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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龙九味”中动物药材鹿茸在传统医学和现代药理学中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整理和归纳，以

促进其在临床实践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更好地发挥疗效。同时着力整理和传承黑龙江地区的传统中

医药治疗经验，弘扬历史悠久、具有鲜明寒地特色的黑土地特色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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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latest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the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modern 
pharmacology of the animal medicinal herb deer antler of Longjiuwei, in order to promote its 
wider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and better exert therapeutic effects. At the same time,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sort out and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experience in the 
Heilongjiang region, and promote the black soil characterist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
ture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distinct cold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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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鹿茸作为我国的一种传承已久的名贵中药材，又名关鹿茸、嫩鹿茸、血茸片、鹿茸粉、斑龙珠[1]，
主要指的是雄性梅花鹿或马鹿的幼角，这些角未经骨化，而是密集地长满了茸毛。现代研究证实，鹿茸

具有丰富的活性成分，如矿物元素、氨基酸、肽、激素、蛋白质、多糖、核苷、脂肪酸和磷脂等，在这

些成分中，蛋白质和多肽是关键成分，含量超过 50% [2] [3]。鹿茸是由内部的软骨或骨和外部的皮肤、

血管、神经等组织构成，是迄今为止在自然界哺乳动物中发现的唯一可以实现周期性完全再生的骨质附

属器官，研究表明，鹿茸具有促进成骨和抑制破骨、抗炎症[4]、抗衰老、抗疲劳[5]、抗氧化[6]、抗肿瘤

[7]、促进骨愈合、增强免疫力等功效[8]，在治疗骨骼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免疫

系统疾病等方面均有良好疗效[9]。 
中医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传承中医药文化，振兴中医药发展，完善中医药发展

政策、机度，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在新冠疫情中，中医药在防治疫情起到重要作用[10]。党和国家也

高度关注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道地药材作为一类重要的药用植物来源，是中医药特有的品质优劣概念

和综合判别标准的道地药材，在中医药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1]。黑龙江省相关部门及多位专家从当地

多种特色中药材中遴选了九种高品质道地药材，简称“龙九味”[12]。鹿茸是“龙九味”中唯一的动物类

药材。研究表明本品中核苷类成分涵盖尿嘧啶、次黄嘌呤、尿苷、肌苷、鸟苷 5 种，分别呈现不同的生

物学特性且成分较高，说明我省药材鹿茸品质较好，质量优良[13]。2013 年和 2017 年黑龙江省两次获得

了农产品地理标志。此外，在黑龙江省，鹿茸主要产区还有宁安、爱辉、富锦、林口、依兰等地。为了

更好地了解鹿茸的研究和临床应用情况，课题组进行相关资料查询，汇总如下。 

2. 祖国传统医学对鹿茸的研究和应用记载 

鹿茸是一种珍贵的中药，在历代医书上均有详细的记录[14]。2020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

其为雄性鹿科动物梅花鹿或马鹿的未骨化并且带有茸毛的幼角[15]。此后梅花鹿和马鹿成为我国主要的药

用来源，梅花鹿茸的道地产区所产鹿茸质量最优，主要产区集中在吉林、辽宁等地，这些地方素有“花

鹿茸”之称；而马鹿茸主要产区是在东三省的黑龙江和吉林以及西北地区和青海等省区，并且东北的马

鹿的鹿茸品质比较优秀有“东马茸”之称[16]。具有补督脉、助肾阳、生精髓、强筋骨的功效，该中药可

治疗漏下恶血、寒热、惊痫等症状，并能够增进身体气血健康，加强精神意志，延年益寿[17]。鹿茸具有

历史悠久的药用记录，因此在治疗疾病方面效果突出，为古今的常用中药，根据中药学教材中的总结，

鹿茸味甘、咸，性温，归肾、肝经。主要有补肾阳，益精血，强筋骨，调冲任，托疮毒之功效。中医古

籍中对此有诸多记载，但在各大典籍中，关于其“味”的记载却不尽相同。如《神农本草经》记载“味

甘、温”；《证类本草》记载“味甘、酸，温、微温，无毒”；《本草新编》记载“味甘、咸、苦、辛，

气温，无毒”；此外，关于鹿茸归经的记载也有差异，如《本草经解》记载“入足厥阴肝经、入足太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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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经”；《本草便读》记载“入肾经”等。 
鹿茸因其补益肾阳、益气养血的功效，已广泛应用于调治肾阳不足、精血亏虚所致的病症，如阳痿

遗精、宫寒不孕、体弱神疲、畏寒眩晕、耳鸣耳聋等相关疾患。唐代《药性论》中“主补男子腰肾虚冷，

脚膝无力，梦交，精溢自出”的表述，最早明确指出了鹿茸补肾壮阳的功效。此后，大量经方书籍的相

关记载，使得鹿茸得到更为广泛地应用，一些成方成药也开始出现。如南宋《济生方》中的“十补丸”，

用酒蒸鹿茸，与炮附子、五味子、山萸肉、炒山药、牡丹皮、熟地、白茯苓、肉桂、泽泻共奏补肾阳，

益津血之功，用于治疗足膝软弱冷肿，面色黧黑，小便不利，耳鸣耳聋，肢体羸瘦，腰脊疼痛等肾阳虚

损，津血不足之证。骨科常见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引起腰腿痛，属于中医“腰腿痛”、“痹症”的范畴，

本病发作内因肾虚、外因扭闪跌伤或外感寒湿之邪为诱因而发病，正如《诸病源候论》云：“肾主腰脚，

肾气不足，受风气之所为也，劳伤则肾虚，虚则受于风冷，风冷与真气交争故腰脚痛”。《医学心悟·腰

痛》云：“腰痛，有风，有寒，有湿，有热，有瘀血……皆标也，肾虚其本也”。《证治汇补·腰痛》

篇指出：“治惟补肾为先，而后随邪之所见以施治……”。方中鹿茸正是起到壮肾阳、强筋骨，温全身

之寒，通行十二经。 
鹿茸强筋骨的功效，多用于治疗肾虚骨弱，腰膝无力或小儿五迟等。据明朝李时珍在其所著《本草

纲目》中所记载，鹿茸具备多种功效，包括但不限于补益生精、滋养髓骨、滋养血脉、增强人体肾阳等

作用。同时，鹿茸还因其药性对阳痿、滑精、宫寒不孕、身体羸瘦、精神疲乏、畏寒、眩晕、耳鸣、耳

聋、腰脊冷痛、筋骨萎软及崩漏带下等症状的治疗具有一定的效果[18] [19]。用以为君而“补男子腰肾虚

冷，脚膝无力，夜梦鬼交，精溢自出，女人崩中，漏血”[20]。鹿茸四斤丸出自于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卷之五，多用于治疗肾虚骨弱，方中选用炙鹿茸、肉苁蓉、菟丝子、熟地、黄牛、天麻等药物，在

治疗肝肾虚所致筋骨痿弱，不自胜持等起到很好的效果[21]。 
鹿茸调冲任的功效，常在冲任虚寒，崩漏带下等的治疗中被使用。鹿茸是一种适宜女性温补的食材，

其可常规用于改善女性的产后虚弱、崩漏、带下等身体不适症状。针对老年性阴道炎这一疾病，经过临

床研究证实，采用以鹿茸为君药的内补丸进行治疗具有明显疗效。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的外阴瘙痒感、

灼热感和阴道不适等症状显著减轻[22]。科研人员牛煜等在临床实践中采用鹿茸进行带下病治疗，并获得

了良好的疗效。治疗后，患者的宫颈光滑度得到改善，组织之间的粘连得到消解，总体疗效达到 100% [23]。
东汉《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鹿茸“主漏下恶血”，唐代《药性论》中有“女人崩中漏血，炙末空心温酒

服方寸匕”的表述。北宋《太平圣惠方》卷七十三中的柏叶散是由鹿茸、柏叶、当归、阿胶及艾叶等 14
种中药材所组成汤方，有补精养血、固冲止血之功效。鹿茸托疮毒的功效，常用于治疗疮疡久溃不敛，

阴疽疮肿内陷不起[24]，汉朝《别录》中就有“散石淋，痈肿，骨中热，疽痒”的描述。 

3. 现代医学对鹿茸及其成分的研究 

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鹿茸中的化学成分极其复杂，现已成功提取出近百种不同的化学成分[25]。鹿

茸的化学成分主要有鹿茸多肽、甾体化合物、无机元素、鹿茸多糖、鹿茸多胺类、生长因子以及其他类

化合物[26]。鹿茸的生长过程主要分为生长期和骨化期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中鹿茸的生长速度、相对骨

质密度、基因、蛋白质的表达模式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生命期(如生长期与骨

化期)生物体代谢组成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经过筛选，共检测到 171 种代谢物表现出显著差异，这些差异

的代谢物主要包括氨基酸类、脂质以及核苷酸类等多种化合物[27]。多肽在鹿茸的药用功能中起到重要作

用，成为主要药效成分。鹿茸多肽是一种直链多肽，由多个氨基酸残基组成，其中包括甘氨酸、亮氨酸、

赖氨酸、丙氨酸以及谷氨酸等多种氨基酸[28] [29]。 
在创口面积较大的情况下，皮肤恢复的过程通常包含了多个阶段，其中包括表皮细胞的再生以及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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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成纤维细胞和内皮细胞的增生(进而形成肉芽组织并增加其数量)，而后者进一步会推动新生的表皮细胞

得以向上移动，之后由表皮细胞完全覆盖肉芽组织，最后瘢痕形成，创面完全愈合。因此，在皮肤创伤

修复过程中，表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和分化是至关重要的[30] [31]。现有研究证实，通过促进表皮

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增殖，鹿茸多肽能够有效地在治疗皮肤创伤方面发挥作用[32]。同时，鹿茸多肽还对

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分化及迁移具有促进作用，对慢性创面病变部位的血管生成具有积极作用。韩杰

[33]等通过实验研究发现，鹿茸作为一种中药资源，在促进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大鼠血管新生的过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具体而言，这种作用主要是由鹿茸激活 P13K/Akt 信号通路所引起的内皮祖细胞(EPSs)的调

节所实现的。朱文赫[34]等人通过实验证明鹿茸多肽可以提高 H2O2 损伤 EVC-304 细胞的存活率，改善损

伤细胞形态，降低损伤 EVC-304 细胞胱天蛋白酶 3 和 HSP70 蛋白表达。表现为对 H2O2 诱导的血管内皮

细胞损伤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髓核细胞衰老导致的髓核退变是椎间盘退变的重要表现。姚啸生[35]等研究发现，鹿茸多肽能延缓椎

间盘的退变，主要是通过增加 mTOR 信号通路对椎间盘自噬的抑制，降低椎间盘内的自噬水平。李文超

[36]等人证实鹿茸多肽能对退变的椎间盘终板软骨细胞的保护作用，该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抑制软骨终板

细胞的凋亡现象，通过促进这类细胞的増殖来改善问题，同时也需要调节相关基质蛋白、基质降解酶以

及凋亡因子等基因的表达。马南廷[37]等人证实鹿茸多肽能提高椎间盘髓核细胞内 AKT 及 mTOR 的活化

量，增加对下游自噬相关因子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减少髓核细胞内的过度自噬。 
郎尉雅[38]等通过对小鼠的实验发现，应用鹿茸多肽可显著降低小鼠海马组织处于阿尔茨海默病状态

时产生的氧化应激水平，同时亦具有抑制 APP 和 BACE1 在海马中的表达的作用，并因此减少了 β淀粉

样蛋白(Amyloid β, Aβ)的沉积。通过进一步的实验研究发现，鹿茸多肽能有效地抑制活性氧簇聚集，从而

使线粒体膜电位恢复，减轻氧化应激对脑组织的损害。通过抑制活性氧簇产生、提高抗氧化酶系活性，

减少 Aβ 的沉积，从而实现对阿尔茨海默病氧化应激损伤的拮抗作用，实验模型小鼠的空间学习记忆能

力也得到改善。 
龚伟[39]等的实验结果显示鹿茸多肽和鹿茸多糖对去卵巢骨质疏松模型大鼠的作用表现为，能够显著

地提高血清中成骨细胞标志物 ALP 等活性，抑制破骨标志 TRACP 和成脂细胞标志 PPARγ2 的活性，其

中鹿茸多肽的效果更胜一筹。证明鹿茸对骨质疏松症具有改善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王重一[40]等通过实

验发现，鹿茸提取液对 RUNX2 和 Hippo 信号通路中 MST1 及 YAP 相关蛋白均有明显促进作用，从而促

进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转化为成骨细胞；李春楠[41]等通过分子对接，证明了鹿茸的活性成分均可以与破

骨细胞骨吸收的重要标志物 CA2 进行很好的结合，对其实现较高抑制作用，同时可显著促进 MC3T3-E1
细胞(小鼠胚胎成骨细胞前体细胞)的增殖；结合网络药理学和细胞实验证明了鹿茸抗骨质疏松的作用是通

过多种成分、多个靶点和通路协同实现的。张博[42]等的研究证实，鹿茸多糖抗骨质疏松主要是可以促进

成骨细胞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增殖分化，和促进成骨细胞内 ALP 蛋白酶活性的上调共同完成。刘洪源

[43]等人证实梅花鹿茸干细胞分泌物通过激活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以达到显著改善去卵巢大鼠的骨质

疏松。迟雪婷[44]等人通过实验证实鹿茸多肽通过介导 SIRT1/FOXO1 信号通路抗氧化应激作用，从而对

骨质疏松模型大鼠起到保护作用。不仅是对骨质疏松，针对酒精性肝损伤也有作用。王东旭[45]等的实验

结果证实鹿茸干细胞来源外泌体通过靶向抑制 NF-κB 信号通路实现对酒精性肝损伤的减轻及保护肝脏作

用。 
杨扬等[46]基于网络药理学，分析鹿茸中多个有效成分，鉴定出免疫调节相关的 33 个基因靶点。细

胞实验证实相关成分可以激活 RAW264.7 巨噬细胞，增加其细胞因子分泌。鹿茸中的相关成分还能抑制

LPS 诱导的 RAW264.7 巨噬细胞促炎细胞因子分泌，并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鹿茸中多成分、多靶点的

相互调节共同发挥免疫调节作用。唐靖惠[47]等通过动物实验发现，鹿茸提取物(PAEs)能缓解 280~315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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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线(UVB)光老化，抑制皮肤表皮增生，提高皮肤含水量、I 型和 III 型胶原蛋白含量，调控 MMP-1 和

TIMP-2 mRNA 相对表达量，抗光衰老。再结合鹿茸对皮肤淡斑、美白、保湿以及抗氧化等功效，使相关

产品在美容护肤等方面也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48]。 

4. 讨论 

现代药理研究证实，鹿茸具有抑制神经细胞凋亡[49]、保护心肌细胞[50]、促骨骼生长和抗骨质疏松

[51]、修复组织创伤[30] [31]等功能。对鹿茸的药理学、中药学信息进一步挖掘，将对临床医疗实践活动

产生更多积极意义。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各地也都有地方特色的物

产。黑龙江省坐落在祖国最东、最北，纬度高，日照足，气温年较差大，黑土土质肥沃，拥有独特的生

态环境和自然条件，极具寒地特色。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寒地龙医”文化，各种特色的中药材、诊

疗方法、治疗经验在被不断挖掘、收集、整理，当地的特色中医药文化也在此基础上得到了更好的传承

和创新。随着研究技术的不断发展，作为“东北三宝”之一的鹿茸的功效和药理作用必将被进一步挖掘，

更好地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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