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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oyao-Gancao-Fuzi Decoction, the classic prescription for treating exogenous disease, was ori-
ginated from Shanghan Lun by Zhang zhongjing. Shaoyao-Gancao-Fuzi Decoction was widely used 
in clinic. Modern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t has good anti-inflammatory and 
analgesic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main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ischialgia 
and so on. In order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their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safety, the advances 
on the herbal interaction, pharmacological act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Shaoyao-Gancao-Fuzi De-
coction in China and abroad were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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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芍药甘草附子汤最早出自张仲景《伤寒论》，是治疗外感病证的经典方剂,临床使用率高。现代研究发现，

其具有良好的抗炎、镇痛的药理作用，主要用于类风湿性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等疾病的治疗。文章从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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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配伍、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三方面对芍药甘草附子汤国内外研究进展做一综述，以期为今后芍药甘草

附子汤的临床应用和安全使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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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芍药甘草附子汤，始载于《伤寒论》第 68 条：“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

汤主之”，该方是由白芍、炙甘草、炮附子 3 味药以剂量配比 3:3:1 所组成，方中白芍性微寒，味苦、酸；

炙甘草性平，味甘；附子辛、热，味甘，有毒[1]。3 味药材合用，共奏阴阳双补之妙。本方在古代主要

用于治疗痹症，可祛风除湿，效果良好，如今芍药甘草附子汤临床应用日趋广泛，主要用于类风湿性关

节炎、坐骨神经痛等疾病的治疗。文章通过对目前芍药甘草附子汤药味配伍、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的相

关研究作一介绍，以期对今后有关该方的研究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 

2. 芍药甘草附子汤组方药味配伍的研究 

2.1. 芍药-甘草药对配伍比例及相互作用的研究 

芍药和甘草为临床常用药对，其配伍比例有 1:1，3:1，2:1 等，古方剂量配伍多为 1:1，芍药甘草附

子汤与之相同。胡蓉婉等[2]建立了芍药和甘草体内成分特征图谱的分析方法，以研究芍药–甘草以 4:6，
4:4，4:2，4:1，4:0 不同剂量配比时对该药对中移行入血成分药代动力学的影响。结果发现，对于所研究

吸收入血的 7 个成分中，有 6 个成分的吸收都是芍药-甘草以 4:4 配伍为最佳，这与古方常用配比相符，

从药代动力学的角度证明了古方用药配比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芍药甘草配伍，可以促进二者中一些主要化学成分的溶出，与芍药、甘草单煎液相比，芍药与甘草

配伍后合煎液中的芍药苷、甘草酸含量均显著提高[3]。何丽仙等[4]通过比较芍药甘草分煎提取物和合煎

提取物的 HPLC 图谱，来研究芍药和甘草配伍后水煎液中化学成分的改变，结果发现分煎与合煎后提取

物图谱中峰形相似，并未产生新的物质，但两图谱中各共有峰积分面积存在较大差异，且化学成分的组

成比例也有较大的变化。Chen 等[5]人采用单层 Caco-2 细胞研究了芍药甘草药对中芍药苷、甘草苷、甘

草酸 3 种活性物质的肠吸收和相互作用，结果表明，与单一化合物处理细胞时相比，用芍药、甘草单煎

液和分煎液处理细胞时芍药苷、甘草苷、甘草酸的吸收会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此可见，不同药味所含化

学成分之间具有相互作用。 

2.2. 甘草-附子药对配伍比例及相互作用的研究 

甘草与附子为另一中医常用药对，甘草配伍附子以抑制附子毒性。解素花等[6]研究了附子与甘草以

3:1，1:1，1:3 不同比例配伍时对附子毒性的影响，结果发现，附子配伍甘草后可提高附子的半数致死剂

量(LD50)和半数中毒剂量(TD50)，且对于附子所致的心肌搏动节律的加快也具有抑制作用，且作用强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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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的比例呈正相关，由此可见，芍药甘草附子汤中甘草附子配比为 3:1 的合理性。 
炙甘草与附子配伍后合煎，可以显著降低附子中双酯型乌头类生物碱的含量，起到减毒的作用[7]。

与甘草单煎液相比，二者合煎液中的甘草黄酮、甘草总皂苷的含量都明显下降，由此可见，甘草减附子

之毒性，甘草黄酮、甘草总皂苷可能是其中的主要物质基础[8] [9]。林君彦等[10]使用 HPLC-Q-TOF/MS
指纹技术对附子单煎液、附子炙甘草合煎液进行化学对比研究，结果在附子单煎液中分离并鉴定出 20 种

物质，在二者合煎液中鉴定出 32 种物质，其中 28 种来源于附子，由此可见附子配伍炙甘草后生物碱的

种类及含量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3. 芍药甘草附子汤药理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3.1. 抗炎作用 

陈蕊[11]研究表明，芍药甘草附子汤可抑制弗氏完全佐剂诱导的关节炎大鼠的足跖厚度，及血清中的

白介素 1β(IL-1β)、前列腺素 E2(PGE2)、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水平。PGE2 是骨破坏和导致疼痛的主要

物质，IL-1β、TNF-α为促炎因子，具有很强的致炎作用，所以芍药甘草附子汤具抗炎作用，且可抑制类

风湿性关节炎(RA)患者的骨破坏。谢传美等[12]也进一步证明了芍药甘草附子汤对 RA 大鼠具有治疗、保

护作用，可降低 RA 大鼠的关节炎及足爪肿胀评分，其可能的机制是与抑制下丘脑室旁核神经元型一氧

化氮合酶(n NOS)，IL-1β及 TNF-α表达有关。 

3.2. 镇痛作用 

Li 等[13]研究了附子汤联合芍药甘草汤在疼痛动物模型中的镇痛作用，结果表明，附子汤合煎芍药

甘草汤可抑制甲醛溶液诱导的 I 相和 II 相疼痛，且可显著抑制冰醋酸诱导的疼痛小鼠模型血清及脊髓中

一氧化氮(NO)和前列腺素 E2(PGE2)的含量，增强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性，且对中枢及外周神经末

梢均有止痛作用。凤良元等[14]研究显示芍药甘草汤的镇痛作用主要与 NO、PGE2、SOD 相关，与前者

研究结果一致。唐林[15]研究发现附子汤具有明显的镇痛作用，主要表现在 SOD 活力的升高和血清丙二

醛(MDA)含量的降低，说明其镇痛作用可能是与自由基对机体损伤的减少及机体抗氧化系统能力的提升

相关。 

4. 芍药甘草附子汤的临床应用 

4.1. 类风湿性关节炎 

张静宇[16]对 50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使用芍药甘草附子汤加味，连续治疗 3 个月后发现实验组晨

僵时间、关节疼痛度均低于雷公藤多苷片对照组，且治疗有效率为 88%显著(P < 0.05)高于对照组的 70%，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表达水平均显著(P < 0.05)低于治疗前，且两组间比较无

显著学差异(P > 0.05)，表明芍药甘草附子汤可有效减轻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僵硬、疼痛等临床症状，增

强治疗效果。处方组成：白芍、制附子各 15 g，甘草 10 g，青风藤、鸡血藤、牛膝各 15 g。 

4.2. 坐骨神经痛 

姜德伟[17]用芍药甘草附子汤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坐骨神经痛患者 56 例，连续治疗 2~3 周后，

总有效率高达 92.9 %。所用处方：芍药 30 g，甘草 15 g，附子 15 g。加土鳖虫 10 g (冲服)以治有瘀血者；

加天麻 10 g，全蝎 4 g (冲服)，蜈蚣 4 g (冲服)以治麻木较重者。司创[18]用芍药甘草附子汤治疗 69 例，

其中治疗总有效率高达 98.6%，处方组成：赤芍 25 g，白芍 30 g，生甘草 15 g，制附片 10 g，知母 15 g，
元胡 10 g，当归、川牛膝、红花、木瓜、海风藤各 12 g，薏苡仁 60 g，水煎饭后服用。加减：胃部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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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加炒麦芽、神曲、焦山楂；疼痛严重者加全蝎 8 g，蜈蚣 1 条。由此可见，芍药甘草附子汤显著的镇痛

作用。 

5. 总结与展望 

芍药甘草附子汤为张仲景经方之一，方中附子温阳散寒，芍药甘草汤酸甘化阴，仅包含 3 味药，用

药相当精炼，有着较大的临床使用价值。该方中白芍、炙甘草、炮附子均为常用药，现代研究其化学成

分的报道有很多，然而对于芍药甘草附子汤复方化学成分的体内外研究鲜有报道，且该方药理作用及其

机制的研究尚不全面，因此，未来芍药甘草附子汤的研究可从以上方面着手，以为该汤剂质量控制及临

床合理、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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