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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综述黄芩清肺汤在化学成分，药理活性方面的研究进展，为黄芩清肺汤的现代化研究和应用提供依据和参考。方
法：查阅近年的相关文献资料，整理综述。结果：黄芩和栀子单味药的研究比较多，但其配伍后的化学成分变化及其药理活性鲜

有研究。结论：黄芩清肺汤的复方配伍有待进行现代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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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芩清肺汤源于元朝罗天益的《卫生宝鉴》卷十
七，别名黄芩清肺饮、清肺饮。处方由黄芩、栀子两味

药组成，主治心火燔灼，胃火助之，元气未损，真精未

亏，或因饮酒之蕴热，或因暴热之外侵之实火，目赤，喉

痛，胸满，气喘，肺燥所致的小便不通。近代临床广泛

应用于治疗急性肺炎、支气管周围炎和急性支气管炎

等急性肺部感染。现就近年来的对其进行化学成分、

临床药理研究的结果进行综述，以期对其复方现代化

研究提供基础。

１　化学成分研究
黄芩清肺汤由黄芩、栀子两味药组成，现分述如

下。

１１　黄芩化学成分研究
１１１　黄酮及其苷类　中药黄芩中含有大量的黄酮
成分，是黄芩中主要的化学成分，也是最主要的有效成

分，是中药黄芩的药效物质基础。过去的研究发现其

中含有黄芩苷、黄芩素、汉黄芩苷、汉黄芩素、千层纸

素、千层纸素 Ａ、粘毛黄芩素Ⅲ等等，有四十几种之
多［１－２］。

１１２　萜类　最近的研究从黄芩中分离得到１９种新
的二倍半萜类，说明黄芩的有效成分不仅仅是黄酮类，

还有可能是萜类物质［３－４］。

１２　栀子化学成分研究
１２１　环烯醚萜类　环烯醚萜类成分是栀子属植物
中的特征性成分，其中栀子苷的含量最高，其他还有京

尼平苷、羟异栀子苷、山栀子苷、栀子酮苷、栀子酸、京

尼平苷龙胆二糖苷、乙酰京尼平苷等多种环烯醚萜苷

类化合物。该类化合物对酸比较敏感，易被酸水解从

而苷键断裂，因此应减少其与酸的接触［５］。

１２２　有机酸脂类　国内外学者先后从中药栀子中
分离出绿原酸、熊果酸及其３，４－二氧 －咖啡酰基奎
尼、３－氧－咖啡酰 －４－氧 －芥子酰奎尼酸、３，４－二
咖啡酰－５－（３－羟基 －３－甲基戊二酰）奎尼酸、３，５
－二氧－咖啡酰 －４－氧（３－羟基 －３－甲基）戊二酰
奎尼酸和 ３－咖啡酰 －４－芥子酸等一系列的衍生
物［６］。

１２３　藏红花苷类　栀子果实中有藏红花素、藏红花
酸等链状化合物［７］。藏红花酸为藏红花素的苷元，可

通过藏红花素水解得来，是一种很受人们欢迎的天然

色素。

１２４　黄酮类　资料表明［８］，栀子中也含有黄酮类成

分。从栀子果实中分离得到斛皮素、芦丁和异斛皮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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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黄酮成分，从大黄栀子花中分得４，７－二羟基黄酮，
还从栀子中分离得到的一种黄酮苷３－Ｏ－葡萄糖苷。
２　药理活性研究
２１　黄芩药理活性研究
２１１　抗病毒作用　张清［９］探讨黄芩总黄酮（Ｔｏｔａｌ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ｏｆ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Ｇｅｏｒｇｉ，ＴＦＳＢ）对甲型
流感病毒核蛋白（ＮＰ）的干预作用。黄芩总黄酮对甲
型流感病毒 ＮＰ基因和 ＮＰ的表达没有影响。赵铁华
的研究表明黄芩茎叶活性部位对柯萨奇 Ｂ族病毒
（ＣｏｘＢ３、ＣｏｘＢ４、ＣｏｘＢ５）、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腺
病毒（Ａｄｖ３、Ａｄｖ７）、呼吸道合胞病毒（ＲＳＶ），疱疹病毒
（ＨＳＶ－１、ＨＳＶ－２）等１０种病毒致细胞病变（ＣＰＥ）的
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２１２　抗菌作用　杜仲业［１０］等通过研究黄芩素对金

黄色葡萄球菌早期、成熟生物膜的抑制作用后发现，黄

芩素在体外可以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的形成，

从而杀灭金黄的葡萄球菌。罗海燕［１１］从体外抗菌试

验的角度观察比较黄芩颗粒和煎剂两种剂型的抗菌效

果，两种剂型对大部分实验菌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２１３　抗氧化作用　宋成岩［１２］从黄芩中分离得到一

系列的化合物，证明黄芩苷元具有抗氧化活性作用，是

黄芩具有抗氧化作用的主要物质成分之一。金迪［１３］

从还原力，清除ＤＰＰＨ自由基、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和羟
基自由基４个方面研究黄芩多糖的体外抗氧化活性，
并与ＶＣ进行比较。发现黄芩多糖对上述自由基均有
不同程度清除作用，其还原力较低；清除ＤＰＰＨ自由基
的能力略低于ＶＣ；对超氧阴离子清除能力强于ＶＣ；对
羟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弱于ＶＣ。
２１４　抗肿瘤作用　孙曼等［１４］以Ｕ１４宫颈癌小鼠肿
瘤模型为基础，发现黄芩可以阻滞肿瘤细胞周期于 Ｓ
期，降低肿瘤组织中抗凋亡基因 Ｂｃｌ－２的表达，升高
肿瘤组织中促凋亡基因 Ｂａｘ的表达，从而诱导肿瘤细
胞的凋亡。王英妹的研究表明，黄芩中的黄芩苷下调

ＭＭＰ－２、ＭＭＰ－９、ＩＣＡＭ－１表达，抑制了人肺腺癌细
胞的侵袭能力［１５］。

２２　栀子药理活性研究
２２１　抗氧化作用　一系列研究表明，人体组织中活
性氧簇水平过高，会导致细胞凋亡，并对机体组织造成

损害，甚至诱发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病变和早衰等多

种疾病。武海霞［１６］采用羟自由基和脂质过氧化体系，

研究栀子苷对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和对小鼠肝、肾、心组

织匀浆的脂质过氧化抑制作用。结果栀子苷对羟自由

基存在清除能力，对小鼠肝、肾、心组织匀浆有脂质过

氧化抑制作用。

２２２　抗脑出血作用　李敏［１７］探讨了黄芩苷、栀子

苷及其配伍防治大鼠脑缺血损伤的作用及机制。结果

发现栀子苷、黄芩苷及其配伍均可以增强大鼠的横木

行走能力；提高触觉刺激反应，降低 Ｂｅｄｅｒｓｏｎ评分；可
降低血清中ＴＮＦ－α、ＩＬ－１β的含量，从而降低由于缺
血对脑组织的伤害作用。卢金凤［１８］探讨了栀子总环

烯醚萜苷对脑出血大鼠内皮屏障的影响。栀子总环烯

醚萜苷可保护或修复内皮屏障，减少 ＥＢＡ消失区面积
和整合素αＶβ３表达，降低Ａｎｇ－１和ＴＭ水平。
２２３　抗肿瘤作用　石若夫［１９］采用了３种不同的方
法分别测定了栀子（Ｇａｒｄｅｎｉａ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Ｅｉｌｌｓ）多糖对
３种不同肿瘤细胞的抑制情况，结果表明，栀子多糖具
有比较广谱的抑瘤效应。栀子多糖口服给药效果优于

注射给药的效果，栀子多糖口服对小鼠肝癌实体瘤的

抑制率达４９％。
２２４　保肝利胆作用　在观察京尼平苷对小鼠急性
酒精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的实验中，付田等［２０］发现京

尼平苷能降低动物的死亡率、延长动物存活时间，降低

给予酒精组小鼠血清中ＡＳＴ及ＡＬＴ的含量，抑制肝内
ＭＤＡ的生成，改善肝脏病理变化。彭婕比较了京尼平
苷和西红花酸的保肝利胆作用，结果发现京尼平苷和

西红花酸均可对抗 ＣＣｌ４和对乙酰氨基酚肝损伤引起
的ＭＤＡ升高，ＧＳＨ含量下降和 ＧＳＨ－Ｐｘ活力降低。
肝组织的病理变化也有明显减轻，但京尼平苷的作用

明显强于西红花酸。

４　结语
近年来，对黄芩清肺汤及其有效成分的研究不断

深入和发展，但对该方研究仅集中于单味药、单体成

分，全方及配伍后各成分含量、药理活性变化等方面的

研究较少。因此，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对该方进

行现代化药理药效研究显得尤为重要。采用现代分离

分析技术，研究黄芩清肺汤整体的吸收、分布、代谢、排

泄的体内过程，探讨不同层次药理作用机制，进而优化

临床给药方案，是下一步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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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补血汤的研究进展

周向明　周　昕　李毅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药剂科，上海，２０００３２）

摘要　通过查阅近１０年来的国内外相关文献，从立方基础和配伍比例，化学成分研究，药理研究几个方面概述当归补血汤的研
究成果。近年来许多学者致力于探索物质基础和药效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大量实验确定了当归补血汤各提取部位的化学成

分和各种药效的有效提取部位，从而推测出各药效的有效物质。更进一步探索当归补血汤与脂质膜和蛋白质的相互作用。现

代药理实验证明当归补血汤不仅有促进造血的功能，也有免疫调节和保肝的作用。

关键词　当归补血汤；配伍；化学研究；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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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归补血汤是补气生血的经典名方，始载于《内外
伤辨惑论》，其黄芪、当归按５∶１组成。黄芪补气升阳，
益卫固表，利水消肿，托疮生肌。当归补血活血，调经

止痛，润肠。二者合用，补气升血。由于疗效确切，一

直被广泛应用。

１　立方基础和配伍比例
当归补血汤在历版《方剂学》教材中均为补血方

剂，主治血虚发热证。肌热面红，烦渴欲饮，脉洪大而

虚，重按无力。亦可治妇人经期、产后血虚发热头痛，

或疮疡溃后，久不愈合者。由于有形之血生于无形之

气，故方中重用黄芪大补脾肺之气，以资气血生化之

源，为君药。配伍当归甘辛而温，养血和营，为臣药。

但由于大家对方中重用补气之黄芪认识不一，故也有

人认为此方旨在急固阳气而非补气生血［１］。然而中医

说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笔者认为“浮阳外越”而致的

“肌热烦渴”等症是为急，也是血虚亏损的重症。有形

之血生于无形之气，重用黄芪既是治标也是治本，这才

是此方的巧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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