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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的古今运用

周思颖#　张思杰!　徐寒子#

，
&　唐金海#

，
7

　　姜黄素为中药材姜黄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利胆、
抗炎、抗病毒、降血脂、抗氧化、抗肿瘤和延年益寿等多

方面的药理作用，且毒性很低，被广泛应用于食品添加

剂、食品色素和医药领域中［
#

，
!

］，姜黄素及其类化合

物［
&

］的研究巨具价值。

#

　姜黄的古籍方药研究
中药中有姜黄和片姜黄两种药材，两种均为姜科

植物，前者为植物姜黄
'GMIG?- 10DE- N2

的干燥根

茎
2

冬季茎叶枯萎时采挖，洗净，煮或蒸至透心，晒干，

除去须根。后者为植物温郁金
'GMIG?- O;D.GA@D

52 P2 'B;D ;C '2 N@DE

的干燥根茎。冬季茎叶枯萎后

采挖，洗净，除去须根，趁鲜纵切厚片，晒干。其性味相

同，均具有辛、苦，温的特点。归经相同，均归肝、脾经。

功能与主治也基本相同，均以破血行气，通经止痛为主

要功效，常用于血滞经闭，行经腹痛，胸胁刺痛，风湿痹

痛，肩臂疼痛，跌扑损伤等 ［
7

］。

#


#

　历代本草对本品的药学记载［
%

］

《本草纲目》中将姜黄、郁金、
!

药三物进行了比

较，尽管其功用皆近，但仍提出了三物的区别：“郁金

入心治血；而姜黄兼入脾，兼治气；
!

药则入肝，兼治气

中之血，为不同尔”。而《本草乘雅》中亦提出相近药

物间的药效鉴别：“…固功力烈于郁金，郁金泄金郁，

姜黄夺土郁，为别异耳”。《本经疏证》更对于两者用

法之别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在性味的认知上，《开宝本草》中将其性味定为

辛、苦，大寒，无毒。可能是因为其消痈肿效果而得出

结论，但多数医家还是认为其性为温，如《日华子本

草》中提到“止暴风痛冷气”，《本草拾遗》中提到“…主

破血，下气，温不寒”等。《本草经疏》中进而分析了其

性温的原因，“…姜黄得火气多，金气少，故其味苦胜

辛劣，辛香燥烈，性不应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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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医家运用姜黄组方用药的记载
姜黄用于组方最早见于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4］的“五痹汤”，用治于风寒湿邪，客留肌体，手足

缓弱，麻痹不仁；或气血失顺，痹滞不仁。而此后古文

献所记载的姜黄用法更是充分发挥其性味、归经及功

能特点，广泛用于内外妇儿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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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黄用治于内科痹痛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4］中的“大沉香圆”，主治一

切冷气攻心腹刺痛，胸膈噎塞。又如《仁斋直指方

论》［:］中所载“调痛散”，主治脾疼气隔。《圣济总

录》［<］所载“姜黄汤”，主治蛔虫心痛，喜吐水，冲刺痛

不可忍，或不能食，面黄腹满。《医学正传》［$］中所录

“推气散”及《证治宝鉴》［#"］中的“加味推气散”，均治

右胁疼痛，胀满不食。《杂病源流犀烛》［##］中的“沉香

降气散、和胁饮”、《证治准绳·类方》［#!］中的“沉香导

气散”、《医学集成》［#&］中的“枳橘散”均有类似主治右

侧胁肋疼痛的方药。

在《本草纲目》［7］中直言其“治风痹臂痛”之功用，

而诸多方书中也有直接用于肢体臂痛治疗的记录，如

《万病回春》［#7］中所载“豁痰汤”，主治肩背疼痛。《仁

斋直指方》［:］中的“天仙饮”，主治痰注臂痛。《杂病源

流犀烛》［##］中的“防风根汤”，所言“…络虚而致肩膊

疼痛连臂，渐下入环跳…”。《洪氏集验方》［#%］中更有

“沉香荜澄茄汤”，用治腰腿间寒湿作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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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黄用治于外科疾患
姜黄的行气止痛之用，不但用于内治之法，也广泛

用于伤科外科等。如骨伤科中，用治于跌打损伤：《准

绳·疡医》［#!］中所载“黄末子”方，主治打扑伤损、折

骨碎筋、瘫痪顽疾。《医方类聚》［#4］中的“秋用接骨

散”，主治折伤。又如用治外科疮疡痈毒等：《仙传外

科集验方》［#:］所录“洪宝丹”，主治清热解毒、活血消

肿。《圣济总录》［<］中的“水银膏”主治一切鞽。《仁斋

直指方》［:］中的“炉峰散”主治痈疽肿毒，“神功秒贴

散”可“收晕敛毒，使脓血化为水出”。《外科正宗》［#<］

中“如意金黄散”，主治清热解毒、散瘀消肿。《医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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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中提到“舒肝溃坚汤”，可治疗瘰疬石疽。《普

济方》［!"］中的“黄末眼药”，可用治于风眼冷泪赤烂。

《魏氏家藏方》［!#］所用“五倍汤”，可治脚气。《理瀹骈

文》［!!］的“苍己散”，可治疗湿热病及烂腿。而且还能

用治于外科腹痛：《疡科捷径》［!&］中的“七厘丹”所言

“通幽解毒、散瘀排气”，此处用治于阑尾炎。在《丹溪

心法》［!7］“疝痛七十四”中载方用治 “疝作痛，腹内块

痛止；疝痛止，块作痛”。《圣济总录》［<］中“茴香子

散”言其主“小肠、膀胱疝气疼痛”，此处用治于疝气。

甚至姜黄还用制于麻醉药方中，如《伤科汇纂》［!%］中

对“整骨麻药”，描述为“…开取箭头，服之不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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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黄可用治于妇科疾患
姜黄在用治于妇科病证时，大抵是因其“破血行

气通经”之用。《妇人大全良方》［!4］中所载“姜黄散”、

“瑞金散”，均可温经活血止痛，用治于子脏久冷，月水

不调，及瘀血凝滞，脐腹刺痛。《太平圣惠方》［!:］中的

“姜黄丸”、《温病条辨》［!<］中“化回生丹”、《宣明

论》［!$］中“辰砂大红丸”、《圣济总录》［<］中“五灵散”，

均有类似功效，且多用于产后，在《女科指要》［&"］中所

提“舒筋汤”则用于产后拘挛。推而知之，盖因妇人产

后存在血虚血瘀并存的生理病理状态，而姜黄为血中

气药，破血而不败血，而为之广泛所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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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黄可用治于儿科杂病
正因姜黄味辛而不燥，苦而不败，安全性高，还深

度用于儿科病证的各类疾患。如《阎氏小儿方论》［&#］

中“钩藤膏”主治小儿盘肠内钓，腹中极痛。《幼科指

掌》［&!］中的“神仙一块痛”，主治小儿气、食、风寒、积

块胸腹痛。《普济方》［!"］中“不换金散”可治小儿吐

逆。《中华医书集成》［&&］中“五色大串”可治虫积，水

肿，小儿肚大腹痛。《小儿卫生总微论方》［&7］的“橘香

丸”主治小儿疳积，腹胀泄泻。其解痉作用还用于小

儿惊厥，如《仁斋直指方》［:］的“擒风汤”主治定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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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黄在温病中的应用
前文所述《开宝本草》中视姜黄性为大寒，实则归

于其消肿之功能，但因其辛开苦降之用，能行于气中，

也能行于血中，可行枢机之利，还被先贤广泛配伍于治

疗温病的方药中。《伤暑全书》、《伤寒温疫条辨》所用

“升降散”功能主治“…温热、瘟疫，邪热充斥内外，阻

滞气机，清阳不升，浊阴不降…”［&%］。《痧胀玉衡》［&4］

中的“沉香阿魏丸”主治痧气壅血阻，偏深沉重。《伤

寒温疫条辨》［&%］的“增损双解散”用于温毒流注，无所

不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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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黄在脾胃病中的应用
姜黄可行枢机的功用，还常被用于消化系统病症

的疾患中，但更侧重于行气止痛功用的发挥。如《奇

效良方》［&:］中，“木香化滞散”治疗“气滞不行，心腹满

闷”。《杂病源流犀烛》［##］中“木香破气散”主治中焦

气滞，脘腹刺痛。《是斋百一选方》［&<］中“七香丸”主

治呃逆，反胃。其行气作用可辅助消食、进食等，如

《痧胀玉衡》［&4］中的“丁香阿魏丸”，主治食积成块，痛

而不已。《普济方》［!"］中“济世丹”，主治心腹疼痛，食

积气块。《鸡峰普济方》［&$］中“分气煎丸”主治快胸

膈，进饮食，“小理中煎”，主治中脘积冷，饮食迟化，胁

肋膨胀。《医方类聚》［#4］的“饭虎汤”可主进食。因其

具有破气而不伤正的作用，常用于久病气结的病症。

如《圣济总录》［<］所言“丁香皮煮散”用于治疗“寒气结

强，日久不消”。《东垣试效方》［7"］中所记载的“益智

调中汤”言其可用于“寒药过服，脾胃虚弱胃脘痛”。

!

　姜黄素的现代中医药研究进展
姜黄素（

IGMIG?@D

）是从植物姜黄中提取的一种

多酚物质，结构上属于二酮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食品

添加剂中，其药理作用广泛，是一种安全的中药活性成

分［
7#

］，这一特性使之成为应用于临床的先决条件，而

它的药理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

　抗氧化作用
姜黄素的体外研究表明其为一种有效的活性氧清

除剂，有学者认为姜黄素抗氧化效应甚至强于常规维

生素［
7!

］，姜黄素的抗氧化作用主要是通过调控一些已

被证实的靶基因如环氧合酶（
'KQ

）和
36

κ8 等完
成［

7&

］。而姜黄素的抗氧化作用主要体现在清除氧自

由基，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增加超氧化物歧化酶

（
RKJ

）、过氧化氢酶（
'S*

）、谷胱甘肽过氧化酶

（
TRP


UQ

）等的活性上。王雪梅等［
77

］通过实验，说明

了姜黄素有很好的清除活性氧自由基能力，并对卵磷

脂脂质过氧化及
KP

诱发
J3S

氧化损伤有显著的抑

制作用。
RM@V-WC-V- X

等［
7%

］的研究表明姜黄素抗氧

化的机理可能是抑制了中性白细胞的应答功能而阻断

氧自由基的生成。石晶等［
74

］在实验中观察到给姜黄

素的老年大鼠血浆
RKJ

活性有一过性的升高，以给

药后
&

周最为明显。陈艳瑜等［
7:

］通过实验发现给予

姜黄素治疗后，糖尿病大鼠海马
3K

和
,JS

含量降

低，
RKJ

和
'S*

活性增加。

!


!

　抗炎作用
姜黄素可通过直接或间接地调控各种炎症细胞因

子，如环氧化酶（
'KQ


!

）、白介素（
)N


#

、
)N


4

、
)N


#!

）、肿瘤坏死因子（
*36

α、)63γ）和重要的炎症反
应通路（

36

κ8）等以达到控制慢性疾病中的炎症，如
风湿关节炎、炎症性肠道疾病、Ⅰ型糖尿病、心肌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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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系统性红斑狼疮、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疾病的症

状［
7<

－
%"

］。姜程曦等［
%#

］在原代腹膜巨噬细胞细胞模

型中证明，姜黄素能够通过
=X9

和
(39

的磷酸化以

及
)κ8 的降解显著抑制炎症基因 )N


#β、)N#!、)N4 和

*36

α的表达从而发挥抗炎活性。徐进等［
%!

］在研究

中构建了乳腺炎模型小鼠来研究姜黄素的抗炎效果，

结果发现姜黄素对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具有明显抑

制作用，进一步的机制研究表明，其抗炎作用可能与其

抑制血清中
)N


4

、
)N


<

和
*36

α的表达从而影响内环
境动态平衡有关。杨彩虹等［

%&

］在结肠炎的大鼠模型

中发现，姜黄素可以通过过氧化物酶体增生物激活受

体（
UUSX

γ）通路负调节 36

κ8 的表达。众所周知，
36

κ8 在许多炎症反应中发挥枢纽作用，是参与炎症
反应的重要转录因子，从而证明姜黄素在减少促炎因

子、增加抗炎因子的释放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张

明等［
%7

］以姜黄素干预组
'KUJ

模型组大鼠后，相比

正常对照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细胞总数、中性粒细

胞和巨噬细胞数量较
'KUJ

模型组显著降低，光镜和

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显示姜黄素干预可减轻肺泡上皮

细胞及内质网损伤。

!


&

　抗肿瘤作用
目前认为姜黄素可从各个方面调节表观遗传变

化，包括调控组蛋白修饰，抑制
J3S

甲基转移酶和调

控
?@X3S

的表达，从而发挥强大的抗肿瘤作

用［
%%

，
%4

］。近年来，有研究表明姜黄素在促进肿瘤细胞

的凋亡、抑制增殖、侵袭和转移的过程中有多个作用靶

点［
%:

］。姜黄素往往能够多靶点调控与癌症相关的多

条信号通路，如
SYC

、
U*=3

、
ZI1


!

、
[%&

、
30CIB

和

=MZZ

等信号通路，通过激活或失活其生物活性继而影

响肿瘤的生物进程［
%<

］。例如，
U)&9LSYC

信号通路被

认为是一条与肿瘤细胞增殖凋亡密切相关的经典通

路，而大量的研究表明姜黄素能够调控影响此信号通

路上的各个靶点从而在肿瘤细胞中发挥抑制增殖及诱

导凋亡的作用［
%$

－
4#

］。
UJ'J7L,,UW

、
UJ'J7LSU


#

等信号通路在肿瘤的侵袭和转移中发挥调控作用，而

姜黄素可以影响一系列的通路上下游基因（如
=MZZ&

，

U%&

，
[!:Y@[#

，
8I1


!

，
P,TS!

等）的表达发挥在侵

袭转移通路中的调控作用，从而抑制肿瘤的侵袭转

移［
4!

－
4%

］。此外，姜黄素还被证实在多种癌症中与细

胞周期调节有关，并可通过靶向肿瘤干细胞有效抑制

肿瘤进程，包括调控肿瘤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致瘤

能力和肿瘤细胞球形成等［
44

，
4:

］。

!


7

　临床应用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印度的阿尔茨海默病（

S1\B;



@?;M

′
W H@W;-W;

，
SJ

）患病率仅是美国的四分之一，

而在印度人经常食用的咖喱中，提取到的有效成分就

是姜黄素［
4<

］。研究表明应用非甾体消炎药 （
D0DWC;


M0@H-1 -DC@


@D]1-??-C0M. HMGEW

，
3RS)JW

）能降低

SJ

的发病风险［
4$

，
:"

］，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长期应用

的不良反应极大。而姜黄素有很强的抗炎、抗氧化作

用，同时又具有很高的安全性。大量体内和体外研究

表明［
:#

，
:!

］，姜黄素可抑制 β淀粉样蛋白合成与蓄积，
调节胰岛素信号通路，改善

SJ

病患者空间学习记忆

能力；具有抗炎、减轻血管源性脑水肿等神经保护作

用；抑制帕金森病星形胶质细胞增生，减轻氧化应激损

伤；影响即早反应基因表达、抑制
?*KX'#

通路等抗

癫痫；恢复海马对
PUS

轴的抑制等抗抑郁。

姜黄素还可应用于降血脂、改善肝功能等方面，可

用于治疗非酒精肝硬化、急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

等疾病。狄建彬等［
:&

］通过大鼠实验，不但证实了姜黄

素具有降血脂作用，还发现其存在最佳保肝降脂作用，

有效剂量为
7"

～
<" ?ELYE

。姜黄素不但有对抗肝损

伤、抗脂肪变的药理作用，还可通过下调肝内缺氧诱导

因子 （
P)6


#α）、/=T6、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
/=T6X


#

）、
UJT6

和环氧合酶因子（
'KQ!

）的表

达，来改善肝脏肝窦的毛细血管化，从而达到抗纤维化

的目的［
:7

，
:%

］。

张妲等［
:4

］的体外试验提示姜黄素类化合物具有

较好的抗凝血与抗血栓作用，空间不对称结构能加强

姜黄素类化合物结构母核的抗凝活性。

姜黄素的临床药理作用，还体现在抑菌作用上，有

学者以实验证实其对大肠杆菌、金葡菌、真菌、淋球菌

的生长均具有良好的抑制效果［
::

－
<#

］。

&

　问题与展望
姜黄的应用历史悠久，安全性高、作用系统广泛，

这一点是其临床应用的基础条件。然而安全性高也意

味着其效用不骏，对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常不能起到

立竿见影的效用，使得临床应用并不十分广泛，所以对

于其“破血行气，通经止痛”的作用，临床医生常选择

其他中药为替代。但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或者说，

在患者的特殊状态时，对于姜黄的辨证使用，常又能达

到比较好的效果，比如在“升降散”中的运用，临床患

者常表现出低热、阵发性烘热感、心烦急燥、顽固性呃

逆、夜寐多梦者、便秘等实证的症状［
<!

，
<&

］，而通过常规

苦寒药剂又达不药到症除的效果，时常出现药去症复

之象，通常这类患者都不是单一病证，常常伴随着虚实

夹杂，真假病证的兼夹情况。对于这类虚实夹杂，枢机

紊乱的患者使用骏猛药剂以图快，常常不如使用姜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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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的性质平和，作用广泛，善于调节枢机的药剂效果

好，对于病情复杂，体质较差的病患，常能收到较好

效果。

其次，在中西医结合的运用中，姜黄素的应用前景

更加广泛，其抗氧化、抗血脂、抗血栓、抗纤维化等作用

已得到充分的认识，并且无明显的不良反应。在疾病

谱中兼具多环节、多靶点调控相关致病因子的特点。

然而，由于姜黄素水溶性低，口服给药生物利用度差，

其在多种疾病中的应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7

，
<%

］。随

着脂质体、纳米技术等众多的药物转运系统以及姜黄

素化学衍生物的合成，姜黄素的水溶性和生物利用度

得到明显改善，为姜黄素的临床使用提供了新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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