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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梗汤及其活性成分治疗急性肺损伤的作用机制研究进展1 

范文京，任娟宁，战秀俊，李  彤，雷  鹏，任晓亮，姜苗苗* 

天津中医药大学，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室，天津  301617 

摘  要：桔梗汤是治疗咽喉肿痛、咳嗽的基本药方，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其具有较好的清热解毒、润肺止咳祛痰、抗炎、抗菌、

抗病毒等功效，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咽喉炎症和肺部疾病。而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是临床上常见的死亡

率较高的疾病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其发病机制复杂，目前并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案和药物。中医学主要采用辨病

与辨证相结合的方法应用中药复方或单味中药来防治 ALI，并取得了一定疗效。大量研究表明桔梗汤中桔梗和甘草的化学成

分对肺部炎症损伤具有保护作用。从该复方的古籍溯源、活性成分、作用机制等方面对其治疗 ALI 进行整理和分析，为其进

一步开发和治疗肺部疾病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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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iegeng Decoction (桔梗汤) is the basic prescrip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sore throat and cough. Modern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Jiegeng Decoction has better effects of clearing heat and detoxification, lung moistening, relieving cough and 

removing phlegm, anti-inflammatory, antibacterial and antiviral, which is main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throat inflammation and lung 

diseases. Acute lung injury (ALI) is one of the common diseases with high mortality in clinic,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Its pathogenesis is complex, and there is no specific treatment prescription and drug at prese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LI is mainly prevented and treated by combination of disease differentiation an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u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s or sing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has achieved certain curative effects.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Jiegeng (Platycodonis Radix) and Gancao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in 

Jiegeng Decoction hav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n the injury of pneumonia. Therefore, this paper sorted out and analyzed the treatment 

of ALI from the aspects of its ancient book traceability, active composition, and action mechanism, so a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treatment of lung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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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是一种肺

血管通透性增加引起的非心源性肺水肿从而导致低

氧性呼吸功能不全的肺部炎症综合征。ALI 如果得

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将会发展到严重阶段，被称

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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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drome，ARDS），所以早期控制病情的发展对改

善患者的预后有重要意义[1]。尽管目前临床已有糖

皮质激素及西医等治疗方法，但会产生很多不良反

应，不能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目前总体上缺乏特

效的药物及方法，所以临床上 ALI 的发病率及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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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依然很高[2]。另外，ALI/ARDS 多属中医学的“喘

证”“脱证”“结胸”范畴，近年来，以桔梗汤为主的

中药复方在治疗 ALI/ARDS 方面显示出巨大优势[3]。

桔梗汤包括桔梗和甘草 2 味药，甘草因其对机体生

理功能的影响最小，具有非特异性的作用，无论病

理状态如何，都有治疗作用，故许多含甘草的中药

方剂可作为治疗炎症性疾病的候选药物；桔梗入肺，

偏行于气分，使肺气运行通畅；桔梗和甘草配伍，

其药效可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并扩大其临床应用范

围[4-5]。本文从桔梗汤的古籍溯源、化学成分、药理

作用等方面对其治疗 ALI 的作用进行系统性阐述。 

1  古籍溯源 

桔梗汤最初记载于张仲景的《伤寒论·辨少阴

病脉证并治》：“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可与甘

草汤；不差者，与桔梗汤”[6]。《金匮要略》中“咳

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久

久吐脓如米粥者，为肺痈，桔梗汤主之”[7]。《伤寒

论》中以桔梗汤治疗少阴咽痛，故而以少阴热症明

显；《金匮要略》中桔梗汤治疗本脏肺痿肺痈引起的

咳嗽上气[5]。可见，历代医家普遍认为，桔梗汤是治

疗肺部疾病的重要方剂。 

桔梗-甘草为中药临床常用药对，因其只有 2 味

药，故是治疗咽喉肿痛的最基本配方，也是治疗肺

病的传统方剂，后世又称甘洁汤[7-8]。桔梗汤的加味

药方中虽然主治各有不同，但异中有同，均可治疗

由肺部疾病引起的炎症、咳嗽等。在《内台方议》

中桔梗为君药，治疗阴虚肺伤的慢性衰弱疾病，甘

草为臣药，二者联合使用可使气由下而出。《伤寒大

白》中桔梗、甘草联合使用可开肺清肺，使肺中郁

结散开[9]。一些经典名方也是由桔梗汤对加减方演

化而来，如“清金化痰汤”“托里消毒散”“清肺汤”

等，还有“败毒散”“银翘散”“桑菊饮”“葱豉桔梗

汤”“柴葛解肌汤”等也都含有桔梗、甘草，由此可

见桔梗汤的应用非常广泛[10-11]。 

2  桔梗汤治疗 ALI 的活性成分 

经查阅文献，桔梗和甘草的化学成分的结构类

型包括黄酮类、三萜皂苷类、酚酸类及其他成分等。

最早从桔梗中分离得到的黄酮类成分是一种花色

素，此外又从其种子和地上部分分离到槲皮素（或

木犀草素）-7-O-芸香糖苷（或葡萄糖苷）、黄杉素、

木犀草素、芹菜素等黄酮类化合物[12-13]。甘草中的

黄酮类成分主要包括甘草素、异甘草素、甘草苷等

活性成分[14]。 

三萜皂苷类成分在桔梗中主要是含有双糖链的

齐墩果烷型，根据桔梗皂苷苷元的类型主要分为桔

梗皂苷型、远志皂苷型、桔梗二酸型、桔梗皂苷内

酯型、其他非典型，糖基主要有 D-芹糖、L-鼠李糖、

D-木糖、L-阿拉伯糖、D-葡萄糖及其衍生物，齐墩

果烷型三萜苷类是其治疗 ALI 的主要活性成分[15]。

甘草中的三萜皂苷类成分多为 3β-羟基齐墩果烷型，

其糖基成分主要包括葡萄糖、鼠李糖、芹菜糖和葡

萄糖醛酸。如甘草酸是以钙盐、钾盐、镁盐的形式

存在于甘草根中含量最多的成分，是一种齐墩果烷

型 三 萜 皂 苷 ， 在 肠 道 中 代 谢 为 甘 草 次 酸

（glycyrrhetinic acid，GA）被吸收[14]。此外，还含有

棕榈酸、油酸、咖啡酸、绿原酸、没食子酸类、鞣

花酸、苯丙酸等酚酸类化合物及其衍生物[16]。桔梗

汤治疗 ALI 的活性成分及其结构见表 1 和图 1。

表 1  桔梗汤治疗 ALI 的活性成分及其作用机制 

Table 1  Active components of Jiegeng Decoction in treating ALI and their mechanism  

活性成分 所属类型 作用机制 文献 

甘 草 查 耳

酮 A 

黄酮类 （1）阻断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s，ERK1/2）/核因子 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途径来抑制炎症介质的高表达、调节氧化/抗氧化失衡、下调金属蛋白酶，

从而发挥对 ALI 小鼠的保护作用；（2）通过 NF-κB 和 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信号途径降低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

α）、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IL-6 表达从而缓解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

LPS）所致的 ALI 的炎症反应；（3）提高金葡菌感染小鼠的存活率，降低肺部载菌量，改善

ALI 病理形态；（4）通过阻断 NF-κB 抑制蛋白（inhibitor of NF-κB，IκB）依赖的 NF-κB p65

激活以及 ERK1/2 MAPK 激活来调控香烟烟雾提取物（cigarette smoke extract，CSE）诱导的

上皮细胞表达细胞因子和金属蛋白酶；（5）降低酸性哺乳动物几丁质酶等 mRNA 的表达以

及血清卵清蛋白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E 和 G 的水平，还可抑制 NO、IL-6、前列腺素 E2

（prostaglandin E2，PGE2）和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的产生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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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活性成分 所属类型 作用机制 文献 

甘 草 查 耳

酮 B/D 

黄酮类 抑制蛋白激酶 A（protein kinase A，PKA）的激活，降低 NO、TNF-α、人巨噬细胞趋化蛋白-1

（human macrophag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NF-κB、ROS、IL-6 和 PGE2的活性 

23 

甘 草 查 耳

酮 C 

黄酮类 降低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的表达和活性，并调节超氧

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过氧化氢酶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抗氧化网络

活性 

24 

甘 草 查 耳

酮 E 

黄酮类 抑制 iNOS、环氧化酶-2（cyclooxygenase-2，COX-2）、蛋白激酶 B（protein kinase B，PKB/Akt）、

p38 MAPK、IL-12 p40 的表达，以及蛋白激酶 C（protein kinase C，PKC）和细胞外 ERK1/2

的磷酸化 

25-26 

甘草苷 黄酮类 通过 c-Jun 氨基末端激酶（c-Jun N-terminal kinase，JNK）/核转录因子 Nur77/c-Jun 信号通路抑

制 LPS 诱导的 ALI 

27 

甘草素 黄酮类 以剂量相关的方式显著降低了金黄色葡萄球菌 α-溶血素的分泌，同时保护人肺细胞 A549 免受

α-溶血素介导的损伤 

28 

异甘草素 黄酮类 （1）通过激活核转录因子 E2 相关因子 2（nuclear transcription factor E2 related factor 2，Nrf2）

通路减轻炎症及氧化应激反应，从而对 LPS 诱导 ALI/ARDS 有保护作用；（2）提高金黄色

葡萄球菌感染小鼠的存活率，降低肺部载菌量，改善 ALI 病理形态；（3）通过激活过氧化物

酶增殖物激活受体 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s γ，PPARγ）和抑制 NF-κB 活

化来抑制 LPS 诱导的肺损伤的炎症 

29-31 

甘草酸 三萜皂苷类 （1）抑制小窝蛋白-1（caveolin-1，Cav-1）/NF-κB 信号通路的激活，从而降低 ALI 中 IL-1β、

COX-2、MCP-1、高迁移率族蛋白 1（high mobility group box protein1，HMGB1）表达；（2）减

少多种细胞因子的分泌，抑制 NF-κB、p38 和 ERK1/2 信号通路来降低金黄色葡萄球菌诱导

的 ALI；（3）通过抑制 HMGB1 的产生阻断 Toll 样受体 4（Toll-like receptor 4，TLR4）信号

通路的激活，发挥抗炎和抗脓毒症的作用，从而减轻 ALI；（4）抑制促炎细胞因子 COX-2、

iNOS、TNF-α、HMGB1、PGE2、髓过氧化物酶、DPPH 自由基、IL-6、IL-10、转化生长因

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和 NF-κB，抑制 TLR4 向脂筏的移位，并激活三

磷酸腺苷结合盒转运体 A1（ATP-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ABCA1）；（5）显著抑制抑制呼

吸道病毒（包括呼吸道合胞病毒和小鼠肺炎病毒）感染后 HMGB1 的表达及释放，抑制炎症

因子（IL-1β、IL-2）的表达，促进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的表达，保护动物肺组织；（6）

抑制 LPS 活化的 TLR4/NF-κB 信号通路，进而下调 LPS 诱导的促炎基因表达，减轻肠上皮

细胞的炎症性损伤；（7）通过降低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表

达来抑制 LPS 诱导的 TNF-α 和 IL-6 的释放，从而起到保护 ALI 的作用；（8）在 TLR 信号

通路中发挥抑制作用，通过抑制 TLR2 减少 LPS 诱导的 ALI；（9）通过调节磷脂酰肌醇 3 激

酶（phosphatidylinositol-3-kinases，PI3K）/Akt/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通路相关的自噬抑制 LPS 诱导的 ALI 炎症因子的产生；（10）通过上调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ACE2）的表达和抑制 Cav-1/NF-κB 信

号通路来减轻 LPS 诱导的 ALI 

32-46 

甘草次酸 三萜皂苷类 （1）改善小鼠照射后急性放射性肺损伤的组织学改变，减轻肺泡炎及肺胶原沉积的严重程度，

并有一定防治作用；（2）抑制促炎细胞因子 COX-2、iNOS、TNF-α、HMGB1、PGE2、髓过

氧化物酶、DPPH 自由基、IL-6、IL-10、TGF-β 和 NF-κB，抑制 TLR4 向脂筏的移位，并激

活 ABCA1；（3）通过抑制可能由 ROS-PI3K/Akt 通路介导的 Nlrp3 炎症小体的激活来改善

小鼠的 ALI；（4）通过上调细胞色素 P450 和 Nrf2 通路改善百草枯诱导的 ALI 

46-50 

桔 梗 皂 苷

D/D3 

三萜皂苷类 （1）通过促进气管表面上皮细胞释放黏液素而起到祛痰作用；（2）通过激活 Nrf2 和抑制 NF-

κB 信号通路减轻吸烟导致的肺部炎症；（3）通过抑制 TNF-α、IL-6 和 IL-1β 的产生，激活肝

X 受体 α（liver X receptor α，LXRα）-ABCA1 信号通路治疗 LPS 诱导的神经胶质细胞炎症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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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桔梗汤治疗 ALI 的部分活性成分结构 

Fig. 1  Structures of some active components of Jiegeng Decoction in treating ALI 

3  桔梗汤治疗 ALI 的作用机制 

桔梗有排脓消痈、宣肺利咽、止咳化痰的功效，

具有宣肺、祛痰、利咽、排脓的药理作用，现代药

理研究表明桔梗还有解热镇痛、抗炎、抗溃疡、免

疫调节、保肝、抗肿瘤、抗高血糖、调血脂等多种

药理作用[54-55]。甘草有调和诸药、润肺祛痰止咳、

补脾益气的功效，具有抗癌、抗抑郁、镇咳祛痰、

抗病毒、抗痉挛、抗炎、保肝、增强记忆、抗氧化

等多种生物活性，其中抗炎是甘草最主要的药理作

用[56]。二者配伍，有补有散，有清有润，桔梗宣肺、

祛痰、排脓，甘草泻火解毒，标本兼顾，故而桔梗

汤宣肺、解毒排脓、祛痰止咳、利咽的疗效增强。 

从中医角度看，桔梗浮而治上，引诸药上行，

可宣通肺气，主治肺部疾患，散结、止痛，引经药，

入少阳少阴枢药也，属阳。甘草解毒、止咳、止渴，

和中，通经脉，为益品，属阳。桔梗、甘草均为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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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药，肺为水之上源，为寒水之经，适合用阳性药

来治疗，体现了桔梗汤治疗肺部疾病显著优势[57]。

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对桔梗汤治疗ALI的作用机制进

行阐述。 

3.1  抗炎作用 

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咽痛、肺痈等多与炎症

相关。有研究表明桔梗汤对清热解毒药抑制 TLR4 

mRNA 表达及髓过氧化物酶活性、降低血清中炎症

因子的含量及抗炎解毒的功效具有促进作用，且桔

梗汤与清热解毒中药联合使用能明显增强对由内毒

素感染导致的 ALI 的疗效，所以临床上常将其与清

热解毒类药物配伍来治疗咽喉部炎症及肺部疾病如

肺脓肿、大叶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等[58]。 

NF-κB 是抗炎的重要靶点，在调控与 ALI 有关

的介质的转录方面起重要作用，其转移并活化是导

致炎症发生的重要原因[59]。研究表明桔梗汤促进清

热解毒药抑制 NF-κB p65 的转移，从而发挥解毒抗

炎的功效[60]。此外，桔梗汤可以通过抑制炎症介质

的表达且阻断 NF-κB 和 ERK 信号通路的激活对

LPS 诱导的 ALI 有保护作用[61]。也有研究表明桔梗

汤可能是通过调节LPS导致的磷脂紊乱从而调节炎

症反应来缓解 ALI[62]。加味桔梗汤防治 ALI 也与调

节 NF-κB 的蛋白表达有关，可通过改善促炎/抗炎

的失衡状态治疗 ALI[63]。桔梗水提物对 ALI 的治疗

作用可能也是通过对 NF-κB 活性的调控和抑制炎

症相关基因（如 TNF-α、iNOS、COX-2）的表达来

实现的，进而抑制由 LPS 诱导的人肺癌细胞 A549

的炎症[64]。桔梗总皂苷治疗 ALI 的作用机制也与其

抑制体内炎症反应，抗脂质过氧化和下调肺组织中

NF-κB 蛋白表达有关[65]。此外，研究表明甘草黄酮

组分能够抑制 IκB 的降解与 NF-κB 的核内转移，

进而抑制 LPS 下游常见的 NF-κB 信号通路，可改

善 ALI 小鼠肺组织中炎性细胞浸润[66]。甘草中的

化合物大多通过抑制 COX、PGE2、细胞因子及其

受体、核转录因子表达以及清除氧自由基来发挥抗

炎活性[67]。具体机制见图 2。 

 

图 2  桔梗汤治疗 ALI 的抗炎机制 

Fig. 2  Mechanism of anti-inflammatory of Jiegeng Decoction in treating 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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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祛痰止咳 

ALI 在临床以咳嗽、多痰为主要临床表现，多

由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近年来有逐年增高的趋势。

有网络药理学研究发现桔梗汤主要通过其所含的皂

苷、黄酮类化合物与多个靶蛋白的作用，起到降低

咳嗽中枢对刺激反应、改善肺功能、调控呼吸道过

度炎症反应等作用，进而达到祛痰止咳的功效[7]。

桔梗汤中作用于 β2-肾上腺素能受体的活性成分是

桔梗皂苷 D 和（异）芹糖甘草苷，这对桔梗汤止咳

平喘功效物质基础具有重要意义[68]。另外，桔梗汤

还能通过增加呼吸道的分泌量使脓液稀释而易于排

除[69]。临床研究表明对咳嗽变异性哮喘患者使用半

夏厚朴汤联合桔梗汤加减治疗，能明显提升药物的

治疗效果，且对肺通气功能的恢复有促进作用[70]。

另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绝大多数患者有气喘、咳嗽等症状，桔

梗和甘草单味药、复方药对及其他很多药对在

COVID-19 的初期预防以及后期治疗过程中都起重

要作用，能明显缓解患者咳嗽气虚等症状，对

COVID-19 的治疗有重要意义[71]。 

有体内外实验模型研究发现桔梗水提液通过刺

激气道腔表面黏液分泌，诱导咳嗽反射，从而引起

痰液的排出[72]。甘草中有止咳作用的活性成分是甘

草苷、甘草素、18β-甘草次酸及其衍生物和多糖[73]。

有研究显示甘草水提物能显著抑制由浓氨水所致的

小鼠咳嗽，对气管酚红的排泌有促进作用，有明显

的抗炎、止咳和祛痰的功效[74]。还有报道表明，甘

草 50%甲醇提取物和 70%乙醇提取物对辣椒素导致

的豚鼠咳嗽模型和二氧化硫气体导致的小鼠咳嗽模

型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柠檬酸诱导的豚鼠咳嗽模

型中，甘草水提取多糖部分止咳作用更强[75-76]。具

体机制见图 3。 

 

图 3  桔梗汤治疗 ALI 的祛痰止咳机制 

Fig. 3  Mechanism of eliminating phlegm and relieving cough of Jiegeng Decoction in treating ALI

3.3  抗菌作用 

ALI 是一种肺部炎症综合征，其临床表现为血

管通透性增加，引起 ALl 的主要原因是细菌感染所

致的脓毒血症，而大部分的检出病菌是革兰阴性菌，

其主要致病成分是存在于细胞壁的内毒素 LPS[77]。

此外，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临床最重要的革兰阳性球

菌，也是细菌性感染所致 ALI 的主要病原体[30]。 

目前甘草在抗菌活性方面已有较多报道，而桔

梗在这方面报道很少。研究发现甘草酸、18β-甘草次

酸这 2 种三萜皂苷可以通过抑制宿主细胞凋亡、激

活 T 淋巴细胞增殖和阻断 IκB 的降解来增强宿主细

胞的活性，这在治疗细菌感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8]。

甘草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铜绿假单

胞菌、白色念珠菌、枯草芽孢杆菌等革兰阳性菌和



·1236· 中草药 2022 年 2 月 第 53 卷 第 4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2 February Vol. 53 No. 4 

   

革兰阴性菌也具有潜在的抑制作用[28]。甘草中的黄

酮类化合物，包括光甘草醇、甘草查尔酮 A、甘草

查耳酮C和甘草查耳酮 E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

球菌具有良好的抗菌活性，对哺乳动物细胞的细胞

毒性较低[78]。有研究首次报道了甘草异黄酮 B、甘

草查耳酮 B 的抗菌活性[79]。具体机制见图 4。 

3.4  抗病毒作用 

在抗病毒方面，中药多药效、多靶点的优点与

靶点单一的西药相比可以更好的对抗由病毒引起的

细胞因子风暴以及导致的 ALI/ARDS 等问题。有临

床研究显示，靶向 TLR4 治疗可以有效控制病毒感

染引起的细胞因子风暴以及 ALI/ARDS 导致的自身

疾病恶化，同时也可以中西药合用，西药精准靶向

加中药多靶点协同，降低治疗风险，提高治愈率[80]。

另外，有研究发现甘草酸、18β-GA 有抗病毒作用，

它们可以通过抑制病毒基因的表达和复制，减少黏

附力和应激，减少 HMGB1 与 DNA 的结合来削弱

病毒活性[28]。具体机制见图 4。 

 
图 4  桔梗汤抗菌和抗病毒机制 

Fig. 4  Mechanism of antibacterial and antiviral of Jiegeng Decoction

4  结语 

ALI 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重症肺炎是其发

病的首要原因，可发生在所有年龄组。有研究显示，

美国 ALI 发生率约为 8.62/万，在我国住院患者中其

发病率约为 6.8%，死亡率高达 41.6%～60%，甚至

更高。此外，脓毒症的严重并发症之一也是 ALI，

故需要明确其发病机制，针对性地对病情进行评估

与治疗，是提高该病治疗效果的关键。 

此外，由于老年人的抵抗力较低，所以该病也

成为老年人群的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目前西

医对 ALI 的治疗能改善部分临床症状，但无法控制

患者的死亡率，西医大多数以抗生素为主治疗该疾

病，但随着抗生素的广泛应用使其抗药性越来越明

显，治疗效果并不佳，另外，抗生素控制肺部感染

时有不良反应且可能会加重病情，引起肾衰及消化

道症状，故单纯使用西医治疗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而中医药的治疗效果明显，且临床应用较为广泛，

不良反应较少，所以可以中西医结合来治疗 ALI，

可增强疗效且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显著提高

ALI 的临床治疗效果。 

本文针对桔梗汤治疗 ALI 作用机制进行阐述，

在临床上也可使用加味桔梗汤来治疗 ALI。桔梗-甘

草药对配伍后的疗效显著，在临床上的应用也较为

广泛，随着桔梗-甘草药对研究工作的不断开展，对

这一经典方的认识会达到新的高度，将为桔梗汤更

好地运用于临床提供实验基础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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