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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名方一贯煎的历史沿革、现代研究进展和质量标志物（Q-Marker）预测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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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典名方一贯煎出自清代魏之琇所著《续名医类案》，为滋阴疏肝之良方。从历史沿革、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等方

面对一贯煎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根据中药质量标志物（quality marker，Q-Marker）的“五原则”对一贯煎 Q-Marker 进行

预测分析，结果显示花椒毒素、佛手柑内酯、补骨脂素、法卡林二醇、甲基麦冬高异黄酮 A、甲基麦冬高异黄酮 B、甲基麦

冬黄烷酮 A、甲基麦冬黄烷酮 B、鲁斯可皂苷元、洋川芎内酯 I、藁本内酯、阿魏酸、梓醇、地黄苷 D、毛蕊花糖苷、甜菜

碱和川楝素可作为一贯煎的 Q-Marker，为其后续基准样品的制备和新药研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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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iguan Decoction (一贯煎), a classical prescription of nourishing yin and soothing liver and treating yin deficiency of liver and 

kidney, is contained in the Xumingyi Leian written by Wei Zhixiu in the Qing Dynasty. Research progress on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hemical constituent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 of Yiguan Decoction we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five principles”, the 

quality markers (Q-Markers) of Yiguan Decoction were predict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xanthotoxin, bergapten, psoralen, 

falcarindiol, methylophiopogonone A, methylophiopogonone B, methylophiopogonanone A, methylophiopogonanone B, ruscogenin, 

senkyunolide I, ligustilide, ferulic acid, catalpanol, rehmannioside D, calorioside, betaine and azadirachtin could be used as Q-Markers for 

Yiguan Decoction, which could provide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preparation of reference samples and further study of 

prepa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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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于 2018 年正式发布《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

批）》[1]，2020 年再度出台《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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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首方剂）》[2]。一贯煎为在列 7 首方剂之一，

其方剂出处、处方、制法及用法等基本关键信息和

药物名称、药材基原及用药部位、药材炮制规格、

药材古今折算剂量、用法用量及功能主治等现代对

应关键信息均已明确。本文主要从历史沿革、化学

成分、药理作用等方面对经典名方一贯煎的研究进

展进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按照刘昌孝院士[3-5]提出

的质量标志物（quality marker，Q-Marker）的“五原

则”对一贯煎的 Q-Marker 进行预测分析，以期为该

经典名方物质基准及复方制剂的开发提供依据。 

1  历史沿革 

一贯煎在《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表（7 首方

剂）》中出处为《医方絜度》（清•钱敏捷），由北沙

参、麦冬、当归、生地黄、枸杞子及川楝子组成。

经古今文献考证，一贯煎始载于清代魏之琇所著《续

名医类案》[6]，鉴于滋水清肝饮治胃痛不效，而创制

方剂一贯煎，该方功在滋肝血，主治肝病、胃病而

证属阴血虚者，但未载明具体方义与药物剂量及用

法。王孟英辑录《续名医类案》的按语而作《柳洲医

话》[7]记录该方，于《归砚录》《乘稃医影》记载相关

医案，流传于世。其后《冷庐医话》[8]继承高氏“滋

水以育肝体”的薪传，更有“养金以制肝用”的创

新，将魏氏之方应用于临床有奇效。《医方絜度》[9]

明确了各药物剂量，该处方记载：“北沙参、麦冬、

当归（各 1 钱 5 分），枸杞、生地（各 3 钱），川楝

子（2 钱）”，并论证一贯煎命名来由，道其循环五

藏得以一贯由之，详细阐述一贯煎方解；生地补肾

水，枸杞滋心血，麦冬益胃气，沙参养肺气，当归资

本藏之血，以川楝泄肝，记录一贯煎主治肝血衰少、

脘痛、胁痛。《重订广温热论》[10]强调一贯煎可清滋

肝阴，疗效显著。《中风斠诠》[11]认为一贯煎主养阴

疏肝，将一贯煎主治范畴扩大至肝肾阴虚证，后于

《本草正义》[12]、《沈氏女科辑要笺正》[13]、分别记

载医案、方解与应用。《祝谌予临证用方选粹》[14]记

录医案，阐明祝氏以一贯煎为主方治疗阴虚火旺型

糖尿病，卓有成效。李冀《方剂学》[15]描述一贯煎

具有滋阴疏肝之功效，主治肝肾阴虚、肝气郁滞证，

亦用于胸脘胁痛、吞酸吐苦、咽干口燥、舌红少津、

脉细弱或虚弦、疝气瘕聚。一贯煎出处、组方、功

能主治与应用沿革见表 1。 

表 1  一贯煎的历史沿革 

Table 1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Yiguan Decoction 

成书

年代 
出处 组方、功能主治与应用 文献 

1770 《续名医类案》 用北沙参、麦冬、地黄、当归、枸杞子、川楝子 6 味……可统治胁痛、吞酸、吐酸、疝瘕、一切肝病  6 

1851 《柳州医话》 用北沙参、麦冬、地黄、当归、枸杞子、川楝子 6 味……可统治胁痛、吞酸、吐酸、疝瘕、一切肝病  7 

1838 《归砚录》 少腹瘕聚，时欲上冲，昏晕而厥，足冷面红，夜不成寐，诸治不应……脉虚细而弦，口干无液，与大

剂一贯煎，覆杯即愈；肝阳内炽之体……脉尚弦数，宜用滋潜善后，以一贯煎方，嘱其熬膏服之，

遂不复发 

 7 

1862 《乘桴医影》  痰嗽巅疼，口干胁跃，不饥而渴，时或吐酸，舌赤脉弦；以一贯煎增损，投匕即安；久患痰嗽，口干

耳鸣，头响，小溲梗涩，大便艰难，多药罕效，予一贯煎而愈 
 7 

1897 《冷庐医话》 此实开高鼓峰滋水生肝饮之法门；再传而魏玉璜之治胁痛用一贯煎（沙参、麦冬、生地、归身、枸

杞、川楝子，口苦燥者加酒连） 
 8 

1911 《医方絜度》 魏氏立此方……生地补水，当归资本藏之血，《金匮》所肝气盛则肝自意是也；然肝为刚暴之藏，恐得

补而反助其势，故复以川楝泄肝之品，以监制之……取五藏有相生循环之妙，而一方贯之也……一

贯煎（柳州）主肝血衰少、脘痛、胁痛 

 9 

1911 《重订广温热论》 魏氏一贯煎，柔剂和肝，善治胸脘胁痛，吞酸吐苦，疝气瘕聚，一切肝病，尤为清滋肝阴之良方 10 

1917 《中风斠诠》 柳州此方，原为肝肾阴虚，津液枯涸，血煤气滞变生诸证者设法；凡胁肋胀痛，脘腹指撑，纯是肝气

不舒，刚木恣肆为虐……有肝肾阴虚而腿膝痠痛、足软无力，或环跳、髀枢、足跟掣痛者，授以是

方，皆有捷效，故亦治痢后鹤膝、附骨、环跳诸症 

11 

1920 《本草正义》 魏氏一贯煎，为治燥热猥弱主方；惟痢后风之脚软膝肿，亦有阴虚生内热者，则宜魏玉璜之一贯煎 12 

1933 《沈氏女科辑要

笺正》 
柳州此方，虽从固本丸、集灵膏二方脱化而来，独加一味川棟子，以调肝木之横逆，能顺其条达之

性，是为涵养肝阴无上良药……苟无停痰积饮，此方最有奇功 
13 

2008 《祝谌予临证用

方选粹》 
阴虚火旺型糖尿病，症见口干、思饮、有饥饿感、心烦、睡眠多梦、大便结、舌红绛、脉弦数，常

用一贯煎加黄芩、黄连为主方治之 
14 

2016 《方剂学》 功能为滋阴疏肝，主治肝肾阴虚，肝气郁滞证；胸脘胁痛，吞酸吐苦，咽干口燥，舌红少津，脉细

弱或虚弦；亦治疝气瘕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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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化学成分 

2.1  一贯煎 

目前对一贯煎处方药材化学成分的分离分析研

究较多，而对复方整体化学成研究报道较少。赵青

舟等[16]建立了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并确定一贯

煎的特征成分为阿魏酸、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香

草酸、补骨脂素和槲皮素。杨福燕等[17]对一贯煎标

准煎液进行液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从中分离鉴定

出 113 个化合物，其中包括精氨酸、谷氨酸、赖氨

酸、色氨酸等氨基酸类 11 个，川楝素、异川楝素、

梓醇、地黄苷 D 等萜类 19 个，藁本内酯、洋川芎

内酯等苯酞类 13 个，麦冬皂苷 C 等甾体皂苷类 11

个，欧前胡素、异欧前胡素、补骨脂素、佛手柑内

酯等香豆素类 10 个，甜菜碱等生物碱类 9 个，甲基

麦冬高异黄酮 A、甲基麦冬高异黄酮 B、甲基麦冬

黄烷酮 A、甲基麦冬黄烷酮 B 等黄酮类 7 个，毛蕊

花糖苷等苯乙醇苷类 8 个，阿魏酸、绿原酸、咖啡

酸等有机酸类 8 个和核苷等其他类 17 个。 

2.2  单味药材 

北沙参的主要成分有香豆素类、聚炔类、木脂

素类、黄酮类、酚酸类、挥发油类、多糖类、单萜

类等[18-22]。王晓琴等[18]将北沙参中已分离鉴定的香

豆素类成分欧前胡素、异欧前胡素、别异欧前胡内

酯、补骨脂素、花椒毒素、花椒毒酚、七叶内酯、

蛇床子素、伞形花内酯、东莨菪内酯和佛手柑内酯

等归类为线形香豆素类和简单香豆素类，并汇总了

北沙参中法卡林二醇、人参炔醇等聚炔类成分。

Yuan 等 [19] 在北沙参中首次分离鉴定出 (−)-

secoisolariciresinol、glehlinoside C 和橙皮素 A 等木

脂素类成分，在正丁醇萃取部分首次分离得到槲皮

素、异槲皮素和芦丁等黄酮类成分，并从中分离鉴

定香草酸、水杨酸、阿魏酸、咖啡酸、绿原酸、原

儿茶酸甲酯等酚酸类成分和丁香苷、香草酸 4-O-β-

D-吡喃糖苷等其他成分。王红娟等[20]和张艺馨等[21]

通过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er，GC-MS）对北沙参挥发油进行化学成

分分析，鉴定出反式,反式-2,4-癸二烯醛、反式-2-辛

烯-1-醇、人参炔醇和镰叶芹二醇等挥发油类成分。

任浩娜[22]确定了北沙参多糖由 D-甘露糖、D-鼠李

糖、半乳糖醛酸、D-葡萄糖、D-半乳糖和 L-(＋)-阿

拉伯糖等 8 种单糖组成。 

麦冬的主要成分有甾体皂苷、黄酮类、多糖、

挥发油等[23-29]。迄今为止，学者已从麦冬中分离鉴

定了 70 余种甾体皂苷，主要分为螺甾烷醇型、呋甾

烷醇型和呋甾烷醇型，其中包含麦冬皂苷 A、麦冬

皂苷 B、麦冬皂苷 C、麦冬皂苷 D 和 D′等[23-24]。范

明明等[23]综述了麦冬中已分离出的 30 余种高异黄

酮类化合物，主要分为 I 型（如甲基麦冬高异黄酮 A、

B、C）、II 型（如甲基麦冬黄烷酮 A、B）和 III 型（如

2-羟基二氢高异黄酮）3 种类型。程志红等[25]从麦冬

块根的醋酸乙酯部位分离并鉴别出甲基麦冬黄烷酮

Ａ、甲基麦冬黄烷酮Ｂ、甲基麦冬黄酮Ａ、甲基麦

冬黄酮Ｂ、2′-羟基甲基麦冬黄酮 A 等黄酮类成分，

大黄酚、大黄素等蒽醌类成分，香草酸、对羟基苯甲

醛等酚酸类成分，龙脑葡萄糖苷、齐墩果酸等萜类成

分和壬二酸等有机酸类成分。朱永新等[26]从浙麦冬

块根中首次分离得到 6-醛基异麦冬黄酮 B 和 6-醛基

异麦冬黄酮 A。张璐欣等[27]从麦冬有效部位中提取

分离出 12 种多糖，包括麦冬多糖 MDG-1、OJP-1、

POJ-1、Md-1、Md-2 等。张存兰[28]和吴洪伟等[29]从

麦冬挥发油中分离鉴别出龙蒿脑、L-芳樟醇、亚麻

酸甲酯、棕榈酸、τ-荜澄茄醇等化合物。 

当归中含有挥发油类、有机酸类、香豆素类、

多糖、氨基酸类、黄酮类等成分[30-31]。在当归挥发

油中常见的有 Z-藁本内酯、洋川芎内酯 A、洋川芎

内酯 D、洋川芎内酯 H、洋川芎内酯 I 和 Z-丁烯基

苯酞、正丁基苯酞、正丁烯基苯酞、洋川芎内酯 I、

当归双藁苯内酯 A 及藁本内酯等苯酞类成分[32-34]，

还含有 α-蒎烯、p-雪松烯、氧化石竹烯、α-菖蒲二

烯、β-月桂烯等萜类化合物[32]，别罗勒烯、香荆芥

酚、对甲苯酚、丁香油酚、对乙烯基愈创木酚等酚

类化合物[35]以及阿魏酸、亚油酸、咖啡酸、绿原酸、

邻苯二甲酸、丁二酸、烟酸、十六烷羧酸、香荚兰

酸、邻二苯酸、茴香酸、壬二酸、棕榈酸、亚油酸、

硬脂酸等有机酸类成分[36]。蒋庭玉[37]于拐芹当归中

分离并鉴定出香豆素类成分石当归素、东莨菪素、

紫花前胡素内酯、新白当归醇、异茴芹内酯、欧前

胡素、异欧前胡素、水合氧化前胡素、香柑内酯、

新独活素等。蒋伟等[38]从当归中分离得到苯酞类成

分川芎内酯 I 以及五加苷 B1、E-松柏苷、愈创木基

丙三醇、淫羊藿次苷 F2、马鞭草烯酮-5-O-β-D-葡萄

糖苷等。戴兴德等[39]和 Zhu 等[40]确定当归存在精氨

酸、色氨酸、瓜氨酸等氨基酸类成分。Zhou 等[41]发

现当归多糖由鼠李糖、半乳糖醛酸、葡萄糖、半乳

糖和阿拉伯糖 5 种单糖组成。此外，当归中还含有

5-羟甲基糠醛、豆甾醇、十七烷酸、6-三甲基苯甲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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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嘧啶、胡萝卜苷、金丝桃苷、尿囊素、甘露醇等

其他成分[30-31]。 

生地黄的主要成分有糖类、环烯醚萜类、苯乙

醇苷类、紫罗兰酮类、木脂素类和酚酸类等[42]。地

黄中糖类分为多糖和单糖，文献报道的地黄多糖有

地黄多糖 a、地黄多糖 b、2 种酸性多糖、地黄多糖

SRPI 和地黄多糖 SRPII[43]，由鼠李糖、岩藻糖、甘

露糖、半乳糖、葡萄糖等组成，地黄单糖有水苏糖、

棉子糖、葡萄糖、蔗糖、果糖、甘露三糖、毛蕊花糖

及半乳糖[42]。环烯醚萜类是地黄中含量最高的一大

类成分，主要含有地黄苷 D、梓醇、地黄新苷 A～I、

筋骨草醇、京尼平苷、桃叶珊瑚苷等[42,44-46]。地黄苯

乙醇苷类成分以毛蕊花糖苷为代表，包括肉苁蓉 A、

肉苁蓉 F、焦地黄苯乙醇苷 A～E、海胆苷、异毛蕊

花糖苷、leucosceptoside A、红景天苷、去咖啡酰基

毛蕊花糖苷等[42,47-49]。从生地黄中分离得到的紫罗

兰酮类化合物多以单萜和倍半萜为主，包括地黄紫

罗兰苷 A～C、地黄新萜 A～F、野菰酸、黑蒴酸、

地黄苦苷、jiocarotenoside A1、jiocarotenoside A2、

rehmapicrogenin 等[42,47,49]。此外，地黄中还含有新地

黄木脂素 A、新地黄木脂素 B 等木脂素类成分[47]，

阿魏酸甲酯、2,5-二羟基苯乙酮等酚酸类成分[42]，齐

墩果酸、熊果酸等三萜类成分[50]以及香叶木素、芹

菜素、木犀草素等黄酮类成分[51]。 

枸杞子主要成分有糖类、生物碱类、挥发油类、

氨基酸类、酚酸类、黄酮类等[52]。枸杞多糖主要由

岩藻糖、鼠李糖、阿拉伯糖、半乳糖、葡萄糖、甘

露糖 6 种单糖组成[53]。生物碱为枸杞子主要活性成分

之一，代表成分为甜菜碱，除此之外还含有莨菪碱、

烟酰胺、天仙子胺和颠茄碱等[54]。Altintas 等[55]通过

GC-MS 分析检测从枸杞子中分离鉴别出棕榈酸、肉

豆蔻酸和亚油酸等挥发油类成分。此外，研究者发

现枸杞子中含有丁香酸、绿原酸、没食子酸、咖啡

酸、儿茶素、原儿茶素等酚酸类成分[56]，木犀草素、

山柰酚-3-O-芸香糖苷、芦丁、槲皮素、芹菜素、杨

梅素、锦葵花素等黄酮类化合物[52,57]，氨基乙磺酸

等氨基酸类成分[52,54]以及谷醇、胆醇、菜油醇、岩

蓝茄酮、L-1,2-去氢香附酮等其他成分。 

川楝子主要成分有楝烷型三萜类、柠檬苦素类、

黄酮类、甾体类、挥发油类、酚酸及木脂素类等[58]。

三萜类化合物为川楝子主要成分，其中包括川楝素、

异川楝素、Δ5,6-异川楝素、 toosendanal、 12-O-

methylvolkensin、meliatoxin B1、trichilinin B、trichilinin 

D、trichilinin H、1-cinnamoyltrichilinin 等[58-59]。张琼

等 [60] 从川楝子的醋酸乙酯提取物中得到了

nimbolinin B 和 trichilinin D 等柠檬苦素类化合物。

从川楝子分离得到了大豆苷元、山柰酚、芦丁和桑色

素等黄酮类成分[61-62]。陈敏等[63]从川楝子的正丁醇

层中分离得到了高北美圣草素。周英等[59]从川楝子

氯仿层中分离得到甾体类成分豆甾醇和 β-谷甾醇。

孙毅坤等[64]从川楝子中分离并鉴定出甾体类成分

胡萝卜苷和己酸、亚麻酸乙酯、棕榈酸等挥发油类

成分。谢帆等[65]从川楝子醋酸乙酯层中分离得到了

槲皮素、槲皮苷、异槲皮苷等黄酮类成分，并从川

楝子中分离得到香草酸、原儿茶酸、异香草酸、5-羟

甲基糠醛、对羟基苯甲酸等酚酸类成分以及表松脂

醇、clemaphenol A、medioresinol、(±)-balanophonin、

evofolin-B 等木脂素类化合物。 

3  药理作用 

一贯煎功效为滋阴疏肝，主治肝肾阴虚、肝气

郁滞证，具有保肝、护胃、抗肿瘤等药理作用，现

代临床多将其用于治疗肝病、胃病、肿瘤、干燥综

合征等。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通过大量药理和临床

研究，证实其滋阴疏肝作用显著，并广泛应用于肝、

胃等肝肾阴虚诸证。 

3.1  保肝 

一贯煎具有多途径、多层次、多靶点综合调节

的特征，可抑制肝脏炎性反应，修复肝细胞，治疗

肝硬化、肝纤维化，调节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介导的信

号通路[66]。研究发现一贯煎可通过降低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谷氨酸氨

基转移酶（aspe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调控

RhoA/RhoA 相关卷曲螺旋形成蛋白激酶 1 通路，抑

制肝星状细胞活化，抑制转化生长因子、基质金属

蛋白酶-1（matrix metalloproteinase-1，MMP-1）过度

表达，从而发挥抗肝纤维化作用[67-68]。高思琦等[69]

研究发现一贯煎可改善肝组织坏死及肝窦内皮损

伤，减少肝组织细胞凋亡。一研究还发现 贯煎滋阴

保肝的机制为拮抗阴虚肝损伤、改善阴虚症状、清除

自由基、抑制脂质过氧化和减轻组织器官的病损[66]。

邱丰俊等[70]研究发现一贯煎可减轻酒精性脂肪性

肝病小鼠的肝损伤，降低肝组织内脂质沉积，影响

肝细胞膜受体蛋白转化生长因子 B 受体 II 的表达，

起到防治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药理作用。研究还发

现一贯煎防治肝硬化的作用机制可能主要与抗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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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改善肝脏炎症、提高肝细胞生物合成以及抑

制肝星状细胞活化、减轻胶原沉积、改善肝窦血管

化、促进肝细胞再生等有关[71]。 

3.2  抗肿瘤 

一贯煎具有抑制肿瘤细胞的侵袭与转移的药理

作用[72]。谢斌等[73]发现一贯煎可通过调节 EGFR 信号

通路，影响相关蛋白细胞间黏附因子-1、细胞外调节

蛋白激酶、增殖细胞核抗原表达，从而调控肿瘤细胞

侵袭转移。证实一贯煎与环磷酰胺二者联用能同时抑

制肿瘤组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和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 2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VEGFR2）

蛋白的表达，降低肝癌组织 MMP-9 蛋白的表达作用，

减少肝癌细胞的转移，在抑制肿瘤血管增殖方面显示

了较好的协同作用[74-75]。 

3.3  护胃 

一贯煎可通过调节核因子-κB 信号通路提高胃

肠平滑肌收缩，促进胃液分泌等[66]。李林等[76]确定

一贯煎能显著减轻无水乙醇性胃黏膜损伤，且在一

定程度上与损伤抑制率呈线性关系，还能加快已经

形成的无水乙醇性胃黏膜损伤的修复过程。邱志洁

等[77]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服一贯煎治疗慢性萎缩

性胃炎，发现可通过下调血清中炎性介质白细胞介

素-12 和肿瘤坏死因子-α 表达发挥治疗作用。褚雪

菲等[78]发现以芍药甘草汤合一贯煎加减内服治疗

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阴不足证患者，可促进黏膜修复，

改善病理组织学病变，缩小胃黏膜萎缩程度和范围，

有利于延缓病变进展和降低癌变风险。 

3.4  其他 

一贯煎及其多糖能清除自由基，防止细胞生物

膜过氧化，有益于组织、细胞抗损伤，具有延缓衰老

的功能[66,79]。徐静等[80]发现一贯煎能有效影响中枢

神经递质的分泌，保持睾酮/皮质醇值稳定，促进机

体保持良好的抗运动疲劳能力，从而起到抗运动疲

劳的药效作用。王丽哲等[81]发现针刺联合一贯煎可

通过提高去甲肾上腺素及 5-羟色胺水平来发挥抗抑

郁作用，从而治疗抑郁症。 

4  Q-Marker 预测分析 

为提升我国中药产品质量和质量控制水平，刘

昌孝院士[3-5]提出了 Q-Marker 的概念，并从质量传

递与溯源、成分特有性、成分有效性、复方配伍环

境以及成分可测性 5 个方面对中药 Q-Marker 的内

涵及其发现和确定思路及方法进行了论述。结合中

药 Q-Marker 的概念和“五原则”建立一贯煎 Q-

Marker 发现的研究路径，见图 1。 

4.1  基于质量传递与溯源的 Q-Marker 预测分析 

以“一贯煎”为关键词，采用中药系统药理学数

据库与分析平台、TCMdatabase@Taiwan、TCMID、

HIT、Drugbank、PubChem、TTD 等数据库查询一贯

煎的化学成分，并通过口服生物利用度≥30%和类

药性指数≥0.18 筛选活性成分，结果得到一贯煎中

化学成分 849 种，分别为北沙参 122 个（欧前胡素、

补骨脂素等）、麦冬 95 个（麦冬皂苷 C、甲基麦冬

黄烷酮 A 等）、当归 288 个（阿魏酸、正丁基苯酞、

藁本内酯等）、生地黄 71 个（梓醇、地黄苷 D、毛

蕊花糖苷等）、枸杞子 212 个（甜菜碱等）、川楝子 
 

 

图 1  基于“五原则”的一贯煎 Q-Marker 发现的研究路径 

 Fig. 1  Research approach of Q-Marker of Yiguan Decoction based on “five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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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个（川楝素、槲皮素等），且分析得到一贯煎中

共有 49 种活性成分，其中 7 个属于北沙参，3 个属

于当归，1 个属于生地黄，29 个属于枸杞子，2 个

属于川楝子[82]。 

赵青舟等[16]标定一贯煎复方中的 34 个共有峰，

指认出 5 个特征成分为补骨脂素、阿魏酸、香草酸、

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和槲皮素，其中补骨脂素来源

于北沙参，阿魏酸、香草酸、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

主要来源于当归，槲皮素主要来源于川楝子。杨福

燕等[17]从一贯煎标准煎液中分离鉴定的色氨酸、赖

氨酸等氨基酸类成分来源于麦冬、当归、枸杞子，

藁本内酯、正丁基苯酞等苯酞类成分主要来源于当

归，川楝素、异川楝素等四环三萜类成分主要来源

于川楝子，梓醇、地黄苷 D 等环烯醚萜苷类成分和

毛蕊花糖苷等苯乙醇苷类成分可溯源至生地黄，麦

冬皂苷 C 等甾体皂苷类成分和甲基麦冬高异黄酮

A、甲基麦冬黄烷酮 A 等黄酮类成分可溯源至麦冬，

欧前胡素、异欧前胡素、补骨脂素等香豆素类成分

可溯源至北沙参，甜菜碱等生物碱类成分可溯源至

枸杞子，阿魏酸、绿原酸、咖啡酸等有机酸类成分

来源于各味药材。 

中药发挥药效的基础是中药入血成分和其代谢

产物的药动学规律。目前未见一贯煎的药动学研究，

基于一贯煎单味药材北沙参、麦冬、当归、枸杞子、

生地黄和川楝子，参考沙参麦冬汤（含北沙参和麦

冬）、月华丸（含生地黄和麦冬）、当归补血汤（含

当归）等方剂的相关药动学研究结果，对一贯煎单味

药材入血成分进行预测分析。吴茵等[83]检测出甲基

麦冬黄烷酮 A、花椒毒素为沙参麦冬汤中麦冬和北

沙参的主要入血成分。邹俊驹等[84]从月华丸入血成

分中检测出地黄苷 A 和麦冬皂苷 D 分别为生地黄

和麦冬的主要入血成分。刘傲雪[85]从当归补血汤入

血成分中检测出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阿魏酸和洋

川芎内酯 I 为当归的主要入血成分。综上所述，甲

基麦冬黄烷酮 A、麦冬皂苷 D、补骨脂素、花椒毒

素、地黄苷 A、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阿魏酸和洋

川芎内酯 I，可作为一贯煎 Q-Marker 选择的重要参

考依据。 

4.2  基于成分特有性的 Q-Marker 预测分析 

4.2.1  北沙参  其含有香豆素、聚炔、多糖、挥发油、

氨基酸、木脂素、酚酸和微量元素等成分[18]。其中多

以香豆素类化合物佛手柑内酯、伞形花内酯、欧前

胡素、异欧前胡素、花椒毒素、补骨脂素和聚炔类

成分法卡林二醇、人参炔醇作为指标评价北沙参质

量[86-87]，但伞形花内酯为伞形科植物主要成分，专

属性不高，而欧前胡素、异欧前胡素、人参炔醇含

量偏低，均不易作为北沙参的质量特征成分，综合

分析香豆素类化合物佛手柑内酯、花椒毒素、补骨

脂素和聚炔类化合物法卡林二醇可作为北沙参的特

征成分。 

4.2.2  麦冬  其含有甾体皂苷、黄酮和多糖等成

分[23-24]。鲁斯可皂苷元为麦冬在《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中的质量评价指标[88]，研究表明甲基麦冬高异

黄酮 A、甲基麦冬高异黄酮 B、甲基麦冬黄烷酮 A、

甲基麦冬黄烷酮B为麦冬标准汤剂质量标准的定量

指标[89-90]。因此，选择鲁斯可皂苷元、甲基麦冬高

异黄酮 A、甲基麦冬高异黄酮 B、甲基麦冬黄烷酮

A、甲基麦冬黄烷酮 B 作为麦冬的特有性成分较为

适宜。 

4.2.3  当归  其含有挥发油、香豆素类、黄酮类、多

糖、氨基酸、有机酸类和苯酞类等成分[30-31]。挥发油

中的藁本内酯、洋川芎内酯 I 和有机酸中的阿魏酸均

为当归的主要有效成分[33,36]，而且阿魏酸为当归在

《中国药典》2020 年版的质量评价指标成分[88]。因此，

藁本内酯、洋川芎内酯 I 和阿魏酸可作为当归的特

征成分。 

4.2.4  生地黄  其含有环烯醚萜类、紫罗兰酮类、

苯乙醇类、三萜类、黄酮类、木脂素类和酚酸类等

成分[42]，其中环稀醚萜苷类成分包括梓醇、益母草

苷、桃叶珊瑚苷、地黄苷 D 等，苯乙醇苷类成分包

括毛蕊花糖苷、异毛蕊花糖苷等[44-49]。研究发现环

烯醚萜类和苯乙醇苷类属于生地黄特有成分[42]，且环

烯醚萜类成分梓醇、地黄苷 D 为地黄在《中国药典》

2020 年版的质量评价指标成分[88]，而毛蕊花糖苷为地

黄在《中国药典》2015 年版的质量评价指标成分[91]。

因此，梓醇、地黄苷 D、毛蕊花糖苷可作为生地黄

的特征成分。 

4.2.5  枸杞子  其含有生物碱、多糖、氨基酸和维

生素等化学成分[52]。其中，甜菜碱为其他植物中较

少见的成分，是枸杞子发挥药理作用的物质基础，

也是药典记载的枸杞子含量测定指标成分[88]。因

此，甜菜碱可作为枸杞子的特有性成分。 

4.2.6  川楝子  其含有挥发油、楝烷型三萜类、柠

檬苦素类、酚酸类、木脂素类、黄酮类及甾体类等

成分[58]。三萜类是川楝子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多

种药理作用，其中川楝素的含量是判断川楝子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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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理化指标之一[58-59]，也是《中国药典》2020

年版记载的川楝子含量测定指标成分[88]。因此，可

选择川楝素评价川楝子的质量。 

4.3  基于成分有效性的 Q-Marker 预测分析 

一贯煎具有滋阴疏肝之功效，现代药效可分为

保肝和滋阴。研究表明，一贯煎中的香豆素类、有

机酸类、挥发油类、多糖类和生物碱类成分对肝组

织损伤均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调节肝脏功能从而保

护肝脏，能够发挥一贯煎的保肝作用，而苷类成分

可通过调节激素水平发挥滋阴的功效，从而缓解阴

虚症状[92-101]。 

4.3.1  保肝  麦冬多糖[92]、北沙参乙醇提取物[93]对

CCl4所致的大鼠急性肝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而北沙参佛手柑内酯对肝癌母细胞株具有明显的抑

制作用[94]。当归有机酸类成分阿魏酸能显著降低肝

损伤小鼠血清中 ALT、AST、碱性磷酸酶等水平，

减少炎症因子的释放，减轻肝细胞坏死[95-96]。当归

挥发油类成分藁本内酯能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分

泌，激活抗氧化反应元件调控基因的转录，改善肝

脏病理状态，从而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97]。当归多

糖、地黄寡糖和枸杞多糖可以改善肝脏氧化损伤，

抑制肝脏炎性反应[98-99]。刘彦飞等[49]研究证实地黄

活性成分红景天苷和异直蒴苔苷对肝损伤有明显保

护作用。枸杞子生物碱类成分甜菜碱是保护肝脏的

有效成分，改善肝脏内脂质和氧自由基的含量，调

节肝功能状况，预防肝脏组织细胞的病变，对肝损

伤具有修复作用，促进肝细胞再生，从而达到保护肝

脏的作用[100]。因此，可选择佛手柑内酯、阿魏酸、藁

本内酯、当归多糖、地黄寡糖、红景天苷、异直蒴苔

苷、枸杞多糖和甜菜碱作为一贯煎的 Q-Marker。 

4.3.2  滋阴  地黄中苷类成分梓醇、地黄苷 A、地

黄苷D和益母草苷可通过反馈调节激素水平缓解阴

虚症状，从而达到清热滋阴的作用。因此，可选择

梓醇、地黄苷 A、地黄苷 D 和益母草苷作为一贯煎

的 Q-Marker[101]。 

4.4  基于复方配伍环境的 Q-Marker 预测分析 

中药不同的复方配伍可以发挥不同的功效，诸

药合用，七情配伍，从而起到不同的治疗作用。中

药治病实质是以偏治偏，根据药性的偏向，对药物

进行配伍，可以起到增强疗效、缓解偏性的作用。

方中君药为生地黄，补益肝肾，滋阴养血，体现滋

水涵木之意。臣药为枸杞子、当归，滋阴养血柔肝；

麦冬、北沙参育阴涵阳、滋养肺阴，养金制木。又

佐少量川楝子，疏肝止痛。诸药合用，肝体得养，

肝气得舒，诸症可解[72]。 

研究发现，生地黄-麦冬配伍可使梓醇含量提

高，其机制推测为生地黄-麦冬共同作用下，麦冬皂苷

类成分有利于梓醇的煎出[102]。研究表明，北沙参-麦

冬配伍给药可以提高佛手柑内酯、异茴芹内酯、补

骨脂素、欧前胡素、麦冬皂苷 D 和甲基麦冬高异黄

酮 A 的生物利用度，影响佛手柑内酯、异茴芹内酯

和补骨脂素的体内过程，减慢甲基麦冬二氢高异黄

酮 A 和甲基麦冬二氢高异黄酮 B 的吸收[102]。北沙

参-麦冬配伍后总香豆素类含量下降，总麦冬甾体皂

苷类、总麦冬高异黄酮类含量上升[103]。 

综合推测，梓醇、佛手柑内酯、异茴芹内酯、

补骨脂素、欧前胡素、麦冬皂苷 D 和甲基麦冬高异

黄酮 A 可作为一贯煎 Q-Marker 的预测参考。 

4.5  基于成分可测性的 Q-Marker 预测分析 

赵青舟等[16]建立了一贯煎高效液相色谱特征

图谱，确定阿魏酸、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香草酸、

补骨脂素和槲皮素为一贯煎特征成分，可应用于定

性分析。 

《中国药典》2020 年版规定的麦冬、当归、生地

黄、枸杞子、川楝子含量测定的指标成分分别为鲁

斯可皂苷元、阿魏酸、梓醇、地黄苷 D、甜菜碱、

川楝素[88]。北沙参药材常以花椒毒素、欧前胡素、

异欧前胡素、补骨脂素为测定指标[11]。麦冬药材常

以甲基麦冬高异黄酮、甲基麦冬黄烷酮为质量评价

指标。当归药材常以阿魏酸、藁本内酯、洋川芎内

酯 I 为测定指标。生地黄药材常以梓醇、地黄苷 D、

桃叶珊瑚苷和毛蕊花糖苷作为质量评价指标。枸杞

子药材和川楝子药材分别以甜菜碱和川楝素为质量

评价指标。 

综上所述，基于 Q-Marker 的概念和“五原则”，

一贯煎中的花椒毒素、佛手柑内酯、补骨脂素、法

卡林二醇、甲基麦冬高异黄酮 A、甲基麦冬高异黄

酮 B、甲基麦冬黄烷酮 A、甲基麦冬黄烷酮 B、鲁

斯可皂苷元、阿魏酸、藁本内酯、洋川芎内酯 I、甜

菜碱、梓醇、地黄苷 D、毛蕊花糖苷、川楝素等成

分，可以作为一贯煎的 Q-Marker（表 2、图 2）。 

5  结语及展望 

经典名方一贯煎自清代一直沿用至今，具有充

分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其功效为滋阴疏肝，主治肝

阴不足、血燥气郁证，胸脘胁痛、吞酸吐苦、咽干

口燥、舌红少津、脉细弦，亦治疝气瘕聚。临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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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一贯煎的 Q-Markers 信息 

Table 2  Q-Marker information of Yiguan Decoction 

序号 Q-Marker 分子式 相对分子质量 药材 

 1 花椒毒素 C12H8O4 216.19 北沙参 

 2 佛手柑内酯 C12H8O4 216.19 北沙参 

 3 补骨脂素 C12H8O4 216.19 北沙参 

 4 法卡林二醇 C12H8O4 216.19 北沙参 

 5 甲基麦冬高异黄酮 A C19H16O6 340.10 麦冬 

 6 甲基麦冬高异黄酮 B C19H18O5 326.12 麦冬 

 7 甲基麦冬黄烷酮 A C19H18O6 342.11 麦冬 

 8 甲基麦冬黄烷酮 B C19H20O5 328.13 麦冬 

 9 鲁斯可皂苷元 C27H42O4 430.63 麦冬 

10 阿魏酸 C10H10O4 196.18 当归、北沙参 

11 洋川芎内酯Ⅰ C12H16O4 224.26 当归 

12 藁本内酯 C12H14O2 190.24 当归 

13 甜菜碱 C15H11NO2 117.15 枸杞子 

14 梓醇 C15H22O10 362.33 生地黄 

15 地黄苷 D C27H42O20 686.61 生地黄 

16 毛蕊花糖苷 C29H36O15 624.59 生地黄 

17 川楝素 C30H38O11 574.63 川楝子 

 

 

图 2  一贯煎 Q-Markers 的化学结构 

Fig. 2  Chemical structures of Q-Markers of Yiguan Deco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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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将其随证加减或与其他药物联用，应用广泛。一

贯煎是国家认定且关键信息明确的经典名方，具备

了在现代制药工业体系生产制备的基本要素。经典

名方开发的核心是建立基于古代制法的基准样品，

以承载古代经典名方的有效性、安全性，现代制剂

的质量应与基准样品的质量基本一致，因此需要建

立一套现代质量评价体系对生产过程进行质量控

制。由于中药制剂成分复杂，关于一贯煎的整体化

学成分研究偏少，还未见其药动学研究的报道。因

此，本文综述了一贯煎的历史沿革、处方及单味药

材的化学成分、主要药理作用，并根据 Q-Marker 的

“五原则”对一贯煎的 Q-Marker 进行预测分析，希

望能为该方基准样品的研究和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

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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