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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干预银屑病 Th17/Treg 平衡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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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银屑病表现出炎症背景下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特征，角质形成细胞增殖分化缺陷和异常的免疫反应是其发病的主

要因素，但某些细胞和分子机制仍未明确。尽管使用了各种药物和物理疗法来控制病情，但由于其短暂的疗效、高昂的成本和

严重的不良反应，这些策略仅限于短期使用，使银屑病的治疗难以收获令患者满意的远期疗效。随着网络药理学、分子生物学

领域的发展及中医药现代化的推进，中医药的多成分、多靶点作用效果凸显，各医家学者针对中医药领域的研究逐渐深入，但

目前尚未有针对中医药干预辅助性 T 细胞 17（Th17）/调节性 T 细胞（Treg）平衡防治银屑病的详尽机制进行整理。该文通过检

索近几年文献数据资料发现，中药单体、中药有效成分和中药复方对银屑病发病机制中 Th17/Treg 轴有明显调节作用，Th17 细

胞具有促炎作用，Treg 细胞有助于维持外周耐受，他们在效应发挥上相互排斥，维系二者的平衡关系可有效减轻炎症反应、调

节免疫稳态。因此，中医药领域基于银屑病 Th17/Treg 轴开展了一系列临床及实验研究，包括降低 Th17 细胞百分率，增加 Treg

细胞百分率，以及调节二者相关细胞因子、转录因子水平，以缓解银屑病炎症病情，重建免疫环境稳态，为银屑病病理机制的进

一步阐明提供新切入点，为开发银屑病新治疗手段提供备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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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ntervention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Th17/Treg Balance in Psoriasis：

A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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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soriasis is an autoimmune disease presented in the context of inflammation，and it mainly

results from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defects of keratinocytes and abnormal immune response. However，

some 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remain unclear. Although a variety of drugs and physiotherapies are

applicable to this disease，they can only be utilized for a short-term period considering their transient effect，high

cost，and serious adverse reactions.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satisfactory long-term results in the treatment of

psoriasi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pharmacology and molecular biolog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the multi-component and multi-target characteristics of TCM have become

prominent，promoting the in-depth research on TCM by doctors and scholars. Nevertheless，there is no detailed

summarization on the mechanisms of TCM in interfering with T helper 17（Th17）/regulatory T（Treg）cell

balance to prevent and treat psoriasis. After reviewing the recent literature data，this paper has found that Chinese

herbal monomers，active ingredients，and compounds obviously regulate the Th17/Treg axis in psoriasis. Th17

［收稿日期］ 20210706（00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973846）；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H201461）

［第一作者］ 曹爽，在读硕士，从事中医药防治皮肤病的临床研究，E-mail：2823839231@qq. com

［通信作者］ * 闫景东，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医药防治皮肤病的临床研究，E-mail：yanjingdong189@163. com

··225



第 27 卷第 19 期
2021 年 10 月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Traditional Medical Formulae

Vol. 27，No. 19

Oct. ，2021

cells have a pro-inflammatory effect，while Treg cells are responsible for maintaining peripheral tolerance. They

function in a mutually exclusive manner，and maintaining the Th17/Treg balance helps to effectively reduce

inflammatory reaction and regulate immune homeostasis. As revealed by a series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Th17/Treg axis in psoriasis，reducing the percentage of Th17 cells，increasing the percentage

of Treg cells，and regulating the levels of related cytokines and transcription factors are conducive to alleviating

inflammation and regaining immune homeostasis，which has provided new ideas for further elucidating the

pathologicalmechanismofpsoriasisandalternativeplansfordevelopingnewtreatmentsagainstpsoriasis.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soriasis； T helper 17 （Th17）/regulatory T（Treg）；

mechanism

银屑病是一种由免疫系统的细胞和分子介导

的炎症性皮肤病［1］。其特征是典型的宏观和微观皮

肤改变，银屑病病灶边界明显，呈红色，轻微隆起，

有银白色鳞片；银屑病斑块的微观改变包括真皮和

表皮的免疫细胞浸润、真皮上部血管扩张和增加，

以及伴有非典型角化细胞分化的表皮大量增厚［2］。

在所有年龄段的研究中，银屑病的患病率为 0.09%~

5.1%［3］。银屑病的发起和延续与先天和获得性皮肤

免疫反应失调相关，在某些患者中，由内源性危险

信号和细胞因子驱动的先天免疫系统的激活与自

身炎症持续存在，而在另一些患者中，则与 T 细胞驱

动的自身免疫反应并存，因此，银屑病在炎症背景

下表现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特征，两种机制相互重

叠，甚至相互加强［4］。银屑病除身体上的损失外，还

可能会导致心理压力和生活质量下降［5］。与其他系

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一样，银屑病的影响远远不止

于皮肤，通常表现为关节、指甲和其他器官的慢性

炎症反应，这种疾病的复杂性和流行率给全球许多

地区的财政和医疗资源带来了负担［5］。银屑病作为

皮肤科关注的热点领域，目前还没有已知的治愈银

屑病的方法，治疗目标与控制症状和降低发病率有

关，常规疗法如糖皮质激素、维生素 D 衍生物或两

者的组合仅足以对抗轻度疾病［5］。因此，需重新构

建银屑病治疗框架。

近年来，作为补充和替代药物的传统中药之

一，中草药由古至今的多元化开发利用突出了其治

疗银屑病的有效性，推动了中医药发展［6］。单味中

药及有效成分、中药复方均与银屑病具有分子靶点

对应关系，因此，中医药途径广、成分多、靶点全的

特点彰显了其治疗银屑病的突出优势［7］。大量临床

及实验数据显示，中医药领域以辅助性 T 细胞 17

（Th17）/调节性 T 细胞（Treg）轴为靶点对银屑病进

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有效成果。Th17，Treg 细胞

是新定义的 CD4+ T 细胞亚群，他们在效应发挥上相

互排斥。Th17 细胞具有促进炎症反应作用，并参与

了与树突状细胞和角质形成细胞的完整炎症循环，

致使炎性细胞因子、抗菌肽及趋化因子的过度产

生，放大了免疫应答；Treg 细胞有助于维持外周耐

受，并可能导致包括 Th17 细胞在内的其他免疫细胞

的局部抑制，从而限制慢性炎症性疾病和预防自身

免疫性疾病［5］。研究显示，银屑病患者 Th17，Treg

细胞于外周血中呈高水平存在，Th17/Treg 值上调，

使 Th17 和 Treg 之间拮抗对立效应失衡，激活银屑

病的异常免疫反应［8］。因此，调节 Th17/Treg 轴以改

善银屑病炎症损伤及免疫失衡，促进角质形成细胞

正常分化或成为控制银屑病病情的新转折点。基

于银屑病 Th17/Treg 轴相关作用机制，本文对中药

单体或中药成分、中药复方调节银屑病的研究进展

予以总结 ，期待为中医药治疗银屑病找寻新转

折点。

1 Th17，Treg的特性和功能

产生白细胞介素 -17（IL-17）的 T 淋巴细胞被证

明包含一个独特的促炎 T 辅助细胞谱系，称为 Th17

细胞，是组织炎症的有效诱导者，是自身免疫性疾

病的主要贡献者［9］。维甲酸相关孤儿核受体 γt

（RORγt）是协调这一效应细胞谱系分化的关键转录

因子，可驱动 IL-23 受体的表达和 IL-17A，IL-17F 及

IL-22 等细胞因子的产生，这些细胞因子与组织细胞

上的受体结合，诱导各种炎症趋化因子、细胞因子

和基质金属蛋白酶的产生，导致免疫细胞的激活和

招募到损伤或炎症部位，维持和放大促炎反应［10］。

IL-17 细胞类型包括 IL-17A~IL-17F，其受体包括

IL-17RA~IL-17RE［11］。作为 Th17 的效应细胞，IL-17

细胞是构建和维持银屑病免疫和炎症表型的基础

因子［1］，通过结合角质形成细胞、真皮成纤维细胞、

树突状细胞和内皮细胞上的受体来促进炎症［12］。

Th17 细胞可经 3 个阶段发育完成，分化阶段转化生

长因子 - β（TGF- β），IL-1β 和 IL-6 的驱动，自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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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阶段 IL-21 的诱导，扩增阶段 IL-23 的维持［13］。

IL-6 或 IL-21 在少量 TGF-β存在下均可强烈诱导

RORγt，RORγt 的诱导依赖于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

因 子 3（STAT3），IL-6，IL-21 和 IL-23 优 先 激 活

STAT3，在 调 节 T 细 胞 产 生 IL-17 中 扮 演 重 要 角

色［14］。除分泌 IL-17 外，Th17 细胞还是分泌 IL-12，

IL-22 和 IL-9 的关键细胞，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

角质形成细胞的炎症反应，使角质形成细胞被激

活，触发大量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包括血管生成

因 子 、环 磷 酸 腺 苷（AMPs）和 趋 化 因 子 配 体 20

（CCL20），随后激活 T 细胞，招募中性粒细胞，形成

持续和放大的炎症环路［15］。

能 够 抑 制 免 疫 反 应 的 T 细 胞 ，即

CD4+ CD25+ Treg，在 20 世 纪 70 年 代 初 首 次 被 描

述［16］。从发育的角度来看，Treg 细胞可以被认为存

在于两大类中：自然产生的亚群和诱导的亚群［17］。

第一种群体类型是天然 Treg 细胞（nTreg），出现在

人类胎儿发育早期（妊娠 14 周）的胸腺中；第二类是

由环境抗原和胸腺外信号诱导的另一种细胞，他们

可以上调常规 T 细胞中的叉头/翼状螺旋转录因子 3

（Foxp3），将其转化为诱导的 Treg 细胞（iTreg）［18］。

Foxp3 是 Treg 细胞发育和功能的主要调节者，增进

Treg 细胞免疫抑制张力性，促进其分化。胸腺内从

CD4+ Foxp3-前体分化 nTreg 的必要条件包括胸腺自

身抗原的高强度细胞抗原受体（TCR）刺激，抗原呈

递细胞（APC）上表达的 CD80 和 CD86 配体对 CD28

的共刺激，以及白细胞介素 -2 受体（IL-2R）信号，所

有这些都有助于 Foxp3 的表达；相比之下，虽然

Foxp3 的表达也是 iTreg 发育程序的终点，但他们的

产生发生在外周，需要次级 TCR 刺激，以及 IL-2 和

TGF-β的存在［19］。 iTreg 和 nTreg 细胞具有相似的表

型，且二者均表达 CD4+ CD25+ Foxp3+，因此在抑制

炎性 T 细胞反应方面有协同作用［20］。抑制性细胞因

子，如 IL-10 和 TGF-β，介导 Treg 细胞的抑制机制，

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二者可诱导 Treg 细胞分

化，抑制效应 T 细胞反应并阻止其潜在的致病效

应［21］。Treg 是一组维持抗原特异性自我耐受的异

质细胞，是免疫系统中防止炎症引起的组织损伤的

一种机制［1］。明确 Treg 细胞功能运转是至关重要

的，这不仅提供了对外周耐受控制程序的洞察力，

而且可能提供了潜藏的靶向调节位点［21］。

Th17，Treg 细胞均属于 CD4+ T 细胞亚群，在宿

主防御过程中引导适当的免疫反应以及炎症性疾

病的发病机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2］。 Th17

驱动的炎性反应和 Treg 主导的免疫抑制在功能上

互为拮抗、数量上互为消长，以保持 Th17/Treg 的动

态平衡，维持内环境稳态，一旦破坏了这层平衡关

系，就可能会诱发或加重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

2 Th17/Treg与银屑病的关系

银屑病的发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T 细胞失

调介导的免疫炎症刺激了银屑病的发病。Treg 细

胞的数量减少，产生抑炎因子（包括 IL-2，IL-10，

TGF-β）的能力降低，或者 T 效应细胞对 Treg 细胞的

抑制存在“抵抗力”；Th17 细胞分化致炎因子（包括

IL-17A，IL-17F，IL-22）的能力提高，刺激中性粒细

胞和巨噬细胞浸润，促进银屑病的进一步发展。因

此，抑制 Th17 细胞的免疫驱动，提高 Treg 细胞的免

疫抑制，促进 Th17/Treg 比例平衡对维持皮肤免疫

动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SHI 等［23］研究发现 Th17 细胞通过分泌某些炎

性细胞因子，包括 IL-17A 和 IL-22，促进银屑病皮损

的形成，Treg 细胞的关键转录因子 Foxp3 的表达下

调，导致 Treg 细胞功能受损，外周血中 Th17 细胞比

例升高，而 Treg 细胞比例下降，表明银屑病中存在

Th17/Treg 比例失衡，且 Th17/Treg 失衡与皮肤炎症

呈正相关。 MA 等［24］检测结果发现，银屑病患者

Th17 细胞比率，RORγt及 IL-17 释放量明显上调，反

之 Treg 细胞比率，Foxp3 及 IL-10 释放量明显下调，

造成 Th17/Treg 和 RORγt/Foxp3 比例失衡，从而证

实了 Th17/Treg 免疫失衡的存在，为银屑病的发病

与 Th17/Treg 免疫失衡之间的相关性提供了直接证

据。廖晓容等［25］通过检测银屑病患者 Treg 细胞，

TGF-β，IL-10，Foxp3 及 Th17 细胞水平，发现 Th17 反

应增强，Treg 免疫功能缺失，提示 Th17/Treg 轴是影

响银屑病病情发展的重要因素。陶建兆等［26］研究

发现银屑病角质形成细胞增殖及趋化能力的亢进

与 Th17 细胞聚集，Treg 细胞减少以及 Treg/Th17 比

值下调密切相关，说明 Treg/Th17 比例失衡可加重

银屑病皮损程度和表皮增生。

综上所述，银屑病患者存在显著的 Th17/Treg

比例失衡，促炎的 Th17 大量浸润，拮抗 Th17 的 Treg

免疫抑制活力减弱，二者平衡的打破造成银屑病免

疫和炎症病理机制的紊乱。因此，Th17/Treg 协调平

衡或成为银屑病治疗目标的新靶点。

3 中医药对银屑病中 Th17/Treg平衡的干预

3.1 中药单体、中药成分对银屑病中 Th17/Treg 平

衡的干预 基于对中药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的研

究，大量临床数据和实验结果表明，多种中药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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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效成分对银屑病中 Th17/Treg 平衡有明显干预

作用，包括苷类、黄酮类、生物碱类、挥发油类等化

合物及中药提取物制剂，这些药物成分通过平衡

Th17/Treg 轴而纠正银屑病免疫系统紊乱，减轻炎症

反应，控制病情。

土大黄为蓼科酸模属植物，具有燥湿、除癣、消

炎、退肿之效，其药理作用的发挥依靠蒽醌类、黄酮

类化合物活性成分的释放［27］。研究发现咪喹莫特

（IMQ）诱导的银屑病实验小鼠经土大黄提取物干预

后，Treg 细胞启动主动免疫抑制，抑制效应性 T 细胞

增殖活性，这一效应可能靠提高皮肤 TGF-β1，神经

纤维蛋白 -1（NRP-1）的表达而实现，表明土大黄能

纠正 Th17/Treg 细胞失衡，抑制 T 淋巴细胞免疫功能

紊乱引起的免疫反应，调节 IL-23/IL-17 细胞轴，恢

复银屑病表皮免疫常态，促进疾病向愈［28］。

洋金花为茄科植物白花曼陀罗的干燥花，主要

化学成分为醉茄内酯类、黄酮类、生物碱类化合物，

具有细胞保护、抗炎、抗瘙痒等药理作用［29］。研究

表明洋金花醉茄内酯类化合物可抑制银屑病小鼠

肠道 Th17 细胞因子 IL-17，IL-23，IL-6，肿瘤坏死因

子-α（TNF-α）的扩增，促进 Treg 细胞抑制成分 IL-10

的释放，以阻止 Th17/Treg 细胞失衡，同时对小鼠肠

系膜淋巴结 CD4+ IL-17+ T，CD4+ IL-10+ T 细胞表达

阳性率有不同程度的调控，表明洋金花醉茄内酯类

化合物可改善 Th17/Treg 轴的正、负向免疫调节失

衡，减轻基于肠 -免疫 -皮肤轴的银屑病皮肤病理损

害［30］。该团队的另一组实验数据表明，洋金花单体

化合物 G4 可降低 Th17 转录因子 RORγt 的表达及

IL-17 的 mRNA 表达，提高 Treg 转录因子 Foxp3 的

表达及 IL-10 的 mRNA 表达，减少 Th17/Treg 细胞比

例，同时对小鼠脾细胞存在较高毒性浓度值，表明

洋金花单体化合物 G4 通过影响 CD4+ T 细胞的增殖

和分化，调节 Th17/Treg 细胞比例，从而在较大安全

范围内抑制银屑病的发病［31］。

雷公藤多苷是一种脂溶性混合物，主要含二萜

内酯、三萜内酯生物碱等有效成分，具有免疫调节、

抗炎、抗肿瘤的功效，号称“中草药激素”［32-33］。研究

证明雷公藤多苷可降低 Th17 分化相应因子 IL-17 和

IL-23 的含量，调高 Treg 分化相应因子 IL-10 的分泌

量，表明雷公藤多苷可通过调节细胞因子的分泌，

使 Th17 的促炎效应和 Treg 的免疫耐受对立拮抗，

控制 Th17/Treg 轴平衡，从而维持寻常型银屑病患

者机体免疫平衡状态［34］。

木樨草素是一种天然的黄酮类化合物，具有

抗炎、抗肿瘤、抗病毒、抗氧化、抗菌等药理活性［35］。

一项动物实验研究结果表明木樨草素能抑制银屑

病模型小鼠皮肤组织中热休克蛋白 90（HSP90）的
表达及血浆 HSP90 的外泌体分泌，降低外周血中

Th1/Th2 和 Th17/Treg 的比例，抑制 Th1 细胞和 Th17

细胞的增长，促进 Th2 细胞和 Treg 细胞的增长，表

明木樨草素可通过抑制 HSP90 和外泌体的表达分

泌，调控免疫细胞比例，逆转银屑病炎症方向的

分化［36］。

苦豆碱是从苦豆子中提取出的一种生物碱，具

有抗炎、镇痛、抗菌、抗病毒、抗肿瘤等功用［37］。研

究显示苦豆碱可减少银屑病小鼠皮肤斑块处 Th17

细胞浸润及炎症细胞因子 IL-6，IL-17A，IL-23 的表

达量，增加 Treg 细胞数量及抑制性细胞因子 IL-10

的表达量，提高 Foxp3 在皮肤斑块中的表达，抑制磷

酸化 STAT3（p-STAT3）和 RORγt 的释放，表明苦豆

碱通过增进 Treg 细胞稳定性及抑制 Th17 细胞分化

来改善银屑病病变处炎症环境［38］。

另有数据表明白芍总苷对 Th17/Treg 相关细胞

因子水平（IL-17，IL-22，IL-23 低表达；IL-35 高表达）
影响明显［39］；松香酸可调节 Th17/Treg 细胞平衡，下

调血清 TNF-α，IL-17A，TGF-1β，IL-23 水平［40］；落新

妇苷能抑制 Th17 细胞分化，减少 IL-17 释放，削弱

Th17 细胞的 Janus 酪氨酸蛋白激酶（JAK）/STAT3 信

号转导［41］；紫草素可增加 iTreg 细胞的数量及其分

泌，提高 Foxp3 mRNA 水平，抑制蛋白激酶 B（Akt）/

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通路，促进 iTreg

细胞的分化［42］。以上资料表明，这些中药单体或中

药成分可通过干预细胞因子的分泌释放、转录因子

的表达及信号通路的传导等途径而调控 Th17 参与

的促炎机制或 Treg 干预的抑炎过程，促进 Th17/

Treg 趋向平衡，调节机体免疫炎症反应，维持免疫

稳态，改善银屑病样皮肤损伤。中药有效成分对银

屑病中 Th17/Treg 平衡的干预作用见表 1。

3.2 中药复方对银屑病中 Th17/Treg 平衡的干预

体内外实验及临床观察得到的结论表明，清热凉

血方、健脾养血解毒汤、清热凉血消疕汤等对银屑

病中 Th17/Treg 平衡具有明显的调控作用，其功效

主要包括清热、解毒、凉血、活血、养血、疏风等。

清热凉血方是以“犀角地黄汤”为基础化裁而成，

药物组成为蛇莓、紫草、生地黄、土茯苓、牡丹皮、白

英、白花蛇舌草、赤芍等，发挥凉血清热，解毒活血

之效［43］。实验结果表明，经过清热凉血方干预后，

IL-17A mRNA 及蛋白含量在银屑病小鼠皮损、脾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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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外周血中显著下降，IL-10 mRNA 水平及蛋白含

量明显增加［44］；另外该项目组前期的实验成果表

明，清热凉血方可调节转录因子水平，使 RORγt 低

表达，Foxp3 高表达，说明清热凉血方通过对 Th17，

Treg 细胞分化相关转录因子及细胞分子释放能力

的调节，平衡 Th17/Treg 细胞，恢复银屑病正常皮肤

功能［45］。

健脾养血解毒方具体成分有白花蛇舌草、鸡血

藤、生地黄、当归、白术、玄参、土茯苓、丹参、麦冬、

柴胡、陈皮、白芍、茯苓等，具有祛湿健脾，养血解毒

的功效。研究发现健脾养血解毒方可减少 Th17 类

基因 RORγt，γ干扰素（IFN-γ），IL-23 及 IL-17A 等的

分泌量，增加 Treg 细胞功能基因 Foxp3 的表达量，降

低 p-STAT3 蛋白比例，提高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

活受体 γ（PPARγ）蛋白含量，表明健脾养血解毒方

改善银屑病样皮损是通过干预 PPARγ/p-STAT3 信

号通路、减少炎性因子破坏从而恢复 Th17/Treg 细

胞比例平衡而实现的［46］。

银屑灵优化方 2 号方（PSORI-CM02）是由银屑

灵精简而成的中药经验方，由土茯苓、醋莪术、肿节

风、乌梅、赤芍等药物构成，表达解毒清热，活血凉

血的功效［47］。实验证明 PSORI-CM02 能抑制促炎

信号分子 IL-17，TNF-α和 IL-6 mRNA 的表达，上调

淋 巴 结 和 脾 脏 CD4+ Foxp3+ Treg 比 例 ，促 进

CD4+ CD25+ Treg 体外增殖，降低银屑病患者皮肤组

织中核转录因子 -κB（NF-κB）的表达，表明 PSORI-

CM02 通过打破 Th17 应答和 CD4+ Foxp3+ Treg 生成

之间的平衡，抑制炎症信号分子表达和 NF-κB 信号

转导，从而减轻小鼠全身炎症和银屑病［48］。

润燥止痒胶囊方药组成为生地黄、苦参、桑叶、

生何首乌、红活麻、制何首乌等，具有疏风止痒，滋

阴养血，润肠通便之效。研究发现润燥止痒胶囊可

调低银屑病大鼠 IL-6，TNF-α及 IL-17 于血清中的含

量，并增加 IL-10 释放浓度，表明润燥止痒胶囊改善

宿主免疫炎症状态，缓解银屑病皮肤炎症，与回调

Th17/Treg 平衡作用有关［49］。

中药 2 号方联合健脾解毒汤为治疗银屑病的内

外兼治方，中药 2 号方组成药物为黄柏、白术、连翘、

土茯苓、马齿苋、茯苓等，健脾解毒汤药物构成包括

土茯苓、当归、萆薢、连翘、白花蛇舌草、黄柏、茯苓、

丹参、薏苡仁、苦参、炒白术、甘草等，发挥清热消风

止痒，健脾祛湿解毒之功用。临床结果显示中药

2 号方联合健脾解毒汤能升高 Treg，CD4+及 CD4+/

CD8+，下调 Th17，Th17/Treg，降低炎性指标（IL-6，

IL-17，IL-23，TNF-α），促进 Th17/Treg 介导的细胞免

疫恢复平衡，控制银屑病病情［50］。

清热凉血消疕汤中药组成为生地黄、金银花、

桃仁、蒲公英、连翘、紫花地丁、黄芩、法半夏、红花、

蜂房、水蛭、乌梢蛇、甘草等，具有清热凉血解毒的

功效。研究表明清热凉血消疕汤可以降低外周血

Th17 细胞及血清促炎指标 IFN-γ，IL-2，IL-4，IL-8，

IL-17，IL-22 的分泌，调低Th17/Treg比例；增加外周血

Treg 细胞比例及血清抑炎指标 TGF-β，IL-10 的分

泌，表明清热凉血消疕汤通过控制 Th17/Treg 稳态

及炎性指标分泌来削弱炎症反应，增强免疫应答，

缓解银屑病血热证病情［51］。

表 1 中药有效成分对银屑病中 Th17/Treg平衡的干预作用

Table 1 Intervention of active compon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on Th17/Treg balance in psoriasis

中药单体或中药成分

土大黄提取物

洋金花醉茄内酯类化合物

洋金花单体化合物 G4

雷公藤多苷

木樨草素

苦豆碱

白芍总苷

松香酸

落新妇苷

紫草素

作用机制

提高 TGF-β1，NRP-1 表达，调节 IL-23/IL-17 轴

抑制 IL-17，IL-23，IL-6，TNF-α的扩增，促进 IL-10 的释放

降低 RORγt的表达及 IL-17 的 mRNA 释放，提高 Foxp3 的表达及 IL-10 的 mRNA 释放，减少 Th17/Treg 细

胞比例

降低 IL-17 和 IL-23 的含量，提高 IL-10 的分泌量

抑制 HSP90 的表达及外泌体的分泌，降低 Th1/Th2 和 Th17/Treg 的比例，抑制 Th1 细胞和 Th17 细胞的升

高，促进 Th2 细胞和 Treg 细胞的升高

减少 Th17 细胞浸润及 IL-6，IL-17A，IL-23 的表达量，增加 Treg 细胞数量及 IL-10 的表达量，提高 Foxp3 表

达，抑制 p-STAT3 和 RORγt的释放

IL-17，IL-22，IL-23 低表达，IL-35 高表达

下调 TNF-α，IL-17A，TGF-1β，IL-23 水平

抑制 Th17 细胞分化，减少 IL-17 释放，削弱 JAK/STAT3 信号转导

增加 iTreg 分泌，提高 Foxp3 mRNA 水平，抑制 Akt/mTOR 信号通路

参考

文献

［28］

［30］

［31］

［34］

［36］

［38］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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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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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资料表明菝葜槐花凉血汤［52］、加味凉血消

风散［53］、莪仙化斑汤［54］等中药复方制剂在治疗银屑

病时也同样具备显著疗效。这些中药复方干预银

屑病中 Th17/Treg 平衡以发挥清热凉血、养血润燥、

活血化瘀、疏风解毒等功效，这正好与银屑病外感、

血热、毒蕴的病因病机相统一［55］。根据上述资料推

测中药复方对银屑病 Th17/Treg 平衡的干预机制，

可能通过削弱 Th17 细胞的过度活化及 IL-17，IL-23

等致炎分子的扩增，提高 Treg 细胞免疫抑制活力及

IL-10，TGF-β等抑炎分子的扩增，从而抑制银屑病

相对亢进的炎症反应。中药复方对银屑病中 Th17/

Treg 平衡的干预见表 2。

4 总结与展望

银屑病中医谓之“白疕”，朱仁康先生考虑本病

病因时主张“血分有热”，认为“血热”伴随疾病始

终，素体血热，又与风热毒邪并，或嗜食腥膻动风之

品，或内困七情，五志过极，郁滞化火，致两阳合病，

内失疏泄，外不透达，潘熬血液，盈蓄内外，发于皮

腠，而致白疕［56］。诸多证据表明，Th17，Treg 细胞可

发挥不同效应以稳定机体炎症-免疫微环境，是许多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新治疗靶点，特别是 Th17/Treg

轴可成为银屑病的重要调节位点［8，57］。现总结分析

国内外实验数据发现，中药单体及中药有效成分，

包括苷类、黄酮类、生物碱类等，在调节银屑病

Th17/Treg 轴免疫平衡方面有明显治疗优势；中药复

方也可通过发挥清热凉血、养血润燥、活血化瘀、疏

风解毒等功效促进 Th17/Treg 平衡，符合银屑病外

感、血热、毒蕴的病因病机。因此，通过靶点分析以

调节 Th17/Treg 平衡，可为制订银屑病中医精准治

疗方案提供理论积累。

银屑病的免疫功能障碍涉及免疫细胞同细胞

因子之间的串扰［5］。随着对 Th17，Treg 细胞的深入

了解，围绕 Th17，Treg 细胞及其相关细胞因子、转录

因子等分子靶点，进一步完善中医药调治银屑病的

理论机制。本文整理总结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发现，

中医药干预银屑病 Th17/Treg 轴平衡主要通过以下

机制，一是减少 Th17 细胞比例，抑制致炎标志物

IL-17，IL-23 释放、分泌，减轻银屑病炎症损伤；二是

增加 Treg 细胞数量，使其分泌抗炎介质 IL-10 的能

力提高，推动银屑病免疫应答；三是 RORγt，Foxp3

作为 Th17，Treg 分化相关转录因子，在某些细胞因

子的参与下可调节 Th17，Treg 分化，平衡 Th17/Treg

轴，从而减轻炎症浸润，恢复正常免疫调节机制，减

轻银屑病病理损伤。中医药凭借靶点全、成分广、

不良反应小的独特优势在银屑病防治方面占据重

要地位，使中医药治疗银屑病更具说服力。然而，

中医药防治银屑病仍存在不足之处，如总体研究不

足，细胞间具体作用机制缺乏详尽阐明；临床研究

采集的样本量少；缺少统一的中医诊疗标准，某些

专家经验方及院内制剂缺乏大数据分析，阻碍向临

床应用的转化。因此，中医药干预银屑病 Th17/Treg

平衡仍需深入探索研究，为中医药防治银屑病这种

表 2 中药复方对银屑病中 Th17/Treg平衡的干预作用

Table 2 Intervention of TCM compound on Th17/Treg balance in psoriasis

中药复方

清热凉血方

健脾养血解毒方

银屑灵优化方 2 号方

润燥止痒胶囊

中药 2 号方联合健

脾解毒汤

清热凉血消疕汤

菝葜槐花凉血汤

加味凉血消风散

莪仙化斑汤

功效

凉血清热，解毒活血

祛湿健脾，养血解毒

解毒清热，活血凉血

疏风止痒，滋阴养血，润肠通便

清热消风止痒，健脾祛湿解毒

清热凉血解毒

清热解毒，凉血活血，疏通经络

清热凉血解毒，滋阴息风止痒

活血解毒

作用机制

降低 IL-17A 基因及蛋白含量，增加 IL-10 基因及蛋白含量，低表达 RORγt，高

表达 Foxp3

减少 RORγt，IFN-γ，IL-23 及 IL-17A 等的表达量，增加 Foxp3 的表达量，降低

pSTAT3 蛋白表达，提高 PPAR-γ蛋白表达

抑制 IL-17，TNF-α，IL-6 表达，上调 CD4+ Foxp3+ Treg 比例，促进 CD4+ CD25+

Treg 体外增殖，降低 NF-κB 信号表达

调低 IL-6，TNF-α，IL-17 的含量，增加 IL-10 释放

升高 Treg，CD4+及 CD4+/CD8+，下调 Th17，Th17/Treg，降低炎性指标 IL-6，

IL-17，IL-23，TNF-α

降低 Th17 细胞及促炎指标 IFN-γ，IL-2，IL-4，IL-8，IL-17，IL-22 的分泌，调低

Th17/Treg 比例，增加 Treg 细胞比例及抑炎指标 TGF-β，IL-10 的分泌

降低 Th17 及 Th17/Treg 值，提高 Treg 值，降低细胞因子 IL-17，IL-22 及 IL-23 水平

下调促炎细胞 Th17，上调抑炎细胞 Treg

降低 IFN-γ，IL-17A，IL-22 水平，提高 IL-4 水平，降低 IFN-γ/IL-4，IL-17A/IL-10

值，调节 Th1/Th2，Th17/Treg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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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疾病提供科学完备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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