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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的中药夏枯草是夏枯草属的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在中国各地均有分布。夏枯草所含化学成分丰富，在中

国有很长的药用历史，其药理作用广泛，临床疗效显著。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期刊文献及书籍，主要归纳整理夏枯

草所含主要化学成分并按照化合物结构类型进行分类；概述中药夏枯草的药理作用、夏枯草制剂及其复方临床应用研究

现状。以期为更深入研究夏枯草及其临床应用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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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unella vulgaris L. is a perennial herb in the genius Prunella. It is produced in all parts of China. Prunella 
vulgaris L. contains rich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has a long history of medical application in China. It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re extensive and its clinical efficacy is remarkable. Through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and books of relevant periodical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main chemical components contained in Prunella vulgaris L. are summarized and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e type of the compound. And pharmacology,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Prunella vulgaris L. and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based on Prunella vulgaris L. are also summarized. This review aims to provide sufficie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clinical use and 
further research on Prunella vulgaris L.. 
KEYWORDS: Prunella vulgaris L.; chemical compositio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prunella preparation; prunella compound;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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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枯草(Prunella vulgaris L.)为唇形科夏枯草

属植物，在我国河南、浙江、安徽等地均有分布，

始载于《神农本草经》，位列下品，并记载有“主

寒热，瘰疬，鼠瘘，头疮，破徵，散瘿结气，脚

肿湿痹”[1]；《丹溪心法》谓“补养血脉”；《滇南

本草》曰“祛肝风，行经络。治口眼歪斜，止筋

骨疼，疏肝气，开肝郁。治目珠肿痛，消散瘰疬，

周身结核，手足周身筋骨酸疼。”《纲目》文“能

解内热，缓肝火”；《本草经疏》载“治乳痈，乳

岩。”可见古人对于夏枯草的功效及适应证已有深

入的研究。夏枯草味辛、苦，寒，归肝、胆经，

具有清火泻火、明目、散结消肿之功效，用于治

疗目珠夜痛、头痛眩晕、瘰疬、瘿瘤、乳房胀痛

等症[2-3]。《中华本草》中记载夏枯草可治无名肿

毒、溲血、赤白带下、月经过多、产后血运、心

气欲绝、扑打金伤、汗斑百点、小儿菌痢、可预

防麻疹、治脚气频疼、肿痛难履等疾病[4]。历版中

国药典中收录干燥果穗作为常用中药，在中国药

典 2015 年版(一部)中收录了夏枯草 2 种制剂：夏

枯草口服液和夏枯草膏，其他制剂如夏枯草片剂、

夏枯草颗粒剂等也逐渐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和相

关研究。研究表明，夏枯草含三萜类、甾体类、

黄酮类、香豆素类、苯丙素类等丰富的化学成分。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夏枯草具有很好的抗肿瘤、

抗炎免疫、抗氧化、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等

疗效[5]。临床上常用于治疗甲状腺肿大、急性黄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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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传染性肝炎、淋巴结核、肺结核等疾病。本文

通过查阅和统计近几年相关研究，整理总结了夏

枯草药用研究现状。 

1  化学成分 

夏枯草中主要包含三萜及其皂苷类、甾醇类、

黄酮类、香豆素类、有机酸类、挥发油类、糖类

化合物。其中有机酸类主要包括苯丙素类和长链

脂肪酸类[5]。 

1.1  三萜及其皂苷类 

夏枯草中三萜类成分主要以齐墩果烷型、羽

扇烷型、乌索烷型为主，目前共分离得到三萜类

化合物 28 个，其中 20 个三萜皂苷元(游离状态)，

8 个皂苷(结合状态)；其中含量 高的为齐墩果酸

(1)和熊果酸(2)，它们与夏枯草的药理作用有明显

的相关性。 

Kojima 等 [6-8] 将夏枯草提取物 (extracts of 

Prunella vulgaris L.，PVE)甲基化后分离得到齐墩

果酸甲酯(3)、熊果酸甲酯(4)、山楂酸甲酯(5)等化

合物。张颖君等[9-10]从法国产夏枯草属植物中分离

出 2 个夏枯草特有的乌索烷型三萜皂苷，即夏枯

草苷 A(6)和夏枯草苷 B(7)。王祝举等[11]还检测出

一种新的吡喃葡糖苷化合物，并命名为夏枯草皂

苷 B(8)。田晶等[12]从夏枯草中分离出夏枯草皂苷

A(9)。各化合物结构见图 1 和表 1。 

1.2  甾醇类 

夏枯草中的甾醇类化合物主要有 β-谷甾醇

(10)、豆甾醇(11)、-菠甾醇(12)、∆7-豆甾醇(13)[13]。

孟正木等[14]从夏枯草属植物果穗、茎、叶等部位

分离出 8 个甾醇类化合物，其中 4 个呈游离状态，

即 Sitosterol、豆甾醇-7-烯醇、Spinasterol、胡萝卜

苷(14)；4 个葡萄糖苷，即豆甾-7-烯基-β-D-葡糖吡

喃糖苷(13)、豆甾-7,22-二烯-3-酮(15)、α-菠菜甾醇

基-β-D-吡喃葡萄糖苷、豆甾醇基-β-D-吡喃葡萄糖

苷。结果见图 2 和表 2。 

1.3  黄酮类 

夏枯草除含有芦丁(16)、金丝桃苷成分外，

Dmitruk 等[15]从中还分得 3 个黄酮类化合物：木樨

草素(17)、异荭草素(18)和木犀草苷(19)。随着对

夏枯草化学成分的研究深入，相关研究报道其含

有槲皮素(20)、槲皮素-3-O-β-D-半乳糖苷(21)[16]、

槲皮素-3-O-β-D-葡萄糖苷(22)、山奈酚-3-O-β-D-

葡萄糖苷(23)[17]等成分。此外，有文献表明[18]，从

夏枯草属植物中分离出花青素、翠雀素、五羟黄

酮、芸香苷、藤黄菌素、莰菲醇、莰菲醇-3-O-葡

萄糖苷、异栎素、五羟黄酮-3-O-半孔糖苷、三甲

花翠素-3,5-二葡糖苷、锦葵色素-3,5-二葡糖苷、木

犀草苷、Peonidin-3,5-diglucoside 等黄酮类化合物。

这些化合物主要为黄酮、黄酮醇、花青素及其苷。

结构见图 3 和表 3。 

 
图 1  三萜及其皂苷类化合物结构式 

Fig. 1  Structures of triterpenes and their saponi compound 

表 1  三萜及其皂苷类化合物 1~9 结构信息 

Tab. 1  Structural information of triterpenoids and their 
saponins compound 1-9 

NO. 化合物 R1 R2 R3 R4 R5 R6

3 齐墩果酸甲酯 H β-OH CH3 CH3 H CH3

4 熊果酸甲酯 H β-OH CH3 CH3 CH3 H

5 山楂酸甲酯 OH β-OH CH3 CH3 H CH3

6 夏枯草苷 A α-OH CH3 CH3 Glc2-glc CH3 H

7 夏枯草苷 B α-OH CH3 CH3OH Glc CH3 H

表 2  甾醇类化合物 10~15 结构信息 

Tab. 2  Structural information of steroids compound 10-15 

NO. 化合物 R1 Sketon+R2 

10 β-谷甾醇 α-OH 1a 

11 豆甾醇 α-OH 1b 

12 α-菠甾醇 α-OH 2b 

13 7-豆甾醇 β-OH 2a 

14 胡萝卜苷 =O  

15 豆甾-7,22-二烯-3-酮 β-OH 2a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2019 年 3 月第 36 卷第 5 期                         Chin J Mod Appl Pharm, 2019 March, Vol.36 No.5       ·627· 

 
图 2  甾醇类化合物结构 

Fig. 2  Structure of steroids compound 

 
图 3  黄酮类化合物结构式 

Fig. 3  Structure of flavonoids compound 

表 3  黄酮类化合物 17~23 结构信息 

Tab. 3  Structural information of flavonoids compound 

1723 

NO. 化合物 R1 R2 R3 

17 木樨草素 H H OH 

18 异荭草素 H Glc OH 

19 木犀草苷 H O-Glc OH 

20 槲皮素 H H OH 

21 槲皮素-3-O-β-D-半乳糖苷 Glc H OH 

22 槲皮素-3-O-β-D-葡萄糖苷 Glc H OH 

23 山奈酚-3-O-β-D-葡萄糖苷 Glc H H 

1.4  香豆素类 

夏枯草中香豆素类成分含量极少。Dmitruk 等[19]

首次从夏枯草中分得 3 个香豆素类化合物，经理

化常数测定以及红外光谱分析推断为伞型酮(24)，

莨菪亭(25)和七叶苷元(26)。结构见图 4 和表 4。 

 
图 4  香豆素类化合物结构式 

Fig. 4  Structure of coumarins compound 

表 4  香豆素类化合物 24~26 结构信息 

Tab. 4  Structural information of coumarins compound 
24-26 

NO. 化合物 R 

24 伞型酮 H 

25 莨菪亭 OMe 

26 七叶苷元 OH 

1.5  苯丙素类 

夏枯草中苯丙素类化合物有 p-香豆酸(27)、顺

式和反式咖啡酸(28)、迷迭香酸(29)，其他如甲基

迷迭香宁、乙基迷迭香宁、丁基迷迭香宁、3,4,α-

三羟基-甲基-丙酸苯酯、3,4α-三羟基-丁基-苯基丙

酸酯等苯丙素类成分也已经从夏枯草中分离出来[20]。

结构见图 5。 

 
图 5  苯丙素类化合物结构式 

Fig. 5  Structure of phenylpropanoids compound 

1.6  长链脂肪酸类 

夏枯草中含有长链脂肪酸类化合物，如软脂

酸、软脂酸乙葡酯、二十四烷酸、硬脂酸、6,9-十

八碳二烯酸、3,6,17-二十碳三烯酸、油酸、花生油

酸、辣木子油酸、月桂酸、肉豆蔻酸、亚麻酸、

棕榈酸、十四烷酸、亚油酸[14,21]。 

1.7  挥发油类 

夏枯草中挥发油类化合物挥发油类成分包括

1,8-桉油精、β-蒎烯、月桂烯、乙酸芳樟酯、α-水

芹烯、芳樟醇、1,6-环癸酮二烯、十六烷酸和三十

六烷等。其中以 1,8-桉油精和 β-蒎烯 2 种成分的含

量 高，占挥发油总量的 60%以上[22]。 

1.8  糖类 

夏枯草中含有游离的单糖、双糖及多糖。双

糖主要有蔗糖、果糖；单糖主要为鼠李糖、葡萄

糖、木糖、阿拉伯糖、甘露糖、半乳糖等[23]。徐

宏喜等[24]从夏枯草中分离得到一种含硫的多糖。 

1.9  其他 

夏枯草还含有少量生物碱、无机盐、维生素、

树脂、苦味质、鞣质等成分。脂类成分主要为咖

啡酸乙酯[11]，无机盐成分主要是钾盐[25]。 



 
 

·628·        Chin J Mod Appl Pharm, 2019 March, Vol.36 No.5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2019 年 3 月第 36 卷第 5 期 

目前对于夏枯草化学成分的研究多聚集于其

中的脂溶性成分，对于夏枯草的传统入药方式即水

煎剂来说，未来的研究应加强对其水溶性成分的探

索与研究。随着化合物结构类型的丰富，可借助日

益先进的分析仪器及不断成熟的分析方法来深入

研究夏枯草化学成分并结合相应的药效学实验来

寻找、评价夏枯草的有效药效成分，以期为临床夏

枯草及其复方制剂的应用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2  药理作用 

2.1  抗肿瘤 

夏枯草可通过不同的作用途径抑制多种肿瘤

细胞的转移，促进其凋亡。柏玉冰等[26]将分离纯

化得到夏枯草果穗中 14 种化学成分选用乳腺癌细

胞 (MCF-7 、 MDA-MB-231) 和 正 常 乳 腺 细 胞

(MCF-10A)进行抗癌实验活性筛选，利用 MTT 法

测定各个成分对乳腺癌细胞、正常乳腺细胞的增

殖率，结果发现三萜化合物 2α-羟基熊果酸和熊果

酸能明显地抑制乳腺癌细胞及正常乳腺细胞；而

白桦酯酸只抑制乳腺癌细胞，对正常乳腺细胞无

不良反应。该项研究表明不同的夏枯草成分在体

外可选择性地抑制乳腺癌细胞及正常乳腺细胞。

另外，夏枯草的醇提物 19α-羟基熊果酸和槲皮素

可以剂量依赖性地抑制肿瘤细胞 MDA-MB-231 的

迁移，其中槲皮素能通过抑制 PI3k/Akt 通路而抑

制肿瘤细胞 MDA-MB-231 的迁移，其 IC50 分别为

1.676 和 1.145 μmol·L1[27]。Li 等[28]研究了夏枯草

多糖-锌复合物(P1-Zn)对人肝癌细胞 HepG2 的作

用，通过形态学变化，染色质凝集和 G0/G1 期细胞

周期停滞证实：P1-Zn 复合物可通过抑制 caspase-3

和 caspase-9 的活性，过量产生活性氧和破坏线粒

体功能来达到有效抑制 HepG2 细胞增殖的作用。

夏枯草还可通过诱导甲状腺癌 TPC-1 和 FTC-133

细胞系凋亡以及下调 TC-1 和 FTC-133 中的 B 细胞

淋巴瘤-2 表达，显著增加 Bcl-2 相关 X 蛋白和

caspase-3 表达来实现治疗甲状腺癌[29]。实验研究证

明[30-31]夏枯草粗提物对于淋巴瘤细胞株 Jurkat、人

肺癌细胞 A-549、子宫内膜癌细胞株 Ishikawa、胆

管癌细胞 QBC939 及 RBE 均有抑制作用。 

2.2  抗炎免疫 

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炎症始终是一个潜在

的危险因子，可以形成或者加重一系列的疾病。

中药对于机体的免疫调节作用具有双向性，其作

用机制主要包括：对于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免

疫分子的促进作用；对于炎症反应、超敏反应、

排斥反应的抑制作用；对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

疗作用等[32]。 

几个世纪以来，夏枯草已经广泛用于炎症相

关病症的治疗，其含有的迷迭香酸、熊果酸等众

多活性成分均具有较好的抗炎和免疫抑制作用。

将夏枯草的水、醇提取成分应用于 RAW 264.7 小

鼠巨噬细胞，发现夏枯草醇提物在 30 μg·mL1 时可

以显著抑制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刺激的

前列腺素 E2(prostaglandin E2，PGE2)和一氧化氮

(NO)的产生而不影响细胞的活力；且醇提物可以

减弱 LPS 诱导的环氧化合酶-2(cyclooxygenase-2，

COX-2)和一氧化氮合酶(iNOS)的蛋白表达；同时

也证明了夏枯草所含的迷迭香酸可以单独地抑制炎

症反应，其作用机制为仅抑制 COX-2 蛋白表达[33]。

在牙周炎同炎症相关的慢性疾病中，LPS 作为刺

激因素之一在牙周炎的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在研究 PVE 及其组分迷迭香酸对 LPS 诱导的人牙

龈成纤维细胞的氧化损伤和炎症的影响中发现，

PVE 和迷迭香酸均可以降低 LPS 诱导的细胞中活

性氧的产生、细胞内谷胱甘肽(GSH)的消耗以及脂

质过氧化；此外，PVE 和迷迭香酸也可抑制 LPS

诱导的白细胞介素 1β(IL-1β)、白细胞介素(IL-6)、

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的上调及抑制诱导型

iNOS 的表达；结果表明，PVE 和迷迭香酸能够诱

导牙龈成纤维细胞的生物学变化，该功能可能与其

抗炎活性相关[34]。  

2.3  抗病毒 

蔡双璠等 [35]通过以 Vero 细胞及建立皮肤 

(HSV-1)和外阴部 (HSV-2)病毒感染豚鼠模型，进

行夏枯草多糖凝胶的体外、体内抗病毒研究，采

用空斑减数法检测到夏枯草多糖在体外能抑制

HSV-1 和 HSV-2 的活性，体内试验采集各组小鼠

的病灶病变情况、丘疱疹数、典型病变评分结果

以及病灶组织中 HSV-1 和 HSV-2 病毒的 DNA 拷

贝数等作为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夏枯草

多糖凝胶能削弱 HSV-1 和 HSV-2 病毒感染豚鼠的

病灶病变，较好地发挥抗单纯疱疹病毒的活性。 

2.4  抗氧化 

夏枯草具有很好的抗氧化活性[36]，其中三萜

类、黄酮类、多糖类化合物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

用，且黄酮类物质抗氧化活性 强。通过在♂ 

Balb/c 小鼠正常组、束缚模型组、夏枯草干预组给

药 5 d 之后检测脑组织的总活性氧，过氧化氢

(H2O2)，丙二醛，8-羟基鸟嘌呤(8-OHdG)和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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羰基含量，观察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谷胱甘肽

过氧化物酶(GSH-Px)活性，结果发现 2.50 g·kg1

夏枯草能降低模型动物 H2O2、活性氧、蛋白质过

氧化物和蛋白质羰基含量，削弱自由基链式反应；

1.25，2.50，7.50 g·kg1 夏枯草均能减少脂质过氧

化物丙二醛的含量，增加 SOD 的活性、活性氧物

质的降解。此外，夏枯草水提物可通过抑制

CYP2E1 和 CYP2A5 的蛋白表达来降低吡唑-脂多

糖诱导肝组织内的氧化应激，达到保肝的作用[37]。 

2.5  抗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症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PMO)易发于老年人、绝经后妇女，后者患 PMO

后骨的脆性增高，会增加骨折的危险性。目前防

治和治疗绝经后 PMO以及预防骨折的首选方案为

雌激素替代疗法，但长期使用此类药物会存在诸

多潜在危险，因此选用不良反应小、标本兼治可

长期服用的中草药治疗 PMO成为当前医学界的研

究热点。刘华等[38]通过干预去卵巢大鼠的 PMO 动

物模型，对随机分成的模型对照组、假手术组、

夏枯草黄酮组大鼠分别从分子机制和骨密度形态

测量 2 方面研究夏枯草黄酮抗 PMO 的作用，进行

相应处理后，检测各组大鼠血清中矿物质、护骨

素(osteoprotegerin，OPG)、碱性磷酸酶量(alkaline 

phosphatase，ALP)的表达，并利用 RT-PCR 检测

Ⅰ型胶原、整合素 B1 与黏着斑激酶的 mRNA 表

达情况，结果发现各组去卵巢大鼠血清中矿物质

的含量差别不显著；与模型组和假手术组相比较，

夏枯草黄酮组大鼠血清中 ALP 量明显降低，而

OPG 的量则增加；夏枯草黄酮组大鼠血清中Ⅰ型

胶原、整合素 β1 与 FAK mRNA 表达均明显超过

模型对照组和假手术组；表明夏枯草黄酮可以有

效防止去卵巢大鼠的骨矿物质的丢失并且可以维

持矿物质的平衡，其抗 PMO 的作用机制可能是通

过有效抑制 ALP 活性升高，从而增加 OPG 的含量

来实现的，同时夏枯草黄酮一方面可以增加成骨

细胞与细胞外机制的结合能力，提高成骨细胞活

性，另一方面可以有效促进成骨细胞的增殖、分

化；检测各组股骨的骨密度和骨组织形态发现，

夏枯草黄酮可通过抑制卵巢摘除后大鼠的成骨细

胞功能，使骨吸收、骨代谢减缓，促进骨形成，

降低骨小梁损失，抑制骨量减少及骨强度降低，

提升去卵巢大鼠的骨密度，从而实现抗 PMO作用。 

2.6  抗抑郁  

刘亚敏等[39]采用小鼠悬尾、强迫游泳以及自

主活动试验，以盐酸氟西汀为阳性对照药来研究

夏枯草水提物的抗抑郁疗效。经过 ELISA 法测定

各指标发现夏枯草水提物能增加海马组织中 5-羟

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的含量，降低小鼠

海马组织中 COX-2、PGE、IL-1β、IL-6 的含量，

表明夏枯草水提物可能是通过提高海马组织中单

胺类神经递质的含量，降低炎症因子的含量来实

现抗抑郁的作用。 

2.7  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 

夏枯草具有较显著的降压、降糖、降血脂作

用。糖尿病多是由于胰腺 β 细胞胰岛素分泌不足

或者缺乏而引起的糖代谢障碍，陈淑利等[40]在验

证夏枯草醇提物的降血糖作用研究中，采用肾上

腺素和四氟嘧啶诱导的高血糖动物模型，通过测

定不同组别(正常对照组，肾上腺高血糖组，阳性

药金芪降糖片组，夏枯草提取物大、小剂量组)给

药后小鼠的血糖值，分析发现夏枯草提取物可以

降低肾上腺素高血糖小鼠及四氟嘧啶高血糖小鼠

的血糖，并且对于四氟嘧啶高血糖小鼠的降血糖

作用呈剂量依赖性，疗效均优于阳性药组，表明

其可能通过改善糖代谢障碍、修复 β 细胞使胰岛

素正常分泌来实现降血糖的作用。此外，夏枯草

水、30%醇以及乙醇-水浸出液对麻醉动物都有一

定程度的降压作用。其水提取物可通过降低 SHR

大鼠的收缩压、舒张压实现降压作用；显著抑制 α-

淀粉酶、α-葡萄糖苷酶，较强降低正常小鼠及四氧

嘧啶糖尿病小鼠的餐后血糖值，提高其淀粉耐受

性，促进小鼠的肝糖合成而降低血糖。夏枯草也可

一定程度上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缓解高血脂症[5,41]。 

3  夏枯草制剂临床疗效 

夏枯草的多种制剂现已在临床得到广泛应

用，在单用或者联合其他药物治疗相关疾病方面

也逐渐取得了理想的效果。由于大多数疾病具有

治疗周期长、复发率高的特点，单纯地使用西药

治疗，临床效果可能会得到保证，但西药本身所

具有的不良反应会对患者机体造成一定的损伤，

治标而不治本。相比西药，中药制剂虽然疗效缓

慢，但其不良反应小，而且联合西药治疗时，可

以在发挥自身药效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西药

所引发的不良反应，有助于机体恢复，还能降低

复发率。目前临床上使用的夏枯草制剂主要有夏

枯草颗粒剂、注射剂、口服液、膏剂等。虽然其

主药均为夏枯草，但因在制备过程中添加辅料、

药效物质提取方法的不同以及各自给药途径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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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导致不同的制剂具备的功效也不尽相同。 

3.1  夏枯草颗粒剂 

夏枯草中的迷迭香酸是夏枯草颗粒剂发挥药

效的主要化学成分[42]。夏枯草颗粒剂具有消炎、

散结消肿、调节免疫、缓解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等

疗效，由夏枯草水提取物和辅料加工制成，药品

为干燥颗粒状。袁建树等[43]纳入 356 例更年期干

眼症女性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181 例)和观察组

(175 例)，给予对照组环孢霉滴眼液，观察组在对

照组的基础上加服夏枯草颗粒。治疗后发现，与

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泪液分泌量、泪膜破

裂时间明显增高，角膜地形图中角膜表面规则指

数，角膜表面不规则指数，结膜上皮细胞中 TNF-α、

IL-1β、ICAM-1 显著降低，治疗有效率明显增加，

无效率明显降低，表明夏枯草颗粒治疗更年期妇

女干眼症的疗效确切。殷智晔[44]将 98 例弥漫性甲

状腺功能亢进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单独服用甲巯

咪唑 )和治疗组 (联合使用甲巯咪唑和夏枯草颗

粒)，研究结果指出，临床对于甲状腺功能亢进的

治疗多采用西药甲巯咪唑片，但由于甲状腺功能

改善慢，药物治疗周期长，而且甲巯咪唑片长期

服用会对机体脏器有所影响，故单纯西药治疗不

被视为理想的治疗方案。给予夏枯草颗粒联合甲

巯咪唑片治疗时，利用夏枯草颗粒的清热、解毒

等功效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由于长期服用甲巯咪

唑片所导致的不良反应，研究结果显示，联合用

药组的总有效率(91.84%)显著高于单用甲巯咪唑

片(75.51%)，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2  夏枯草片剂 

夏枯草片剂是将夏枯草的提取液进行干燥，

成粉后压片而成。该制剂具有抗肿瘤、抗菌消炎、

保肝等作用。在研究夏枯草片剂对于良性前列腺

增生患者的临床疗效时[45]，对照组患者服用非那

雄胺，观察组患者服用夏枯草片。治疗后，2 组患

者的症状均有所改善，观察组患者的前列腺体积

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并且观

察组的不良反应率(5.0%)明显低于对照组(32.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莫钧婷等[46]采用夏

枯草片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急性甲状腺炎的临床

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少，并且可缩短疗程；王雪

琴[47]在研究夏枯草片联合抗菌药物青霉素治疗急

性乳腺炎的试验中发现，两者联合使用可以提高

疗效，恢复女性患者的正常哺乳，降低患者机体

对抗菌药的耐药性。胡燕等[48]应用夏枯草片联合

阿达帕林凝胶治疗寻常痤疮，临床疗效显著。   

3.3  夏枯草膏剂 

夏枯草膏是由夏枯草、甘草、玄参等 14 味中

药经水煎煮、浓缩成清膏，添加适量炼蜜或蔗糖

加热融化、混匀、浓缩得到的黑褐色稠厚半流体

状制剂。夏枯草膏有清火散结等功效。钟若英[49]

给予 50 例甲状腺结节患者夏枯草膏联合甲状腺素

片，总有效率为 76.00%，而单独给予甲状腺素片

的 50 例甲状腺结节患者总有效率为 42.00%，2 组

总有效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见联合

用药的疗效明显，可以进行临床广泛使用。 

3.4  夏枯草口服液 

夏枯草口服液由夏枯草经水煎煮、滤过、浓

缩，添加苯甲酸钠、蔗糖加热溶解与水混匀所得。

该制剂可抗菌消炎、散结消肿、清热泻火等。夏

枯草口服液联合复方倍他米松治疗亚急性甲状腺

炎患者相对于单独使用复方倍他米松治疗时效果

更为显著，联合用药组的总有效率(97.67%)显著高

于单独使用复方倍他米松组(81.40%)[50]。李新等[51]

的研究显示，夏枯草口服液联合头孢地尼分散片

治疗慢性乳腺炎对照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75.68%，1 年内复发率为 36.84%，并且联合用药

组患者的血清 C 反应蛋白和 TNF-α 水平明显低于

单独使用抗菌药物组。可见夏枯草口服液联合头

孢地尼分散片可降低炎症、提高疗效，在控制复

发率方面也有明显的优势。 

3.5  夏枯草胶囊剂 

夏枯草胶囊由夏枯草水提取物浓缩加红糖填

充在空胶囊或者软胶囊中制成。该制剂具有抗肿

瘤、免疫调节、消炎镇痛等作用。研究夏枯草胶

囊联合左旋甲状腺素钠片治疗桥本甲状腺炎的临

床疗效发现，联合用药组患者三碘甲腺原氨酸水

平升高程度、甲状腺激素水平显著优于单独服用

左旋甲状腺素钠片组，联合给药组患者治疗后甲

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和甲状腺球蛋白抗体水平明

显低于单独服用左旋甲状腺素钠片组。表明夏枯

草胶囊对于改善桥本甲状腺功能、降低甲状腺抗

体水平等的临床疗效显著[52]。   

4  复方配伍临床疗效 

中药复方在煎煮过程中，由于煎煮时间、温

度变化以及调节 pH 值等操作使复方中的某些成

分发生化学、物理的变化，从而消除毒性成分或

者产生新的有效物质，达到减毒、增效的效果。

夏枯草复方配伍在临床上可单独应用、可联合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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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辅助化疗治疗高血压、抗癌、抗乳腺增生等

疾病。 

夏枯草消瘤合剂[53](由夏枯草、牡蛎、生地黄、

莪术、炒白术、苍术组成)联合化疗治疗中晚期非

小细胞肺癌(治疗组)与单独化疗组(对照组)的复发

率分别为 46.7%，7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的癌胚抗原、鳞癌相

关抗原水平降低程度低于对照组(P<0.05)；结果表

明夏枯草消瘤合剂在联合化疗治疗中晚期非小细

胞肺癌患者的过程中，在改善临床症状、生存质量、

不良反应方面的效果均优于单独给予化疗治疗。 

夏枯草柴胡方[54](由夏枯草、柴胡、三棱、莪

术、制香附、重楼、山慈菇、桔梗、荔枝核、海

藻、昆布、陈皮组成；加减：心血不足者加当归、

白芍)联合抗刺激素类药物三苯胺治疗乳腺增生临

床疗效显著，且观察的各指标(疼痛、肿块大小、

硬度、血清雌二醇、孕酮等)改善程度均明显优于

单独使用三苯胺治疗组。   

由中药龙胆草、郁金、柴胡、栀子、黄芩、

牡丹皮、蚤休、夏枯草、生甘草、白芍、赤芍、

连翘、金银花所组成的汤剂[55]，利用方中柴胡疏

肝解郁，黄芩疏肝利胆，连翘、金银花清热解毒，

夏枯草散结消肿，牡丹皮清热凉血、祛瘀止痛，

诸药共奏消肿散结、祛瘀止痛之功效，联合西药

强的松片治疗亚急性甲状腺炎的临床疗效有效率

为 98.18%，而单独服用强的松片的对照组有效率

仅为 80.00%，2 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由姜半夏、川厚朴、苏叶、香附、煅牡蛎、

夏枯草、莪术、浙贝、山慈菇、皂角刺、甲珠、

黄药子和元参组成的结甲消汤治疗甲状腺结节的

临床疗效优于夏枯草颗粒联合甲状腺激素抑制剂

治疗的效果[56]。 

5  结语  

夏枯草在我国分布广泛，其所含化学成分丰

富，药理作用广泛，历年临床应用广泛，具有重

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及新药开发利用价值，药物资

源潜力颇大。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理论

依据的完善，夏枯草在抗肿瘤、抗炎免疫、抗氧

化、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等方面将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应进一步

加强对其药物化学、作用机制、临床应用疗效的

研究，以提高安全性及扩大使用范围为初衷，致

力于提取、纯化、合成出高效低毒的药效成分，

充分地将研究理论与临床应用相结合。其单味制

剂及复方配伍方剂也逐渐应用到临床当中，且疗

效理想。夏枯草复方可单独应用于临床也可联合

西药、化疗法治疗甲状腺炎、乳腺增生、癌症等

疾病。夏枯草具有清热泻火、明目、散结消肿等

作用，其不仅可作为药物使用，也逐渐被融汇到

“药食同源”及“中药养生”的热潮中，如以夏

枯草为主所制成系列生活产品如凉茶(枯菊茶)、食

材(凉拌夏枯草、夏枯草粥)、生活用品药枕等。由

此可见，夏枯草是具有巨大开发潜力的药物资源，

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深化对夏枯草各方面

的研究，以期在质量标准确定以及合理应用的前

提下开发、提取、纯化、合成系列高效低毒的药

效物质和生活用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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