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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验方北沙参四味汤研究进展及药效物质基础预测

（内蒙古医科大学 药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9）

【摘 要】蒙成药经典验方北沙参四味汤历史悠久，有清肺解热、止咳祛痰的功效，临床多用来治疗肺炎、支气

管炎等疾病，疗效确切，具有潜在的开发价值。本文基于化学成分、药理作用、质量标准和临床研究，综述了北沙参

四味汤的研究现状并预测分析其潜在的药效物质基础，为其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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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ngolian medicine classic prescription Siweibeishashen decoction has a long history, has the effect of

clearing the lungs, antipyretic, cough and expectorant, and is mostly used clinically to treat pneumonia, bronchitis and other

diseases, with accurate efficacy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value. Based on chemical compositio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quality standards and clinical research,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Siweibeishashen decoction and predicts its

potential pharmacodynamic substance bas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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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医验方北沙参四味汤，出自《医法之海》，别

称四味沙参汤、查干扫日劳（老）-4汤等。1984年和

1998年依次被《内蒙古蒙成药标准》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蒙药》载录。全方由北沙参、

拳参、甘草和紫草茸4味药材组合，研磨之后熬成的

汤剂。此验方具有解热、止咳、祛痰的功效，用于治

疗肺热、咳嗽、血热引起的肺部作痛、感冒等。因

此，该方为治疗肺热及各种热证引发的咳嗽的常用

方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等条例的颁布为

传统经典验方的现代化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前景。

蒙成药北沙参四味汤历史悠久、临床效果优良。但

目前仍缺乏对其组方的基础性研究和临床方面的

探索，阻碍了北沙参四味汤的现代化应用与发展。

本文总结了蒙古族经典验方北沙参四味汤研究现

状概况，筛选其潜在的药效物质，以推动北沙参四

味汤的开发应用。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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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学成分

蒙药复方具有多成分、多靶点的作用特点，其
药效物质成分复杂。在查找该组方的化学成分相
关文献时发现，对北沙参四味汤中单味药材的化学
成分研究较多，尚无针对整方化学成分的研究报
道。因此本文综述了组方单味药的化学成分。研
究发现，北沙参、甘草及拳参主要含有香豆素类、木
脂素类、糖苷类、三萜类、黄酮类及酚酸类等化学成
分[1~5]。目前关于紫草茸成分的相关报道仅在《蒙古
学百科全书·蒙医学》中记载，包括树脂类、糖类、氨
基酸和水溶性色素等。

2 药理作用

蒙药方剂北沙参四味汤的传统疗效确切，但其
在药理作用及机制方面的研究仍然处于探索阶
段。有关药理方面的研究仅为少数进行的镇咳祛
痰、抗肿瘤、延缓肺纤维化发展和抗菌等。
2.1 止咳祛痰

研究发现[6]，使用气管段酚红法灌注北沙参四味
汤可以显著提高小鼠气管排泌酚红的效果，这表明其
具备祛痰治疗效果。此外，通过化学刺激方式，小鼠
咳嗽潜伏期显著延长，干咳频率明显降低。这表明北
沙参四味汤可以有效抑制氨水引发的干咳。
2.2 抗肿瘤

采用细胞实验四甲基偶氮唑蓝法（MTT法）发
现北沙参四味汤能够体外抑制人肺癌NCI-H460细
胞生长，并呈现浓度依赖性[7，8]。此外，通过RT-PCR
法发现，北沙参四味汤能够调控细胞内GADD45a的
表达，促进细胞凋亡，从而达到抗肿瘤的目的。
2.3 抗肺纤维化

白万富等[9]使用博来霉素构建特发性肺纤维化
大鼠模型，发现北沙参四味汤可以显著改善大鼠肺
部病理改变，减缓肺纤维化病程发展，其作用机理
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抑制炎症反应、减少脂

质过氧化、降低TGF-β1和 Smad3 mRNA的表达以
及提高Smad7 mRNA的表达水平。
2.4 抗菌

钢巴特尔等通过药物敏感性实验发现，北沙参
四味汤对多种致病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主要包括
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绿脓杆菌和大肠杆菌，最
小抑菌浓度约为41.7 mg/mL。

3 质量标准研究

北沙参四味汤作为常用的蒙药传统验方，其质
量控制方法的研究和质量标准的建立十分重要。
现有北沙参四味汤的质控研究基于药物化学分析
方法。王秀梅等[10]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应用C18色
谱柱（4.6 mm × 250 mm，5 μm），流动相为甲醇-
0.4%磷酸溶液（47∶53），检测波长为324 nm测定北
沙参四味汤的有效成分咖啡酸的含量，结果得到咖
啡酸对照品在0.1075 ~ 0.6450 μg，与峰面积具有良
好的线性关系，3种不同批次的北沙参四味汤中咖
啡酸的平均含量分别为0.16 %、0.11 %和 0.19 %。
许良等[11]建立了可以同时测定北沙参四味汤中槲皮
素和甘草苷的反向高效液相色谱法，结果表明槲皮
素和甘草苷分别在0.56 ~ 5.6 μg和0.50 ~ 5.0 μg范
围内与峰面积积分值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另外，韩
春平等以单味药材提取液和除去被测药材的北沙
参四味汤复方作阳性和阴性对照，对复方中的4味
药材进行了薄层色谱鉴别研究，结果发现斑点清
晰，重现性良好。

4 临床应用

北沙参四味汤作为蒙药传统方剂，在民间用于
清热止咳祛痰历史悠久，但现有的临床研究报道较
少。本文整理了有关北沙参四味汤的临床研究及
应用[12~15]（见表1）。

名称

北沙参四味汤

北沙参四味口服
液

受试对象
30例患儿
24例患儿
30例患儿
46例患儿
90例成人
155例成人
57例患儿

疾病/病症
小儿呼吸道感染
小儿迁延性肺炎
小儿支气管炎

小儿咳嗽
肺炎

肺热咳嗽
咳嗽

有效率
97 %
-

97 %
-
-

89.68 %
96.5 %

作用
抗炎，增加食欲

清热润肺温中和胃
抗炎，止咳，化痰

止咳
缩短病症消失时间，改善临床指标

清热止咳
止咳

表1 北沙参四味汤临床应用
Tab.1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siweibeishashen decoction

注：“-”文献中没有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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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北沙参四味汤药效物质基础预测

根据上述总结的北沙参四味汤的药理作用

及临床应用，对北沙参四味汤中的单味药材进

行有效成分分析，预测其潜在的药效物质基础

（见表2）。

5.1 北沙参有效性成分分析

北沙参为伞形科植物珊瑚菜（Glehnia littoralis
Fr.Schmidt ex Miq.）的干燥根，主要包含香豆素类、

木脂素类、糖苷类、单萜苷类、聚炔类、酚酸类、黄酮

类及多糖类等成分，其中，香豆素类化合物是其特

征性有效成分。研究[16]表明，在脂多糖（LPS）诱导的

小鼠巨噬细胞（RAW264.7）炎症反应及角叉菜胶注

射的鼠爪水肿炎症模型的实验中，欧前胡内酯表现

出抗炎作用。北沙参（冰防风）在日本因其抗炎作

用常被用作防风的替代品。研究[17]发现伞形花内

酯、东莨菪内酯、花椒毒内酯、佛手柑内酯等为北沙

参提取物中主要的抗炎活性成分。采用1，1-二苯

基-2-苦基肼基游离法（DPPH），对北沙参中的槲皮

素、异槲皮素、芦丁、绿原酸和咖啡酸5种化合物开

展清除自由基活性试验，结果表明，这些化合物具有

显著的抗氧化作用。佛手柑内酯对肝癌母细胞株具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18]；当质量浓度为100.00 mg·L-1时

对人胃癌细胞株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其他

质量浓度下佛手柑内酯对人胃癌细胞株无抑制作

用。在体外的抗肿瘤实验中，异欧前胡素对人中

枢神经系统肿瘤细胞株 XF498、人卵巢癌细胞株

SK-OV-3以及人肺癌细胞株A549等均有显著抑制

作用。

5.2 甘草有效性成分分析

甘草为豆科植物甘草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
（亦称乌拉尔甘草）、胀果甘草G.inflata Bat.或光果

甘草G.glabra L.的干燥根和根茎，主要包含三萜类、

黄酮类、多糖类、香豆素类和生物碱类等成分。其

中，三萜类和黄酮类为其主要有效成分。异甘草素

能抑制氧化应激，激活抗炎通路核因子-E2相关因

子2（Nrf2）/血红素加氧酶-1（HO-1），从而达到抗氧

化和抗炎的效果[19]。甘草酸可以促进血管舒张因子

NO合成，减少炎症因子的产生，进而调控e NOS/NO

信号通路，有效缓解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20]。甘草

次酸通过抑制NADPH氧化酶/ROS/p38MAPK信号

通路，有效减少电离诱导的炎症反应[21]。甘草苷能

够降低丙二醛（MDA）含量，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和谷胱甘肽过氧化酶（GSH-Px）含量，抑制脑

内脂质过氧化，清除脑内氧自由基，提高抗氧化活

性[22]。Kuang等[23]建立经典氨性咳嗽和酚红分泌小鼠

模型，发现甘草苷和芹糖甘草苷镇咳祛痰作用明显。

5.3 拳参有效性成分分析

拳参为蓼科植物拳参（Polygonum bistorta L.）的

干燥根茎，主要包含有机酸及酚类、黄酮类、糖苷

类、挥发油类及萜类等成分，其中，有机酸及酚类、

黄酮类为主要有效成分。研究[24]显示，没食子酸对

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肺炎链球菌、枯草芽孢

杆菌等多种病原微生物抑制作用明显。拳参总酚

化合物抗氧化活性强，其中没食子酸、儿茶素、绿原

酸可作为质量控制的抗氧化标记物。5-戊二烯-3-

酮、无羁萜醇能够显著抑制大鼠鼠爪最大水肿反应

和总水肿反应，发挥抗炎作用。没食子酸、原儿茶

酸、丁香酸、儿茶酚、丁香醇、4-甲基邻苯二酚、对羟

基苯甲酸、绿原酸、对苯二酚、香草醛、邻苯三酚、肉

豆蔻酸、亚油酸、棕榈酸在对人肝癌细胞株HCCLM3

的毒性试验中，显示出不同强度的细胞毒性[25]。

药理作用

抗炎

抗氧化

抗肿瘤

镇咳祛痰

抗菌

有效成分

欧前胡内酯、伞形花内酯、东莨菪内酯、花椒毒内酯、佛手柑内酯、异甘草素、甘草酸、
甘草次酸、5-戊二烯-3-酮、无羁萜醇

槲皮素、异槲皮素、芦丁、绿原酸、咖啡酸、异甘草素、甘草苷、没食子酸、儿茶素

佛手柑内酯、异欧前胡素、没食子酸、原儿茶酸、丁香酸、儿茶酚、丁香醇、4-甲基邻苯
二酚、对羟基苯甲酸、绿原酸、对苯二酚、香草醛、邻苯三酚、肉豆蔻酸、亚油酸、棕榈酸

甘草苷、芹糖甘草苷

没食子酸

来源

北沙参、甘草、拳参

北沙参、甘草、拳参

北沙参、拳参

甘草

拳参

表2 组方单味药的有效成分信息
Tab.2 Active ingredient information of formulated singl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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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紫草茸有效成分分析

紫草茸为胶蚧科动物紫胶虫（Laccifer lacca Kerr.）
在树枝上所分泌的干燥胶质。目前紫草茸相关的

药理作用及有效成分暂无研究报道。

6 展望

北沙参四味汤为蒙医经典验方，临床上主要用

于气管、支气管和肺炎，疗效优良。但目前只用于

蒙族地区，其临床使用量有待提高。分析主要原因

是其相关基础研究薄弱，技术落后，停滞不前，临床

应用相对较少，规模较小，质量欠佳。因此后续研

究应该以北沙参四味汤的化学成分、药理机制、质

量标准和临床应用为重点。本文从北沙参四味汤

现代研究出发，综述其单味药的化学成分、复方的

药理作用、质量标准和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另

外，本文基于单味药的成分有效性分析，结合其功

效主治，筛选出欧前胡内酯、佛手柑内酯、花椒毒内

酯、异甘草素、甘草酸、甘草次酸、甘草苷、芹糖甘草

苷、没食子酸、儿茶素、槲皮素、绿原酸等成分为北

沙参四味汤的潜在药效物质基础，为北沙参四味汤

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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