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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甘草因为独特的甜味又被呼为甜草，有“中药之王”的美誉。

它的性味甘平。归心、肺、脾、胃经。具有润肺止咳，补脾益气、

清热解毒、缓急止痛、调和诸药的作用。甘草有效物质包括多糖

类、黄酮类、三萜类等。药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在甘草酸、甘草次

酸、总黄酮及多糖等化合物。

1  甘草主要化学物质

1.1 黄酮类

黄酮类化合物是自然界很常见的一种物质，它通常以两种形

式存在于植物体内，分别是糖结合成苷或者游离形式。按其结构

分为多种物质，如黄酮醇类、二氢黄酮、异黄酮等。目前已经检

测出来几十种黄酮类化合物，其中50多种黄酮苷类以游离形式存

在。甘草皂苷又叫甘草酸，因为独一无二的甜味，又被叫为甘草

甜素，也正是因为它独特的甜味所以能够应用到食品中作为添加

剂。甘草皂苷中钾盐和钙盐是最普遍的形式。甘草皂苷也是甜味

的主要成分，它的盐耐溶于水，于水溶液中加稀酸即可析出游离

的甘草酸。甘草皂苷与稀硫酸在一定条件下生成葡萄糖醛酸和甘

草次酸这两种物质。不同种类甘草中的甘草酸含量也不同，乌拉

尔甘草与光果甘草、胀果甘草的含量有很大区别，其前者含量较

高[1]。甘草中的化学成分甘草次酸类型也是不相同的，一种是顺

式结构，另一种是反式结构，它们的形状也不同，分别是针状和

小片状结晶。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易溶于或氯仿。在临床应用当中，

甘草中的化学成分之一甘草次酸有着非常重要价值，由于甘草次

酸是甘草苷水解得来的，所以认为甘草酸药理效果等价于甘草次

酸的效果[2]。李宁等[3]采用各种柱色谱，如聚酰胺色谱、反复硅

胶色谱等方法进行提取分离并通过其他一些鉴定方法，测定了胀

果甘草中含有大量黄酮类化学成分。

1.2 三萜类

三萜类物质在甘草化学成分中有着重要地位，而且生理活性

较强。它一般以两种存在形式于植物体内。近年来，随着技术方

法的不断发展，如色谱分离技术、分子和细胞水平的生物活性测

试技术等方法使得三萜类物质取得了很快的研究进展。据统计，

1971 年到 1977 年间发现 270 多个三萜类化合物；1978 年到 1981

年发现 400 多个；1966 年到 1972 年测定了 30 个皂苷的结构，而

1987 年到 1989 年两年半中就分离鉴定出来 1000 多个新皂苷。随

着对甘草的不断深入和研究，张慧等[4]在之前实验的基础上，从

甘草中提取分离到一类三萜类物质，用过一些方法得出为乙酰基

甘草醛。

1.3 多糖

多糖是通过糖苷键聚合而成的拥有10个以上单糖分子的糖，

它的分子量很大，而且很复杂。丛媛媛等[5]对甘草的化学结构进

行了分析，发现甘草多糖有几部分组成，分别是阿拉伯糖、半乳

糖葡聚糖和鼠李糖。许多科学家认为多糖发挥作用主要是它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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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结构。近年来，常用原子力显微镜研究多糖高级结构，它已经

成为一种很有效的研究方法。

2  药理效果

甘草具有肾上腺皮质样激素效果、抗溃疡、解痉、抗炎、抗

病毒、抗菌、抗变态反应、解毒效果、保肝、降血脂、抗动脉粥

样硬化、抗心律失常、调节免疫功能、抗肿瘤的药理效果。

2.1 肾上腺皮质样激素效果

甘草甜素、甘草浸膏，能促进钠、水潴留，排钾增加，而且

它们两个还能使实验动物大鼠胸腺萎缩。甘草酸单独使用对切除

肾上腺大鼠的胸腺、ACTH 无明显影响，但加用一定量的糖皮质

激素表现为抑制。对轻型阿迪森患者，甘草具有去氧皮质酮样治

疗效果，但对重症阿迪森患者和切除两侧肾上腺大鼠均没有明显

改善水电平衡效果。这一结果表明甘草制剂只有在肾上腺皮质功

能存在的条件下才表现出皮质激素样效果，它是通过促进皮质激

素的合成来发挥作用；甘草次酸和皮质激素在结构上的相似性，

能竞争性的抑制皮质激素在肝内的代谢失活，从而间接提高皮质

激素的血药浓度。

2.2 抗炎效果

甘草有治疗炎症的作用，其中发挥抗炎作用的物质是甘草酸

单铵盐、总黄酮和甘草次酸。它的抗炎效果与一些物质有关，这

些物质是与抑制炎症组织中致炎因子 PGE2 的生成、拮抗炎性介

质组胺、5-羟色胺等。黄能慧[6]研究表明，腹腔注射给药，可减

轻老鼠耳廓红肿的症状，抑制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强，能缓解急性

炎症出现的各种症状，这表明甘草酸单铵盐有很好的抗炎作用。

崔永明[7]等以二甲苯所致的大鼠肿胀和角叉菜胶所致的大鼠肿胀

査研究了甘草 尔酮A可以有效治疗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肿胀。甘

草甜素能明显改善右旋糖酐硫酸酯钠所致的结肠炎，明显降低促

炎症因子的表达水平，降低结肠髓过氧化物酶活性，减少活性氧

化物质导致的脂质蛋白变性及器官损伤。

2.3 抗病毒效果

甘草中起到抗病毒作用的有效成分在医疗水平不断进步的情

况下，取得了进一步进展。研究表明甘草化学成分中的甘草酸对

病毒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可以治疗乙型肝炎病毒、艾滋病毒等多

种病毒。在艾滋病的治疗中，它能够防止艾滋病毒的复制，抑制

它的发生。在乙型肝炎的治疗中，对抗乙肝病毒细胞表面抗原分

泌感染，从而起到保护肝细胞的作用。

2.4 抗菌效果

甘草中黄酮类化合物中抗菌作用较好。对于甘草抗菌作用的

临床试验，前人已经做过很多次了，发现甘草中的提取物也有一

定的抗菌活性。

2.5 抗变态反应

甘草甜素可以对抗鸡蛋清引起的豚鼠皮肤反应，并能治疗过

敏性休克，减轻其症状。甘草水煎溶液能抑制大鼠被动皮肤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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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异甘草素等物质能抑制透明质酸活性，并对由免疫刺激所

诱导的肥大细胞释放组胺有抑制效果。

2.6 解毒效果

甘草有解毒作用，能对抗食物和药物中毒，它不仅能减缓中

毒表现，还能降低因中毒而死亡的概率。甘草中的化学物质甘草

甜素是其解毒效果的有效物质。通过物理、化学方法沉淀有害物

质，降低中毒吸收量。葡萄糖醛酸是甘草中的甘草甜素水解产生

的，它可与含有羧基、羟基结构物质结合，从而吸附毒物，减少

毒物吸收；肾上腺皮质样激素样效果，并改变垂体 - 肾上腺系统

的调节效果，提高机体对毒物的耐受能力。

2.7 降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效果

甘草酸对于抑制实验动物的血脂增高有很好的效果。小剂量

可以降低实验家兔胆固醇含量；大剂量则防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防止血管发生病变，良好的保护心血管系统。

2.8 抗心律失常

甘草被前人称之为治疗脉结代的要药。经过前人的反复实验

研究发现，甘草中所含有的有效成分中有一个可以延长乌头碱对

于小鼠的心律失常的潜伏期的诱发的成分总黄酮，它可以减少氯

仿对于小鼠心脏心室纤颤发生率的诱发。

2.9 调节免疫功能

甘草中的一些成分主要为葡萄糖和葡萄糖醛酸，具有调节免

疫的功能，起到不仅表现为增强，还能够抑制。无论体内和体外，

GP具有激活小鼠淋巴细胞增殖的效果，通过有效刺激淋巴细胞增

殖，选择性增强 T 淋巴细胞的活性，来达到增强抵抗力的作用。

3   抗肿瘤

对于甘草，有三大治癌作用，它既可以防化疗毒副反应，并

庎且对晚期食道癌和肿瘤骨转移有 疼痛作用。甘草中的有效成分

甘草酸能够抑制两个成分对大鼠肝癌前病变，这两个成分分别是

黄曲霉素和二乙基亚硝酸胺，甘草甜素能增强环磷酰胺及长春新

碱的抗癌活性，甘草次酸单葡萄糖酸苷是甘草甜素的水解产物，

能够治疗多种原因引起的小鼠癌变。

3.1 对消化系统效果的影响

3.1.1 抗溃疡效果

甘草中非常常用的药理作用为抗溃疡效果，它发挥其作用的

有效成分主要有甘草甘、甘草素和异甘草苷。甘草中的甘草酸和

甘草次酸都有一定的生物活性，对于胃溃疡疾病的治疗有一个很

好的效果。甘草中的一些化学成分通过直接在胃内吸附胃酸抑制

胃液、胃酸分泌，有的增加胃粘膜细胞，让其刺激胃黏膜细胞的

合成效果来发挥效果或者释放内源性前列腺素。

3.1.2 解痉效果

甘草可以调节平滑肌痉挛的有效物质为黄酮类化合物，其中

以甘草素的效果最强，对解除胃平滑肌痉挛有很好效果。目前分

离出来的黄酮类化合物已经有70多种，其中游离的有50多种，黄

酮苷近 20 多种。

3.1.3 保肝效果

甘草具有保肝降酶的功效，甘草甜素和甘草次酸可抑制四氯

化碳引起的实验性肝硬化和肝纤维化，减轻间质炎症反应。甘草

酸能够不同程度抑制肝硬化大鼠组织胶原表达。甘草酸二铵具有

保护肝细胞膜的效果。

4   总结和展望

总之，甘草具有良好的调节免疫和抗病毒等功效，对治疗病

毒性疾病有较好的辅助功能。相信随着甘草的深入研究和使用，

它会更好的为人类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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