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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view article collects and analyzes the medical insects of activating blood-circulation to re-
move blood-stasis i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as well as explores the pros-
pects for medical uses of some common TCM insects. It show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sect 
has an effect on anticoagulant and antithrombotic action as well as blood-rheology improving.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good at cardiocerebral vascular diseases and thrombotic diseases. So we 
should expand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insect drugs and have a positive outlook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s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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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为探讨某些常用昆虫药医用前景，通过收集分析其活血化瘀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现状，表明药用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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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在抗凝血、抗血栓、改善血液流变学等方面具有强大的作用，且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性疾病等病

症效果显著，证实拓展虫类药的临床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药用昆虫成功地应用于活血化瘀领域

奠定理论基础，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积极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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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药用昆虫系具有药用作用，可用以临床治疗或辅助治疗某种疾病的昆虫。中国使用昆虫类药防病治

病已有 2000 年左右的历史，成书于战国时期之《山海经》，记载动物药占 83 种，如“河罗之鱼，食之

已痛”、“青耕之鸟，可以癒疫”[1]。中国最早的中草药学巨著《神农本草经》共载录 365 味中药中的

昆虫，包括水蛭、地龙等，计 28 种。到了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更推动对虫类中药的研究。临床实践和

研究发现，药用昆虫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抗肿瘤及抗癫痫等方面均取得十分喜人的功效。本文拟通过

分类探究常用昆虫药的活性成分，拓展昆虫中药在活血化瘀方面临床应用途径。 
常用活血祛瘀类昆虫药物有：水蛭、虻虫、土鳖虫、蛴螬、鼠妇、红娘子、青娘子等。兹以水蛭、

土鳖虫、虻虫为例加以说明。 

2. 常用药用昆虫活性成分及其作用 

2.1. 水蛭(Whitmania pigra Whitman)的活性成分及其作用 

水蛭药性咸、苦、平。有小毒，归肝经、膀胱经。现代研究发现，水蛭主含蛋白质，含 17 种氨基酸，

包含人体必需的 8 种氨基酸。活性成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直接作用于凝血系统，如水蛭素、菲牛蛭素和

森林山蛭素等；第二类是其他蛋白酶抑制剂及其他活性成分，如溶纤素和待可森等。水蛭分泌物中含一

种组胺样物质，肝素及抗血栓素等[2]。水蛭的药理作用主要包括： 

2.1.1. 抗凝血作用、抗血栓作用 
水蛭能抑制凝血酶同血小板结合，血小板受凝血酶刺激的释放，血小板聚集，及大白鼠血小板粘

附和聚集[3]。名为 WP-30 的新型肽有效衰减大鼠体内血栓形成[4]。水蛭活性部位明显溶解体外血栓、

纤维蛋白平板和全血凝块，且显著延长家兔血浆复钙时间、凝血酶时间及凝血酶原时间[5]。水蛭素为

从水蛭中提取的一种抗凝血蛋白质，是目前已知最强的凝血酶抑制剂及预防和治疗血栓形成的有效抗

栓药物[6]。 

2.1.2. 降血脂作用及对脑血肿或皮下血肿的作用 
水蛭可有效调节兔血脂的循环代谢，降低其血脂水平以抑制兔高脂血症的形成和发展。且不同剂量

水蛭对兔血脂水平变化的影响无明显差异[7]。有实验表明，复方水蛭口服液明显扩张脑部血管，促进脑

出血大鼠脑血肿的吸收以及脑组织的修复，有利于脑出血患者的治疗[8]。水蛭注射液有明显促进家兔皮

下血肿的吸收，改善出血水肿区域的血液循环及利于皮下组织和神经功能恢复等作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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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对组织缺血缺氧的保护作用 
水蛭素能对抗垂体后叶素引起的家兔冠状动脉痉挛，显著保护心肌缺血；亦可扩张毛细血管，改善

微循环，增加肾脏血流量等[10]。水蛭注射液有较强的抗组织缺氧作用，可使断头引起的小鼠全脑缺血所

致的张口呼吸时间显著延长[11]。 

2.2. 土鳖虫(Eupolyphaga sinensis Walker)的活性成分及其作用 

土鳖虫性寒，味咸，有小毒。归心、肝、脾经。现代研究发现，其含有挥发油、氨基酸、蛋白质、

糖类、脂肪、甾族化合物、酚类、有机酸及生物碱，亦含铁、锰、锌、铜等 8 种人体必需微量元素。药

理作用主要体现在： 

2.2.1. 抗凝血作用、降血脂作用及促纤溶作用 
土鳖虫冻干粉通过调节肝脏中 ApoE 基因和 LDL-R 基因表达，从而调节高脂血症家兔血脂[12]。在

最佳酶解条件下制备的土鳖虫多肽显著延长小鼠凝血酶时间(TT)和活化部分凝血激酶时间(APTT)，对凝

血酶原时间(PT)无明显影响，具有抗凝血作用[13]。用土鳖虫给大鼠灌胃 7 天后，血液纤溶酶原(Plg)和纤

溶酶原激活剂(t-PA)活性明显提高[14]。 

2.2.2. 改善血液流变学、抑制血管生成 
土鳖虫有降低全血黏度和血浆纤维蛋白原，抑制血栓形成和血小板聚集，增加红细胞表面电荷，改

善红细胞塑性功能[15]。 

2.3. 虻虫(Tabanus bivittatus Matsumura)的活性成分及其作用 

虻虫味苦、微咸，性凉，有小毒；归肝经。现代研究表明，其含蛋白质、氨基酸、脂肪、胆固醇及

钙、镁、铁、钴、铜、锰、锶、锌、铝等。药理作用主要体现在： 

2.3.1. 抗凝和对纤溶系统的作用 
虻虫唾液中提取的 tabRTS 显著抑制血管生成，具有抗凝血作用[16]。虻虫中的多糖类物质能显著延

长凝血时间，且能降低内、外源凝血因子的活性，增加纤溶系统活力，从而抑制血栓的形成和发展[17]。 

2.3.2. 其他 
虻虫对家兔离体子宫有兴奋作用；对内毒素所致肝出血性坏死病灶的形成有显著抑制作用[18]。 

3. 常用药用昆虫的现代临床应用 

3.1. 水蛭的现代临床应用 

水蛭常见临床应用，体现在： 

3.1.1. 心脑血管疾病及血栓性疾病 
水蛭酶解物可降低泡沫细胞内的脂质含量，抑制泡沫细胞的形成，且具有抗 oxLDL 对泡沫细胞的氧化

损伤作用，故用以治疗动脉粥样硬化[19]。有人治疗 130 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其中以水蛭粉治疗的 70
例患者总有效率 92.86%，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1.67% [20]。口服水蛭胶囊和蜈蚣胶囊，配合针刺风池穴(GB20)、
完骨(GB12)和天柱穴(BL10)治疗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总有效率达 86.7% [21]。水蛭注射液溶栓治疗急性心肌梗

死，水蛭组冠脉再通率显著高于常规治疗组，且水蛭组无一例发生出血倾向或发热等过敏反应[22]。 

3.1.2. 肝炎、肝硬化 
柴芍六君水蛭汤治疗乙型肝炎后肝硬化代偿期显效率为 52.08%，总有效率为 95.83%，疗效肯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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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23]。以水蛭为君药组成血隆冲剂治疗慢性肝炎、肝炎肝硬化 108 例，其治疗慢性肝

炎总有效率为 94.0%，治疗肝炎肝硬化总有效率为 84.5%，均无明显不良反应[24]。 

3.1.3. 输卵管阻塞及骨质增生症、腱鞘囊肿 
内服通歧 1 号方(川芎、山甲、水蛭、皂刺、通草、丹参等)和离子导入仪导入通歧 2 号方(山甲、水

蛭、皂刺、三棱、莪术、血竭等)治疗输卵管阻塞 236 例，治愈率达 92.37%，安全有效无副作用[25]。采

用纯中药制剂-复方穿蛭透皮贴剂(主要为阿魏、甲珠、三七、水蛭、土虫、杜仲等)治疗腰椎骨质增生，

总有效率达 94.0% [26]。治疗 200 例腱鞘囊肿患者时，采用复方穿蛭透皮贴剂配合小针刀治疗，治疗组

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安全可靠，对于不愿手术治疗的患者，可优先考虑[27]。 

3.1.4. 瘢痕挛缩及颜面损伤性血肿 
水蛭素作用体外培养的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 24h 后 MMP-2、MMP-9 表达含量均增加，有利于细

胞外基质降解减少沉积[28]。水蛭内服外敷治疗颜面损伤性血肿 140 例，128 例痊愈，12 例好转[29]。水

蛭改善皮瓣血管成功率达 65%~85% [30]。 

3.1.5. 急性踝关节扭伤 
治疗急性踝关节扭伤时，活水蛭吸取韧带软组织皮下瘀血，配合手法牵拉摇法，3~7 天受伤软组织修复[31]。 

3.2. 土鳖虫的现代临床应用 

土鳖虫常见临床应用，体现在： 

3.2.1. 冠心病及高血压 
用土鳖虫及复方制剂治疗冠心病，能提高疗效和缩短疗程，其中心电图有效率分别为 50%和 71.8% 

[32]。通心络胶囊(主要为人参、水蛭、全蝎、土鳖虫、蜈蚣、蝉蜕、赤芍、冰片)能明显改善高血压肾损

害患者的内皮功能，从而减轻尿蛋白[33]。 

3.2.2. 腰痛 
临床见利用地鳖虫泽兰汤(主要为地鳖虫、七叶一枝花、牛膝、泽兰、生大黄、伸筋草、三棱、莪术、

炒杜仲、炙地龙、没药、寄生、生甘草等)治疗腰痛 350 例，腰痛均有缓解，效果明显[34]。 

3.2.3. 外伤相关疾病 
土鳖虫对骨折及脑震荡后遗症有所裨益。胫骨中下段骨折患者施手术治疗后，治疗组服用土鳖虫，，

术后 4 个月愈合率为 90.0%，愈合时间低于对照组[35]。用强脊方(主要为土鳖虫、羌活、白芥子、桑寄

生、全蝎等)，治疗脑震荡后遗症，每日早晚分服，连服两月，疗效较好[36]。 

3.3. 虻虫的现代临床应用 

虻虫常见临床应用，体现在对冠心病及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治疗。有临床证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18 例。其中合并高血压、心率不齐各 3 例，心肌梗死 1 例。结果见患者缓解、显效 12 例，好转 6 例。

复查心电图，显效 6 例，改善 7 例，无变化 5 例[37]。10 例患者口服通脉散(虻虫、土鳖虫、穿山甲、沉

香、罂粟壳为主)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疗效良好，患者指趾温度回升正常，肤色好转，疼痛缓解，血

液流变学等六项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改善[38]。 

4. 小结 

虫类中药有特殊的优势，其临床使用之经验累积和分析，对进一步拓展虫类药临床应用的途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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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拓展虫类药应用的有以下途径：(1) 援古证今，引申发展。前辈医家虽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鉴于

实验技术的限制，对很多药物的功用及作用机理未能详尽阐发，我们则可根据古籍文献引申发展。(2) 实
践探究，挖潜新药。通过实践，借助现代研究技术去探索、发掘、开发新药。(3) 改良剂型，易于使用。

部分虫类药腥味较大，且形态异样，患者不易接受。应提炼、精制虫类药，制成丸、片、胶囊或针剂等，

以增加普适性。(4) 人工养殖，保证药源。紧缺虫类均可人工养殖，满足供应，珍稀、保护或昂贵的动物

可以选择替代品。 
时代赋予祖国中医药新的发展契机。我们深信，传统中医药一定能够走出国门，为世界医药宝库增

添绚丽的光彩。而昆虫类中药的应用，也一定随着祖国的中医药一起腾飞于世界医药之林，为更多痛苦

的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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