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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汤出自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被后世

誉为“群方之首”。桂枝汤原方的组成药物及用量

为：桂枝三两（去皮）、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炙）、生

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擘）。服后须以热稀粥

助药力，温覆以令周身微微汗出。原著中未明述方

解，成无己[1]在《注解伤寒论》中提到：桂枝汤乃辛

甘之剂，可以发散风邪；《医宗金鉴》关于桂枝汤方

的方解为：名曰桂枝汤者，君以桂枝也，桂枝辛温，

辛能发散，温通卫阳。芍药酸寒，酸能收敛，寒走营

阴。桂枝君芍药，是于发汗中寓敛汗之旨。芍药臣

桂枝，是于和营中有调卫之功。生姜之辛，佐桂枝以

解表。大枣之甘，佐芍药以和中。甘草甘平，有安内

攘外之能，用以和中气，调和表里及诸药。以桂芍之

相须，姜枣之相得，借甘草之调和，阳表阴里，气卫血

营，并行而不悖，是刚柔相济，以相和也[2]。高等教育

中医药类“十三五”规划教材《方剂学》把桂枝汤归

类为解表剂，功用解肌发表，调和营卫[3]。后代医家

根据桂枝汤所治之疾及临床应用心得将其归为三大

类：汗剂、和剂、补剂。持汗剂观点的代表医家如成

无己、张介宾，认为桂枝汤乃辛甘发散之剂；持和剂

观点的代表医家如王子接，认为桂枝汤为和方之祖，

可调和表里阴阳；持补剂观点的代表医家如柯琴、吴

谦，用其治虚劳、盗汗等疾。现将桂枝汤复方及单药

的现代药理作用研究概况介绍如下。

1 桂枝汤复方的现代药理作用机制

有研究表明，桂枝汤复方整体具有体温双向

调节、胃肠运动双向调节、抗炎、抗菌、抗病毒、镇

痛、镇静、促汗腺分泌、降血糖血压、保护心脏等作

用[4]。

1.1  体温双向调节作用  有研究表明，桂枝汤通过

影响下丘脑前列腺素E2（PGE2）的含量实现体温

双向调节作用。富杭育等[5]通过实验证明桂枝汤能

使酵母发热模型大鼠体温下降，同时使安定痛低体

温模型大鼠体温升高，对于体温具有双向调节作用。

实验发现桂枝汤能使发热模型大鼠下丘脑与血浆

中的PGE2含量下降，同时使低体温模型大鼠下丘脑

与血浆中的PGE2含量升高。该实验结果表明了桂

枝汤对体温的调节作用可能与PGE2作用有关。谭

余庆等[6]研究发现，桂枝汤有效部位A（Fr.A）对注

射酵母所致发热大鼠有降低体温作用，同时使大鼠

下丘脑内升高的PGE2含量降低；对注射安定痛所致

低体温大鼠有升高体温作用，同时使下丘脑内降低

的PGE2含量升高，表明桂枝汤具有体温双向调节作

用，并且可以影响PGE2的含量。齐云等[7]的实验研

究亦表明桂枝汤通过影响大鼠PGE2的含量达到体

温双向调节的目的。

另外，齐云等[8-9]的研究发现桂枝汤可使发热

大鼠下丘脑中腺苷酸环化酶（AC）的活性降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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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降低发热大鼠下丘脑中异常升高的环磷酸腺苷

（cAMP）含量；又能使低体温大鼠下丘脑中AC的活

性增强，同时增加异常减少的cAMP含量，表明了桂

枝汤可能通过影响下丘脑中AC的活性来改变cAMP

的含量进而实现体温双向调节。随着该团队的深入

研究，霍海如等[10]发现桂枝汤可通过影响中枢神经

递质5羟色胺（5-HT）的水平起到体温双向调节作

用，影响中枢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NE）、多巴胺

（DA）的含量从而起到解热作用；桂枝汤对体温双向

调节作用还可能与改变下丘脑组织中相关蛋白的含

量有关[11-12]。

1.2  汗腺分泌作用  富杭育等[13]通过观察大鼠足趾

部汗腺分泌汗点数发现，桂枝汤能增强正常大鼠的

汗液分泌，具有促进发汗的作用；对感染流感病毒

后汗腺分泌进行性受抑的小鼠有增强发汗、并使之

维持正常水平的作用；对注射阿托品后汗腺分泌受

到抑制的大鼠亦有增强发汗作用；对肌注安痛定后

汗腺分泌亢进的大鼠有抑制发汗、并使之降低至正

常水平的作用。该实验表明桂枝汤对大鼠汗腺分泌

具有双向调节作用。李春香等[14]通过比较桂枝单药

与桂枝汤复方对大鼠的发汗作用，结果发现，桂枝单

药对大鼠足趾部的汗腺分泌作用明显优于桂枝汤复

方。

1.3  抗炎、抗菌、抗病毒作用  贺玉琢等[15]研究发

现，桂枝汤不仅具有抗炎作用，还具有抑制毛细血管

渗出作用。马悦颖等[16]通过动物实验，发现从桂枝

汤有效部位A（Fr.A）分离出的桂皮醛具有抗炎、解

热、镇痛的作用，并猜测其为桂枝汤治疗多种发热性

和炎症性疾病的药理学基础。王晓燕[17]用桂枝与白

芍水煎液灌胃动物，发现能够明显降低鸡蛋清致大

鼠足跖肿胀率，抑制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症状，抗炎

消肿效果明显。桂枝汤可通过抑制关节液中炎性细

胞因子白细胞介素-1β（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的活性，降低PGE2的含量，发挥防治佐剂

性关节炎的作用[18]。

相关研究表明，桂枝汤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表

皮葡萄球菌、甲型链球菌、枯草杆菌、变形杆菌、绿

脓杆菌等均有一定抑制作用，当甘草的用药剂量加

倍后效果最佳[19]，但未指明桂枝汤抗菌作用的具体

机制。大鼠实验模型表明，桂枝汤水提液对呼吸道

合胞病毒（ＲSV），纯疱疹病毒Ⅰ、Ⅱ型（HSV-Ⅰ，Ⅱ）

等病毒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20]。此研究虽未明确

桂枝汤具体作用物质和作用机制，但从桂枝-生姜药

对的超临界二氧化碳（CO2）萃取物可直接灭活甲型

H1N1流感病毒（主要成分为桂皮醛、6-姜酚等挥发

油类成分）的研究得到启发[21]，推测桂枝汤抗病毒作

用也可能与此类物质有关。陈莹蓉等[22]对桂枝汤类

方化学成分含量研究表明，桂枝汤中提取的桂皮醛、

芍药苷、香豆素、原儿茶酸、甘草酸等均具备抗炎、抗

菌、抗病毒作用。

1.4  降血压、降血糖作用  秦彩玲等[23]发现桂枝汤

经化学分离提取所得A部分（Fr.A）和E部分（Fr.

E）能明显降低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HR）血压，B

部分（Fr.B）能明显升高复方降压片致低血压大鼠

血压，说明了桂枝汤对大鼠血压的双向调节作用。

另外，霍海如等[24]发现桂枝汤对自发性高血压伴

高体温复合病理状态的大鼠具有降低血压和解

热的作用，认为其作用机制与影响血管活性肠肽

（VIP）含量有关。通过进一步研究桂枝汤降压作

用机制表明，桂枝汤全方及有效部位E（Fr.E）对

自发性高血压大鼠主动脉中内皮素（ET）的升高

有降低作用，有效部位E（Fr.E）对自发性高血压

大鼠下丘脑中神经降压素（NT）含量的下降有升

高作用[25]。

李静华等[26]实验表明，桂枝汤水煎液对四氧嘧

啶所致的糖尿病小鼠模型有降糖作用，其中煎煮时

间240  min组的降糖作用效果最强。另外，药理实验

证实，桂枝汤发挥降糖作用的主要活性成分是桂皮

醛[27]。王松耀[28]通过临床试验观察发现桂枝汤加减

对糖尿病心脏自主神经病变患者有降低血糖水平的

作用。

1.5  胃肠运动双向调节、心脏保护作用  谭余庆等[29]

研究表明，桂枝汤对小鼠胃肠运动具有双向调节

作用：桂枝汤既能促进受阿托品抑制小鼠的胃肠

运动，亦能拮抗受新斯的明兴奋小鼠的胃肠运动。

该团队做了进一步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桂枝汤

对小鼠胃肠运动的双向调节作用可能与调节中枢

下丘脑、血液、胃肠局部组织的胃动素、胃泌素、P

物质、生长抑素及血管活性肠肽（VIP）的含量有

关[30-33]。另外，该团队发现桂枝汤有效部位B（Fr.B）

可影响下丘脑及胃肠局部组织中cAMP的含量和蛋

白激酶的活性，从而对胃肠运动产生双向调节的作

用[34]。

焦宏等[35]通过动物研究表明，桂枝汤对高脂血

症心肌缺血大鼠心肌缺血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其作

用机制与改善高脂血症大鼠脂代谢紊乱有关。进一

步研究表明，桂枝汤可通过清除高脂血症心肌缺血

大鼠体内过多自由基，阻止脂质过氧化损伤，减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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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应激反应，进而打断急性冠脉事件发生的炎症

启动环节，起到对心血管系统的保护作用[36]。薛本

凡[37]通过临床观察发现，桂枝汤加味能够明显改善

患者冠心病心绞痛症状。 

2 桂枝汤单药的现代药理作用及其在桂枝汤复方

中的作用

桂枝汤是中医学的经典名方，被广泛应用于临

床，现代不仅研究其复方的整体作用，也对其药物

组成的各味单药做了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方面的研

究。

2.1  桂枝  桂枝作为桂枝汤的“君药”，性温，味辛、

甘，具有解肌发表、温通经脉、助阳化气的功效，主治

风寒表证、寒湿痹痛、四肢厥冷、经闭痛经等。现代药

理研究表明，桂枝含桂皮醇、桂皮醛等挥发性油类及

以桂皮酸为主的有机酸等化学成分，具有解热、镇痛、

抑菌、抗病毒、扩血管、抗氧化、利尿等作用[38-40]。韩

爱霞等[41]研究表明，桂枝水煎剂在体外能抑制金黄

色葡萄球菌、白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变形杆菌、甲

型链球菌、乙型链球菌。苟玲等[42]实验研究表明桂

枝挥发油含药血清对体外甲型流感病毒的增殖具有

显著抑制作用，并且对病毒有直接杀灭作用，可以减

轻病毒对细胞的攻击性。桂枝的解热、镇痛、抑菌、

抗病毒作用与中医学认为其具有解肌发表的功效认

识一致，是桂枝汤复方发挥体温双向调节、抗炎、抗

菌、抗病毒、镇痛作用的重要组成药物，也是中医学

应用桂枝汤治疗头痛、发热、恶风等风寒表虚证的缘

由。 

2.2  芍药  芍药作为桂枝汤的“臣药”，性微寒，味

苦、酸，具有养血柔肝、缓急止痛、敛阴止汗的功效，

主治月经不调、头痛眩晕、胁痛腹痛、自汗盗汗等。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芍药主要含芍药总苷，具有镇

痛、抗肿瘤、抗氧化、抗炎、抗抑郁等作用[43]。有实验

表明，芍药提取物对离体回肠具有减少蠕动的作用，

表明其具有解痉的功效[44]。另外，晁二涛等[45]实验

研究表明，芍药的镇痛、抗炎作用，加强了桂枝汤复

方治疗风寒表虚证的功效，故为“臣药”。另外，芍药

的免疫调节和补血作用可能是桂枝汤复方具有调和

营卫功效的主要药物功效来源。

2.3  生姜  生姜作为桂枝汤的“佐药”，性温，味辛，

具有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化痰止咳等功效，主治风

寒感冒、胃寒呕吐、寒痰咳嗽等。现代药理研究表

明，生姜含单萜类挥发油、姜辣素、二苯基庚烷等化

学成分，具有抗氧化、降血糖血脂、抗炎抑菌、抗肿

瘤、镇静止呕等作用[46]。陈昆南等[47]研究表明，生姜

醇提物可明显抑制由ADP诱导的血小板聚集，在体

外、体内都有较强的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说明生姜

在抗血栓形成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生姜的抗炎抑

菌作用，可以加强桂枝汤复方的抗炎、抗菌作用，与

中医学中认为桂枝汤中生姜佐桂枝以助其解肌散邪

的认识一致。另外，生姜抗氧化、降血糖血脂、止呕

等作用，也是桂枝汤复方可以作为“和剂”使用的原

因之一。

2.4  大枣  大枣作为桂枝汤的“佐药”，性温，味

甘，具有补脾益气、养心安神的功效，主治脾胃虚

弱、气血不足、食少便溏、倦怠乏力、心悸失眠、妇

人脏躁、营卫不和等。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大枣含

多糖、蛋白质、氨基酸、生物碱、皂苷、环磷酸腺苷

等化学成分，具有护肝、抗氧化、抗炎、抗肿瘤、抗

过敏、增强免疫等作用[48]。梁静等[49]通过用萃取-

醇沉淀法提取大枣多糖证实了大枣多糖具有显著

清除超氧自由基、羟基自由基、过氧化氢的作用。

池爱平等[50]通过小鼠游泳实验表明木枣多糖JP2

可能通过提高机体糖原储备、维持血糖恒定及降

低运动时血乳酸的堆积来延长运动时间，具有抗

运动疲劳的作用。大枣抗氧化、增强免疫的作用，

与芍药一样，也是桂枝汤复方具有调和营卫功效

的主要药物功效来源之一，与中医学认为桂枝汤

中大枣佐芍药以和中的认识一致。另外，大枣的抗

炎作用在桂枝汤发挥抗炎作用方面也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

2.5  炙甘草  炙甘草作为桂枝汤的“使药”，性平，

味甘，具有补脾益气、解毒、润肺、祛痰止咳、缓急止

痛、调和诸药的功效，主治脾胃虚弱、倦怠乏力、心

悸气短、咳嗽痰多、四肢挛急疼痛、痈肿疮毒等。现

代药理研究表明，甘草主要含甘草皂苷类、甘草黄

酮类、甘草多糖类等化学成分，具有抗炎杀菌、抗病

毒、抗肿瘤、抗氧化、抗心肌缺血、抗动脉粥样硬化、

抗抑郁、增强免疫等作用[51]。潘琼等[52]通过动物实

验研究表明，甘草中的甘草甜素有显著的抗炎镇痛

作用。甘草还具有保肝护肝的作用，刘秀英等[53]实

验研究表明，甘草甜素可减轻大鼠肝细胞肿胀、坏

死及病变程度，另外，马涛等[54]研究也表明甘草提取

物对大鼠的肝损伤具有保护作用。甘草既有抗炎杀

菌、抗病毒的作用，也有抗氧化、增强免疫的作用，

因此，甘草既能加强桂枝汤复方解肌发表的作用，也

可以加强桂枝汤复方调和营卫的作用，合桂枝扶卫、

合芍药助营，兼调和表里阴阳，在桂枝汤中起到佐使

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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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桂枝汤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其组

方虽只有桂枝、芍药、生姜、大枣、甘草5味药，用途

却极为广泛，前贤根据不同的情况将其灵活运用于

内、外、妇、儿各科。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桂枝汤具

有体温双向调节、胃肠运动双向调节、抗炎、抗菌、

抗病毒、促汗腺分泌、降血糖血压、保护心脏等作

用，与古代医家将其作为“汗剂”“和剂”“补剂”运

用相符合。如“汗剂”相对应其促汗腺分泌、体温

双向调节等作用，桂枝汤治疗发热、恶风寒的表证

时有可能也发挥了其抗炎、抗菌、抗病毒等作用；

“和剂”相对应体温双向调节、胃肠运动双向调节、

降血糖血压等作用；“补剂”相对应保护心脏的作

用。桂枝汤在临床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也有明确

的疗效，如使用桂枝汤治疗荨麻疹，现代药理也表

明芍药苷具有免疫调节作用，故可通过相关实验研

究桂枝汤在抗过敏或免疫调节方面的作用机制，进

一步挖掘桂枝汤在抗过敏或免疫调节等方面的现

代药理作用。另外，也可以通过对桂枝汤中的单药

或其复方的提取物进行更深一步的化学成分分析，

进一步挖掘桂枝汤的作用功效，扩大桂枝汤的临床

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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