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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is a systemic autoimmune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peripheral os-
teoarthritis. It has high incidence and morbidity, and it is one of the major diseases threatening 
human health and life. The studies showed that, Danggui Buxue Decoction possesses simple pre-
scription, homology of medicine and food, invigorating qi and nourishing blood, regulating im-
munity and other effects. In clinical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RA, it has a certain effect. The 
author will discuss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Danggui Buxue Decoction and anti-RA’s correla-
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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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是一种以周围关节骨质损害为特征的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

病，其发病率和致残率高，目前是威胁人类健康和生活的重大疾病之一。研究表明，当归补血汤组方简

单，具有药食两宜、补气生血、调节免疫等功效，在临床中防治RA显现一定疗效，本文就当归补血汤的

药理作用及抗类风湿性关节炎相关性研究作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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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是一种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的全身系统性炎症性疾病，属

于自身免疫疾病。本病女性多于男性，国内外均有报道，其发病可能与性激素有一定关联[1]。该病以手

足等小关节对称性关节炎为临床上多见，治疗不及时或治疗不当可引起关节严重畸形和关节功能障碍。

RA 主要病理变化为关节滑膜细胞浸润，滑膜翳形成，软骨及骨组织的侵蚀，后期可累及心肺神经系统等，

其发病率和致残率高，目前依然是威胁人类健康和生活的重大疾病之一。RA 的传统治疗药物以非甾体类

抗炎药、慢作用抗风湿药和糖皮质激素为主，以上药物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改善患者症状、延缓病情

发展，但同时也伴随着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2]。 
RA 属于中医“痹证”范畴，国内学者公认其辨证大体分为寒热两类，热痹证临床上较为多见。痹痛

发病期以邪气盛为主，气血不足是 RA 的发病基础，瘀血阻滞是其基本的病理特征，正虚血瘀贯穿 RA
的始终[3]。当归补血汤作为补气生血的代表方，因其用药简单、组方精良，而得到广泛应用。现代药理

研究发现该方在调节免疫、调节血液系统、抗纤维化、抗氧化、抗炎镇痛增强类雌激素活性等方面具有

良好的作用，为该方防治 RA 提供了一定的可行性药理基础。 

2. 方源配伍 

当归补血汤又名黄芪当归汤(《兰室秘藏》卷上)、补血汤(《脉因症治》卷上)、芪归汤(《周慎斋遗书》

卷五)、黄芪补血汤(《产科心法》下集)。本方为金代医学家李杲所制，是治疗血虚发热证的代表方剂，

但影响最大、临床应用最广者，当推金元时期名医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中创立的当归补血汤，方

中仅由黄芪、当归两味药组成，黄芪与当归用量比为 5:1，重用黄芪大补脾肺之气，以资生血之源，与当

归合用，养血和营，则阳生阴长，气血两旺。两药相伍，共同发挥补气生血活血作用，主治劳倦内伤、

气弱血虚之证。《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和《兰室秘藏》皆记载了当归补血汤，其黄芪和当归药量

之比均为 5:1。此外，多本古典医籍也均有记载，但黄芪和当归配伍比例不同，《血证论》与《寿世保元》

为 2:1、《医学心悟》为 8:2、《外科理例》为 6:1、《东医宝鉴》为 5:2、《产科心法》与《医部全录》

为 10:3，虽其配伍比例不同，但均以治疗血虚发热为主，其中，10:3 配比还可治疗产后乍寒乍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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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比既可治疗血气虚耗之下血崩漏，又可治疗产后无乳、盗汗身热等。《陈素庵妇科补解》中当归补血

汤配伍比例为 5:6，治疗血少之“居经”症[4]。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不同比例的黄芪与当归配伍作用的实

验研究发现，芪、归之量以 1:2 配伍时养血作用最为明显，以 5:1 配伍时则以补气为主[5]。 

3. 现代药理研究 

3.1. 调节免疫系统 

RA 与免疫机制密切相关，是多种致病机制的复杂相互干扰因素所引起的。RA 最基本的病变是滑膜

炎，其产生是机体对抗原刺激免疫反应的结果，其中既包括体液免疫，也包括细胞免疫反应[6]。红细胞

不仅具有呼吸功能，并且具备免疫功能。马世平[7]通过红细胞 C3b 受体酵母菌花环和红细胞免疫复合物

(CCI)花环试验，比较了当归补血汤及其组成药物对小鼠红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发现复方能显著提高小

鼠红细胞免疫功能及其清除免疫复合物，并有对抗免疫抑制作用。陈鹊汀等[8]实验发现当归补血汤可提

高化疗荷瘤小鼠脾脏和胸腺指数，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NK 细胞杀伤率和 T 淋巴细胞增殖能力，增

强了化疗荷瘤小鼠的免疫功能，恢复化疗引起的免疫功能低下。刘雅等[9]动态观察当归补血汤高、中、

低剂量对气虚血瘀大鼠 T 细胞亚型计数、T 淋巴细胞转化的作用，并用实时 PCR 方法检测当归补血汤对

气虚血瘀大鼠细胞因子及其信号通路表达的影响。发现当归补血汤可使气虚血瘀大鼠 T 淋巴细胞亚群比

率由低下逐渐恢复至正常水平，T 淋巴细胞转化增殖的能力显著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降低 TNF-α、IL-1β、NF-κB、p38 和 JNKmRNA 的表达，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表明当归补

血汤可通过抑制 NF-κB、p38MAPK 和 JNK 多条免疫应答信号转导通路，进而调节 IL-1β、TNF-α等细胞

因子的表达来防治气虚血瘀证。大量数据显示，在 RA 患者滑膜组织和滑膜液中，存在多种免疫细胞及

细胞因子，与 RA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这些细胞因子中，(特别是 TNF-α、IL-1 及 IL-6)通过诱导广泛表

达趋化因子和上调内皮细胞表达粘附分子，参与单个核细胞的迁移。另外，使用细胞因子抑制剂取得良

好治疗效果，说明这些细胞因子在 RA 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苗明三等[10]报道当归补血汤可促进

溶血素及溶血空斑形成，促进淋巴细胞转化，说明当归补血汤能够促进正常及血虚小鼠的免疫功能，同

时也佐证了祖国医学所所记载“黄芪为补气之要药”的正确性，即古之“补气”与今之促进免疫功能的

统一性。综上，当归补血汤补气生血与调节免疫系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3.2. 调节血液系统 

中医古籍《临证指南医案·调经》有云：“女子以肝为先天”，现代中医也认为，女性的生理特点

是以血为本，以血为用，经、孕、产、乳数伤于血，因而易致肝血不足，这可能也是女性患者多见的原

因之一。《内经》在论述痹证的发病机制时指出：“血气皆少，感于寒湿，则善痹骨痛”。骨髓造血干

细胞增殖和细胞凋亡对保证造血细胞正常发育成熟，维持造血系统稳定和正常生理过程发挥非常重要的

作用。杨岚[11]等实验证明当归补血汤可显著增加具有抗凋亡作用的 bcl-2 基因和在细胞增殖分化中起重

要作用的 cmy-c 基因在贫血小鼠骨髓细胞中的表达，说明当归补血汤能够促进骨髓细胞的增殖并抑制其

凋亡。金若敏等[12]以用环磷酰胺和乙酰苯肼联用所致的血虚小鼠为实验对象，发现当归补血汤能显著增

加模型小鼠的红细胞、白细胞、骨髓有核细胞的数量，改善网织红细胞在外周血中的比例及骨髓超微结

构，表明其具有补血的作用。薄华本[13]等通过小鼠连续腹腔注射多柔比星 3 d 制成骨髓基质细胞损伤模

型，然后给予当归补血汤低、中、高剂量连续腹腔注射 7 d。结果发现当归补血汤能促进骨髓基质细胞生

长，骨髓细胞之间的聚集明显。其研究结果提示当归补血汤可能通过补气生血改善基质细胞的状态、增

强骨髓细胞之间的黏附来改善骨髓造血微环境，从而促进机体造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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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抗纤维化 

肝肾亏虚是导致 RA 发病的主要内在原因之一，因为 RA 好发部位在筋、骨，是肝、肾所主范畴。

若肝肾亏虚，精血不足，筋骨失养，骨节空虚，便可招致外邪聚集而发病[14]。陈圆等[15]观察了当归补

血汤对大鼠肝纤维化的作用，发现血清 ALT、AST 水平及 TBIL 含量降低，血清 Alb 含量升高；肝组织

Hyp、TG 与 MDA 含量降低，SOD 活性提高。WEI 等[16]发现当归补血汤可以通过调节 MMPs 和 TGF-β1
的基因表达减少阿霉素诱导的肾病大鼠的肾纤维化。我们经实验研究亦发现肾纤维化的病理发展过程中

的肾细胞损伤、肾血流动力学改变、细胞因子的异常调控、细胞外基质堆积符合肾络瘀血痰毒阻滞、微

型癥瘕形成之病机，在治疗中采取化瘀通络、消癥散结应贯穿始终，且取得了一定成果[17]。又有学者认

为血液及关节局部的纤凝异常是 RA 的一个重要病理特征，抑制纤凝、促进纤溶同样能阻止 RA 滑膜炎

症的进展。 

3.4. 抗氧化、抗衰老 

近年来，随着自由基医学和自由基生物学的发展，活性氧自由基在生物体内的产生及其对生物体的

作用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与活性氧自由基反应有关，特别是在对衰老的病因研究

中发现活性氧是引起衰老的重要原因，而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 OP)是一种与人体衰老进程密切相关的

疾病。RA 患者常合并有 OP，OP 是以骨量减少，骨结构退化，骨脆性增强为特点的疾病，OP 增加了患

者骨折的风险，影响 RA 的治疗和预后。陈淑冰等[18]报道，当归补血汤体外给药小鼠肝匀浆温浴后 LPO
的生成和小鼠肝匀浆经 Fe2+作用下 LPO 的生成均有明显抑制作用，其抗氧化作用与单味药相比无明显优

越性。阴赪宏等[19]应用中药血清药理学研究方法，观察了当归补血汤抗自由基作用。结果表明，小鼠口

服当归补血汤后，比较迅速地进入血液循环，产生生理效应，其达峰时间约为 1.24 h，维持时间约为 12.31 
h。说明了当归补血汤进入体内后，确有抑制小鼠肝组织过氧化脂质生成的作用。这些更进一步说明当归

补血汤补气生血功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抗自由基生成的作用。 

3.5. 抗炎镇痛 

RA 以关节慢性滑膜炎症、关节进行性破坏为主要特征，临床表现为关节疼或肿痛，常导致关节破坏。

现代医学对于 RA 的治疗主要以消炎止痛，抑制免疫等为主。尹艳艳等[20]采用小鼠扭体法、小鼠热水缩

尾法、小鼠热板法及小鼠福尔马林实验来研究当归补血汤的镇痛作用，发现当归补血汤能明显抑制小鼠

扭体反应，抑制小鼠福尔马林实验 II 相反应，延长小鼠热水缩尾和热板舔足反应潜伏期。该实验研究表

明，当归补血汤对由炎症介质产生、释放而引起的继发炎性疼痛有一定的镇痛作用。 

3.6. 增强类雌激素活性 

RA 发病率约占总人群的 1%，而 75%好发于女性，且发病高峰期在 40~45 岁之间，流行病学调查结

果显示口服避孕药，怀孕可以减少 RA 的病情进展，因此有学者认为类风湿关节炎与雌激素有一定的关

联。当归补血汤的类雌激素活性也是近几年备受关注的焦点，其能显著改善妇女更年期综合症状。在围

绝经期综合症研究中，当归补血汤可以明显改善生理和心理评分，明显减少围绝经期的血管舒缩症状(潮
热、出汗、烦躁等)，提高围绝经期妇女的生活质量[21]。 

4. 结语 

RA 作为一种临床以关节滑膜炎症为表现，最终导致关节畸形及功能障碍的慢性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

病，具有反复发作性，但其发病机理错综复杂，迄今尚未完全阐明。RA 发病常常由于患者身体虚弱，正



李蕾，潘志 
 

 
21 

气不足，抵抗能力下降，使风寒湿等邪气趁虚而入。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临床观察研究，抗炎既

是抗风湿治疗，补血既是补益气血，抗炎补血法治疗 RA 贫血疗效较好，且毒副作用小，患者耐受性好，

是今后我国医学领域中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中药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多靶点发挥作用，这也是现代医学治疗 RA 研究的一个趋势。在治疗 RA 中，

临床中应用频次较高的是桂枝、黄芪、当归、川芎、地黄、白芍、秦艽、独活等。当归补血汤具有补益

气血、免疫调节、促进造血等多方面功用，临床应用较广泛，且副作用较小，可提高 RA 患者的生活质

量，但对其机制研究尚不系统，在今后的研究中，采用随机对照试验原则探究防治 RA 中药药理、药效

作用的同时，亦可从循证医学的角度制定防治 RA 的标准，使中医药更好地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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