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疏散风热

牛蒡子辛能疏风，苦能泄热，入肺、

胃二经，故有疏散肺胃风热之功。风之所

伤，卫气必壅，壅则发热，辛凉解散则表

气和，风无所留矣。本品可用治风热咳

嗽、(龋齿)牙痛、(面部)浮肿等。《本草

经疏》曰：“牛蒡，散风除热解毒之要

药。”

1 . 风热咳嗽

因外感风热之邪，从口鼻、皮毛而

入，侵袭肺系，风热犯肺，肺失清肃而咳

嗽气粗频剧，或咳声嘎哑，还可见喉燥咽

痛，咯痰不爽，痰粘稠或稠黄，鼻流黄

涕，口渴，头痛，肢楚，恶风，身热，舌

苔薄黄，脉浮数或浮滑等。用牛蒡子可有

疏风散热，宣肺止咳，利咽消肿之效。如

《药品化义》曰：“凡肺经郁火，肺经风

热，宜用此。”

2 . 牙痛

风热牙痛乃因风热之邪侵犯牙体所

致，牙痛伴有龈肿而热，口渴，舌尖红，

舌苔微黄而干，脉浮数。牛蒡子入肺、胃

二经，有疏散风热之功，用之可效。如

《延年方》曰：“牛蒡子炒，治风龋牙

痛。”

3 . 风水泛滥

因风邪外袭，肺失通调，内舍于肺，

肺失宣解，水道不通，以致风遇水阻，风

水相搏，流溢肌肤，发为水肿。眼睑浮

肿，继则四肢及全身皆肿，来势迅速，多

有恶寒，发热，肢节酸楚，小便不利等

症。偏于风热者，伴咽喉红肿疼痛，舌质

红，脉浮滑数。治以牛蒡子散风清热，宣

肺行水。《食疗本草》曰：“炒过末之，

通利小便。”

二、解毒、透疹

牛蒡子味辛苦性寒，入肺经，和皮

毛，故有疏散风热，透泄热毒之功。如

《本草纲目》曰：“消斑疹毒。”可用治

疹初起，疹出不畅，皮肤隐疹，斑疹不

透，风热发疹，痘疮等。

1 . 小儿麻疹

是指传染时邪疬毒，发起 3-4 日后，

遍体出现红色疹点，稍见隆起，扪之碍

手，状如麻粒而言。其中尤以颊粘膜出现

麻疹粘膜斑为其特征。其初热期，由于风

热时邪侵袭肺卫，尚有一系列肺卫症状及

口腔粘膜斑，宜疏风清热或宣毒发表，故

可用本品。若邪毒入里肺部蕴热的中期，

正邪相争，内热炽盛，故见壮热、烦渴、

咳剧，并开始由上而下，由阳至阴，面部

出现皮疹，疹色先鲜红后暗红，颗料细而

均匀，先稀后密，舌质红赤，苔黄，脉洪

数，指纹紫滞等气分实热之症。治宜清热

解毒，疏风透疹，亦可用牛蒡子。

2 . 皮肤风疹

又名“风疙瘩”。《素问·四时刺逆从

论》称为“隐疹”。是高出皮肤的斑丘

疹，常堆累成块，融连成片。《外科大成·

瘾疹》：“瘾疹者，生小粒靥于皮肤之

中，憎寒发热，遍身瘙痒。经云，劳汗当

风，薄为郁，乃为痤。热微色赤，热甚色

黑 。 由 痰 热 在 肺 ， 治 宜 清 肺 除 痰 解

表……。”故可用牛蒡子，疏风解表，清

宣肺卫。

三、解毒、利咽、散肿

本品苦寒能清热解毒，辛能散，苦能

泄下消火，故有散肿，消肿之功，入肺

经，能宣肺解毒而利咽。

《本草求真》曰：“牛蒡子味辛苦，

既能降气下行，复能散风除热，是以感受

风邪热毒而见面目浮肿，咳嗽痰壅，咽间

肿痛，疮疡斑疹，及一切臭毒、痧闭，痘

疮紫黑，便闭等症，无不借此表解里

清。”故可用治喉痹，咽喉肿痛，上部风

痰，痈肿疮毒，痄腮，瘰疬等。

1 . 痄腮

多因素有积热蕴结于内，复感受风温

时毒之邪，自口鼻而入，或感受风寒郁而

化热，风热俱为阳邪，邪壅少阳之络，阳

明之经，上犯头面，结于耳下而致病。见

一侧或两侧腮肿，以耳垂为中心，呈漫肿

状，伴咀嚼疼痛，张口不利，初起见发热

恶寒，头痛等表证。可用牛蒡子，入肺、

胃二经，清热解毒，散结消肿。

2 . 咽喉肿痛

因风热之邪，自口鼻而入，侵犯肺

卫，及风热之邪熏蒸清道，可致咽喉肿

痛，咽干口渴，还可伴见咳嗽，痰粘或

黄，苔白微黄，脉象浮数等热侵于肺卫之

证。用牛蒡子可有疏风、清肺、利咽之

效。如《医学启源》曰：“清利咽膈。”

自 1929 年日本人田川越等从牛蒡子中获

得牛蒡苷以来，关于牛蒡化学活性物质的研究

取得了重要进展，从其果实、茎叶和根中分别

获得 30 余种不同类型的天然化合物，并发现

了多种重要的药理和生理活性。特别是其抗衰

老活性和降血糖、降血压，以及对急慢性肾炎

和抑制血小板等方面的作用，引起医学界的关

注，也推动了牛蒡的开发和利用。

一、牛蒡活性成分研究进展

迄今为止，从牛蒡中分离得到的化合物主

要有木脂素类、牛蒡素，牛蒡苷元、硫炔类、

不饱合直链炔类，目前从牛蒡中得到的木脂素

类化合物已有 27 种，萜类化合物 18 种，脂肪

酸已有 15 种，牛蒡鲜根约含水 70% ，蛋白质

2 . 8% ，碳水化合物 25% ，富含氨基酸，微量

元素钠、钾、铁、铜、锰，维生素 C 、 E 、

β-胡萝卜素等，牛蒡的这些有效活性成分、

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使其具有广泛的生理活性

和药理作用。

二、牛蒡的药理活性：

1 . 抗菌作用

主要抗金黄色葡萄球菌，最小抑菌浓度为

4000 μ g/ml ，牛蒡子水浸剂(1 ： 2)在试管

内对多种致病性真菌、绿肿杆菌、枯草杆菌等

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2 . 抗病毒作用

体外抗病毒研究中，牛蒡活性成分牛蒡苷

元对流感病毒复制有明显抑制作用，动物体内

研究发现，牛蒡苷元明显抑制甲 1 型流感病毒

引起的小鼠肺炎实变。

3 . 抗肿瘤作用

牛蒡苦素能抑制癌细胞中磷酸果糖激酶的

活性，对肺癌、乳腺癌、结肠癌、胰腺癌、肝

癌具有明显抑制作用。

4 . 调节免疫功能

牛蒡寡糖能显著的提高小鼠抗体生成细胞

数、小鼠巨噬细胞指数，具有较强的调节小鼠

体液免疫功能和调节吞噬细胞功能的作用。

5 . 降血糖作用

牛蒡提取物可显著降低小鼠口服糖所致的

高血糖水平和四氧嘧啶所致的高血糖水平，明

显改善小鼠多饮症状。

6 . 降血脂作用

牛蒡能显著降低高血脂小鼠血清总胆固

醇、甘油三脂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还能显著

降低高血脂小鼠肝系数、肝脏总胆固醇和甘油

三酯水平。

7 . 抗氧化作用

体外试验发现牛蒡多糖能显著抑制羟自由

基引起的卵磷脂脂质体过氧化反应，清除机体

内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等功能。

8 . 抗疲劳作用

牛蒡物能提高肝糖原的储备，血乳酸清除

能力提高，还可以刺激细胞增生，增强细胞活

力，促进机体生长，提高耐力和体力。

9 . 抗衰老作用

将牛蒡根水煮浓缩后对小鼠灌胃 30 天

后，发现小鼠的肝组织、血清中的超氧化物歧

化酶活性明显提高，而脑组织、血清中的丙二

醛含量显著降低，提示牛蒡根具有抗衰老作

用。

10 . 肝保护作用

牛蒡根水体液对四氯化碳或对乙酰胺基酚

诱导的小鼠肝捐伤有保护作用，它可以剂量依

赖性的降低谷草转氨酶和谷丙转氨酶的水平，

从组织病理学上减轻肝损伤的程度。牛蒡根水

体液还对慢性酒精消耗导致的肝损伤并被四氯

化碳加重的小鼠模型有保护作用。肝保护作用

的机理可能是牛蒡根具有抗氧化作用，可排除

肝细胞中四氯化碳等的有毒代谢产物。

11 . 防治糖尿病肾病

牛蒡子能明显改善链脲佐菌素诱导的糖尿

病小鼠的症状，降低尿白蛋白排泄率，减少肾

重/体重比值、肾小球 PAS 染色阳性基质面积

比，减轻肾脏病理损害，对糖尿病小鼠早期肾

脏病变有明显的防治作用。

总之，近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牛蒡含有多

种有效的药用成分，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包

括抗菌、抗病毒、抗肿瘤、抗疲劳、抗衰老、

抗氧化、降血脂、降血糖、提高机体免疫力、

保护肝脏、肾脏功能等，适合于治疗各种感

染、恶性肿瘤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患者的辅助治疗，年老体弱、免疫力低下病人

的保健治疗。

(潍坊医学院附属潍坊市人民医院内分泌

科 王桂霞 李汶娟)

1 . 《名医别录》：“明目

补中，除风伤”。

2 . 《食疗本草》：“炒过

末之，如茶煎三匕，通利小

便”。

3 . 《本草拾遗》：“主风

毒肿，诸瘘”。

4 . 《本草纲目》：“消斑

疹毒”。

5 . 《本草经疏》：“恶实

(即牛蒡子)，为散风降热解

毒之要药。辛能散结，苦能

泄热，热结散则脏气清明，

故明目而补中。风之所伤，

卫气必壅，壅则发热，辛凉

解散则表气和，风无所留

矣。(名医陈)藏器：主风毒

肿诸瘘；(名医)元素：主润

肺、散结气、利咽膈、去皮

伤风、通十二经络者，悉此

意耳。故用以治急疹、痘

疮，尤获奇验。”

6 . 《药品化义》：“牛蒡

子能升能降，力解热毒。味

苦能清火，带辛能疏风，主治

上部风痰，面目浮肿，咽喉不

利，诸毒热壅，马刀瘰疬，颈项

痰核，血热痘，时行疹子，皮肤

瘾疹，凡肺经郁火，肺经风

热，悉宜用此。”

7 . 《本草求真》：“牛

蒡子，今人止言解毒，凡遇

疮疡痈肿、痘等症，无不用

此投治，然犹未绎其义。凡

人毒气之结，多缘外感风

寒，营气不从，逆于肉里，

故生痈毒。牛蒡既能降气下

行，复能散风除热，是以感

受风邪热毒而见面目浮肿，

咳嗽痰壅，咽间肿痛，疮疡

斑疹，及一切臭毒、痧疮紫

黑，便闭等症，无不借此表

解里清，性冷滑利，多服则

中气有损，更令表益虚矣。

至于脾虚泄泻为尤忌焉。”

《中华药海》综述牛蒡功效
摘要：通过《中华药海》引经据典综述牛蒡功效，可见牛蒡的药食两用价值非比寻常。天琪牛蒡饮品与传统的牛蒡

产品相比较，三大优势尤为突出：一是口感好、速溶、透明、易吸收；二是安全有效、携带方便；三是即冲即饮，像冲冲
泡咖啡一样，老少皆宜。以下举证，供您服用时参考。中药古典名著详实记载：牛蒡润肠通便、排毒养颜，防治急疹、、
痘疮尤获奇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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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蒡配山药

山药质润液浓，

不 热 不 燥 ， 补 而 不

腻，作用和缓；牛蒡

子辛苦寒滑，善疏风

清肺，清热解毒，祛

痰止咳，宣肺透疹。

山药以补为主，牛蒡

子以清为要。二药伍

用，一补一清，清补

合法，故宣肺气，清

肺热，健脾胃，祛痰

止咳之力增强。治脾

胃不健，肺气虚弱，

痰 湿 内 生 ， 停 阻 气

道，以致胸膈满闷、

咳嗽气短、身倦乏力

等 症 ； 慢 性 支 气 管

炎，支气管哮喘偏于

虚者可用。

板蓝根配牛蒡子

牛蒡子与板蓝根

均有清热解毒、利咽

消肿之功，但牛蒡子

味 辛 ， 又 善 疏 散 风

热。二药相伍，清中

有 散 ， 故 有 散 热 解

毒，凉血利咽之效，

用 治 咽 喉 肿 痛 、 痄

腮、发斑为宜。

浮萍配牛蒡子

浮萍轻浮升散，

善开毛窍，入肺经，

达体表而发汗解表，

宜肺透疹；牛蒡子能

降能散，辛寒，苦寒

各 随 作 使 ， 疏 散 风

热，力泻热毒。二药

合 用 ， 共 凑 疏 风 泻

热，透发疹毒之效。

蝉蜕配牛蒡子

牛蒡子味苦而性

凉，能升能降，有疏

散风热，解毒利咽，

透疹的作用，蝉蜕性

味 甘 寒 ， 能 疏 散 风

热，清利咽喉，透疹

止 痒 之 功 ， 二 药 相

配 。 可 加 强 疏 风 散

热，解毒利咽，透疹

之功效。

连翘配牛蒡子

连翘清热解毒，

善散温邪，能清散上

焦心肺热邪，又能清

散血郁火壅结。牛蒡

子散风除热，宣肺透

疹，解毒利咽，因具

有滑利之性，故能通

导大便，二药合用，

治疮疡肿毒，并能促

进痛结的部分消散。

对 咽 喉 肿 痛 者 也 有

效。

——— 摘自《中华药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