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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果汤散又称哲布汤，由诃子（Terminalia chebula

Retz.）、毛诃子[Terminalia bellirica（Gaertn.）Roxb.]和余

甘子（Phyllanthus emblica Linn.）3味药材组成，最早收录

于藏医药著作《四部医典》中，为藏医药复方中重要的名

方、基础方，广泛应用于我国藏族医学和印度传统医

学[1-2]，具有清热、调和气血以及分离精浊的功效[3]。由于

三果汤散在抗氧化、防治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等方面均具

有一定的治疗和预防作用，近年来国内外对该方剂的化

学成分、质量控制及药理作用等广泛关注 [4-5]。笔者以

“三果汤散”“化学成分”“质量控制”“药理作用”“Sanguo

Tang San”“Triphala”“Chemical constituents”“Quality

control”“Pharmacological activity”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

网、万方、维普、PubMed、ScienceDirect、SpringerLink 等

数据库中组合查询 2007年－2018年 5月发表的相关文

献。结果，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 422篇，其中有效文献42

篇。现对三果汤散的化学成分、质量控制及药理作用的

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期为其药效物质的确定、

二次开发及推广应用提供参考。

1 三果汤散的化学成分研究
现代研究表明，三果汤散主要含有没食子酸、鞣花

酸等酚酸类，诃子酸、柯里拉京、诃黎勒酸、诃子次酸、单

宁酸等鞣质类，维生素C等有机酸类，阿江榄仁酸、马斯里

酸等三萜类，槲皮素、山柰酚等黄酮类等成分[6-7]。其中，

没食子酸和鞣花酸为三果汤散中诃子、毛诃子和余甘子3

味药材的共有活性成分[8]。Kumar NS等[9]通过比较三果

汤散5种不同提取物（提取溶剂分别为水、甲醇、乙醇、丙

酮、三氯甲烷）的化学成分发现，以乙醇和丙酮为提取溶

剂时可提取到多糖，丹宁酸等鞣质类，类固醇、强心苷等

甾体皂苷类，香豆素类，黄酮类，蛋白质类，生物碱类以

及酚酸类等化合物。姜红等[1]通过建立三果汤散高效液

相色谱（HPLC）指纹图谱确定了其含有没食子酸、柯里

拉京、鞣花酸、没食子儿茶素、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酯等活

性成分。

由于三果汤散所含的化学成分丰富多样,现有研究

多为其单味药的化学成分研究[9-13]，而对其复方化学成

分研究较少[6]。因此，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其化学成分

及不同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等。

2 三果汤散的质量控制研究
中药特别是中药复方制剂的质量控制是中医药研

究领域的关键问题[14]。由于中医临床用药的整体性[15]，

中药成分和作用机制的复杂性[16]，当前中药质量控制方

法主要是控制其中一种或多种有效成分或特征性成分

的含量，并以此作为该中药或中药复方制剂的质量标

准。三果汤散中诃子与毛诃子均为使君子科（Combre-

taeeae）植物的干燥成熟果实，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

部）均只收载了其性状鉴别、显微鉴别和薄层色谱鉴别[17]，

而无含量测定项。有研究者分别以诃子、毛诃子为对照

药材，以没食子酸为对照品，采用薄层色谱-生物自显影

法进行鉴别，并采用HPLC法测定没食子酸的含量，建

立了诃子、毛诃子药材中没食子酸的含量标准，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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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诃子含没食子酸不得少于1.02％、毛诃子含没食子酸

不得少于 1.3％[18-19]。此外，也有研究者在 2015年版《中

国药典》（一部）质量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黄曲霉毒素

限度检查，拟定黄曲霉毒素的限度为每1 000 g药材含黄

曲霉毒素B1不得超过 5 μg，含黄曲霉毒素G2、黄曲霉毒

素G1、黄曲霉毒素B2和黄曲霉毒素B1的总量不得超过

10 μg[20]。余甘子为大戟科（Euphorbiaceae）植物的干燥

成熟果实，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规定以没食子酸

为对照品，采用 HPLC 法测定没食子酸含量不得少于

1.2％[17]。冀静[21]采用HPLC法同时测定，得余甘子药材

中没食子酸含量为 1.15％～1.78％、柯里拉京含量为

0.43％～0.78％、鞣花酸含量为0.64％～1.14％，紫外-可

见光分光光度法测定多糖含量为 14.12％～20.54％，此

方法为全面控制余甘子药材的质量提供了参考。

目前三果汤散的质量控制研究多为采用 HPLC 法

对没食子酸单一成分进行含量测定[6，8]。张海伟等[22]采

用 HPLC 法对不同批次藏药三果汤中主要酚酸类成分

没食子酸和鞣花酸进行了含量测定，结果发现两者进样

量 线 性 范 围 分 别 为 0.050～0.700 μ g（r＝0.999 9）、

0.050～0.714 μg（r＝0.999 9），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

100.57％（RSD＝0.84％，n＝6）、98.71％（RSD＝1.16％，

n＝6），该方法为提高三果汤质量控制提供了依据。杨

继家[23]采用HPLC法同时测定三果汤散中没食子酸和鞣

花酸的含量，结果表明两者的进样量线性范围分别为

0.050 0～0.700 0 mg（r＝0.999 9）、0.050 2～0.714 0 mg

（r＝0.999 9），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 103.22％（RSD＝

1.14％，n＝6）、97.49％（RSD＝1.17％，n＝6）。李斌等[24]

建立了HPLC法同时测定三果汤水提物中没食子酸、柯

里拉京及鞣花酸含量的方法，结果表明三者的进样量线

性范围分别为 0.174～2.61 µg（r＝0.999 9）、0.04～0.60

µg（r＝0.999 8）、0.052～0.78 µg（r＝0.999 9），平均加样

回收率分别为 99.98％（RSD＝2.61％，n＝6）、99.81％

（RSD＝2.52％，n＝6）、100.12％（RSD＝1.13％，n＝6），

建立的 HPLC 法为进一步完善三果汤的质量控制提供

了参考。左晓霜等[25]采用RP-HPLC法观察了三果汤中

的槲皮素、鞣花酸、柯里拉京的含量变化，结果3种成分

均在煎煮时间为 40 min 时含量最高（平均含量分别为

0.0171 μg/g、1.76 mg/g、0.41 mg/g）。陈平等[26]研究发现，

在供试品溶液pH为3的条件下测定三果汤中没食子酸、

单宁酸含量最高（平均含量分别为40、25 μg/g），在pH为

5的条件下，1，2，3，4，6-O-五没食子酰葡萄糖（β-PGG）

含量最高（平均含量为 0.800 μg/g）。

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及上述相关质量标准

研究中多以没食子酸或采用对照药材对三果汤散及其

单味药进行质量控制，而多成分同时测定的研究较少

（如没食子酸和鞣花酸在植物界广泛存在，故不宜单独

作为三果汤散的质控指标）[24]；此外，三果汤散质量控制

研究中多成分同时测定时选用的特征成分不统一，故专

属性差，难以实现质量控制的标准化。因此，为进一步

完善三果汤散的质量控制标准，应当建立多种成分甚至

有效物质群的质控指标。

3 三果汤散药理作用研究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三果汤散主要有抗菌、抗炎、抗

肿瘤、降糖、降脂、抗辐射、肝肾损伤的保护等药理作

用 [27-40]。

3.1 抗菌、抗炎作用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三果汤散甲醇提取物对溶血葡

萄球菌、大肠杆菌、伤寒杆菌等具有很好的抑制作用[27]。

有研究采用琼脂板计数法对三果汤散与次氯酸钠的抗

菌能力进行比较，结果两组平均细菌数分别为（58.60±

16.63）、（69.80±19.57）CPU/ mL，表明了三果汤散的抗

菌活性优于次氯酸钠，且前者可作为后者的替代消毒

剂 [28]。Shanmuganathan S 等[29]通过体外细胞研究发现，

三果汤散乙醇提取物及其活性成分诃黎勒酸、诃子酸、

没食子酸通过 p38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p38 MAPK）、

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和核转录因子κB（NF-κB）

通路抑制金属蛋白酶 9（MMP-9）、白细胞介素 6（IL-6）、

IL-8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的表达以及细胞增

殖/迁移，进而抑制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在视网膜毛

细血管内皮细胞上的促炎和促血管新生作用。Liu W

等[30]对乙醇诱导的胃溃疡模型大鼠研究发现，三果汤散

活性成分鞣花酸可通过显著抑制炎症因子TNF-α、IL-1β

的表达（P＜0.05）来发挥对胃损伤的保护作用。Kalais-

elvan S等[31]研究表明，剂量为 100 mg/kg的三果汤散提

取物可通过抑制NF-κB激活，显著降低 IL-17、环氧合酶

2（COX-2）、NF-κB、受体活化因子配体（RANKL）等炎症

因子的表达（P＜0.05），从而发挥对佐剂诱导的关节炎

模型大鼠的治疗作用。

3.2 抗肿瘤作用

Chandran U 等 [32]基于网络药理学研究了三果汤散

的生物活性与分子靶标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与癌症的关

系，结果发现三果汤散可通过鞣花酸、槲皮素、表没食子

儿茶素-3-没食子酸酯（EGCG）等 13个生物活性成分与

胰腺癌、前列腺癌、乳腺癌、肺癌、肠癌、胃癌等24种癌症

中的17个靶蛋白相互作用，这为三果汤散抗肿瘤药效学

研究提供了依据。Zhao Y等[33]通过体外细胞试验证实

了三果汤散可剂量依赖性地显著抑制人卵巢癌

SK-OV-3 细胞、人宫颈癌 HeLa 细胞和人子宫内膜癌

HEC-1-B细胞的生长，并诱导细胞凋亡，细胞凋亡率与

模型组比较显著升高（P＜0.05），提示三果汤散对妇科

肿瘤细胞有较好的抑制作用和促凋亡作用。

3.3 降糖、降脂作用

现代研究表明，三果汤散具有较好的降糖效果，可

用于糖尿病的治疗 [34]。Ganeshpurkar A 等 [35]研究发现，

250 μg/mL的三果汤散水提物对淀粉酶活性的抑制率为

··557



China Pharmacy 2019 Vol. 30 No. 4 中国药房 2019年第30卷第4期

48.66％，显著低于阳性对照药阿卡波糖（P＜0.001）；其

对α-葡萄糖苷酶活性的抑制率可随提取物浓度的增加

而升高，显著低于阳性对照药阿卡波糖（P＜0.001），提

示三果汤散可通过抑制糖酵解酶活性而发挥降糖作

用。Banjare J等[36]研究发现，三果汤散水提物可抑制脂

肪基因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PAR-γ）、转录

调节因子CCAAT增强子结合蛋白α（C/EBP-α）、葡萄糖

转运蛋白 4（GLUT4）及脂肪酸合成酶（FAS）的表达，与

未经药物处理的空白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表明三果汤散可通过调控脂质代谢从而达到降

脂目的。

3.4 其他药理作用

Singh DP 等 [37]以天冬氨酸转氨酶、丙氨酸转氨酶、

碱性磷酸酶、胆红素、肌酐、尿素氮和尿酸为肝肾损伤指

标研究发现，不同剂量（100、300 mg/kg）的三果汤散提取

物均能显著减轻对乙酰氨基酚（500 mg/kg）所致的小鼠

急性肝肾损伤，3组小鼠以上各指标水平与模型组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表明三果汤散提取物

对对乙酰氨基酚所致的肝肾毒性具有保护作用。此外，

有研究发现三果汤散能有效地清除X射线辐射HeLa细

胞后产生的活性氧，与未经药物处理的空白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三果汤散水提物能减轻X

射线造成的细胞损伤[38]。Rayudu V[39]等研究证实，高剂

量的三果汤散提取物（300 mg/kg）可通过显著抑制C反

应蛋白酶的增加和超氧化物歧化酶含量的降低，而对结

肠炎模型大鼠发挥治疗作用，上述指标含量与模型组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体外细胞试验研

究显示，从三果汤散中提取得到的鞣花酸、诃黎勒酸可

抑制磷酸化细胞信号转导分子Smad-3，表达量与未经药

物处理的空白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表

明三果汤散可阻止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间的间质转分

化，从而治疗增殖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40]。

4 结语

复方研究是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指导

临床用药具有关键作用 [41]。以诃子、毛诃子和余甘子

“三果”配伍的藏药方剂三果汤散在临床上的应用实践

证明了其配伍的经典性 [42]，但由于其化学成分较为复

杂，其作用机制和作用靶点尚有待进一步确证。虽已有

对三果汤散的药理作用机制以及临床应用进行的相关

研究，但仍存在以下问题：（1）三果汤散的化学成分及药

理作用研究较少，且大多数研究局限于单味药，造成其

质量控制指标单一、专属性差。（2）缺乏对三果汤散的配

伍以及体内代谢后所产生化学成分变化的相关研究，故

其药效物质基础仍不明确。（3）已有文献多为基础研究，

缺乏临床试验对三果汤散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评价。

对此，为推进藏药三果汤散的进一步研究，笔者提

出以下几点思考：（1）民族医药的研究，首先要质量可控

以保证其有效性和安全性。（2）无论是三果汤散组方还

是单味药都包含多种化学成分，其疗效是整体协同的结

果，因此对其物质基础的研究不能仅针对一个或几个成

分进行，而需从整体上进行探索，且必须与传统藏医理

论相结合，以突出民族药的特色。（3）应用现代技术（如

组学技术、分子对接技术）对藏药三果汤散的化学成分、

质量控制及药理作用进行研究，筛选出明确的药效物质

及其作用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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