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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iweibaizhusan is composed of Sijunzitang, Ra-
dix Aucklandiae, Agastache rugosus and Radix 
Puerariae, with the function of regulating intes-
tinal microecology. Now, the mechanisms of ac-
tion of its Chinese medicine ingredients are still 
obscure. In this article, we review the progress 
in research of each chemical ingredient in Qi-
weibaizhusan and possible chemical ingredients 
influencing the intestinal microbes. We also dis-
cuss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of regulatory ef-
fects of Qiweibaizhusan on intestinal microecol-
ogy, with an aim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tudy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stinal 
flora and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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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评 EDITORIAL 

七味白术散调节肠道微生态的物质基础

王 欢, 曾 奥, 曹 蓉, 郭照辉, 贺又舜, 谭周进

®

■背景资料
微生态学已运用
于现代中药的研
究 ,  尽 管 起 步 不
久 ,  但 其 涉 及 中
医学诸多方面, 有
望通过微生态学
方面来开启中医
药的神秘大门, 促
进中医药的现代
化、标准化和国
际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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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七味白术散是治疗小儿腹泻的经典名方, 是在
补气首方四君子汤的基础上加木香、藿香及
葛根组成, 具有促进肠道有益菌的增长, 调整
肠道微生态的作用. 目前单味中药有效物质基
础研究仍比较滞后, 中药有效成分影响肠道微
生物的机制仍比较模糊. 本文总结了近年来七
味白术散调整肠道微生态的主要研究成果, 对
七味白术散的主要化学组分、可能影响肠道
微生物的化学组分进行了综述, 分析了七味白
术散影响肠道微生态的可能机制, 以期为中药
与肠道菌群相互作用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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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七味白术散中人参皂苷 ,  白术多糖

(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on polysaccharide)和茯苓

多糖能提升免疫力, 对益生菌的促进效果优于肠道

致病菌或条件致病菌; 而甘草酸, 藿香挥发油和木

香提取物等对肠道常见致病菌的生长具有直接的

抑制作用. 方中对肠道微生物具有促进作用的多为

补益类中药, 具有抑制作用的多为清热类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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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肠道微生物已成为生命科学中系统生物学的一

■同行评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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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现在研究已证实, 
七味白术散能够
调整肠道微生态
来治疗肠道腹泻. 
目前据文献报道, 
能够影响肠道微
生物的活性成分
研究非常少, 且大
多为预测性的报
道. 今后应多从微
观方面研究其影
响肠道微生物的
物质基础.

个热门研究领域, 人们已开始把肠道微生态系

统看成人体内部的第9大系统[1]. 人体肠道微生

物的基因总量至少是人体的100倍[2], 肠道微生

物能够编码多种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蛋白质, 
且大多数仍没被勘探, 被认为是人体基因组和

人体肠道基因组共同调控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大

部分多基因疾病的病理生理[3]. 除此之外, 肠道

微生物能够分泌大量的药物代谢酶(如水解、还

原酶类等)[4], 这些酶不仅能够将中药的细胞壁

破裂, 使有效成分得以溶出, 提高中药的利用率, 
还能够通过“生物活化”使无活性的物质转变

为有活性的药理成分, 同时可使有毒的物质无

毒化. 反之, 某些活性成分能够作用于肠道微生

物, 起到调整肠道微生态的作用. 中药和肠道菌

群的相互作用对研究中药药效的发挥以及胃肠

道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 
七味白术散由四君子汤加木香、藿香和葛

根组成, 四君子汤为补气首方, 木香、藿香芳香

和胃, 葛根生津止渴止泻. 部分研究已证实, 补
益类中药能够促进有益微生物的生长, 调整肠

道微生态[5-8]; 许多清热类中药(如木香、藿香等)
对细菌、真菌、螺旋体、病毒等多类微生物有

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9-11]; 中药配伍或组成复方

后的促菌和抗菌作用范围可以互补、扩大乃至

协同增效. Li等[12]和Jia等[13]报道, 补益类中药中

的多糖、皂苷和黄酮等一些几乎不能被吸收的

物质通过与肠道菌群多靶点、多途径的作用, 
从而调整肠道菌群构成及肠道黏膜结构以达到

平衡肠道微生态的目的, 故关注多糖、皂苷内

物质能够成为寻找补益类中药中影响肠道微生

物物质基础的突破口. 中医用药之精华在于复

方, 精华之处也带有“神秘”之处的色彩, 目前

现代研究中仍比较少见七味白术散单味中药和

单体活性成分对肠道微生物影响的报道, 难以

确定其影响肠道微生物的关键活性成分, 本文

综述七味白术散中七味药的化学组分以及可能

影响肠道微生物的化学组分的研究进展, 为今

后进一步研究七味白术散影响肠道微生物的物

质基础提供相关理论依据. 

1  七味白术散对肠道微生态的调节作用

七味白术散是对多种胃肠道疾病具有很好疗效

的经典方, 为了探讨其疗效机制, 采用微生态学

方法对七味白术散治疗肠道菌群失调腹泻的效

果与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 通过抗生素联用造

模、传统和超微中药治疗、传统微生物计数和

肠道酶活性分析, 明确了七味白术散能够促进

双歧杆菌、乳酸菌、酵母菌等有益菌的生长, 
并提高肠道酶活性, 改善肠道微生态[14-18]. 从肠

道内分离鉴定了两株与七味白术散疗效相关的

酵母菌, 证明七味白术散对这些酵母菌的生长

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19], 对阐明七味白术散调

整肠道微生态的机制及新药开发提供了有力的

证据. 在体内疗效基础上, 还进一步在体外探讨

了七味白术散及其单味药对常见肠道(条件)致
病菌的抑制作用和对酵母菌生长的影响, 证实

七味白术散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产气杆菌和沙

门氏菌具有明显的抑菌作用, 其中主要的抑菌

药物为人参和甘草; 茯苓、白术、葛根及七味

白术散复方对肠道酵母菌有促进作用[20,21], 这些

研究结果为七味白术散调节肠道菌群提供了体

外的试验支持. 近来, 以核酸序列分析为基础的

宏基因组学的兴起, 为微生态的发展带来了更

大的突破[22], 通过建立一种基于PCR分析分子多

样性的小鼠肠道菌群宏基因组提取方法[23], 采
用扩增核糖体限制性酶切片断分析(amplif ied 
ribosomal DNA restriction analysis, ARDRA)技术

分析了七味白术散对菌群失调小鼠肠道细菌和

肠道乳杆菌分子多样性的影响, 证实七味白术

散能够调节小鼠肠道微生物, 恢复肠道细菌和

乳杆菌多样性[24]. 进一步采用基于16S rRNA的

末端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样性(terminal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T-RFLP)分析技

术等分子生物学技术来深入进行相关内容研究, 
有望为深入揭示七味白术散调节肠道微生态提

供更详实地实验依据. 

2  四君子汤调节肠道微生态的物质基础 

四君子汤为治疗脾虚型腹泻的名方, 菌群失调

型腹泻也可视为脾虚型腹泻. 很多研究证实, 四
君子汤复方能够促进肠黏膜损伤修复及正常菌

群的增长, 是一种理想的微生态调节剂[25,26], 由
人参、白术、茯苓和甘草组成. 

人参的主要有效成分为人参皂苷和人参多

糖, 还包括一些挥发性成分, 有机酸以及其酯, 
酶类, 蛋白质、多肽类、木质素、甾醇及其苷, 
含氮化合物以及维生素类等[27,28]. 目前仍未见到

有关于人参活性成分与肠道有益菌相互作用的

报道. 也有报道显示, 含量较少的水溶性蛋白和

人参炔醇对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

氏菌和红色毛癣菌等一些肠道菌具有直接的抑

制作用[28,29], 皂苷类可通过提高胃肠道免疫力来

■相关报道
肠道微生物能够
分泌大量的药物
代谢酶(水解、还
原酶类等) ,  这些
酶不仅能经破壁
使有效成分溶出, 
还能通过“生物
活化”使无活性
的物质转变为有
活性的药理成分, 
同时可使有毒的
物质无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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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本 文 按 照 总 - 分 -
总的顺序, 先在说
明七味白术散能
够调节肠道微生
态的基础上, 继而
分别分析各单味
药能够影响肠道
微生物的物质基
础, 最后总结归纳
七味白术散影响
肠道微生物的可
能机制. 该类评述
某个中药复方影
响肠道微生态物
质基础的文章在
国内尚属首例.

间接增强抗细菌和病毒的能力[30]. 
白术的化学成分为挥发油(主要为苍术醇和

苍术酮)和多糖、氨基酸、维生素A和白术内酯

等[31]. 对白术活性成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苍术

醇和白术内酯, 而对多糖和氨基酸的研究相对

较少. 白术内酯的药理作用研究主要集中在提

高免疫力和抗肿瘤方面, 而对微生物影响的研

究未见报道[32]. 田碧文等[33]报道中药白术对双歧

杆菌有明显的促生作用; 刘丽莎等[34]从白术、

陈皮、灵芝、枸杞、太子参、五味子、党参、

地黄的体外筛选结果表明, 白术浸提液对双歧

杆菌的增殖最为明显; 提取了白术多糖(atracty-
lodes macrocephalaon polysaccharide, AMP), 而
AMP对益生菌的促生结果表明: AMP对多种双

歧杆菌的生长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白术粗多

糖对樱桃谷鸭肠道微生物影响的体内实验[35]也

表明: 日粮中添加白术多糖能够明显促进双歧

杆菌和乳杆菌的生长并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繁殖,
达到改善鸭肠道微生物区系环境的目的. 

茯苓为多孔科卧孔菌属真菌茯苓的干燥菌

核, 是常用中药. 茯苓应用广泛, 其主要成分为

茯苓三萜和多糖类化合物, 并且不断有新的化

合物从茯苓中得到分离与鉴定[36,37], 还包括少量

蛋白质和一些含量极微的化合物[38]. 曹俊敏等[39]

通过观察茯苓、白术及当归等中药对肠道正常

菌群的影响, 发现茯苓、白术均对肠道正常菌

群的生长有促进作用, 尤以白术为佳. 钟熊等[40]

对白术、茯苓多糖的体外胃肠道代谢研究发现, 
肠道菌群对白术、茯苓多糖的代谢强于人工胃

液与肠液的代谢作用, 且肠道菌群对白术的代

谢略强于茯苓. 总之, 茯苓多糖也能促进肠道有

益菌的增殖. 另有研究表明, 茯苓的100%煎剂对

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及大肠杆菌均有抑

制作用, 但抑制作用不强[41]. 
甘草为极其常用的一味补益中药, 一般在

中药复方中用量较少, 起调和诸药的作用. 其主

要化学成分为: 三萜皂苷类、多糖类、香豆素

类、生物碱类、黄酮类和氨基酸等[42]. 董永军

等[43]在鸡饲料中添加甘草多糖, 并与添加抗生

素对照研究添加物对鸡肠道微生物的调控, 结
果表明甘草多糖能够促进肠道优势菌群的生长, 
而抗生素则抑制了肠道有害菌及优势菌群. 另
据报道, 甘草提取液及甘草酸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大肠埃希氏菌、福氏志贺氏菌、乙型副伤

寒沙门氏菌等细菌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抑菌作

用[44,45]. 

3  木香、藿香和葛根调节肠道微生态的物质 

基础

藿香, 辛温而芳香化湿, 和胃止呕, 可调和中焦

枢机, 协调气机升降, 增强去湿之效. 挥发油成

分是藿香的主要成分之一 ,  油中主成分为广

藿香醇(patchouli alcoho1), 另有α-、β-和γ-广
藿香萜烯(α-, β-, γ-pat-choulene)、广藿香萜醇

(patchoulenol)、广藿香酮(pogostone)、丁香烯

等[46]; 藿香非挥发油成分(即水溶性成分)不断有

新的活性物质被发现, 包括黄酮类和糖苷类等

一些物质[47,48]. 藿香提取物具有良好的抗细菌和

真菌能力, 如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志

贺氏菌等一些常见的肠道菌群[49,50]. 刘晓蓉等[51]

通过比较藿香的乙醚、乙醇和水提取物的抑菌

活性可知, 乙醚乙醇提取物的抑菌效果均强于

水提物, 水提物加热至100 ℃后甚至丧失抑菌活

性, 说明藿香抑菌活性主要在于挥发油成分. 
木香具有行气止痛、温中和胃之功效, 其

有效成分主要为萜类(种类繁多, 如半萜内酯和

三萜类), 还有生物碱、蒽醌、黄酮等其他类. 木
香提取物也能够表现出一定的抑菌作用, 其挥

发油成分[52], 三氯甲烷提取物[53], 醇提取均对链

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霉菌表现出抑菌效果, 
对大肠杆菌没有效果, 总生物碱无抗菌作用, 其
水提取对细菌也无效. 由此可知, 木香的抗菌成

分很可能为萜类物质. 
葛根本是解表药, 其味甘辛, 性平, 入脾胃二

经. 但葛根还有另外一种功能, 即升发阳气, 生津

止渴. 葛根中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矿物质[54], 特
别是一些人体不能合成的氨基酸, 其他化学物

质还包括葛根苷、皂角苷、三萜类化合物、生

物碱以及近年来极其备受关注的异黄酮类(葛根

素、大豆苷元和大豆苷)物质[55]. 虽葛根含有皂

苷和多糖类物质, 但目前仍未看到葛根促菌的报

道. 相关研究表明, 葛根粗多糖[56]和葛根素[57]对

大肠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均

表现出一定的抑制作用. 

4  结论

综合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医药对肠道微生物影

响的研究, 以及上述七味白术散物质基础研究

和药理药效研究的进展, 七味白术散影响肠道

微生物的可能机制如下: (1)补益类中药中的皂

苷和多糖[28,34,35,39,40,43]类物质对肠道微生物的生

物的生长均有促进作用, 但对益生菌的促进效

果优于肠道致病菌或条件致病菌[58], 如人参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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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七味白术散对于
菌群失调型腹泻, 
通过高者(肠道内
异常增长的机会
菌)抑之, 下者(受
抗生素或其他因
素影响而下降的
有益菌)举之的方
式调整肠道微生
态, 从而达到治疗
胃肠道疾病的功
效, 是一种良好的
微生态制剂.

苷, AMP和茯苓多糖等. 因此体内长势良好的益

生菌竞争性的抑制了其他微生物的生长. 值得

一提的是, 目前认为中药皂苷大多数是螺甾烷

及其生源相似的甾族化合物的低聚糖苷、三萜

类化合物的低聚糖苷[59], 而低聚糖则已是运用非

常广泛的益生元, 这就为中药皂苷能够促进益

生菌的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 (2)中药中的某些

成分对肠道微生物的生长具有直接的抑制作用, 
如甘草酸[45], 藿香挥发油[51]和木香提取物在体外

具有直接的抑菌和杀菌作用; (3)某些中药既能促

进有益菌的增长, 又能抑制肠道致病菌的生长. 
如人参皂苷可能是促进肠道益生菌的物质基础, 
而人参中含量较少的水溶性蛋白具有直接抑制

条件致病菌生长的能力[28,29]; 甘草多糖能够促进

肠道优势菌群的生长, 甘草酸则对胃肠道常见条

件致病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44,45]; (4)补
益类中药能够提升机体免疫力, 增强腹腔巨噬

细胞的活性. 如茯苓多糖、白术多糖[60]等均具有

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的能力, 从而间接调整肠道

微生态. 由此可知, 七味白术散影响肠道微生物

的作用是多靶点、多途径的, 其影响肠道微生

物的物质基础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在各种有效

成分功能的基础上还有各成分之间的协同增效, 
此项工作仍需大量的基础性研究. 

传统中药与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已经成为

中医药微生态这一热门领域中药研究内容, 但
目前单味中药有效物质基础研究仍比较滞后, 
中药有效成分影响肠道微生物的机制仍比较模

糊, 且研究方法比较单一, 多用微生物直接培养

法, 而从分子层面探讨中药与肠道微生物相互

作用的相关研究还刚起步. 今后的中医药微生

态学研究应多从微观方面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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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七味白术散是肠
道疾病采用方剂, 
稿件综述了七味
白术散、方中各
药对调节肠道微
生态的调节作用, 
以及七味白术散
中药的主要活性
成分以及概况, 内
容较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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