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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酿酒技术历史悠久，可追溯至夏朝的杜康酒。加之当代餐桌文化发展迅速，推杯换盏很是常见。但是酒精

摄入过多易造成酒精性肝脏损伤，轻则腹痛、静脉栓塞，重则低血糖、脂肪栓塞、昏迷休克甚至危害生命。葛根性凉味甘辛，有

解表退热，生津、透疹、解酒等多种功能，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自古以来被中医列为解酒专药，如古医书《本草纲目》等记

载称葛根具有解酒保肝之功效。葛根具有悠久的药食两用历史，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

将之列入其中，因此有多种含葛根解酒护肝产品上市。在此前，就已经有众多学者对葛根解酒的功效进行了相关研究，但缺乏

系统地归纳总结，笔者查阅了近几年国内外相关文献，对葛根解酒的主要成分、作用机制及相关产品进行归纳总结，发现葛根

解酒主要成分除了葛根素、葛根总黄酮和葛根多糖外，还有葛根多肽及葛根黄豆苷元及其衍生物；其主要机制有抑制酒精吸

收、加快酒精代谢、抗氧化作用、保护肝脏与心肌细胞以及神经保护作用；相关产品种类丰富、评价良好；但相关基因方面的研

究有待加深。该文对葛根解酒的主要成分、作用机制及相关产品进行综述，并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建议，期望为日后相关研究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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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Anti-alcoholic Effect of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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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advanced brewing technology and contemporary table culture，alcohol drinking，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Dukang wine in the Xia dynasty，is very common in China. However，excessive alcohol

intake can easily cause alcohol liver damage，ranging from abdominal pain and venous thrombosis to severe

hypoglycemia and fat embolism，coma shock and even life-threatening cases.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has a cool

property and sweet taste，with functions of antipyretic，promoting the secretion of saliva or body fluid，rash and

hangover alleviation，and so on. It was first recorded in Shen Nong's Materia Medica and has been listed as a

special anti-alcoholic medicin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ince ancient times. For example，the ancient

medical book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and other records claim that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has the

effect of relieving alcohol and protecting the liver. At the same time，Puerariae Lobatae Radix has a long history

in both medicine and food. It was listed in the List of Articles That Both Serve as Food and Medicine pu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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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Therefore，there are many products containing pueraria for hangover and

liver protection. Prior to this，many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relevant researches on the anti-alcoholism efficacy

of Puerariae Lobatae Radix，but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summaries. The author has consulted relevant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in recent years. The related products were summarized 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anti-alcoholic effect of pueraria root mainly came from puerarin， pueraria flavonoids and pueraria

polysaccharide，puerarin polypeptide，pueraria daidzein and its derivatives，including the main mechanisms

such as inhibiting alcohol absorption， accelerating metabolism， anti-oxidation， protection of liver and

cardiomyocytes，and neuroprotection. Related products are abundant and well evaluated，but research on related

genes needs to be deepened.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main anti-alcoholic components，mechanism of action and

related products of pueraria，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lated research.

［Key words］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anti-alcoholism； main ingredients； mechanism of action；
related products

中药成分复杂，疗效甚广，自古以来便有解酒

毒的记载。唐代《千金要方》有“解酒毒，恐烂五脏，

茅根汁，饮一升”的记载，《本草纲目》亦有“止吐衄

诸血……肺热喘急，水肿，黄疸，解酒毒”的记载。

短时间大量摄入酒精会导致急性酒精中毒，长期酗

酒则会导致慢性酒精中毒，从而引起酒精性肝损

伤，轻则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脂肪炎，重则酒精性

肝纤维性、肝硬化、肝细胞癌、甚至死亡［1］。急性酒

精中毒临床表现分为Ⅲ期。兴奋期表现为两颧潮

红或苍白，目赤肿痛，眩晕语多，举止失常；共济失

调期反应迟钝，恶心呕吐，步履蹒跚，胡言乱语，甚

至神志错乱；昏睡（或昏迷）期皮肤湿冷，独语昏睡，

口周发绀，瞳仁散大，脉细数结代，二便失禁，甚至

窒息死亡［2］。中医对乙醇中毒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有“酒悖”“酒毒”“酒厥”“酒胀”“酒臌”等病名。葛

根为豆科类葛 Pueraria lobata 的根，性凉味甘辛，归

脾、胃、肺经，有解表退热、生津止渴、透疹除烦、升

阳止泻及解酒之功［3］，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国

家卫健委公布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

将之列入其中。对于其解酒功效，历代医书均有记

载。《本草新编》中记载道：酒，气大热，有毒，少饮可

通血脉、浓肠胃，若恣饮，助火乱性、损肠胃、伤身减

寿。依照中医理论，解酒需要依照“以寒治热”的原

则，故葛根解酒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唐代《千金

要方》中就有记载：以鲜葛根捣汁可治酒醉不醒者，

且葛根性味甘凉，有鼓舞胃气、缓解酒毒呕吐之效。

又如宋代《本草衍义》中记载：以葛根粉治酒醉者，

曰：“病酒及渴者，行之甚良。”除此，饮酒过度者多

烦渴，损伤脾胃者又可出现纳差、呕吐等。据《神农

本草经》记载，葛根能“主呕吐”，又如唐代甄权《药

性论》记载，葛根能“开胃下食、止烦渴”。由此知葛

根对治疗醉酒者，有对证之效。现代药理学研究表

明，中药葛根不仅能够降低酒精中毒患者血醇浓

度［4］，还能够提高酒精性中毒的治疗有效率［5］。本

文对葛根解酒的主要成分、作用机制及相关产品进

行总结分析，以期为解酒相关产品开发及机制研究

提供参考。

1 葛根解酒的主要成分

葛根主要成分为总黄酮类化合物（主要是葛根

素、大豆苷元、大豆苷）、葛根苷类化合物（葛根苷 A，

B，C），三萜皂苷类化合物，香豆素和葛根苷类，生物

碱及其他化合物，淀粉及氨基酸类等［6］。

1.1 葛根总黄酮类成分 葛根总黄酮类成分如葛

根素、大豆苷元、大豆黄酮苷等活性成分一直是研

究热点，具有多种药理活性及生理功能，拥有调节

免疫能力，保护肝脏功能，抗肿瘤、抗氧化活性，还

能保护心脑血管，降血糖、血脂，以及改善肝肾功

能，增加骨密度等药理作用［7］。多项研究表明，葛根

总黄酮能明显改善酒精性脂肪肝，具有解酒功效。

刘建兴等［8］通过自主活动次数与翻正反射实验研究

表明葛根总黄酮能明显消除醉酒症状，使醉酒小鼠

较快转变为清醒状态。

酒精摄入过多会刺激垂体前叶和下丘脑分泌

大量 β-内啡肽（β-EP），而 β-EP 是吗啡类似物，能麻

痹神经的同时，对心血管、胃肠道及肝脏也有一定

的影响，甚至会抑制呼吸引起呼吸衰竭和中枢神经

系统损坏等一系列酒后症状。研究发现葛根素可

通过抑制 β-EP 和自由基的释放，抵抗酒精导致的血

液黏度升高，对急性酒精中毒及急性肝损伤起保护

作用［9］。项伟等［10］通过对小鼠睡眠时间实验、攀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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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实验和跳台实验，观察小鼠的睡眠、运动和记

忆能力的变化以及解酒效果，证实金葛露中加入葛

根素有助于解酒、防醉，具有戒酒抗焦虑作用。朱

振元等［11］也发现葛根中葛根素及其他黄酮类物质

对于酒精性肝脏损伤具有良好缓解与治疗效果。

郝继红等［12］发现葛根黄豆苷元及其衍生物有明显

对抗乙醇所导致的中枢抑制作用，并能减少睡眠时

间。LIN 等［13］研究表明，葛根提取物（葛根素、大豆

苷及大豆苷元）不仅能减少小鼠自愿饮酒量，还能

减轻戒酒后的精神不振等强烈不适感，具有潜在戒

酒能力。可见，葛根总黄酮类物质不仅能有效预防

醉酒、解酒功效，还可以保护中枢神经系统，减少酒

后躁烦症状的出现。

1.2 葛根多糖 多糖作为葛根主要活性成分之一，

具有多重生物活性［14］。主要有抗氧化、增强免疫功

能、抑菌抗肿瘤、活血化瘀、解毒保肝等功效。王蕊

霞［15］通过醒酒实验研究表明，在饮酒前服用葛根多

糖溶液，醉酒时间延长了 53.19%，而醒酒时间提前

了 27.08%。在饮酒后服用葛根多糖溶液，醒酒时间

缩短了 27.36%。除此，通过对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

伤的影响实验还发现饮用葛根多糖溶液后，可显著

对抗因酒精性损伤而引起肝组织中丙二醛（MDA）
含量和血清甘油三酯（TG）含量的升高，同时还能升

高肝组织中谷胱甘肽（GSH）含量。由此说明，在饮

酒前服用葛根多糖溶液不仅能预防醉酒还能提前

醒酒，同时饮酒前饮用还能防止因醉酒恶心呕吐导

致多糖失效，饮酒后服用葛根多糖不仅能提前醒酒

还能修复肝脏酒精性损伤，具有明显的解酒保肝

功效。

1.3 葛根多肽 葛根多肽系葛根中天然存在的小

分子活性肽［16］，由酶解法降解葛根粉制备而来，具

有易吸收、易利用、见效快的特点。张林松等［17］通

过建立酒精性肝损伤（ALD）模型，发现高剂量葛根

多肽对抗酒精引起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升高作用水飞蓟宾葡甲胺

更加显著，且各剂量葛根多肽对酒精性损伤小鼠肝

细胞均具有保护作用。

2 葛根解酒的作用机制

当人体大量饮酒，酒精代谢量小于摄入量时，

酒精就会在体内短时间大量蓄积，使肝脏乙醇脱氢

酶（ADH），谷胱甘肽巯基转移酶（GST），GSH，谷胱

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的含量显著降低，对肝脏

产生直接损伤作用，其机制主要涉及乙醇的代谢产

物乙醛的生理损伤，氧缺乏、氧应激、自由基的损伤

以及还原性辅酶异常引起代谢紊乱等方面。众多

的研究证明葛根提取物具有抑制酒精摄入、减少酒

精吸收、加快酒精代谢、提高酒精耐受和减少对肝

脏损害等作用，其中以总黄酮为主要有效成分。

2.1 减少酒精吸收 酒精摄入后经过食道可被胃

和小肠可直接被人体吸收或经过小肠绒毛上皮细

胞进入血液循环，有相关研究表明葛根可减少酒精

的摄入与吸收。葛根素腹腔注射能有效降低酒精

摄入量，BEOM 等［18］发现葛根水提物能降低小鼠体

内药时曲线下面积（AUC）和最大血药浓度（Cmax），
说明其是通过减少酒精吸收从而降低血液中乙醇

浓度。另有研究表明葛根素通过抑制消化道对乙

醇的吸收，加强了乙醇在胃肠道的首过消除，减小

了乙醇生物利用度，从而延长醉酒小鼠的醉酒潜伏

期、减少睡眠时间、缩短醒酒时间［19］。高海滨［20］研

究表明葛根可通过抑制乙醇胃肠吸收和加速代谢

以降低机体血醇浓度，从而解除醉酒状态。相关研

究表明，葛根中大豆苷元能延迟胃排空以延迟和降

低血液乙醇浓度［13］。葛根中的大豆苷不仅具有分

解乙醛毒性的功能，还能减弱酒精对大脑的抑制功

能，抑制肠胃对酒精的吸收，促进血液中酒精的代

谢和排泄，从而具有解酒作用［21-22］。通过对急性酒

精中毒小鼠血醇浓度的分析，说明葛根多糖溶液是

通过抑制乙醇胃肠吸收以及加速乙醇代谢以降低

机体血醇浓度，从而起到解酒防醉的功效［15］。

2.2 加快酒精代谢 葛根进入人体后，可使乙醇代

谢中起主要作用的 ADH 活性升高［23］，有利于乙醇

在体内的分解代谢，从而可以解酒毒。同时文献报

道 ，服用葛根后提高了肝细胞浆中 GST 活性水

平［24］，有利于机体解毒能力的发挥，保护肝细胞免

受自由基、亲电子化合物和毒物的损害，从而可减

轻乙醇的毒性。

临床试验研究发现，酒精性中毒患者服用葛根

后，患者血液内的乙醇浓度能快速显著降低［25］。李

彩景［26］进一步表明，服用葛根 1.5 h 患者血醇浓度具

有明显降低效果。郑强等［27］通过翻正反射消失实

验说明葛根素能通过加速酒精代谢，显著延长急性

酒精中毒小鼠的醉酒潜伏期并缩短醒酒时间。王

路坤［28］通过临床治疗报导葛根煎汤代茶饮在服用

1 h 能显著降低乙醇在血液中的浓度，且治愈率可从

参照组的 66.67％提升至 93.33％。何会等［29］通过研

究葛根提取物对于醉酒模型小鼠的酒后不同时间

血液乙醇、乙醛浓度变化，证明了葛根能加速酒精

代谢并抑制酒后乙醛的生成，从而具有明显的解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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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2.3 抗 氧 化 作 用 机 体 氧 化 和 抗 氧 化 体 系 中 ，

MDA 是脂质过氧化的最终分解产物，具有很强的

毒性，极易和磷脂蛋白发生化学反应，影响细胞膜

的正常生理活性，造成组织细胞氧化损伤，故现代

研究多检测其含量变化直接反映机体脂质过氧化

程度。一氧化氮（NO）是体内的一种自由基，已知内

源性的 NO 主要是由 NO 合酶（NOS）氧化 L-精氨酸

而产生，经常通过检测 NOS 的含量观察体内 NO 的

含量。乙醇在体内分解为乙醛的过程中会产生大

量活性氧（ROS），ROS 若不及时被清除将会导致蛋

白质损伤，DNA 损伤，脂质代谢紊乱等。体内抗氧

化剂有超氧化物歧化酶（SOD），GST，NAD（P）H-醌

氧化还原酶 1（NQO1），血红素加氧酶-1（HO-1）机体

内 GSH-Px 等抗氧化酶可有效清除自由基，增强细

胞的抗氧化能力，防止细胞损伤。

在酒精进入人体后，会产生大量自由基，对机

体产生损伤，主要是对肝脏的损伤，相关研究表明，

氧应激与脂质过氧化是酒精引起肝脏损伤的因素

之一［30-31］。有研究发现葛根能显著降低醉酒小鼠体

内的 MDA 含量［32］，表明葛根能通过抗脂质过氧化

作用而具有解酒的功效。张明等［33］发现葛根素不

仅能显著抑制巨噬细胞合成，释放 NO，而且还能显

著抑制细胞内 NOS 的活性，成为潜在的 NOS 抑制

剂。也有研究证实葛根多糖［34］及葛根总黄酮［35］对

于 1，1-二苯基-2-苦肼基自由基（DPPH 自由基）都具

有较好的清除能力，另有研究进一步发现葛根粗多

糖和精制多糖还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羟自由基和

亚硝酸盐（NO2
－）均有不同程度地清除作用［36］。葛

根素由于结构上具有的两个酚羟基，故能自动结合

体内氧自由基，减轻氧自由基对细胞膜的损害。邹

思颖等［37］研究发现葛根素各剂量组的 MDA 含量显

著降低，同时葛根素各剂量组 SOD 和 GSH-Px 的活

性随着剂量升高而增强。说明葛根素具有较好的

抗氧化性。葛根素还能够抑制酒精诱导的肾上腺

嗜铬细胞瘤 PC12 细胞的损伤和死亡，在显著降低

其的凋亡率的同时提高细胞 GSH-Px 酶活性并降低

MDA 含量［38］。说明葛根素通过抗氧化能力发挥肾

脏保护作用。故葛根具有清除自由基和抗脂质过

氧化的功效，能以此降低血醇浓度，促进血液循环，

加速乙醇排泄，能抑制和缓解肝细胞病理性损伤，

从而发挥解酒保肝的作用。

2.4 肝脏损伤保护作用 酒精进入人体会诱使肝

脏耗氧量增加从而影响肝脏代谢，同时，酒精的第

一产物乙醛对肝脏具有直接毒性，通过影响线粒体

正常生命活动，造成肝脏直接损伤。临床上常用

AST/ALT 作为肝功能指标之一，成人 AST/ALT 正常

范围为 0.8~1.5［39］，ALT 仅存在于肝细胞浆内，而

AST 存在于肝细胞浆与线粒体内，酒精性肝中毒

后，肝脏内 AST 含量将会升高。通过对乙醇诱导急

性化学性肝损伤大鼠进行相关指标检测、肝脏病理

组织学检查及脂滴在肝脏中的分布情况，发现葛根

枳椇软胶囊对乙醇所致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

功能［40］。徐菁阳等［41］研究发现，与模型组比较，3 个

不同浓度葛根组小鼠肝匀浆 GSH-PX 水平明显升高

的同时还降低了 TG 水平，且高浓度葛根组和阳性

对照组小鼠血清 ALT 水平显著下降。季红等［42］研

究发现，葛根素能使醉酒小鼠血清中 AST，ALT 水

平均下降，证实了葛根素不仅能防止急性酒精中毒

还对肝脏损伤具有修复保护功能。张林松等［17］研

究发现，各剂量葛根素、葛根多肽均能降低 AST，

ALT 水平，改善酒精性脂肪肝小鼠肝组织损伤。刘

超等［43］研究证实复方葛根饮料对酒精性肝损伤小

鼠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2.5 心肌保护作用 酒精进入体内后，不仅对肝脏

具有损害作用，对于心肌也具有一定的影响。首先

酒精的第一产物乙醛对心脏具有负心肌效应，其

次，乙醛能进入心肌细胞，导致细胞内 Ca2+浓度降低，

进一步导致心力衰竭。何琼等［44］研究表明葛根素注

射液不仅能显著降低心肌细胞内 Ca2+浓度还能扩张

冠状动脉，改善心肌代谢，同时还对酒后心肌缺血缺

氧具有修复功能。同时有研究表明，葛根素，3'-羟基

葛根素，葛根素木糖苷，3'-甲氧基葛根素，葛根素-7-

木糖苷，大豆苷和大豆苷元具有修复缺氧复氧心肌

细胞的作用，且 7种成分解酒药效相近［45］。

2.6 神经保护作用 酒精进入体内后，能透过血脑

屏障，主要通过影响神经细胞膜和膜上活性蛋白从

而对神经细胞产生毒害作用。急性酒精中毒时，会

影响 5-羟色胺（5-HT）的代谢而麻痹中枢神经系统，

重则会引起大脑缺血缺氧性脑病。李晓伟等［46］实

验证明，葛根素对急性脑缺血所致的脑神经细胞损

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再者，酒精进入大脑能引

起内啡肽分泌增加，现代研究较多的是 β-EP。内啡

肽具有阿片类作用，能麻痹神经，陈凯勃［47］研究发

现葛根中的葛根素能降低脑啡肽水平，抑制氨肽酶

活性，还能减少 β-EP 的释放。同时，酒精某些药理

作用与 GABA/BZ-离子通道复合体有关联。栗全

英［48］通过临床试验证实葛根素注射液能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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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小鼠神经递质中多巴胺（DA），5-HT，β-EP，NO

含量。说明葛根素注射液能通过降低神经递质的

损伤发挥中枢神经系统保护作用，从而能显著加快

患者呼吸循环系统的恢复治疗以达到解酒的作用。

沈行良等［49］发现葛根中的葛根素和大豆苷元是 BZ

受体的活性化合物，具有神经保护、抗焦虑和镇静

作用。

郭海明等［50］通过 Y 迷宫实验评估大鼠空间记

忆能力，发现葛根素各剂量组小鼠的自发反应交替

率均有所升高，且自发反应交替率与葛根剂量呈线

性关系，中、高剂量组具有明显差异。中、高剂量葛

根素还能够明显减少鼠前额叶皮层坏死神经元数

量，说明葛根素对醉酒大鼠神经元损伤具有明显的

保护作用。除此还发现葛根素各剂量组还能使大

鼠前额叶皮层组织中 SOD 水平显著下降的同时升

高 MDA 水平，说明葛根素对急性酒精中毒大鼠脑

氧自由基有明显干预作用，能通过神经保护作用，

对酒精中毒大鼠行为学发挥调控作用。高艳等［51］

研究发现葛根总黄酮对中枢神经系统具有小剂量

兴奋，大剂量抑制作用，而中枢神经系统适当兴奋

与抑制是良好解酒途径。葛根提取物还能通过降

低醉酒小鼠大脑皮层中半胱氨酸蛋白酶-3（Caspase-

3）蛋白表达，抑制神经细胞凋亡，改善酒精中毒引

起的记忆功能障碍［52］。

根据现代药理学研究，对葛根解酒主要成分、

解酒毒机制进行如下总结见图 1。

3 葛根解酒相关产品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与葛根相关的解酒方剂，据

《本草纲目》记载，葛花解酒汤具有解酒功效，以白

开水调服或煎成汤剂饮服，服后微出汗即可解酒。

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中记载，葛根蒸食，便可消酒

毒。《开宝本草》亦载道，葛根作粉可止渴解酒，去烦

热。金代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记载道：由甘草、

干葛花、葛根、缩砂仁、贯众各等组成的葛根散，主

治饮淄过度、酒毒内蕴。元代李东桓在《脾胃论》卷

下也有记载：葛花解酲汤，具有分消酒湿，温中健脾

的功效。再者，《肘后备急方》中解酒方众多，后世

很多解酒良方、产品均由此作为参考。《肘后备急

方》中以葛根入药的药方占据很大比例，“生葛根汁

一二升，干葛煮饮”便可用于治疗酒精中毒而致的

昏闷烦渴。现代解酒验方亦有记载由石膏、葛根、

干姜 3 味中药组成的石膏汤主治饮酒过多，大醉不

醒；由葛根、薄荷、砂仁、甘草与盆硝 5 味中药材组成

的解酒散主治解酒，适用于饮酒过度。

当今时代发展迅速，葛根解酒相关产品开发越

来越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不仅有药物制剂还运

用于各种日常休闲及保健食品。其剂型主要有葛

根口服液、注射剂、胶囊、片剂（含片、泡腾片、咀嚼

片）、纳米粉、冲剂、颗粒剂、汤剂、丸剂等（具体剂型

及相关代表产品见表 1）；相关研究表明葛根牛磺酸

复合片［53］、葛根散［54］以及葛根注射液［55］均对酒精性

肝病具有一定的缓解和治疗作用。相关产品还涉

及粥、面粉、面条、米粉、工程米、豆制品、解酒烧鸡、

护肝白酒、馒头等日常食品，除此，葛根还以葛根饮

品（果醋饮料、功能饮料、解酒茶、固体饮料）、功能

酵素、解酒巧克力、糖果、罐头、混合精、葛冰、薯片、

饼干、酸奶、凉茶、果冻、甚至咖啡、奶茶、冰淇淋等

休闲食品的形式进入大众视野。其中，具有营养保

图 1 葛根解酒毒作用机制

Fig. 1 Mechanism of action of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to relieve alco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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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功能的葛根饮料［56］备受青睐。我国诸多学者对 葛根饮料做了大量研究。

4 讨论与展望

人体摄入酒精后，80％左右的酒精需要在肝脏

进行降解，其分解过程需要 ADH 与乙醛脱氢酶

（ALDH）的参与。首先，酒精在 ADH 的作用下转化

为乙醛，再在乙醛脱氢酶的作用下转化为乙酸，最

后以乙酰辅酶 A 的形式进行三羧酸循环分解为水

和二氧化碳排出体外，或者参与脂肪酸合成等代谢

途径。研究表明，人体 ADH 需要与 NAD+辅酶结合

后才具有活性，才能进一步将乙醇氧化成乙醛，而

辅酶Ⅰ转变为辅酶Ⅱ不仅会使得肝脏内脂肪代谢

紊乱还有使脂肪变性，最终导致肝细胞坏死的后

果。同时，如果乙醇代谢产生的乙醛没有及时被代

谢不仅会对肝脏产生一定的损伤，还会导致血液中

乙醇浓度过高，产生面色潮红、恶心呕吐、头疼不适

等反应。乙醇还能透过血脑屏障影响中枢神经系

统，通过对心肌细胞的损伤引发一系列心脏疾病，

对心脑血管及其他组织器官造成相应的损伤。

临床解酒常用葛根类制剂产品为辅，常规药物

为主治疗酒精性肝病。常以茯苓葛根茶、葛根芩连

微丸、葛根虎杖护肝丸、葛根芩连汤、葛根煎汤代茶

饮、葛根丹参醒酒活血方及葛根素注射液等产品联

合联合纳洛酮、多烯磷脂酰胆碱、硫普罗尼等西药

治疗酒精性肝病，多采用葛根产品用以预防和缓解

醉酒症状及治疗轻微酒精中毒，并没有以单味葛根

治疗酒精性肝病的范例。可能与葛根小剂量服用

起效慢，大剂量服用会引起不良反应有关。葛根具

表 1 葛根解酒毒相关剂型及代表产品

Table 1 Related anti-alcoholic dosage forms and representative products of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剂型

口服液

片剂

含片

泡腾片

咀嚼片

注射剂

胶囊

纳米粉

冲剂

颗粒剂

散剂

代表性产品

解酒护肝口服液

维卫康牌鼎久口服液

久和牌舒饮口服液

复方解酒护肝分散片

生命健牌维肝康片

久鼎牌枳葛片

金娜牌青清含片

葛根解酒含片

醒酒泡腾片

亳药牌瑞亮咀嚼片

葛根咀嚼片

盈力牌五甘咀嚼片

葛根素注射液

葛根枳椇软胶囊

同仁堂牌利维欣胶囊

九龙星牌润东胶囊

葛根素纳米冻干粉

合辉牌安瑞粉

凤凰高科牌和泰粉

解酒灵冲剂

光达牌舒肝乐冲剂

小西牌六和冲剂

消食解酒颗粒

中和鸿业牌清清颗粒

合辉牌和泰颗粒

葛根散

保护作用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保护胃黏膜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保护胃黏膜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

清咽，化学性肝损伤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保护胃黏膜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保护胃黏膜

修复化学性肝损伤

主要成分

葛根、枳梖子、栀子、山楂、枸杞子

白及、三七、葛根、白芍等

陈皮、枳椇子、红景天、干姜、葛根等

葛根 、枳椇子、黄芪

绞股蓝、葛根、茯苓等

葛根、枳椇子、五味子等

葛根、三七提取物、灵芝

葛根、茶多酚

葛根、野菊花、绿茶

枳椇子、白芍、黄芪、葛根等

葛根

五味子、丹参、葛根等

葛根素

葛根、枳椇子

葛根提取物、枳椇子提取物、栀子提取物等

葛根提取物、绞股蓝提取物、三七提取物等

葛根素

葛根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等

葛根提取物、党参提取物、枳椇子提取物等

葛根素

枳椇子、青果、葛根等

西洋参、葛根、五味子等

葛根、山楂、陈皮

葛根提取物、丹参提取物、五味子提取物等

葛根提取物、党参提取物、枳椇子提取物等

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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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剂量小，治疗窄”的特点，据 2015 年版《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记载，葛根日用量不得高于 15 g，且葛

根小剂量无致敏反应但大剂量加入其他方剂会致

使少数人群产生过敏反应，故易过敏体质患者在使

用葛根解酒毒的同时不宜与其他中药混用；而且，

葛根注射液临床上确实有解酒疗效，但是需要注意

的是，葛根注射液具有变态反应、溶血性贫血及消

化系统等不良反应；同时，葛根本身属寒性物质，对

于脾胃虚弱的人不建议应用葛根解酒，否则会致使

胃部更加寒凉，加重症状；另外，由于葛根中含有雌

激素类成分，为防止性早熟或性发育不良，青少年

应尽量避免长期服用葛根类产品 ，尤其是泰国

葛根。

本文对葛根解酒主要成分、解酒机制及相关产

品进行相关综述并对解酒机制进行总结。发现葛

根解酒成分主要是葛根异黄酮类和葛根多糖类，其

中异黄酮中对葛根素已有深入研究，无论是提取分

离纯化工艺、药理临床应用还是剂型研究都较为完

整，而对其中的大豆苷元以及葛根多糖相关研究明

显较少而且相关基因水平研究还不够透彻。对于

葛根解酒机制主要是从葛根素与葛根总黄酮入手，

虽然相关研究比较多，研究的也比较深入，但是由

于具体的机制牵涉广泛，还需要各方面专家学者联

合研究以期找到葛根的作用机制。关于葛根产品，

研究种类繁多，越来越现代化，在使用方面要注意防

止滥用产生不良反应。总之，日后，从基因角度考察

葛根解酒作用、联合研究葛根具体解酒机制及优化改

进葛根素注射剂工艺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科研、临床

及指导安全用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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