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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名方温经汤研究进展及质量标志物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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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典名方温经汤收载于《妇人大全良方》，具有温经补虚、化瘀止痛之功效，为治疗妇人月经不调、血海虚
寒、气血凝滞的常用方剂，该研究整理总结了近些年有关温经汤的现代研究成果，其药理研究表明温经汤具有改善
供血、抗炎、镇痛等药理作用。临床主要用于痛经、月经不调、子宫内膜异位症等女性疾病。通过对其化学成分、药
理作用以及现代临床应用的分析，并基于质量标志物（Q-Marker）“五原则”，即质量传递与溯源、成分特有性、成分
与药效关联、成分可测性及复方配伍环境对温经汤的Q-Marker进行预测分析，初步分析人参皂苷Rg1、Re、Rb1、阿
魏酸、丹皮酚、芍药苷、芍药内酯苷、肉桂酸、藁本内酯、莪术醇、莪术二酮、甘草苷、甘草酸等成分与其药效相关，可作
为温经汤的Q-Marker，以期为后续建立完整的温经汤质量评价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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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Classic Recipe Wenjing Decoction （温经汤） and  
Prediction Analysis of Quality M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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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Zhenzhou，TANG	Qiuzhu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Changchun	130117，Jilin，China）

Abstract：	The	classic	prescription	Wenjing	Decoction	（温经汤）	was	published	in	Women's	Complete	
Prescription.	It	has	the	effect	of	warming	menstruation	and	tonifying	deficiency，removing	blood	stasis	and	
relieving	pain.	It	is	a	common	prescription	for	treating	women	with	irregular	menstruation，cold	deficiency	
of	blood	sea	and	stagnation	of	Qi	and	blood.	Clinical	mainly	used	for	dysmenorrhea，irregular	menstruation，
endometriosis	and	other	female	diseas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ts	chemical	composition，pharmacological	
action	and	modern	clinical	application，and	based	on	the	“five	principles”	of	quality	marker（Q-Marker），
namely，quality	transmission	and	traceability，component	specificity，component	and	drug	effect	correlation，
component	measuability	and	compound	compatibility	environment，Q-Marker	of	Wenjing	Decoction	was	
predicted	and	analyzed.	Ginsenosides	Rg1，Re，Rb1，ferulic	acid，paeonol，paeonol，paeonolide，paeonolide，
cinnamic	acid，ligusticolide，curcumenol，curcumendione，glycyrrhizin	and	glycyrrhizic	acid	were	related	to	
their	drug	efficacy，which	could	be	used	as	Q-Marker	for	Wenjing	Decoction，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establishment	of	a	complet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Wenjing	Decoction.

Keywords：Wenjing	Decoction（温经汤）；classic	prescriptions；research	progress；Q-Marker

温经汤首载于东汉医家张仲景所著的《金匮要
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8年公布的 100首《古代
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中所收录的温经汤出自宋
代陈自明所著的《妇人大全良方》［1］，后者为前者的
加减方，二者功效大体一致，但后者活血祛瘀止痛的
功效更强［2］。《良方》温经汤为临床应用中常用的
理血剂，主治血海虚寒、气血凝滞证，其处方组成为
当归、川芎、芍药、桂心、牡丹皮、莪术各半两，人参、
甘草、牛膝各一两，全方温经散寒、活血调经［1］。

中药物质基础复杂，生物效应表达方式具有多
样性，使中药“物质-效应”之间存在模糊性和不确
定性等问题，同时也是中药质量控制与评价研究中
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为了完善中药质量控制评价
体系，促进中医药行业健康稳定发展，提高国家医疗
健康水平，本研究对近年来有关温经汤的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以及临床应用进行归纳总结，并基于五原

则质量传递与溯源、成分特有性、成分与药效关联、
成分可测性及复方配伍环境对温经汤的质量标志物

（Q-Marker）进行了预测分析［3］，以期为后续经典名
方温经汤的新药开发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1　温经汤现代研究进展

1.1　化学成分

人参中含有多种化学成分，主要包括皂苷类、
多糖类、黄酮类、氨基酸以及其他类成分，这些成分
也是人参可以发挥多种功效的物质基础。其中人参
皂苷为人参的主要药效成分，分为达玛烷型四环三
萜类和齐墩果烷型五环三萜类两大类，其含量约占
总成分的 3%~6%。达玛烷型皂苷主要包括原人参
二醇型和原人参三醇型两大类皂苷，原人参二醇型
主要有Ra1~3、Rb1~3、Rc等成分，原人参三醇型主要有
Re、Rf、Rg1以及三七皂苷R1等成分［4］。人参多糖含
量在人参总成分中占比相对较大，约为4%~6%，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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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淀粉葡聚糖和人参酸性果胶两大类［5］。
肉桂中的化学成分主要包括挥发油类、黄酮类、

二萜类、多糖类、酚酸类以及其他类成分。挥发油
类是肉桂发挥药效的主要有效成分，包括芳香族小
分子化合物、脂肪族小分子化合物以及萜类化合物。
挥发油中以桂皮醛为主，其既是肉桂中的主要活性
成分，同时也是现阶段肉桂含量及质量标准测定的
指标性成分［6］。

当归主要含有苯酞类、单萜类、倍半萜类、芳香
类、脂肪烃类、有机酸类、多糖类等化学成分。苯酞
类化合物也称内酯类化合物，是当归挥发油的主要
活性成分［7］，当归中常见且具有代表性的苯酞类主
要包括Z-藁本内酯，洋川芎内酯A、D、H、I及Z-丁
烯基苯酞等［8］，以Z-藁本内酯含量最高［9］。当归中
有机酸类化合物主要包括阿魏酸、绿原酸、咖啡酸
等［10］。现阶段对当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阿魏酸和
绿原酸两个成分上，其中阿魏酸也被作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中当归含量测定的指标性成分［6］。

川芎中有很多与当归相同的化学成分，包括以
苯酞类化合物为主的挥发油类成分［11］，还有如川芎
嗪、腺嘌呤、腺苷、尿嘧啶、胆碱等生物碱类成分［12］，
琥珀酸、阿魏酸、没食子酸、原儿茶酸等有机酸类成
分，以及葡萄糖、半乳糖、半乳糖醛酸、鼠李糖等多糖
类成分［13-14］，除此之外川芎中还含有大豆苷元、淫
羊藿次苷、东莨菪碱内酯、紫云英苷等化合物［15-17］。

莪术的化学成分主要包括挥发油类和二苯基庚
烷类两类成分。挥发油类成分为莪术主要活性成分，
约占0.44%~0.97%，其中以倍半萜类化合物居多，如
莪术醇及其衍生物的愈创木烷型化合物、莪术二酮
及其衍生物的吉玛烷型化合物、莪术双环烯酮及其
衍生物的卡拉布烷型等［18］。二苯基庚烷类成分同
样也是莪术的重要成分，可根据其结构中是否含有
酚羟基又分为酚性和非酚性两类，目前已从莪术中
分离鉴定出几十种二苯基庚烷类成分，其中以姜黄
素及其衍生物最为常见［19-22］。此外，莪术中还包含
黄酮类、多糖类、生物碱类、酚酸类、酯类、甾醇类等
其他成分［22-23］。

牛膝中主要以甾酮类、皂苷类、多糖类等化学
成分为主。而甾酮类化合物为其最主要的药效成
分［24］。目前已发现的甾酮类化合物主要包括牛膝
甾酮、旌节花甾酮A、罗汉松甾酮C、蜕皮甾酮、红苋
甾酮、漏芦甾酮B等［25-28］。三萜皂苷是牛膝中的主
要活性成分，主要以齐墩果酸型三萜皂苷为主，目
前已发现的三萜皂苷类化合物有几十种，如牛膝皂
苷A、牛膝皂苷E、竹节参苷V、人参皂苷Ro等

［29-31］。
牛膝中的多糖类成分也是牛膝的重要活性成分，以
牛膝多糖和水溶性寡聚糖为主［32-34］。

牡丹皮的化学成分主要包括酚及酚苷类、单萜
及其苷类、三萜及其苷类、黄酮类、有机酸类等成
分［35-36］。其中酚及酚苷类是牡丹皮中重要的活性
成分，其中以丹皮酚及其衍生物最为常见，且含量相
对较高，丹皮酚也是目前牡丹皮含量测定的指标性
成分［6］。单萜及其苷类也是牡丹皮中比较丰富的成
分，常见的单萜及其苷类成分主要以芍药苷及其衍
生物为主［37］。

白芍中的化学成分主要包括挥发油类、单萜类、

三萜类、黄酮类、鞣质类、多糖类、有机酸类以及其
他类化合物［38］。其中萜类化合物在白芍总成分中
占比较大，主要包括芍药苷及其衍生物、齐墩果酸、
常春藤皂苷等三萜类化合物，以及少数混源萜类化
合物［38］。挥发油类成分也是白芍中重要的活性成
分，包括常见的丹皮酚、棕榈酸、亚油酸等化合物，
其中棕榈酸的含量颇高，约占白芍中总挥发油成	
分的 54%［39］。

甘草中的化学成分主要包括以三萜皂苷类、黄
酮类、香豆素类、多糖类、氨基酸类、生物碱类等化合
物为主［40-41］。截至目前，国内外研究已从甘草中分
离得到的三萜皂苷类成分有60余种，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成分为甘草酸和甘草次酸及其盐类化合物，甘
草酸是甘草中最主要的活性成分之一［42-43］。黄酮
类成分也是甘草中十分重要的活性成分，以甘草苷
及其衍生物最为常见［44-45］，目前为止已从甘草植物
中分离鉴定的黄酮类化合物已有300余种，且半数
左右的化合物已给出结构和名称［46-47］。
1.2　药理作用

温经汤作为治疗妇科疾病常用的理血剂，具有
温经补虚、化瘀止痛的功效，主治血海虚寒、气血凝
滞证。寒凝血瘀是诱发诸多妇科疾病的病机，寒凝
胞宫，损伤冲任，致使生殖器官局部组织的血管内皮
细胞产生功能障碍，血管舒缩因子分泌紊乱，从而
导致血管挛缩，血流迟缓，血液瘀滞，进而会造成局
部组织氧供不足，即形成局部乏氧等问题［48］。缺氧
诱导因子-1（HIF-1）是乏氧状态下机体调控基因
表达的主要调控因子。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温经汤
可影响子宫组织中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
及其靶基因内皮素-1（ET-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以及HIF-1α	mRNA、VEGF	mRNA 的表达，
缓解子宫局部血管收缩，增加器官组织局部血流，纠
正子宫局部组织乏氧状态，进而增加子宫丰富的血
供，以维持子宫功能。同时，温经汤可以调节卵巢血
管中ET-1、血管生成素-2（Ang-2）、降钙素基因相
关肽（CGRP）、一氧化氮（NO）的活性，调节镇痛致
痛物质5-羟色胺（5-HT）、β-促脂激素（β-EP）的	
变化，改善卵巢中血液的供应，促进卵巢的发育，调
节雌二醇（E2）、孕酮（P）、睾酮（T）等水平，以此达
到治疗寒凝血瘀型妇科疾病的目的［49］。

温经汤中肉桂所含的桂皮醛可以发挥促进血管
舒张、降血压、抗血栓、提高痛阈值及镇痛等作用，肉
桂油具有明显的抗氧化等作用，是有效治疗寒凝血
瘀型痛经的重要机制之一［50］。温经汤中人参所含
皂苷类和多糖类等成分具有显著调节免疫力、抗氧
化、缓解炎症反应、镇痛等作用，对于寒凝血瘀型痛
经有一定程度的治疗作用［51-53］。当归与川芎配伍
时，具有显著的抗血小板聚集、抗凝血、抗氧化等作
用，可改善急性血瘀引发的凝血及血液流变学异常
等问题，从而缓解子宫平滑肌痉挛，促进卵巢细胞增
殖［54-57］。莪术中所含的莪术醇、莪术二酮及萜类化
合物具有明显的抗炎镇痛、抗血小板聚集、改善血液
循环、抗肿瘤等作用［58-59］。
1.3　临床应用

温经汤主要用于治疗女性疾病，比如痛经、月经
不调、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王晓松等［60］采用良方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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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汤治疗30例实寒证月经病患者，发现在3个月经
周期左右，可以通过改善患者卵巢及子宫血流动力
学指标进而发挥疗效。李丹等［61］采用良方温经汤
加减方对90例月经病实寒证病者进行治疗，应用温
经汤治疗的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5.55%，显著高于常
规治疗的对照组（71.11%），证明温经汤的治疗效果
更佳。朱兰等［62］对60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采用
温经汤加减方进行治疗，总有效率达到86.6%，研究
发现温经汤加减方可以通过改善血液流变学指标和
血液黏度达到治疗效果。此外，温经汤对痤疮、湿疹
等皮肤病也具有治疗效果，但关于此病证的研究还
不够深入，相关案例较少，临床数据不够充足，对于
温经汤的相关临床应用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2　温经汤Q-Marker预测分析

2.1　基于质量传递与溯源的温经汤Q-Marker预测

分析

以温经汤中9味药材“肉桂”“人参”“当归”“川
芎”“莪术”“牛膝”“牡丹皮”“白芍”“甘草”为
关键词，检索中药系统药理学数据库（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stem	pharmacology，TCMSP），发
现温经汤中9味药材的化学成分共1281个，其中
190个成分来源于人参，100个成分来源于肉桂，
125个成分来源于当归，189个成分来源于川芎，	
85个成分来源于白芍，55个成分来源于牡丹皮，	
176个成分来源于牛膝，81个成分来源于莪术，280
个成分来源于甘草。吴革林等［63］建立温经汤基准
样品的特征图谱，并指认出芍药苷、芹糖甘草苷、甘
草素、甘草酸等10个特征峰。本课题组通过前期实
验，采用UPLC-Q-TOF/MS技术结合UNIFI天然产物
信息平台，明确了温经汤标准汤剂的化学物质基础，
鉴定出了126个化合物，包括16个单萜苷类、32个
三萜类、23个黄酮类、9个内酯类、8个倍半萜类、7个
有机酸类、6个甾酮类、4个多糖类以及21个其他类化
合物，并对其进行了归属，发现4个来自肉桂，24个来
自人参，1个来自当归，9个来自川芎，15个来自白芍，
6个来自牡丹皮，9个来自牛膝，13个来自莪术，31个
来自甘草，1个为当归和川芎共有成分，1个为白芍和
牡丹皮共有成分，其余12个未找到归属［64］。

中药复方制剂中化学成分十分复杂，具有多成
分、多靶点的特点，研究中药的入血成分和其代谢
产物对于发挥中药药效具有重要意义［65］，因此对中
药入血成分的研究是阐述药物疗效及作用机制的
关键。陈永财等［66］采用UPLC-Q/TOF-MS技术分
析桂枝与白芍药对水煎液的入血成分，发现了12个
原型入血成分，包括没食子酸、原儿茶酸等4个有机
酸类，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6种单萜类化合物及2
个香豆素类成分。苗凤茹等［67］采用质谱技术对人
参提取物及入血成分进行了定性研究，在大鼠体内
血浆中定性了7种成分，分别为人参皂苷Rg1、Re、
Rb1、Rd、Rc、Rb3、Rb2。鲁利娜等［68］发现了当归水
煎液中，洋川芎内酯Ⅰ、洋川芎内酯H和阿魏酸3
个成分可以进入血液。刘建庭等［69］采用UPLC-Q/
TOF-MS技术分析了痹祺胶囊的入血成分，明确了
川芎、牛膝、甘草3味药材的原型药物成分及代谢
物，检测出甘草苷，异甘草苷，甘草素，甘草次酸，阿
魏酸，洋川芎内酯A、G、I、J、K、N，E-藁本内酯，Z-

藁本内酯，牛膝皂苷Ⅱ、牛膝皂苷Ⅳ等59个原型药

物入血成分。刘伟［70］发现莪术醇和莪术二酮在体

内可分别转化为1，2-环氧化莪术醇和8，9-环氧化

莪术二酮，二者均具有较高的生物活性。赵秋龙［71］

在对桂枝茯苓胶囊中牡丹皮和白芍进行药化动力学

研究时发现，在原发性痛经模型大鼠体中，丹皮酚、

丹皮酚新苷、没食子酸、芍药内酯苷及氧化芍药苷等

成分吸收较好，可能是其发挥药效的主要成分。综

上所述，温经汤中九味药材水煎液的入血成分约有	

79种。

2.2　基于成分特有性的温经汤Q-Marker预测分析

2.2.1　肉桂

肉 桂 为 樟 科 植 物 肉 桂（Cinnamomum	cassia	
Presl）的干燥树皮，在樟科植物中，国内有20属400

余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有12属，其中肉桂为樟属植

物Cinnamomum	Trew［72］。樟属植物主要含有挥发

油类、香豆素类、黄酮类、生物碱类等成分。其中，不

同产地肉桂中的香豆素、肉桂醇、肉桂酸、肉桂醛与

邻甲氧基肉桂醛等成分的含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广东所产肉桂中肉桂酸、肉桂醛含量较高，广西所产

肉桂中肉桂醇较广东所产肉桂要高，而越南所产肉

桂中以香豆素、肉桂醇、邻甲氧基肉桂醛的含量最

高［50］。此外，部分产地肉桂中肉桂醇含量较低或无

法检出，因此，可将香豆素、肉桂酸、肉桂醛与邻甲氧

基肉桂醛作为肉桂的特有成分。

2.2.2　人参

人参为五加科植物人参（Panax	ginseng	C.	A.	

Mey.）的干燥根和根茎，五加科植物中有80属900

多种，人参为人参属植物(Panax	L.)。结合原植物地

下部分的形态特征，人参属植物又划分为古老类群

和进化类群两大类群，其中人参为古老类群。人参

属古老类群的特征性成分以达玛烷型四环三萜皂

苷为主［73］，其中人参皂苷为古老类群中共有皂苷

成分，且不同皂苷的比例在不同种之间具有较大的

差异［74］，例如人参皂苷Rg1、Re、Rb1	3个成分比例

在人参、西洋参、三七中的比例分别为1.7∶1∶1.5、

0.2∶1∶1.2、8∶1∶7［75］。因此，可将人参皂苷Rg1、

Re、Rb1作为人参的特有成分。

2.2.3　当归

当 归 为 伞 形 科 植 物 当 归［Angelica	sinensis
（Oliv.）Diels］的干燥根，当归属植物有90余种，其

中作药用的约60种［76］。当归属药用植物中化学

成分以香豆素类和挥发油类为主，也是原植物中重

图1　温经汤中物质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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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次生代谢产物。当归中挥发油类成分主要以苯
酞类化合物为主，包括藁本内酯、正丁烯基苯酞等化
合物，其中Z-藁本内酯含量较高，而当归属其他植
物中挥发油类成分却以醇类化合物和烯类化合物
含量较高。因此，苯酞类化合物可作为当归的特有	
成分。
2.2.4　川芎

川芎为伞形科植物川芎（Ligusticum	chuanxiong	
Hort.）的干燥根茎，川芎属伞形科中藁本属植物，藁
本属植物60余种，多数均具有药用价值［77］。藁本
属植物具有较多相近的成分，其有效成分主要为苯
酞及酚酸类成分。以苯酞类成分为主的挥发油类
化合物是川芎中的重要成分，也是川芎中的香味成
分，约占川芎药材的 1%，主要包括Z-藁本内酯、E-
藁本内酯、洋川芎内酯、3-丁基苯酞等成分［78］，同时
苯酞类化合物有着显著的专属性，也是川芎生物特
有性的主要原因。酚酸类成分主要有阿魏酸、绿原
酸等，其中阿魏酸为2020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中川芎的质量评价标准之一［6］，同时也是川芎起到
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抗氧化、促进血管舒张等作
用的主要成分。因此，苯酞类化合物和酚酸类化合
物可作为川芎的特有成分。
2.2.5　牛膝

牛膝为苋科植物牛膝（Achyranthes	bidentata		
Bl.）的干燥根。牛膝中化学成分主要包括皂苷类、
甾酮类和糖类等，其中皂苷类成分均为齐墩果酸型
三萜皂苷，多糖类成分以牛膝多糖、禾本科型果聚糖
及水溶性寡聚糖等为主，含量较高且具有多种生物
活性，但这两类成分的专属性较低，无法作为牛膝的	
特有成分，故不考虑。甾酮类同样是牛膝中主要的
活性成分，主要包括蜕皮甾酮、β-蜕皮甾酮等成
分，其中β-蜕皮甾酮为2020版《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牛膝的质量评价标准之一［6］，该类成分含量
较高，且具有明显的特征性，因此，甾酮类化合物可
作为牛膝的特有成分。
2.2.6　白芍

白芍为毛茛科植物芍药（Paeonia	 lactiflora 		
Pall.）的干燥根，毛茛科植物约有50属，2000余种，
白芍属毛茛科芍药属植物，该属约有35种［79］，可划
分为芍药组和牡丹组两个下级分类组，其中芍药组为
芍药属中最大的组，为草本类型，其主要分布于亚欧
大陆温带地区，少数种类在美洲地区也有分布；牡丹组
为木本类型，其分布主要集中在我国的西南和西北地
区等地区。白芍属于芍药组，主要含有单萜及其苷类、
三萜类等成分，其中单萜及其苷类化合物为白芍中的
特征性成分，芍药苷类化合物又是该属植物中主要的
单萜及其苷类化合物，且具有芍药属植物所特有的笼
状α-蒎烯单萜苷的结构特征。芍药苷、芍药内酯苷、
氧化芍药苷等作为芍药苷类化合物的代表性成分，其
含量较高，因此可作为白芍的特有成分。
2.2.7　牡丹皮

牡丹皮为毛茛科植物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的干燥根皮。牡丹皮属毛茛科芍药属中牡丹
组植物，其主要含有单萜及其苷类、酚及酚苷类、萜
类等成分，以丹皮酚为主的酚及酚苷类为牡丹皮的
主要成分，不仅含量较高，同样也是牡丹皮发挥调节

免疫、抑制中枢反应、镇痛等药理作用的主要成分，
因此可作为牡丹皮的特有成分。
2.2.8　莪术

莪术属姜科姜黄属植物（Curcuma	phaeocaulis	
Valeton），姜 科 植 物 全 球 约 有52属 约1500种，
主要生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等温度较高的地
区，其中中国约有21属约200种，主产于东南及
西 南 地 区，具 有 药 用 价 值 的 有15属 约100种，	
占国内姜科植物种类的1/2。姜黄属植物约有50种，	
主产于东南亚地区，其中广西莪术主要分布于广
西南宁、武鸣等地区。课题组通过前期考证工作，
确定了温经汤中莪术基原为广西莪术（Curcuma	
kuuangsiensis	S.G.Lee	et	C.F.Liang），因此将广西莪术
作为温经汤质量标志物的研究对象。广西莪术中的
萜类、生物碱类成分等次生代谢物可看作其有效成
分及评价药材质量的重要依据［80］，姜属植物中含	
有的挥发油及姜黄素类成分具有明显的分类价值，
受基因及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差异性主要体现在
成分类型及含量等方面，而在植物形态上的差异性
不够明显。广西莪术中的莪术醇、莪术二酮、吉马酮
和姜黄素等成分的含量要比其他莪术品种低一些，
而且不同产地的广西莪术中的成分类型不一致，性
状也存在差异，挥发油含量较大的区别［81-83］。因此，
广西莪术挥发油中的莪术醇、莪术二酮、吉马酮和姜
黄素等倍半萜类化合物可作为莪术的特有成分。
2.2.9　甘草

甘草属豆科（Leguminosae）甘草属（Glycyrrhiza	
L.）多年生草本植物，该属世界约有20种，主要分
布于亚洲、欧洲、北美等地区，中国约有8种，主要分
布于东北、西北等干旱、半干旱环境的地区［42］。其
中2020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录了乌拉尔甘
草、光果甘草、胀果甘草3个基原品种［6］，课题组通
过前期考证确定了温经汤甘草基原为豆科植物甘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干燥根和根茎，因此将
乌拉尔甘草作为温经汤质量标志物的研究对象。不
同种属、不同产地的甘草中化学成分类型、含量等均
存在一定差异，因而导致了药材市场上甘草药材质
量的参差不齐。三萜类及黄酮类成分为各品种甘	
草的共有成分，也是甘草药材的特征性成分，其含量
差异与种属之间密切相关。杨瑞等［84］采用DNA条
形码技术，通过ITS序列结合psb	A-trn	H序列分析
鉴定了3个甘草基原，发现不同种属之间的总三萜
皂苷和总黄酮的含量具有明显差异。罗琳等［85］通
过研究发现不同产地的甘草中总皂苷和总黄酮类成
分含量具有显著性差异，且随着地理位置的变化呈
现出一定的规律。因此，甘草中的总三萜皂苷和总
黄酮类成分可作为甘草的特有成分。
2.3　基于成分与药效关联的温经汤Q-Marker预测

分析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血液流变学、免疫炎症反
应、组织乏氧、血管内皮功能异常等病理机制都可能
会引起妇科寒凝血瘀病证，而温经汤等温经散寒类
中药方剂也是通过改变此病理机制进而发挥疗效。
2.3.1　改善血供

研究表明，温经汤可以通过调节血管舒张-收
缩功能、改善血液流变学等从而治愈寒凝血瘀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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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临床研究证实，寒证患者在进行温经汤给药治
疗后，其卵巢及子宫动脉血流量明显得到了改善，在
收缩期的峰值流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而阻力指数
和搏动指数却明显降低［60］。此外，温经汤中当归和
川芎所富含的阿魏酸具有显著改善血液流变学、减
少血管加压素（AVP）等药理作用［86］，莪术中所含的
莪术醇、莪术二酮等成分具有抗血小板聚集、抗血
栓、改善血液循环和活血化瘀等作用［87］。
2.3.2　抗炎镇痛

研究表明，寒凝血瘀证患者经温经汤给药治疗
后，能改变其血清中的致痛物质及5-HT和镇痛物
质β-EP的表达情况，抑制了血管紧张素Ⅱ、去甲肾
上腺素、前列腺素F2α等血管活性物质的表达，正
是通过此机制以缓解寒凝血瘀证患者下腹部疼痛的	
症状［88］。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阿魏酸具有减少
前列腺素F2α、调节免疫功能、消除自由基等作用；
人参中所含三萜皂苷类成分具有免疫调节、抗炎镇
痛、抗氧化等药理作用［52-53］，其中人参皂苷Rg1可抑
制TRPV1 的激活，具有明显的抗炎镇痛作用［89］；莪
术中所含的莪术醇和萜类化合物是莪术中抗炎、镇	
痛的主要药效成分［90-91］；藁本内酯可通过抑制巨噬
细胞的黏附、抑制核因子-κB（NF-κB）介导的趋
化因子的产生和抑制MyD88/TLR4/NF-κB信号通
路等机制来达到抗炎效果［92］。此外，丹皮酚、芍药
苷及芍药内酯苷均具有明显的抗肿瘤、调节代谢、抗
炎和镇痛等药理作用［93-94］；甘草中甘草总黄酮、甘
草皂苷、甘草次酸均可抑制炎症因子的表达，从而发
挥抗炎活性［42，95］。
2.3.3　其他

温经汤在现代临床中主要用于治疗痛经、子宫
内膜异位症和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杨梦雅等［96］

通过对温经汤网络药理学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筛选
出温经汤“异病同治”痛经、子宫内膜异位症和月经
不调的主要活性成分，包括槲皮素、芹菜素、山柰酚、
黄芩素、柚皮素等成分，涉及前列腺素内过氧化物合
酶2（PTGS2）、雌激素受体1（ESR1）、一氧化氮合酶
3（NOS3）、苏氨酸激酶1（AKT1）、半胱氨酸蛋白酶
3（CASP3）、肿瘤坏死因子（TNF）等潜在作用靶点。
肉桂中肉桂酸可抑制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增
殖，提高骨钙素的表达，促进成骨细胞的分化［97-98］，
此外肉桂酸还具有可减少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起
到保护心肌的作用，与肉桂醛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
肠杆菌等致病菌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99］。

综上所述，温经汤中阿魏酸、莪术醇、莪术二酮
等成分具有改善血供的作用，同时阿魏酸、莪术醇以
及人参三萜皂苷类、藁本内酯、丹皮酚、芍药苷、芍药
内酯苷、甘草总黄酮、甘草皂苷、甘草次酸等具有抗
炎镇痛的作用，此外槲皮素、芹菜素、山柰酚、黄芩
素、柚皮素、肉桂酸、桂皮醛等成分也是温经汤中发
挥药理作用的重要成分。
2.4　基于复方配伍环境的温经汤Q-Marker预测分析

中药在不同的复方配伍中可以发挥不同的作
用，从而达到不同的治疗目的，因此在不同的配伍环
境中，中药的 Q-Marker也有所不同。历代医家根据
中药性味归经的偏向不同，对药物进行配伍，以此起
到减毒增效、缓解偏性的作用［100］。温经汤中肉桂、

人参为君药，肉桂助阳，具有温经通脉、散寒止痛之
功效，人参补气，可以助肉桂发挥温阳散寒之功；川
芎、当归为臣药，川芎为血中气药，能“下调经水、中
开郁结”，当归与川芎配伍可起到活血止痛、养血调
经的作用；莪术、牛膝、牡丹皮、芍药为佐药，莪术破
血行气，牛膝活血通经，牡丹皮活血散瘀，三者能助
川芎、当归通行血脉，芍药有养血调经、缓急止痛之
功；甘草为使药，具有缓急止痛、调和诸药之功效。
全方可起到温经散寒、活血调经的功效。
2.5　基于成分可测性的温经汤Q-Marker预测分析

2020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规定了肉
桂、人参、当归、川芎、白芍、牡丹皮、牛膝、莪术、
甘草的含量测定成分有桂皮醛，人参皂苷Rg1、
Re、Rb1、阿魏酸，芍药苷，丹皮酚，β-蜕皮甾酮，
甘草苷，甘草酸铵等［6］。张慧慧等［101］采用转换
波长HPLC法建立了同时测定温经汤颗粒中芍
药内酯苷、芍药苷、β-蜕皮甾酮等8个成分的含
量测定的方法；张越等［102］建立了温经汤标准汤
剂的 HPLC指纹图谱，并同时测定了没食子酸、
甘草苷、阿魏酸、芹糖异甘草苷、异甘草苷等9种
成分的含量；李秋桐等［103］在研究温经汤物质
基准量值传递规律中，同时测定了芍药苷、甘草
酸、阿魏酸、丹皮酚、桂皮醛、甘草苷、藁本内酯的	
含量；吴革林等［104］建立了温经汤物质基准冻干粉
多指标成分含量测定方法，选取了人参、白芍、牡丹
皮、甘草作为定量评价对象，分别建立了温经汤中人
参皂苷Rg1、Re、Rb1，芍药苷，丹皮酚，甘草苷，甘草	
酸的含量测定方法。周秋明等［105］采用HPLC法建
立了同时测定莪术中吉马酮、莪术醇、莪术二酮等6
个成分的含量。

基于质量标志物的“五原则”，人参皂苷Rg1、
Re、Rb1，阿魏酸，丹皮酚，芍药苷，芍药内酯苷，肉桂
酸，藁本内酯，莪术醇，莪术二酮，甘草苷，甘草酸可
作为温经汤的质量标志物。见表1。

3　结论

温经汤为中医常用的理血剂，具有温经补虚、化
瘀止痛之功效，主要用于治疗血海虚寒、气血凝滞

表1　温经汤的质量标志物信息

化学名称 分子式 CAS
相对分
子质量

来源

人参皂苷Rg1 C42H72O14 22427-39-0 801.01 人参

人参皂苷Re C48H82O18 52286-59-6 947.15 人参

人参皂苷Rb1 C54H92O23 41753-43-9 1109.29 人参

阿魏酸 C10H10O4 537-98-4 194.18 当归、川芎

丹皮酚 C9H10O3 552-41-0 166.17 牡丹皮

芍药苷 C23H28O11 23180-57-6 480.46 白芍

芍药内酯苷 C23H28O11 39011-90-0 480.46 白芍

肉桂酸 C9H8O2 140-10-3 148.16 肉桂

藁本内酯 C12H14O2 4431-01-0 190.24 当归

莪术醇 C15H24O2 4871-97-0 236.35 莪术

莪术二酮 C15H24O2 13657-68-6 236.35 莪术

甘草苷 C21H22O9 551-15-5 418.39 甘草

甘草酸 C42H65NO16 53956-04-0 839.97 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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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临床常用于治疗痛经、月经不调、子宫内膜异位
症等女性妇科疾病。中药复方制剂是一个具有多成
分、多靶点的复杂体系，因此为了能够严格控制温经
汤的整体质量，需要建立一个完整可靠的评价体系。
温经汤的现代研究多集中在临床应用研究，其成	
方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含量测定等方面的研究
颇少，有关温经汤的药效物质基准、入血成分及其代
谢物、体内作用机制的研究明显欠缺，还需进一步深
入研究。本研究以质量标志物的“五原则”为基础，
对温经汤的 Q-Marker进行了预测分析，得出人参皂
苷Rg1、Re、Rb1，阿魏酸，丹皮酚，芍药苷，芍药内酯
苷，肉桂酸，藁本内酯，莪术醇，莪术二酮，甘草苷，甘
草酸可作为温经汤的质量标志物，以期为后续建立
完整的温经汤质量评价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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