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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国内外期刊中有关甘草药理作用的文献进行查阅,综述了甘草具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抗消化性溃疡、解

痉、抗炎及免疫抑制作用和解毒、抗病毒、镇咳祛痰、抗肿瘤、抑菌、防治肝损害、抗衰老、抗心律失常、抑制气道平滑肌细胞增生、

降血脂与抗动脉粥样硬化等药理作用,其临床应用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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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referring to the documents on Glycyrrhizae in internal and external periodicals, the pharmacological action of Gly

cyrrhizae were reviewed. Glycyrrhizae has adrenal cortex hormone- like( ACH- like) effect, anti- peptic spasmolysis, antiinflammation, detoxi

cation, anti- virus, preventing cough and eliminating phlegm, anti- tumor, bacteriostasis, prevention and cure of hepatic lesion, anti- aging,

anti- arrhythmia, inhibiting the cellular proliferation of airway smooth muscle( ASM ) , l owering blood fat and anti- atherosclerosis, etc. So it has

a roomy outlook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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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为豆科植物甘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 、胀果甘草

Glycyrrhiza inflata Bat. 或光果甘草 Glycyrrhiza glabra L. 的干燥

根及根茎。性平,味甘。其成分主要有三萜类化合物(甘草甜

素亦甘草酸盐, 甘草次酸等) , 黄酮类化合物(甘草黄碱酮, 异

甘草黄铜,甘草素等)及甘草多糖类化合物等。近年来, 对甘

草的药理作用研究较多,现概述如下:

1 对肾上腺皮质及其激素的影响

有实验证明,甘草能使幼年小鼠胸腺萎缩, 使大鼠肾上腺

中维生素 C含量下降, 说明其具有兴奋垂体- 肾上腺皮质功

能的作用。但却不能延长摘除了肾上腺大鼠的存活时间, 可

见其不具备糖皮质激素样作用。但单独用甘草酸对摘除肾上

腺的动物(大白鼠)的胸腺无明显影响, 对垂体促进肾上腺皮

质激素( ACTH)也无明显影响,此时加用一定量的糖皮质激素,

则甘草酸对胸腺等的抑制作用又可出现(在甘草酸量较大时

则对抗可的松的抑制作用)。故甘草酸、甘草次酸的作用必须

依赖肾上腺皮质功能的存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甘草酸对糖

皮质激素的作用有离解作用,即二者并用时, 对大鼠腹腔注射

组织胺引起应急的抑制作用得到增强, 对一些抗体产生的抑

制亦能增强,但对抗炎(渗出)作用影响不大, 而对糖皮质激素

类引起的 ACTH 的生物合成抑制及分泌抑制、胸腺萎缩、抗肉

芽肿、肝糖原蓄积、促进肝胆固醇合成、促进色胺酸比咯月每等

作用均可对抗之。

2 对消化系统的作用

2. 1 抗消化性溃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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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抗溃疡的主要成分是甘草次酸和总黄铜 ( FM100) , 甘

草粉、甘草浸膏、甘草次酸、甘草苷、甘草苷元、异甘草苷对大

鼠多种实验性溃疡模型均有抑制作用。

2. 2 解痉作用

甘草煎剂、甘草浸膏、异甘草素等黄酮类成分可降低肠管

紧张度,减少收缩幅度, 对氯化钡、组胺引起的肠痉挛收缩, 解

痉作用更明显。

2. 3 对胃酸分泌的影响

甘草次酸和总黄铜( FM100)有抑制胃酸分泌作用, 不仅能

抑制胃酸的分泌, 还能促进溃疡的愈合。如甘草锌的抗溃疡

作用与促进成纤维细胞合成纤维及基质有关。

3 抗炎及免疫抑制作用

甘草次酸对大鼠棉球肉芽肿、甲醛性浮肿、结核菌素反

应、皮下肉芽肿性炎症均有抑制作用Amagaya通过动物实验比

较了甘草次酸 、- 异构体的抗炎作用, 结果表明, - 甘草次

酸的抗炎作用比 - 异构体强。据报道, 甘草酸能非特异地增

强巨噬细胞( M )的吞噬活性,并可消除抑制性 M 的抑制活

性,M 产生的免疫调节介质对免疫系统的调节十分重要, 甘

草酸则对免疫调节介质的产生具有一定作用。据报道甘草酸

具有诱生 IFN- 的活性。有人给小鼠静脉注射 20 g / ml甘草

酸 2次, 发现脾细胞 IFN产生能力增加。刘铁夫等采用双抗体

夹心 ELISA法体外实验表明, 甘草酸能增强 PWM 诱导的多克

隆 IgM 的产生。认为甘草酸促进抗体的产生, 部分原因是因

为M 被活化。实验表明, 甘草酸有较强的补体抑制作用, 其

抑制血清补体总活性( CH50)的有效浓度为 1mmol/ L。甘草酸

是一种有效的生物应答修饰剂。在增强机制免疫功能的同时

抑制变态反应的发生。

4 解毒作用

甘草单味有明显的解毒作用, 生甘草与附片同煎能使后

者毒性降低,并能显著降低士的宁的毒性及死亡率; 甘草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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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合氯醛、毒扁豆碱、乙酰胆碱起强烈的对抗; 甘草酸对河豚

毒、蛇毒有解毒的效力; 与蛇毒混合注射于小白鼠, 可以防御

蛇毒的致死作用与局部坏死作用, 其效力甚至超过蛇毒血清。

甘草酸能与多种生物碱、抗生素、氨基酸等生成复盐或复方制

剂,具有协同、增溶、增加稳定性、提高生物利用度、降低毒副

作用等特性。甘草酸对有毒物质有吸附作用, 在酶的作用下,

水解成甙元和葡萄糖醛酸, 后者能与毒性物质结合而呈解毒

作用。甘草酸制成注射剂在肝脏中分解为甘草次酸与葡萄糖

醛酸,再与含羟基或羧基的毒性物质结合而呈解毒作用。另

外,在四氧化碳诱导初级培养大鼠肝细胞的毒性实验中, 甘草

酸和甘草次酸均有减少 CCI4 诱导的细胞毒性作用。甘草的

金属盐制剂成药物, 人体可适当吸收, 不易造成金属元素蓄

积。如近年来的甘草锌制剂对胃肠道刺激明显小于其它锌制

剂,这是因为人体对它有选择性吸收与释放, 保持一定的动态

平衡。

5 抗病毒作用

5. 1 对肝炎病毒的作用

有人考察了甘草酸在体外对乙肝表面抗原( HBsAg)向细

胞外分泌的影响,其结果是乙肝病毒( HBV)感染细胞分泌受到

抑制,可能抑制肝细胞的破坏, 从而改善了慢性乙肝患者肝功

能障碍,最终改善了对 HBV的免疫状况。可以认为, 甘草酸有

直接的抗 HBV 作用及对肝功能障碍的改善作用。近年来, 应

用于临床的甘草酸类新品种甘草酸二铵, 经随机配对治疗研

究显示,其降低慢性病毒性肝炎病人的谷氨酰转肽酶效果显

著。

5. 2 对艾滋病病毒的作用

80 年代日本学者经研究证明甘草酸可明显抑制艾滋病病

毒增殖, 并具有免疫激活作用。Watanbe等给小鼠感染爱滋病

病毒制成艾滋病模型后,观察了甘草酸苷( SNMC)治疗效果,发

现SNMC 治疗后的小鼠存活期明显延长, 并且这些小鼠脾、淋

巴结肿大被明显抑制,对肝细胞、脾细胞和淋巴细胞进行培养

后,发现他们的增殖能力增强。伊藤等人认为甘草酸抗爱滋

病病毒是通过抑制细胞膜上某种酶来抑制爱滋病病毒增殖

的。

5. 3 对 SARS 相关冠状病毒的作用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医学院和医学病毒学研究院的科学家

们应用VERO 细胞在体外对利巴韦林、6- 氮尿苷、吡唑呋喃菌

素、麦考酚酸和甘草酸苷五种药物进行了抗 SARS 相关冠状病

毒的研究。实验结果显示,利巴韦林和麦考酚酸对 SARS 病毒

的复制没有影响, 6- 氮尿苷和吡唑呋喃菌素在非毒性剂量范

围内能够抑制病毒的复制,其选择性指数分别为 6、12;而甘草

酸苷是 SARS病毒复制最强的抑制剂, 它的选择性指数达到

67。甘草酸苷不仅抑制病毒的复制, 而且还在病毒复制的早

期抑制病毒的吸附和穿膜, 它在病毒的吸附期及吸附期后都

非常有效。

6 镇咳祛痰作用

甘草的镇咳祛痰作用早已为中西医临床广为应用。甘草

口服后能覆盖在发炎的咽部粘膜上, 缓和炎性刺激而镇咳。

甘草次酸胆碱盐对豚鼠吸入氨水和电刺激猫喉上神经引起的

咳嗽都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故认为其镇咳作用为中枢性的。

甘草还能促进咽部和支气管粘膜分泌,使痰易于咳出, 呈现祛

痰镇咳作用。

7 抗肿瘤作用

甘草黄甙、甘草酸对大鼠腹水、肝癌及小鼠艾式腹水癌细

胞,产生形态学上的改变。甘草酸有抑制皮下注射移植的吉

田肉瘤,并能预防多氧化联苯或甲基氨偶氮苯所致小鼠肝癌。

吴晓慧等采用不同浓度甘草酸苷( SNMC) 作用于人肝癌细胞

株 SMMC- 7721、BEL- 7402细胞后, 细胞增殖率测定结果显示

肿瘤细胞生长受到明显抑制。张晶等研究发现异甘草素可以

显著抑制人宫颈癌细胞体内外增殖, 其机制与将细胞周期阻

滞于 S 和 G2/ M 期及影响细胞周期因子 cyclin B1 的表达和改

变 P34cdc2 的磷酸化水平有关。

8 抑菌作用

甘草的抗菌成分主要为甘草苯骈呋喃, 甘草皂甙能明显

抑制流感病毒, 甘草葡聚糖尚有抗真菌作用。甘草对金黄葡

萄球菌、溶血链球菌、结核杆菌、白喉杆菌等的呼吸、蛋白质的

合成、核糖核酸的形成均有强烈的抑制作用。

甘草能降低金黄葡萄球菌毒性物质的形成和促进人体白

细胞对该菌的蚕噬。甘草的 1 个抑菌单位(通常将一种药物

的最小抑菌浓度定为该药物的 1 个抑菌单位。如甘草对金葡

菌的最小抑菌浓度为 1/ 640,则 1/ 640 即为对金葡菌的 1 个抑

菌单位)能降低金葡菌溶血素64倍、降低血浆凝固酶 32倍; 其

1/ 2 个抑菌单位( 1/ 1280)虽无抑菌作用, 但能影响血浆凝固酶

的形成,使中性粒细胞对金葡菌的蚕噬作用明显加强。

9 防治肝损害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甘草酸防治肝损害作了深入研究, 进

一步丰富和加深了对甘草酸治疗各种肝损害机理的认识。

Okamoto 等以小鼠肝损伤作模型, 观察甘草酸对 Fas 介导

的肝损伤的疗效,结果显示, 甘草酸可有效地防止 Fas 介导的

肝损伤,作用机制可能与干扰半胱氨酸蛋白酶的诱导激活有

关。Okamoto 等研究还发现, 甘草酸可以防治 Con A 介导的肝

损伤。

甘草酸治疗丙型肝炎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Van Rossum

等总结日本临床资料发现, 短期应用甘草酸治疗可有效地降

低血清 ALT 水平,并且肝组织损伤也得到改善; 长期应用可以

预防肝细胞癌征象的发生。Tsubota等观察联合应用甘草酸和

解脱氧酸治疗170例丙型肝炎患者, 发现联合应用可以提高甘

草酸降低血清 ALT 和 r- GT 水平, 这种联合疗法是一种改善

肝功能有效而安全的治疗手段,可以作为慢性丙型肝炎患者

尤其是对干扰素有抵抗作用患者的一种替代疗法。

10 降血脂与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甘草酸具有降血脂与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阻止动脉粥

样硬化的形成, 近年药理实验发现, 甘草次酸对家兔或大鼠实

验性动脉粥样硬化有极显著的降低血中胆固醇、- 脂蛋白及

甘油三酯的作用, 且其强度超过抗动脉硬化药。通过动物模

型证实,甘草酸灌胃对实验性小鼠、大鼠血脂增高均有明显抑

制作用。

11 抗心律失常的作用

18 - 甘草次酸钠能对抗氯仿诱发小鼠室颤、氯仿- 肾上

腺素引起兔室性心律失常以及氯化钙引起大鼠室性心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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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也能部分对抗异丙肾上腺素的心率加速作用。其抗心律

失常作用,与 M- 受体阻滞作用无关,可能与抑制交感神经系

统活性和心脏 - 受体功能有关。

12 抑制气道平滑肌细胞增生的作用

覃冬云等选用四甲基偶氮唑( MTT )、细胞计数和流式细胞

术三种方法检测不同浓度甘草酸( GL)对血清和组织胺诱发的

大鼠气道平滑肌细胞增生的影响,实验表明 GL 有抑制气道平

滑肌细胞增生的作用。

13 对脑神经细胞凋亡的保护作用

刘亚军等通过实验证明, 脑缺血再灌注可明显增加大鼠

脑组织丙二醛(MDA)含量, 表明在此过程中, 过氧化反应是增

强的,给予甘草酸二铵( DG)后, DG 可抑制 MDA 的生成, 减轻

脑组织的脂质过氧化反应, 对脑神经细胞凋亡有显著的保护

作用。

14 抗衰老作用

燕福生等研究发现老化的红细胞中脂质过氧化物 MDA

含量比年轻的红细胞高,说明脂质过氧化物 MDA 含量的增加

是老化细胞的标志,实验中选用甘草的水提液,进行红细胞培

养 36小时, 检测其MDA 值,结果数值均有显著下降, 说明甘草

具有较好的抗衰老作用。

15 对酶的抑制作用

甘草黄酮中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较强的抗酪氨酸酶活性

的作用,是维生素 C 的 80倍。近年来又发现甘草黄酮能抑制

多巴色素互变酶的活性, 所以含甘草的药品可用来治疗黄褐

斑。异甘草素GU- 17对醛糖还原酶有抑制作用, 可以预防和

治疗各种糖尿病综合症。

16 其他作用

甘草皂苷能使大鼠烟雾吸入性肺炎损伤和肺内 SOD 的活

性低水平恢复正常。

有人用甘草铵霜治疗湿疹、荨麻疹、皮炎等皮肤病, 有效

率达 92%。

Inoue 等人用 2, 4, 6- 三硝基氯苯诱发小鼠耳廓第四型变

态反应模型,证实了 11- 脱氧甘草萜醇衍生物具有抗过敏作

用。

不孕症女患者常见高睾酮血症, 而甘草次酸可降低血中

睾酮含量并常使患者排卵和怀孕。实验也表明甘草次酸对小

鼠生殖腺有抑高睾酮血症的作用。

经实验研究发现甘草对小鼠雄性生殖细胞精子畸形发生

具有保护作用,甘草还能对抗醋酸铅诱导的精原细胞畸变和

UDS 实验,表明甘草对小鼠雄性生殖细胞遗传物质具有保护

作用,即抗诱变作用。对人体遗传物质的损伤亦可能具有保

护作用。

综上所述,甘草的药理作用是多方面的, 其应用已向抗病

毒、抗艾滋病毒、抗癌、防癌、增强免疫力等领域拓展。因此,

深入进行该类药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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