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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苷的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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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甘草是我国重要的中药材之一，广泛应用于医药、食品等行业。甘草苷为其主要黄酮类成分之一，

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抗抑郁、抗癌、保肝、保护心血管等多种药理活性，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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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liquiri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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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cori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in China, widely used in medicine, food 
and other industries. Liquiritin is one of the main flavonoids, which has many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such as 
antioxidant, anti-inflammatory, antibacterial, anti-depression, anticancer, liver protection, cardiovascular protection, etc., 
and has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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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是一种传统的药用植物，我国最早的本草学

著作《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甘草味甘、性平，

具有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缓急止痛、调

和诸药的功能。甘草中的主要成分为三萜类和黄酮类，

其他有效成分还有香豆素类、多糖类、生物碱类、氨

基酸等。 
甘草苷（Liquiritin）是甘草中主要的黄酮类化合

物之一，在 2020 版《中国药典》中，对其含量要求为

“按干燥品计算，不得少于 0.50%”，可见甘草苷是甘

草的代表性成分之一。甘草苷药理作用广泛，近年来

备受关注，本文就甘草苷的药理作用展开综述。 
1 抗氧化作用 
甘草苷的抗氧化能力来源于其分子中的酚羟基。

有研究者对甘草黄酮类成分的抗氧化能力进行了实验，

发现甘草苷对羟自由基、1，1-二苯基-2-苦基肼（DPPH）

自由基、亚油酸过氧化和脂质过氧化均有抑制作用，

也有实验证明仅 2 mg/mL 的甘草苷溶液 DPPH 自由基

清除率可达 30%以上。在体内抗氧化方面，甘草苷对

甲硝唑诱导的斑马鱼表皮氧化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可

提高斑马鱼体内的抗氧化能力。最近，也有研究人员

开发了一款甘草苷的口服制剂，药效学实验发现其具

有抗氧化效果。 
2 抗炎作用 
在脂多糖诱导的人表皮永生化细胞模型中，甘草

苷可通过增加细胞活力，减少细胞凋亡，降低细胞因

子-6、α-干扰素和环氧合酶-2 的表达，保护表皮细胞

免受炎症损伤。甘草苷对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有较好的

疗效，其抗关节炎作用是通过线粒体介导途径来显著

抑制类风湿关节炎成纤维样滑膜细胞增殖，从而减轻

类风湿性关节炎症状。另外，甘草苷对压疮也有一定

缓解病灶与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 
3 抗菌作用 
迄今为止，研究人员发现许多黄酮类化合物可作

为广谱抗菌剂。值得欣慰的是，甘草苷可显著抑制某

些病原菌如肠杆菌、肠球菌、梭菌和拟杆菌的生长，

而对共生益生菌的生长影响较小。实验证明甘草苷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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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658.4 mg/L 时即可引起辣椒孢子囊收缩和塌陷，

具有抑制辣椒疫霉菌丝体生长和孢子囊发育的作用，

且可以降低毒力基因的表达并刺激植物防御来抑制辣

椒致病性，这将使得甘草苷有望成为新杀菌剂。 
4 神经保护 
甘草苷具有潜在的神经保护作用。甘草苷可以保

护神经细胞株 PC12 细胞免受皮质酮诱导的神经毒性，

也可保护大鼠嗜铬细胞瘤细胞系中细胞损伤的神经。

小鼠脊髓损伤后其运动能力明显降低，随之出现脊髓

炎症发生、病变面积扩大及神经元凋亡等症状。研究

发现，经不同浓度甘草苷治疗后，大剂量组可明显改

善小鼠脊髓炎症、病变面积、神经元凋亡及相关蛋白

表达，从而减轻脊髓损伤，恢复小鼠运动功能。另外，

研究发现甘草苷对小鼠的神经性疼痛具有减轻作用，

也可通过调控多种生物学过程和相关信号途径治疗帕

金森病。说明甘草苷有望被开发为有效治疗顽固性神

经性疼痛的新型镇痛剂或者抗帕金森药物。 
5 抗抑郁作用 
抑郁症高发而且难以根治，传统的抗抑郁药物毒

副作用大、费用高、易反复，目前研究者也在探索新

的、安全有效的抗抑郁药物，甘草大麦汤就是治疗抑

郁症的经典复方。甘草苷作为甘草中主要的抗抑郁成

分，可通过上调下丘脑 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水平，

从根源上缓解抑郁症状。长期服用甘草苷后可改善动

物抑郁样行为，并抑制海马中炎症小体的激活和下游

炎症细胞因子的水平。如在对慢性应激大鼠模型给药

前后的蔗糖偏嗜度的监测实验结果显示，甘草苷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逆转该模型大鼠糖水饮用量的减少，体

现了较好地抗抑郁作用。除此以外，甘草苷还可以通

过抑制神经炎症和维持突触发生，增强成纤维细胞因

子，发挥抗抑郁样作用。 
6 对肝损伤的治疗作用 
研究者在试验甘草提取物在叔丁基过氧化氢诱导

的肝损伤模型中的抗炎作用时发现，甘草苷可抑制小

鼠肝脏中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表明甘草苷可用于治

疗氧化性肝损伤和炎症性肝损伤。相关研究发现甘草

苷能通过降低酶活性、促炎因子的表达、免疫细胞的

肝浸润等途径，减轻大鼠的肝窦阻塞综合征。此外，

甘草苷还可激活肝脏相关因子抗氧化防御系统，减轻

肝线粒体损伤，起到治疗肝窦阻塞综合征的作用。 
7 对心血管的保护作用 
甘草苷通过调节相关通路可以减轻压力超负荷诱

导和血管紧张素Ⅱ诱导的心肌肥大，这表明甘草苷可

能是治疗病理性心脏重构的有价值的辅助成分。甘草

苷保护心血管的机制还包括通过调节血管平滑肌细胞

的增殖和迁移，从而在冠心病中发挥保护心血管作用。

在高果糖诱导的心肌细胞中，甘草苷对心肌纤维化也

具有保护作用，有望成为治疗糖尿病心肌纤维化的候

选药物。 
8 对糖尿病的治疗作用 
在甘草苷与二甲双胍的降糖效果对比实验中，分

别采用低、中、高浓度的甘草苷和二甲双胍对妊娠糖

尿病大鼠进行治疗，结果表明甘草苷高剂量组与二甲

双胍组比较，治疗效果无明显差异。糖尿病并发症严

重损害生命健康，而甘草苷对血管病变具有保护作用，

说明其有可能成为治疗糖尿病患者血管病变的一种有

前途的药物。 
9 对癌症的作用 
近年研究表明甘草苷在协同治疗癌症方面也具有

较好效果。当顺铂和甘草苷联合应用，可抑制胃癌细

胞的增殖。联合甘草苷与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

配体同时使用时，这两种药物协同作用可以阻止体外

人胃癌细胞和体内胃癌细胞异种移植裸鼠的肿瘤生长

与病情发展。在其他癌症方面，甘草苷通过促进细胞

凋亡的途径抑制肿瘤生长，而且甘草苷还可以抑制宫

颈癌细胞的迁移、侵袭与克隆能力，而对人类正常细

胞几乎没有细胞毒性。 
10 减毒增效作用 
甘草苷还有与其他药物配伍使用，从而达到降毒

及协同增效的作用。如附子-甘草是经典的减毒配伍药

对，研究表明，甘草中的甘草苷是具有减毒作用的代

表组分之一，可通过改善乌头碱对心肌细胞钾、钙离

子通道编码基因的异常表达，抑制乌头碱诱导的心肌

细胞毒性，与乌头碱协同发挥强心作用。阿霉素广泛

用于癌症，但其心脏毒性限制了临床应用。研究者建

立阿霉素心脏毒性小鼠和细胞模型，并给予不同浓度

甘草苷干预，发现甘草苷可以调控信号通路抑制心肌

细胞铁死亡途径改善阿霉素心脏毒性和心肌细胞损伤

作用。初步验证了甘草苷可通过调控氨基酸转运蛋白

等方式，抵抗阿霉素心脏毒性中心肌酶的上升，增加

谷胱甘肽的消耗及代谢速度，降低氧化应激所产生的

脂质过氧化物，抑制小鼠铁死亡的发生，从而对小鼠

心脏毒性起到减轻和保护作用。 
11 其他作用 
在黏膜皮肤保护方面，甘草苷可对抗人角膜内皮

细胞凋亡，同时具有抑制酪氨酸酶与黑色素生成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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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研究发现小剂量的甘草苷即可减缓皮肤中黑色素

的形成，用量通常为 0.06%~6%。同时甘草苷也是一

种有效的抗紫外线 B 诱导的皮肤损伤的化合物。甘草

入肺经，能益气润肺、祛痰止咳，临床上的复方甘草

合剂就是常用的止咳药；甘草苷也具有较好的镇咳作

用，对咳嗽、急慢性咽炎和痰多都有作用。甘草苷能

纠正运动应激导致的胃黏膜组织相关因子分泌异常状

态，减少胃溃疡的发生，对胃黏膜损伤有明显的保护

作用，说明甘草苷可应用于辅助保护胃黏膜保健食品

中。在脂多糖诱导的急性肺损伤模型中，甘草苷可以

抑制相关信号通路，发挥抗内毒素与肺损伤效果。另

外还发现甘草苷可预防低孕酮水平引起的早产。 
10 结语与展望 
甘草苷是甘草黄酮中重要的生物活性物质之一。

甘草苷的药理作用非常广泛，目前已经证实甘草黄酮

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神经保护、抗抑郁、保护

肝脏损伤与心血管等药理作用，在食品、化妆品、兽

药饲料、药物制剂等行业均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除

了被证实的药理作用以外，新的作用靶点和作用机制

也在不断深入研究，以期为新药提供理论基础和临床

基础，在更多疾病方面发挥预防与治疗作用。但是目

前甘草苷的相关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如何

将理论成果应用到实际应用方面，研发出功效明确、

安全可靠的新药或者其他产品，仍然还有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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