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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药研究
·

《伤寒论 》方药的免疫药理探讨

天津中医学院二 附 院 王推尤

现代医学认为
,

凡对传染病的不感染状态便叫

作 “免疫
” ,

免疫 ( Im m u n e )一词 来 源 于拉丁

文 Im m u ni s ,

是指豁免赋税和摇役
,

免疫学家利

用这个名词表示机体对传染因子的抵抗力
。

我国自

古以来
,

对免疫和传染病就有了比较朴素的认识
。

《素问》的遗篇刺法论 中说 “五疫之至
,

皆相染

易
,

无问大小
,

病状相似” ·

⋯不 相染 者
,

正 气存

内
,

邪不可干
。 ”

中医的 “免疫
”

一词
,

首见于 19

世纪李氏 《免疫类方 》
。

追至 《伤寒论》问世
,

即

有了中医免疫观的雏形
。

它的许多方剂都被现代医

学证明具有增强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功能
。

祖国医学的预防 医 学 体系
,

从 《内经》的
“

治未

病
” ,

到 《伤寒论 》的
“

见肝之病
,

知肝传脾
,

当

先实脾
。 ” 无疑更加完善和发展

。

《伤寒论 》的六

经传变即与人的免疫状态 ( 正气 的 强 弱 )密切相

关
。

免疫力是正气的一个方面
,

有了免疫力
,

微生

物等致病因素 (邪 )便无法入侵而致病
。

近年来
,

中医药的免疫学研究已有了较大的进展
。

祖国医学

中的整体观念
、

辨证论治原则都注重机体防御疾病

的能力
,

用祛邪和扶正两大法扶植机 体的 免疫功

能
。

中医正气学说与西医免疫系统 的 正 常功能相

似
。

扶正
,

可能在于改善或恢复患病机 体的神经

一一体液调节
,

改善或加强机体的免疫功能
,

支持

或加强机体抗病性生理反应
,

促进患者组织器官的

机能
、

代谢和形态结构的改 善 或修 复 , 祛邪的作

用
,

在于抑制或消除发病原因
,

抑制或捎除病原因

子对机体的有害影响
,

减轻或消除 各种 损 伤障碍

现象
,

加速毒物的排泄等
。 “

扶正
”

多 数增 强机

体的免疫功能
, “

祛邪
”

药 有 不 少 能抑制免疫反

应( 1 )(2 )
。

免疫按其本质来说是机体抵抗外来侵袭以保持

相对稳定的一种复杂的生理性保护机能
,

因此
,

祛

邪扶正正体现了这一实质
。

从
“
阴阳学说

”

及 《伤寒论 》学术体系裸讨

《伤寒论 》方药的免疫药理机制

中医理论的待点 是
“
整 体 观 念” 与

“

辨证论

治
” ,

而此二者又是建立在 “阴阳学说
”

之上的
。

仲景立法制方
,
即是以阴阳调节原 理为 指导的

。

《伤寒论 》方剂之免疫药理就是
“

谨察阴阳之所在

而治之
,

以平为期
” 。 “

凡病
,

若发汗
、

若吐
、

若

下
、

若亡血
、

亡津液
,
阴 阳 自和 者

,

必 自愈” 。

“
观其脉证

,

知犯何逆
,

随证治之
。 ”

《伤寒论 》中1 12 方针对1 12 个特定证候
,

是怎

样进行调节的呢? 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和规律? 那就

是调节作用的二相性
、

整体性和固本性
,

体现出阴

阳调节原理的基本规律
。

调节作用的二相性
,

体现在双向调节
。

双向调

节法把立足总放在调节机体非生理的反应状态上
,

使机体这种在病理上的相反的反应状态
,

同时向正

常的方向转化
,

它是中医辨证论治体系颇具特色的

调节治疗
,

通过调节
,

达到阴阳自和 ( 阴平阳秘 )

的稳态
。

例如
, 《伤寒论 》中11 2方不少是寒温并

用
、

攻补兼施
、

升降协调的
,

体现了二相性的配伍

规律
,

实用中呈现多相调节作用
。

其中寒热并用
,

是针对机体出现的寒热双向的病理差异
,

而采用的

温清同步调节之法
,

采用这种方法的目的是为了校

正机体在病理状态下的寒热两极差异
。

例如 《伤寒

论》中的五泻心汤
,

除大
一

黄泻 心汤
、

黄连泻心汤

外
,

均有一明显特点
,
既用等

、

连之寒
,

又有姜
、

附
、

夏之温
,

以此达到调节治疗目的
。

攻补兼施
,

则针对邪正盛衰的双向病理差异而

采用的扶正祛邪的同步调治法
,

目的是为了纠正机

体在病理状态下虚实的两极差异
。

其他如收散合用的小青龙汤
、

阴阳互调的炙甘

草汤
、

和解少阳枢机的柴胡类方剂等
。 a

和解” 即

包含了免疫平衡的含义
,

和解方剂具有免疫调节作

用
,

后文还将论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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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双向调治关键是辨证施治
。

由于疾病的

发生和转归
,

不仅取决于致病因子的质和量
,

更取

决于机体防御功能的强弱
,

中医双向调治的目的
,

是将机体总移到调节机体反应性的基础上
,

即重视

机体的免疫状态及免疫力
。

因此
,

对这种治法的研

究会有助于我们探索中药药理及中医复方的机制
。

双向调治的另一基本规律即其固本性
。

仲景制

方重视固本
,

不仅在药物的应用上体现了调节的固

本性
,

在治疗方法上也处处以固正气为本
。

陈修园

对 《伤寒论 》 “保胃气
” 、 “存津液

”

六个字的总

结
,

正说明 《伤寒论》阴阳调节的固本性
。

仲景重

视脾胃之气
、

肝肾之阴
,

也正是其固本性的体现
。

从动物实脸和临床治疗方面裸讨《伤寒论 》对

免疫药理的指导宜义

据现代对中医 “正虚 ” 的实验研究证实
, “

正

虚
”

表现为免疫功能的低下或失常 (, )
。

从而可证

实中医之
“

正气
”

相当于正常的免疫功能
。

并且还

可证明
,

卫气不仅作用于皮肤肌表
,

而且对机体的

组织脏器也起保护作用
。

现代研究亦证明
,

卫气有

免疫系统的防卫功能
。

这和 《伤寒论 》桂枝汤 “外

证得之
,

解肌和营, 内证得之
,

化气调阴阳” 的认

识是一致的
。

黄氏(幻指出
,

中医虚证的实验 研 究中
,

大黄

灌肠于大鼠所致虚证模型
,

其特点首先表现为免疫

系统的形态和功能的普遍受抑制
。

并且中医脾虚
、

肾虚都表现出免疫功能的低下
。

如现代研究
,

中医

之肾
,

实质上包括了下丘脑一一垂体
—

肾上腺皮

质功能系统
,

可见中医之肾对免疫系统的稳定也有

重要的调节作用 , 现代对肺
、

脾
、

肾的实验研究证

实了脾
、

肺
、

肾虚与免疫功能低下程度相一致
。

可

见
,

仲景重视脾
、

肾的思想是有其物质基础的
。

扶

正固本的方药大多都能提高机休的免疫力
,

改善机

体的免疫状况
。

笔者初步统计了 《伤寒论 》中的 方 药
,

发 现

《伤寒论 》中的许多方药经现代药理学证实其具有

调节机体免疫机 能 的 作用
。

诸如麻黄
、

桂枝
、

柴

胡
、

黄 琴
、

大黄
、

猪等
、

获等
、

黄蔑
、

人参
、

肉

桂
、

附子
、

知母
、

龟版等, 复方有柴胡类方
、

桂枝

汤
、

小青龙汤
、

半夏泻心汤
、

真武汤合人参汤
、

四

逆汤等
。

下面对攻补兼施
、

升降协调
、

寒热并用的具有

双向调治作用的方剂之免疫药理机制分述如下
。

1 ) 攻补兼施 ( 桂枝汤 )

桂枝汤以辛温的桂枝宣通卫阳
、

祛风散寒
、

驱

邪于外
,

芍药酸
、

苦
、

辛
、

微寒能敛阴液
,
和营于

内
,

两相配伍
,
于解表中寓敛汗之意

,

和营中有调

卫之功
,

体现了仲景扶正祛邪大法及调节机体免疫

状态的免疫观
。

动物实验证实
:

桂枝汤能增强巨噬

细胞功能
,

抑制抗体生成
,

并通过 发 汗来 排除抗

原
。

大枣含有CA M P样活性物质
,

含有大枣的方

剂如桂枝汤
、

小柴胡汤
、

葛根汤等均可使白细胞内

的CA MP升高
。

而CA M P是一种免疫调 节剂
。

生

姜中的生姜醇能妨碍前列腺素的合成
,

而前列腺素

参与免疫调节的不同环节
。

甘草所含的甘草酸能抑

制磷酸二醋酶而使C A M P浓度升高
,

可知
,

姜枣草

合用
,
以调和营卫功能

,

包括了从C A M P和C G MP

水平以调节免疫反应
。

此外
,

大枣及含大枣的方剂

如葛根汤
、

小青龙汤等用治变态反应性疾病都能提

高游离抗体的浓度以中和过敏原
,

抑制馆G产生及

提高肥大细胞内CA M P浓度以抑制组胺释放
。

2 ) 升降协调 (小柴胡汤 )

小柴胡汤是体现和法的基本方
。

方中柴胡苦平

而气质轻清
,

具有升降两性
。

其气轻而升浮
,

味苦

而降泄
,

功能疏达半表半里之气机
,

使半表半里阴

阳调达
,

而在来寒热可除 , 使半里之郁滞疏解
,

而胸

胁苦满可去
,

为平调阴阳之中药
。

黄岑苦寒性降
,

清

泄半里之郁热
,

而除心烦
、

口苦
、

咽干和目眩
。

半

夏
、

生姜辛温性升
,

能除半里阴邪之凝聚
,

而和胃

止呕
,

并除食钦不振
。

黄芬与半夏合
,

具有辛升苦

降之妙
,

功能辅助柴胡的升降两性
。

在半表半里
,

邪正分争
,

相持不下
,

故用人参
、

甘草
、

大枣以扶

正
,

柴
、

岑
、

半夏以驱邪
,

旨在改变邪正均势的局

面
,

具有攻补兼施之用
。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
:

小柴

胡汤对机体免疫功能有多相调节的作用
,

它能刺激

巨噬细胞产生 白细胞介素一 1 ( IL一 1 )
,

继而

IL一 1 促进T 淋巴细胞产生白细胞介素一 2 ( IL一

2 )来刺激T 细胞增殖
、

分化 , 与此同时
, IL一 1

刺激 B淋巴细胞向抗体产 生细 胞方 面 增殖
、

分

化( 4 )
。

此外小柴胡汤还能诱导干 扰素产生(“)
。

可见
,
和解包括了免疫平衡的含义

,

和解方剂具有

免疫调节之作用
。

3 ) 寒热并用 (半夏泻心汤 )

半夏泻心汤为寒热并用
、

调理脾胃升降失常的

(下转第4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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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一味薯祯饮

天津中医学院 刘秀华

张锡纯是我国清代名医
,

其所著 《医学衷中参

西录》中载有许多食疗方
,

如羊肝猪胆丸
,

珠玉二

宝粥
,

沃雪汤
,

一味薯按饮等
,

其中一味薯按饮疗效

甚佳
,

而且制作简便
,

故至今仍广为使用
。

一味薯栽饮是由生怀山药四两切片
,

煮汁
,

以

之代茶
,

徐徐温饮之
。

或以山药一斤
,

轧细过罗
,

每次取一两
,

和凉水调入锅内
,

微火加热
,

并不住

搅拌
,

待两
、

三沸后
,

即成一味暮拔粥
。

本方主治

劳察发热
,

或喘或嗽
,

或自汗
,

或心中征忡
,

或因

小便不利致大便滑泻
,

以及一切阴分亏损之证
。

山药首见子 《神农本草经 》 ,

书中曰
: “薯莎

味甘温
,

主伤中补虚寡
,

除寒热邪气
,

补中益气力
,

长肌肉
,

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饥延年
。 ” 并将其列

为上品
。

因本品味甘温
,

补脾气
,

滋脾阴
,

甘温除

热
,

故可洽疗气虚发热证
。

临床上凡证见发热
,

伴

食少便澹
,

头晕乏力
,

舌淡苔薄白
,

脉细弱者均宜

食用本方
。

另外山药入肺经
,

补肺气
,

故对肺虚气

弱之自汗证
,

咳喘证均宜使用
。

一味薯绩饮治疗脾

虚湿盛之泄泻尤为适宜
。

凡脾气亏虚
,

运化失职而

致大便澹泻
,

完谷不化均可使用
。

本方具有健脾利

湿之效
,

此时若用一味薯菠粥则疗效更佳
,

或于粥

中加入熟鸡子黄三枚
,

均可增强其固涩收敛之功
,

但应用时应注意必须为大便洁泻而不兼实证时才可

应用
,

以免闭门留寇
。

从现代科学研究看
,

山药含

有大量蛋白质
,

多种氨基酸
,

维生素 C ,

具有维护

神经系统正常活动的功能
,

所以多食一味薯莎饮可

安神益智
。

此外
,

本品还能供给人体进行生理活动

所必须的热量
,

并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

故 可常

服
、

多服
。

本品补中有清
,

诚为滋补药之上品
。

由此可见
,

张锡纯不仅重视中西结合 洽疗疾

病
,

而且还很注重食疗
,

为我国食疗事业的发展做

出了重大的贡献
。

( 上接第38 页 )

代表方剂
。

方用黄连
、

黄答苦降寒泄
,

以清中焦之

热 , 半夏
、

干姜辛温燥热
,

以除中焦之湿 , 人参
、

草
、

枣益气和中
,

以补中焦之虚
。

寒热互用以调其

阴阳, 辛开并进以顺其升降 , 补泻 兼施 以调其虚

实
,

使脾胃和
、

升降顺
、

寒热调
,

则诸症自解
。

近

人多用本方洽疗胃肠道疾病
。

尤其对于脏寒肠热泄

泻有较好疗效
。

结论与展翅

1 ) 《伤寒论 》中有朴素的免疫思想
,

是中医

免疫观的雏形
。

免疫力隶属中医
“

正气
”

的一个方

面
,

中医免疫学说的理论基础是
“
阴阳学说

” 。

免

疫的实质是机体抵抗外来侵袭以保持相对稳定的一

种复杂的生理性保护机能
。 “扶正祛邪” 是其治疗

学上的体现
, a

双向调治
”

是病机体现
,

最终达到

机休的 “阴阳自和的稳态
” 。

2 )张仲景重视 “深胃气
” 、 “

存津液
” ,

重

视用药的双向调节
,

以达到免疫平衡
,

这种和解
、

调和的思想与现代免疫学是一致的
。

8 )动物实验及临床资料证实
,

《伤寒论 》中

扶正祛邪的许多方药如调和营卫
、

和解少阳
、

寒温

并用
、

升降协调的方剂都对机体的免疫状态具调节

作用
,

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

4 ) 《伤寒论 》方药的整理上
,

免疫药理学的

研究还不尽完善
,

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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