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草药 2023 年 3 月 第 54 卷 第 6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3 March Vol. 54 No. 6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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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复方芩兰口服液（Compound Qinlan Oral Liquid，CQOL）由银翘散化裁而来，由金银花 Lonicerae Japonicae Flos、

黄芩 Scutellariae Radix、连翘 Forsythiae Fructus、板蓝根 Isatidis Radix 组成，是临床上常用的清热解毒类中药，具有抗病毒

作用。通过对 CQOL 的有效成分、抗流感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

2）药效研究进展等进行综述，为 CQOL 临床用于治疗 SARS-CoV-2 引起的呼吸道疾病提供依据。 

关键词：复方芩兰口服液；抗病毒；中医理论；物质基础；药效学研究；绿原酸；黄芩苷；木脂素；生物碱 

中图分类号：R2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253 - 2670(2023)06 - 2005 - 07 

DOI: 10.7501/j.issn.0253-2670.2023.06.033 

Research progress of antiviral material basis and mechanism of Compound 

Qinlan Oral Liquid 

YAN Jiu-jiang1, MENG Jie1, Liu Shu-min2, SUO Di1, YAN Zheng-hua3 

1.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Institute, Zhenbaodao Pharmaceutical Co., Ltd., Harbin 150060, China 

2.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150040, China 

3. Guoyita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l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Compound Qinlan Oral Liquid (复方芩兰口服液，CQOL) is derived from Yinqiao San (银翘散), which is composed of 

Jinyinhua (Lonicerae Japonicae Flos), Huangqin (Scutellariae Radix), Lianqiao (Forsythiae Fructus) and Banlangen (Isatidis Radix). It 

is a common clinical herbal medicine for clearing heat and detoxification, and has antiviral effects. By reviewing the active ingredients 

of CQOL 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its anti-influenza virus and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efficacy, with view to providing a basis for the clinical use of CQOL in treatment of respiratory diseases caused by SARS-Co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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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芩兰口服液（ Compound Qinlan Oral 

Liquid，CQOL）由银翘散化裁而来，源自 1793 年

吴鞠通《温病条辨》。处方由金银花 Lonicerae 

Japonicae Flos 、黄芩 Scutellariae Radix、连翘

Forsythiae Fructus、板蓝根 Isatidis Radix 组成。其

中金银花和连翘是临床应用中常相须为用的药对，

复方芩兰口服液组方以药对为基础，结合药物性味

配伍理论组方而成，该方在《吴鞠通医案》中可找

到对应的医案辅以解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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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OL 是临床上常用的清热解毒类抗病毒名优

中成药，其临床疗效突出，对流感病毒、合胞病毒、

腺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等均有较好

的抑制作用，此外，对病毒引起的呼吸道感染也有

较好的治疗作用。 

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国医大师颜正华认

为：该方证为风热袭表、热毒偏盛，侵入气分而卫

气同病。清轻解表和早期应用清热解毒药，是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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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的特色，可及早阻断温病的发展。方中金银花、

连翘为清香之品，质地轻扬、能透能散、能清能泄，

为君药，既可辛凉解表、透邪外出使邪有出路，又

可泻火解毒清热，二者相须为用，发挥清热解毒、

退热透邪的作用；板蓝根味苦寒，入心、胃经，善

清热解毒凉血利咽，为臣药，助君药加强泻火解毒、

增强抗病毒之力；黄芩味苦寒，主入肺经，清热燥

湿、泻火解毒，善清肺经之热，为佐使药，可引药

入上焦肺经。四药相合，协同增效，清疏兼顾，表

里双解，气血两清；适用于外感风热、温病初起、

时行疫病之肺经实热证。 

近年来，已有大量学者对 CQOL 的药效物质基

础、作用机制、质量控制等进行研究，然而，并未

见对 CQOL 抗病毒作用及其机制进行归纳总结。基

于此，本文对 CQOL 抗病毒作用及其机制等方面的

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 CQOL 的深入研究和临床推

广应用提供依据。 

1  CQOL 抗病毒活性成分预测 

CQOL 由金银花、连翘、黄芩、板蓝根 4 味中

药组成。当前对其全方的化学成分研究较少，且尚

未有相关文献报道。因此，通过对 CQOL 中 4 味中

药抗病毒活性成分进行归纳，进而预测 CQOL 的抗

病毒活性成分。 

金银花主要含有黄酮类、有机酸类、挥发油类、

环烯醚萜类、皂苷类等化学成分，其中黄酮类成分为

金银花的主要药效成分。木犀草苷作为黄酮类成分

被认为是其潜在的指标成分，已被作为多种中药制

剂质量标准考察的重要指标[2]。连翘中的主要化学成

分包括苯乙醇苷类、木脂素类、萜类、黄酮类、挥发

油类及生物碱类等[3]。连翘中含有大量的苯乙醇及其

苷类化合物，主要有连翘酯苷 A～D 等[3]，其中连翘

酯苷 A 是连翘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4-5]；木脂素类是

连翘的主要活性成分，包括连翘苷[6]、连翘素、牛蒡

子苷及其苷元等。黄芩的主要化学成分和特征性成

分为黄酮类成分，包括黄芩素、黄芩苷、汉黄芩素、

汉黄芩苷、木犀草素和野黄芩苷[7]。板蓝根中物质成

分丰富，其中多糖类、生物碱类、苯丙素类、有机酸

类、黄酮类、核苷类等化合物都具有生物活性[8-9]。 

根据研究分析，CQOL 的抗病毒药理活性成分

主要集中在有机酸、黄酮类、木脂素类、多糖、核

苷、生物碱、氨基酸等物质。这些成分均源于方中

的 4 味中药，发挥不同的药理作用。其抗病毒活性

成分类别及来源见表 1。 

表 1  CQOL 抗病毒活性成分归类及溯源 

Table 1  Classification and traceability of antiviral active 

ingredients of CQOL 

活性成分 所属类别 来源 

咖啡酸、绿原酸 有机酸类 金银花 

木犀草苷、槲皮素 黄酮类 金银花、连翘 

金合欢素、黄芩苷、汉黄芩素 黄酮类 板蓝根、黄芩 

连翘酯苷 苯乙醇苷类 连翘 

连翘苷、落叶松酯醇苷 木脂素类 连翘、板蓝根 

羟基靛玉红 生物碱类 板蓝根 

β-谷甾醇 甾醇类 板蓝根 

芥酸 脂肪酸类 板蓝根 

腺苷 核苷类 板蓝根 

氨基酸 氨基酸类 板蓝根 

多糖 多糖类 板蓝根 

 

2  CQOL 抗病毒作用及其机制 

CQOL 是治疗风热外感的常用中成药。临床多

用于治疗流行性感冒。近年来，CQOL 在治疗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

19）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在归纳 CQOL

抗病毒方面的研究文献时，重点聚焦在对流感病毒

和 SARS-CoV-2 的药理药效研究。 

2.1  CQOL 抗流感病毒作用及其机制 

2.1.1  CQOL 抗流感病毒引起肺炎的药效学研究  

CQOL 作为清热解毒的代表方，主要用于风热感冒

和瘟疫毒邪引起的发热、痰咳等症及病毒性感冒见

上述证候者。鲍岩岩等[10]采用甲型流感病毒感染小

鼠肺炎模型，研究 CQOL 对甲型流感病毒肺炎的影

响，结果表明 CQOL 可以改善肺组织及肺支气管病

变、降低血清中免疫因子水平，进而对甲型流感病

毒肺炎起到良好的改善作用。 

2.1.2  CQOL 抗流感病毒引起肺炎的作用机制  

CQOL 在治疗风热外感引起的发热、咳嗽等呼吸道

感染等疗效突出。流感病毒是引起呼吸道感染的主

要因素之一，临床上流感病毒往往会引发中度肺炎。

因此有必要在了解流感引发肺炎的病因、病机的同

时，对 CQOL 治疗流感病毒引起的中度肺炎的作用

机制进行探讨。郭清等 [11]通过研究核因子 -κB

（nuclear factor-κB，NF-κB）通路对流感病毒感染致

重症肺炎动物模型免疫功能的调控机制的影响，发

现 CQOL 可以通过抑制 NF-κB 通路诱导调节性 T

细胞（T regulatory cell，Treg）而抑制辅助性 T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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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T helper cell，Th17），从而调节免疫炎性反应，

缓解由流感病毒引起的重症肺炎。 

2.2  CQOL 抗 SARS-CoV-2 作用及其机制 

2.2.1  CQOL 抗 SARS-CoV-2 的药效学研究  鲍岩

岩 等 [12] 用 人类冠状病毒毒株 229E （ human 

coronavirus 229E，HCoV-229E）感染寒湿证小鼠，

建立人冠状病毒肺炎疫毒袭肺证病证结合小鼠模

型，研究 CQOL 对人冠状病毒肺炎疫毒袭肺证的治

疗效果，结果表明 CQOL（11、22 mL/kg）可以显著

降低人冠状病毒肺炎疫毒袭肺证小鼠的肺指数和肺

组织中病毒的载量，升高小鼠外周血 CD4
＋
、CD8

＋
T

淋巴细胞及总 B 淋巴细胞百分比，此外，CQOL 可

显著降低人冠状病毒肺炎疫毒袭肺证小鼠肺组织

中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IL-10、肿

瘤坏死因子-α（tumou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及

γ 干扰素的含量，进而改善肺组织炎症。杨剑等[13]

采用转化生长因子-β诱导活化人源肺成纤维细胞和

鼠源胚胎成纤维细胞的 2 种胶原沉积模型，对已上

市的多种中成药进行筛选，发现 CQOL 等多种中成

药提取物对鼠源胚胎成纤维细胞、人源肺成纤维化

细胞的胶原沉积均有抑制作用，提示 CQOL 对

SARS-CoV-2 引起的毛玻璃样肺纤维化有较好的临

床应用前景，为后期 COVID-19 感染后康复治疗提

供用药选择依据。 

2.2.2  CQOL 抗 SARS-CoV-2 作用机制  赵军宁

等[14]、刘方舟等[15]采用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方

法构建 CQOL 治疗 COVID-19 相关“中药-成分-

靶点”的互作网络，对 CQOL 治疗 COVID-19 的

有效成分、潜在靶点及分子机制进行探究，结果

发现 CQOL 中金银花、黄芩、板蓝根和连翘中共

筛选出 82 个活性成分，预测活性成分靶点 309 个，

获取 COVID-19 靶点 259 个，最终得到 CQOL 与

COVID-19 疾病互作靶点 20 个，包括 TP53、表皮

生长因子受体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3（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 3，MAPK3）等，其中活

性成分中作用最显著的是汉黄芩素。表明 CQOL

抗病毒作用的广谱性，究其抗病毒作用机制，可

以解释为 CQOL 的活性成分通过直接的靶标作用

和信号通路调控来调节人体内炎症因子水平、抑

制细胞因子风暴和抗病毒等功能。这也体现了复

方中药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的调控作用，为

CQOL 更广泛地应用于抗 SARS-CoV-2 提供理论

依据。

2.3  CQOL 处方中各单味药物抗病毒药效及作用

机制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 CQOL 多数成分均具有较

好的抗病毒作用，并体现出多成分、多环节、多靶

点的作用机制。在对其药理活性成分归类分析时，

发现 CQOL 各单味药的抗病毒药效与 CQOL 基本

一致，因此，进一步对 CQOL 处方中单味药的抗病

毒作用机制进行整理归类和分析。 

2.3.1  金银花抗病毒药理活性及作用机制  金银花

是常用的清凉解表中药，现代多用于抗流感病毒的

制剂中，其抗流感病毒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1）抑制流感病毒神经氨酸酶活性：研究发现

金银花所含的绿原酸等有机酸类成分，是其抗病

毒的主要成分，具有较好的抗病毒作用，其抗流感

病毒的作用机制是抑制流感病毒的神经氨酸酶，

从而抑制流感病毒在人体内传播[16-18]。Ding 等[19]

研究发现，金银花中绿原酸对甲型流感病毒H1N1和

H3N2的神经氨酸酶具有抑制作用，可有效预防H1N1

和 H3N2等流感病毒的传播和大流行。此外，金银花

所含的黄酮类成分木犀草素和槲皮素对流感病毒的

神经氨酸酶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20-21]。 

综上，金银花主要活性成分绿原酸、黄酮类成

分可以明显抑制流感病毒的神经氨酸酶，这也是

CQOL 抗流感病毒、预防流感病毒传播的主要药效

物质基础。 

（2）抑制流感病毒增殖：研究发现金银花中咖

啡酸通过抑制病毒增殖，具有较强的抑制流感病毒

的药理活性[22-23]。宋健等[24]利用液质联用技术对金

银花中抑制病毒增殖的有效成分进行指认，发现金

银花中抑制病毒增殖的主要成分有 4-咖啡酰奎尼

酸、5-咖啡酰奎尼酸、3-O-咖啡酰奎尼酸甲酯等。 

（3）靶向抑制流感病毒：金银花除含有抗病毒

的有机酸类和黄酮类成分外，还含有一种可以靶向

抑制流感病毒的成分。研究发现这种靶向抑制成分

是一种结构稳定且耐煎煮的新型抗病毒成分微小核

糖核酸 2911（microRNA 2911，miR2911），通过消

化道进入体内，富集于肺部，进而靶向抑制和清理

肺部流感病毒[25-27]，且该成分是金银花的独有成分，

CQOL 的水提取工艺可以保留金银花中这种靶向抑

制流感病毒的独特成分。 

2.3.2  连翘的抗病毒药理活性及作用机制  连翘具

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疏散风热的功效，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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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疮家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连翘主要具有

抗炎、抗菌、抗肿瘤、免疫调节、抗氧化、保肝等

作用[28]。连翘作为清热解毒类中药中抗病毒作用最

广谱的一个品种。对甲型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

毒和人巨细胞病毒（ human cytomegalovirus ，

HCMV）、腺病毒等均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1）抑制流感病毒活性：连翘具有抑制流感病

毒复制、抗病毒吸附或直接杀灭病毒的药理作用。

连翘的木脂素类成分连翘苷可有效抑制甲流病毒的

复制和传播，段林建等[29]通过探讨连翘苷对甲型流

感病毒核蛋白基因转染后表达的影响，发现连翘苷

可以降低甲型流感病毒的核蛋白基因的拷贝数，抑

制甲型流感病毒核蛋白与病毒RNA结合形成甲型流

感病毒核蛋白复合物，从而阻断了病毒的复制与传

播。杨溢[30]研究发现，连翘可以通过抵抗病毒吸附、

干扰病毒复制和直接杀灭病毒的途径实现抗病毒的

作用。 

（2）抑制 SARS-CoV-2 活性：姚运秀等[31]运用

网络药理学及分子对接技术探寻抗病毒颗粒治疗

COVID-19 的潜在物质基础研究发现，连翘中的槲

皮素和木犀草素等黄酮类成分，可与血管紧张素转

化酶 II 结合，并作用于前列腺素内过氧化物合成

酶 1（prostaglandin synthase 1，PTGS1）、PTGS2、

热休克蛋白等靶点调节多条信号通路，发挥治疗

COVID-19 的作用，从而有效治疗 COVID-19。 

（3）抑制合胞病毒和腺病毒的活性：连翘水提

取物对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的人宫颈癌 Hela细胞

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且呈剂量相关性[32]。陈杨

等[33]、Li 等[34]从连翘中分离出一类物质成分，可有

效抑制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其作用机制为抑

制呼吸道合胞病毒在 Hela 细胞内的复制，并且在病

毒复制的早、中、晚期都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经

分析研究发现该类物质属于苯乙醇苷类成分，其代

表成分为连翘酯苷。 

（4）抗 HCMV 的作用：张丹丹等[35]研究发现连

翘的黄酮类成分槲皮素对 HCMV 具有较强的抑制

作用，且抑制效果优于更昔洛韦和连翘药材。其作

用机制是槲皮素可抑制拓扑异构酶 II，而拓扑异构

酶 II 是病毒 DNA 复制所必需。HCMV 是 DNA 病

毒，拓扑异构酶 II 抑制剂可以阻碍 HCMV 的 DNA

复制[36-37]。 

2.3.3  黄芩对流感病毒引起的肺炎药理活性及作

用机制  黄芩具有清热解毒作用，具有较好的抗炎

作用，是治疗呼吸道感染的常用药物。黄芩的药理

活性成分主要集中在以黄芩苷和黄芩素为代表的

黄酮类成分，这类成分的药理作用以抗炎、抑菌为

主，也是黄芩清热解毒的重要物质基础。近年来研

究发现，黄芩苷、黄芩素等在流感病毒引起的呼吸

道炎症方面表现突出。 

（1）修复肺部炎性损伤：已有研究表明黄芩具

有修复流感病毒引起肺部炎性损伤的药理作用。黄

芩中的黄酮类成分可以修复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炎

症。Zhi 等[38]研究表明黄芩总黄酮对甲型流感病毒

引起的急性肺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2）抗炎作用：黄芩抗炎药理作用机制与下调

细胞转录信号通路相关。Shimizu 等[39]、Feng 等[40]

研究发现，黄芩抗炎作用机制表现在通过下调 NF-

κB、MAPK 和磷脂酰肌醇 3 激酶/蛋白激酶 B 通路

抑制流感病毒引起的肺损伤的炎症反应。 

2.3.4  板蓝根的抗病毒药理活性及作用机制  板蓝

根在 CQOL 中作为臣药，本身成分复杂多样，其药

理活性也较为广泛。板蓝根中抗病毒活性成分主要

有多糖类、核苷类、有机酸、氨基酸类、木脂素类、

黄酮类、生物碱类、甾醇类、脂肪酸类等。大量研

究表明板蓝根中这些活性成分在抗流感病毒、抗

SARS-CoV-2、抗内毒素、抗炎、免疫调节等方面药

理作用显著。 

（1）对流感病毒引起的肺部炎症药理作用：板

蓝根活性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多糖类[41]是一类活性

物质，具有抗菌、清除自由基、免疫调节等药理作

用；生物碱类成分[42]具有抗炎、解热等广泛的药理

作用，且这些成分均可用于治疗流感病毒引起的肺

部炎症。 

（2）抗流感病毒的作用：板蓝根是清热解毒的

常用药，其抗流感病毒作用较强，是临床上治疗风

热感冒使用率较高的药物。板蓝根抗病毒的药效成

分种类较多，作用机制各有不同。板蓝根中的氨基

酸类成分是其抗病毒的代表性成分，这类成分通过

抑制病毒复制阻断流感病毒传播[42]。板蓝根中黄酮

类化合物如金合欢素具有较强的抗病毒作用，通过

抑制病毒复制，阻断流感病毒传播，进而起到抗病

毒的作用[43-45]。木脂素是板蓝根的主要活性成分之

一，具有抗病毒、抗炎等药理作用[46]。Li 等[47]从

板蓝根中分离出木脂素糖苷类成分落叶松酯醇苷，

发现该成分通过降低流感病毒感染所致的细胞病

变效应，减弱 H1N1 诱导的 NF-κB 活化及其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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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炎症反应。板蓝根中核苷类成分包括尿苷、

腺苷、鸟苷等化合物，这类核苷类物质能干扰病毒核

酸的合成，发挥抗流感病毒的作用，被认为是板蓝根

中抗流感病的一类重要的活性物质[48]。Jie 等[49]在板

蓝根中发现羟基靛玉红具有较强的抗流感病毒活

性，并认为羟基靛玉红通过促进线粒体介导的抗病

毒信号通路而增强 β-干扰素的产生，表明羟基靛玉

红可能是治疗流感病毒的候选药物。 

（3）抗 SARS-CoV-2 的活性：现代研究已经证

实板蓝根具有较强的抗 SARS-CoV-2 作用。刘敏超

等[50]应用网络药理学及分子对接预测板蓝根治疗

COVID-19 的有效性和潜在机制，共筛选出板蓝根

的活性成分 51 个，对应 210 个靶点，与 COVID-19

交集靶点共 65 个，得到 34 个核心靶点，活性成分

包括芹菜素、大黄素、金合欢素、cappariloside A 和

棕榈酸甲酯。板蓝根可作用于 HCMV、乙型肝炎病

毒等多种病毒，通过减少 TNF-α、IL-6 和 IL-10 等炎

症介质的表达来抵抗氧自由基，这些炎症介质被认

为是 COVID-19 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不良的关键标

志[51-52]。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和分子网络分析识别

出 10 个关键靶基因，其中 MAPK1 是最显著的靶基

因，它参与肺损伤、肺纤维生成和病毒感染，因此

对 COVID-19 发挥潜在的预防作用[53]。网络药理学

表明板蓝根预防 COVID-19 的分子机制多样，

MAPK 是一个潜在的作用靶点，可以减少肺组织损

伤，消除病毒感染。另外，板蓝根中芥酸可通过 NF-

κB 和 MAPK 通路抑制甲型流感病毒诱导的肺泡上

皮细胞凋亡，提示其对 COVID-19 诱导的 T 细胞凋

亡有治疗作用[54]。 

CQOL 中各单味药中抗病毒的活性成分及作用

机制见表 2，为 CQOL 抗病毒的作用机制研究提供

理论依据。 

表 2  CQOL 抗病毒活性成分及作用机制 

Table 2  Antiviral active components and mechanism of CQOL 

活性成分 来源 作用机制 文献 

绿原酸 金银花 抑制流感病毒神经氨酸酶活性 17-19 

咖啡酸 金银花 抑制流感病毒的增殖 23 

木犀草素 金银花/连翘 作用于 PTGS1、PTGS2 等靶点，抑制新冠病毒 20,31 

槲皮素 金银花/连翘 抑制流感病毒神经氨酸酶活性 21 

miR2911 金银花 对流感病毒具有靶向抑制作用，抑制 H1N1、H5N1 和 H7N9 病毒复制 25-27 

连翘酯苷 连翘 抑制合胞病毒、腺病毒 s 型和 7 型 33-34 

连翘苷 连翘 抑制甲型流感病毒复制 29 

黄芩苷/黄芩素 黄芩 下调 NF-κB 等通路抑制肺部炎症反应 39-40 

多糖 板蓝根 抗病毒、免疫调节 41 

腺苷 板蓝根 干扰病毒核酸的合成，抗病毒 48 

氨基酸 板蓝根 抑制病毒复制 42 

落叶松酯醇苷 板蓝根 降低流感病毒感染所致的细胞病变效应 47 

金合欢素 板蓝根 抑制病毒复制 43-45 

羟基靛玉红 板蓝根 促抗病毒信号通路和 β-干扰素的产生 49 

芥酸 板蓝根 下调 NF-κB 和 MAPK 通路，抑制甲型流感病毒诱导的肺泡上皮细胞凋亡 54 

 

3  结语与展望 

通过对CQOL的处方溯源和国医大师对处方的

分析，表明其组方源于经方，优于经方。本文对

CQOL 组方各单味药物化学成分和药效学研究的综

述，明确了 CQOL 抗病毒的有效物质基础。 

通过对 CQOL抗流感病毒和 SARS-CoV-2 及组

方中各单味药抗病毒的药效学及作用机制研究进行

归纳，发现 CQOL 对甲型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

毒、腺病毒、SARS-CoV-2 等均有良好的抑制效果；

CQOL 可以显著降低人冠状病毒肺炎疫毒袭肺证小

鼠的肺组织病毒载量。网络药理学进一步揭示

CQOL 多组分、多靶点、多通路发挥对 COVID-19

的治疗作用，为临床用于治疗 SARS-CoV-2 引起的

肺部疾病提供科学依据。但是当前 CQOL 的药理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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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研究仅限于抗病毒研究，在其他方面的药效学研

究内容较少，作用机制缺乏针对性研究等。 

CQOL 是清热解毒类代表药物，临床疗效突出、

安全、不良反应小，深受广大医患的青睐。随着市

场的扩大，更加重视产品的质量提升，确保产品质

量和疗效的稳定。今后的研究一方面通过加强原料

药物的质量研究和不断的技术创新，实现生产工艺

自动化控制，确保产品质量稳定，从而确保其临床

疗效的稳定；另一方面加大研发力度，进一步全面

深入研究和探明CQOL的整体药理作用及对应的作

用机制和物质基础，深入挖掘 CQOL 的科学价值和

临床价值，服务于市场，造福于人民。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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