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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药配伍是中医用药的一大特色， 合理的中药配伍可以达到减毒 增效的效果。附子-甘草作为经典药对 ，

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文章通过综述近些年来中药药对 附子-甘草的研究概况， 并参考现代研究文献， 从化 学成分的

相 互 作用（包括影响附子毒 性成分的溶出）、与毒 性成分形成沉淀或复合物、影响毒 性成分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

谢、排泄等药代动力学过程以及配伍后对 附子原有药效的影响几个方面阐释了附子-甘草配伍减毒 存效的作用机

制， 并用中医药传统药性理论“四气五味”解释了附子-甘草配伍的科学内涵， 以期以这一经典药对 为切入点探讨中

药配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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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子中的化 学成分主要是以乌头碱、次乌头

碱、新乌头碱为代表的双酯型二萜生物碱， 以及苯

甲酰基类的单酯型生物碱[1-3]， 其中双酯型生物碱既

是附子发挥药效的重要物质基础， 同时也是其毒 性

成分， 服用不当会产生严重的心 脏毒 性[4-6]。有研究

表明生附子通过浸泡、煎煮等加工处理[7-8]， 或与其

他中药配伍使用[9]， 能显著降低附子自身的毒 性。查

阅古籍发现与附子配伍频率最高的是有缓和特性

的甘味药的代表药———甘草。甘草中的主要活性成

分有三萜皂苷类（甘草酸、甘草次酸）、黄酮类（甘草

素、异甘草素）和甘草多糖等。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甘草有抗炎、抗抑郁 、抗肿瘤、改善免疫功能、调节

心 律失常等作用[9-13]。而 且甘草及其制剂对 多种药

物中毒 、食物中毒 及机体代谢产物中毒 有一定 的解

毒 作用[14-15]。基于甘草“能缓能和”与“解百药毒 ”的

特性， 在中药处方中， 甘草常作为佐药或使药起到

调和整方的作用。

1 附子-甘草配伍作用机制研究
甘草可解附子之毒 目前已被大多数人认可， 但

具体的解毒 机制仍存在较大的争议。不少科研工作

者已从化 学组分、药物体内代谢及四气五味药性研

究等方面探究甘草的解毒 机制并解释附子-甘草配

伍的合理性[16-18]。

1.1 对 体外毒 性成分含量变化 的影响

1.1.1 影响毒 性成分的溶出 大部分研究工作者

从化 学组分变化 这一角度阐释了甘草在与附子配

伍时所起的作用， 通过比较两者合煎前后水煎液中

甘草及附子中化 学成分的溶出度变化 ， 找出发挥减

毒 作用的物质基础。许多研究均表明附子在与甘草

配伍合煎后， 其双酯型生物碱的煎出量显著下降。

而 附子的毒 烈之性主要来源于其双酯型生物碱， 因

此控制附子中双酯型生物碱的含量是减毒 的根本。

周竹晨等[19]比较了附子与甘草在不同配伍比例

下附子中生物碱的溶出情况， 以生物碱的溶出率为

指标， 从其含量变化 的角度解释甘草配伍附子的减

毒 机制。研究结 果发现不同配伍比例下的附子-甘
草对 生物碱含量的影响也不同， 且适当的比例配伍

有利于附子中活性成分———生物碱的溶出， 在两者

配伍比例为 3∶1（甘草∶附子）时， 此时合煎液中生物

碱的溶出度最高。这也表明中药配伍通过影响化 学

成分含量的变化 ， 可在临床上发挥更显著的效果。

蓝娟等[20]研究了附子配伍炙甘草前后， 其水煎液中

双酯型生物碱含量的变化 ， 发现炙甘草与附子合煎

的水煎液中以乌头碱、次乌头碱、新乌头碱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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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酯型生物碱含量变化 较显著， 并且其含量明显

低于附子单煎液， 这说明附子在配伍甘草后， 可降

低附子中双酯型生物碱的含量。林彦君等[21]采用超

高效液相 色谱-飞行时间质谱联用技术（UPLC-Q-
TOF-MS/MS）比较了附子-甘草配伍前后汤液的高

效液相 色谱-串联质谱法（HPLC-MS/MS）指纹图谱

变化 ， 说明附子在配伍炙甘草前后汤液中生物碱成

分种类和含量的差别较大， 且附子单煎液中的双酯

型生物碱总量高于附子-炙甘草合煎液， 说明附子-
甘草配伍可通过降低双酯型生物碱的含量来缓解

附子的毒 性。杨明等[22]用薄层色谱（TLC）与高效液

相 色谱（HPLC）分别对 附子单煎液、附子和甘草分煎

后的混合液及附子-甘草配伍合煎液中双酯型生物

碱变化 情况进行了研究。比较 TLC 的结 果， 发现附

子单煎液和附子-甘草合煎液这两个样品中关于生

物碱的斑 点均出现在同等位置， 但颜色深浅不一，

说明附子配伍甘草后生物碱种类的变化 不大， 对 其

含量的变化 影响较大。选取甘草和附子中的两个代

表性成分甘草酸和乌头碱进行配伍， 分别对 乌头碱

单煎液水解产物、甘草酸单煎水解产物、乌头碱-甘
草酸合煎水解产物进行了比较分析， 发现甘草酸-
乌头碱合煎组中乌头碱水解产物的含量明显高于

单煎组， 说明甘草酸增加了乌头碱的溶水性并促进

了毒 性成分的水解， 实现了减毒 作用。

1.1.2 与毒 性成分发生沉淀反应 附子-甘草是经

典的酸碱药对 ， 两者配伍后其化 学成分可发生酸碱

中和反应。甘草中的黄酮类、三萜类和甘草多糖类

等成分都有一定 的弱酸性， 附子中的主要化 学成分

是生物碱类， 有一定 的碱性。因此有些学者认为甘

草与附子配伍时， 甘草中的酸性成分可与附子中的

生物碱类成分结 合， 使得附子中的乌头碱类等游离

型双酯型生物碱的含量下降[23]， 附子的毒 性得到缓

解。张宇燕等[24-25]从组分角度研究了附子、甘草配伍

后附子与甘草中活性成分含量的变化 情况， 发现两

者合煎后水煎液中甘草苷、甘草酸、乌头碱的含量

明显低于单煎液， 这也表明甘草苷、甘草酸等化 学

成分含量的变化 是甘草-附子配伍减毒 增效的重要

物质基础， 具体过程可能是甘草酸、甘草苷通过与

乌头碱结 合生成沉淀， 使得附子中游离的双酯型生

物碱含量明显降低， 形成的沉淀复合物在胃肠道的

吸收较慢， 有一定 的“缓释”效果。

为了近一步研究甘草发挥解毒 作用的物质基

础， 徐珊珺等[26]通过 HPLC 研究了单体甘草酸和甘

草次酸在降低附子毒 性中所起的作用， 分别测定 附

子单煎液、附子-甘草、附子-甘草酸、附子-甘草次

酸等不同合煎液中乌头碱及次乌头碱的含量， 并以

小鼠的半数致死量（LD50）为指标测其急性毒 性， 结

果发现附子-甘草合煎组确实能抑制生物碱的溶

出， 而 在甘草酸-附子、甘草次酸-附子合煎组中， 附

子中的生物碱溶出量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加。急

性毒 性实验结 果发现小鼠口服附子-甘草、附子-甘
草酸、附子-甘草次酸合煎液的 LD50 均明显大于附

子单煎液， 可见配伍后附子的毒 性明显降低， 推断

可能是甘草中的化 学成分通过与有毒 生物碱结 合，

延缓其在胃肠道的吸收。马鸿雁等[27]比较了乌头碱

单煎、甘草酸单煎及甘草酸-乌头碱合煎后成分变

化 的 HPLC 图谱， 发现当乌头碱-甘草酸合煎时， 甘

草酸的浓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 增大， 推测在煎煮初

期甘草酸不是以游离状态存在， 而 是先与乌头碱结

合成盐， 之后又逐步释放出游离的乌头碱和甘草

酸， 使得乌头碱的水解速率加快， 这说明了甘草酸

对 乌头碱有控释缓释和促进其水解的双重作用。王

律韵等[28]通过对 照组（附子生物碱组）及实验组（附

子生物碱与甘草有效部位配伍液）小鼠的急性毒 性

实验， 通过计算其 LD50 来比较附子配伍甘草后， 附

子毒 性的变化 ， 结 果表明腹腔注射附子生物碱后，

小鼠的 LD50 降低， 而 当附子中的生物碱与甘草的有

效部位（甘草三萜和黄酮部位）配伍后， 其 LD50 值也

相 应升高。综上所述， 初步推测甘草中所含的三萜

皂苷（甘草酸、甘草次酸）和黄酮类成分是甘草发挥

“减毒 增效”作用的重要物质基础。

1.1.3 甘草甜素的水解产物可降低附子毒 性 也

有人认为甘草的解毒 成分是甘草甜素， 甘草甜素作

为甘草中的一种重要成分， 现代临床研究表明甘草

甜素对 一些患有心 律失常、心 绞痛、高血压病、甲状

腺功能亢进症等忌用钙剂的氨基苷类中毒 患者来

说， 可视为替代钙剂的优良解毒 药[29-30]。有研究者认

为甘草甜素自身可以通过吸附毒 物以解毒 ， 如士的

宁、水合氯醛、阿托品等均可被甘草甜素吸附而 起

到减毒 作用[31]。另外甘草甜素在一定 条件下可水解

生成 1 分子甘草次酸和 1 分子葡萄糖醛酸。许多科

研工作者均认为葡萄糖醛酸经脱水后可与体内一

些含有羟基或羧基的有毒 物质如醇、酸等结 合变成

无毒 的化 合物， 由尿排出体外而 起到保肝解毒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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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可与乌头碱的羟基结 合， 生成无毒 的葡萄糖

醛酸络合物由尿排出体外。为了验证此推测， 陈长

勋等[32]将醋酸葡醛内酯片（在体内可转化 生成葡萄

糖醛酸）加入到附子单煎液中， 进行小鼠的急性毒

性实验研究， 结 果发现两者混合组的LD50 明显高于

附子单煎液组的 LD50， 说明葡萄糖醛酸对 乌头碱的

毒 性有一定 拮抗作用及减毒 作用。此外葡萄糖醛酸

的另一水解产物———甘草次酸， 其结 构因与皮质酮

相 似， 也具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 可降低机体

对 各种有毒 物质的反应， 提高机体对 毒 性物质的耐

受力。

1.2 对 毒 性成分代谢方面的影响 现代研究表明

甘草的减毒 作用不仅与其体外活性成分密切相 关，

还能影响附子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等

环节， 这可能也是甘草配伍附子的减毒 机制之一。

1.2.1 影响毒 性成分的吸收 有研究发现附子-甘
草在配伍合煎使用时， 不仅可使毒 性较大的双酯型

生物碱含量降低， 还可以延缓毒 性成分在体内的吸

收而 发挥缓控释样的减毒 作用。一方面由于两者在

合煎过程中， 甘草中的酸性成分（甘草酸、甘草次

酸）提供的酸性环境不仅可促进双酯型生物碱的水

解及脂交换， 减少了游离型双酯型生物碱的含量，

同时还可与附子中的生物碱通过生成络合物或“酸

碱中和成盐”而 沉淀的方式， 延缓了其在胃肠道的

吸收。王志琪等[33]研究了附子-甘草药材配伍对 乌头

碱在大鼠体内药动学的影响， 分别给予大鼠灌胃附

子单煎液、甘草单煎液及附子-甘草合煎液， 建立血

药浓度-时间曲线， 结 果发现单煎液中的乌头碱在

大鼠体内吸收迅速， 而 附子-甘草合煎液中的乌头

碱在大鼠体内的药动学行为发生了改变， 说明附

子-甘草配伍后乌头碱的吸收明显受到抑制， 吸收

速度变慢且吸收的量减少， 同时清除的速率加快。

1.2.2 影响毒 性成分在体内的分布 改变药物的

分布即是减少药物在非靶向部位的剂量， 可以减少

药物的暴露和毒 副作用。现代研究表明 P-糖蛋白

（P-gp）在药物的转运中起到重要作用， 它能够降低

细胞内药物的浓度， 使细胞对 多种细胞毒 性化 合物

产生耐受， 通过降低细胞内毒 物的积累而 达到自我

保护的目的[34-35]。目前已有不少科研工作者发现甘

草有调控 P-gp 活性的功能[36]。通过诱导 P-gp 的功

能与表达， 可减少毒 物在肠道内的吸收， 并加快其

在胃肠道的分布， 促进细胞内毒 物的外排， 保护机

体免受毒 害。何丹[37]通过考察甘草提取物 3 种主要

成分（甘草甜素、甘草次酸和甘草苷）对 人结 肠癌上

皮细胞（Caco-2）的细胞膜上 P-gp 功能和表达影

响， 来探讨甘草的解毒 机制， 结 果发现这 3 种成分

通过诱导 P-gp 功能并上调其表达， 来增加细胞内

底物的外排， 这为甘草解毒 机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基础。

1.2.3 影响毒 性成分的代谢与排泄 药物在体内

代谢过程通常分为 I 相 代谢和 II 相 代谢， 该反应均

需要体内内源性物质酶的催化 。现代研究表明， 甘

草在体内可通过诱导 I 相 和 II 相 药物代谢酶来逆

转有毒 中药对 药物代谢酶的诱导作用， 进而 影响毒

性成分在体内的代谢情况。缪萍等[38]研究了附子-甘
草配伍对 大鼠体内肝脏药物代谢酶 CYP3A 活性的

表达及在 mRNA 水平上的调控， 以期从药物代谢酶

CYP3A 角度来探讨甘草对 附子的减毒 作用机制， 研

究结 果发现甘草对 CYP3A 酶活性及 mRNA 表达具

有诱导作用， 对 CYP3A 底物双酯型乌头类生物碱在

大鼠肝微粒体中的代谢具有促进作用， 说明附子配

伍甘草后， 可加快附子中双酯型生物碱乌头碱如乌

头碱、次乌头碱、新乌头碱在肝脏的代谢速率。参与

药物体内 II 相 代谢的酶类主要是谷胱甘肽转移酶

（GSTs）类和尿苷二磷酸葡萄糖醛酸转移酶（UGTs）。
关于甘草对 药物代谢酶 II 的诱导作用， 国内外的一

些研究学者也进行了研究， 谭亲友等[39]研究了甘草

提取物和 18α/β 甘草酸及其水解产物 18α/β 甘草

次酸对 II 相 代谢酶的影响， 结 果发现 3 者均对 UGTs
有诱导作用， 可加速毒 物的排泄从而 起到减毒 作

用。国外的 Kim 等[40]研究发现， 甘草中的黄酮苷元

甘草素可通过诱导肝脏转运蛋白与调节Ⅱ 相 代谢

酶（UGTs 与 GSTs）的表达起到一定 的保肝作用， 进

一步研究发现甘草提取物可通过干预体内的核因

子 E2 相 关因子 2（Nrf2）通路， 调节药物代谢酶Ⅱ的

活性与肝脏转运蛋白的表达， 促进了体内毒 性成分

的排泄， 起到一定 的减毒 作用。

1.3 其他方面 有研究者从甘草蛋白自组装这一

角度解释了附子-甘草配伍减毒 的机制。李冰洁等[41]

分别给小鼠腹腔注射甘草单煎液、附子单煎液、附

子-甘草合煎液、单体成分乌头碱及甘草蛋白-乌头

碱样品， 进行急性毒 性实验， 观察小鼠的存活情况，

结 果发现甘草蛋白-乌头碱体系和甘草单煎组小鼠

可正常存活， 其他组却出现明显的中毒 现象， 该结

果表明经过处理后的甘草蛋白经过自组装后， 可能

会与乌头碱结 合形成稳 定 的甘草蛋白-乌头碱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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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 起到减毒 效果。

2 附子配伍甘草后药效的变化
大量研究已表明附子-甘草配伍合煎后能够显

著降低附子中双酯型生物碱的含量， 起到减毒 的

效果。但附子中的双酯型生物碱既是活性成分又是

毒 性成分， 在减毒 的同时， 保证其药效的发挥也很

重要。

2.1 维持附子原有的抗炎镇痛活性 现代临床研

究表明， 附子有抗炎镇痛的药理作用[42-43]。李立纪

等[44]利用热板法和扭体法及角叉菜胶足肿胀法比较

了不同炮制方法下附子的抗炎镇痛活性， 发现附子

不同炮制品之间的抗炎镇痛活性并无显著性差异，

说明附子的抗炎镇痛作用机制及其有效活性成分

不受附子炮制加工的影响。张广平等[45]将附子-甘草

配伍使用， 来考察甘草对 附子抗炎镇痛药效的影

响， 用耳部肿胀法进行抗炎实验， 以肿胀度为指标

（左、右耳片质量之差值）， 发现空白对 照组与附子-
甘草配伍组相 比， 肿胀一致率并没有明显差异， 说

明附子配伍甘草使用后， 附子原本的抗炎活性并没

有因此而 减弱。采用扭体法进行镇痛实验（以小鼠

出现扭体反应的时间及在限定 时间内的扭体次数

为指标）， 发现单用附子组与附子-甘草配伍组相

比， 扭体次数没有明显差异， 表明附子在配伍甘草

使用后， 附子的镇痛作用也没有受到影响。以上实

验均说明附子配伍甘草在减毒 的同时还能维持附

子原本抗炎镇痛的药理活性， 而 两者配伍使用可以

扩大附子在临床应用中的安全窗。

2.2 协同增强附子的强心 作用 附子有“回阳救逆

第一品”之称， 有较强的强心 作用， 其强心 活性成分

主要是乌头碱类成分， 但同时也是附子中的毒 性成

分。这提示在对 附子减毒 的同时更要注重存效。张

硕峰等[46]通过将单体成分甘草苷与乌头碱配伍， 考

察其对 心 力衰竭大鼠心 功能的影响及对 离体大鼠

心 脏的强心 作用， 发现甘草苷预防给药能使乌头碱

增加心 力衰竭大鼠心 律的作用更明显；在离体大鼠

的强心 实验中发现， 甘草苷-乌头碱组对 离体大鼠

的心 肌舒张性能明显强于单附子组。有研究表明甘

草苷也具有一定 的强心 作用， 可改善心 肌的收缩功

能， 增加其心 率， 即甘草苷和乌头碱合用可增强乌

头碱原本的强心 作用。附子-甘草两者配伍使用， 可

协同发挥显著的强心 功能。

2.3 对 附子引起的心 肌细胞损伤有保护作用 附

子的毒 性主要是其双酯型生物碱引起的。有研究表

明， 附子中的次乌头碱、乌头碱可引起心 律失常， 对

心 肌细胞有一定 的损伤。而 甘草中的皂苷类成分甘

草酸、甘草次酸对 心 肌细胞有一定 的保护作用。王

利勤等[47-48]比较了甘草次酸与次乌头碱在不同配伍

比例下对 受损心 肌细胞的改善作用， 结 果发现次乌

头碱配伍甘草次酸对 心 肌细胞缺氧缺糖损伤有一

定 的保护作用， 且在配伍比例为 1∶1 时效果最好。周

天梅[49]研究了附子-甘草配伍对 乌头碱致大鼠传代

心 肌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 以细胞存活率、琥珀酸

脱氢酶（SDH）活性、钠-钾三磷酸腺苷（Na+-K+ATP）
酶活性等为考察指标， 发现附子-甘草配伍组能使

细胞存活率有不同程度改善， 且该组能使心 肌细胞

SDH 活性有明显恢复， 而 乌头碱单用组对 传代心 肌

细胞 SDH 活性影响较大， 使得该组心 肌细胞的

SDH 值明显下降， 以上研究表明附子-甘草配伍对

乌头碱所致的心 肌细胞损伤具有恢复作用， 其机制

可能是通过对 SDH、Na+-K+ATP 酶进行能量代谢调

节， 在实现对 心 肌细胞损伤保护的同时发挥一定 的

减毒 作用。

3 附子-甘草药对气味配伍理论研究
关于中药“四气五味”药性的记载最早见于《神

农本草经》， 它不仅是传统中医药理论的重要组成

部分， 也是指导临床谴方用药的科学依据。它提出

“药有酸、苦、甘、辛、咸五味， 又有寒、热、温、凉四

气”[50]。只有配伍中药的气味相 合， 才能更全面地表

现出药物的功效。根据附子和甘草的气味特性， 临

床上常将两者配伍使用并进行组方。从“酸苦甘辛

咸”五味方面阐释， 附子味辛， 甘草味甘， 属于辛甘

配对 ， 正合《黄帝内经》中的“气味辛甘发散为阳”之

旨。根据《素问·藏气法时论》中指出的“辛散， 酸收，

甘缓， 苦坚， 咸软”， 阐释了辛味能散能行， 有通行气

血的作用， 甘味能补能和能缓， 有补中益气、缓急止

痛之效， 且甘味药的缓急之性能延长辛味药的作用

时间[51-53]。附子-甘草两者配伍在药效方面有协同作

用， 甘草可增强附子的补火助阳之力， 两者共同发

挥温肾助阳之效。从“寒热温凉”四气方面， 附子性

热， 甘草性平偏温， 属于温热配对 ， 两者配伍， 甘草

常表现出调和与辅制作用， 用甘草的平和之性来缓

和或制约附子的大辛大热[54]。两者合用可缓和单用

附子时表现出的峻猛之性， 也更有利于药效的发挥。

李林[55]通过总结 历代本草中古人对 附子的气味

描述， 对 《伤寒论》中附子的气味配伍规律进行了研

究， 发现与附子配伍出现频率最高的药多是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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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用甘味药的甘缓之性来制约附子的毒 性， 如人

参或甘草常被用来配伍附子应用于临床。《神农本

草经集注》记载：“世方动用附子， 皆须甘草、人参

……相 配者， 正以制其毒 故也。”甘草作为甘味药的

代表， 味甘而 缓， 其甘缓之性可以缓和附子的温热

辛散之势并使其和缓作用更长久。关于附子-甘草

的配伍使用常在方剂中体现， 如郑钦安的《医理传

真》一书中记载的附子甘草汤“夫附子辛热， 能补先

天真阳， 甘草味甘， 能补后天脾土， 土得火生而 中气

可复， 按附子甘草汤一方， 乃先后并补之妙剂也”，

阐明了在临床使用中甘草配伍附子的重要性。唐迎

雪等[56]总结 了近些年来有毒 中药如马钱子、附子、川

乌、草乌、雷公藤等的气味配伍研究， 进一步阐释了

甘草对 这些中药有减毒 存效的特殊作用。以《伤寒

论》中甘草与附子组成的经典名方四逆汤为例， 该

方中附子为君药， 甘草为佐使药， 一方面甘草性温，

与辛热之附子为伍， 有合化 阳气之功， 起到佐助的

作用， 二是因为甘草味甘性缓， 其在方中可缓和附

子峻烈之性并解其毒 ， 这些都肯定 了附子-甘草配

伍使用的重要性与合理性。附子-甘草配伍减毒 存

效机制见图 1。
4 讨论

附子-甘草是中医配伍“减毒 增效”的代表药

对 ， 体现了中医配伍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根据“附子

之性急得甘草而 后缓， 附子之性毒 得甘草而 后解”

的配伍理论， 近年来不少科研工作者已从多个角度

对 两者配伍使用的合理性进行研究， 也取得了较大

的研究成果。目前对 附子-甘草配伍减毒 机制的解

释多是从化 学组分变化 这一方面展开， 甘草减毒 的

重要物质基础是以甘草酸和甘草次酸为代表的三

萜皂苷类成分与以甘草素、甘草苷为代表的黄酮类

成分。这些成分通过与附子中游离的生物碱相 互 作

用， 降低了附子中生物碱的溶出量， 或者与附子中

的生物碱进行酸碱结 合形成沉淀或复合物， 降低了

游离型双酯型生物碱的含量， 起到一定 的减毒 效

果。两者通过配伍合煎可改变化 学成分的存在形

态， 实现了附子中生物碱“游离态”和“结 合态”的相

互 转化 ， 在经胃肠道吸收时， 使得其毒 性成分有一

定 的“缓释”作用， 有“缓其毒 而 效不减”的效果。

中药配伍的目的是增强中药药效， 以专其所

长， 或者抑制其偏性， 缓其毒 性以抑其所短， 产生与

原来单味中药不同的效果。而 中药配伍的实质是中

药组分的配伍， 即多种活性成分之间相 互 作用， 通

过多途径、多靶点的作用机制共同发挥药效， 这也

符合中医药提倡的整体观念。随着对 中药配伍的深

入研究， 目前的中药配伍又分为中药材配伍、有效

部位配伍和有效组分配伍。与中药材配伍相 比， 后

两者在遵循传统药材配伍整体观的基础上， 进行更

精准的配伍， 更易明确药效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

可成为中药配伍研究的突破点。对 于之后的配伍研

究， 应该充分利用代谢组学、蛋白质组学等现代科

学技术从组分配伍和药用部位这两个配伍层次来

研究中药配伍的机制， 这有助于推动中医精准治疗

的现代化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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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herb pair combination of Glycyrrhizae Radix
and Radix Aconiti Lateralis Preparata

MAO Yingying，LI Huanhuan，REN Xiaoliang
（Schoo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301617，China）

Abstract：Compatibi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 fea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asonable
compatibi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 achieve the effect of reducing toxicity and increasing efficiency.
Radix Aconiti Lateralis Praeparata and Glycyrrhizae Radix are considered as a classicherb鄄pair，which has been
widely used clinically. In this paper，we summarizedthe basic overview of Glycyrrhizae Radix and Radix Aconiti
Lateralis Preparata. Acccording to modern literature researches，we aimed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attenuating
the effects of aconite and licorice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chemical components including affecting the dissolution of
toxic components in aconite and forming precipitates or complexes，and the pharmacokinetic processes of
absorption，distribution，metabolism，excretion of toxic components in Radix Aconiti Lateralis Praepareta，as well as
the changes in the efficacy of aconite after compatibility. We suggested to illustrate the scientificconnotation of the
compatibility withthe theory of four qi and five flavor. Thepaper aimed to discuss the significance of compatibi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the classic herb鄄pair.
Keywords：Radix Aconiti Lateralis Praepareta；Glycyrrhizae Radix；herb鄄pair；compatibility；four qi and five fla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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