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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酸的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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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甘草酸在食品、化妆品以及医疗领域具有广泛的用途，综述了甘草甜素在抗炎保肝、抗病毒、抗肿瘤以及解毒等方

面的药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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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ycyrrhizin is widely applied in food, cosmetics, and medical field. The pharmacologic effects of glycyrrhizin in 
anti-inflammation, protecting liver, antivirus, antitumor, and detoxification a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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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为豆科植物甘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胀果甘草 Glycyrrhiza inflate Bat.或光果甘草

Glycyrrhiza glabra L.的干燥根和根茎，分布于我国

东北、西北地区，在中亚、南欧也广泛分布，素有

“中草药之王”的美誉。其主要有效成分为甘草酸

（glycyrrhizic acid），又称甘草甜素（glycyrrhizin），
在甘草中以钾盐或钙盐的形式存在。 

甘草酸（图 1-A）是一种五环三萜系列皂苷，

存在 18α和 18β2两种立体异构体。纯品为白色针晶，

味极甜。可水解为甘草次酸和两分子葡萄糖醛酸而

发挥药理作用。常温下甘草酸的水溶性较差，为便

于食用，一般制成水溶性较好的盐，比较常见的盐

有甘草酸单胺盐、甘草酸二胺盐、甘草酸一钠（钾）

盐、甘草酸二钠（钾）盐（图 1-B）、甘草酸三钠（钾）

盐等。甘草酸具有安全无毒、甜度高、热能低、起

泡性和溶血作用低等特点，具有较强的医疗保健功 
 

    
图 1  甘草酸（A）和甘草酸二钠（B）的结构 

Fig. 1  Structures of GA (A) and disodium glycyrrhizinat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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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1]，被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化妆品等行业。 
1  抗病毒作用 

1986 年日本福岛医科大学伊藤正彦等对甘草

酸的抗病毒活性进行了筛选，发现它对艾滋病病毒

（HIV）的增殖及对细胞变性有抑制作用，甘草酸抑

制HIV复制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降低蛋白激酶C的活

性，并且能有效阻止 HIV 的传播，另外甘草酸还具

有免疫激活作用，可见甘草酸对艾滋病病毒的作用

是多方面的，因此其在抗耐药性方面可能会有更好

的表现。但缺点是甘草酸抑制艾滋病毒的有效浓度

高，范围狭窄，要想维持其有效浓度需要持续大量

给药。 
甘草酸对乙肝病毒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可以

抑制被感染细胞的乙肝表面抗原（HBsAg）的分泌，

从而抑制肝细胞被破坏。甘草酸还可有效降低

SARS 病毒的增殖，以及水泡性口膜炎病毒和甲型

流感病毒的感染。甘草酸能有效抑制伪狂犬病病

毒[2]，除此以外甘草酸及其单铵盐还能抑制带状疱

疹病毒和水痘病毒的增殖，以及 H9N2 禽流感病毒[3]

对组织细胞的吸附。虽然甘草酸对多种病毒具有良

好的抑制作用，但它不是万能的，有报道称其不能

降低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感染[4]。 
2  抗炎保肝活性 

甘草酸盐可用于治疗慢性肝炎。目前已经有多

种以甘草酸盐为主要成分的抗肝炎药物上市。甘草

甜素片（乙肝宁）为治疗慢性肝炎的药物，强力新

甘草甜素（甘草酸盐、甘氨酸和半胱氨酸组成的注

射剂）是治疗慢性肝炎及肝硬化的药物，在临床上

广为应用的Minophagen C（含甘草酸盐 40 mg/mL），
对乙型肝炎有治疗作用，并对非甲、非乙型肝炎有

预防效果。甘草酸二钠散剂具有较强的抗炎、保肝、

降酶、解毒及改善肝功能的作用，其化学结构与糖

皮质激素相似，具有抗炎、抗过敏等类固醇样功效，

但没有皮质激素的不良反应。目前已被用于治疗皮

炎、药疹及结缔组织病等多种疾病，如荨麻疹、过

敏性紫癜、药疹、系统硬皮病、红斑狼疮、湿疹、

小儿异位性皮炎、带状疱疹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如

银屑病等，可作为皮质激素减量或撤退过程中的替

代药物。甘草酸二铵对于降低慢性病毒性肝炎病人

的谷氨酰转肽酶（ALT）效果显著。静脉给药后，

85%以上的病人 ALT 显著降低并且恢复正常。甘草

酸二铵具有较强的抗炎、保护肝细胞膜和改善肝功

能作用，对多种肝毒剂致肝脏损伤有防治作用。甘

草酸二铵能明显抑制半乳糖胺、四氯化碳等引起的

血清 ALT 增高，并相应改善肝组织损害情况。对复

合致病因子引起的小鼠慢性肝损害，能明显提高成

活率及改善肝功能。临床研究发现，甘草酸二胺对

于慢性乙肝的治疗没有明显的不良反应[5]。另外，

甘草酸在结肠炎的治疗过程中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

作用[6]。 
甘草酸对肝脏的保护作用机制并不明确。近几

年来，对甘草酸保肝机制的研究是全球性研究热点

之一，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据相关文献报道，甘

草酸对各种不同的肝损伤都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如

术后内毒素引起的肝损伤[7]、苍耳子诱导的肝毒

性[8]、CCl4 诱导的急性和慢性肝损伤[9]、脂多糖和

D-氨基半乳糖诱导的肝损伤[10]、异硫氰酸 α-萘酯诱

导的肝损伤[11]等。甘草酸可促进肝脏组织再生和功

能恢复，对于肝脏切除的术后恢复非常有益。另外，

甘草酸还能有效降低丙肝患者肝癌的发生率。根据

相关文献报道，甘草酸对于肝脏的保护作用可能与

其抗炎抗氧化活性密切相关。Tang 等[7]发现甘草酸

可抑制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的释放，抑制髓

过氧化物酶的活性，并抑制核因子 kappa B 向细胞

核中的释放。甘草酸可抑制细胞凋亡蛋白酶 3 的表

达，减少线粒体中的细胞色素 C 释放到胞浆中，从

而抑制肝细胞坏死。Lee 等[12]发现甘草酸可诱导亚

铁血红素加氧酶１的生成，同时减低促炎症反应；

Guo 等[9]研究发现甘草酸可提高血清中的 ALT 水

平，增强血液清除活性氧的能力，从而降低氧化应

激损伤。Yoshida 等[13]发现甘草酸能够抑制炎症，

抑制白介素 IL-18 的生成；Abe 等[10]发现甘草酸可

下调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9 的水平，上述各反应

最终都会导致抗炎活性的产生。有研究发现 α型的

甘草酸在不良反应方面优于 β型，前者的水钠潴留

明显低于后者[14]。可见，甘草酸的保肝作用与其对

各种炎症因子和活性氧的抑制作用密切相关。炎症

因子的释放存在级联放大效应，各阶段释放的炎症

因子和攻击部分及程度不同，而肝病的发生有着明

显的阶段性，开始于炎症，而后发展成为肝纤维化、

肝硬化，最后成为肝癌。由动物和临床试验结果可

知，甘草酸几乎对整个肝病的发展过程均有一定的

作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分子作用机制。 
3  抗肿瘤作用 

甘草酸对癌前病变的发生均有明显抑制作用，

对病变过程中 DNA 损伤修复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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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DNA 修复功能接近正常水平，从而降低了 DNA
的变异概率。甘草酸单铵盐对小鼠艾氏腹水癌及肉

瘤均有抑制作用，甘草酸还能抑制皮下移植的吉田

肉瘤；甘草酸的代谢产物 18β-甘草次酸的 C20 位上

的羧基能够与氨基聚乙二醇的氨基缩合形成 18β-甘
草次酸的聚乙二醇轭合物。18β-甘草次酸的聚乙二

醇轭合物的水溶性比 18β-甘草次酸高出约 280 倍；

用B16小鼠黑色素瘤细胞测定该化合物的抗肿瘤活

性，结果表明其抗肿瘤活性与对照物 18β-甘草次酸

相当[15]。甘草酸也可抑制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和发

展，抑制人胃癌 KATOIII 细胞和白血病原髓细胞

HL60 的增殖，导致癌细胞凋亡[16]。 
4  解毒作用 

甘草酸具有解毒活性[17]。甘草酸是植物性的凝

血酶抑制剂，可用于治疗蝮蛇咬伤和术中静脉血栓

的形成。甘草酸对多种毒素，如白喉毒素、河豚毒

素、破伤风毒素和蛇毒等有着较强的解毒功效。此

外，甘草酸可有效对抗铅引起的各种应激反应和毒

副作用，可用于防治环境污染引发的疾病[18]。研究

表明甘草酸具有的抗辐射、神经保护、防紫外线、

抑制线粒体通透性变化、防缺血再灌注损伤、缓解

肝损伤等多种活性，也与其清除自由基、对抗氧化

应激的作用密切相关。强力新甘草甜素抗变态反应

和解毒作用效果明显，小檗碱甘草酸盐是无苦味的

胃肠变态反应治疗药，甘草酸单铵盐对某些抗癌药

（如丝裂霉素 C）有解毒作用，甘草酸单铵盐与川楝

素的合剂对治疗肉毒中毒药川楝素具有显著的减毒

增效作用。 
5  其他作用的研究 

除以上 4 种主要作用外，甘草酸及其盐还有另

外一些药理作用，如抗痉挛作用[19]、神经保护作

用[20-21]、与其他药物协同抗哮喘作用[22]及抗结核作

用等[23]。 
6  展望 

在医药领域，甘草酸的最大优势是安全性，同

时具有多种药理作用，主要集中在抗炎保肝、抗病

毒、抗肿瘤等方面，这使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虽然其保肝机制还不清楚，但是随着研究的进行，

其保肝机制会被逐步发现，一旦得到清楚的解释，

甘草酸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而且利用其保肝机制

会有更多、更好的结构改造保肝药物出现。抗病毒

药物的最大缺陷是耐药性，比如目前上市的抗艾滋

病药物，都是因为耐药性的出现而导致药效大大降

低，究其原因，主要是药物的作用靶点单一，一旦

靶点发生变异，药效就会大大降低。从目前研究来

看，甘草酸对于病毒的作用机制，并不是单一的靶

点作用，它可以同时作用于多个靶点，从而能够有

效地降低耐药性。对于甘草酸的抗病毒研究虽然不

多，但是如果可以详细研究其与病毒的作用机制，

有可能发现新机制、多靶点作用的抗病毒新药。目

前，对于甘草酸在抗癌领域的研究也只是处于一个

起步的阶段，其对何种癌症有明显的疗效以及作用

机制等尚不清楚。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甘草酸以

及以甘草酸为先导物的抗癌药物会相继出现。 
在化妆品行业，化妆品的主要要求是安全且有

美容效果。甘草酸的安全性已经有很多实验得以证

明，其良好的气味，优越的抗炎、抗氧化性能，使

其在化妆品行业拥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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