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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威灵仙，祖国医学常用中药，在骨伤科疾病的治疗中广泛运用。近些年，国内外针对威灵仙及其提取物

的研究也取得长足发展，进一步证实其在治疗骨伤疾患方面的显著效果。本文将针对近年国内外威灵仙

应用于骨伤科疾病的相关文献展开总结分析，为进一步研究其在骨伤领域的临床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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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ematis chinensis Osbeck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monly used in Chinese medicine,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eatment of orthopedic diseases. In recent year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s on Clematis chinensis Osbeck and its extracts have also made 
great progress, further confirming its remarkable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bone injury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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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will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lematis 
chinensis Osbeck in orthopedic diseases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so as to provide ref-
erence for further clinical research on Clematis chinensis Osbeck in the field of bone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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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威灵仙，又称铁扫帚，主产于东北及山东等地区，在中医药治疗骨伤、风湿等领域的疾患中广泛运

用。本文以此为中心，针对近年国内外威灵仙应用于骨伤科疾病的相关文献展开综合分析，为进一步研

究其在骨伤科领域的临床研究及应用提供参考。 

2. 祖国医学中的威灵仙 

威灵仙性味辛温，归属膀胱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的记载，其主要功效为祛风湿，通

络止痛，消骨鲠，临床上风湿痹痛、肢体麻木，筋脉拘急、屈伸不利等症，无论上下皆可运用[1]。目前

可考[2]，威灵仙早在姚僧垣的《集验方》一书便有记载。《本草纲目》中则解释其命名为“威，言其性

猛也；灵仙，言其攻神也”之寓意。作为骨伤、风湿等领域的常用中药，历代医家、古籍对威灵仙多有

评价及记载。朱丹溪言威灵仙乃“治痛风之要药”也。王肯堂也赞威灵仙为“止痛之要药”，并在其所

著之《证治准绳》提出将威灵仙与当归、肉桂合伍，共治风寒腰背疼痛。这在《仙授理仿续断秘方》也

有威灵仙治疗“腰痛不可忍”的相应记载。 

3. 威灵仙的现代药理研究 

目前，威灵仙已被分离及查验出来的化学成分主要有皂苷类、黄酮类、白头翁素与原白头翁素、酚

类、木脂素类等类型，基于骨病领域的实际应用，其相应的药理作用及临床疗效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

主要方面： 

3.1. 消炎镇痛 

这是威灵仙在临床实践尤其是骨伤科疾患运用中较为突出的一项疗效，古人对其有着“止痛之要药”

的高度评价。根据张余生等[3]的研究发现，酒制威灵仙在消炎镇痛方面的疗效要优于其他炮制方法。而

赵继荣等[4]学者则认为威灵仙的消炎镇痛机制来源于其提取物成分对抑制酶表达、抑制炎性因子及氧化

应激抑制等的影响。付强等[5]关于三萜皂苷 clematochinenosides A、C~G 对 COX-1 和 COX-2 的抑制表

达的研究也有力的佐证了该观点。 

3.2. 抗肿瘤 

威灵仙的抗肿瘤机制依赖多种途径实现。以抑制癌细胞增长为例，陈玉茹等[6]认为威灵仙皂苷对于

人髓系白血病细胞株 HL-60 的生长存在显著的抑制效果，且该种抑制效果与所选用砷剂的浓度及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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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的依赖性。除此之外，诱导细胞凋亡，抑制信号通路激活及肿瘤坏死因子的产生等[7]也是威灵

仙及其提取物抗肿瘤机制的实现途径。 

3.3. 保护软骨 

当前，中医药临床实践与现代药理学的综合分析对威灵仙保护软骨的机制研究已经取得较为可观的

进展。孙必强等[8]提出运用威灵仙注射液实施关节腔离子导入能够有效延缓骨关节炎的炎症进程。朱萱

萱等[9]则发现痛痹颗粒及拆方的含药血清能够通过降低软骨细胞对于一氧化氮的分泌来抑制其的凋亡。

这对于威灵仙在以骨关节退行性病变为代表的骨病领域的运用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3.4. 抗菌抑菌 

根据目前已知的研究显示[10]，威灵仙的抗菌作用可能来自其所含的白头翁与原白头翁素成分，这使

其具有较为广谱的抗菌作用。罗元奎[11]则进一步指出，其所含白头翁对于葡萄球菌、链球菌、白喉杆菌

及大肠杆菌等，都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 

3.5. 降糖降压 

蔡鲁[12]提出威灵仙具有调控胰岛素信息通路的作用，以达到降糖的目的。徐小云[13]则在实验中发

现棉团铁线莲的 50%净膏能够降低试验麻醉犬的血压。临床实践中，骨伤科患者尤其是中老年群体，多

伴有常年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史，这些研究发现对于综合调护患者病情，促进创伤或术后的伤口

愈合有着积极的意义。 

4. 威灵仙在骨病领域的临床运用及研究进展 

威灵仙之品，辛散走窜，既主诸湿，又通利经络，对治疗及缓解骨关节病、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

出、类风湿性关节炎、颈椎病、股骨头坏死、骨折术后肿痛等常见骨伤科疾患及症状都有着良好的疗效。 

4.1. 威灵仙的单味使用 

威灵仙药性迅猛，单味用药也可发挥不俗的功效。据梁栋[14]的研究显示，单味威灵仙对于改善类风

湿性炎就有着不错的临床疗效。 

4.2. 威灵仙的配伍使用 

而在骨伤科领域的实际运用中，多味中药配伍组方则更为常见。威灵仙与秦艽联合运用就是其中一

种较为常见的运用。郭从嘉等[15]在针对类风湿关节炎模型大鼠的实验中发现，该药对所含的有效成分可

通过抑制 NF-kB、VEGF 蛋白及基因异常表达同时降低炎症因子的分泌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模型大鼠起到

较佳的疗愈效果。 
而除秦艽之外，细辛、羌活等也是临床常见搭配外，此外威灵仙还多与川芎、牛膝等走窜之品[16]

配伍，以治疗跌打损伤、肢麻肿痛等，此为对症施治，精准用药。张轶魁等[17]也在针对跟骨骨刺的治疗

中，提出以威灵仙搭配白术进行外用熏洗，收获了较好的疗效。 

4.3. 威灵仙在中药复方中的运用 

威灵仙在复方中也有广泛应用，如四藤一仙汤、灵仙龙草汤、威灵仙汤、羌防行痹汤等，都是临床常

见用方。当然，临床实际运用中并不拘泥于固有方剂搭配，基于上述复方的灵活加减或自拟组方并不罕见。 
李振凯等[18]就提出重用威灵仙为君，配伍作中药洗剂搭配手法整复治疗膝骨关节病。郭雪霞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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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治疗肾虚血瘀型之膝骨关节病中提出，以威灵仙配合补骨脂、淫羊藿、牛膝等君药共奏补肾活血之

功，以展开综合论治，顾护主次、标本兼治。杨怡坤等[20]也发现，在其自拟的解痉舒督汤方药中以 20 g
威灵仙作为臣药，有入膀胱经，祛腰脊项背风寒湿邪之效，且总体效果优于西药组，为中医治疗强直性

脊柱炎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也有学者结合传统苗医中的“毒乱”及“四大筋脉”等学说，提出以威灵

仙、配伍防风、当归等药组方，小剂量口服治疗难治性颈椎病[21]的思路。 

4.4. 威灵仙在现代化医药中的运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不仅是威灵仙，诸多传统中药材的运用都不再局限于

传统方药运叨，骨奇泰搽剂、威灵仙注射液、复方风湿宁注射液、祛风止痛胶囊等基于传统中医药理论

与现代药理学、近现代化医药加工技术等有机结合的产物，也在广大医患群体中有着不俗的反馈。 

4.5. 联合疗法运用 

以更多元化的方式，结合现代医疗体系中的其他治疗方法联合施治是当前骨病治疗领域的一个大趋

势。张梅等[22]在临床观察研究中对膝骨关节炎患者群体运用威灵仙浸膏外敷结合电针齐刺法，受试群体

的 HA、IL-1β及 MMP-1 水平存在显著影响。高晶[23]则在威灵仙关节腔内注射的基础上结合电针，观察

得出对实验大鼠膝骨关节炎 TNF-α、MMP、HA 及 TIMP-1 的变化，这也进一步为该领域的诊疗提供了

更多的理论及数据参考。 

4.6. 威灵仙的毒副作用与用药禁忌 

需要注意的是，威灵仙因其性迅猛，故除气血虚弱者、有相关过敏史及过敏体质者皆当慎用之外，

医者对其用量的把控也应谨慎，否则行可能产生毒副作用。临床运用中威灵仙的汤剂用量一般在 10~30 g
左右，大剂量使用亦不超过 50 g [24]，这在朱良春[25]、周仲瑛[26]、刘祖贻[27]等国医大师的经验效方

中多有体现和印证。现代药理学研究也进一步证明，无论外用还是口服[28]，过量使用威灵仙都会导致患

者出现严重不适反应，诸如恶心呕吐、红肿起泡、影响肾脏功能[29]等。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提出威灵仙与附子同用[30]可能会出现腹痛恶心呕吐等不良表现，这当引起我们

的重视。 

4.7. 对威灵仙假冒伪劣品的鉴别与重视 

祖国中医药体系有着深厚的底蕴及魅力，然而市场上所出现的某些以次充好，利用假冒伪劣中药材

破坏市场，打击广大医患群体对祖国医学信心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作为当下及未来的中医药从业者，我

们都应当对诸如此类现象引起高度重视。李富云等[31]发现威灵仙中药饮片与市面上所流通的某些威灵仙

伪品——升麻须根在紫外吸收、显微特征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异。性味归经、功效运用等也有着很大

的差别，故而我们在临床应用中应当对二者严格鉴别，坚决不能混淆使用。 

5. 小结 

威灵仙在临床应用中对多种骨伤科疾患都拥有显著的功效，如骨关节病、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

出、类风湿性关节炎等。无论中药内治、外治或其提取物的应用都有着不俗的临床疗效。现代药理学

也证实其所含有效成分在消肿镇痛、抗肿瘤、保护软骨、抗菌抑菌等方面的作用机制及功效。而在临

床运用中，大剂量使用威灵仙需当慎重，同时也应慎重考量其与附子很可能导致不良反应的中药一同

配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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