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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叶在医药领域的应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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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艾叶为我国传统中药，素有“医草”美誉，目前常用于治疗妇科、胃肠道、皮肤病、慢性肝炎、肝硬

化等疾病。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的增强，艾叶在食品、药品、日化等领域开发利用度持续增加，彰显了其开发利

用价值。从灸材、传统方剂、中成药及兽药的使用等方面综述艾叶在医药领域中的应用现状，旨在为艾叶的深入研

究及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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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emisiae Argyi Folium, also known as "herbal medicine", is one of the Chinese materia medica. At 

present, it is often used for the treatment of gynecological, gastrointestinal, and skin diseases, as well as chronic hepatitis and 

liver cirrhosis clinically. In recent years, as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health, Artemisiae Argyi Folium has been 

increasingly developed and utilized in the fields of food, medicine, and daily chemical products, demonstrating its ut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value. In this paper, the present utilization of Artemisiae Argyi Folium in the field of medicine was 

summarized based on its use as a moxibustion material, and the use in traditional prescriptions,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rtemisiae 

Argyi Fol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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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叶为菊科植物艾 Artemisia argyi Levl. et Vant.

的干燥叶，又名冰台、灸草、医草等，在我国已有

3000余年的应用历史，早在《诗经》中记载：“彼采

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1]。艾叶为我国传统民

俗植物和著名中药材，《五十二病方》中就载有 2个

用艾叶灸、熏治病的方子，可见艾很早就成为重要

的治病药物[2]。艾叶作为中药被本草收录始载于汉魏

时期的《名医别录》，后历代本草与医籍、方书均有

记载和应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 年版记

载艾“叶辛、苦、温；有小毒。归肝、脾、肾经，

具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的功效；外用祛湿止痒。

用于吐血、衄血、崩漏、月经过多、胎漏下血、少

腹冷痛、经寒不调、宫冷不孕；外治皮肤瘙痒。醋

艾炭可温经止血，用于虚寒性出血”[3]。现代药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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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艾叶具有抗菌、止血、抗炎、止痛、止

咳平喘、抗肿瘤、降血糖、免疫调节等多种药理作

用[4-9]。此外，艾叶分布广泛，除极干旱与高寒地区

外，几乎遍布全国。在韩国、日本、美国等亦有分

布且用途广泛[10-11]。尽管国内外已有一些艾叶的相关

综述，但多是围绕艾灸机制、艾叶化学成分和药理

作用等方面的综述。例如，唐娅妮等[12]综述了近年

关于艾灸效应的始动环节及艾灸热、光、烟作用机

制等研究进展；兰晓燕等[13]总结了有关艾叶的化学

成分、药理作用及质量控制方面的研究进展。针对

艾叶在医药领域的实践、应用等方面尚未见综述。

因此，本文通过查阅书籍、检索文献及相关数据库，

综述了艾叶在医药领域的应用概况，可为艾叶进一

步的研究与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1　在灸材方面的应用

灸法习称艾灸，是针灸疗法的重要部分。艾灸

疗法早在《灵枢经》中就有记载：“针所不为，灸之

所宜；阴阳具虚，火自当之；经陷下者，火则当之；

经络坚紧，火所治之，陷下则炙之；络满经虚，炙

阴刺阳，经满络虚，刺阴灸阳”[14]。艾灸疗法作为

中国中医学的重要成果之一，应用历史悠久，具有

温经散寒、行气通络、升阳举陷、补脾益气、防病

保健等功效，其在历史不同时期的医疗方案中均有

记载，见表1。
艾叶为艾灸的原材料，采收晒干后经粉碎、除

杂等操作制得艾绒，可根据加工方式和规格的不同

将其制成艾条、艾柱等[27]。艾灸主要是通过燃烧艾

绒所产生的艾热来刺激人体腧穴及病变部位，刺激

经气的活动，从而调动经络调节作用，协同药物作

用来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同时，艾叶的芳香气味

具有渗透性，传至皮肤后，可促进神经兴奋，增强

机体活力 [28-29]，故艾灸治疗根本原理在于通经脉、

调气血，以通为用。随着现代检测技术的发展，有

学者应用代谢组学技术突破传统针灸作用机制研究

的局限性，观察针灸干预后生物体代谢产物数量、

种类的变化，发现针灸对多种代谢通路的调节与疾

病代谢紊乱状态有关，包括糖、脂和氨基酸代谢及

神经递质代谢通路的调节等[30]。

近年来，随着公众养生和保健意识的增强，艾

灸医疗、艾灸养生的需求快速增长，我国艾灸市场

年产值近百亿[13]。一方面，自古以来人们就认为正

常生活中可常用艾灸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如

《扁鹊心书》记载：“人于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

命门、中脘，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年寿也”[20]。

另一方面，艾灸的现代临床功效研究也在多层次地

展开，已有研究表明艾灸对神经、呼吸、消化、血

液等多个人体系统均有调节作用，且逐渐应用于临

表1　艾灸在医疗方案中的记载

历史时期

春秋战国

汉

晋

隋唐

宋

金元

明

清

代表著作

《灵枢经》 [14]

《伤寒论》 [15]

《针灸甲乙经》 [16]

《肘后备急方》 [17]

《备急千金要方》 [18]

《外台秘要》 [19]

《扁鹊心书》 [20]

《针灸资生经》 [21]

《卫生宝鉴》 [22]

《丹溪心法》 [23]

《针灸大成》 [24]

《本草纲目》 [25]

《神灸经纶》 [26]

代表人物

张仲景

皇甫谧

葛洪

孙思邈

王焘

窦材

王执中

罗天益

朱震亨

杨继洲

李时珍

吴亦鼎

记载内容

针所不为，灸之所宜

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

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

用之有效，不减于贵药。以死未灸者，尤可灸

不能食，胸中满，膈上逆气，闷热，灸心俞二七壮。小儿减之

医之大术，宜深体会之，要中之要，无过此术

保命之法，灼艾第一

凡着艾得灸疱，所患即瘥，若不发，其病不愈

脏中积冷荣中热，欲得生精要补虚。先灸中脘，乃胃之经也，使引清气上行……其佐以甘温，
养其中气

灸法有补火泻火，若补火，火灭至肉，若泻火，火不要至肉便扫除之

彼固得其要也。故不得其要，虽取穴之多，亦无以济人；苟得其要，则虽会通之简，亦足以成
功。惟在善灸者加之意焉耳

艾叶可以取太阳真火，可以回垂绝元阳……灸之则透诸经，而治百种病邪，起沉疴之人为康泰，
其功亦大矣

取艾之辛香作炷，能通十二经，入三阴，以治百病，效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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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相关疾病的治疗（表 2）。随着现代人的不良生

活方式不断增多，脑血管疾病已成为我国死亡率前

5位疾病之一[47]。艾灸在脑血管疾病方面的应用独具

特色，疗效显著，研究也逐渐深入和多样化。例如，

孔先云等[48]总结艾灸在排泄功能障碍人群及情绪障

碍人群中的治疗应用，发现脑血管疾病是艾灸治疗

的优势病种之一。在呼吸系统疾病方面，艾灸的临

床应用主要在支气管哮喘方向研究广泛，在小儿哮

喘性支气管炎和老年支气管哮喘方面都呈现出稳定

的临床疗效[49]。赖美连等[50]对艾灸疗法防治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进行了理论探讨，阐述了艾灸疗法在瘟

疫防治上的应用，从多方面解释了艾灸在防治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艾灸在消化系

统疾病中亦发挥显著疗效，对隔姜艾灸与艾灸贴等

常用的艾灸方式进行临床观察，发现艾灸对于消化

道疾病，如腹泻、肠炎等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38-40]。

艾灸对妇科常见疾病，如产后风湿[41]、胎动不安[42]、

乳腺癌[43]、痛经[44]等也有明显疗效。此外，在机体

免疫方面，癌症及炎症方面的研究也卓有成效，如

欧阳里知等[51]对艾灸辅助干预胃癌临床疗效进行研

究，明确了艾灸对胃癌有一定的辅助干预作用。艾

灸疗法的优点已经不仅体现在日常的保健中，大量

临床观察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艾灸在疑难杂症和慢

性病的长期治疗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艾灸疗法作

为一种非药物疗法的治疗手段，已发现对于多种疾

病有治疗作用，相比起药物治疗有着操作简便、治

疗成本低、不良反应小等优势，值得在临床推广。

2　在传统方剂中的应用

中国古代已对艾叶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东汉张仲

景[15] 《伤寒论》中即载有 2个用艾处方，即胶艾汤和

柏叶汤。汉末陶弘景[52] 《名医别录》则详细介绍了艾

叶的性味及功能。临床上，艾叶与其他中药进行广泛

配伍使用。查阅典籍发现，关于艾叶的处方有309种，

艾叶与多种中药配伍使用，其中与当归、阿胶、川

芎、地黄、白芍等中药配伍较多，多用于治疗妇科、

消化道及皮肤等方面的疾病。艾叶与当归配伍使用

的处方数量最多（147种），其次是阿胶（112种）、川

芎（84 种）、地黄（77 种）、白芍（64 种）、甘草（62
种）、白术（57 种）、芍药（52 种）、人参（51 种）等。

艾叶的处方中 65% 用于治疗妇科疾病，20% 用于治

疗消化道疾病，6%用于治疗皮肤疾病，其余用于治

疗呼吸系统疾病、眼部疾病等。

2. 1　妇科疾病

艾叶被称为宫寒圣药，与其他中药配伍，可治

疗多种常见妇科疾病，如痛经、子宫出血、胎动不

安、月经不调、吐衄、崩漏、带下等。在《金匮要

略》中记载的“胶艾汤”由艾叶、阿胶、川芎、当

归、芍药、甘草、干地黄配伍[53]；其中，艾叶补阳，

阿胶滋阴，主治崩漏下血、胎动不安、产后子宫收

缩不全等。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胶艾汤能增强机

体造血功能、增强止血凝血作用、提高免疫力、调

节内分泌、收缩子宫等[54-55]。《沈氏尊生书》中记载

的“艾附暖宫丸”由艾叶、香附、桂枝、当归、赤

芍、续断、乌药、巴戟天、鸡血藤等配伍，可温宫、

调经止痛[56]。白瑞[57]研究发现，艾附暖宫丸治疗月

经后期虚寒证患者疗效显著，可以有效改善卵巢及

子宫血流动力学异常。另有研究表明，艾附暖宫丸

具有雌激素样作用，可促进子宫内膜增生[58]。

2. 2　消化道疾病

艾叶常与干姜、当归、地榆、黄连等中药配伍，

具有止痢、止吐之效。《鸡峰普济方》中记载“保婴

艾叶汤”由艾叶、当归、干姜、木香、厚朴、草果、

良姜、丁香、甘草配伍，可用于治疗冷痢肚痛[59]。

《圣济总录》中记载阿胶（炙燥）三两、艾叶（焙）

三两、地榆四两、芍药四两、蓟根五两配伍，可治

疗吐血不止[60]。《太平圣惠方》中记载的“艾叶丸”

由艾叶、黄连、木香、地榆、伏龙肝、阿胶、当归、

赤芍药、黄芩配伍，可用于治疗腹痛、赤痢及劳后

带下[61]。

2. 3　皮肤疾病

艾叶具有止疮之效，与苦参、川椒等中药配伍，

能解毒、祛风、止痒。《杨友信方》中记载的“苦参

外洗方”包括苦参、明矾、芒硝、川椒、艾叶、荆

芥、蛇床子等中药，可清热祛湿、祛风止痒，同时

表2　艾灸治疗疾病谱

疾病种类

神经系统类

呼吸道类

消化道类

妇科类

免疫类

病名

血管性痴呆、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失眠

支气管哮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腹泻、肠梗阻、胃肠炎

产后风湿、胎动不安、乳腺癌、痛经

慢性疲劳综合征、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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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治疗肛门湿疹[62]。《古今医统大全》中记载的

“椒艾囊”由艾叶、川椒、草乌配伍，可用于治疗脚

气、风气、毒气等[63]。

2. 4　呼吸系统疾病

艾叶与其他中药配伍可用于止咳化痰，《鸡峰普

济方》中记载“艾叶汤”包括伏道艾叶、生姜、杏

仁、松节明子木，可用于治疗男女虚劳咳嗽，痰涎

不止[59]。《简明医彀》记载焚香透膈由筒鹅管石、款

冬花、艾叶、雄黄配伍，可用于治疗风寒冷嗽、胸

膈胀满[64]。

2. 5　眼科疾病

艾叶也可用来治疗眼科疾病，《银海精微》中记

载的“艾煎丸”采用艾叶（醋蒸，焙干）、薄荷、当

归、地骨皮、晚蚕沙、糯米、秦艽、黄柏、桔梗、

绵黄耆等配伍，用于眵泪黏浓出而不绝[65]。《眼科锦

囊》中缓和二神丹艾叶，酒粕各等分可用于治疗眼

胞滞血不散、翳膜疼痛[66]。

2. 6　在经典名方中的应用

在艾叶悠久用药历史中，逐渐形成了八大经典

名方[67]，主要分为补益方和理血方两大类，其中补

益方包括补血（生血补髓汤、芎归胶艾汤）和补阳

（补肾安胎饮、益肾调经汤）；理血方包括活血（逐

瘀止崩汤、艾附暖宫丸）和止血（四生丸）。具体配

伍及功效见表3。
3　在中成药中的应用

目前，中成药关于艾叶的记载有104种，在市场

上流通的有 87种，与多种中药配伍使用（图 1），主

要用于妇科疾病、风湿痹痛类疾病、皮外科疾病等

（表 4）。其中与当归、白芍、川芎、地黄等中药配

伍使用较多，这与传统方剂的使用一致。

除制成传统剂型，还逐渐发展了合剂、茶剂、

气雾剂、喷雾剂、胶囊剂和注射剂等新剂型。例如，

川郁风寒熨剂 （独活、苍术、郁金、细辛、川芎、

川乌、白芥子、乳香、红花、薄荷、樟脑、艾叶、

松节、香加皮）可祛风散寒、活血止痛，用于风寒

湿热引起的腰腿痛、慢性软组织损伤；息伤乐酊

（防风、白芷、草乌、三七、肉桂、大黄、血竭、鸡

血藤、艾叶、透骨草、地黄、薄荷油、樟脑、紫草、

雄黄） 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肠胃散 （肉桂叶、

吴茱萸、艾叶、砂仁、丁香、陈皮、茯苓、岗松、

大叶桉叶）具有温中散寒、燥湿止泻之功效；艾叶

油胶囊可用于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咳嗽痰多。

4　在兽药方面的应用

兽药是医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化学合成

类兽药或饲料添加剂等造成的药物残留严重危害

人类健康。绿色、健康、安全成为养殖企业首要

的解决问题 [74]。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

部第 194 号公告中严格限制了除中药外有促生长类

药物饲料添加剂的生产与进口。中药兽药是中药的

一大特色，因其纯天然、无药物残留等特点，引起

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 2020年版（二部） [75]

收载了与艾叶相关的方剂保胎无忧散，其由当归、

熟地黄、川芎、白芍、艾叶等中药配伍，可用于猪、

表3　艾叶八大经典名方

方名

长胎白术散

生血补髓汤

补肾安胎饮

益肾调经汤

逐瘀止崩汤

艾附暖宫丸

芎归胶艾汤

四生丸

著作

《叶氏女科证治》 [68]

《伤科补要》 [70]

《中医妇科治疗学》 [70]

《中医妇科治疗学》 [70]

《安徽中医验方选集》 [71]

《沈氏尊生书》 [56]

《金匮要略》 [72]

《妇人良方》 [73]

处方

白术、川芎、熟地黄、阿胶、黄芪、当归、牡蛎、茯苓、艾叶、补骨脂

当归、地黄、熟地黄、白术、枳壳、荆芥、白芍、防风、陈皮、盐杜仲、牡丹
皮、川芎、干姜、牛膝、独活、五加皮、续断、黄芪、炒艾叶、香附、羌活、
红花、甘草、茯苓

人参、白术、盐杜仲、续断、益智仁、阿胶、艾叶、盐菟丝子、盐补骨脂、狗脊

杜仲、续断、熟地黄、当归、白芍、益母草、艾叶炭、巴戟、乌药

当归、川芎、三七粉、丹参、醋没药、五灵脂、丹皮炭、艾叶炭、阿胶、蒲黄
炭、煅龙骨、煅牡蛎、海螵蛸

艾叶、香附、桂枝、当归、赤芍、续断、乌药、巴戟天、鸡血藤

阿胶、川芎、甘草、艾叶、当归、芍药、干地黄

荷叶、艾叶、侧柏叶、地黄

功效

温阳散寒、养血育胎

生血补髓

固肾安胎

温肾调经

活血祛瘀、固冲止血

温经养血暖宫

养血止血、调经安胎

凉血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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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等胎动不安，其作用机制可能是改善机体内

环境、调节细胞因子水平和激素分泌，影响相关的

基因表达等[76]。民间亦有一些关于艾叶治疗动物疾

病的偏方，如将艾叶、生姜、小茴香一同用水煎汁

灌服可治疗家畜胃寒引起的消化不良。艾叶、石榴

皮（炒焦）和红高粱水煎可治疗家畜久泻肚痛。将

艾叶煎液清洗患部，配合艾叶灰外敷，治疗猪直肠

脱出性出血效果较好。

艾叶作为饲料添加剂用于饲喂动物，最早见于

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艾叶中含有蛋白质、氨基酸、

多糖、维生素、微量元素等成分，有助于给动物补

充营养。实践证明艾叶作为饲料添加剂可预防动物

疾病、增强动物体质、促进动物的生长发育、提高

饲料转化率，从而提高经济效益。文献[77]报道在

饲粮中添加艾叶粉能够有效提高蛋鸡生产性能，改

善蛋品质，增强蛋鸡抗氧化能力。在生猪的养殖过

程中，将艾叶粉作为生猪喂养基础日粮，可显著增

加生猪体质量，降低下痢、腹泻等发病率。而采用

10% 艾叶粉添加基础日粮对黔北麻羊生长性能和瘤

胃发酵参数没有不良影响，但可提高饲粮蛋白质消

化率和抗氧化应激能力[78]。

5　其他

艾叶除直接用于临床外，还可应用于食品、保

健品、消毒用品、医美产品等领域。随着经济的发

展，人们对食品的要求由满足口感提升到增加营养

和保健功能等，绿色、健康的食品成为更多人的追

求。艾叶有解毒、杀菌效果且能防止代谢废物积

聚，作为茶饮不仅可以缓解疲劳，还可以用来治疗

腹泻和便秘。由艾叶制作的青团色泽宜人、清香可

口，据考证其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最开始常作

为祭祀品，而现在已成了一道时令性很强的健康

小吃。

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化

妆品行业发展较快，产品逐渐受到国际市场的青

睐。在化妆品中添加中药或其有效成分可改善部分

皮肤问题。以艾叶面膜为例，因艾叶中富含黄酮类

成分，可透过皮肤直接作用于色斑，加速皮肤细胞

新陈代谢，可补水、保湿，起到淡化色斑的作用。

含艾草纯露的喷雾剂具有广谱的杀菌性、抗过敏性

和消炎止痒的作用，同时由于其独特的清香，还具

有提神醒脑的效果。艾叶提取物对水果有保鲜作

用，具有开发成天然保鲜剂的潜力[79]。在其他日化

领域，如洗涤、口腔、驱虫产品等均添加艾叶或其

提取物。总之，艾叶在大健康领域亦有巨大的发展

潜力。

6　结语

随着近年中医药文化的兴起，养生和保健成为

热点话题，极大地促进了艾叶产品的使用与研发。

艾叶作为传统“灸草”，在医疗与保健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在传统方剂与中成药中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利用现代科学阐述中医药防病、治病的机制，从整

体的理论水平阐明中医辨证治疗疾病的科学原理，

并与现代医学理论进行联系、整合，建立中西医结

合的诊疗模式，充分挖掘中医药的药用和保健价值

以实现中医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具有重大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走出国门既是对我国传统艾

叶文化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我国艾叶文化的一大考

验，在我国传统艾叶文化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弃其

糟粕，加强艾叶现代药理学研究，为艾叶的推广与

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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