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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慢性肾功能衰竭(chronicrenalfailure, CRF)是慢性肾脏病或其他各种累积并发于肾脏的系统性疾病不断

进展的共同结果，症状复杂，病情繁多，患者日常生活标准急剧降低，对人类健康不断造成严重影响。

无论是传统医学或现代研究，肾茶在治疗慢性肾衰竭方面一直成为焦点。临证治疗慢性肾衰竭时，常以

肾茶为切入点，本文通过查阅文献主要从药物功能，药理作用，多方面应用(中药结肠灌肠、中药离子导

入、中成药、纳米中药等)，名家经验等方面对肾茶治疗慢性肾衰竭的研究概况进行简要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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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ronic renal failure (CRF) is the common result of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chronic kidney dis-
ease or other various cumulative systemic diseases complicated with the kidney. The symptoms are 
complex, the conditions are various, and the patients’ daily living standards are sharply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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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has a serious impact on human health. Whether traditional medicine or modern research, 
Clerodendranthus spicatus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renal failure. In 
clinical treatment of chronic renal failure, Clerodendranthus spicatus is often taken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article briefly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situation of Clerodendranthus spicatus in treat-
ing chronic renal failure from the aspects of drug function, pharmacological effect, multiple appli-
cations (colon enem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ontophore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
cine,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nano Chinese medicine, etc.), and famous experts’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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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慢性肾衰竭(CRF)是在各种肾脏疾病，例如慢性肾小球肾炎、糖尿病肾病、泌尿系统疾病等的基础上

缓慢出现肾功能持续性减退直至衰竭的临床综合征。以恶心呕吐等为突出的症状，以肾小球滤过率下降、

代谢废物潴留、机体内环境失衡为主要临床表现[1]。其病情主要发生发展变化的机制为肾间质纤维化及

肾小球硬化、细胞外基质的大量沉积，这些都归咎于基底膜的不断增厚[2]。肾茶通过中医药和现代医学

在延缓病情发展保护肾功能方面有综合且独特的调节优势，下文就此展开论述。 

2. 应用肾茶之依据 

在古代医家的著作及典籍中，对慢性肾衰竭中医病名的记载无从查证，但根据CRF患者的发病特点，

结合现代医学的临床检验检查，可将其归于“水肿”、“腰痛”、“关格”、“癃闭”、“虚劳”、“溺

毒”等范围。CRF 的中医病机特点可归纳为正虚邪实，以脾肾亏虚为本，痰湿、湿浊、瘀血、浊毒为标。

现代医学所探究其为基底膜增厚而致的肾间质纤维化及肾小球硬化、细胞外基质的大量沉积[2]等原因。 

2.1. 传统医学对肾茶的察量 

肾茶，又称为猫须草、苞须花、猫须公，为唇形科猫须草属植物。肾茶在全球共有 5 个种类中我国

仅有 1 种，除了分布东南亚印度等国家外，还主要种植于南方城市广西、福建、云南、广东和海南等地。

通过医学家们对其长期毒性的研究所发现，肾茶无毒副作用，具有清热祛湿解毒，排石利尿的作用，这

在《云南植物地志》、《中药大辞典》等都有明确记载。肾茶也常常被戏称为体内“清道夫”，即使正常

人将肾茶代为茶饮，也可达到排毒保健的效果[3]。慢性肾衰竭时期，毒素难祛，漫及三焦。祛湿泄浊，

重在通腑是治疗 CFR 的关键[4]。《黄帝内经》所述“浊阴出下窍”结合中医治疗方法“汗、吐、下”则

在治疗过程中需运用苦寒药物通腑泄“毒”。肾茶，其性甘淡，味苦凉，可清热祛湿，且泄浊而不伤阴，

运用其中，使毒有出路，才能缓解病情。另一方面，在治疗各种时期的慢性肾脏病的过程中，肾茶与其

他药物配伍，利用其芳香化浊的特性，可解其配伍药物的毒性[5]。故其在泄“毒”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

用。 

2.2. 现代医学对肾茶的研究 

在现代医学对肾茶的不断研究中所表明其含有迷迭香酸、迷迭香酸乙酯、熊果酸等化学成分[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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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学研究所表明认为其有抗氧化、调节免疫、抗炎、改善慢性肾功能衰竭等作用[8-9]。 

2.2.1. 延缓肾纤维及肾小球硬化作用 
导致各种肾脏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主要病理机制其中包括基底膜增厚而致的肾间质纤维化及肾

小球硬化。转化生长因子-β1 (TGF-β1)可导致调节肾小球细胞外基质的泌出，促使 ECM 的沉积，最终引

起肾小球结构和功能的异常。林威远[10]等采用 Platt 法 5/6 肾切除制作慢性肾衰竭模型，研究结果表示，

三种不同剂量肾茶组大鼠血肌酐、内生肌酐清除率降低，同时可对 TGF-β1 的表达具有抑制作用，并且可

令肾小球硬化延迟缓解。 

2.2.2. 抗氧化作用 
有许多研究表明，导致 CRF 的各种慢性肾脏病中都存在氧化应激，例如 IGA 肾病，糖尿病肾病等。

大量的活性氧化物存在能激活肾脏的炎症反应，导致肾脏血流减少，肾脏持续损害。猫须草多酚具有抗

氧化活性，张素斌[11]等以 Vc 作对照，测评猫须草多酚抗氧化活性的能力，结果俩者皆有清除 DPPH 自

由基的能力，但是猫须草多酚较 Vc 清除能力强，同时猫须草多酚与 Vc 也具有相差无几的清除超氧阴离

子自由基的能力。李晓花[12]等在肾茶多酚体外抗氧化活性研究中，观察对 1,1-二联苯基-2-苦肼自由基和

羟自由基清除能力，从而评价其氧化活性，结果表明在一定的质量浓度内，浓度越高抗氧化活性越强。 

2.2.3. 抗炎及免疫作用 
炎症与免疫之间关系是十分紧密的，剧烈的免疫反应会引起炎症的发生，炎症反应必定伴随着免疫

反应，所以说免疫调节作用亦是抗炎作用的另一种说法与解释[13]。CRF 患者是各种各样慢性肾脏病发

生发展的转归。此时患者往往因为人的机体内有害毒素，而致一个甚至多个脏器功能受损及病情恶化。

毒素潴留可以在体内，导致淋巴细胞减少从而对机体免疫功能造成危害。免疫功能受到影响致使人体易

于遭到病菌或病毒等侵入，进而使得肾脏本身病情越来越繁重[14]。李毅鹏[15]等对猫须草抗炎活性部分

分离提纯，其中 N–顺式–阿魏酰酪胺、trans-N-cinnamoyltyramine、新海胆灵 A 具有较好的抗炎活性，

是猫须草抗炎作用的主要成分之一。有研究表示肾茶具有抗炎、免疫调节及抗肿瘤作用[16]。 

2.2.4. 改善微循环及降血压作用 
肾茶的叶子其主要成分(methylripariochromene A, MRC)具有血管舒张、减少心输出量以及利尿作用，

部分在临床使用上可支持其作为抗高血压治疗[17]。将不同浓度的肾茶提取物作用于虎纹蛙的肠系膜，都

具有扩张微血管和改变其血流速度及流态，但 3%浓度时效果最明显，同时对蛙肠系膜微血管的管壁结构

也没有明显损害作用[18]。 

2.2.5. 降糖作用 
糖尿病肾病(DKD)不仅是导致终末期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也是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如患者病情

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病情发展迅速，患者进入透析状态的日子指日可待。故控制血糖也是 CRF 患者的重

中之重。在我国海南栽培肾茶的化学成分研究中，发现分离得到的 6 个单体化合物结构里，在对 α-葡萄

糖苷酶抑制活性中 N-反式阿魏酰酪胺抑制率 99.2%、咖啡酸抑制率 93.4%、丹参素甲酯 63.2%，且抑制

率均高于阳性对照阿卡波糖的41.2% [19]。刘广建[20]等注射链脲佐霉素(STZ)为制作大鼠模型并分为大、

小剂量肾茶组及对照组，结果表明皮质系膜细胞肥厚增殖及 DCM 增生程度明显改善存在于大剂量肾茶

组，故肾茶水煎剂抗炎及抑制系膜细胞增生可能是改善 DN 肾脏病大鼠的原因之一。 

2.2.6. 降脂作用 
脂代谢紊乱是慢性肾衰竭患者血液透析前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尽管脂质对肾脏本身的危害较轻，但

如果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等其他有害于肾脏的因素时，会影响 CRF 患者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危险，甚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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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生命危险[21]。黄酮类化合物大量地存在于肾茶中，有研究[22]表明如橙黄酮等具有降低胆固醇，抗动

脉粥样硬化等作用，为临床用药提供依据。 

2.2.7. 保护肾脏作用 
在两千多年前，肾茶就有可治疗肾脏疾病的记录，这记载在《贝叶经》《档哈雅》等傣族传统医学文

化典籍中。而现代医学研究也认为肾茶可具有降低尿蛋白，血肌酐，改善慢性肾衰竭的功能。急性肾衰

竭患者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极有可能转变为慢性肾衰竭。郭银雪[9]等在急性肾衰竭大鼠氧化应激

实验研究中，结果表明肾茶对肾脏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其可明显改善大鼠肝大和鼠蛋白尿、血浆肌酐

等水平，改善肾功能。王立强[23]采用腺嘌呤致大鼠慢性肾功能衰竭动物模型，分别分为 5 组，其中在肾

茶高、低剂量组对大鼠的肾脏尿蛋白等各种监测指标改善效果较明显，从而达到保护肾脏的作用，为 CRF
患者临床用药提供坚实的依据。 

2.2.8. 利尿排石作用 
在肾结石的治疗中，利尿是一种有效手段，通过流经肾脏的液体会帮助加速溶解肾脏内的结石，防

止堵塞物进一步的留滞，并且冲出沉积物体。如不积极治疗，结石形成梗阻进一步而成肾积水，尤其是

双侧肾严重肾积水，对慢性肾衰竭患者病情恶化上无疑又是沉重的一击。在我国传统医学中，肾茶具有

清热利湿，排石功效，用于治疗泌尿系统等疾病，因其效果在使用者中明显故被誉为“国际利水化石药”。

虽然三聚氰胺(酸)在人体中形成结石的机制没有明确指出，但其广泛被认为最终堆积在肾小管等部位，形

成结晶石，并影响病理过程[24] [25]。张杰群[26]等灌取肾茶提取液作用于染毒三聚氰胺(酸)的小鼠模型

中，15 天后经检测肾脏组织中三聚氰胺含量减少。肾茶活性成分肌醇通过减少草酸钙聚集证明其具有利

尿成分[17]。 

3. 立足病机，拔本塞源 

慢性肾衰竭病机并不像一些疾病一目了然，反而错综复杂，可归纳为本虚标实，气虚、血虚、阴虚、

阳虚为本虚，湿、热、瘀、毒为标实，常表现正气虚弱与邪实相互存在的证候特点，以水肿、或以淋证、

或以癃闭和虚劳，或因体虚久病，失治误治等，迁延日久造成肺失通调，脾失转输，肾失开阖，肝失输

泄，心失通血脉，三焦失输布并且呈现出脾虚、肾虚等并存、湿、瘀、毒等实邪互见和诸多虚证及实证交

互错见。 

4. 众医家对肾茶的偏爱 

于思明[27]等观察给予虫草肾茶方的慢性肾衰竭患者的疗效，共观察 12 周，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优

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徐艳秋[5]认为中药复方虫草肾茶在慢性肾脏病(CKD 
3、4 期)早、中期有着很好的疗效，能多方面改善患者全身状况和相关生化指标，稳定和保护肾脏功能，

延缓纤维化进程，是透析前很好的选择。宋立群教授[28]将慢性肾衰竭的病机归纳为“虚”、“瘀 ”、

“水”、“浊”、“毒”五个环节，积雪草与猫须草治其“浊”，并有很好的疗效，故为治疗 CRF 不可

缺少的关键。 

5. 肾茶应用的多变 

通过查阅近些年文献可知，肾茶通过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两方面逐渐被挖掘出在治疗 CRF 方面的潜

能，越来越被 CRF 患者所接受，在治疗慢性肾衰竭患者中功不可没，方式众多，例如中药直肠灌肠，中

药离子导入，中药制剂或将来可能用在 CRF 患者中的纳米中药技术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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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中成药的应用 

肾茶袋泡茶具有清热解毒、利水通淋的功效。迷迭香酸(RA)是一种水溶性多酚化合物，具有抗炎、

抗氧化、抗菌作用和抗病毒的活性，是肾茶主要有效成分之一，研究发现对 10 批肾茶袋泡茶进行检测，

迷迭香酸含量范围为 8.13~11.54 mg/袋，平均含量为 9.05 mg/袋[29]。 

5.2. 中药直肠灌肠与结肠灌肠 

《黄帝内经》所述“浊音出下窍”“大肠者、传导之官”，说明肠道是排除有害物质的主要途径之

一。中药灌肠作为一种新的治疗手段，现已逐渐被大众所认可，对于 CRF 患者来说，其排泄毒素及废物

的主要途径以肠道为主，所以结肠灌肠的治疗手段尤为重要。冯永利[30]在观察 60 例慢性肾衰竭患者中，

以相同药物的中药直肠灌肠和中药结肠灌肠治疗，结果显示皆可改善血红蛋白、白蛋白、血肌酐的水平，

均可提高 CO2-CP 水平，降低 K 离子水平。 

5.3. 中药离子导入治疗 

中药离子导入是运用传统中医经络学理论结合脉冲电流导入机体，产生一系列生理及生物学变化，

从而对患者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金丽霞[31]认为在治疗慢性肾衰竭患者运用外治法也极为关键，故运用

包括猫须草的芪黄补肾泄浊方离子导入治疗 CRF，14 天后经测评可改善患者的全身临床症状与体征，改

善血肌酐、尿素氮等水平。 

5.4. 纳米中药 

纳米中药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指运用纳米技术制备中药的有效部位、有

效成分、原药及其复方制剂，其粒径小于 100 nm，可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降低用药量、减少药物毒

副作用。纳米中药应用广泛，其在治疗肿瘤等疑难病方面效果突出[32]。高尿酸血症也是慢性肾脏病病情

发生发展的独立危险因素。有研究表明[33]，纳米分散液对尿酸(UA)的抑制率为 22.1%；相对于水提液实

验组，纳米分散液表现出更好的降尿酸作用，同时探究了猫须草纳米分散液的毒副作用小和较低的细胞

毒性。 

5.5. 茶饮“雅解” 

我国四大民族医学包括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傣医学。傣医学是其中之一，“雅解”学说为

其理论体系的一部分，主要阐述的理念可概括为“未病先解、先解后治”[34]。饮茶为傣族人民长期的习

惯，肾茶为傣药解药的一种，雅解在傣族语言中可翻译为解药的意思，故将具有保健和排毒之效的肾茶

代为茶饮。同时也符合中医学中“治未病”的特点。李光[35]等观察研究口服肾茶提取物后测评尿液和血

清中的代谢物的变化，结果表示提高机体免疫力可能通过代谢通路达到，同时加强机体分解毒素等危害

物质的能力，为机体健康提供保护。 

6. 总结与展望 

慢性肾衰竭患者肾功能减退呈渐进性，因肾单位没有再生修复能力，可致使全身多个系统出现严重

并发症并发生严重后果，患者日常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需要尽早预防及治疗，防止透析及肾移植治疗。

通过分析近几年文献可以看出，肾茶在治疗慢性肾衰竭患者的过程中，疗效确切，无毒副作用，但也存

在诸多问题，如下：① 在现代医学临床用药中，更多的是利用肾茶其药理作用，缺少中医学辨证论治思

维从而进行针对性治疗之优势。② 肾茶是一种极其宝贵的保健植物用药，早期在我国傣族广为所用，但

其成分复杂，有效化学成分对疾病是否有针对性作用，尚不明确，需要再进一步努力发掘药物疗效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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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作用机制、成分及药理作用，从而更合理地运用到临床及现实生活中。③ 肾茶在治疗慢性肾衰竭

之中，多依据药理作用方面，且与其他方药配伍使用，需考量配伍之功效，不能将药效之功全归于肾茶。 
中医讲究有证立法、由法选方、据方施治，“辩证选方，论治用药”才是中医学诊治的特色，因此在

治疗疾病的过程中，首先要对疾病的判断，再辨病定位，随后对疾病、症状用药的选用。因病或因证选

药，可根据临床具体情况而定。 
总之，肾茶在治疗慢性肾衰竭患者之中，需要传统医学、现代医学及临床等方面相互配合，为肾茶

更加一步开发利用创造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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