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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蓝根在临床上主要用于病毒或细菌感染性疾病

的治疗，许多文献报道板蓝根对流感、乙型肝炎、单

纯疱疹、病毒性心肌炎、出血热等疾病均有较好的治

疗和预防作用[1]。有关板蓝根功效的研究发现其具有

抗病毒、抗癌、抗细菌内毒素、抗炎、增强免疫力等

多重药理属性，但其中以抗病毒最受关注 [2~3]。为了

进一步探索板蓝根抗流感病毒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

制，笔者将板蓝根已证明具有抗流感病毒作用的化学

成分及药理机制的研究情况作一综述。
1 板蓝根抗流感病毒化学成分和作用机理

根据以往的研究，板蓝根的化学成分包括有生物

碱类、有机酸类、黄酮类、蒽醌类、甾醇类、芥子甘

类、含硫类、核苷类、氨基酸类等化合物。2010 版

药典规定(表)为板蓝根质控标准的专属性成分，含量

也仅约为 0.03% [1]。因为板蓝根的化学成分非常复

杂，各种成分的含量普遍都不高，因此到目前为止没

有发现板蓝根中有哪一种成分占主导地位。尽管板蓝

根中一些抗流感病毒活性的单体及组分已经被分离鉴

定，但是系统研究板蓝根抗流感病毒的活性成分和作

用机理目前还是一个空白。
1.1 抗流感病毒化学成分 现已报道具有抗流感病

毒活性的成分或已有：7S，8R，8R- (+)- 落叶松树

脂醇 - 4，4- 二 - O- D- 吡喃葡萄糖、吿伊春、靛玉

红、尿苷、鸟苷、腺苷、靛玉红、异牡荆苷、靛蓝、
琥珀酸、蒙花苷、表告依春、4- 3(H)喹唑酮、黑芥子

苷、紫丁香苷、新橙皮苷、异甘草素、异落叶松树

脂醇、板蓝根凝集素、板蓝根多糖、板蓝根水提

物 [4~6]。可见，板蓝根的抗流感病毒活性物质基础是

多种成分的组合，共同发挥抗流感病毒作用。
1.2 抗流感病毒作用机制 相对于板蓝根抗流感病

毒活性成分的研究，关于板蓝根的抗流感病毒作用的

机制研究较少，综合以往的研究板蓝根抗流感病毒的

作用机制可能有以下几方面：①药材中的尿苷、鸟

苷、腺苷等核苷类成分能干扰病毒核酸的合成[4]；②
板蓝根凝集素而可阻断新生流感病毒核的蛋白(NP)表

达[7]。也有学者发现，板蓝根凝集素对流感病毒具

有直接杀灭、预防和较好的治疗作用，抑制效果与

血凝活性的高低呈正相关，血凝效价越高，抑制流

感病毒的效果越好 [8]。③杨子峰等 [5]研究结果显示

板蓝根多糖，在体外对多种亚型的甲型流感及乙型

流感病毒均有抑制作用；其作用机制为直接抑制流

感病毒表面的血凝素(HA)，从而阻止病毒感染。同

时诱导流感病毒耐药实验试验中对流感病毒施加一

定药物压力，连续体外传代 6 代，传代毒株对板蓝

根多糖始终保持稳定的敏感性，并没有显示任何耐药

性[9]。④7S，8R，8R- (+)- 落叶松树脂醇 - 4，4- 二

- O- D- 吡喃葡萄糖作用于病毒复制的早期阶段，通

过干预流感病毒早期蛋白 NP 的表达及核输出途径，

从而抑制流感病毒的复制繁殖。此外有研究报道，在

体内试验中核单体可以显著延长小鼠生存时间，增加

感染病毒的存活率，同时还明显降低了病毒感染小鼠

肺指数[10]。⑤也有研究者认为板蓝根主要是通过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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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统的作用来发挥抗病毒的作用[11]；板蓝根中的

有机酸能够清除人体内的内毒素和过氧自由基，从而

保护机体不受高烧的伤害，间接发挥抗病毒作用[12]；

板蓝根多糖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从而提高机体对

病毒的抵抗力。有国外学者报道靛玉红主要是通过抑

制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炎症因子如人正常 T 细胞表达

和分泌因子(RANTES)释放，而不具备直接抑制病毒体

的作用[2]。
2 板蓝根抗流感病毒多组分、多靶点研究思路

中药是典型的复杂物质体系，化合物类别多样，

成分含量差异性大。中药的研究有别于西药研究，西

药的化学实体为单一化合物，通过作用于特定的靶点

而发挥药效，具有专一性、针对性的特点；而传统中

药的研究讲究物质基础是活性物质群，按一定要求配

伍组合活性物质群，从而作用于多个靶点，经多途径

的整合而发挥作用，呈现多效性[13]。有学者认为到目

前为止板蓝根抗病毒物质基础的研究未取得实质性的

突破，是因为以往的板蓝根抗流感病毒的研究只是片

面地追求其发挥抗病毒作用的某一成分或组分(关键

组分)，而忽视了多组分构成的整体所起的协同作用，

违背了中药整体性的特点[14]。目前，找到的成分大多

不是主要成分，一些抗病毒微量成分总共还不到百之

几，因此很可能这些成分具有不同药理特点，通过协

同作用发挥抗病毒作用。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板蓝根的

主要成分中还存在未被认识的抗病毒主导成分。这些

假设仍需要更多深入研究，尤其需要药物化学和抗病

毒药理学者的密切合作才能实现。
系统生物学(systems biology)是近年来随着生命

科学的快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新兴学科。系统生物学

是 研 究 一 个 生 物 系 统 中 所 有 组 成 成 分 (如 基 因、
mRNA、蛋白质等)的构成，以及特定条件下这些组

分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具有“整体、动态、层次、整

合”的特点[15]。其观点与中药用药讲究“君臣佐使，

七情和合”的配伍规律相符合，正是通过整体、全

面的治疗方法对一种疾病进行“纠偏”，通过多条通

路、多个靶点达到药效作用，从而达到改善疾病的

作用[16]。板蓝根化学成分复杂，目前已发现的单体或

组分的药效并不显著，但是总提物始终被认为具有抗

流感病毒药效，因此板蓝根抗流感病毒的作用机制很

有可能是多成分相互协调、多靶点相互作用从而达到

整合协同作用。开展中药多成分、多途径、多靶点作

用机制研究，需要具备以下条件：①各组分的化学结

构清晰；②明确病原体存在的多个靶点；③确定了部

分组分的药效和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再对不同组

分进行联合用药，观察彼此有无增效作用。
随着系统生物学的出现，多成分、多途径、多靶

点作用机制的研究模式逐渐被引入到现代中药研究

中，其中也不乏成功的典范，例如，中药复方黄黛片

治疗白血病的多成分协同整合作用机制研究，是国际

上首个使用分子生物学方法证明，该药通过多成分、
多靶点协同作用治疗白血病。除此之外，用于治疗艾

滋病的“鸡尾酒疗法”也是抗病毒多靶点研究的经典

范例。常用的抗艾滋病药物，在单独治疗患者时，均

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抗药性，但是通过一种蛋白酶抑制

剂与两种逆转录酶抑制剂的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来治

疗艾滋病，可以减少单一用药产生的抗药性，最大限

度地抑制病毒的复制[17]。抗癌药物方面，有研究显示

将奥沙利铂与谷胱甘肽联合使用可以减轻放、化疗的

毒副作用，但不会影响奥沙利铂的抗肿瘤作用。对于

板蓝根，也曾有学者从生化机制方面对板蓝根多成分

协同发挥抗病毒方面做了研究，认为可通过其多糖组

分协同其蛋白组分，作用于细胞膜表面的唾液酸，

与流感病毒产生竞争性吸附，以包被方式保护细胞，

有效预防了病毒对细胞的感染[18]。
流感病毒较易发生变异(如抗原漂移或转变)，产

生不同程度的突变株，进而发生耐药情况。2009 年

新甲流的爆发更是揭示了有关抗流感病毒药物面临的

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美国 CDC 监测资料显示 2009

年流感病毒株出现突变，导致于 M2 离子通道抑制剂

全部耐药。针对日益严重的耐药问题，国外学者已经

开始了对 M2 离子通道的脘胺类和神经氨酸酶的磷酸

奥司他韦联合用药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感染 H5N1

小鼠动物实验中，联合用药后的保护率，较单独使用

达菲或金刚烷胺明显升高[19]。杨子峰等[9]结果显示板

蓝根粗多糖组分比起化学药物全刚烷胺更不易于产生

耐药性。可见在各组分的化学结构清晰的基础上，对

不同组分进行联合用药治疗流感完全可以开辟一片新

的重要研究领域，这也十分符合中药“配伍”用药的特

点，而且还可以防止或推迟耐药株的出现；通过多组

分配伍协同达到增强抗病毒活性的效果。
3 结语

板蓝根入药已逾两千余年，长期以来被广泛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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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流行性感冒，最大的优势就是临床治疗呼吸道病

毒性疾病。国内对板蓝根的有效成分及其药理活性开

展了大量的研究，但整体上存在科技含量低，低水平

重复，存在抗病毒作用机理不明确、药效物质基础不

清晰的两大瓶颈。大多停留在体外抗病毒活性筛选，

并没有深入探索其作用靶点、环节以及可能干预通路

等，此外药效的分子机制的研究更少。多成分、多靶

点、整合协同的研究模式，不但遵循了中药用药“君

臣佐使，七情和合”的配伍规律，也体现了现代西方

科学的精准和缜密，有利于全面探索板蓝根抗流感作

用机制，对于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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