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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蒜为药食同源食物，中医文献记载大蒜可用治关格病症（慢性肾脏病的临床表现之一）。大蒜素为大蒜的提取物，

在防治心血管疾病、肿瘤、细菌感染性疾病、内分泌疾病等方面具有广泛药理学作用。近年来，大蒜素在肾脏疾病中的药

理学作用也被挖掘。大蒜素可多途径、多靶点保护肾脏，对慢性肾脏病、急性肾损伤、肾纤维化、肾肿瘤等均有一定作

用。今后有关大蒜素的研究应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深入系统研究大蒜素防治肾脏疾病及其并发症的作用机制和作用环

节，研制适合临床长期使用的新剂型，发挥中医药优势，提高中医药防治疾病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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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arlic，a medicinal and edible plant，has been documen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literature as a herb for Guangge（obstruction-rejection，showing as dysuria with incessant vomiting），one of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chronic renal disease. Allicin，an extract of garlic，has a wide range of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tumors， bacterial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endocrine diseases. In recent years， the pharmacological role of allicin in renal disease has also been explored.
Allicin protects the kidney in multiple pathways and multiple targets， and has certain effect on chronic kidney
disease，acute kidney injury，renal fibrosis and renal tumours. Future research on allicin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TCM，focuses on in-depth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therapeutic mechanism and processes of allicin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renal diseases and their complications，and on the development of its new dosage forms
suitable for long-term clinical use，so as to embody the advantages of TCM and to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TCM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s.
Keywords： garlic/pharmacology； allicin/pharmacology；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cute kidney injury； renal

fibrosis；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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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约10.8%，其中约有

1%的患者最终会发展为终末期肾脏病，需依靠血

液透析来维持生命[1]。慢性肾脏病不仅影响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同时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

负担，因此防治慢性肾脏病具有重要意义。中医

古籍并无慢性肾脏病的病名记载，依据其临床表

现可归属于中医学“关格”“溺毒”等范畴。大蒜

作为药食同源植物，具有广泛药理学作用。《本草

纲目》记载大蒜“纳肛中，能通幽门，治关格不

通”，可用于关格病症（慢性肾脏病）的治疗。随着

医疗技术的发展，大蒜及其提取物在肾脏疾病中

的作用被广泛关注和重视。大量研究表明，大蒜

素具有保护肾组织及改善肾脏病并发症的作用。

以下从大蒜的作用、大蒜素的药理作用、大蒜素

在肾脏疾病中的运用进行综述，以期为大蒜及其

提取物治疗肾脏疾病的临床及药理研究提供参考。

1 大蒜的作用

大蒜（Allium sativum L.）起源于中亚及地中

海，在公元前 3000年已有大蒜栽培方式的记载，

人类栽种及食用大蒜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大蒜现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蔬菜及调味

品。大蒜在中国主要产于山东、河南等地。大蒜

作为世界性的药食同源食物，具有广泛的药理作

用。大蒜为百合科葱属植物的鳞茎，其性辛、

温，入脾、胃、肺经。《本草纲目》 记载大蒜：

“捣汁饮，治吐血心痛。煮汁饮，治角弓反张。同

鲫鱼丸，治膈气。同蛤粉丸，治水肿。同黄丹

丸，治痢疟、孕痢。同乳香丸，治腹痛。捣膏敷

脐，能达下焦，消水，利大小便。贴足心，能引

热下行，治泄泻暴痢及干湿霍乱，止衄血。纳肛

中，能通幽门，治关格不通”。可见大蒜具有调节

心、肾、脾等脏腑的功能。《随息居饮食谱》记载

大蒜可“除寒湿，辟阴邪，下去暖中，消谷化

肉，破恶血，攻冷积。治暴泻，治腹痛，通关格

便秘，辟秽解毒”，可见大蒜具有温阳散寒、调理

脾胃肾、解毒的功效。现代研究发现大蒜具有抗

炎、抗菌、抗病原微生物、抗氧化、抗肿瘤、免

疫调节等多种生物学活性[2]。

2 大蒜素的药理作用

大蒜素（alicin）是一种从大蒜鳞茎中获得的二

烯丙基三硫化物（diallyl trisulfide），收录于 2015年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其分子式为 C6H9S3，

结构式为 CH2=CH-CH2-S-S-S-CH2-CH=CH2。目

前对大蒜素的研究较深入，发现其具有广泛的药

理作用：（1）保护心血管系统。大蒜素具有保护心

肌、降低血压、调节血脂、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抗心律失常、抑制心肌纤维化、抗心肌缺血等作

用，其主要机制是通过抗炎、抗氧化、抗凋亡等

方式发挥作用[3]。（2）抗肿瘤。大蒜素具有抑制食管

癌、胃癌、腺样囊性癌、肝癌、胰腺癌、结肠癌

细胞、乳腺癌、黏液表皮样癌等作用，其作用机

制主要通过干预细胞信号转导与细胞生长及促进

细胞凋亡[4]。（3）广谱抗菌和消炎作用。大蒜素对革

兰氏阴性菌、革兰氏阳性菌、真菌、结核杆菌、

耐药菌如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均有抑制

作用，其主要机制是通过竞争性抑制菌体巯基

酶、损伤菌体膜系统、抑制菌体的生物被膜等发

挥作用[5]。（4）治疗内分泌疾病如糖尿病等。大蒜素

可通过促进糖代谢、保护胰岛β细胞、控制炎症因

子表达、调节胰岛素信号转导障碍等途径促进胰

岛素合成与分泌，改善胰岛素抵抗，从而发挥治

疗糖尿病的功效[6]。

3 大蒜素在肾脏疾病中的作用

近年来，有关大蒜及其有效成分治疗肾脏疾

病的研究逐渐增加，在中国期刊网上分别以“大

蒜”和“肾”为关键词查阅文献，其中大蒜素抗

肾脏疾病研究论文达 40余篇，这些文献报道了大

蒜素在慢性肾脏病、糖尿病肾病、药物性肾损

伤、急性肾损伤等肾脏疾病中的作用。

3. 1 大蒜素在慢性肾脏病中的作用 相关数据表

明，中国约有 1.2 亿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患者[1]。由于慢性肾脏病发病机制较

为复杂，缺乏特效药物，慢性肾脏病的防治被逐

步重视。相关研究提示大蒜素具有保护肾脏作

用。郭洋洋及其研究团队等[7-9]发现大蒜素可改善

慢性肾衰大鼠肾脏组织病变并抑制细胞凋亡，增

加肾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降低丙二醛

（MDA），从而降低大鼠血液尿素氮（BUN）、血清

肌酐（SCr）、血尿酸（UA）及蛋白尿。大蒜素可能通

过改善贫血、电解质紊乱及调节血脂而对慢性肾

功能衰竭（chronic renal failure，CRF）大鼠起到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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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作用[8]。该团队还发现大蒜素可通过下调纤

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 1（PAI-1）表达及上调基质金

属蛋白酶 1（MMP-1）表达抑制肾脏组织炎症反应，

从而改善肾脏组织病变[9]。许静等[10]发现大蒜素可

改善CRF大鼠肾功能及肾脏血流动力学，其机制

可能与大蒜素能改善血脂水平有关。杨雅楠[11-12]的

研究发现，大蒜素可能通过减轻氧化应激和炎症

反应，从而改善CRF大鼠肾功能，抑制肾脏组织

病变；同时还发现大蒜素能有效改善CRF大鼠肾

脏组织的细胞凋亡状况，显著上调肾脏组织Bcl-2
表达、下调Bax表达，显著提高Bcl-2/Bax表达比

值，降低核因子 κB（NF-κB）的表达。许宁宁 [13]的

研究发现，大蒜素对CRF大鼠肾脏组织具有一定

的保护作用，并认为保护肾组织的机制与抑制氧

化应激和细胞凋亡有关。上述研究表明大蒜素可

通过抗氧化应激、抑制细胞凋亡、抗炎等机制延

缓慢性肾脏病的进展。

3. 2 大蒜素在急性肾损伤中的作用 急性肾损伤

（acute kidney injury，AKI）是一种以肾功能急剧下

降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常伴随心脏、肝脏等重

要器官损伤[14]。在世界范围内，住院人群的AKI检
出率为21%[15]。由于AKI发病机制较复杂，涉及多

种细胞器、信号通路和分子相互作用，目前尚未

发现能有效改善AKI的治疗方法， 现代医学治疗

AKI仍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肾脏缺血再灌注损

伤是AKI最常见的机制。宁金卓等 [16]的研究发现

大蒜素可降低MDA、Bax、细胞色素 C（Cyt-C）、

caspase-3水平，提高 SOD活性，从而减轻肾缺血

再灌注损伤大鼠肾脏组织的损伤，发挥保护肾脏

作用。另有研究表明，大蒜素能降低肾缺血再灌

注损伤大鼠肾脏组织中Bax与Bcl-2表达，显著降

低Bax/Bcl-2比值，提高 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GSH-Px）、过氧化氢酶（CAT）活性并显著降低

MDA含量，显著下调NF-κB蛋白表达，抑制肾小

球细胞凋亡，从而降低血清中 BUN、SCr、UA含

量，改善肾脏组织病变，保护肾脏[17-18]。

药物性肾损害是急性肾损伤的常见病因，顺

铂（DDP）是临床中常用的抗肿瘤药物，因其具有肾

毒性而受到一定的使用限制[19]。研究表明，大蒜素

能够清除超氧化物阴离子等自由基，减少脂质过

氧化反应，减轻DDP引起的氧化应激，从而拮抗

顺铂肾毒性[20]。大蒜素注射液能减轻顺铂所致的呕

吐症状，减轻顺铂所致的肾毒性，增强患者的体

力状况，提高其生活质量[21]。另有研究表明，大蒜

素可能通过降低MDA及提高 SOD从而减轻顺铂所

致肾毒性[22]。大蒜素不仅可以改善顺铂引起的肾损

害，还能减轻甘油引起的肾损伤。研究表明，大

蒜素可能通过降低MDA及提高 SOD从而减轻甘油

引起的肾毒性[23]。上述研究表明大蒜素对AKI的防

治机制亦主要通过抗氧化应激、抑制细胞凋亡、

抗炎等途径。

3. 3 大蒜素在肾纤维化中的作用 肾纤维化（renal
fibrosis，RF）以炎症细胞浸润、成纤维细胞增生、

细胞外基质（ECM）沉积及正常肾脏组织被瘢痕组

织所代替为主要病理学特征 [24]，是CKD进展至终

末期肾脏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ESRD）的病理

基础，同时也是AKI转向CKD的重要因素，阻止

肾纤维化可抑制AKI向CKD进展[14]。我国流行病学

研究表明，每年约有 300万的AKI成年患者住院，

其中 50%的患者可进展至CKD，因此阻抑肾纤维

化具有重要意义[25]。研究表明大蒜素可通过调节基

质金属蛋白酶（MMPs）、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

（PAIs）抑制炎症反应，从而改善肾纤维化，保护

大鼠肾组织[26]。李希敏等[27]发现大蒜素可通过降低

组织转化生长因子 β1（TGF-β1）表达，从而抑制

Smad2、Smad3磷酸化，减少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的生成，进而减轻大鼠的肾间质纤

维化，改善肾功能。黄燕萍等[28]发现大蒜素可通过

降低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α平滑肌肌动

蛋白（α-SMA）水平从而抑制肾脏纤维化，减轻肾

脏病理学损害，改善 IgA肾病纤维化大鼠症状。上

述研究表明大蒜素可通过调节相关因子水平来改

善炎症细胞浸润、成纤维细胞增生、细胞外基质

（ECM）沉积，从而延缓肾脏纤维化。

3. 4 大蒜素在糖尿病肾病中的作用 糖尿病肾病

是糖尿病最常见和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也是导

致糖尿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因素。糖尿病肾病目前

已成为我国终末期肾脏病（ESRD）的首要病因。因

此，开展防治糖尿病肾病药物的研究具有重大意

义。黄虹等 [29- 30]发现大蒜素可能通过抑制 JAK2/
STAT3信号通路活化，从而抑制高糖诱导的HK-2
细胞分化；同时大蒜素还可以通过调节 Bcl-2和

Bax蛋白的表达，上调Bcl-2/Bax比值，抑制高糖

诱导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从而保护肾组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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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素不仅可降低糖尿病大鼠肾脏组织中的氧化应

激反应[31] ，还可降低糖尿病肾病大鼠肾组织TGF-
β1、Ⅰ型胶原及 p-ERK1/2的表达，从而保护肾

脏[32]。另有研究表明，大蒜素能通过降低糖尿病大

鼠的血糖，改善肾功能，降低Vimentin和α-SMA
的蛋白表达，升高CK-18蛋白表达，改善糖尿病

肾间质纤维化的病理改变[33]。另一研究[34]表明，大

蒜素可能通过GLUT1/PKC途径来延缓和抑制糖尿

病肾病的发生和发展，且其效应随着大蒜素浓度

的增高而加强。上述研究表明大蒜素可通过调控

相关信号传导通路，减轻炎症，从而保护糖尿病

肾病患者的肾组织。

3. 5 大蒜素对肾细胞癌的作用 肾细胞癌（renal
cell carcinoma）是常见的泌尿系统肿瘤。肾细胞癌

分子靶向治疗多针对肿瘤相关信号传导通路从而

抑制肿瘤的生长，其靶向治疗药物目前主要有上

游靶向肿瘤内mTOR的抑制剂、中间环节靶向肿瘤

细胞分泌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EGF-A）的单克

隆抗体、下游靶向血管内皮细胞受体（VEGFR/
PDGFR）等酪氨酸激酶抑制剂[35]。研究表明大蒜素

能通过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阻滞细胞于G1/S期和G2/M期而发挥抗肿瘤的作

用[36]。莫金水等[37]发现大蒜素具有抑制人肾癌细胞

株 ketr-3的作用，具体作用机制目前尚不明确。

研究发现肾癌组织中Bcl-2，VEGF和低氧诱导因

子 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的蛋白

表达水平增高，用大蒜素治疗后可下调HIF-1α蛋

白水平，降低Bcl-2和VEGF的表达；用大蒜素处

理的RCC-9863细胞中，大蒜素可以通过抑制HIF
通路，从而部分抑制人肾细胞癌的进展[38-39]。

此外，有研究表明大蒜素可以舒张肾脏肾动

脉血流 [40]，对真菌性尿路感染也具有一定改善作

用[41]。

4 小结

随着对大蒜素药理作用研究的深入，大蒜素

在肾脏疾病中的作用也被逐渐重视，其在防治肾

脏疾病方面显示出一定的潜力。大蒜素干预肾脏

疾病的机制错综复杂，并非只对某一单独环节进

行切断干预。目前大蒜素防治肾脏疾病的药理作

用机制已深入至分子水平。肾脏疾病往往与多器

官疾病相关，如心肾综合征、尿毒症心肌病、糖

尿病心肌病等，基于大蒜素广泛的生物活性及药

理学作用，大蒜素有望用于多器官病变的防治。

然而，至目前为止，有关大蒜素治疗肾脏疾病的

临床研究极少报道，这可能与大蒜素的气味较

浓、易挥发、不易保存的特点相关，这些问题期

待今后的相关研究能解决。今后有关大蒜素的研

究应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借助现代医学的研究

成果，深入系统研究大蒜素防治肾脏疾病及其并

发症的作用机制和作用环节，研制出适合临床长

期使用的新剂型，以期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提

高中医药防治疾病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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