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DOI: https://doi.org/亚洲临床医学杂志·第 06卷·第 11 期·2023 年 11 月 10.12345/yzlcyxzz.v6i11.14550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Immune Regulatory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ohua Qin   Yi Suo   Hairuo Lin   Qianchen Zhao   Rong Lin
Xinjiang Second Medical College, Karamay, Xinjiang, 834000, China

Abstract
Immune	function	is	the	ability	of	the	body	to	recognize	and	remove	foreign	invading	antigens	and	mutation	or	aging	cells	in	the	body,	
and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As an ancient and emerging interdisciplinary discipline, the development of 
immunology is the result of people’s continuous exploration, summary and innovation in practi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a wide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the regulation of the body’s immune syste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 enhance immunity 
by enhancing the body’s immune function and promoting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f lymphocytes, mononuclear macrophages 
and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At the same tim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lso has an immunosuppressive function, which can 
reduce	the	release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T	cell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treatment of immune-related diseases. However,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TCM also bring challenges to it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and	further	intensive	studies	are	needed	to	reveal	its	action	mechanism	and	optimize	it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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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免疫功能是机体识别和清除外来入侵抗原及体内突变或衰老细胞，并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的能力。免疫学作为一门古老而
又新兴的交叉学科，它的发展是人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和创新的结果。中药在机体免疫系统调节方面具有广泛的应
用前景。中药可以通过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促进淋巴细胞、单核巨噬细胞以及造血干细胞的生理功能来增强免疫力。同
时，中药也具有免疫抑制功能，可以减少炎性因子的释放，抑制T细胞的增殖等。这些发现为中药在治疗免疫相关疾病方
面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然而，中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给其研究和应用带来了挑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来揭示其作
用机制和优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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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免疫学也在不断发展，基础免

疫学的研究在不断深化和拓展，免疫学理论体系日益完善，

出现了许多新的科研方向和热点。临床免疫学在临床实践中

的价值越来越明显，免疫学所涉及的技术与方法被大量运用

于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基础免疫学与临床免疫学之间

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结合，相互补

充，为免疫学和其他学科的整体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

免疫学与其他生命科学和医学学科相互关联、相互融合，对

于其他生物医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中医免疫学认为，疾病

的虚实变化是正邪斗争的结果。实指邪气盛，是一种病理状

态，而虚指正气不足，是一种病理反应。实与虚的变化是疾

病发展过程中的两种不同本质。在中医免疫学中，通过调整

和增强正气，抑制和排除邪气，可以达到平衡机体阴阳，调

节气血津液的目的，从而维护和促进免疫功能的正常运行。

中医免疫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医理论的内涵和

特点。通过深入研究中医免疫学，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中医

药在免疫调节、疾病预防和治疗方面的潜力。

2 中药对免疫器官的作用

免疫器官包括中枢免疫器官和外周免疫器官，胸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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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属于中枢免疫器官，是免疫细胞分裂、分化和成熟的场

所，外周免疫器官包括淋巴和脾脏，是 T 淋巴细胞和 B 淋

巴细胞成熟之后定居的场所。目前，免疫器官的脏器指数可

以用来反映机体免疫功能的强弱。刘洋等 [1] 发现环磷酰胺

免疫抑制小鼠的免疫功能可以通过从灵芝菌托、菌柄和菌盖

中提取的多糖得以改善，其重要的指标就是免疫器官指数。

银慧慧等 [2] 通过对胸腺和脾脏指数观察桃金娘果多糖对小

鼠免疫功能的改善作用。Ayeka 等 [3] 通过对小鼠的脾 / 胸腺

指数的观察，研究甘草多糖的免疫调节作用。刘文立等 [4]

也通过对小鼠脾脏和胸腺指数的观察来研究多糖增强机体

的免疫功能，发挥抗肿瘤作用。Li 等 [5] 也通过观察小鼠免

疫器官指数研究硒化前后百合多糖免疫调节活性。Liu 等 [6]

通过观察感染雏鸭早期法氏囊、肝、脾、胸腺脏器指数，研

究猴头菌多糖对番鸭呼肠孤病毒（muscovy duck reovirus，
MDRV）感染雏鸭免疫力的影响，发现猴头菇多糖可改善苏

木素 - 伊红染色结果表明猴头菇多糖可以减轻 MDRV 对雏

鸭免疫器官的损伤，

DNA 断裂的原位末端标记法和死亡因子配体检测发

现猴头菇多糖可以抑制 MDRV 感染后期免疫器官淋巴细胞

凋亡。

3 中药对免疫细胞的作用

3.1 中药对 T细胞的免疫促进作用
T 淋巴细胞是免疫系统中最重要的细胞之一，其在维

持机体免疫功能中起着关键的调节作用。T 淋巴细胞的主要

功能是介导细胞免疫应答，并调控机体的免疫反应。在细胞

免疫应答过程中，T 细胞通过识别特异性抗原而发生活化、

增殖和分化，从而产生不同的免疫效应 [7]。这些效应在清除

胞内病原体感染、排斥同种异体移植物以及抗肿瘤免疫反应

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中药复方和单味中

药中的有效成分能够增强 T 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这些成

分通过多种途径影响 T 细胞的活化增殖、细胞因子的分泌

以及细胞杀伤作用，从而增强 T 细胞的免疫功能 [8]。例如，

刘彦平等 [9] 的研究报道了青海枸杞中的多糖成分。他们使

用 20% 乙醇回流提取青海枸杞中的多糖，并连续口服给小

鼠 20 天。结果显示，给药后小鼠脾脏中 T 细胞数增加，淋

巴细胞转化率也提高了。另外，对于其他免疫抑制小鼠如环

磷酰胺等药物诱导的免疫低下小鼠，其 T 细胞数目和淋巴

细胞转化率也可以升高甚至到正常水平 [10]。

综上所述，中药的免疫作用主要表现在调节 T 细胞的

活化增殖、调节细胞因子的分泌和增强细胞杀伤作用来增强

T 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这些研究结果为中药的免疫调节作

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免疫治疗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然而，进一步的研究仍然需要进行，以深入了解中药成分对

T 细胞免疫反应的具体机制，并进一步验证其在临床应用中

的安全性和效率。

3.2 中药对 B细胞的免疫促进作用
中药在调节机体免疫系统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潜力。B

细胞作为介导体液免疫的重要免疫细胞，在免疫应答中发挥

着关键的作用。哺乳动物的 B 细胞在骨髓中分化成熟后迁

移到外周，并在遇到抗原刺激后进行活化增殖，最终分化为

浆细胞，产生特异性抗体，以应对外来抗原的侵袭 [7]。因此，

促进 B 细胞的抗体生成对于机体的体液免疫效应至关重要。

许多补益类中药，如黄芪、当归和人参等，被发现具

有促进抗体生成的作用。例如，杨光等 [5] 的研究发现，党

参多糖能够增强小鼠体液免疫应答。

这些研究结果为中药在治疗免疫相关疾病方面提供了

新的思路和方法。然而，中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给其研究

和应用带来了挑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来揭示其作用机制

和优化应用。通过深入研究中药对 B 细胞抗体生成的调节

作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药在免疫调节中的作用机制，

并为开发新的中药治疗策略提供理论基础。

3.3 中药对细胞因子的免疫促进作用
近年来，研究表明免疫细胞和组织细胞产生的小分子

可溶性蛋白质，即细胞因子，在调节机体的免疫应答、造血

功能和炎症反应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多种中药有效成分和

补益方剂被发现具有促进细胞因子产生的作用，从而调节机

体的免疫功能。例如，黄芪多糖、香菇多糖、虫草多糖、枸

杞多糖以及补益方剂如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四物汤、当

归补血汤、六味地黄汤和金匮肾气丸等，都展现了促进细胞

因子产生的潜力 [11]。黄芪多糖是其中一个被广泛研究的中

药有效成分 [12]。肖顺汉等 [13] 的研究结果显示，黄芪多糖能

够增强荷瘤小鼠体内 IL-2、IL-6、IL-12 和 TNF-α 等细胞

因子的水平，从而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此外，YANG 等 [14]

的研究发现，黄芪多糖可以改善 H22 荷瘤小鼠的免疫反应

和抗肿瘤活性。黄芪多糖不仅改善了荷瘤小鼠的脾 / 胸腺指

数和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还促进了血清中 IL-2、IL-12 和

TNF-α 的分泌，同时降低了 IL-10 水平 [15]。

综上所述，多种中药有效成分和补益方剂通过促进细

胞因子的产生，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这些研究结果为进一

步探索中药在免疫调节中的作用机制以及开发新的中药治

疗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中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需

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揭示其作用机制和优化应用，以实现中药

在免疫调节领域的广泛应用。

3.4 中药对 NK细胞的免疫促进作用
自然杀伤（NK）细胞也可以参与机体的免疫反应，能

够识别肿瘤细胞和病毒感染细胞，对这两种细胞有较强的杀

伤力，起到免疫监视和抗感染的作用。NK 细胞广泛存在于

血清和组织中，其中以脾脏中数量最多。研究发现，枸杞多

糖给药之后可以显著杀死 NK 细胞，对白细胞的数量有明显

的提高作用。黄婧等 [16] 的研究结果表明，灵芝发酵液多糖

提取物给药后也能改善 NK 细胞的活性，提高淋巴细胞的转

化率，并且能够维持在一定水平上。

综上所述，枸杞多糖具有增强 NK 细胞杀伤活性和增

加白细胞数量的作用。这些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探索枸杞多糖

的免疫调节机制以及开发新的中药治疗策略提供了理论基

础。然而，中药的药理机制和免疫调节作用仍需进一步研究，

以实现中药在免疫调节领域的更广泛应用。

中药作为一种传统的治疗方法，具有耐药性低、毒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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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小、不良反应少等显著特点 [1]。随着实验研究方法的不

断进步，中药的药理机制将得以阐明。中药研究实验技术的

进步以及对中药药理机制的理论探索，也将加速中药的推广

和应用。中药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因此在疾病的临床预防和

治疗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4 结语

免疫功能是机体识别和清除外来入侵抗原及体内突变

或衰老细胞，并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的能力。中药可以通过

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促进淋巴细胞、单核巨噬细胞以及造血

干细胞的生理功能来增强免疫力。同时，中药也具有免疫抑

制功能，可以减少炎性因子的释放，抑制 T 细胞的增殖等。

在研究中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脏器指数、B 淋巴细胞增殖、脾

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NK）活性，细胞因子 IL-2、
IL-6、IL-7、TNF-α 及 IgG 释放、激活 CD4+ 和 CD8+ 免疫

细胞群，淋巴细胞数量，血常规红细胞、白细胞、吞噬细胞

水平等作为免疫共功能改变的重要指标。基于中医理论和免

疫系统之间的关系，中药对机体免疫调节作用的研究，中药

在疾病治疗中有重要作用。因此，探索和验证中药对免疫系

统的调节作用将会受到更广泛的重视。随着中药研究实验技

术的进步以及对中药药理机制的深入探索，中药在免疫调节

领域的应用将迎来更广泛发展。也为中药在治疗相关疾病方

面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如心血管疾病的研究、肾脏疾病

的研究、肠道稳态的研究等都有涉及。中医可根据患者临床

症状进行辨证论治，用药安全，副作用较小，最大程度上改

善病情，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然而，中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给其研究和应用带来

了挑战，如对肾脏和肝脏的毒副作用很强。很多疾病的发生

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很多药物的作用靶点及作用机制也未阐

明，如对慢性肾病而言，可以通过中药发挥其抑制氧化应激

状态、抑制肾间质纤维化、抗炎、保护肾脏、抑制增殖相关

信号通路的活性等方式发挥作用。其中药成分主要为酚酸

类、黄酮类化合物，而这些物质大多具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

这从物质基础上说明了其功效的来源。在传承中医药理论的

基础上，开发出安全有效、机制明确的中药制剂或许会带来

更大的突破。很多疾病的模型复制比较多样，如慢性肾脏疾

病的动物模型包括糖尿病肾病、多柔比星诱导的肾病、N（G）-
硝基精氨酸诱导的氧化性肾病、乙酰氨基酚诱导的肾损伤、

顺铂诱导的肾脏损伤、溴苯引起的急性肾毒性、5/6 切除术

诱导的慢性肾脏病、肾移植后再灌注损伤及腺嘌呤诱导的慢

性肾脏病等。不同的动物模型能在应用和筛选可使用的药物

方面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和不同的信号通路，因此如何较合

理地使用动物模型来完成对药物的筛选，使用何种药物对相

应疾病模型进行治疗以及如何较为合理和科学地结合临床

发病机制及病变特点去建立更加符合人类疾病的模型是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项工程，还需要进

一步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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