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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君子汤有效化学成分以及防治消化系统疾病机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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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君子汤作为中国传统经典名方之一，自宋代以来被各大医家运用于临床。

本文通过对四君子汤有效化学及防治消化系统疾病效应机制文献进行查阅及梳

理，目前其有效化学成分来自于人参及甘草中的皂苷类及黄酮类，且对于胃肠黏

膜损伤疾病、消化性系统恶性肿瘤、功能性胃肠病、非酒精性脂肪肝、急性肝损

伤及肝衰竭等消化系统疾病显示出了多途径、多靶点的效应机制。本文对四君子

汤有效化学成分及研究以及防治消化系统疾病相关机制进行综述，为四君子汤后

续研究提供有价值性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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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junzi Decoction, as one of the classic Chinese traditional prescriptions, 

has been used clinically by major physicians since the Song Dynasty.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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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ed and sorted out the literature on the effective chemistry of Sijunzi Decoction 

and the mechanism of it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gestive system diseases. At 

present, its effective chemical components are derived from the saponins and 

flavonoids in ginseng and licorice, and are effective for gastrointestinal mucosal 

injury diseases and malignant digestive system. Digestive system diseases such as 

tumors,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acute liver injury, 

and liver failure show a multi-path, multi-target effect mechanism.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effective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research of Sijunzi Decoction and the 

related mechanisms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igestive system diseases, and 

provides valuable clues for the follow-up research of Sijunzi Decoction. 

Key words：Sijunzi Decoction; Effective Chemical Constituents; Mechanism of 

Digestive System Diseases; Research Progress 

四君子汤记载于宋太医局所编注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其由人参、白

术、茯苓等量，再加少量甘草组成，为后世“补益脾胃”药之基石，诸如异功散、

六君子汤、香砂六君子汤等都由此方化裁而来。综观四君子汤应用的历史沿革，

自宋朝时期至今，四君子汤其功用主要以“补脾益气”为主。《医方集解》中记

载：“此手足太阴、足阳明药也。人参甘温，大补元气为君。白术苦温，燥脾补

气为臣。茯苓甘淡，渗湿泻热为佐。甘草甘平，和中益土为使也。气足脾运，饮

食倍进，则余脏受荫，而色泽身强矣”。该方在各种以脾胃虚弱为主要证候的疾

病治疗上能发挥显著作用。现代药理学显示四君子汤具有调节胃肠机能、增强机

体免疫力、抗肿瘤、抗衰老等作用[1]。 

目前四君子汤药理机制在防治消化系统疾病中显示出多靶点、多通路的优

势，在进行分析总结后，人参及甘草是四君子方复方活性来源的主要成分，同时

四君子在治疗胃肠黏膜损伤疾病中的机制逐渐清晰了，主要包括促进胃肠上皮细

胞迁移与增殖、维持胃肠黏膜上皮细胞间的紧密连接、抑制胃肠黏膜上皮细胞凋

亡、抗氧化应激、增强和抑制胃肠黏膜免疫反应、调节肠道菌群等方面。除此之

外，四君子汤对消化性系统恶性肿瘤、功能性胃肠病、非酒精性脂肪肝、急性肝

损伤及肝衰竭也显示出较好的作用机制。本文通过总结近 10 年四君子汤的有效

成分及防治消化系统作用机制，为经典名方四君子汤的后续在消化系统的研究中



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1 四君子汤有效化学成分 

   中药方剂作为中医药治疗疾病的基本方法，其疗效至关重要，因此目前的研

究重点多集中在中药方剂的疗效机制上，而忽视了对中药方剂有效物质基础的研

究。目前，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单味药的化学成分已经逐渐清晰明了，由它

们组成的复方四君子汤在煎煮过程中的复杂化学反应下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的特

点，其主要成分并不是单味药成分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的算法，因此，明确中药

复方的有效化学成分，是探明中医药多成分、多靶点治疗疾病的前提。尚如霞等

人[2]通过高效液相色谱（HPLC）-质谱法测定四君子汤化学成分，分析质谱图统

计出四君子汤水煎剂 10 种化学物质，分为人参皂苷 Rb1、Re、Rg1、Rb2、Rd、

Rg3、甘草酸 7种皂苷类及甘草苷、甘草素、甘草香豆素 3种黄酮类。徐秋香等

人[3]的研究证明了人参皂苷 Rb1、Re、Rg1 和甘草酸是四君子汤 4种指标性成分。

王科等人[4]通过建立 HPLC 指纹图谱测定四君子汤化学成分，分析指纹图谱发现

白术内酯Ⅲ、甘草苷、甘草素、甘草酸、尿苷等化学物质。王灿灿等[5]通过超高

效液相色谱（UPLC）)法分析得出四君子汤 7 种成分，分别为人参皂苷 Rg1、

Re、Rf、Rb1、Rd、甘草酸、白术内酯Ⅲ。Zhao 等人[6]通过构建四君子汤治疗脾

气虚证大鼠的中医方证代谢组学发现，人参的丙二酰基-人参皂苷 Rb2、人参皂

苷 Ro，茯苓的去氢土莫酸、二羟基羊毛甾烯-三烯-21-酸，甘草的甘草酸、异甘

草内酯、甘草次酸，白术的白术内酯Ⅱ是其发挥疗法的主要成分。An 等人[7]通

过超高效液相色谱-二极管阵列检测器（UPLC-PDA）鉴定出四君子汤 10 中有效

成分，分别是人参皂苷 Rg1、Re、Rb1、甘草苷、甘草素、甘草酸、白术内酯 I、

白术内酯 II、白术内酯 III、茯苓酸。Qu 等人[8]通过四君子汤在大鼠血浆中药代

动力学，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电喷雾飞行时间串联质谱法（UHPLC-ESI-Q-TOF 

/ MS）鉴定出四君子汤 6 种有效成分，分别是白术内酯 III、茯苓酸、人参皂苷

Rb1、Re、甘草酸、甘草次酸。Huang 等[9]采用 HPLC-DAD-ELSD 分析并通过峰

值保留时间、紫外光谱及质谱数据鉴别出 23 种四君子汤水煎的主要成分，12 种

皂苷类分别为人参皂苷 Rb1、Rb2、Rc、Re、Rg1、Rg2、Ro 及甘草酸、欧亚甘

草皂苷 A3、22β-乙酰基甘草酸、欧亚甘草苷 G2、云苷苷 E2，9 种黄酮类分别是

芹糖甘草苷、甘草苷、芹糖异甘草苷、异甘草苷、芒柄花苷、甘草素、异甘草素、



芒柄花黄素和黄甘草苷，以及 2 种内酯类白术内酯 I、白术内酯 III。综上，现有

的研究显示四君子汤有效化学成分来主要自于人参及甘草。 

表 1 四君子汤有效化学成分 

Table 1 Main chemical components of Sijunzi Tang 

皂苷类 人参皂苷 Rb1、Rb2、Rc、Rd、Re、Rf、Rg1、Rg2、Rg3、Ro、丙二酰

基-人参皂苷 Rb2、甘草酸、异甘草内酯、甘草次酸、欧亚甘草皂苷 A3、

22β-乙酰基甘草酸、欧亚甘草苷 G2、云苷苷 E2 

黄酮类 甘草苷、甘草素、甘草香豆、芹糖甘草苷、芹糖异甘草苷、异甘草苷、

芒柄花苷、异甘草素、芒柄花黄素、黄甘草苷 

内酯类 白术内酯 I、白术内酯 II、白术内酯 III 

三萜类 二羟基羊毛甾烯-三烯-21-酸 

其他 去氢土莫酸、茯苓酸、鸟苷 

 

2 四君子汤防治消化系统疾病相关机制 

2.1.防治胃肠黏膜损伤及其相关疾病机制 

胃肠黏膜作为免疫系统的一部分, 对维持生命的稳态的作用不言而喻，胃肠

黏膜的损伤造成的免疫缺失及过度的免疫反应是部分胃肠道疾病如消化性溃疡、

炎症性肠病、肠梗阻等疾病的发病基础及主要病理环节，因此修复损伤的胃肠黏

膜是治疗这些疾病的关键。四君子汤可通过促进胃肠上皮细胞迁移与增殖、维持

胃肠黏膜上皮细胞间的紧密连接、抑制胃肠黏膜上皮细胞凋亡、抗氧化应激、增

强和抑制胃肠黏膜免疫反应、调节肠道菌群达到修复胃肠黏膜的作用。 

2.1.1 促进胃肠上皮细胞迁移与增殖 

   胃肠上皮细胞的迁移、增殖是胃肠黏膜损伤修复的关键环节之一。黎同明等

人[10]通过构建脾虚大鼠模型，证实了四君子汤可通过上调 SMS mRNA 表达，促

进上皮细胞再生保护胃肠黏膜。小肠上皮细胞（IEC-6 细胞）是近年来研究胃肠

黏膜修复的热点。涂小华等人[11]通过体外培养大鼠 IEC-6 细胞发现，四君子汤多

糖可通过调控多胺信号通路，使钙离子内流，促进 IEC-6 细胞迁移，达到修复损

伤肠粘膜的作用。Shi 等人[12]进一步研究发现，四君子汤多糖可通过提高 STIM1

蛋白和 STIM1 / TRPC1 复合物的水平，降低 STIM2 蛋白和 STIM1 / STIM2 复合



物的水平，促进钙离子内流，达到加速 IEC-6 细胞迁移的作用，促使肠上皮恢复

原状，有效的减轻了肠粘膜的损伤。宋厚盼等人[13,14]研究表明，四君子汤含药血

清可明显促进 IEC-6 细胞迁移、增殖，其机制与激活 TLR-2/My D88 信号通路及

促进 c-Myc mRNA、蛋白表达相关。 

2.1.2 维持胃肠黏膜上皮细胞间的紧密连接 

紧密连接蛋白掌舵着胃肠上皮细胞间的紧密连接，以维护着胃肠粘膜屏障功

能的正常发挥。王东旭等人[15]通过吲哚美芬构建胃黏膜损伤大鼠模型，证实了

四君子汤可提高胃黏膜紧密连接蛋白 ZO-1、Occludin、Claudin-3 及粘附连接蛋

白 E-cadherin、α-catenin 的表达改善了大鼠胃黏膜损伤，黄晓燕等人[16]研究表明，

四君子汤可升高小鼠结肠组织中的 Occludin、claudin-1m RNA 的水平，达到修复

葡聚糖硫酸钠刺激下溃疡性结肠炎小鼠肠粘膜屏障功能。黄立权[17]运用四君子

汤干预急性胃肠功能损伤小鼠，证实了四君子汤可通过上调 c-kit、claudin-2、

occludin 的表达，改善肠道黏膜通透性及肠动力以维持胃肠粘膜的完整性。 

2.1.3 抑制胃肠黏膜上皮细胞凋亡 

肠上皮细胞的凋亡，会使肠粘膜屏障功能的降低，造成了胃肠黏膜损伤的发

生。黄晓燕等[18]研究证实了四君子汤可增加端粒的活性，上升 TERT 的表达，以

阻止了肠上皮细胞的凋亡，进而修复了损伤的肠粘膜屏障功能，缓解葡聚糖硫酸

钠诱导的溃疡性结肠炎小鼠的胃肠黏膜损伤。赵盛云等[19]研究表明，四君子汤

通过降低 caspase-3 的表达，减少了脾虚大鼠损伤的胃黏膜细胞的凋亡，降低了

胃黏膜疾病的发生。邹孟龙等人[20]通过网络药理学构建四君子汤治疗溃疡性结

肠炎的“中药活性成分-作用靶点-疾病靶点”关系预测得到 80 个与溃疡性结肠

炎相关的靶点，其中以 IL-6、caspase-3 靶点关系最为密切，同时加以了实验验

证，发现四君子通过抑制了肠上皮细胞的凋亡，缓解小鼠肠黏膜损伤，其机制确

与降低 IL-6、caspase-3 的表达相关。 

2.1.4 抗氧化应激 

胃肠黏膜的氧化应激反应会导致中性粒细胞炎性浸润，增加蛋白酶分泌，产

生大量氧化产物破坏胃肠黏膜的完整性，造成了胃肠黏膜的损伤。粟艳梅等人[21]

构建了脾虚胃溃疡大鼠，证实了四君子汤可通过上调 MT、HSP70 水平，以清除

氧化自由基，起到保护胃溃疡大鼠胃黏膜的作用。桑伟岗等[22]构建了肠梗阻解



除后胃肠损伤大鼠，发现四君子可通过降低大鼠血清 DAO 及小肠组织 MDA、

SCF 表达降低，减少了氧化应激造成肠粘膜的损伤，促进肠梗阻解除后大鼠胃肠

运动。 

2.1.5 增强和抑制胃肠黏膜免疫反应 

当病原体或异物侵入人体后，会激化体内的淋巴细胞产生体液免疫和细胞免

疫，以做出免疫防御抵御入侵。YU
[23]构建了肠梗阻家兔模型，表明了四君子汤

可提高肠粘膜免疫机能修复了受损的肠粘膜，其机制与升高 CD4
+细胞比例，降

低 CD3
+、CD8

+
T 细胞比例相关。李琳[24]构建了肠梗阻解除后家兔模型，表明了

四君子可通过提高细胞、体液免疫，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其机制与提高 IL-2、IgG、

IgM、IgA、C3、C4、CD
+
4T、CD

+
4/CD

+
8 细胞比值，降低 TNF-α、CD

+
8T 细胞

比相关。张燕翔[25]的研究证实了四君子汤通过下调 IL-1β 及上调 IL-4 的表达，

调节免疫，平衡炎性因子稳态，缓解葡聚糖硫酸钠诱导的溃疡性结肠炎大鼠的肠

黏膜损伤。过度的免疫刺激下生成的炎性因子会打破胃肠粘膜的免疫平衡，会引

起胃肠的损伤，因此抑制过度的免疫反应可有效恢复受损的肠粘膜。李进安等[26]

运用四君子汤含药脑脊液干预溃疡性结肠炎肠黏膜淋巴细胞的体外实验表明，四

君子汤可通过降低 IL-1、IL-6、TNF-ɑ 的分泌，抑制并降低了肠黏膜淋巴细胞的

增殖及 CD4
+
T 细胞比例。 

2.1.6 调节肠道菌群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细菌储存器官，益生菌的减少和致病菌的增加导致的肠道

菌群失衡失调是胃肠黏膜受损的重要发病机制之一。杨利桃等[27]利用利福平及

大黄灌胃构建了脾虚大鼠模型，表明了四君子汤通过增加肠道益生菌乳酸杆菌

数，降低致病菌大肠杆菌数，及上调 sIgA 含量，发挥了保护肠黏膜作用。曹静

[28]的研究表明，四君子汤通过提高肠道益生菌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的数量，降

低致病君肠杆菌和肠球菌的数量，以协调了肠道菌群的平衡，起到保护溃疡性结

肠炎大鼠的肠黏膜作用。 

2.2 防治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相关机制 

根据 2014 年流行病学显示，在我国常见恶性肿瘤中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占据

了其中 4 位，在死亡率上也高居前列[29]。在对于这些恶性肿瘤的治疗中，四君

子汤显示出了良好的抗肿瘤活性。 



2.2.1 防治胃癌相关机制 

胃癌是指源自于胃黏膜上皮的恶性肿瘤，其病理本质是多种致病因素打破了

胃黏膜细胞增殖和凋亡之间的动态平衡，使基因发生突变。Jia 等人[30]的体外实

验发现，含有四君子汤的大鼠血清可通过抑制胃癌细胞株 MKN-28、HGC-27 的

增殖，降低 MKN-28、HGC-27 菌落形成能力，以及上调 Bax，caspase-3、PARP

的水平，下调 bcl-2 的水平，促使 MKN-28 和 HGC-27 细胞的侧群细胞凋亡，达

到治疗胃癌的目的。李靖等人[31]的体外实验显示，含有四君子汤的家兔血清可

明显抑制胃癌细胞株 SGC-7901 的侧群、非侧群及未分选细胞的增殖；其进一步

的实验表明，含有四君子汤的大鼠血清可通过上调 Bax、Bcl-2 的相关凋亡蛋白

水平，达到胃癌细胞株 SGC-7901 侧群细胞的增殖[32]。喻俊榕等人[33]运用四君子

汤加减干预胃癌前病变大鼠模型发现，大鼠胃黏膜上皮得异常组织病理学得到了

明显改善，其机制为降低 MCT4 和 CD147 的过度表达，进而抑制乳酸外流，来

改善胃黏膜上皮酸性微环境。 

2.2.2 防治肝癌相关机制 

肝癌的病理本质是多种致病因素的影响下，导致的增殖与凋亡的失衡、癌基

因的表达与抑癌基因受抑、活跃的血管增殖。陈丽媚等人[34]建立 H22 肝癌小鼠

模型发现，加味四君子汤可上调 Bax、caspase-3 蛋白表达及 TNF-α、IL-2 水平，

下调 Bcl-2 蛋白表达，通过促进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生长速度以及增强机体免疫力，

达到治疗肝癌的作用。金彤等人[35]建立 H22 肝癌小鼠模型发现，加味四君子汤

可抑制肿瘤组织血管新生及肿瘤细胞增殖、诱导肿瘤细胞增殖调亡，达到抑制小

鼠肿瘤生长目的，其机制与降低 VEGF、VEGFR2、TNF-α 的表达量，进而减少

肿瘤组织 CD31 表达的相关。施胜英等人[36]提取含加味四君子汤大鼠血清体外干

预肝癌 Hep-G2 细胞发现，加味四君子汤可抑制 Akt 和 m TOR 磷酸化，达到阻

断 PI3K/Akt/m TOR 信号通路的目的，起到肝癌 Hep-G2 细胞增殖的同时还诱导

了 Hep-G2 细胞的凋亡。吕祥等人[37]构建了 H22 肝癌细胞肺转移小鼠模型，发现

四君子汤可通过上调 IL-2 的表达、下调 ICAM-1 的表达，达到阻止 H22 肝癌细

胞肺转移的目的。Chen 等人[38]构建了 H22 肝癌细胞小鼠发现，四君子汤通过提

高小鼠的体重、食物摄取量及降低腹水量，控制了肝癌的进一步恶化，其机制与

抑制 TGF-b、IGF1 信号通路相关。陈燕等人[39]研究表明四君子汤可提高血清



CD4+T 细胞及 NK 细胞的水平，增强免疫力，从而降低了肝癌复发率，提高了

肝癌术后患者的生存率。 

2.2.3 防治结直肠癌相关机制 

结直肠癌又称大肠癌，是指发生在大肠上皮的恶性肿瘤，是我国常见的癌症

之一。朱月伊等人[40]通过将四君子汤处理后的 NK 细胞与人结肠癌细胞株

HCT116 共同培养以及通过四君子汤干预结肠癌皮下瘤小鼠模型发现，四君子汤

可提高 NK 细胞活性并抑制结肠癌细胞生长，其机制与抑控 STAT3 信号，进而

降低 IFN-γ 及 PD-1/PD-L1 的表达相关。黄晓燕等人[41]通过四君子汤含药血清干

预 RNA 干扰后的大肠癌 SW480 细胞的体外实验发现，四君子汤有效抑制癌细

胞增殖，其机制是通过诱导细胞自噬，控制炎症反应，进而降低了 hTERT 表达、

端粒酶活性、端粒长度有关。李瑞芝等人[42]通过构建结肠癌大鼠模型发现，四

君子汤可通过降低 COX-2、VEGF、AQP-1 的表达，进而阻止新生血管、淋巴管

的形成，降低肿瘤侵袭、转移能力，降低炎性因子的分子，达到治疗结肠的目的。

Zhou 等人[43]将结直肠癌细胞植入小鼠脾脏，证实了四君子汤可上调小鼠血清

GM-CSF 的溶度，进而增加脾脏巨噬细胞数量，以清除结肠癌细胞中的血管系统，

达到抑制结肠癌肝转移的目的。 

2.3 防治功能性胃肠病相关机制 

功能性胃肠病是由于脑-肠相互作用下非器质性消化道动力紊乱性疾病，其

本质是多种致病因素造成的胃肠排空率及肠道推进率的降低。田茸等[44,45]通过苦

寒破气法（大黄枳实厚朴煎剂灌胃）构建脾虚大鼠模型，证实四君子汤可通过降

低小肠组织并升高海马组织中的 CaM/CaM KⅡ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改善脾虚

大鼠的胃残留率及小肠推进率。钟子劭等人[46]通过碘乙酰胺构建功能性消化不

良大鼠模型，四君子汤干预下的大鼠体重及胃排空率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血清

CNP 及胃平滑肌 NPR-B、cGMP 的含量明显降低，证实了四君子可通过抑制胃

窦平滑肌CNP-NPRB-cGMP通路达到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作用。段永强等[47,48]

通过番泻叶灌胃构建肠易激综合征大鼠模型，证实四君子汤可通过上调血清及小

肠组织的 NO、NOS 水平、下调 MOT、CCK、SP 水平，从而改善胃残留率和小

肠推进率的作用。张婷等[49]通过大黄灌胃构建了脾虚大鼠模型，发现四君子汤

可较好的调控胃肠道收缩、舒张功能之间的平衡，其机制与提高血清及肠组织



AchE 水平，降低 NOS 活力相关。王璐等人[50]研究证实了四君子汤可通过抑制

5-HIAA 表达，促进及缩短大鼠胃排空时间，提高了脾虚大鼠的消化水平。刘芳

等人[51]临床研究证实四君子汤可明显降低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肠粘膜 5-HT3、

5-HT4 水平及血清 IL-6、IL-8、TNF-α 炎症因子水平，从而明显改善患者的临床

症状。 

2.4 防治肝脏疾病相关机制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及解毒器官，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酒过量、长

期熬夜、药物、病毒等种因素，肝脏疾病正成为一种多发病、常见病。 

2.4.1 防治非酒性脂肪肝相关机制 

非酒性脂肪肝病理本质是由于多种致病因素引起的肝细胞内脂质过量堆积，

从而产生的肝细胞炎症坏死及纤维化。邹岩飞等[52]通过高脂饮食诱导的脂质代

谢异常小鼠模型，证实四君子汤通过上调小鼠肝脏组织中 PPARγmRNA 的表达，

激活了肝脏脂类代谢酶表达，促进了脂肪氧化，改善小鼠血清 TG、TC、LDL-C

水平。张秀婷等[53]通过高脂饮食诱导的脂质代谢异常小鼠模型，证实四君子汤

可有效降低小鼠血清血清中 TG、TC、LDL-C 含量，调节了脂类代谢，其机制与

抑制内脏脂肪中 LPL 的表达，减少脂肪囤积相关。Yang 等人[54]通过高脂饮食诱

导了非酒性脂肪肝大鼠模型，证实了四君子汤可有效改善肝脏纤维化，以及降

低 IL-6、IL-12、iNOS、TNF-α、IL-1β 水平改善肝细胞炎症反应，达到治疗非酒

性脂肪肝的作用，其机制与上调 PPAR-α 及其下游靶分子 CPT-1、CPT-2 蛋白表

达，下调 LC3B、SREBP-1c 蛋白表达相关。杨家耀等人[55]观察在油酸刺激下的

人正常肝细胞株 LO2 构建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细胞模型体外实验，证实了四君子

汤治疗非酒性脂肪肝的作用机制与上调 PCNA、Bcl-2 蛋白，促进肝细胞的增殖，

并下调 cleaved caspase-3、cleaved caspase-8、cleaved caspase-9、Bax 蛋白，抑制

肝细胞凋亡相关。 

2.4.2 防治急性肝损伤及肝衰竭相关机制 

   急性肝损伤是由多种原因在短期内造成的肝细胞坏死引起肝功能异常的疾

病，连续渐进向后发展至晚期表现为致死率高的急性肝衰竭。王洋等人[56]使用

刀豆球蛋白 A 注射的方法构建了急性肝损伤小鼠模型，证实了四君子汤可通过

降低血清 NO、MDA 的水平提高肝脏抗氧化能力，起到降低 ALT、AST 的水平



对肝组织的保护作用。华晨[57,58]构建了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模型，证实了四

君子汤可通过上调肝细胞 Bcl-2 蛋白、SOD 水平、下调 Bax 蛋白表达、MDA 及

IL-6 水平，起到抗肝细胞凋亡、抗氧化损伤及减少炎症因子释放的作用，改善了

肝脏缺血再灌注造成的肝脏损伤。鞠宝玲[59,60]运用 D-氨基半乳糖及内毒素注射

构建了急性肝衰竭小鼠模型，发现四君子汤可通过增加乳酸杆菌、双歧杆菌数量

及肠黏膜 sIgA、DAO 含量，降低肠杆菌、肠球菌数量，起到修复急性肝衰竭小

鼠肠屏障损伤及保护肝脏的作用。 

3 结语与展望 

   现有研究证明，四君子汤主要含有皂苷、黄酮、内酯、三萜等成分，其主要

成分的活性是来自人参及甘草中的皂苷及黄酮。在防治消化系统疾病中，四君子

汤对于胃肠黏膜损伤疾病、消化性系统恶性肿瘤、功能性胃肠病、非酒精性脂肪

肝、急性肝损伤及肝衰竭等病显示出了多途径、多靶点的效应机制。 

对于中药复方的研究是中医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一步，且对于临床的潜方用

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现有的研究表明，复方配方的合理性是四君子汤治疗消

化系统疾病优于其单味药疗效的关键所在。但由于目前技术的欠缺或是重视程度

不够，对于四君子的有效成分研究主要在集中小分子皂苷、黄酮类化合物，忽视

了对于大分子化合物的研究，诸如四君子多糖类。四君子多糖类是四君子含量最

多的成分，且对于肠道的免疫调节具有良好的活性，因此,未来对于四君子汤化

学成分的研究，应该主要集中在多糖类。 

目前，有理由相信四君子汤发挥防治消化系统疾病作用机制是由多种通路共

同调控的，但却忽视了对于通路之间是否具有相互影响的研究，因此，从多层面

考虑通路间的交互效应，可全面阐述四君子汤效应机制，有望为中医药“异病同

治”理念提供现代生物学研究支撑。同时，目前四君子对于消化系统疾病的效应

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胃肠道、肝脏，缺失了对于食管、胆道、胰腺等消化系统

多发疾病的效应机制研究，这也是四君子汤未来研究的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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