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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芥挥发油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 
 

权美平 

（渭南师范学院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陕西渭南 714000） 

摘要：荆芥挥发油有多方面的药理功能，对医药行业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本文综述了挥发油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情况，着重

阐述了荆芥挥发油多种不同药理机制，以期为今后荆芥挥发油的开发和更深层次的研究作综合性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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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izonepeta tenuifolia Briq essential oil has various pharmacological functions, showing enormous exploring potential for 

pharmaceuticals industry. The paper review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n essential oil in Schizonepeta tenuifolia Briq. 

The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essential oil in Schizonepeta tenuifolia Briq were discuss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development of 

essential oil in Schizonepeta tenuifolia Bri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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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芥为唇形科植物荆芥（Schizonepeta tenuifolia 

Briq.）的干燥地上部分，为唇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

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有生产，主产于江苏、浙江、河北、

湖北等地。含芳香油，具特殊的芳香气味。荆芥原以

“假苏”为名始载于《本经》，可全草入药，具有理血、

镇静、镇痛、抗炎、止血、抑制心肌收缩、去痰平喘、

抗氧化等作用，主治感冒发热、咽喉肿痛等及多种皮

肤疾病，且炒炭后止血功效显著，常在吐血、衄血、

便血、崩漏、产后血晕等方面的发挥作用，为中医临

床常用药物[1~2]。荆芥的主要成分有挥发油、单萜苷、

黄酮、有机酸、三萜、甾体类等[3]，文献以挥发油方

面的报道居多，但就荆芥中挥发油各方面药理作用及

其机制探讨方面的文章匮乏，本文针对荆芥挥发油主

要的药理功能及其机制进行介绍，对探索荆芥资源在

中药领域的开发和利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荆芥因其产地、生长环境、采收时间等的差异，

其所含的挥发油的种类和含量也各不相同。臧友维等

对同属植物内蒙古通辽产的多裂叶荆芥穗中的挥发油

进行研究证明，其挥发油主要成分为胡薄荷酮、薄荷

酮、4,5-二甲基-3-异丙基八氢萘酮及 4,5-二乙基-3,5-

辛二烯、异松油烯、马鞭烯酮等，此外还检出了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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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烷酸、二十四烷酸、琥珀酸、去氧齐墩果酸等化合

物[4]。文献报道荆芥挥发油有很多的药理功效，如：

抗炎、消炎、抗癌及镇痛解热等方面、现分述如下。 

1  荆芥挥发油抗炎、消炎作用 

1.1  抑制不同类型炎症介质或脂肪氧合酶活性机制 

炎症的病理过程比较复杂，抗炎消炎过程中能减

少炎症介质的生成很是关键，其中花生四烯酸代谢产

物的作用受到广泛关注。正常生理情况下，细胞内无

游离花生四烯酸存在，但当细胞受到化学或物理等因

素刺激时，释放花生四烯酸，花生四烯酸在白细胞中

经脂肪氧合酶（lipoxygenase）催化能形成具有共轭

三烯结构的 LTA4、LTB4、LTC4、LTD4、LTE4、

LTF4 等白细胞三烯二十碳不饱和酸代谢产物。白三

烯具有很高的生理活性，是某些变态反应、炎症以

及心血管等疾病中的化学介质。曾南等[5]通过建立大

鼠急性胸膜炎炎症模型，ELISA（酶联免疫吸附剂测

定）和 RP-HPLC（反相高效液相层析）法测定大鼠

血清中由于加入的外源性花生四烯酸而形成的白细胞

三烯 B4（LTB4）和白细胞三烯 C4（LTC4）含量，以

荆芥挥发油给药 7 d，结果证明：挥发油仅 0.1 mL/kg

能明显降低模型大鼠血清 LTB4 含量，且能显著减少

花生四烯酸代谢产物 LTB4 和 LTC4 的生成。荆芥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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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油具拮抗白三烯类炎症介质的作用，故对白三烯及

其类似物能产生阻断功能的物质，对免疫以及发炎、

过敏的有重要意义。但近年来的在抗炎、抗过敏药物

机制的研究中，不单纯局限于减少致炎物质前列腺素

类、白三烯类的生成，研究影响白三烯生成的关键酶

5-脂氧合酶（5-LO）亦受到重视。赵璐等[6]探讨荆芥

挥发油对 5-脂氧合酶(5-LO)活性的影响，结果发现荆

芥挥发油体外可剂量依赖性地抑制大鼠胸腔白细胞花

生四烯酸代谢酶 5-LO 的活性，更加深入解释了荆芥

挥发油干预花生四烯酸代谢的抗炎机制。 

另一类重要的与炎症介质相关的就是前列腺素 E 

(PGE)和组织胺化合物。前列腺素 E（PGE）是前列腺

素（PG）中一种重要的细胞生长和调节因子，是花生

四烯酸环氧合酶代谢产物，为二十碳不饱和脂肪酸；

而组织胺是机体组织肥大细胞内的一种活性胺化合

物，参与中枢系统的多重生理功能，在过敏与发炎的

调节上扮演重要角色，发挥化学讯息的作用。黄世琼
[7]在荆芥抗炎作用机理的实验研究中发现：荆芥不同

提取部位能降低小鼠炎足浸泡液中炎症介质 PGE、组

胺含量，且能显著降低小鼠炎症组织中脂质过氧化代

谢产物(丙二醛)含量，证明了荆芥挥发油的抗炎作用

与抑制炎症介质和清除自由基有关。 

存在于机体内的巨噬细胞参与机体的各种炎症、

免疫应答及代谢调节等过程，是一类有具有强大吞噬

功能的炎细胞。当巨噬细胞受到病原体和细胞因子等

刺激时，可释放干扰素和白细胞介素等[8]。其中 TNF-α

为一重要的前炎症细胞因子，它是一种具有广泛而重

要生物学作用的蛋白质。实验证明TNF-α是内毒素毒

性作用重要介质，也是最早引发过度炎症反应的炎性

介质[9]。Toll样受体（TLR）因其胞外区与一种果蝇蛋

白 Toll 同源而得名，是一类 I 型跨膜受体，广泛表达

在天然免疫系统[10]。研究证明 TLR4[11]和 TLR2[12]均

参与炎症损伤和反应。宋美芳[13]以小鼠腹腔巨噬细胞

为研究载体，采用脂多糖刺激所致的体外细胞炎症模

型，应用 RT-PCR、酶联免疫的方法观察荆芥挥发油

体外给药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TLR2/4 mRNA表达及

前炎症细胞因子TNF-α含量的影响，发现荆芥挥发油

能明显抑制脂多糖诱导的小鼠腹腔巨噬细胞

TLR2/4mRNA 高表达及减少前炎症细胞因子 TNF-α

含量的释放，证明了荆芥挥发油的抗炎机制之一。 

1.2  拮抗核因子信号通路机制 

核因子（nuclear factor, NF）-KappaB（kB）是一

种重要的核转录因子，广泛存在于各种细胞中，它参

与细胞内的信号传递，调控多种基因的表达，其激活

可导致多种炎症介质（如细胞因子、生长因子、黏附

分子、受体、急性期蛋白）的释放，通过多种信号转

导途径介导肌体的炎症反应、免疫应答、氧化应激、

细胞增殖与凋亡及自由基损伤等一系列病理反应，

NF-kB与许多疾病的发生或致病过程密切相关，是很

多疾病发生的一个关键环节。多数学者最近提出

NF-kB 是极具潜力的新型治疗靶点 [14]。研究表明
[15~17]NF-kB/IkB 信号通路在炎症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

要的地位。由于 NF-kB家族及其抑制蛋白 IkB家族成

员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功能多样，因此 NF-kB激活

的具体信号途径十分复杂，不同刺激信号、不同的细

胞类型、不同的细胞状态所涉及的 NF-kB激活的具体

信号通路有可能不同[18]。尽管如此，但如果能对其信

号通路进行阻抑，寻找特异性拮抗 NF-kB活性的拮抗

剂对相关疾病的治疗将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必定会

对临床治疗提供提的方法[19~20]。沈映君等[21]通过用大

肠肝菌内毒素制作大鼠急性肺损伤模型，采用 ELISA

法检测肺组织细胞中核蛋白 NF-kBP65 的含量，讨论

荆芥挥发油对核因子 kB /IkB 信号通路的影响，得出

结论荆芥挥发油对急性肺损伤时高度活化的核因子

kB/IkB信号通路有显著的抑制或拮抗作用；另解宇环

等[22]也通过试验证明高、中、低剂量的荆芥挥发油对

脂多糖诱导的急性肺损伤大鼠肺组织核因子 (NF-kB 

p65)及其抑制物 IkB-α、白细胞介素 IL1-β、肿瘤坏死

因子 TNF-α 的含量均能显著降低。荆芥挥发油对

NF-kB信号通路活性的抑制可减轻大鼠肺组织的炎性

病变，均证实了荆芥挥发油的另一种形式抗炎机制。 

1.3  荆芥挥发油抗炎、消炎物质基础探讨 

黄山等[23]试验证明荆芥挥发油的抗炎、消炎功能

继而能产生由于炎症等引起的良好地解热和镇痛效

果；杨旋等[24]和丁安伟等[25]试验证明荆芥挥发油的抗

炎、消炎功效的物质基础可能与薄荷酮和胡薄荷酮密

切相关，吴婷[26]、周家驹[27]等亦有相关报道。日本学

者山原条二[28]气相层析测定荆芥精油中薄荷酮和胡

薄荷酮是精油的主要成分，其中右旋薄荷酮约为

42.9%，左旋胡薄荷酮为 33.9%。右旋薄荷酮和3-甲基

环己酮呈现镇痛作用；左旋胡薄荷酮、3-辛醇、B-蒎

烯具有消炎作用。荆芥油中的 3-辛醇、B-蒎烯等成分

被证明也有一定的抗炎作用 

2  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诱导肿瘤细胞分化与机制探讨 

中医认为细胞的恶变是增殖和分化两者平衡的失

调或偶联的解除的结果，从细胞增殖角度说肿瘤细胞

的增殖是不受控制的，从分化方面说肿瘤细胞则是丧

失分化或分化异常的细胞。故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诱导其分化已成为肿瘤临床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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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研究的新靶点，以及评价药物疗效的一项新指标
[29~30]。早有研究表明，许多中药或其有效成分同样具

有良好的抑制肿癌细胞增殖和诱导其分化作用，如淫

羊藿甙对人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细胞HL-60细胞有诱导

分化用[31]；丹参酮对人宫颈癌细胞株 ME180 具有较

好的诱导分化作用[32]，大蒜素对两类增殖周期相差较

大的肿瘤细胞株-人白血病细胞株 K562和人大肠癌细

胞株 HR8348 的增殖均有抑制作用，使通过 S 期的细

胞阻留于 G2M 期[33]，其它多种植物的有效成分也被

证明有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作用[34]。臧林泉等[35]在研

究荆芥挥发油的抗肿瘤活性、确定其杀伤肿瘤细胞最

小剂量时发现，荆芥挥发油高质量浓度(4~16 mg/mL)

时对人肺癌细胞 A549 细胞株有杀伤作用，低质量非

杀伤浓度的荆芥挥发油(0.25~1 mg/mL)时对 A549 有

诱导细胞凋亡的作用，证明荆芥挥发油对于筛选新的

抗肿瘤制剂具有重要意义。 

3  荆芥挥发油对气管的祛痰、平喘和抗过敏功效机制 

变态反应慢反应物质（SRS-A）是速发型过敏反

应过程中从肺组织从肺组织释放的主要化学介质，主

要含白三烯 C4 (LTC4)、白三烯 D4(LTD4)和白三烯 E4 

(LTE4)等，它们是由花生四烯酸(AA)经 5-脂氧酶代谢

产生的活性物质，其主要作用是使人的气管和支气管

平滑肌收缩，作用较组织胺缓慢而持久。由于 SRS-A 

对呼吸道具有特殊作用，其参与免疫性炎症、如类风

湿性关节炎、过敏性哮喘、牛皮癣等疾病的发生发展

过程，是炎症反应中的重要介质，抑制其生成或拮抗

其与受体的结合将可能减弱、甚至消除它的生物学效

应，因此研究SRS-A受体拮抗剂可能是发现抗免疫性

炎症药物的一种有效途径。卞如濂等[39]通过对豚鼠离

体气管建立组胺、乙酰胆碱所引起的气管平滑肌收缩

模型，采用酚红溶液法验证祛痰功效的探索荆芥挥发

油对气管扩张作用的影响和荆芥油的功效机制。结果

表明：荆芥油能直接松弛豚鼠气管平滑肌，最低有效

浓度为 1×10-4 克/毫升，并能对抗组胺、乙酰胆碱所

引起的气管平滑肌收缩作用；荆芥油能促进酚红由气

道排出，具有祛痰作用。其功效机制是：荆芥挥发油

不仅能抑制过敏豚鼠肺组织和气管平滑肌释放

SRS-A，而且荆芥挥发油亦具有直接拮抗SRS-A的作

用。 

4  荆芥挥发油的研究展望 

通过对荆芥挥发油各药理功能和机制的探讨，我

们已经了解了药食两用的荆芥挥发油确有其潜在的药

理活性，可能荆芥挥发油别的方面的药理功能还有望

继续摸索。目前医药行业还没有实现对荆芥挥发油的

大规模开发和利用。但是随着我们对其功能认识的深

入，个人认为，针对荆芥挥发油的性质和特点，有望

从荆芥挥发油中找到治疗各种疾病的良好药剂，从而

对肿瘤、抗炎消炎及人类呼吸道疾病的治愈提供新的

解决途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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