滴虫感染、支原体感染等，

龙胆泻肝汤如此广泛的抗感染作

用，单用其抗炎抑菌的药理作用很

难予以解释，很可能与其能增强机

体免疫功能有关；还有些疾病的发

生与免疫功能失调有关，如免疫性

不育、虹膜睫状体炎、白塞氏病、

银屑病、糖尿病、乙肝、口腔溃疡

等，龙胆泻肝汤可能通过调整机体

的免疫功能而治疗这些疾病。因

此，观察龙胆泻肝汤对免疫功能的

影响，对揭示本方的作用机理，为

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是十分重要

的。

２　调节免疫机制探讨
因龙胆泻肝汤所治疾病与免疫

功能失调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观察

本方对免疫功能的影响是人们所关

注的热点之一。免疫性疾病归纳起

来有以下几种：

２１　免疫功能低下或免疫缺陷性
疾病　机体一旦出现免疫功能低
下，一方面容易发生多种细菌、病

毒的感染，另一方面则容易出现恶

性肿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前所

述，病毒及细菌等微生物感染的疾

患占了龙胆泻肝汤主治症的大部

分。像带状疱疹是由水痘－带状疱
疹病毒引起的急性疱疹性皮肤病，

相关资料表明带状疱疹患者外周血

Ｔ细胞亚群 ＣＤ３、ＣＤ８均升高，
ＣＤ４下降，ＣＤ４／ＣＤ８值下降［１］，

证实带状疱疹患者存在细胞免疫功

能低下。龙胆泻肝汤对带状疱疹具

有较肯定的疗效，值得提出的是，

本方虽然具有抗菌抗病毒作用，但

绝对不能与西药 “抗生素”相提

并论，似乎可归于免疫增强剂一

类。通过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对免

疫缺陷及细胞内寄生性微生物，特

别是对病毒感染的防治，开辟了一

个有希望的途径。

２２　自身免疫性疾病　自身免疫
性疾病是由于长期感染及理化因素

刺激等诱因，机体自身耐受机制被

破坏，自身应答 Ｔ细胞或 Ｂ细胞
被活化，从而对自身发生免疫应答

而导致的疾病。目前临床采用的免

疫抑制剂在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

同时，无选择地抑制了人体正常的

免疫功能，损害了正常器官，临床

治疗效果不甚理想。

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类风湿性关

节炎 （ＲＡ）、免疫性不育等也是龙
胆泻肝汤的治疗范围，在长期对中

药复方的免疫抑制作用的研究中发

现，中药复方由于方中各药的有机

配合，可温和地抑制过亢的体液或

细胞免疫功能，抑制免疫复合物的

形成，而并不抑制其抗感染作用。

例如龙胆泻肝汤临床可治疗免疫性

不育伴有生殖道有炎症的患者，因

生殖道的急慢性炎症，造成血睾屏

障破坏而诱发抗精子抗体 （ＡｓＡｂ）
产生。用龙胆泻肝汤治疗一方面可

对生殖道有较强的抗菌消炎作用，

另一方面能抑制异常免疫反应［２］。

另外还有免疫增生性疾病和超

敏反应性疾病，均属于免疫性疾病

范畴，龙胆泻肝汤对某些疾病亦有

疗效，这不得不让我们对探究龙胆

泻肝汤的免疫调节机能产生浓厚的

兴趣。

３　目前研究现状与展望
在以往对以龙胆泻肝汤为代表

的清热类中药的药理实验研究上，

许多药理学家已在抗病毒抗菌作用

层面上，进行了大量体内体外试

验，取得了宝贵经验，但研究也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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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大多数清热药在药理实验结果

上远远不能与西药抗生素相比，而

在临床上却能有效地控制感染，其

机理一定与此类中药具有免疫调节

功能，提高机体抗感染免疫功能有

关。关于本方对免疫系统的药理作

用，目前已有学者做了一些工作，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３１　对免疫器官的影响　实验表
明，腹腔注射本药后 （５０ｇ／ｋｇ／日，
连续给药６天），能显著增加小鼠
胸腺重量，但对脾脏重量无明显影

响［３］。另有报道，本药煎液与单

味提取液 （单提液）各 ３组，剂
量分别为５ｇ、２５ｇ、１２５ｇ／ｋｇ，连
续给小鼠给药５天后，结果单提液
能明显增加正常小鼠脾重，煎液无

明显作用，对胸腺重量二者均无明

显影响［４］。

３２　对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
　本药能使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
功能显著加强，腹腔注射本药后

（５０ｇ／ｋｇ／日，连续给药５天），巨
噬细胞吞噬绵羊红细胞的吞噬率及

吞噬指数显著性增高［３］。

３３　对淋巴细胞转化率 （％）的
影响　分别将 ０２５、０１５、０１、
００５ｍｌ本药煎液加入１６４０培养液
２～５ｍｌ及家兔抗凝血 ０３ｍｌ中，
结果淋巴细胞转化率分别为溶血、

３６％、１６％、１４％，表明本药能显
著提高淋巴细胞转化率［３］。

以上研究主要是在非特异性免

疫方面，非特异性免疫虽具有广泛

作用的防御机能，而特异性免疫的

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促

进感染恢复和抗再次感染以及免疫

调节方面。因此今后有必要加强本

方对免疫功能影响的研究与探讨。

同时，我们也不应该仅仅将龙

胆泻肝汤的免疫作用机理考虑为独

立于其他功能的单一的免疫效应，

免疫分子生物学、免疫药理学的新

进展以及 Ｂａｓｅｄｏｗｓｋｙ神经内分泌
免疫调节 （ＮＩＭ）网络学说，给中
药免疫药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复杂、

广泛、多层次的物质基础。８０年

代美国学者 Ｏｌｄｈａｍ博士在肿瘤免
疫治疗的基础上提出的 “生物反

应调节”（ＢＲＭ）理论，认为疾病
是生物机体内 ＢＲＭ被致病因素破
坏，是动态平衡失调的结果，应用

ＢＲＭ调动机体强大的储备或代偿
能力，作用于体内成对的调控物

质，针对不同状态达到同一治病方

式，表现为双向调节的能力。这对

以调节人体内平衡为主要治疗目的

的中医药，也提出了以现代科学方

法揭示龙胆泻肝汤调节免疫功能机

理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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