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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药甘草汤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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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芍药甘草汤由白芍、炙甘草两味中药组成，具有调和肝脾、柔筋止痛等功效，是中医临床常用的缓急止痛之方。

文献报道芍药甘草汤主要含有黄酮类、三萜皂苷类、单萜糖苷类、酚酸类、鞣质类、生物碱类、糖类等化学成分；药理研

究表明芍药甘草汤具有解痉镇痛、保肝、抗炎、止咳、平喘、抗变态反应等药理作用。就近年来国内外对芍药甘草汤化学

成分及药理作用的研究结果进行论述，为进一步综合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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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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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oyao Gancao Decoction, which is composed of paeonia lactiflora and honey-fried licorice root, has the functions of

reconciling liver and spleen, soothing tendon and relieving pain. It is a commonly used prescription for relieving pai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 reports that Shaoyao Gancao Decoction mainly contains flavonoids, triterpene glycosides, monoterpene

glycosides, phenolic acids, tannins, alkaloids, saccharides and other chemical constituents. It has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anti-

spasmodic and analgesic, liver protection, anti-inflammatory, anti-cough, anti-asthmatic, anti-allergic activities and so on. In this

paper, the chemical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Shaoyao Gancao Decoction were summarized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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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药甘草汤是汉代医圣张仲景《伤寒论》的名

方，由白芍和炙甘草两味药组成，治疗血虚身痛、脘

腹气血不足之疼痛等症。方中芍药酸寒，养血敛

阴、柔肝止痛；甘草甘温，健脾益气、缓急止痛；二药

配伍，有柔筋止痛之效［1］。芍药甘草汤是历代中医

常用的经典方剂之一，也是经典名方颗粒剂开发的

重点方剂［2］。现代研究显示，芍药甘草汤中主要含

有黄酮类、三萜皂苷类、单萜糖苷类、小分子酚酸

类、鞣质类以及一些其他的化合物［3］，有多种药理作

用，包括解痉、止痛、保肝、镇咳、平喘及抗炎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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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临床上可用于治疗痉挛性疾病、疼痛性疾病、

炎症性疾病、支气管哮喘及妇产科疾病等病症［4］。

本文将近年来芍药甘草汤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研

究结果进行分类汇总，为芍药甘草汤的进一步研究

提供基础。

1 化学成分

目前已报道的芍药甘草汤化学成分总共 74个，

其中黄酮类化合物 38个，三萜皂苷类化合物 14个，

单萜糖苷类化合物 8个，小分子酚酸类化合物 6个，

鞣质类化合物 3个，生物碱类化合物 2个，糖类化合

物2个，还有其他1个化学成分。

1.1 黄酮类

目前研究发现芍药甘草汤中的黄酮类成分 38

个，包括刺果甘草素（pallidiflorin）［5］、异甘草素（iso-

liquiritigenin）、甘 草 素（liquiritigenin）［6］、芒 柄 花

素（formononetin）、异甘草苷元（isoliquiritigenin）、甘

草查尔酮 B（licochalcone B）［6］、儿茶素、甘草异黄

酮（lico-iso-flavone）、乌拉尔宁（uralenin）、甘草黄

酮（licoflavone）、异甘草醇（isoglycyrol）、甘草黄

酮 （licoflavone A） 、 西 北 甘 草 异 黄

酮（glycyrrhisoflavanone）［7］、3′-甲氧基光甘草定（3′-

methoxyglabridin）、异甘草黄酮醇（iso-licoflavonol）、

甘草宁 E（gancaonin E）、甘草苷（liquiritin）、甘草宁

C（gancaonin C）、甘草利酮（glycyrrhizone）、甘草

醇（glycyrol）、甘 草 宁 A（gancaonin A）、甘 草 西

定（licoricidin）、甘草香豆精-7-甲醚（glycyrin）、甘草

香豆素（glycycoumarim）［8］、柚（苷）配基 -7-O-葡糖

苷（naringenin-7-O-glucoside）、新甘草苷（neoliquiri-

tin）、异 甘 草 苷（iso-liquiritin）［9］ 、芒 柄 花

苷（ononoside）、美 迪 紫 檀 素 -3-O- 葡 萄 糖

苷（medicarpin-3-O-glucoside）、新异甘草苷（neo-iso-

liquiritin）、异 芒 柄 花 苷（isoononin）、异 佛 莱 心

苷（isophoroside）、夏佛塔苷（schaftoside）、甘草素二

糖苷（liquiritin apioside）、新西兰牡荆苷Ⅱ（vicenin

Ⅱ）、异甘草素葡萄糖芹菜苷（licuraside）、佛莱心

苷（violanthin）、芍药花苷（peonin）。

1.2 三萜皂苷类

三萜皂苷类成分有 14个，包括乌拉尔甘草皂苷

甲（uralsaponin A）、甘草次酸（glycyrrhetic acid）、甘

草酸（glycyrrhizic acid）［10］、甘草酸铵（ammonium

glycyrrhizinate）［11］、甘草皂苷A3（licoricesaponin A3）、

甘草皂苷 B2、甘草皂苷 C2、甘草皂苷 D3、甘草皂苷

E2、甘草皂苷 F3、甘草皂苷 G2、甘草皂苷 H2、甘草皂

苷 J2、甘草皂苷K2。

1.3 单萜糖苷类

单萜糖苷类化合物成分有 8个，包括芍药苷元

酮（paeoniflorigenone）、白芍苷 R1（albiflorin R1）、芍

药内酯苷（albiflorin）［12］、异芍药苷（isopaeoniflorin）、

氧化芍药苷（oxypaeoniflorin）、芍药苷（paeoniflorin）［13］、

没食子酰芍药苷（galloylpaeoniflorin）、苯甲酰芍药

苷（benzoylpaeoniflorin）。

1.4 小分子酚酸类

小分子酚酸类化合物成分有 6个，包括苯甲酸、

没食子酸甲酯［14］、丁子香宁（eugenin）、没食子酸［15］、

牡 丹 酚（paeonol）、没 食 子 酸 吡 喃 葡 萄

糖（glucogallin）。

1.5 鞣质类

鞣质类成分有 3个，包括没食子鞣质、1，2，3，4，

6-O-五没食子酰鞣质、苯甲酸鞣质。

1.6 生物碱类

生物碱类［16］成分有 2个，包括 5，6，7，8-四氢-4-

甲基喹啉、5，6，7，8-四氢-2，4-二甲基喹啉。

1.7 糖类

糖类成分有 2 个，包括甘草多糖（glycyrrhiza

polysaccharide）、龙胆二糖（dextrinose）等。

1.8 其他

其他成分有β-谷甾醇等。

2 药理作用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芍药甘草汤具有解痉镇痛、

保肝、抗炎、止咳平喘、抗变态反应以及免疫调节等

作用，其中以镇痛作用报道最多。

2.1 解痉、镇痛

研究结果认为甘草酸铵是芍药甘草汤解痉镇

痛的主要药效成分［6］。朱广伟等［17］研究单因素配伍

剂量对芍药甘草汤药效组分的影响，采用 HPLC-

DAD切换波长法测定药效组分的含量，认为芍药甘

草汤中的芍药苷、苯甲酰芍药苷、芍药内酯苷、氧化

芍药苷、甘草酸、甘草苷、异甘草素、异甘草苷 8个成

分共同发挥镇痛作用。

邱明义［18］通过整体实验，采用芍药甘草汤水煎

液 20 g/kg给小鼠 ig给药，以阿司匹林混悬液0.2 g/kg

为阳性对照。给药40 min后，给小鼠 ip 0.6%醋酸溶

液（0.2 mL/只），观察 30 min内小鼠扭体次数，结果

表明芍药甘草汤可以明显减少醋酸所致的小鼠扭

体次数，镇痛率为 58.85%。芍药甘草汤镇痛的作用

机制主要是通过抑制具有致痛作用的氧自由

基（OFR）的产生［19］，同时能够增强OFR拮抗因子超

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性来发挥镇痛效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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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研究表明芍药甘草汤对于表在性躯体和肢体

平滑肌的挛急以及深层次的脏器平滑肌痉挛也都

可以达到较好的解痉作用［21］。

芍药甘草汤发挥解痉镇痛主要是通过以下两

种途径：（1）对神经系统疼痛中枢和脊髓反射弓兴

奋的抑制作用。（2）抑制引起疼痛物质如 OFR的释

放，作用部位可以在中枢神经或者外周神经末梢。

2.2 保肝

芍药甘草汤的保肝作用已经过多年的临床试

验，并且其中的有效组分群（芍甘多苷）是其主要药

效物质。邸琳等［22］分别用四氯化碳（CCl4）、扑热息

痛、硫代乙酰胺 ip 和酒精造成小鼠急性肝损伤模

型，4组小鼠分别 ig给予芍药甘草汤 20、10、5 g/kg，

结果发现芍药甘草汤各给药剂量对小鼠急性肝损

伤均有保护作用。另有学者［23］用 CCl4制成大鼠慢

性肝损伤模型，用不同浓度的芍甘多苷（88、214、

528 mg/kg）给小鼠 ig，发现芍药甘草汤对慢性肝损

伤有明显拮抗作用。芍药甘草汤抗急性肝损伤和

慢性肝损伤作用机制均主要是通过降低血清中丙

氨酸氨基转移氨酶（ALT）、天冬酸氨基转移氨

酶（AST）和丙二醛（MDA）含量，升高肝组织中谷胱

氨肽氧化酶（GSHAPX）和SOD活性而发挥作用，并

能减轻肝损伤组织病理改变。

芍药甘草汤中有效组分群（芍甘多苷）能够阻

断乙型肝炎E抗原（HBeAg）的分泌，用鸭乙型肝炎

病毒（DHBV）感染鸭体内得到乙型肝炎动物模型，

分组按高、中、低剂量（528、264、88 mg/kg）ig给药，

结果表明芍甘多苷可以显著降低鸭血清中的

DHBV DNA 和 DHBsAg（鸭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浓

度。通过体外乙型肝炎病毒传染HePG2215细胞培

养 实 验 ，得 出 芍 甘 多 苷 对 乙 型 肝 炎 表 面 抗

原（HBsAg）、HBeAg分泌以及乙肝病毒核酸（HBV-

DNA）表达有抑制作用。通过以上实验研究可以得

出结论，芍甘多苷在体内和体外均有显著抗HBV活

性的作用，阻断 HBeAg 的分泌，从而抑制 HBV-

DNA 在宿主细胞内的复制与表达，用于乙肝的治

疗［22-25］。其作用机制可能与降低血栓素 B2（TXB

2）、NO 含量 ，抑制 NOS 活性 ，升高前列腺素

1α（PGF1α）与TXB2比值有关［26］。

目前研究表明芍药甘草汤发挥保肝作用的主

要活性成分为芍药总苷和甘草酸及其衍生物，主要

包括芍药苷、芍药内酯苷、苯甲酰芍药苷、甘草酸和

甘草苷等化合物，但是目前并未将化学成分和药效

进行有效关联来确定其保肝的活性成分，这一点值

得深入探讨。

2.3 抗炎、抗变态反应

张圆芳［27］对颈型颈椎病家兔模型分别采用芍

药甘草汤高、中、低剂量（16、8、4 g/kg）ig给药，发现

芍药甘草汤可以降低血清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白细胞介素（IL）-1β、IL-6β的表达水平，且

呈剂量相关关系。蔡宛如等［28］采用组胺所致豚鼠

变态反应模型，分别以 3 、10 g/kg芍药甘草汤 ig给

药，发现芍药甘草汤能显著延长豚鼠哮喘潜伏期并

抑制大鼠颅骨骨膜肥大细胞脱颗粒，发挥抗炎、抗

变态反应的作用。且复方的抗炎作用明显强于单

味药，所以也能够说明中药复方可以协同增效。

由于炎症通常伴随着疼痛，抗炎作用和镇痛作

用联系密切，且镇痛作用是芍药甘草汤的主要药理

作用，研究者通常主要关注镇痛作用，所以抗炎作

用机制至今尚未清楚明确，若以此为切入点深入研

究，则可以进一步扩大芍药甘草汤的应用范围。

2.4 调节胃肠道运动

阎艳丽等［29］给应激性溃疡模型大鼠 ig 芍药甘

草滴丸 18.75、37.5 g/（kg·d），发现大鼠模型的溃疡

指数均明显减少，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抗胆碱样、钙

拮抗、抗组胺以及 α受体有关。康毅等［30］通过 45Ca

示踪法对离体大鼠肠道跨膜流动模型进行研究，发

现 0.6、0.4、0.2 mg/mL 的芍药甘草汤对正常大鼠结

肠组织 45Ca内流均有一定抑制作用，且作用效果优

于芍药、甘草单味药。

芍药甘草汤抑制胃肠道运动作用机制主要是

通过抑制副交感神经兴奋所致的回肠收缩，并且通

过突触前与突触后的抑制作用，抑制神经兴奋所致

的回肠收缩。但是不同剂量的芍药甘草汤对胃肠

道运动可产生双向调节作用，低浓度促进胃肠道运

动，而高浓度则呈现抑制作用［31］，但其双向调节作

用机制尚未明确。有学者认为中药双向调节作用

与环核苷酸对多种代谢的双向调节作用有本质上

的联系［32］，如核酸对蛋白合成的开关式控制。

2.5 止咳、平喘

芍药甘草汤具有良好的止咳平喘作用。刘

平［33］通过小鼠氨水引咳实验、豚鼠枸椽酸引咳实验

和豚鼠整体引喘实验对芍药甘草汤止咳平喘作用

进行研究，3组实验均以芍药甘草汤 ig给药，发现芍

药甘草汤高剂量（20 g/kg）能延长小鼠氨水引咳潜

伏期，芍药甘草汤高、低剂量（25、12.5 g/kg）均能显

著减少枸椽酸引起的 5 min内咳嗽次数，能延长豚

鼠 5 min内引喘潜伏期。何飞等［34］通过以哮喘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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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淋巴细胞为主的离体实验，研究发现 5%、10%和

20% 的芍药甘草汤中含药血清能明显降低人磷酸

化AKT蛋白（p-Akt）磷酸化水平（P＜0.01），而且呈

现剂量相关关系，说明芍药甘草汤防治哮喘的作用

机制可能与抑制 PI3K、降低 T淋巴细胞 p-Akt磷酸

化水平有关，但其内在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2.6 抑制前列腺素、降低睾酮

伊藤美穗［35］通过培养子宫肌瘤患者的子宫增

内膜成纤维细胞，在添加芍药甘草汤 500 μg/mL的

条件下，与［3H］花生四烯酸共同培养，测定各磷脂

的放射活性。结果表明芍药甘草汤可以促进子宫

内膜成纤维细胞磷脂的合成，可以浓度相关地抑制

前列腺素的合成。其作用机制是促进细胞内的花

生四烯酸向磷脂渗入，使游离的花生四烯酸减少，

从而抑制前列腺素合成。

另有学者认为芍药甘草汤可以降低血清睾酮

浓度，小林拓郎［36］对 110例高睾酮血症妇女每日投

以芍药甘草汤 7.5 g，持续 16周，并每 2周测血清激

素浓度，发现芍药甘草汤可直接作用于卵巢，使卵

巢的类固醇代谢趋于正常化，从而抑制卵巢分泌睾

酮，降低睾酮浓度。其机制是芍药甘草汤作用于甾

醇转化酶（17-β-羟类固醇脱氢酶），抑制甾二酮转化

为睾酮，从而促使妊娠、治疗月经不调等妇产科

疾病。

另外，芍药甘草汤可能与糖皮质激素作用相

似，可以抑制肾上腺性雄激素产生，但不对脑垂体

释放黄体生成素和卵泡刺激素产生影响。因芍药

甘草汤对前列腺素的合成有抑制作用，可以进一步

研究芍药甘草汤对前列腺素相关疾病的药理作用，

进一步扩大其适用范围。

2.7 神经-肌肉阻断

黄汝成等［37］采用单侧纹状体损毁术建立帕金

森病（PD）大鼠模型，随机分成模型组、美多芭组、芍

药甘草汤组，分别 ig 美多芭 20 mg/kg、芍药甘草汤

12 mg/mL。4周后，以大鼠自主活动、腓总神经电生

理变化和神经递质含量为指标来评价治疗疗效。

结果表明芍药甘草汤可以提高 PD 大鼠自主活动，

改善神经电生理活动，调节神经递质的含量，其作

用效果优于对照药美多芭，且副作用小，可用于帕

金森病的治疗。按照中医理论，PD 病机关键在脑

海，脑海失充，脏腑之气渐衰，肢体失控，芍药甘草

汤治疗挛急，可以抑制肢体的不受控，以此为切入

点，进一步探索并更好掌握芍药甘草汤在治疗 PD

的新应用。

3 结语

通过查阅有关芍药甘草汤化学成分研究的文

献，归纳总结出芍药甘草汤中化学成分共 74个，其

中黄酮类化合物 38个、三萜皂苷类化合物 14个、单

萜糖苷类化合物 8个、小分子酚酸类化合物 6个、鞣

质类化合物 3个、生物碱类化合物 2个，糖类化合物

2个、其他化学成分 1个；其中黄酮类化合物种类占

比最高，有 38个；单萜糖苷类化合物和黄酮类化合

物是芍药甘草汤中最主要的活性成分，共有46个。

芍药甘草汤现代的药理作用大多表现为解痉

镇痛、保肝、抗炎、止咳平喘、抗变态反应以及免疫

调节等作用，药理作用较为广泛，其中以镇痛作用

报道最多。临床常用于神经性疼痛、关节骨痛、骨

骼肌痉挛以及内分泌系统疾病等。目前实验研究

表明芍药甘草汤既能抑制外周神经末梢引起的疼

痛，又能抑制继发的炎症反应所致的疼痛，对中枢

和外周神经末梢均有镇痛作用。对于芍药甘草汤

镇痛作用研究较为广泛而深入，其他药理作用的研

究较少，因而限制了其应用范围。

关于芍药甘草汤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均

为单独研究，如何将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进行有效

关联，来确定针对不同药理作用的活性成分是一个

难题，今后应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研究。

芍药甘草汤是一个作用广泛、研究前景广阔的

经典名方。查阅相关资料发现，芍药甘草汤化学成

分、药理作用仍有很多的研究切入点，比如：（1）芍

药和甘草单味药的化学成分研究报道均有几百种，

但目前所报道已确定的芍药甘草汤复方化学成分

不超过百种，是否煎煮过程导致成分缺失有待进一

步研究；单一成分的质量控制标准无法明确解释其

广泛的生物活性和药理作用。因此芍药甘草汤的

质量评价需要多指标和整体性，而不是对单一成

分。（2）目前指纹图谱研究中虽然已经显示出许多

峰，但是能指认出来的成分只有少量几个，缺乏文

献对其整体成分的指认。（3）目前研究多围绕在镇

痛作用上，对于其他方面的研究开展得不多，现代

药理作用主要围绕古方功用进行研究，创新点比较

少。（4）有效成分及其不同使用剂量与其药理作用

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很清楚。（5）药物不同的炮制方

法对二者合煎后药效成分溶出的影响也未有清晰

的研究结果。以此作为契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

注重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

段，进一步阐明芍药甘草汤的化学成分；同时针对

不同的疾病，或者疾病的不同阶段，将化学成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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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作用进行关联研究，以此来阐释其药效物质。

研究芍药甘草汤对不同病理模型动物体内的内源

性成分的调节作用，这些都可以作为今后的重点研

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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