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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芪（AM）是一种多年生深根性草本药用植物，自古应用广泛，是最常用的“扶正固本，补中益气”

药之一。现代药理学证实其含有多种有效成分，能对抗自由基损伤，增强细胞的抵抗力，具有修复机体，提高

免疫等作用，临床应用十分广泛。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对黄芪在皮肤病中的临床应用进行如下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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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AM) is a perennial herbal plant. It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ly utilized 
herbs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it is supposed to strengthen the body and eliminate pathogens. Modern pharmacology 
has proved that it contains a variety of beneficial ingredients which can eradicate free radical, enhance self repair, and 
improve the body immunity. Here we systemically updat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M in the skin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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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芪的概况

黄芪（astragalus membranaceus，AM）别名绵芪，绵

黄芪，是一种多年生深根性草本药用植物。中国药典

规定黄芪为豆科植物蒙古黄芪或膜荚黄芪的干燥根 [1]。

自古黄芪就是一种常用的滋补良药。其味甘，微

温，归脾肺二经，具有益气养元，扶正祛邪，养心通脉，

健脾利湿之功效，是最常用的“扶正固本，补中益气”

药之一 [1]。

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黄芪的有效成分主要为黄

芪总酮（TFA）、黄芪总皂（TSA）、黄芪多糖（TPA）。

黄芪中所含的氨基酸类物质共 25 种，另外尚含单糖、

蛋白质及核黄素等微量元素 [2]。

目前，黄芪成分日益得到细致的分离、提纯，广

泛应用于各个基础和临床学科。黄芪能够增加超氧化

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和谷胱甘肽过

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Px）的活性，对抗

自由基损伤和过氧化应激，通过调节控制细胞死亡原

癌基因的转录来抑制细胞凋亡，能增强细胞的抵抗力，

具有修复机体、促进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等作用 [3]。

在皮肤病治疗方面，黄芪具有改善局部微循环、促进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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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纤维细胞、胶原蛋白的合成、修复角质形成细胞、

调节细胞因子、提高免疫活性、抗病毒增殖的作用。

2    改善皮肤微循环

黄芪改善微循环障碍在临床应用十分广泛，是其

一大优势。尤其报道最多的是具有改善糖尿病周围神

经病变微循环的作用，可以增加血液流速，降低血液

黏稠度，缓解病情。在皮肤病方面，黄芪具有改善局

部微循环血流灌注的作用。尤其在有血管炎症表现的

疾病，黄芪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缓解局部缺血、缺氧，

代谢产物堆积等 [4]。

银屑病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病，患者临床表现为典

型的点状出血（Auspitz’s sign），组织病理为真皮乳

头上层毛细血管扭曲扩张、管壁轻度增厚，并有内皮

细胞增生，表明该类患者存在真皮浅层血管炎和微循

环障碍。1998 年李炎夏 [5] 报道将黄芪与维胺酯合用，

维胺酯促进上皮细胞分化与生长，抑制角化过程的同

时发挥黄芪改善微循环作用，从而更有效的促进皮损

修复。李玲 [6] 用微循环检测仪观察患者毛细血管的清

晰度、流速、流态及管周情况指标等，对比加用黄芪

注射液后患者的甲襞微循环状态，显示微循环灌流状

态有一定改善。

JEONG-EUNHUH 等 [7] 从黄芪提取出一种植物雌

激素——芒柄花黄素，其可作为血液增强剂。通过体

外血管生成实验发现，相比重组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125，芒柄花黄素产生更大的毛细血管芽生区域，

细胞增殖和迁移也更大。证实黄芪具有改善血液微循

环的作用。此外，也有报道黄芪对微循环障碍引起的

斑秃和色素沉着斑有治疗作用。

3    延缓皮肤衰老

皮肤作为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是人体的第一道

防线，它与外界直接接触，所以维持皮肤内外的稳定

极为重要。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的老化成一种必然，

这些最终可造成皱纹、色素斑、血管及皮脂腺萎缩等

皮肤衰老症状 [8]。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

皮肤健美的追求显得尤为迫切。

辽宁中医药大学皮肤性病学教研室通过衰老小

鼠模型在黄芪延缓皮肤衰老方面做了大量研究。通过

大量对比实验组和对照组，李顺花 [9] 观察到加用黄芪

提取液可以提高小鼠的总抗氧化能力（T-AOC），增

加 ATP 酶的活性。郭丽红 [10] 观察黄芪提取液可增强

羟自由基（-OH）抑制率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Px）

活性。武清芳 [11] 也证实黄芪注射可有效拮抗 D- 半乳

糖所致小鼠皮肤的衰老，在增加皮肤 SOD 活力的同时，

升高衰老皮肤羟脯氨酸（HYP）的含量。体外培养中

年人眼角皱纹与眼角无皱纹皮肤深处成纤维细胞，黄

芪甲苷能增加皮肤成纤维细胞、胶原蛋白的合成，降

低皱纹和无皱纹皮肤成纤维细胞凋亡率。同时组织形

态学观察，黄芪可促进胶原纤维更新，使小鼠皮肤真

皮厚度增加，真皮胶原结构重排并且致密，皮肤老化

的形态学改变减轻 [12]。

4    抵抗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

类皮肤衰老分为遗传因素决定的自然老化和后

天环境因素导致的光老化（photoaging），环境因素中最

重要的来源是日光中紫外线（ultraviolet，UV）的照射 [13]。

紫外线辐射被皮肤特异性分子或色基吸收，通过产生

活性氧（ROS），引起细胞 DNA 和蛋白质的损伤，并

启动信号转导通路，最终引起炎性化学物质的释放 [14]。

QUAN 等 [15] 研究表明，紫外线辐射通过改变转

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

的基因表达水平和影响 TGF-β/Smads 信号转导路

径。MIN JUNG HONG 等 [16] 发现 UVB 诱导的核因子

NF-κbP65 和金属蛋白酶 MMP-1 对成纤维细胞有损

伤作用。而黄芪能够抑制上面 2 个细胞因子的表达。

YANG 等 [17]、CHEN 等 [18] 也在实验中证实，UV 通过

诱导 MMP1 表达，抑制 TFG-β/Smad 信号通路，加速

I 型原骨胶原的降解，从而抑制胶原蛋白的生成，导致

皮肤损伤进而加速光老化进程，产生皱纹。闫宁 [19] 以

人原代成纤维细胞作为研究对象，实验结果与国外报

道一致。这些都证实黄芪能够抑制光老化的分子通路

和进程，促进成纤维细胞增生以及细胞外基质成分的

合成，减少紫外线照射对皮肤光老化的威胁，具有保

护作用。

1992 年王耀发等 [20］报道黄芪能加速表皮角蛋白

的分化，维持表皮细胞功能的稳定。陈斌等 [21] 通过用

黄芪甲甙干预处理 UVB 照射培养的人角质形成细胞，

发现黄芪甲甙可提升细胞活性，并且减少细胞因子和

细胞凋亡率。陈刚 [22] 实验发现黄芪甲苷可降低光老

化小鼠丙二醛（MDA）含量，提高 SOD、GPx 活性，

病理切片也呈现改善状态。

所以，ALISON CURNOW[23] 提出，从防止光老化

或潜在的皮肤致癌的观点来看，将黄芪加入到护肤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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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中是有益的。

5    促进皮肤创面修复

皮肤创面的修复依赖于表皮干细胞强大的自我

更新、增殖分化潜能，基底层为表皮的发生基础，成

纤维细胞分泌原胶原产生胶原纤维和弹力纤维，促使

细胞外基质向创面移位，所以诱导表皮干细胞增殖对

促进皮肤伤口愈合均具有重要意义 [24]。

BINGJIANG ZHAO 等 [25] 使用从黄芪中分离纯化出

新型多糖 APS2-1，用烫伤小鼠模型来验证 APS2-1 能

够促进 TGF-β1，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和

表皮生长因子（EGF）的表达，加快人类皮肤成纤维细

胞（HSF）的繁殖和加速细胞周期进展。LUO 等 [26] 研

究黄芪甲苷对链脲佐菌素诱导的糖尿病小鼠的伤口愈

合的潜在疗效，表现在黄芪甲苷可以增强小鼠胶原沉

积和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相关的基

因，如纤连蛋白和胶原蛋白 IIIA。DO 等 [27] 采用黄芪根

煮水提取物，制作成湿性敷料，作用在有开放伤口的

小鼠背侧。通过宏观测量小鼠伤口面积，微观组织学

观察小鼠的细胞密度和组织的线性排列，发现黄芪能

够加速基底细胞生长，刺激 ECM 的合成，抑制炎症反

应，能加速皮肤伤口愈合。胡翔等 [28] 对表皮干细胞进

行体外培养，计算并测定细胞克隆形成率，细胞周期，

观察端粒酶反转录酶表达的变化。结果显示黄芪的抗

氧化应激作用影响细胞凋亡基因、完善 DNA 损伤、修

复端粒长度来增强人皮肤表皮干细胞端粒酶反转录酶

的表达。周易等 [29] 研究显示，表皮生长因子加入黄芪

提取物后，小鼠创面的愈合时间和愈合率、创面微血管

密度计数、羟脯氨酸测定及组织病理学几项结果指标

均得到改善。

以上研究说明黄芪的多种有效成分通过提高表

皮干细胞的分裂增殖能力，加速细胞进展周期，通过

恢复创面局部成纤维细胞的形态与功能来有效地促进

皮肤创面的愈合。

6    缓解皮肤瘙痒

各种皮肤瘙痒是皮肤病中最常见和最痛苦的症

状之一。瘙痒持续时间长，反复发作，严重影响患者的

身心健康。皮肤瘙痒症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大

量研究表明各种炎症分子，如组胺、白三烯等是可以

引起皮肤瘙痒的重要介质 [30]。黄芪应用治疗瘙痒性皮

肤病由来已久，如中药方剂消风散、黄芪桂枝五物汤等。

YOU YEON CHOI 等 [31] 将 AM 和当归（AS）5 ∶ 1

组成中药配方 Dangguibohyul-tang（DBT），研究其对

特应性皮炎具有治疗性的作用。证实 DBT 有抑制过

敏、减少炎症介质的作用。JI HYUN KIM 等 [32] 实验

发现黄芪可以抑制了 Th2 细胞因子的表达，降低核因

子 -κb（NF-κb）和血清 IgE 水平，减轻特应性皮炎

的炎细胞浸润和表皮过度角化。与魏筱 [33] 应用黄芪

甲苷干预治疗 Th2 型小鼠变应性接触性皮炎的模型显

示结果一样。小鼠炎症反应减轻，并降低组织匀浆中

IL-4、IL-13 及 IL-9 水平。吴玲霞 [34] 通过大鼠皮肤

肥大细胞脱颗粒实验发现，黄芪有组胺拮抗作用，并

且通过反向激动剂的作用抑制其他介质的释放，同时

稳定肥大细胞膜，减少被动致敏。

因此，黄芪的抗过敏和抗炎作用使其黄芪有望成

为瘙痒性皮肤病补充或替代性治疗方法。

7    抗病毒作用

中药黄芪的重要功效之一就是扶正祛邪，现代药

理研究黄芪对疱疹病毒有一定的治疗作用。黄芪的抗

病毒体现在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可以抑制病毒复制或

刺激免疫应答，是一味良好的干扰素诱生剂 [35]。

武汉大学邓成国 [36] 研究黄芪多种成份抗豚鼠皮 1

型人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1，HSV-1）感染

皮肤病变的动态病理过程。观察发现黄芪多种成分对

HSV-1 引起的细胞病变有抑制作用，结果黄芪组豚鼠

皮肤经用黄芪成分后，皮肤形态结构恢复正常，结构

清晰，对感染的皮肤组织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尤以

黄芪总皂苷疗效最为明显。孙艳等 [37] 研究黄芪水煎

液抗 HSV-1，以阿昔洛韦为阳性对照组，结果显示黄

芪有的抗 HSV-1 作用。并且黄芪与虎杖联用能够协

同抑制单纯性疱疹病毒的繁殖，而且细胞毒作用无加

和性。苏晓杰 [38]、许朝刚 [39] 研究黄芪对带状疱疹疗

效和转归，认为黄芪抗病毒作用令人满意，值得推广。

8    小结

纵观古今，黄芪自古是一味名贵的补益药，并且

现代药理证实含有多种活性成分，药效已获得广泛的

认同和应用。黄芪具有加强毛细血管抵抗力，扩张血

管，并能使坏死组织细胞恢复活力，在改善皮肤微循环

障碍有广阔应用前景。黄芪促进成纤维细胞合成胶原，

对组织成纤维细胞、内质网、线粒体等具有保护作

用，并通过提高 SOD、GSH-PX 活力来达到清除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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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抗氧化来减轻紫外线辐射的损伤，具有光保护性

能。这对于延缓人体皮肤衰老、对未来开发理想的抗

衰老护肤品和天然防晒剂，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验基础。

黄芪可以诱导增殖表皮干细胞，加快创面愈合来用于

各种原因引起的皮肤缺损的治疗，对构建出一种具有

完整皮肤结构和功能的新型组织工程皮肤提供了可能

性。黄芪的止痒、抗组胺、抗炎作用在治疗皮肤瘙痒

症中应用广泛。黄芪抗病毒的作用能增强机体自身诱

生干扰素的能力，是一味良好的干扰素诱生剂。随着

黄芪多种功效的研究的细化和深入，使其在未来皮肤

病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给科研和临床提供广阔的

发展空间，值得进一步开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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