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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左金丸为中医治疗肝火犯胃证的经典方剂#具有降血压'抗抑郁'抗溃疡'抗肿瘤'抗炎抑菌镇痛'抗幽门螺杆菌'调节胃

肠运动以及中枢系统等多种药理作用#临床多通过原方加减或联合西药用于慢性胃药'消化性溃疡'胃食管反流病'溃疡性结

肠炎'幽门螺杆菌感染等疾病的治疗% 目前#对左金丸的活性成分研究以单味药物报道为主#缺乏对其复方有效化学成分的

研究#且左金丸制作工艺与质量控制缺少统一标准#今后亟须进行更为严谨的实验设计#加强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必

要时联合多学科开展实验#以全面揭示左金丸的临床效用机理#为扩大左金丸的临床应用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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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金丸由元代著名的+滋阴学派,创始人朱丹

溪所创$始载于其著作.丹溪心法/* 该方用药精

妙'配伍严谨$由黄连和吴茱萸两味药以 B-% 的比

例制丸而成$其中$黄连苦寒为君药$吴茱萸辛热为

佐药$两药寒热并用'辛开苦降'相反相成$共奏清肝

泻火'和胃止痛'降逆止呕之功效* 临床上$左金丸

多用于肝火犯胃证$以呕吐'嘈杂吞酸'两胁疼痛'口

苦口干等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疾病的治疗* 现代临床

中可对其原方进行加减或联合其他药物$多用于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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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胃药'消化性溃疡'胃食管反流病'溃疡性结肠炎'

幽门螺杆菌感染等疾病的治疗$疗效显著* 现代药

理学研究显示$左金丸具有降血压'抗抑郁'抗溃疡'

抗肿瘤'抗炎抑菌镇痛'抗幽门螺杆菌'调节胃肠运

动及中枢系统等作用$综合体现了中医药多途径'多

靶点'多机制的特点$具有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

检索相关文献资料发现$目前关于左金丸全方

药理活性成分'工艺研究及质量控制的报道鲜少$近

年来新的药理机制及临床应用研究亟须进一步完

善* 为确保左金丸更加安全'高效地应用于临床$本

文拟从化学成分'工艺研究与质量控制'现代药理作

用及临床应用 # 个方面进行归纳整理$为此经典用

方提供更加确切的科学根据*

CD化学成分

左金丸由黄连'吴茱萸两味药物组成$现阶段对

其各单味药材化学成分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多$各类

活性物质成分也渐为明晰* 黄连具有清热燥湿'泻

火解毒之功效$所含化学成分有 %7" 多种$主要为生

物碱'黄酮'糖苷'木脂素'挥发油'香豆素'有机酸及

氨基酸类化合物$亦包含 :'[F'aJ'5F'5L等诸多

无机元素成分$药理研究表明这些成分具有抗病毒'

抗氧化'抗肿瘤'调血脂'降血糖'抑菌消炎'心脏保

护等作用(! MB)

$其中生物碱类成分占比最多$主要为

小檗碱'黄连碱'巴马汀'药根碱'表小檗碱'木兰花

碱'非洲防己碱等$其中$小檗碱作为最重要的活性

成分$临床应用尤为广泛($ M8)

* !"!" 年版.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将生物碱类成分!小檗碱'黄连碱'

巴马汀'表小檗碱"作为黄连含量测定和质量控制

的指标性成分(%")

* 吴茱萸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

呕'助阳止泻的效果$其含有的化学成分主要包括黄

酮'生物碱'挥发油'柠檬苦素'香豆素及萜类化合

物(%% M%!)

* 研究证实$吴茱萸中生物碱类成分含量稳

定且丰富$因此多以吴茱萸碱'吴茱萸次碱和去氢吴

茱萸碱作为吴茱萸含量测定标准的质控指标(%7)

*

同时$吴茱萸发挥抗肿瘤'抗菌消炎'保护消化系统'

心血管系统及中枢神经系统功效的主要活性物质即

为生物碱类成分(%#)

* 研究发现$石斛酚'齐墩果醇'

Q M香豆酸龙脑酯'! o" M松脂醇'! o" M落叶松树

脂'P! o" M五味子素/等 %" 种化合物首次从吴茱

萸提取物中分离鉴定得到$极大促进了对吴茱萸新

化学成分的了解和开发利用(%;)

*

不同于单味药材的研究$左金丸整方化学成分

具有复杂性'多样性'难明性的特点$因此对整方有

效化学成分的研究是左金丸多靶点'多途径'多环节

治疗疾病的前提* 冯国彬(%B)基于色谱 M质谱联合

分离检测法确定了左金丸中含有小檗碱'巴马汀'黄

连碱'药根碱'吴茱萸碱'吴茱萸次碱 B 种生物碱类

化学成分及 B7 种挥发油类化合物* 吴旭等(%$)结合

网络药理学研究发现$左金丸中槲皮素'巴马汀'吴

茱萸碱'异鼠李素'

#

M谷甾醇'氢化小檗碱'吴茱萸

次碱等 77 种有效成分可通过抗氧化'抗抑郁'抗凋

亡'抗炎抑菌等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 戴国梁等(%<)

使用N1AO/M0\aM54 技术对左金丸含药血清进

行定性分析$发现入血成分有小檗碱'木兰花碱'吴

茱萸次碱'丹参素'阿魏酸及
#

M谷甾醇等 !% 种$且

主要活性成分为生物碱类化合物* 宫玉婷等(%8)通

过高效液相色谱!SELS QJDc(DKCFdJ,E@+EI dSD(KCR(Lf

DCQS-$1AO/"法构建左金丸中黄连碱'巴马汀'药根

碱'柠檬苦素'吴茱萸碱'表小檗碱'吴茱萸次碱'盐

酸小檗碱'去氢吴茱萸碱 8 种活性物质含量测定的

方法* 陈文文等(!")利用 NAO/M6.6XqM0\aM

54法快速'高效地对左金丸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共

鉴定出小檗碱'黄连碱'药根碱'巴马汀'吴茱萸碱'

木兰花碱'小檗红碱'表小檗碱'柠檬苦素'格兰地

新'非洲防己碱'吴茱萸次碱'吴茱萸喹酮碱'去氢吴

茱萸碱'二氢吴茱萸新碱'7 M甲基小檗碱'%! M羟基

药根碱'$ M羟基M去氢吴茱萸碱'吴茱萸苦素乙酸

酯共 %8 种化学成分*

中药材经配伍变化后$各成分之间会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产生一连串繁杂的化学变化$为明晰左金

丸的活性成分带来了严重的障碍(!%)

*

李菡等(!!)研究左金丸!黄连与吴茱萸 B-%"'

甘露散!黄连与吴茱萸 !-%"'茱萸丸!黄连与吴茱

萸 %-%"和反左金丸!黄连与吴茱萸 %-B"即黄连

与吴茱萸 # 种经典配伍方剂的抗菌和抗氧化作用$

发现左金丸抑菌效果最佳$反左金丸自由基的清除

力更强$并进一步观察到$随着黄连配比含量的下

降$黄连生物碱类成分含量随之减少$酚类化合物含

量随之上升$推测其抗菌作用与黄连生物碱的含量

相关$抗氧化作用与酚类成分含量相关* 谭朝丹

等(!7)对黄连M吴茱萸不同比例的配方分析发现$吴

茱萸挥发油可影响黄连生物碱的含量$随着吴茱萸

比例的增加$小檗碱'黄连碱'巴马汀'表小檗碱 # 种

黄连生物碱含量逐渐减少$而黄连对吴茱萸生物碱

有促溶效果$随着黄连比例的上升$吴茱萸碱'吴茱

萸次碱的含量也逐渐增加* 多项研究从左金丸乙醇

提取溶液中分离鉴定出了多个新物质成分$且这些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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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均未在单味药中检出(!# M!;)

* 另有研究发现$黄

连M吴茱萸以 B-% 的比例配伍时可检测出 %" 种新

的化学成分$包含 # 个柠檬苦素类成分!石虎柠檬

素.%'吴茱萸内酯素.'吴茱萸柠檬辛素.和>"以

及 B 个生物碱类成分!黄连酰胺'黄连酯碱'黄连醛

碱'%7 M醛基M< M氧化黄连碱'%" M甲氧基吴茱萸

酰胺
!

'< M三氯甲基 M$$< M二氢表小檗碱"$并认

为黄连与吴茱萸配伍后会产生新的化合物$或是原

本留存于两药中通过相互作用增加其溶出量$进而

产出化学成分(!B M!$)

*

FD工艺研究及质量控制

目前$对左金丸的工艺研究报道相对较少$多集

中在传统剂型!丸剂'汤剂"的制备上* 陆颖洁等(!<)

以药辅比'成型率'辅料比例'溶散时限'外观质量'

润湿剂加入量作为考察因素$通过单因素和正交试

验法得出左金浓缩丸的最佳成型工艺条件为&辅料

微晶纤维素-聚乙烯吡咯烷酮 M:7"!A9AM:7""

为 7-%$药辅比为 %-%$润湿剂为 ;i水$混合均

匀$放进制丸机内$B" h真空干燥 %! S* 陈文文

等(!8)通过 NAO/指纹图谱对比左金丸配方颗粒与

传统丸剂主要活性成分的含量差异$发现配方颗粒

剂中小檗碱'药根碱'黄连碱'巴马汀的含量增高*

葛淑瑜(7")通过研究证实$左金丸配方颗粒中黄连

碱'小檗碱'吴茱萸碱'吴茱萸次碱等药效成分含量

高于传统汤剂* 张欣等(7%)研究发现$复方颗粒剂中

吴茱萸碱'吴茱萸次碱的含量最多$且高于传统汤

剂* 吴茱萸碱和吴茱萸次碱属于脂溶性成分$而黄

连脂溶性成分可提高吴茱萸脂溶性成分的溶出率$

因此左金丸颗粒剂的化学成分常高于传统剂型(!!)

*

但目前尚无关于左金丸各类型颗粒剂制备工艺及指

标性成分的报道* 再者$颗粒剂型未经过煎煮$其化

学成分'临床疗效及使用安全性上能否与传统剂型

保持一致需进一步研讨* 不同制备工艺和方式具有

各自的特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及相关政策的支持和

完善$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中医药相融合的组分中

药理论及组分中药研制已成为研究热点(7!)

* 刘斯

琪等(77)确立了具有质量高'复现性强'活性成分多

的左金丸组分中药配伍及组分制备工艺技术$促进

了高效低毒中药新处方的研发$极大推动了传统制

药技术的革新以及中成药的二次开发利用*

通过对左金丸的质量研究$发现左金丸多以小

檗碱'药根碱'黄连碱'巴马汀'吴茱萸碱'吴茱萸次

碱作为质控标准* 张新峰等(7#)采用液相 M质谱联

用!O/M54X54"色谱法对左金丸中小檗碱'药根

碱'黄连碱'巴马汀'吴茱萸碱'吴茱萸次碱 B 种成分

进行定量检测$该方法快速高效'精密稳定'重复性

和回收率好$可作为左金丸的质量控制标准* !"%<

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中药复方制剂的研发

需对质量标准及工艺参数进行严格界定(7;)

* 但现

阶段有关左金丸质量标准的文献数量较少$尚未形

成统一质控标准* 宫玉婷等(%8)建立 1AO/法对左

金丸及左金胶囊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检测$此方法

简单易操作'分离成效好'可复制性高$能同时测定

两种药品中黄连碱'小檗碱'药根碱'巴马汀'柠檬苦

素'表小檗碱'吴茱萸碱'吴茱萸次碱和去氢吴茱萸

碱共 8 种成分的含量$为左金丸的质量控制提供了

依据* 此外$陈文文等(!")建立超高效液相 M紫外光

电二极管阵列检测 M串联四级杆 M飞行时间质谱

!NAO/M6.6XqM0\aM54"法从左金丸中鉴定出

%8 种活性成分$各活性成分色谱峰峰形和分离度均

良好$该方法可用于左金丸化学成分的质量控制*

今后可通过+指标性成分X质量标志物含量检测 o

指纹图谱标示色谱特征峰,模式实现$此模式可稳

定'准确'灵敏'全面地反映中药复方内在的物质种

类及数目$用于不同中药复方活性成分质量控制标

准的研究(7; M7B)

*

GD药理作用

GECD降血压&黄连中小檗碱可降低血管紧张素转

换酶活性$上调环磷酸鸟苷和氮氧化物数量$舒张血

管#吴茱萸中吴茱萸次碱可抑制平滑肌细胞 /C

! o内

流及内皮细胞活化$促进降钙素基因相关肽!dC,dEf

R(FEF LJFJMDJ,CRJI QJQREIJ$/_PA"分泌$激动辣椒

素$从而舒张血管$两味药均具有降压作用(7$ M7<)

*

白庆云(78)通过对比实验发现左金丸和尼莫地平对

自发性高血压大鼠!GQ(FRCFJ(+G,-S-QJDRJFGEbJDCR$

41P"均有显著的降压效果$其中$左金丸的降压效

果更为持久'稳定'延续* 网络药理学研究发现左金

丸可作用于10P!.'/1P5;'.6P.%>等关键靶点$

调节钙信号及环磷酸鸟苷!d-d,EdL+CF(GEFJK(F(f

QS(GQSCRJ$d_5A" M蛋白激酶 _! QD(RJEF ?EFCGJ_$

A:_"信号通路$调控血管平滑肌收缩等生物学通

路$从而发挥降血压作用(#")

*

GEFD抗抑郁&脑肠肽是一种神经肽信号$具有调节

激素和传导神经递质的功能$在抑郁焦虑状态及精

神心理疾病中具有重要作用(#%)

* 周佩琳(#!)通过临

床观察证实$左金丸对血清中脑肠肽具有调控作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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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升高 4A'; M10'LSDJ,EF水平$降低/_PA水平$从

而有效缓解患者的焦虑* 戴国梁等(%<)研究表明$左

金丸抗抑郁的作用机制与激活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

!CIJF(GEFJ;HMK(F(QS(GQSCRJMCdREbCRJI QD(RJEF ?Ef

FCGJ$.5A:"X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 !GEDR+EF %$

42P0%"信号通路'抑制 'OPA7 蛋白的表达'降低神

经炎症反应有关*

GEGD抗肿瘤&张栋(#7)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左金丸对

不同肝癌细胞的生长均有调控作用$对磷脂酰肌醇

7 M激酶!QS(GQSCREI-,EF(GER(,7 M?EFCGJ$A27:"X蛋白

激酶 >! QD(RJEF ?EFCGJ>$A:>$又称 .:0"及 F̂RX

#

MdCRJFEF信号通路具有双重抑制效用$可下调核

因子M

*

>!F+d,JCDcCdR(DM

*

>$'aM

*

>"X诱导型一

氧化氮合酶!EFI+dEe,JFERDEd(TEIJG-FRSCGJ$E'\4" M

环氧合酶M!!d-d,((T-LJFCGJM!$/\=M!"通路蛋白

的表达水平$从而诱导异常增殖的肝癌细胞凋亡$发

挥抗肝癌作用* 周晶等(##)探讨左金丸对 :P.4 突

变型大肠癌1/0%%B 细胞西妥昔单抗耐药的逆转作

用及其机制$结果表明左金丸可通过干预 'aM

*

>X

>d,M!X/CGQCGJM7 信号通路抑制细胞增殖'阻滞细

胞周期和促进细胞凋亡$从而抑制大肠癌细胞的生

长* 吴秋雪等(#;)研究发现$左金丸的醇提取物可下

调 4_/M$8"% 细胞中 P0:'和 P0:'KP'.蛋白

表达水平$降低肿瘤细胞葡萄糖摄取量$减少肿瘤细

胞乳酸和 .0A含量$从而抑制人胃癌细胞 4_/M

$8"% 的增殖和糖酵解$发挥抗胃癌的作用*

GEHD抗溃疡&姚晓艳等(#B)以 $"i乙醇诱导建立胃

溃疡大鼠模型$研究左金丸的治疗机制$发现左金丸

可上升大鼠血清及胃组织中表皮生长因子!JQEIJDf

KC,LD(ZRS cCdR(D$3_a"含量$减少白细胞介素 M<

!EFRJD,J+?EF M<$2OM<"含量$发挥保护胃黏膜'治疗

胃溃疡的作用* 有研究显示$左金丸可预防应激性

胃溃疡的产生$并促进溃疡的愈合$其作用途径可能

为抑制应激状态下大鼠下丘脑M垂体M肾上腺!S-f

Q(RSC,CKEdMQER+ERCD-MCIDJFC,$1A."轴的激活$下调

皮质酮!d(DREd(GRJD(FJ$/(DR"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CIDJF(d(DREd(RD(QEdS(DK(FJ$d(DREd(RD(QEF$./01"

的分泌量$上调血清中A_3! 含量$从而降低胃酸分

泌及胃溃疡指数$促进胃黏膜的修复(#$ M#<)

* 此外$

多项研究表明$左金丸有效缓解溃疡性结肠炎并修

复肠黏膜损伤可能是通过调整0cDX0cS细胞平衡及肿

瘤坏死因子M

$

!R+K(DFJdD(GEGcCdR(DM

$

$0'aM

$

"'

2OMB'2OM%" 炎症因子水平$抑制A27:X.?RX*.:%X

40.07 信号通路以及降低肠黏膜组织中半胱氨酸天

冬氨酸蛋白酶M7!d-GRJEF-,CGQCDRCRJGQJdEcEdQD(RJEFf

CGJM7$/CGQCGJM7"'>细胞淋巴因子M! !>dJ,,

,-KQS(KCM!$>d,M! "'>CT蛋白表达水平实现

的(#8 M;!)

*

GEOD抗炎抑菌镇痛& 侯敏娜等(;7)通过网络药理

学分析发现$黄连和吴茱萸配伍后的活性成分可通

过多靶点'多通路在免疫'神经及内分泌系统等发挥

抗炎'抑菌'镇痛的作用$广泛用于癌性痛和炎症性

痛* 经实验证实$左金丸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

杆菌具有良好的抗菌活性$并可激活大鼠血清中超

氧化物歧化酶!G+QJD(TEIJIEGK+RCGJ$4\6"'谷胱甘

肽转移酶!L,+RCRSE(FJRDCFGcJDCGJ$_40"'过氧化氢酶

!dCRC,CGJ$/.0"'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L,+RCRSE(FJ

QJD(TEICGJ$_41MAT" 活性$升高 _41'>d,M!'

2OM%" 含量$并显著降低丙二醛!KC,(FIEC,IJS-IJ$

56."'2OM%

#

'2OM!'2OMB 数量以及髓过氧化物

酶!K-J,(QJD(TEICGJ$5A\"活性$从而起到抗炎'抗

菌'镇痛的效果(!%$;#)

*

GEQD抗幽门螺杆菌&左金丸可通过调整胃内菌群'

阻抑生物膜合成'降低尿素酶活性'影响分子网络调

控及干扰KEP'.表达等机制达到抑杀幽门螺杆菌

的作用(;;)

* 郭丽坤等(;B)以小檗碱干预幽门螺杆菌

感染所致胃炎模型大鼠$发现其可下调大鼠胃黏膜

2OM!'0'aM

$

'干扰素 M

"

!EFRJDcJD(F M

"

$2a'M

"

"

等炎症因子的表达水平$从而减轻幽门螺杆菌所致

胃炎的胃黏膜炎症* 张彦博等(;$)研究左金丸抗幽

门螺杆菌感染的人胃癌 5:'#; 细胞转移机制$发

现左金丸可影响 F̂RX

#

MdCRJFEF 信号通路和靶基

因基质金属蛋白酶 M$!KCRDETKJRC,,(QD(RJEFCGJM$$

55AM$"表达$从而显著抑制幽门螺杆菌诱发的

5:'#; 细胞的生长及转移能力*

GEUD调节胃肠运动&华晓东等(;<)研究左金丸对胃

肠道运动的影响$发现左金丸能通过拮抗胆碱能神

经功能$从而延缓实验小鼠胃排空及肠道平滑肌痉

挛$调节胃肠道的推进功能* 任海霞(;8)以慢性避水

应激法构建大鼠模型$探究吴茱萸碱对大鼠胃肠动

力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结果显示吴茱萸碱可显著减

弱胃肠传导和结肠收缩活动$其作用机制与上调大

鼠血清//:M< 及结肠组织一氧化氮!FERDEd(TEIJ$

'\"水平'抑制结肠平滑肌细胞 OM型钙通道电流

有关* 黄连中小檗碱可竞争性拮抗胆碱能受体$调

节 ; M10''\'一氧化氮合酶!FERDEd(TEIJG-FRSCGJ$

'\4"'F'\4 KP'.的表达水平$以调控 2>4 M6模

型大鼠肠神经传导功能$抑制结肠收缩状态(B")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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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VD中枢调节效用&林科名等(B%)采取束缚水浸法

建立应激性胃溃疡模型大鼠$研究左金丸生物碱类

成分对其神经体液调节的影响$结果发现左金丸可

通过减少0'aM

$

等炎性因子的含量$降低多巴胺

! I(QCKEFJ$ 6."'去甲肾上腺素 ! F(DCIDJFC,EFJ$

'3"'; M羟色胺!GJD(R(FEF$; M10"等肾上腺组织中

单胺类神经递质浓度$进而调控 1A.轴$对抗应激

性胃溃疡损伤* 张红梅等(B!)研究表明$左金丸可通

过降低./01及 /\P0水平'抑制下丘脑内 dMc(G

及/P1KP'.蛋白表达'阻抑 1A.轴活性等多重

机制发挥中枢调节作用*

HD临床应用

HECD慢性胃炎&慢性胃炎是临床多发疾病$其病因

复杂$病程缠绵且反复发作$多表现为腹痛'腹胀'反

酸'嗳气'食欲不振等消化不良症状$严重影响患者

生活质量* 董阳(B7)筛选 $B 例慢性胃炎患者$试验

组给予左金丸联合吴茱萸汤加减干预$对照组给予

替普瑞酮胶囊$观察临床疗效'中医证候积分'不良

反应的发生等指标$结果显示试验组能显著改善患

者恶心'嗳气'胃脘不适等临床症状并降低不良反应

发生率$有效率为 8$)7$i$远高于西药对照组的

$<)8;i* 刘娟等(B#)使用左金丸加减!研究组"治疗

慢性糜烂性胃炎$对照组给予阿莫西林'橼酸铋钾颗

粒及奥美拉唑肠溶胶囊治疗$结果显示研究组治疗

有效率为 8#)<$i$优于对照组的 $B)8!i$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胡文盈等(B;)对左金丸联合半夏泻心

汤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进行系统评价分析$文献筛

选后共纳入 < 篇$总计 B#7 例患者$结果显示左金丸

联合半夏泻心汤可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减少胆汁

反流次数及反流持续时间$显著改善腹胀'反酸'嗳

气'胃脘痛等消化道症状$有效率高于西药常规治疗

!!U")""%"*

HEFD消化性溃疡&消化性溃疡是常见的慢性胃肠

道疾病$以饱胀'恶心'上腹痛'消化不良等为主要症

状$兼见出血'穿孔'幽门梗阻等并发症$其发病机制

较为复杂$与胃肠道黏膜自身防御因素和损害因素

失衡密切相关$临床上以胃及十二指肠溃疡为主*

李银生(BB)观察左金丸对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的治疗

效果$结果显示治疗组的疼痛缓解率及有效率均远

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有研究以

口服奥美拉唑'阿莫西林'胶态果胶铋为对照组$研

究左金丸合丹栀逍遥散对肝胃郁热型胃溃疡患者的

治疗效果$结果表明治疗组有效率为 8$W8i$高于

对照组的 $8)!i$且治疗组幽门螺杆菌清除率'% 年

后的复发率'中医证候临床疗效均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U")";"* 赵芳超(B$)采用左金

丸合半夏泻心汤对 $# 例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溃疡

患者进行干预$对照组口服丽珠维三联$结果显示$

观察组在治疗有效率'幽门螺杆菌根除率及疾病症

状积分!腹胀'腹痛'嗳气'反酸'胸闷"方面均优于

对照组!!U")";"*

HEGD胃食管反流病&胃食管反流病多表现为嗳气'

反酸'烧心'胸骨痛及咽喉不适等症状$其发病率逐

年增高'发病原因复杂多样$与年龄'性别'精神心

理'饮食及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是消化内科常见的疾

病* 朱淑云等(B<)收集 BB 例肝胃郁热型胃食管反流

病患者$对照组口服奥美拉唑肠溶胶囊$观察组在对

照组基础上使用左金丸联合丹栀逍遥散加减治疗$

结果显示观察组有效率为 8")8%i$远高于对照组

的 BB)B$i$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王利芳等(B8)将 <!

例反流性食管炎患者纳入临床研究$对照组给予奥

美拉唑肠溶胶囊'枸橼酸莫沙必利片$治疗组在对照

组基础上合用加味左金丸$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症状

积分'胃镜分级评估及胃肠道自主神经功能的改善

情况$结果显示$治疗组有效率为 8;)%!i$优于对

照组的 <")#8i$提示在西药常规方案上联合加味

左金丸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疗效确切$且具有修复胃

黏膜'改善胃肠道自主神经功能的作用* 陈孝为($")

采用加味左金丸治疗肝胃郁热型反流性食管炎伴抑

郁症患者$结果显示$加味左金丸在改善患者临床症

状'抑郁及焦虑状态上具有显著的效果*

HEHD溃疡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反复'交

替发作的慢性炎症性肠病$病程缠绵且难以治愈$主

要临床表现为腹泻'腹痛'里急后重'黏液脓血便等$

与生活习惯'环境'遗传及免疫因素等相关$属于病

因不明的非特异性疾病* 吴丽红等($%)设置美沙拉

嗪肠溶片为对照药物$探究左金丸对轻'中度溃疡性

结肠炎的治疗效果$结果表明左金丸组有效率高达

8%)B$i$远远高于对照组的 BB)B$i* 有学者在常

规西药!柳氮磺吡啶'复方乳酸菌胶囊"治疗基础上

予以左金丸合半夏泻心汤加减治疗寒热错杂型溃疡

性结肠炎$其临床有效率分别为 87)7#i'8%)<#i'

%""i$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提示中西医结合疗法

在寒热错杂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临床治疗中具有

极高的应用价值($! M$#)

*

HEOD幽门螺杆菌感染&幽门螺杆菌感染是导致慢

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及胃癌等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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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消化系统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其在人群中的

感染率呈上升趋势$严重威胁患者的身心健康* 夏

态军等($;)收集 %"" 例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治疗组

在对照组使用三联疗法!克拉霉素 o雷贝拉唑 o甲

硝唑片"的基础上合用左金丸$结果显示治疗组幽

门螺杆菌根除率为 <$i$高于对照组的 B<i$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相关研究一致显示$与单纯使用常

规西药治疗相比$联合左金丸加减化裁治疗幽门螺

杆菌可显著改善患者的不适症状$提高临床疗效及

幽门螺杆菌的根除率$降低复发率及不良反应发生

率($B M$<)

* 一项临床疗效评价显示$加味左金丸联用

序贯疗法!阿莫西林 o呋喃唑酮 o埃索美拉唑"在

根除幽门螺杆菌失败后的补救治疗中$疗效优于铋

剂四联法!阿莫西林 o呋喃唑酮 o果胶铋 o埃索美

拉唑"$且患者临床症状缓解率高'不良反应少$这

为幽门螺杆菌根除失败后的补救方案提供了新的治

疗思路($8)

*

HEQD其他疾病&通过检索相关文献资料$左金丸还

可用于治疗呕吐'眩晕'痛风'胆结石'失眠症'幽门

梗阻'慢性泄泻'急慢性胆囊炎'早期肝硬化'功能性

消化不良'消化系统肿瘤$以及牙痛'头痛'胁痛'腹

痛'胸痛'乳房痛'睾丸痛等各类痛证*

OD小结与展望

左金丸自古代沿用至今$药味构成简单$兼具安

全性与有效性$为中医经典用方* 现有研究证明$左

金丸包含多种有效化学成分$在治疗各类疾病中显

示出多通路'多途径'多靶点'多作用的效用特点*

现阶段$对于左金丸中各单味药材的化学成分

分析'文献资料研究'临床应用报道渐渐增多$但对

其整方的活性成分'工艺与质量标准的研究仍然较

少* 首先$单味药的化学成分不能替代或揭示整方

的药理基础$因此$需要利用现代检测技术和设备对

左金丸整方的物质基础进行研究分析* 其次$对左

金丸水煎液'颗粒剂的药效药理研究仍需深入探讨$

不能仅停留在少数化学成分上* 再者$在研究过程

中不能以简单的定性分析和定量检测为准则$还要

对中药经炮制'配伍及药量增减后化学成分的改变

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从而为临床合理使用左金丸

提供有力的科学证据* 最后$当前对左金丸的研究

多聚焦于消化系统疾病方面$对其他疾病治疗及作

用机制的探讨相对匮乏$目前的文献资料以临床疗

效及症状改善为主$样本量也相对不足* 左金丸发

挥各种效应机制是诸多通路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

通路之间也会产生交互影响$但未见相关文献资料

报道* 因此$未来应对实验进行严谨的构思$进行大

样本'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必要时与多学科开展联合

实验$以进一步印证其临床疗效$全面详细地揭示左

金丸的作用机理$为扩大其临床应用提供强有力的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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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GPSÈ(KCM3+(IECJaD+dR+Gd(+Q,J(*))*.GECF 'CR

AD(I PJG$!"%#$%B!#"&777 M7##)

(!$)张骏安$周红祖$梁斌发$等)左金方的化学成分与药理作

用研究进展(*))药物评价研究$!"!%$##!%!"&!$!" M

!$7")

(!<)陆颖洁$梁惠芬$李小蝶$等)正交试验法优选左金浓缩

丸成型工艺(*))中国药师$!"%<$!%!7"&7<8 M78!)

(!8)陈文文$贺敏$过林$等)左金丸传统丸剂与免煎配方颗

粒剂的NAO/指纹图谱研究(*))辽宁中医杂志$!"%;$

#!!%!"&!7$< M!7<%)

(7")葛淑瑜)左金丸配方颗粒与其饮片的比较研究(6))杭

州&浙江中医药大学$!"%<)

(7%)张欣$靳凤云$梁光义$等)左金丸传统汤剂'复方颗粒

剂'配方颗粒剂吴茱萸碱及吴茱萸次碱的含量比较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8"&B$ M$%)

(7!)张俊华$樊官伟$张晗$等)组分中药理论的发展与应用

(*))中国中药杂志$!"%$$#!!!%"&#";# M#";<)

(77)刘斯琪$王如峰)左金丸组分中药配伍组分制备工艺研

究(*))中草药$!"!!$<!%8"&B""% MB"%%)

(7#)张新峰$裘福荣$蒋健$等)O/M54X54同时测定左金丸

和香连丸中 B 种生物碱的含量(*))中成药$!"%"$7!

!#"&;8$ MB"")

(7;)蔡梦如$董晓旭$朱荣癑$等)经典名方吴茱萸汤研究进

展(*))中华中医药学刊$!"!7$#%!%"&%;; M%;8)

(7B)张琼玲$李颖$肖苏萍$等)经典名方清金化痰汤的研究

进展(*))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7"&%8< M!"$)

(7$)林青薇$李沛波$吴灏$等)盐酸小檗碱的心血管药理活

性研究进展(*))药学研究$!"!!$<!!"&%%$ M%!%)

(7<)林晶晶$王静$沈涛)吴茱萸生物碱类对心血管的药理作

用研究进展(*))中国临床研究$!"%;$!<!%""&%78! M

%787$%78B)

(78)白庆云)左金丸对 41P血压影响的研究(*))中国中医

基础医学杂志$!""8$%;!$"&;%%)

(#")王君$陈奕玮$赵坤$等)基于网络药理学研究左金丸治

疗高血压的分子机制(*))中成药$!"%8$#%!<"&%8$B M

%8<%)

(#%)O./1_$4/13OO3:3'4 1$62'.'0_$JRC,).FTEJR-$

IJQDJGGE(F$CFI RSJKEdD(eE(KJ&CD(,Jc(DL+RQJQREIJG(*))

'J+D(RSJDCQJ+REdG$!"%<$%;!%"&7B M;8)

(#!)周佩琳)左金丸治疗非糜烂性反流病肝胃郁热证的临

床观察及脑肠轴机制初探(6))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

!"!%)

(#7)张栋)基于A27:X.:0及 F̂RX

#

MdCRJFEF双通路探讨左

金丸抗肝细胞癌作用机制(6))长春&长春中医药大学$

!"!!)

(##)周晶$卫真真$浦匀舟$等)左金丸逆转 :P.4 突变型大

肠癌西妥昔单抗耐药的作用机制研究(*))上海中医药

杂志$!"!7$;$!;"&7$ M#;)

(#;)吴秋雪$孙梦瑶$许博$等)左金丸醇提物抑制人胃癌

4_/M$8"% 细胞糖酵解的作用机制(*))中草药$!"!%$

;!!%"&%#; M%;%)

(#B)姚晓艳$刘文$宋信莉$等)左金对乙醇诱导致大鼠胃溃

疡的治疗作用及机制研究(*))中华中医药学刊$!"%8$

7$!%""&!#"# M!#"$$!;B;)

(#$)徐琦$梁媛$张文将$等)左金丸对应激性胃溃疡大鼠作

用机制的研究(*))湖南中医杂志$!"%7$!8!%%"&%!# M

%!B$%7<)

(#<)尹抗抗$梁媛$李玲$等)左金丸对实验性应激性胃溃疡

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 M%;;)

(#8)金晶$蒋青青$刘馥春$等)左金丸对溃疡性结肠炎小鼠

滤泡辅助型0细胞的调控作用(*))中药药理与临床$

!"!"$7B!B"&;7 M;$)

(;")张照$杨菊$王加伟$等)左金丸对644诱导的溃疡性结

肠炎的作用及其机制(*))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7$

!8!%B"&% M%%)

%<B#%%



!"!# 年 $ 月 %" 日&第 $ 期

'()$&&%" *+,-!"!#

&&&&&&&&&

中&医&学&报
./0./12'3435362/2'3

&& &&&&&&&&&

第 78 卷&总第 7%# 期

9(,)78& &&'()7%#

(;%)吴甜甜$刘雪珂$刘馥春$等)左金丸对644 诱导的溃疡

性结肠炎小鼠免疫记忆性0细胞水平的调节作用(*))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7%!%""&%%;< M%%B#)

(;!)刘素萍$王海燕$赵海梅$等)左金丸对644 诱导溃疡性

结肠炎小鼠滤泡辅助性0细胞的调控作用(*))中药新

药与临床药理$!"!%$7!!7"&7"% M7"B)

(;7)侯敏娜$侯少平$刘峰$等)基于整合药理学平台的反左

金丸镇痛作用的分子机制研究(*))华西药学杂志$

!"%<$77!;"&;## M;#<)

(;#)周祥羽$岳贺$李春苑$等)左金丸对胃热证大鼠炎症因

子'氧化应激因子及凋亡因子的影响(*))中药与临床$

!"%$$<!!"&#8 M;!)

(;;)龚汶$赵宁宁$祁月英)左金丸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研

究进展(*))中医药学报$!"!!$<!<"&%"% M%"B)

(;B)郭丽坤$岑戎)小檗碱对幽门螺杆菌感染大鼠胃黏膜

2a'M

"

'0'aM

$

'2OM! 表达的影响(*))上海中医药杂

志$!"!"$;#!4%"&%;8 M%B%$%BB)

(;$)张彦博$李琦$刘艳娜$等)左金丸通过 F̂RX

#

MdCRJFEF

信号通路对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人胃癌细胞转移的影响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8!!"&## M#$$;!)

(;<)华晓东$芮菁$任变文)左金丸对胃肠道的调节作用

(*))药物评价研究$!"%$$#"!!"&%8" M%8;)

(;8)任海霞)吴茱萸碱对慢性应激大鼠胃肠动力和内脏敏

感性的影响及机制探讨(6))武汉&武汉大学$!"%8)

(B")黄晶晶)盐酸小檗碱对2>4 M6大鼠结肠平滑肌神经传

导影响的研究(6))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8)

(B%)林科名$丁世兰$王强松$等)左金丸总生物碱对束缚水

浸应激性胃溃疡模型大鼠神经体液调节的影响(*))中

国药理学通报$!"%7$!8!7"&#"% M#";)

(B!)张红梅$刘晓伟$曲宏达$等)左金丸对应激性溃疡大鼠

下丘脑室旁核dMc(G及 1A.轴的调节作用(*))中国

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B M!<")

(B7)董阳)左金丸联合吴茱萸汤加减对慢性胃炎的治疗效果

及作用机理分析(*))中国实用医药$!"!%$$!$"&%<7 M

%<;)

(B#)刘娟$潘凤霞$张月)左金丸加减治疗慢性糜烂性胃炎

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当代医学$!"!%$!$

!7B"&!< M7")

(B;)胡文盈$柳阳$陈毅恒$等)左金丸合半夏泻心汤治疗胆

汁反流性胃炎疗效和安全性的 5JRC分析(*))中医学

报$!"!!$7$!#"&<<$ M<8#)

(BB)李银生)左金丸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的临床观察(*))

中国当代医药$!"%%$%<!!$"&%"B M%"$)

(B$)赵芳超)半夏泻心汤合左金丸治疗1Q相关性胃溃疡临

床观察(*))光明中医$!"!!$7$!%"&$7 M$;)

(B<)朱淑云$瞿兵$谭远忠)丹栀逍遥散合左金丸加减治疗

肝胃郁热型胃食管反流病的疗效以及对胃肠激素水平

的影响(*))辽宁中医杂志$!"!%$#<!#"&8! M8;)

(B8)王利芳$楼东东)加味左金丸联合西药治疗反流性食管

炎临床研究(*))新中医$!"!!$;#!!#"&;# M;<)

($")陈孝为)加味左金丸治疗反流性食管炎肝胃郁热证的

临床疗效观察(6))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

($%)吴丽红$李冰莹$徐志强$等)左金丸治疗寒热错杂型溃

疡性结肠炎的临床观察及机制研究(*))江西中医药$

!"!7$;#!%"&7B M#%)

($!)许苓)中西医结合治疗寒热错杂型溃疡性结肠炎 7" 例

(*))名医$!"!"!#"&!7$)

($7)张向飞)半夏泻心汤合左金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牡丹江医学院学报$!"!%$#!!%"&%%7 M%%;)

($#)朱丽丽$郭海$赵晓峰$等)中西医结合治疗寒热错杂型溃

疡性结肠炎 7" 例(*))河南中医$!"%B$7B!%%"&%88; M

%88$)

($;)夏态军$唐跃华$王双养$等)左金丸辅助治疗幽门螺旋

杆菌感染的疗效观察(/))北京&中国转化医学和整合

医学研讨会论文综合刊$!"%;&%8# M%8;)

($B)梁海雄)左金丸化裁治疗肝火犯胃型幽门螺杆菌相关性

胃炎临床研究(*))亚太传统医药$!"%B$%!!#"&%!$ M

%!<)

($$)步雅倩$李岩)左金丸加味治疗幽门螺杆菌的疗效观察

(*))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8$!$!%%"&<%; M

<%<)

($<)吴佳栩$江锋$匡子禹$等)左金丸加味联合西药治疗幽

门螺杆菌感染的5JRC分析(*))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

!"!"$!!!B"&%!! M%!B)

($8)潘涛$顾兴平$刘芙成$等)加味左金丸在幽门螺杆菌根

除失败后补救治疗中的疗效评价(*))时珍国医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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