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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黄芪应用于慢性肾炎治疗的研究进展 

苏锦秀，王 敏* 

长沙医学院  湖南长沙 

【摘要】黄芪作为临床的常见药物，在临床上的应用十分广泛，据目前现有的研究表明，黄芪含有黄酮类、

皂苷类、多糖类等多种有效成分，它具有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保护心脑血管、保护神经系统、抗肿瘤、保护肝

脏、保护肾脏等众多药效。现就现有的研究成果对黄芪应用于慢性小球肾炎治疗的作用机制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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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tragalus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nep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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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tragalus membranaceus，as a common clinical drug, is widely used in clinic.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research,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contains many kinds of active components, such as flavonoids, saponins, 
polysaccharides and so on. it has many effects, such as regulating body immune function, protecting cardio-cerebral 
vessels, protecting nervous system, anti-tumor, protecting liver, protecting kidney and so on.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mechanism of astragalus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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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慢性肾炎的主要症状表现是高血压、血尿、蛋白

尿、水肿，与此同时，肾功能呈现逐渐衰退趋势[1]。慢

性肾炎发展速度比较慢，加上隐性发病因素，导致大

部分患者很难及早发现并治疗，大大增加在短时间内

被治愈的难度。慢性肾炎进一步恶化后，通常会形成

终末期肾病，慢性肾炎的发病机制仍然没有得到进一

步明确。当前，现有医学的治疗对慢性肾炎的疗效不

够明显，在治疗此病早中期方面，尚无具体高效治疗

法，运用西药虽然可以获得一定治疗效果，但是，治

疗中不可避免会有并发症发生，导致患者十分痛苦。

然而，中医治疗此病的优势比较突出，其能够使其临

床症状得到显著改善，并且发挥对剩余肾功能的保护

作用，基本不会产生并发症，大大提高总体治疗效果，

且能以西医治疗为基础，在治疗慢性肾炎患者过程中，

恰当的运用中药治疗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中西医结

合的治疗现已成为慢性肾炎治疗的趋势所向[2]。据古典

记载，关于中药黄芪可治疗慢性肾炎最早可以追溯到

《神农本草经》一书。近几年，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

加强研究分析黄芪及含黄芪复方的药理学机制和治疗

肾脏疾病方面的临床应用实践[3-5]。最新研究结果显示，

中药黄芪可以发挥扩血管、抗氧化、养肝护肾的作用，

能够对细胞缺血缺氧情况进行有效缓解，从而延慢性

肾小球肾炎黄芪的药效黄芪应用于肾小球肾炎的作用

机制。同时能够延缓肾脏间质纤维化，具有防止肾小

球及足细胞损伤的作用。 
1 对于慢性肾炎的认识 
慢性肾炎（CGN）是导致慢性肾脏病和终末期肾

衰竭的主要原因[6]，关于慢性肾炎的发病机制，根据目

前研究表明，机体的免疫缺陷是造成患者患慢性肾炎

的关键，感染因素以及肾小球的病变紧随其后。对于

慢性肾炎的损伤机制大概可以分为免疫损伤机制和非

免疫损伤机制[7]。 
1.1 关于慢性肾炎的免疫损伤机制 
根据现有的研究表明该病的发病与自身免疫炎症

反应机制具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免疫反应相关的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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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细胞因子被诱导激活，由此会导致多种特异性炎

症反应介质产生，从而这些特异的炎症介质可对肾小

球引起直接或间接的破坏。在慢性肾炎的治病机制当

中，由多种细胞因子参与 CGN 的慢性发病过程，它们

通常具有多种反应的效应，相互之间能够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他们共同参与机体的正常与异常的免疫反

应，同时细胞因子与炎症介质构建出一个复杂多样相

互作用的致病网络，而 CGN 的免疫炎症反应的发病过

程就存在于这个网络中心。而 IL-6、TNF-a 等炎症因

子就是参与这一网络中的重要的细胞炎症因子[8]。 
1.2 关于慢性肾炎的非免疫损伤机制 
关于慢性肾炎的非免疫损伤机制，大概可以从以

下几点说起。非免疫损伤的机制可以分为血管、神经

体液、内分泌遗传以及环境的因素。关于肾脏的血管

因素，肾脏的血流动力学的改变可以造成肾小球硬化

以及肾脏的缺血损伤；同时体内的相关内分泌激素含

量的改变也可调节足细胞和上皮细胞；RAAS 等系统

过度激活可导致肾脏的损伤。 
2 临床对于黄芪的应用 
祝晓丽[9]等人加强研究分析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

接理论，准确论述了黄芪-白茅根的活性成分、靶点及

通路之间综合作用和影响的关系，对于黄芪-白茅根而

言，其活性成分作用的发挥必须依靠多靶点、多通路，

从而在理论方面为黄芪-白茅根治疗 CGN 提供可靠依

据。另外，发现 IL-6、AKT1、VEGFA、TNF、TP53、
PTGS2 等 55 个蛋白靶点，这是黄芪-白茅根治疗 CGN
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靶点，表明黄芪-白茅根借助对

这些靶点的利用和控制，可以最大程度发挥效能，促

进 CGN 的改进和优化。研究表明黄芪可以促进蛋白质

合成，从而提高血浆白蛋白水平，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降低尿蛋白，减轻肾脏间质病变，阻止和延缓肾小球

硬化。根据何自育[10]研究表明，通过随机收取的 210 
例慢性肾炎患者分为两组，各 105 例。分别采取盐酸

贝那普利片联合黄芪用药治疗以及单独的给予盐酸贝

那普利片治疗通过比较两个实验组的治疗效果以及给

药治疗前后 24h 蛋白质定量、肌酐清除率、血浆白蛋

白以及患者治疗后的各项基础情况进行对比，发现采

用黄芪联合盐酸贝那普利片相比单用盐酸贝那普利治

疗慢性肾炎的疗效更佳。与此同时，根据唐英[11]等学

者通过随机将 60名慢性肾炎的血尿患者分为对比组与

实验组，分别给予西医常规治疗、西医常规治疗联合

应用静脉滴注黄芪合脉络宁注射液，临床试验结束后

通过对比治疗前后患者血尿的疗效情况和临床症状。

实验发现治疗组 30 例患者经治疗后总有效率达

86.67％。而对照组总有效率达 30％。经 Ridit 检验治

疗组疗效要显著的高于对照组（且 P＜0.01），对照组

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治疗组治疗前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治疗前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比较治疗组明

显优于对照组（P＜0.01）。黄芪不仅仅能偶调节我们

的免疫功能，同时能够能扩张血管，降低血压，增加

肾血流量，可改善肾功能和以及肾脏血管的微炎症状

态。其中，李玉卿[12]等学者通过将 60 例慢性肾炎患者

根据不同的治疗方案分组，每组 30 例。对照组应用西

医基础治疗，观察组以西医基础治疗为基础，同时给

予防己黄芪汤治疗。治疗结束后对比两组的肾功能相

关指标以及血浆中的炎性因子。最后的实验结果表明，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存在有统计学

差异（P <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ET、BUN、Scr 水
平比治疗前下降很多，P＜0.05，组间比较差异具有意

义。治疗后，与对比组相比，观察组 ET、BUN、Scr
水平明显更低，P＜0.05，组间比较差异具有意义。治

疗后，两组患者血清中 IL-1β、IL-6、TNF-α的验证因

子的水平比治疗前下降很多，其中白介素-10 的水平明

显比治疗前高出很多，P＜0.05，组间比较差异具有意

义，实验证明运用防己黄芪汤治疗肾病综合征患者，

可以显著改善肾小球滤过功能下降情况，同时减少内

毒素对肾脏功能的深度损害。除此之外，实验还发现

运用防己黄芪汤治疗的患者，治疗后，患者血中 IL-1β、
IL-6、TNF-α、IL-10 水平大幅度升高，且升高的水平

较对照组更加显著。提示慢性肾炎患者的血管微炎症

状态不容乐观，通过对防己黄芪汤的运用，有利于进

一步改善慢性肾炎患者的血管微炎症状态，一定程度

上发挥保护肾脏的价值。通过鲍江波[13]的研究表明，

将患者分为对照组，采用洛丁新进行口服治疗；另选

取同数患者作为观察组，对于所有观察组患者采用洛

丁新联合黄芪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

对比本研究结果中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可以发

现，观察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之间的差异性十分显著，

且观察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远远高于对照组，P＜
0.05，从统计学方面看，差异具有意义。研究表明临床

对于慢性肾炎患者，在治疗的时候为患者选择采用洛

丁新联合黄芪治疗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

有效的提高了患者临床治疗的有效率。 
3 小结与展望 
根据现有的研究表明，中药黄芪具有毒副作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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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高的特点，且中药黄芪在临床上对于慢性肾炎

的有明显的疗效，但当前临床研究结果中的样本比较

少，且以观察和总结为主，缺少较强重复性和可靠循

证医学证据，因此，有必要树立严禁认真态度，加强

开展具有前瞻性的研究工作，加大实验研究力度；黄

芪的发挥药理作用的相关分子机制以及临床上的应用

于慢性肾炎的治疗需要更加深入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实

验，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黄芪在应用于慢性肾炎方面的

治疗会更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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