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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补骨脂酊作为医疗机构制剂，临床上用于治疗白癜风、扁平疣、斑秃、神经性皮炎、瘙痒症等，也可用

于皮肤细胞代谢障碍、自身免疫缺陷的治疗，疗效确切。补骨脂中活性成份补骨脂素和异补骨脂素具有

多种临床药理作用，对其研究较多。随着国家对中医药加大发展力度，使得医疗机构制剂有了发展前景，

现对补骨脂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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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oralea tincture as a medical institution preparation, clinically used for the treatment of vitiligo, 
flat warts, alopecia areata, neurodermatitis, pruritus, etc., can also be used for the treatment of 
skin cell metabolism disorders, autoimmune defects, the curative effect is exact. Psoralen and 
isopsoralen, the active components of psoralen, have many clinical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there are many researches on them. With the country t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o that medical institutions have a development prospect,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psoralen tincture is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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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补骨脂酊作为医疗机构制剂，深受临床医生的青睐。临床治疗适应症广，是一种药理作用明显的医

疗机构制剂。补骨脂酊是按照药典通则通过渗漉方法用 75%乙醇将补骨脂成熟果实进行渗漉而制成的酊

剂。经典验方出自《赵炳南临床经验集》。根据《本草纲要》记载：补骨脂可“治肾泄，通命门，暖丹

田，敛精神”[1]。补骨脂化学成分包括黄酮类、香豆素类、单萜酚类等多种复杂成分。研究表明，补骨

脂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止血、抗肿瘤等广泛临床药理作用[2]。也是药膳食疗中上等佳品[3]。本文将从

补骨脂酊历史背景、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2. 历史背景 

补骨脂酊是一种经典传统中药制剂，历史悠久，时间可追溯数千年前。在古代，包括骨折、关节疼

痛、肿瘤等多种疾病都可以选择补骨脂治疗。据明朝《合州志》记载：“补骨脂有园，充药贡也”。在

现代，随着医药技术快速发展，对补骨脂酊研究和应用越来越重视。古代补骨脂用法把补骨脂、兔丝子

放入研钵一起研成细粉末，放入容器中，再加入 75%乙醇密封，浸泡七日后取上清液涂于患处，一天可

涂多次，且是古代贵人才能使用的一种药物。功效主活血络，祛止痒。补骨脂酊，又称为“补骨脂丸”、

“补骨脂糖浆”或“补骨脂口服液”，是一种用补骨脂制成的中草药制剂，中医上可作为一种滋补药物，

主要功效补充肾阳不足、强筋骨、健腰膝等。明代时期有对补骨脂酊记载的历史。经过对中草药研究，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中首次记载了补骨脂，将其列为滋补药物使用。明代朱权

的《本草从新》中，补骨脂被称为“益阳丸”，用于治疗腰膝酸软、筋骨无力等症状[4]。清代本中医学

者、本草学家赵学敏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也将补骨脂列为“滋阴益肾、养筋骨”的治疗药物，并在

《补遗本草》、《本草经集注》等书中有详细记载。随着时代的变迁，补骨脂酊从古代贵人使用的上等

药物逐渐在民间传承和使用，很多中药方剂中都有补骨脂成分。随着现代药物研究技术的提高，加大了

对补骨脂酊药理作用和临床研究力度，不仅临床治疗上疗效确定，同时还有一定滋补功效，对腰膝酸软、

筋骨无力[5]等症状有一定改善作用。虽然补骨脂酊具有治疗保健作用，但补骨脂酊未收入到中国药典中

成药品种目录，只在医疗机构内部使用，所以对补骨脂酊的使用应在医疗机构内由医疗机构医生或中医

医师指导下使用，不宜随意滥用或替代正规治疗。补骨脂酊属于医疗机构制剂，根据医疗机构制剂管理

规范要求，不得在市场上销售，只能在医疗机构内部使用。 

3. 研究现状 

3.1. 药理学研究 

药效成分和作用机制是对补骨脂酊药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补骨脂酊主要成分是补骨脂素和异补骨

脂素，属于呋喃香豆素类化合物。两种化合物可以增加皮肤对色素反应，促进皮肤色素新生，又可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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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皮肤某种细胞代谢信息，使受损的皮肤细胞得到正常恢复[6] [7]。补骨脂酊具有调和气血、活血通络、

润肤止痒、生发祛白斑、发挥雌激素样[8]、抗骨质疏松[9]、抗血栓形成[10]等作用，余凌英[11]等通过对

补骨脂酊研究发现，补骨脂盐能促进小肠 Mo 细胞分泌胃动素，影响胃肠运动及对水、电解质的运输，

肠道蠕动加快，具有止泻作用。通过调节免疫系统、抑制炎症反应等方式发挥补骨脂酊药理作用。 

3.2. 临床功效研究 

3.2.1. 临床应用范围 
临床上广泛用于治疗白癜风、扁平疣、斑秃、神经性皮炎、瘙痒等症。补骨脂酊治疗扁平疣[12]、补

骨脂酊联合胸腺肽治疗白癜风[13]、联合梅花针、微波治疗斑秃[14]、激光联合补骨脂酊治疗晕痣[15]、
治疗寻常性银屑病[16]等疗效显著。对照组和治疗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不良反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3.2.2. 补肾壮骨 
补骨脂具有温肾阳、补肝肾、益精髓的功效，能够补益肾脏，增强骨髓中造血细胞数量和质量，促

进骨骼生长发育，提高骨骼强度和韧性。李想[17]、武瑞骐[18]等报道了异补骨脂素可以促进骨质形成、

抑制骨吸收、改善软骨细胞状态等作用，具有成为治疗骨质疏松症[19]有效药物的潜质。 

3.2.3. 补肝养血 
补骨脂还能够滋养肝血，增强肝脏代谢和解毒功能，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头晕眼花、月经不调等肝

血不足所致的症状。汪庆飞等[20]通过临床治疗得出补骨脂素对子宫、鼻和牙龈等出血有止血作用。 

3.2.4. 改善记忆 
补骨脂具有益智补脑，能够改善记忆力，提高学习效率。中医理论认为，肾生髓通脑，其华在发，

故具有改善记忆功效。顾佳明等[21]研究了补骨脂通过能量代谢、减轻氧化损伤、对神经系统具有保护作

用等机制对 APP/PSI 小鼠学习记忆能力具有改善作用。 

3.2.5. 其他作用 
补骨脂滋润皮肤，改善皮肤干燥、瘙痒等问题；对于胃肠道溃疡、糖尿病等疾病有一定治疗作用。

梅淑清[22]等报道，30%补骨脂酊联合窄波紫外光照射治疗糖尿病性成人硬肿病患者临床症状明显改善，

且不影响糖尿病的治疗。林萍萍等[23]报道了补骨脂可以调节糖代谢、改善胰岛素抵抗和直接作用于胰岛

β细胞。 

2.2.6. 不良反应研究 
补骨脂酊临床作用广泛，为了用药安全、有效，临床上对其不良反应的观察研究也较多。张婧[24]

等报道了补骨脂中香豆素类、黄酮类等成分具有导致肝损伤的不良反应，中药进入机体后通过吸收、分

布、代谢、排泄过程后活性成分才被机体吸收，如果短期服用中药，其潜在副作用不易被发现，需长期

临床观察后评估患者情况才可确定是否产生毒副作用。 

3.3. 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中补骨脂酊疗效良好。通过补骨脂素对肿瘤细胞的增殖、分化、凋亡等的研究发现，补骨

脂素具有抗肿瘤作用，缓解患者临床症状，延长生存期。在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抗肿瘤[25]等自身

免疫性疾病中，补骨脂酊具有一定的临床治疗效果，临床应用前景广阔。 

3.4. 实验研究 

对补骨脂酊作用机制的实验研究主要从细胞和分子水平进行。张学农等[26]研究发现，补骨脂素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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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肿瘤细胞 DNA 和诱导线粒体变性的作用机制，使其具有抗乳腺癌的活性。朱羿霖[27]研究通过光敏

活性、诱导、凋亡等多种机制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结果提示：该药对白血病细胞有较强的杀伤作用，

研究急性淋巴细胞型白血病和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的杀伤作用无明显差别。在炎症细胞中，补骨脂酊也

能够通过抑制炎症因子表达来发挥其抗炎作用。不同研究者通过各种方法对补骨脂药理作用、体内药代

动力学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实验研究。 

4. 未来发展 

4.1. 疗效研究 

补骨脂酊越来越被研究者所重视，将补骨脂酊疗效发挥更充分，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研究，不仅在皮

肤科领域应用，更要将补骨脂酊应用领域扩大到抗肿瘤、益肾壮骨、消肿止痛、活血养肝、改善记忆等

领域。可以通过临床疗效观察、随机对照试验、多中心大样本的 RCT 试验等方法，进一步评价补骨脂酊

在不同疾病中的临床疗效，为临床提供安全、有效、经济的医院制剂品种。 

4.2. 安全性研究 

补骨脂酊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因其是中药，不良反应或潜在的不良反应发生比较滞后，更加需要对

补骨脂酊安全性进行临床研究观察。特别是观察不同人群中使用补骨脂酊的不良反应可能发生的情况，

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依据。 

4.3. 制剂改进 

补骨脂酊作为常用的医疗机构制剂，国内多家医疗机构广泛用于临床。《医疗机构制剂管理规范》

规定，医疗机构制剂是指医疗机构根据本单位临床需要经批准而配制、自用的固定处方制剂。处方来源

于临床，疗效确切、使用方便、费用相对低廉是医疗机构制剂的特点，医疗机构制剂又能体现传统中医

特色、医院诊疗特色、医生临床用药特点，是中医临床用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发扬中国中医药传统

优势，继承中医药专家临床经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鼓励开发和使用医院制剂，推动中医药产业的继承

与创新；发展专科特色，提升医院建设水平，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补充市场中成药品种，满足患

者对中医药服务需求，通过收集临床资料，为新药研发奠定良好基础，促进中药新药研发[28]。谢晓燕、

车燚等在医疗机构制剂发展研究[29]中重点阐述了医疗机构制剂发展能力不足、品种少、制剂室面积小、

生产、检验设备陈旧、制剂人才缺乏、制剂人员队伍素质低等问题，同时也强调了医疗机构制剂发展的

新思路：政府层面应加大医疗机构制剂帮扶力度，充分利用好相关政策，大力发展医院制剂，医院领导

应加大医院制剂研发力度，联合建设区域性制剂研发中心、配制中心、检验中心已成为医院制剂发展的

趋势，促进医院制剂调剂使用。无论是政府还是医疗机构，都应建立健全医院制剂管理体系，强化落实

观念，加强医院制剂品质及质量监督，守正创新，与时俱进。充分认识到医院制剂的社会价值及应用价

值，在政策上扶持医院制剂发展，保证国家政策有效落实，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提高社会认知，让更

多的品牌制剂充分应用到临床，造福病患。 
综上所述，补骨脂酊是一种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药物，需要不断深入和拓展补骨脂酊的研究领域和

应用范围，进一步明确补骨脂酊的药理作用机制、临床疗效和安全性，为补骨脂酊的开发和应用提供更

加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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