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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窍活血汤治疗脑外伤研究进展

徐前 1， 过伟峰 2

（1. 苏州市吴江区中医医院，江苏苏州 215200；2.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江苏南京 215000）

摘要：通窍活血汤源自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主要由赤芍、川芎、桃仁、红花、麝香等药物组成，具有活血化瘀通络

之功效，是治疗脑外伤的经典方剂。近年来有关通窍活血汤治疗脑外伤的临床研究及实验研究表明，通窍活血汤对脑外伤

所致的头痛、癫痫、精神障碍、神经功能损伤等均具有一定的疗效，通窍活血汤及其各组成药物具有拮抗神经元毒性、抗

炎、抗氧化应激、改善血管痉挛、促进脑微循环等疗效机制。有关通窍活血汤治疗脑外伤的研究有望为拓展颅脑外伤的药

物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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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Treatment of Traumatic Brain Injury with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XU Qian1， GUO Wei-Feng2

（1. Suzhou Wujiang District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uzhou 215200 Jiangsu，China；2. The First Clinical
Medical School，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Nanjing 215000 Jiangsu，China）

Abstract：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is a recipe originated from the Corrections of the Errors in Medical Work

written by WANG Qing- Re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recipe is mainly composed of Radix Paeoniae Rubra，
Rhizoma Chuanxiong，Semen Persicae，Flos Carthami and Moschus， and has the actions of activating blood，
removing stasis and unblocking collaterals，which is a classic recipe for treating 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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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years，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on the treatment of TBI with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have
shown that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has certain effect in treating headache，epilepsy，mental disorders and
neurological impairment caused by TBI.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and its components have the therapeutic
mechanisms of antagonizing neuronal toxicity， anti- inflammation， anti- oxidative stress， improving vascular
spasm and promoting cerebral microcirculation.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recent research on the treatment of TBI
with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xpanding the medicine treatment of
craniocerebral trauma.
Keywords：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activating blood， removing stasis and

unblocking collaterals；anti-inflammation；anti-oxidative stress；review

脑外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是指由于

外物造成的头脑部肉眼可见的损伤。脑外伤约占

人体其他组织损伤的 9% ~ 21%，其致残率或致死

率均较高。大脑是神经系统的枢纽，结构异常复

杂，脑外伤若不及时接受治疗，可能加重脑内组

织出血、水肿，引起严重的并发症，给患者和家

属生产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1-2]。脑外伤包括急

性损伤及继发性损伤。急性损伤指在脑外伤发生

时即对大脑产生的损伤，包括脑挫裂伤、弥漫性

轴索损伤、颅内血肿等；继发性损伤继发于急性

损伤的基础上，通常包括损伤之后产生的神经元

毒性释放[3]、氧化应激[4-5]、细胞凋亡[6]、炎症反应[7]

等，临床具体表现为脑水肿、脑缺血及癫痫等 [8]。

继发性损伤使得脑外伤的致死率与致残率大幅度

升高 [9-10]。 目前治疗脑外伤的方法主要有药物治

疗、亚低温治疗及干细胞治疗等，但由于脑外伤

后病理生理变化复杂，临床效果并不能尽如人

意[8，11]。

通窍活血汤源自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

该方由赤芍、川芎、桃仁、红花、老葱、生姜、

红枣、麝香、黄酒组成，方中麝香芳香醒脑，桃

仁、红花、赤芍、川芎活血化瘀 ，生姜、大枣调

和营卫，老葱、黄酒协同麝香通阳开窍，温经散

寒。方中诸药相辅相成，共奏活血化瘀通络之功

效。王清任立其方以“治头面四肢、周身血管血

瘀之证”。中医学认为头为诸阳之会，脑为髓海，

脏腑气血皆上注于脑。脑外伤因外力损伤脑内血

脉，血溢脉外，离经之血不能及时消散，日久积

于脑髓而成瘀。清代唐宗海《血证论》认为：“凡

有所瘀，莫不壅塞气道，阻滞生机”。瘀血阻滞脑

络，日久气机则阻滞；气为血之帅，气机壅滞则

无力推动血液运行，血瘀则更甚。瘀血不仅是脑

外伤病理产物，也是疾病变化的始动因素，且贯

穿于疾病的全过程。由此可见，“气滞血瘀”是颅

脑损伤的基本病机，行气活血为其治疗大法。通

窍活血汤的功效主治契合脑外伤气滞血瘀的病机

特点。现代中医临床将通窍活血汤用于神经系统

疾病如脑外伤、脑梗死、头痛等的治疗，疗效

显著。以下对近年来采用通窍活血汤治疗颅脑外

伤的临床研究及疗效机制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

通窍活血汤的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1 通窍活血汤治疗脑外伤的临床研究

1. 1 治疗脑外伤后头痛 头痛是颅脑外伤后最常

见的症状之一，其发生机制与外伤后刺激脑膜及

脑血管痉挛导致大脑缺血缺氧相关[12]。高甜甜等[13]

运用通窍活血汤治疗头部外伤后早期头痛患者，

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 93.33%，显著高于

对照组的 73.33%，表明通窍活血汤治疗脑外伤早

期头痛疗效显著。郑红等[14]研究发现，运用通窍活

血汤联合耳穴压豆治疗颅脑外伤后头痛可显著减

少止痛药的使用和缩短住院时间，其疗效优于单

纯西药治疗组。

1. 2 治疗脑外伤后癫痫 癫痫是脑外伤最常见、

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其发生机制主要与外伤后

颅脑受损后脑内形态结构发生变化、大脑神经受

破坏、脑膜-脑瘢痕和胶质增生等一系列变化有

关[15]。李燕子[16]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运用通窍活

血汤治疗脑外伤后癫痫患者，结果显示其疗效明

显优于单纯西医常规治疗的对照组。

1. 3 治疗脑外伤后精神障碍 颅脑外伤后可导致

多种精神障碍，包括认知及情感障碍、记忆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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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智力受损、注意力下降等，其发病机制与脑

实质损伤有关[17]。李兴珍等[18]的研究发现，运用通

窍活血汤加味结合西药治疗脑外伤后认知障碍，

其改善患者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分、

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评分及认知功能成套测验

（LOCTA）中定向、知觉、视运动组织、思维运作

能力等的评分均显著优于单纯西药治疗的对照组。

1. 4 治疗脑外伤后神经功能损伤 脑外伤可致脑

细胞及神经元结构功能改变，进而导致脑干大脑

神经功能受到不同程度损伤[19]。练志明等[20]运用通

窍活血汤联合西医常规疗法（治疗组）治疗重型颅

脑损伤微创血肿清除术后患者，治疗2周后，治疗

组在改善神经功能指标如MMSE评分等的疗效优

于单纯西药常规治疗的对照组。陈青微等[21]的研究

发现，脑出血急性期患者加用通窍活血汤后，可

明显改善患者神经功能。

2 通窍活血汤治疗脑外伤的机制研究

2. 1 拮抗神经元毒性 颅脑外伤后脑组织细胞内

谷氨酸受体被激活，促进神经元毒素的产生，这

些神经元毒素可破坏神经元和少突胶质细胞的细

胞膜结构[3]。通窍活血汤含药血清能明显增强损伤

的神经细胞株 PC12的活力，保护细胞膜的完整

性，拮抗兴奋性氨基酸的神经毒作用，对神经元

有保护作用 [22]。颅脑损伤大鼠经通窍活血汤治疗

后，其PC12细胞凋亡数显著减少，大鼠脑细胞形

态显著改善，细胞活性、存活率显著升高[23]。进一

步研究发现，通窍活血汤血清可阻止谷氨酸诱导

的活性氧的增加，抑制谷氨酸诱导的PC12细胞损

伤，进而起到神经元保护作用[24]。

2. 2 抗氧化应激 脑外伤后所致的局部损伤可刺

激氧自由基的释放，继而使细胞膜、生物膜发生

氧化反应，造成细胞膜和细胞器损伤，这是颅脑

外伤常见的病理改变 [25]。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是反映氧化应激的

生物学指标。颅脑损伤患者经通窍活血汤治疗后

其GFAP指标显著下降，氧化应激反应得到有效抑

制，说明通窍活血汤通过抑制氧化应激保护神经

细胞功能[20]。通过对通窍活血汤各组成药物的药理

学研究发现，桃仁、赤芍等均具有较强的抗氧化

作用。桃仁多糖对 OH-和 O2-均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26]。赤芍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不仅能减少细

胞的氧化作用，还能调节适应抗氧化的相关指标

并维持细胞能量代谢的稳定[27]。

2. 3 缓解炎性反应 脑外伤后脑神经及脑组织均

受到损伤，血脑屏障功能也随之破坏，一些细胞

炎性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
（IL-1）等相继释放，导致炎性反应的产生。采用

通窍活血汤干预后，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TNF-α、
IL-1、IL-6、IL-10等炎症因子指标明显下降，其

炎性反应得到有效控制[20，28]。颅脑外伤早期运用通

窍活血汤干预后，血清神经特异性烯醇酶（NSE）、

血清细胞间黏附分子 1（ICAM-1）及血清白细胞介

素1β（IL-1β）的水平可明显降低，提示通窍活血汤

可有效减轻颅脑外伤所致的各种炎性反应[29]。

2. 4 抑制脑细胞凋亡 脑外伤发生后可激活神经

元和神经胶质细胞自噬功能，导致神经元和神经

胶质细胞过早凋亡，使大脑结构及功能产生继发

性损害[30-31]。研究发现颅脑外伤小鼠经通窍活血汤

治疗后，其凋亡抑制基因 Bcl-2蛋白表达水平升

高，具切割活化作用的半胱天冬酶-3表达水平下

降，脑细胞凋亡得到抑制[32]；通窍活血汤可减少自

噬蛋白 LC3及 Beclin-1的表达，有抑制脑细胞凋

亡，改善脑外伤患者认知及智能的作用[33]。但目前

未见对通窍活血汤改善自噬相关蛋白不同时间点

的变化规律的研究。

2. 5 改善脑微循环 脑外伤后，因红细胞黏度增

加、聚集性增强，血黏度增大而导致脑血流速度

减慢[34]。通窍活血汤是活血化瘀名方，药理学研究

表明通窍活血汤中药物成分均能降低血液浓度，

如川芎所含挥发油可明显降低气滞血瘀模型大鼠

血黏度、红细胞比容和纤维蛋白原浓度[35]；红花可

有效降低血液黏度，改善血流变，使微血流速度

加快[36]；桃仁降低脑血管阻力，同时可提高脑灌流

液的流量，改善血流动力学 [37]。该方通过改善纤

溶、降低全血黏度及红细胞聚集等多种途径，达

到改善血液流变学相关指标的作用[38]。

3 展望

颅脑外伤常由外力所致，可归属中医学“头

部内伤病”范畴，其病机以气滞血瘀为基础，初

期以标实为主。现代医学认为颅脑外伤初期病情

发生急骤，后期随着病情演变而存在较多并发症。

通窍活血汤中主要成分均对脑外伤的治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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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作用，如麝香中所含的麝香酮，具有抗

炎、抗氧化、改善神经损伤等多种作用 [39-40]，桃

仁、红花及赤芍的提取物具有神经保护、抗炎及

抗氧化的作用[41-42，26]，川芎具有抗炎、改善血管痉

挛、促进脑微循环等多种作用[43-44]。

目前临床治疗颅脑外伤仍以止血、脱水降颅

压、改善神经功能、预防各类并发症为主，必要

时采用手术治疗。大部分脑外伤患者存在较严重

的功能障碍，生存质量显著降低。随着医学诊疗

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如高压氧舱治

疗[45]、亚低温治疗[46]、干细胞移植[47]等运用到颅脑

外伤治疗中，这些新疗法具有一定效果，但其高

昂的费用使大多数患者望而却步。如何在不增加

患者家庭负担的情况下提高疗效、减轻不良反应

是治疗脑外伤的热点与难点。通窍活血汤及其各

组成药物所展现的拮抗神经元毒性、抗炎、抗氧

化应激、改善血管痉挛、促进脑微循环等作用机

制，有望为拓展颅脑外伤的药物治疗提供参考。

综上，目前有关通窍活血汤治疗脑外伤的研

究，主要以机制研究居多，对通窍活血汤拮抗神

经元毒性、抗炎、抗氧化应激等作用机制均有较

明确的实验结论，但开展的机制研究较单一，不

能全面阐释通窍活血汤治疗脑外伤的机制；在有

关通窍活血汤治疗脑外伤的临床研究方面，对于

改善脑外伤临床症状的研究较少，且缺乏多中心

大样本的临床研究。脑外伤后中药的介入时机亦

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之一，有待进一步研究。 今后

有关通窍活血汤治疗脑外伤的研究可重点探讨通

窍活血汤引起的微观细胞及分子的变化与宏观生

物行为学和功能学改善的相关性，以更清晰说明

通窍活血汤治疗颅脑损伤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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