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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甘草是一味常用大宗药材 , 来源于乌拉尔甘草 、光果甘草和胀果甘草的干燥根和根茎 , 其主要活性成分是三萜

皂苷和黄酮类化合物 ,具有抗溃疡 、抗炎 、解痉 、抗氧化 、抗病毒 、抗癌 、抗抑郁 、保肝 、祛痰和增强记忆力等多种药理活性。三萜

皂苷是甘草中含量较高的成分 ,其药理活性研究的较为深入和明确。近年来 , 甘草黄酮类化合物被证明具有多种药理活性

后 , 也成为药理研究的热点之一。作者综述了甘草提取物 、三萜皂苷和黄酮类成分近 5年的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 试验研究表明

甘草对消化系统 、呼吸系统 、神经系统 、内分泌系统等均具有调节和保护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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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草是一味重要的大宗中药材 , 常作佐使药入多种中

药复方 , 味甘 , 性平 , 归心 、肺 、脾 、胃经 , 具有补脾益气 , 清热

解毒 ,祛痰止咳 , 缓急止痛 , 调和诸药的功效 [ 1] 。 截至目

前 ,甘草中共分离得到 300多种黄酮类混合物 、 20余种三

萜皂苷类化合物及多糖成分 [ 2] 。 现代药理学研究 [ 3]表明 ,

甘草具有保肝 、抗炎 、抗菌 、抗病毒 、镇咳 、抗疟 , 抗氧化 、抗

癌 、免疫调解 、降糖和抗血小板凝集等多种活性 。除作为传

统药材和现代医药原料外 ,甘草作为矫味剂添加到糖果 、饮

料 、香烟中 ,作为美白剂添加到化妆品中 , 作为表面活性剂

以促进难吸收药物的吸收 。本文就近 5年来甘草及其活性

成分的药理活性进行了全面综述 , 尤其是对其主要药用活

性成分甘草酸及其代谢产物甘草次酸的药理活性进行了详

细的阐述 , 此外还阐述了多种黄酮类和酚类化合物的药理

活性研究进展 。

1　甘草及其提取物的药理活性研究

作为一味古老的植物药 , 甘草在中国 、印度和希腊的古

代医药典籍中多有记载 , 至今已有几千年的使用历史 ,临床

用于治疗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 、免疫系统等多种疾病。由于

甘草对多种疾病表现了良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且毒副作用

较小 , 近年来 ,对甘草潜在的多种药理活性的研究和挖掘一

直是国内外药理界的研究热点。目前 , 多个试验结果表明甘

草及其提取物具有抗菌 、抗病毒 、抗炎 、抗癌 、抗氧化 、保肝 、

神经保护 、美白 、降糖 、增强记忆力等多种活性 , 预示了甘草

在肝病治疗 、糖尿病治疗 、缺血再灌注损伤 、阿尔茨海默症 、

帕金森氏症 、癫痫 、抑郁 、癌症治疗及化妆品方面有更好的开

发和应用前景。

1.1　抗菌与抗病毒活性　细菌和病毒的耐药性促使人们不

断地寻找新的 、更有效的抗菌和抗病毒药物。甘草多年临床

应用与病毒性呼吸系统疾病 、肝炎 、呼吸系统感染 、口腔溃疡

等多种细菌或病毒性疾病 ,提示甘草可能具有良好的抗菌和

抗病毒作用。现代试验表明 , 甘草的水提取部位 [ 4] 、甲醇提

取部位 [ 5] 、超临界提取物 [ 6]都具有一定的抗菌活性 , 对多种

革兰氏阴性菌 、革兰氏阳性菌均表现一定的抑制作用 , 提示

甘草具有开发成为抗结核药物 、防治龋齿 、牙周病药物和治

疗消化系统溃疡药物的潜力。此外 , 试验还发现甘草体外可

抑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1)、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毒

(SARS)、呼吸系统病毒 、水泡性口膜炎病毒等多种病毒的增

殖 [ 7] 。

1.2　抗炎活性　甘草的水提取部位与甲醇提取部位均具有

一定的抗炎活性。 Rackova等 [ 8]对甘草提取物的抗炎机制

进行了研究 ,发现甘草提取物的抗炎活性与抑制氧化应激直

接并无直接联系 , 提示甘草酸可能不是甘草抗炎的活性成

分。 Kim等 [ 9]研究比较了炙甘草的乙醇提取部位 、水部位和

生甘草的乙醇提取部位 、水部位的抗炎活性 , 结果发现炙甘

草的乙醇提取部位可降低 NO和前列腺素 E2的生产 ,抑制致

炎细胞因子和 CD14的表达 ,具有更强的抗炎活性。

1.3　抗癌活性　甘草提取物可直接有效抑制乳腺癌 、欧利

希肿瘤 、埃列希腹水肿瘤 、子宫内膜癌及多种实体瘤的生长

和细胞增殖 , 同时还能有效抑制肺癌的转移 [ 10-11] 。此外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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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与常用的顺铂联合服用 , 还能降低顺铂诱导的氧化应激 ,

减少其毒副作用 , 增强癌症化疗的效果。

1.4　增强记忆力及神经保护活性　甘草水提物可有效增强

学习和记忆能力 , 且其药效与血液中的甘草次酸含量不相

关 [ 12] ,这可能与其能有效降低乙酰胆碱酯酶的活性有关。

甘草的甲醇提取部位可有效预防和抵抗 H2O2诱导的白细胞

DNA损伤和 PC12细胞的程序性凋亡 , 具有一定的神经保护

作用 [ 13] ,水提物可有效治疗认知缺陷和氧化应激诱导 , 缓解

阿尔茨海默病发病进程 ,对抑郁症 、帕金森氏症 、癫痫也有一

定的疗效。

1.5　其他活性　此外 , 研究还发现甘草提取物具有一定的

降糖 [ 14] 、降胆固醇作用 [ 15] , 可有效预防糖尿病的血管并发

症和内皮机能紊乱 , 有效缓解高胆固醇血症。甘草具有盐皮

质激素样作用 [ 16] ,可调节妇女体内睾酮的含量 , 诱导生长激

素的生成等。甘草提取物具有良好的清除自由基和抗氧化

的功效 [ 17] ,还能有效提高机体的抵抗力 [ 18] , 具有良好的抗

溃疡和镇咳祛痰活性。此外 , 甘草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 , 可

以用来治疗炎症后的色素沉积等多种皮肤疾病 ,现已广泛应

用于化妆品产业。

2　甘草三萜皂苷类化合物的药理活性研究

三萜皂苷是甘草的特异性标志成分 ,因具有比蔗糖甜度

还高数十倍的甜味 , 且在甘草中含量较高 ,很早就被人们认

识和开发。至今 , 从 3种甘草中分离到的皂苷已有 20余种 ,

多以葡萄糖糖苷的形式存在 ,具有良好的水溶性 , 其苷元多

为齐墩果烷型三萜类。甘草酸是甘草中含量最高的皂苷类

成分 , 含量超过 2%,野生优质甘草的含量甚至可达 7%, 具

有多种药理活性。甘草酸经胃肠道的代谢 , 生成甘草次酸。

近年来 , 发现其代谢产物甘草次酸同样具有多种药理活性。

2.1　甘草酸(glycyrrhizic)的药理活性研究　甘草酸是甘草

的主要活性成分 , 由一分子甘草次酸和两分子葡萄糖醛酸组

成 , 存在 18α和 18β 2种立体异构体 [ 19] 。甘草酸制剂具有抗

过敏和抗炎作用 , 20世纪中期之前 , 主要用于过敏性皮肤病

的治疗。 1958年甘草酸制剂由山本佑夫 [ 20]尝试应用于临床

治疗肝病的治疗 , 取得良好的疗效 ,而后甘草酸被广泛应用

与多种肝病的治疗 , 包括乙肝 、丙肝 、慢性肝炎 、胆汁郁积导

致的肝损伤 、肝纤维化 、肝硬化和肝癌等 ,但甘草酸对肝脏的

保护和作用机制并不明确。近年来 ,对甘草酸的保肝机制的

研究是国际性的焦点 ,也取得了较大的研究突破和进展。

通过采用不同的动物模型 , 体内试验证明了甘草酸对

CCl4诱导的急性和慢性肝损伤
[ 21] 、α-荼基异硫氰酸盐诱导

的肝损伤 [ 22] 、术后内毒素引起的肝损伤 [ 23] 、苍耳子诱导的

肝毒性 [ 24] 、脂多糖和 D-氨基半乳糖诱导的肝损伤 [ 25]均有明

显的保护作用。临床试验还发现 ,甘草酸可有效降低丙肝患

者肝癌的发生率 , 还可促进肝脏组织的再生和功能的恢复 ,

有益于肝脏切除的术后恢复。有关甘草酸的保肝作用机制

的多项研究表明 , 甘草酸对肝脏的保护作用与其抗氧化和抗

炎活性密切相关。 Guo等 [ 21]研究发现甘草酸可提高血清中

ALT的含量 ,增强血液清除活性氧的能力 , 从而降低氧化应

激损伤;Tang等 [ 23]发现甘草酸可抑制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的释放 ,抑制髓过氧化物酶的活性 , 并抑制核因子

kappaB向细胞核中的释放;Lee等 [ 26]发现甘草酸可诱导亚

铁血红素加氧酶 1的生成 , 同时减低促炎症反应;Yoshida

等 [ 27]发现甘草酸通过抑制炎症反应及白介素 IL-18的生成;

Abe等 [ 24]发现甘草酸可下调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9的含

量 ,上述各反应最终都会导致抗炎活性的产生。此外 , Tang

等 [ 23]还发现甘草酸可下调细胞凋亡蛋白酶 3的表达 , 抑制

线粒体中的细胞色素 C释放到胞浆中 ,从而显著抑制肝细胞

坏死。由此可见 ,甘草酸的保肝作用与其对活性氧和各种炎

症因子的抑制作用密切相关。炎症因子的释放存在级联放

大效益 ,各阶段释放的炎症因子和攻击部分及程度不同 , 而

肝病的发生有着明显的阶段性 , 开始于炎症 , 而后发展成为

肝纤维化 、肝硬化 , 最后成为肝癌 。由动物和临床试验结果

可知 ,甘草酸几乎对整个肝病的发展过程均有一定的作用 ,

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分子作用机制。 甘草的保肝机制与

其抗氧化和抗炎活性密切相关 ,但甘草酸保肝的系统机制仍

有待进一步研究。

除保肝活性外 , 甘草酸还具有其他多种生理功能。甘

草酸可有效降低 HIV、甲型流感病毒和水泡性口膜炎病毒

的感染 , 降低 SARS病毒的增殖 , 但并不能降低脊髓灰质炎

病毒的感染 [ 28] 。甘草酸可抑制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和发展 ,

抑制人胃癌 KATOIII细胞和白血病原髓细胞(HL-60)的增

殖 , 导致程序性死亡 [ 29] 。甘草酸对上呼吸道感染 、哮喘病

具有良好的治疗功效。 Rahman等 [ 30]报道甘草酸具有抗

炎 、解毒和抑制致癌因子等活性。甘草酸是植物性的凝血

酶抑制剂 ,体内可具有抗凝血活性 ,可用于治疗蝮蛇咬伤和

术中静脉血栓的形成 。此外 , Rahman等 [ 31]还发现甘草酸

可有效对抗铅引起的各种应激反应和毒副作用 , 可用于防

治环境污染引发的疾病 。研究表明甘草酸具有的抗辐射 、

神经保护 、防紫外线 、抑制线粒体通透性变化 、防缺血再灌

注损伤 、缓解肝损伤等多种活性也与其清除自由基 、对抗氧

化应激的作用密切相关。

2.2　甘草次酸(glycyrrhetinicacid)的药理活性研究　甘草

次酸是甘草酸的苷元 , 可由甘草酸水解脱去糖链生成 , 甜度

为蔗糖的 250倍。由于甘草酸存在 18α和 18β 2种立体异构

体 ,甘草次酸同样也存在 18α和 18β 2种立体异构体 [ 32] 。试

验和临床研究发现 ,甘草次酸具有抗氧化 、抗炎 、抗癌等多种

活性 [ 33-34] ,其中有关甘草次酸的抗癌活性研究较为深入。

研究表明 ,甘草次酸体外可抑制白血病细胞 、肝癌细胞 、结肠

癌细胞 、胃癌细胞 、宫颈癌细胞的增殖 , 其可能的作用机制包

括对 p-糖蛋白和多药耐药蛋白 1有抑制作用 、使细胞分裂停

滞在 G
1
期 、阻止促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的磷酸化 、诱导线粒

体细胞膜渗透性变化 、导致细胞色素 C的释放 、激活细胞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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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蛋白酶等 [ 35] ,上述试验提示甘草次酸是一种很有前景的

抗癌药物。 另外 , 甘草次酸具有抗 α-萘基异硫氰酸盐诱导

的肝损伤作用具有肝脏保护作用 [ 22] , 对注射 CCl
4
导致的肝

纤维化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 可用于治疗肝纤维化。 目前 , 甘

草次酸的保肝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但根据各种肝损伤

和肝纤维化的发病机制 , 推测甘草次酸的保肝作用与其抗氧

化活性相关。另外 , 研究还发现甘草次酸是 11β羟基类固醇

脱氢酶的抑制剂 [ 36] ,具有降低脂肪蓄积的作用 , 可用于特定

部位的减脂。此外 , 对甘草次酸的抗病毒和抗炎活性也有相

关报道 , Ikeda等 [ 37]发现甘草次酸的抗疱疹病毒的活性比甘

草酸强 10倍 , Tsukahara等 [ 38]报道甘草次酸及其衍生物通过

抑制白介素 IL-1和前列腺素 E-2的生成抑制炎症的发生和

发展。

作为甘草酸的苷元 ,甘草次酸与甘草酸活性的比较 , 近

年来也多有人研究 , 两者既有一些共有的药理活性 , 也存在

一些不同的药理活性。研究发现甘草酸和甘草次酸均有一

定的神经保护作用 、缓解含氮氧化物诱导的线粒体损伤 、缓

解帕金森治疗药物 1-甲基-4-苯基吡啶的毒性 , 而这些作用

均与它们抗氧化活性相关。 Gumpricht等 [ 39]在体外研究甘

草酸与 18β甘草次酸对肝毒性的保护机制时发现 ,两者虽然

均具有保肝和抗肝损伤的功效 , 但作用机制不同 , 甘草次酸

可抑制坏死和程序性死亡 , 而甘草酸则加速程序性死亡。

Matsui等 [ 40]研究甘草酸衍生物对肺纤维化的抑制作用时 ,

发现甘草次酸的毒性比甘草酸大。有关甘草酸与甘草次酸

各种药理活性的比较其机制的探讨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 , 除甘草酸和甘草次酸外 , 甘草中还包含如甘草皂

苷 A、甘草皂苷 B
2
和甘草皂苷 C

2
等共有三萜皂苷 ,及仅存于

胀果甘草中的胀果皂苷系列成分 [ 2] 。但由于含量较低 ,且难

于分离提纯 , 上述皂苷的药理活性尚未见报道。

3　甘草黄酮类及其他酚类化合物的药理活性研究

甘草黄酮是甘草中除三萜皂苷外的另一大类重要化合

物。目前 , 甘草中分离得到了 300多种黄酮类化合物 , 包括

二氢黄酮 、二氢黄酮醇 、查耳酮 、异黄烷 、异黄酮 、黄酮 、黄酮

醇 、异黄酮和异黄酮等 , 其中 , 二氢黄酮和查耳酮是主要类

型。最初甘草的所有药理作用都被归因于甘草三萜皂苷类

成分 , 自甘草抗溃疡的作用被证实来源于甘草黄酮后 ,甘草

黄酮的药理作用才开始受到关注。目前已证实甘草黄酮存

在抗氧化 、抗炎 、抗菌 、保肝 、激素样作用 、降糖 、降脂 、抗癌 、

解痉 、抗抑郁等诸多药理作用。 临床用于治疗急慢性肝损

伤 、各类炎症 、心脑血管疾病 、肿瘤的治疗 、神经退化性疾病

等的治疗。

3.1　甘草素(liquiritigenin)的药理活性研究　甘草素是甘

草中含量较高的黄酮类成分之一 , 为甘草苷的苷元 , 是 Akt

蛋白激酶抑制剂 , 也是一种高选择性的雌激素受体激动剂 ,

具有细胞保护作用 , 可抑制扑热息痛诱导的急性肝损伤 [ 41] 。

但是 , 有关甘草素具有上述药理活性的分子机制尚不明确。

3.2　异甘草素(isoliquiritigenin)的药理活性研究　异甘草

素是甘草中含量较高的另一种黄酮 , 一种常用天然色素 , 具

有抗炎 、抗癌 、抗组织胺 、抗氧化 、抗血小板凝集 、抗癌 、抗过

敏 、抗病毒和雌激素样等多种活性 , 其中 , 抗癌活性较为突

出。异甘草素可抑制多种癌细胞的生长和增殖 , 并诱导其凋

亡 ,包括结肠癌细胞 、肺癌细胞 、前列腺癌细胞 、肝癌细胞 、子

宫内膜癌 、平滑肌瘤细胞 , 其可能的机制包括降低巨噬细胞

中前列腺素 PGE2和 NO的生成 , 抑制细胞增殖加速细胞凋

亡 ,阻止细胞分裂周期停滞在 G1期 , 抑制 NF-kappaB细胞生

存信号通路 ,诱导 p53的生成 , 调节某些特异靶向分子 , 抑制

DNA的合成。除对肿瘤细胞和肿瘤组织有直接的抑制生长

和增殖作用外 ,异甘草素与顺铂合用 , 还能降低顺铂导致的

肾损伤和肝损伤 , 可降低癌症病人顺铂化疗的副作用。同

时 ,异甘草素还能促进正常细胞的增殖 , 对癌症患者的恢复

有益。异甘草素可抑制上皮细胞中肿瘤坏死因子诱导的活

性氧生成 , 阻止肿瘤坏死因子 TNF-α诱导的血管细胞黏附

分子 VCAM-1和 E-选择蛋白 mRNA的积累 , 减弱肿瘤坏死

因子 TNF-α诱导的血小板-内皮细胞黏附分子的表达 , 治疗

各种炎症反应 [ 42] 。 异甘草素还具有解痉平喘的功效 , 可改

善脑缺血损伤 , 降低胃酸的分泌保护胃黏膜。 Jang等 [ 43]发

现异甘草素通过调节 GABA(B)受体 , 可抑制可卡因诱导的

多巴胺的释放 ,表明异甘草素可能对阻断可卡因的成瘾性有

一定疗效。此外它还是一种有效的松弛剂 , 具有血管舒张作

用 ,可抑制多种中枢神经兴奋药引起的挛缩 , 包括 CCh, KCI

和 BaCl2等 ,效用同罂粟碱接近
[ 44] 。

3.3　光甘草定(glabridin)的药理活性研究　光甘草定属于

异黄烷类黄酮 ,为光果甘草特有的黄酮种类之一 [ 2] , 具有抗

菌 、抗炎 、保护心血管等多种活性 , 并具有雌激素样作用 , 在

多种炎症 [ 45] 、心血管疾病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上常

用。光甘草定的抗炎作用至少部分与其抗氧化清除活性氧

的功效有关 [ 46] , 光甘草定可通过抑制巨噬细胞中 NO的生

成和诱生型 NO合酶的表达 , 抑制炎症的发展。 Cui等 [ 47]发

现光甘草定具有良好的记忆改善作用 , 可用于治疗阿尔茨海

默病的药物和制剂。 Somjen等 [ 48]发现光甘草定可刺激人上

皮细胞 DNA的合成 , 对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殖有双相作用 ,

可被雷洛昔芬抑制。 Choi等 [ 49]的研究结果表明光甘草定可

增强骨母细胞功能 , 用于预防骨质疏松和骨病的炎症。 Cui

等 [ 50]发现光甘草定可改善记忆力 , 可用于阿尔茨海默症的

治疗。同其他多种药物一样 , 长期服用光甘草定同样可以导

致耐药性的发生。 Yu等 [ 51]研究发现光甘草定是 P-糖蛋白

的底物 ,其耐药性的产生与血脑屏障和 P-糖蛋白降低光甘

草定的脑渗入量相关。

3.4　甘草查耳酮(licochalcone)的药理活性研究　甘草查耳

酮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一种雌激素黄酮 , 又可分为多种不同类

型 ,目前仅见对甘草查耳酮 A和甘草查耳酮 E药理活性的

相关报道 [ 52] 。甘草查耳酮 A具有抗炎 、抗菌 、抗氧化 、抗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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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脂活性及解痉作用 [ 50 , 53-54] 。 Kolbe等 [ 55]发现甘草查耳酮

A的抗炎作用与抑制多种致炎因子的生成相关 , 甘草查耳酮

A可抑制人皮肤成纤维细胞中白介素 1诱导的前列腺素 E

的生成 , 具有抗炎活性。甘草查耳酮的抗癌活性是由于其诱

导细胞周期停滞在 G2和 G1后期的作用。基于其的抗炎 、抗

氧化活性 , 甘草查耳酮 A可用于敏感性皮肤病的治疗 , 如酒

渣鼻等。另外 , 还发现甘草查耳酮 A体外具有抗幽门杆菌

的活性 , 还有抗 HIV的活性。此外 ,甘草查耳酮 E通过调节

NF-kappaB和 Bcl-2家族 ,诱导上皮细胞凋亡。

3.5　其他黄酮类成分的药理活性研究　甘草中的黄酮和酚

类化合物是甘草属化学分类的标志化合物 ,主要成分如甘草

素 、甘草苷 、异甘草素和异甘草苷在 3种甘草中均存在。但

是 , 有些成分是种特异性成分 , 也就是说它们仅在特定种出

现。例如 , 光甘草定和光甘草素仅在光果甘草中有 , 而甘草

香豆素仅在乌拉尔甘草中含有 , 甘草查耳酮 A和 B仅在胀

果甘草中含有。除甘草素 、异甘草素 、光甘草定和甘草查耳

酮被证明存在多种药理活性外 ,其他甘草黄酮和酚类成分的

药理活性也有见报道。甘草苷和异甘草苷均具有抗抑郁作

用 [ 56] ,同时 , 异甘草苷还具有抗氧化活性。 光甘草醇具有抗

菌活性 , 可抑制变形链球菌的生长 , 抗肿瘤转移和复发 , 并且

是 1种胆固醇酰基转移酶抑制剂。 Somjen等 [ 48]研究了 1种

异黄酮———光甘草素 ,发现它具有雌激素样作用 , 可刺激上

皮细胞 DNA的合成 ,可被用来开发绝经后妇女的血管损伤

和动脉粥样硬化 , 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皮肤病学研究发

现甘草的 3种黄酮类化合物 , 异甘草素葡萄糖洋芫荽糖苷 、

异甘草苷和甘草查耳酮 A, 能抑制酪氨酸酶活性 , 存在开发

为褪色剂的潜力。甘草异黄酮 glycyrrhisoflavone和 glyasperin

C也被报道有上述活性 [ 57] 。

4　讨论

三萜皂苷和黄酮类是甘草的主要活性成分 , 此外 ,甘草

还含有香豆素 、脂肪酸 、多糖 、葡萄糖 、蔗糖 、淀粉 、醇类化合

物等多种其他成分。 有关甘草提取物及其主要组分的药理

活性 , 国内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甘草存在抗炎 、

抗菌 、抗病毒 、抗氧化 、保肝 、抗癌 、抗疟原虫 、保护神经中枢

系统 、保护心脑血管系统 、抗肾损伤 、治疗呼吸系统疾病 、调

节内分泌 、增强免疫功能等诸多活性。近年来 , 有研究表明

甘草多糖 、香豆素也具有免疫调节 、抗炎 、解痉等功效 ,但是

对甘草中除三萜皂苷和黄酮成分外的其他组分的活性 , 有待

进一步筛选和研究。其次 , 对甘草及其活性组分各种药理活

性的作用机制的研究 ,虽取得一定成果 , 但尚未有定论 , 目前

仍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之一。甘草及其制剂已广泛应用于

临床 , 用于肠胃病 、癌症 、各种肝病 、皮肤病 、内分泌系统病

变 、上呼吸道感染 、口腔护理等多种疾病的治疗。 鉴于甘草

及其活性成分的药理使用 , 甘草有可能开发成为治疗包括癌

症 、动脉粥样硬化 、免疫缺陷 、激素缺乏 、内分泌疾病和皮肤

病等多种疾病的药物 。但是 , 上述疗效仍需要更多的试验进

一步验证。 《中国药典》规定甘草有 3个来源 , 化学分析表

明 , 3种来源的甘草在成分上存在一定的物种差异。作为药

理活性的物质基础 ,化学成分的差异必经导致药理活性的差

异 ,而目前对 3种基源的甘草进行系统药理活性比较的研究

尚未见报道。此外 ,由于甘草在医药尤其是食品添加剂行业

的大量使用 ,过量服用导致的假性醛固酮症 、低钾血症等毒

副作用 ,日益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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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ofpharmacologicaleffectsofGlycyrrhizaRadixand

itsbioactivecompounds

GAOXueyan1 , WANGWenquan1 , 2＊ , WEIShengli1 , LIWeidong1, 2

(1.InstituteofChineseMedica, BeijingUniversityofChineseMedicine, Beijing100102, China;

2.EngineeringResearchCenterofGoodAgriculturalPracticeforChineseCrudeDrugs, Ministryof

Education, Beijing100102, China)

[ Abstract] 　GlycyrrhizaRadixisacommonlyusedChineseherbalmedicine, derivedfromthedriedrootsandrhizomesofGly-

cyrrhizauralensis, G.glabraandG.inflata.Themainbioactiveconstituentsoflicoricearetriterpenesaponinsandflavonoids.There

arevarioustypesofpharmacologicalpropertiesoflicoriceareproved, includingantiulcer, antiinflammation, spasmolysis, antioxida-

tive, contravariance, antiviral, anticanceracrivities, hepatoprotective, eliminatingphlegmandreinforcingremembranceeffects.Triter-

penesaponinsarethemaincomponentsofGlycyrrhizaRadixanditspharmacologicalactivitiesarecomparativelythoroughandclear.In

recentyears, licoriceflavonoids, provedtohaveavarietyofpharmacologicalactivities, becomeoneofthehotofpharmacologicalstud-

ies.Inthisreview, wesummarizedthelatestfive-yearprogressinpharmacologicalactivitiesoflicoriceextract, itstriterpenoidsaponins

andflavonoids, andexperimentalresearchesindicatedthatlicoricehadbothaccommodationandprotectionactivityonthedigestivesys-

tem, respiratorysystem, nervoussystem, andendocrinesystem, etc.

[ Keywords] 　GlycyrrhizaRadix;triterpenesaponins;flavonoids;pharmacological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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