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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综合评估夏枯草在甲状腺结节治疗中的应用，为临床实践中夏枯草的进一步应用提供科学依据和

参考。方法：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的方法，通过电子数据库检索收集夏枯草治疗甲状腺结节文献，经筛

选和质量评估，将其分为理论基础、临床研究和作用机制三类进行分析，以论证夏枯草治疗甲状腺结节

的疗效，最后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和建议。结果：经理论基础、临床研究和作用机制论述，证明夏枯草

治疗在改善甲状腺结节患者的临床症状、缩小结节体积以及改善并发症和预后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尤

其是在西医治疗手段受限的情况下。结论：综合现有文献和研究数据，夏枯草在治疗甲状腺结节方面显

示出显著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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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of Prunella vulgaris in the treat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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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yroid nodules, pro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its further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
tice. Method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was conducted, collecting literature on the treatment 
of thyroid nodules with Prunella vulgaris through electronic database searches. After screening and 
quality assessment, the literature was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theoretical basis, clinical re-
search,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for analysis, to demonstrate the efficacy of Prunella vulgaris in 
treating thyroid nodules, and finally, to propose direc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Re-
sults: Through discussions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clinical research,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it is 
proven that the treatment with Prunella vulgaris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improving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thyroid nodules, reducing the volume of nodules, and improving compli-
cations and prognosis, especially when Western medical treatment options are limited. Conclusion: 
Based on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data, Prunella vulgaris has shown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i-
cacy in the treatment of thyroid n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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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甲状腺结节是内分泌系统常见病，是由甲状腺细胞的异常、局灶性生长引起的离散病变，好发于30~50
岁女性。当病变增大压迫气管、食管时会出现呼吸困难、吞咽受阻等症状[1]。随着医疗技术的上升、年

度体检的普及和人们对自身健康状况关注度的不断提高，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也在上升，高分辨率 B 超

的检出率是 19%~67%，其中 80%以上为良性结节[2] [3]。针对良性甲状腺结节，西医除定期随访外，还

可采用 131I 治疗、促甲状腺激素(TSH)抑制治疗、射频消融术以及手术切除等方式，但因为副作用、依从

性、创伤性等，可继发甲状腺功能减退或亢进、胃肠道反应、局部疼痛、心脑血管问题、睡眠障碍、神经

损伤、出血或感染等不良反应。故上述治疗方式的适用范围有限且有滞后性，无法满足现代社会人们对

于自身健康状态的关注，仅定期随访并不能消除患者对疾病的担忧。 
甲状腺结节在祖国医学中归类于“瘿病”范畴。自古至今，中医对瘿病的治疗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近年来，夏枯草治疗甲状腺结节的临床应用广泛、疗效良

好。通过查阅近年文献资料将夏枯草治疗甲状腺结节从理论基础、临床研究、作用机制方面进行总结，

以期为临床应用夏枯草治疗甲状腺结节提供进一步参考，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的特色优势。 

2. 中医理论基础 

甲状腺结节在祖国医学中被称为“瘿病”，《吕氏春秋季春纪》言“轻水所，多秃与瘿人”，最早提

出“瘿”的病名，且提及瘿病与地理环境有关；正如《说文解字》云：“瘤，颈瘤也，从疒婴声。”《外

台秘要·瘿病方》亦云：“《小品》瘿病者，始作与瘿核相似，其瘿病喜当颈下，当中央不偏两边也”，

指出瘿病以颈前喉结两旁结块肿大为主要临床特征；《诸病源候论·瘿瘤等病诸侯·瘿候》言“饮沙水”

可发生瘿病、《圣济总录·瘿瘤门》记载：“妇人多有之，缘忧郁有甚于男子也。”证明瘿病的发生与饮

食、性别等因素密切相关[4]。瘿病的病位主要在肝脾，与心相关，病理性质以实证居多，久病亦见虚实

夹杂；气滞痰凝血瘀壅结颈前是本病的基本原理；瘿病的发生与情志内伤、饮食失调、水土环境以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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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体质差异有关，这些因素可能导致气滞、血瘀、痰凝等病理变化结于颈部形成结节。 
中医因其“未病先防，既病防变”优势，可在甲状腺结节发现初期进行干预，进而改善甲状腺结节

的临床症状及预后。《素问·至真要大论》云“结者散之”，瘿病以理气化痰、软坚散结为基本治则，夏

枯草、海藻、昆布、海蛤壳、浙贝母、柴胡、牡蛎、柴胡、半夏、陈皮、茯苓、莪术等为常用药物，可选

用中药汤剂、穴位贴敷、针灸、耳穴压豆、埋线等进行治疗[4] [5]。中医因“未病先防，既病防变”优势，

在治疗甲状腺结节中发挥重要作用。 
夏枯草是唇形科植物夏枯草的干燥果穗，性味辛、苦，性寒，归肝、胆二经，夏枯草之名首载于汉代

《神农本草经》且言其：“主治瘰疬、散瘿、散结消肿。”，《本草从新》记载夏枯草：“治瘰疬，鼠瘘，

瘿瘤……”《玉楸要解》言其：“凉营泄热，消肿散坚，治瘰疬瘿”，夏枯草具有“清肝泻火、明目、散

结消肿”之功，主治瘿瘤、瘰疬等疾病。“辛以散结”，夏枯草治疗甲状腺结节取其“清肝泻火、散结消

肿”之功效，夏枯草为治疗甲状腺结节汤剂为 10~120 g，散剂为 7.4 g [6]。夏枯草治疗甲状腺结节不良反

应小，可改善临床症状、缩小结节体积，减少并发症，降低恶变率，预防甲状腺癌的发生。 

3. 临床研究 

除了常见的汤剂、散剂，临床上还将夏枯草提取物制成片剂、口服液、颗粒、胶囊、贴剂等，在缩小

结节体积、改善临床症状等方面均取得疗效[7]-[10]。 
研究表明，夏枯草具有调节甲状腺功能和改善甲状腺结节患者病情的潜力[1] [11]。具体而言，患者

的甲状腺激素水平在接受夏枯草治疗后有所改善，进一步的生化分析显示，夏枯草的应用可减少甲状腺

结节的结节直径与数量。此外，运用夏枯草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主要表现为胃肠道反应和皮肤症状，

大多数情况下停药后可缓解[12]。 
一项临床研究对夏枯草胶囊与左甲状腺素钠片联合治疗结节性甲状腺肿的疗效进行评估，研究结果

显示，在治疗组中，总有效率为 94.12%，与对照组的 83.82%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此外，治疗后

患者的甲状腺及甲状腺结节的最大直径出现了显著性减小，同时甲状腺功能指标亦显示出改善趋势[13]。
在另一项临床研究中，探讨了夏枯草颗粒与左甲状腺素片联合治疗结节性甲状腺肿的疗效，研究结果显

示，联合治疗方案的总有效率达到了 95.00%，治疗后，患者的甲状腺结节数量和最大直径均出现了显著

降低，此外，血清中的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水平也观察到显著下降，而促甲

状腺激素(TSH)水平则相应显著升高[9]。劳丹华等[14]进行了一项研究，涉及 54 例结节性甲状腺肿患者

接受夏枯草膏治疗，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患者结节体积有不同程度的减小，少数患者结节完全消失，

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66.7%，表明了较为满意的临床疗效。此外，王振乾等[15]在另一项研究中，对囊性甲

状腺结节患者单独使用夏枯草口服液进行治疗，观察到肿块体积的缩小，与单独使用优甲乐进行比较，

夏枯草口服液的总有效率更高，且未发现明显的毒副作用。 

4. 作用机制研究  

甲状腺结节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研究表明，摄碘异常、代谢紊乱、放射损

伤、年龄、环境因素、遗传因素以及自身免疫等均可能影响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的负反馈调节机制，

这种负反馈调节机制的紊乱可能导致甲状腺激素的异常释放，进而诱发甲状腺滤泡的异常增殖、局部间

质和周围血管的增生以及局部甲状腺细胞数量的异常增加，这些病理变化最终可能导致甲状腺结节的产

生[16]-[18]。 
夏枯草作为一种传统草药，在治疗甲状结节方面已有广泛的应用，尽管其确切的作用机制尚未在学

术界达成共识，且关于单味夏枯草治疗甲状腺疾病的机制研究相对有限，但现代药理学研究揭示了夏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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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含有多种化学成分，包括三萜类、酚酸类、甾醇类、苯丙素类、黄酮类、香豆素类化合物、挥发油和糖

类物质。这些成分赋予了夏枯草一系列生物活性，如降压、降血脂、降糖、抗菌、抗病毒、抗炎、免疫抑

制和抗肿瘤等[18]。其中，酚酸类和黄酮类化合物可能通过促进血管舒张、抑制血管收缩因子的活性，如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来降低血压；挥发油可能通过直接作用于血管平滑肌，引起血管舒张，从而降低血压。

甾醇类可能通过抑制胆固醇合成或促进胆固醇排泄，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黄酮类化合物可能通过

调节脂质代谢，提高高密度脂蛋白水平，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水平。黄酮类和香豆素类化合物可能通过抑

制 α-葡萄糖苷酶和 α-淀粉酶的活性，减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降低血糖水平；多糖类物质可能通过

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或影响胰岛素信号通路，改善糖代谢。酚酸类和黄酮类化合物可能通过破坏细菌的细

胞壁或抑制细菌的代谢过程，发挥抗菌作用；挥发油可能含有抗菌活性的萜类化合物，对多种细菌有抑

制作用。黄酮类和酚酸类化合物可能通过抑制病毒复制或干扰病毒与宿主细胞的结合，发挥抗病毒作用。

酚酸类和黄酮类化合物可能通过抑制炎症介质如前列腺素、白三烯和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α)的产生，减

轻炎症反应；香豆素类化合物：可能通过抑制炎症细胞的活化和迁移，发挥抗炎作用。多糖类物质可能

通过调节免疫细胞的活性，如抑制 T 细胞和 B 细胞的增殖，发挥免疫抑制作用。三萜类和甾醇类可能通

过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转移来发挥抗肿瘤作用；黄酮类和香豆素类化合物：可能通

过抑制肿瘤血管生成、调节细胞周期和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来抑制肿瘤生长。 
在甲状腺结节的治疗中，夏枯草的主要治疗目标是促进甲状腺激素水平的稳态，减少结节的体积，

并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夏枯草的这些潜在治疗效果可能与其所含的生物活性成分有关。这些活性成分可

能通过以下机制发挥作用：抗炎作用以减轻甲状腺组织的炎症；抗肿瘤作用以抑制甲状腺滤泡细胞的异

常增殖；免疫调节作用以影响机体的免疫反应；改善临床症状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促进细胞凋亡以

减少异常细胞的存活；以及调节机体免疫和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从而对甲状腺结节的治疗产生积极影

响[18]-[20]。 

4.1. 抗炎作用 

研究发现夏枯草提取物具有广谱抗菌活性，其内含有的活性成分如迷迭香酸、熊果酸、木犀草素、

三萜皂苷等三萜类、多糖、酚酸类物质具有抗炎作用，能够抑制与甲状腺结节发展相关的炎症反应[21]。
夏枯草提取物的抗炎活性作用机制可能涉及对核转录因子的抑制，核转录因子可调控多种炎症相关基因

的表达，夏枯草提取物通过抑制这些转录因子的活性，进而抑制细胞内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和环氧化酶-
2 等炎症相关基因的表达，一氧化氮合酶和环氧化酶-2 是炎症反应中的关键酶，它们的过度表达与多种

炎症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22]。因此，夏枯草提取物通过调控这些关键基因的表达，能够有效减轻

炎症反应，发挥其抗炎作用。 

4.2. 抗肿瘤作用 

夏枯草具有多靶点、多途径的抗肿瘤作用，夏枯草中的活性成分对甲状腺癌细胞具有抗增殖作用，

能够抑制甲状腺结节的生长。张明智等[23]在研究中观察到，夏枯草提取物对 Raji 细胞株具有显著的生

物学效应，夏枯草处理能够引起 Raji 细胞蛋白质组的显著变化，这一现象可能与细胞内信号传导途径的

调节有关；进一步的实验结果表明，夏枯草提取物能够诱导 Raji 细胞发生凋亡，这是一种程序性细胞死

亡过程，对维持细胞稳态和组织发育具有重要作用。张可杰等[24]在其研究中观察到夏枯草注射液对 K562
细胞株具有显著的抗增殖效应，经夏枯草注射液处理后，K562 细胞的增殖能力受到抑制，并且这种抑制

作用可能与其诱导细胞凋亡的能力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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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免疫调节作用 

夏枯草已被证实具有调节免疫反应的双重作用，其水提物能够激活巨噬细胞，显示出对非特异性免

疫反应的抑制作用，同时对特异性免疫反应也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这种双向免疫调节能力为夏枯草在

治疗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中提供了潜在的应用价值[25] [26]。研究显示，夏枯草提取物对免疫激活的小

鼠模型具有显著的免疫调节作用。具体而言，该提取物能够降低免疫小鼠血清中的总 IgG、IgG1 和 IgG2b
抗体水平，表明其对小鼠的细胞介导和体液介导的免疫反应均具有抑制效果，重要的是，这种免疫抑制

作用呈现剂量依赖性，即随着夏枯草提取物剂量的增加，免疫抑制效果更为显著[27]。在自身免疫性甲状

腺疾病中，夏枯草的这种免疫调节作用有助于减轻自身免疫攻击，改善疾病症状。 

4.4. 改善临床症状 

丹参素、原儿茶醛、咖啡酸和迷迭香酸是酚酸类化合物中的代表性成员，它们已被证实具有显著的

抗氧化活性，这些酚酸类化合物通过其酚羟基的还原性质，能够有效地清除体内的自由基从而抑制氧化

应激所导致的细胞损伤，有助于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维持细胞内环境的稳定性；此外，黄酮类化合

物，作为另一类多酚类化合物，同样展现出了良好的抗氧化特性，它们通过直接清除自由基、抑制氧化

酶的活性、调节抗氧化酶系统等多种机制，有效地减轻氧化应激，有助于防止细胞膜的脂质过氧化，保

护蛋白质和核酸不受氧化损伤，从而在细胞和组织层面维护机体内环境的稳定[28]。赵江丽等[29]在其研

究中对夏枯草醇提物的药理作用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夏枯草醇提物展现出显著的镇静和催眠效果，

具体而言，该提物能够显著抑制小鼠的自主活动，其效果与阳性对照组相当，表明其具有明显的中枢神

经系统抑制作用；此外，夏枯草醇提物与戊巴比妥钠具有协同作用，能够显著增加阈下剂量戊巴比妥钠

引起的小鼠入睡数量，并延长阈上剂量戊巴比妥钠引起的小鼠睡眠时间，这些结果表明，夏枯草醇提物

可能通过增强戊巴比妥钠的药效来发挥其镇静催眠作用。稳定的内环境、充足良好的睡眠有利于甲状腺

结节患者保持一个良好的身心状态，从而促进疾病的恢复。 

5. 结语与展望 

综上所述，夏枯草可通过多个因子来发挥抗甲状腺结节的作用，涉及抗炎、抗肿瘤、免疫调节、改

善临床症状等方面[30]。夏枯草及其制剂在临床治疗甲状腺结节上显示出较好的疗效和较低的不良反应

发生率，可以作为甲状腺结节治疗的辅助手段。 
尽管夏枯草作为传统草药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但对其化学成分的全面了解、药效物质基础的阐明，

以及药理作用机制的深入探讨仍存在诸多挑战，夏枯草提取物包含多种成分，其复杂性无疑增加了研究

的难度。目前，关于这些成分的药理活性、作用靶点以及它们如何协同发挥作用的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这些客观因素表明，夏枯草的研究和临床应用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改进的潜力。未来研究应集中于深

化对中医药药理作用分子靶点的理解，并阐明其作用机制；同时，需扩大临床研究规模，以实证支持甲

状腺结节治疗的中医理论；此外，应发展个体化的精准治疗方案，进而推动甲状腺结节的中医药治疗向

系统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以此来优化治疗效果并凸显中医药的独特治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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