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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深化黄芩“安胎”功效的科学内涵提供依据。方法：从历史沿革、古代中医药理论、现代药理学研究等方面，对古

今黄芩的“安胎”功效进行对比，并分析产生古今差异的原因。结果：历代本草著作中很多都对黄芩的“安胎”功效有过记载。黄芩

的“安胎”功效与其具有的性寒味苦的特性有关，常用于治疗由于热病导致的胎动不安，但应用时必须严格遵循中医基础理论，辨

证施治。同时，经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黄芩“安胎”作用还与其清热抗炎、抑制病毒复制、增强免疫和抑制子宫收缩等作用密切

相关。黄芩的“安胎”功效的古今差异与其道地性的变迁、古今医者对“安胎”概念的理解存在一定差异和临床应用的变化有较大

关联。结论：了解黄芩“安胎”功效的古今差异，可为其进一步研究和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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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Essence of Ancient and Modern“Tocolysis”Efficacy of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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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epening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tocolysis”efficacy of Scutellaria baica-

lensis. METHODS：The ancient and modern“tocolysis”efficacy of S. baicalensis were compared in respects of historical evolu-

tion，ancient TCM theory and modern pharmacology；the reasons for the ancient and modern difference were inferred and analyzed.

RESULTS：The“tocolysis”efficacy of S. baicalensis was recorded in many ancient herbal works. The“tocolysis”efficacy of S. ba-

icalensis was associated with bitter taste and cold nature，but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basic

theory of TCM. At the same time，The“tocolysis”efficacy of S. baicalensis was also accoiated with the effects of clearing heat and

anti-inflammatory，inhibiting viral replication，enhancing immunity and inhibiting uterine contraction. The difference of anci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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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为唇形科植物黄芩（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的干燥根，其性寒味苦，主归肺经、脾经和大肠
经。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载：黄芩具有清热燥
湿、泻火解毒、止血、安胎的功效，常用于湿温、暑湿、胸
闷呕恶、湿热痞满、泻痢、黄疸、肺热咳嗽、高热烦渴、血
热吐衄、胎动不安等症[1]。张元素（金代）在《脏腑标本寒
热虚实用药式》[2]中说：“黄芩养阴，可以安胎，兼能退阳，

而其效用有九也”。其中，第一种用法为清泻肺热，第二
种用法为清理上焦和皮肤的风热，第三种用法为祛除周
身之热，第四种用法为疏理胸中之气，第五种用法为消
除痰湿，第六种用法为治疗湿气困脾，第七种用法为夏
天使用，第八种用法为妇女产后滋阴养身，而安胎则为
第九种用法。可见，古人对于黄芩的应用已非常广泛。

本文从黄芩“安胎”功效的历史沿革、古代中医药理论、

现代药理学研究等方面，对古今黄芩的“安胎”功效进行
对比，同时分析产生古今差异的原因，为深化黄芩“安
胎”功效的科学内涵提供依据。

1 黄芩“安胎”功效的历史沿革
在历代本草著作中，都有关于黄芩“安胎”功效的记

载。如，张仲景（东汉）在《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
治》[3]中说：“妇人妊娠时，宜常服当归散主之”。此处所
说的“当归散”，其药方中黄芩的用量与当归是相等的，

妊娠期妇女经常服用有一定的保胎作用，并可减轻此后
生产带来的痛苦。可见，黄芩很早以来就是安胎的首选
药物。现代中医运用当归散，其中的黄芩既能清湿热又
可滋阴，与当归配伍使用能更好地健脾养血，从而起到
安胎的作用。又如，张元素（金代）在《医学启源》[4]中说：

“产妇临月未诞者，应先以黄芩、白术安胎，然后治其
病”。这显示了黄芩在妊娠和安胎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又如，吴谦（清代）在《医宗金鉴》[5]中记载：“妊娠
无病，则不须服药。若见其人瘦而有热，恐耗血伤胎，故
宜常服芩以安之”。这句话充分揭示了由体内湿热所致
的胎动不安，使用黄芩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再如，尤在
泾（清代）在《金匮要略心典》[6]中记载：“妇人妊娠时，湿
热乃大忌”。这句话说明，妊娠期妇女体内的湿热会直接
导致胎气伤动不安，所以应给予当归、芍药来养血，给予
白术来除湿，最后使用黄芩来清热安胎，这是对黄芩安胎
作用的良好体现。另外，张璐（清代）在《本经逢原》[7]中
对黄芩的“安胎”作用有过详细记述：“黄芩助白术安胎，

兼能清热凉血”，并且特别指出胎寒下坠的妇女须慎用
黄芩，黄芩最适合给予胎热升动不宁者使用。

2 黄芩“安胎”功效的古代中医药理论分析
古今有很多医者热衷于研究黄芩的“安胎”功效。

但必须注意的是，应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使用黄

芩，离开了辨证施治的基本准则，中药的使用自然无从

谈起。因此，使用黄芩首先需要对孕妇的胎动不安进行

辨证，属于湿热所致的胎动不安者才适合使用。

追溯源头，朱震亨（元代）在《丹溪心法》[8]中首次提

出黄芩的安胎作用：“产前安胎，白术、黄芩为要药也。

黄芩，安胎之圣药也”。与此同时，对于黄芩为安胎圣药

的说法，本草古籍中也多有记载。如李时珍（明代）在

《本草纲目》[9]中论述：“黄芩得白术，安胎也”。但是这并

不能说明黄芩一定可以治疗所有情况引起的胎动不

安。如朱震亨（元代）在《格致余论》[10]中也有充分的论

述：“予见贾氏妇，但其有身孕至约三月必堕，诊其脉，左

手大却无力，重取为涩，遂知少血也。由其盛年，故只补

中气即可，使血自荣，正值初夏，教以浓煎白术汤，加下

黄芩末一钱，服三十帖，后得保全而生”。这段文字记述

了朱震亨运用黄芩安胎的实例。该妇女经常滑胎的原

因是其脾虚血少还有内热，所以辅药选用黄芩清热，使

内热得以清除，从而达到标本兼理的治疗效果。

此外，张景岳（明代）在《妇人规》[11]中亦提出了明确

的辨证用药观点：“凡妊娠胎气不安者，其证本非一，自

然治也不同。盖凡胎气不安者，定有所因，虚实寒热，皆

引为胎气之病。故去其病，为安胎之法。安胎方，不可

拘泥于月数，应随其征候，顾其脉象而用药，乃为至善。

若谓白术黄芩为安胎圣药固而用之，多为误矣”。同时，

张景岳（明代）在《景岳全书》[12]中着重阐明：“治热则用

黄芩，寒不宜也，殊非惟寒者不宜。盖凡有胎妇，多为气

实者少，气虚者多。若为气虚阳虚，再辅用黄芩，皆受其

损而病；妇人用时虽或未觉不宜，但阴损胎元，暗残母

气，故致产妇体弱羸困，亦或儿多脾病者，多由乎此”。

《妇人规》通过实例明确地阐述了中药的治病原理，

中药有其偏性，以其偏性来纠正人体的阴阳之偏才是治

病之理。黄芩以其苦寒的偏性，来纠正由孕妇体内湿热

导致的胎动不安。但反过来说，胎动不安仅仅是一种病

症，引发因素非常复杂，因此不能认为凡胎动不安就妄

用黄芩，只有辨证施治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3 黄芩“安胎”功效的现代药理学研究
从现代医学角度看，流产的病因大致可分为两种，即

母体因素与胚胎因素。其中，母体因素主要包括一些全

身性疾病，如梅毒螺旋体感染、细菌性或霉菌性生殖道感

染、病毒或支原体感染等感染性因素；胎盘和蜕膜的内分

泌功能不足、黄体功能异常等内分泌异常因素；免疫功能

或子宫发育异常；苯或甲醛引起的环境污染等[13]。想要

达到安胎的作用，就必须纠正导致流产的病因，祛除疾

病后胎才能自安。

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黄芩具有清热抗炎[14]、抑制

modern“tocolysis”efficacy of S. baicalensis had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changes in genuineness，the difference in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ancient and modern“tocolysis”and change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CONCLUSIONS：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further

stud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S. baicalensi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of ancient and modern“tocolysis”efficacy.

KEYWORDS Scutellaria baicalensis；Tocolysis；Pharmacological effect；Applicatio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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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复制[15-17]、增强免疫功能[18]等作用。因此，对于前文

提到的全身性感染和自身异常性疾病，黄芩都会表现出

一定的治疗作用。研究表明，黄芩能抑制平滑肌痉挛，

特别是抑制子宫平滑肌痉挛的效果尤为明显[18]。黄芩

中的黄芩苷和黄芩素能够对寡糖合成关键酶的表达水

平起到双向调节作用，进而调控寡糖合成，直接影响胚

胎黏附和着床两个过程[19]。在胚胎发育过程中，黄芩提

取物能增加子宫内膜白细胞介素的分泌，降低γ干扰素

的活性，从而起到安胎和抗流产作用[20]。也有研究通过

建立对比模型（细菌脂多糖模型、黄芩作用模型），从细

胞分子水平对黄芩的保胎作用进行探讨，结果显示，黄

芩可以通过升高被抑制的细胞因子的含量，调整 Th1/

Th2的比例来发挥保胎的作用[20]。上述研究表明，黄芩

可能通过改善免疫系统来发挥安胎和抗流产的作用。

4 黄芩“安胎”功效出现古今差异的原因分析
通过分析历代本草著作中黄芩“安胎”功效的描述，

发现其与黄芩性寒味苦的特性有关。而经现代药理学

研究发现，黄芩的“安胎”功效与其具有清热消炎、抑制

病毒复制、增强免疫功能和抑制子宫收缩等作用密切相

关。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笔者认为与以下因素有关：

4.1 道地性的变迁

黄芩自古至今都是我国常用的中药材。但是随着

时间的推移，其主产地发生了变化，药物的有效成分与

含量自然也会发生变化。为了考察不同品种来源黄芩

的成分差异，有学者选择了黄芩中具有代表性的黄酮类

化合物进行化学成分含量测定，结果显示，其中的黄芩

苷和黄芩素成分含量差别较大[21]，这可能是导致黄芩功

效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历代本草著作中关于黄芩产

地与变迁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东汉时期，《神农本草

经》将黄芩记载为“生川谷”，但并未提及产地等相关信

息；后来的《名医别录》（汉代）、《本草经集注》（南北朝）、

《新修本草》（唐代）、《图经本草》（北宋）、《植物名实图

考》（清代）等均有关于黄芩产地的记载。通过查询古

籍，笔者发现黄芩没有特别单一的产地，唐代以前在长

江上游偏北地区的记载较多，包括全国多数省区，但在

华南地区并不多见。从现代来看，黄芩产地在我国分布

特别广泛，如黑龙江、河南、陕西、辽宁等省均有产出，其

中产量最多的是山西，而河北所产黄芩的质量和有效成

分含量相对较好/高[22]。将相关资料进行汇总比较不难

发现，黄芩产地的变迁会对其“安胎”功效造成影响。众

所周知，我国的气候从古至今是寒潮与热流交替出现，

虽然这种变化不会对黄芩植株的生长产生过多影响，但

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药材的质量[23]。中药黄芩的有

效成分含量受气温、阳光辐射以及降水量的影响，这些

因素是导致黄芩产地由南方向北方变迁的主要原因。

除了自然因素，人为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由于人

类对植被的破坏导致土地沙漠化，人口增长与过度砍伐

导致环境恶化，致使黄芩的野生植株逐年减少，人工栽
培的黄芩质量较前者相差甚远。现在的中药市场出现了

供不应求的现象，这直接催生了家种黄芩的产生，但是家
种黄芩由于生产规范化程度不高，质量无法验证，可能对
黄芩“安胎”功效有所影响[24]。因此，道地性的变迁是黄
芩“安胎”功效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4.2 对黄芩“安胎”功效概念方面理解的差异

黄芩具有一定的“安胎”功效，但古今医者对“安胎”

概念的理解存在一定差异。如张仲景（汉代）在《伤寒杂
病论》[25]中记载，女子怀孕后最易耗血，进而导致血虚，

血虚又引起血热，进而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胎动不安甚
至流产，故妇女在妊娠的时候要重视肝经和脾经。因为
肝能藏血，脾能养血，血能养胎，所以古之“安胎”为调和
肝、脾的阴阳，达到肝、脾、血、气互补互养之意。而现代
药理学研究发现，黄芩中的黄芩苷、黄芩苷元、多糖等活
性成分通过清热抗炎、抑制病毒复制、增强免疫和抑制子
宫收缩等作用[14-19]，从而发挥保胎抗流产作用。“安胎”的
今义为治疗引起流产的病症而胎动不安自愈。可见，古
今医者存在着对“安胎”概念理解的差异。

4.3 现代医学对临床应用黄芩“安胎”的变化

随着中医学的发展，黄芩的临床应用早已被拓宽，

不能狭隘地从字面来研究黄芩的“安胎”功效。相关研
究表明，黄芩能够促进妇女妊娠分娩时期的羊水循环，

进而有利于安胎和分娩[16]。可见，黄芩有一定的“逐水”

功效，而且此功效与“安胎”作用密切相关。因此，黄芩
在现代应用中的变化不应仅仅拘泥于功效方面，而是应
该将其他药理作用与“安胎”作用相融合，从现代医学的
角度进行阐述和分析。

5 结语
从古至今，黄芩的“安胎”功效都是在中医理论指导

下发挥的。由于导致胎动不安的原因较复杂，故应用黄
芩时不能一味拘泥于“安胎”圣药这一说法而不加以辨
证，否则将适得其反。黄芩性寒味苦，可清热燥湿、止血
安胎。可见，由热邪所引发的胎动不安多用黄芩，而寒
邪入侵则不宜应用。因此，只有辨证施治，了解引起胎
动不安的真正病机，再加以对比黄芩古今“安胎”功效的
差异，才能够更好地为其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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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类风湿性关节炎药物治疗的研究进展，以期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方法：以Web of ScienceTM（以

下简称“WoS”）核心合集为检索数据库，以“Rheumatoid arthritis”“Rheumatoid-arthritis”“Drug therapy”“Medication”为主题词，文献

类型设置为“Article”“Review”，检索2007－2016年的所有文献。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类风湿性关节炎药物治疗的文献按年

发文量、来源期刊、所属学科、发文机构、发文作者和热点问题等项目进行排名和分析。结果：在WoS核心合集中共检索得到文献

2 528篇。文献数量整体呈增长趋势；文献来源于800余种期刊，其中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期刊共刊载类风湿性关节炎药物治疗

文献689篇（占27.25％）；共涉及18个学科，临床医学（Clinical medicine）领域文献数量最多，有1 884篇（占74.53％）；共涉及3 431

家研究机构，发文量最多的研究机构是哈佛大学，有68篇（占2.69％）；共涉及14 325名研究者，排名前10位的研究者共发表类风

湿性关节炎药物治疗的文献240篇（占9.49％）；关键词出现频次≥100次的有25个，≥150次的有12个，“Rheumatoid-arthritis”出

现频次最高（1 740次）；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高被引论文共35篇。结论：药物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相关文献呈逐年递增，该

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诊断方法、药物临床疗效上。我国尚无机构和研究者在该研究领域进入世界前列，

应重视我国在药物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方面的临床研究。

关键词 类风湿性关节炎；药物治疗；文献计量分析；主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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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of drug therapy of rheumatoid arthritis，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this field in China. METHODS：All literatures were retrieved during 2005-2016 using Web of ScienceTM（called“W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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