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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在运动医学中的应用可谓历史悠久 ，运动

员有服用草药提高运动成绩的习惯 ，但是把中药进

行临床对照试验研究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事 ，其目的

是为了科学地考察这些中药的作用 。 本文旨在探索

作为运动补剂的中药及其提取物应用于运动医学的

科学依据和前景 。

1 　 中药的地位

中药的发明与应用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 ，受地

域 、历史 、文化 、习惯等因素的影响 ，亚洲国家尤其是

东亚地区对中药的认知程度较高 。 中药在西方国家

的地位远远不及亚洲国家 。 在美国 ，中药被定义为

药物 、食物或食品添加剂 。 １９９７ 年的食品添加剂健

康 教 育 法 案 （ T he Dietary Supple ment Health

Education Act ，DS H E A ）专门将草药及其提取物 、
浓缩物作为食品添加剂提出

［ １ ］ ；其他国家则多将中

药归属为药物 、食物或药食两用 。 在德国许多中药

是通过严格的安全性测试和功效检验的处方药 。 如

治疗脑血管疾患的银杏叶提取物就是最常用的处方

药之一
［ ２ ］ 。 近年来在回归自然的全球热潮下 ，许多

国家（如欧盟及澳大利亚）颁布的药品法开始认可中

药的合法地位 ，中医药面临着空前的发展空间 。

2 　 中药作为运动补剂

运动性疲劳是一种由运动引发的不可避免的生

理现象 。 第 ５ 界国际运动生物化学会议将其定义为

“身体机能生理过程不能持续在某一特定水平和

（或）整体不能维持预定运动强度的一种状态” 。 延

缓疲劳的发生和促进疲劳的恢复一直是运动医学的

研究重点 。 运动员常常为了提高耐力运动（如跑步 、
自行车 、划船 、游泳 、竞走 、舞蹈 、健身操 、滑雪及登山

等项目）的成绩 ，或提高力量运动（如健美 、举重 、摔
跤等）的肌力 ，或提高娱乐项目的成绩而使用运动补

剂 。 虽然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在提高运动能力 、延
缓疲劳发生和消除疲劳方面确有较好的效果 ，但是

由于其副作用可能会给机体造成一定的危害 ，而且

某些药物还含有兴奋剂成分 ，因此寻找更加安全 、有
效的抗疲劳食品和药品的研究已经成为该领域的研

究热点 。 具有增强免疫力 、调节功能紊乱及抗衰老

作用的传统中药以副作用少 、不含对人体有害的兴

奋剂成分在抗运动性疲劳方面显示了独特的优势 ，
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 许多草药被用来提高运动

成绩（耐力和力量） ，促进运动后恢复 ，保持高强度训

练下身体健康 ，强壮肌肉及减肥等 。 开发传统中药

作为运动补剂已成为运动医学研究的热点课题 。
当前常用于提高运动能力的中药有人参 、红景天 、

刺五加 、五味子 、冬虫夏草 、蒺藜及野燕麦等 ，见表 １ 。
其中人参的研究较多 ，研究表明人参有提高训练成绩 ，
增强肌肉力量 ，提高最大氧摄取量 ，稳定能量内环境 ，
降低运动后血清乳酸水平 ，改善心率 、视觉及听觉反应

时间 、觉醒状态和精神活动等功效
［ ３ ～ ８ ］ 。但关于其他中

药的临床研究较少 ，事实上一直处于未检测状态 。 许

多中药的应用依据多来自传统中医理论的指导及动物

实验依据 ，而中药所含成分 ，药品广告 ，中医的传统习

惯 ，个人认知和其他运动员的使用经验也会决定一种

中药作为运动补剂的被认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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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应用于提高运动能力的中药

中药 使用原因 潜在或已知副作用

红景天 适应原 （抗应激 ）特性 ，提高耐力和力量 偶有高血压

人参 适应原 （抗应激 ）特性 ，提高耐力和力量 高血压者不宜服用

麻黄 中枢神经兴奋剂 ，提高耐力 、力量和减肥 不推荐长期及 １８ 岁以下者使用 ，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冬虫夏草 适应原 （抗应激 ）特性 ，提高耐力和力量 未见报道

硬直木 雄性激素样作用 （促合成代谢） 未见报道

锯叶棕榈浆果 雄性激素样作用 （促合成代谢） 偶发胃部不适

五味子 适应原 （抗应激 ）特性 ，提高耐力和力量 偶出现味觉受抑 ，胃不适 ，风疹

刺五加 适应原 （抗应激 ）特性 ，提高耐力和力量 偶见失眠 ，高血压者不宜使用

菝葜属 雄性激素样作用 （促合成代谢） 刺激胃 ，可出现暂时性肾损害 ，与安眠药 、洋地黄 、糖苷

类及铋剂等药物有相互作用

蒺藜 增加睾酮分泌（促合成代谢 ） 未见报道

块菌 含弱雄性激素（促合成代谢 ） 未见报道

野燕麦 雄性激素样作用 （促合成代谢） 未见报道

野薯蓣属植物 雄性激素样作用 （促合成代谢） 未见报道

育亨树皮 α肾上腺素激动剂 ，提高男性性功能 不宜长期使用

3 　 作为运动补剂中药的分类

作为运动补剂的中药大致可分成 ２ 类 。 一是适

应原类或强壮剂（具有人参样作用） ；二是促合成代

谢作用类（具有增加肌肉组织的含量作用） 。 强壮剂

类中药有助提高有氧运动成绩 ；促合成代谢类中药

则可通过模拟或在体内转化为同化激素来起作用 ，
多为健美和举重运动员所选用 。

属于适应原类的草药主要有人参 、红景天 、五味

子 、刺五加 、冬虫夏草等 。 所谓适应原是指能非特异

性地增强人体耐力而不干扰正常生化参数的一类物

质 ，通过辅助改善不同类型应激引起的机体系统功

能紊乱而发挥作用 ，是非特异性抵抗能力的通用增

强剂
［ ９ ］ 。 适应原的多种功效是通过对多种器官和组

织（如免疫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 、心血管系统和肌肉）
的调节系统的作用而实现的 。 运动也被认为是一种

应激［ １ ０ ］ ，因此运动员常使用适应原来提高运动成绩 ，
促进运动后恢复及在高强度训练下保持机体健康 。

属于促合成代谢作用类的中药有块菌 、蒺藜 、硬
直木 、野燕麦等 。 这些草药及其植物提取物含有固

醇 、蜕皮酮或甾体皂苷等 ，因其具有与睾酮相似的化

学结构 ，故被认为在体内具有雄性激素样作用（促合

成代谢） 。 促合成作用往往是健美及举重运动员所

特别追求的 。 但除了块菌含有极少量雄激素类固醇

外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植物固醇在体内可转化为睾

酮［ １ １ ，１ ２ ］ 。动物实验发现蜕皮酮具有甾体激素受体效

应
［ １ ３ ］ ，因而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以明确草药中的某些

甾体样化合物是由受体或调节反馈链介导而发挥作

用的 ，而不是通过生物转化成类固醇 。 其可能的机

制包括阻滞皮质醇受体抗分解代谢的作用 ，兴奋合

成代谢或雄激素受体 。

4 　 中药运动补剂的形式

目前中药运动补剂的形式主要为复方中药 、单

味中药和中药单体 ３ 种形式 ，可通过内服 、外用 、注
射或内外兼用等方式给药

［ １ ４ ］ 。 中药复方是中医的神

奇及优势所在 。 应用复方中药作为运动补剂的主要

依据是补益和 （或）调理的原则 。 前者主要包括补

气 、补血 、补阴与补阳 ，以及补脾 、补肾等 ；后者主要

有理气（如健脾理气 、疏肝理气）与理血（如活血化

瘀 、补脾活血） 。 复方中药特点在于以整体观的思路

设立处方 ，作用环节表现在多方面 、多层次 ，作用机

制较为复杂 。

5 　 制约中药运动补剂开发的因素及研究建议

尽管当前传统中药研究热潮正旺 ，但是中药的

研发亦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
［ １ ５ ］ ，这些因素同样也影

响了中药运动补剂的研究与开发 。
中药有效药理成分的不确定性是主要的影响因

素 。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是制约中药现代化发展的重

要瓶颈 ，也一直是中药科研的热点和难点 。 在中药

药效学评价研究中首先必须明确中药药效物质的具

体作用层次和靶点 ，并从生物医学角度去评价这些

靶点和层次的意义 。 但每种中草药都含有成百上千

种成分 ，更不用说中药复方成分的复杂性了 。 首先

要确定哪些是中药药效的主要活性物质的工作十分

浩繁 。 其次是中药提取 、分离 、分析共性技术平台不

够完善 。 建立规范化的中药提取 、分离 、分析共性技

术平台 ，是保证制剂质量和临床疗效稳定性的关键 ，
是研究中药的重要基础 ，也是中药现代化的重要标

志 。 第三是缺乏临床试验 。 在中药研制和审评中 ，
重基础（药学 、药理 、毒理） ，轻临床的现象较普遍 ，在
中药抗疲劳补剂的研发中也不例外 ，新药临床试验

的中心地位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
当前市场上供消费者选择的中药运动补剂 ，虽

然进行过一些相关的动物实验和体外机制研究 ，但
却极少进行临床研究 ，研究设计也不科学 、不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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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中药运动补剂的研究应包括
［ １ ５ ］ ：（１）确认中药

中发挥药效的活性物质 。 研究中药药效物质的作用

机制是中药研究的重要部分 ，其含量高低也通常是

衡量中药提取物质量的重要标准 ；有些中药除了主

要活性成分外还含有许多潜在的活性或辅助性成

分 ，其作用虽不立竿见影 ，但在整个药效中却可能发

挥着重要作用 。 因此确立中药提取工艺的统一标准

是研发这些中药的首先步骤 。 （２）监测用药前后运动

相关指标的变化 ，如力竭时间 ，身体构成的改变 ，激素

浓度 ，竞赛时间 ，情绪改变和神经肌肉改变等 。 （３）确
定中药的剂量效应关系 ，绘制剂量效应曲线 。 多数中

药运动补剂都缺乏剂量效应研究 。 （４）对被确认具有

明显的抗疲劳作用的中药的作用机制进行详细研究 ，
如观察其对某些特定酶的活性的作用 ，对激素或其他

受体的调控效应及是否具有抗氧化作用等 。
研究表明 ，训练期间添加具有抗氧化作用的营

养素（如类胡萝卜素 、维生素 E 、维生素 C 及硒）对机

体具有保护作用 ，使机体可以免受运动所产生自由

基的损伤 ，且可提高运动成绩 。 因此 ，有依据推测一

些在体内具有抗氧化作用的中药也有相似的作用 。
见表 ２ 。

表 2 　 具有抗氧化作用的中药

中药 所含抗氧化成分 作用

茶（绿茶 、红茶 、乌龙茶） 表儿茶素 ，茶黄素和黄酮类化合物 抑制低密度脂蛋白氧化

银杏 黄酮苷类 ，银杏苦内酯 清除超氧化物 、羟基 、氧化亚氮

大蒜 谷胱甘肽 ，巯基 ，硒 抑制脂质过氧化

葡萄皮与葡萄籽提取物 原花青素 ，白藜芦醇 抑制低密度脂蛋白氧化

水飞蓟 水飞蓟素 抑制低密度脂蛋白氧化

番茄 番茄红素 最有效的单线氧清除剂

金盏花 叶黄素 自由基清除剂

6 　 结语

传统中药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以其副作

用少 、较少含有对人体有危害的兴奋剂成分 ，在缓解

运动性疲劳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优势 。 做好中药运动

补剂的进一步研发 ，对迎接 ２００８ 年奥运会 ，继承发

扬传统中药具有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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