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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医认为，香附具有疏肝理气、调经止痛之功效，是最常用的理气开郁要药。现代研究发现，香附化
学成分复杂，药理作用十分广泛。本文从香附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两方面，对近十年文献报道进行了系统、全面

的总结，以期为香附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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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ｙｐｅｒｕｓｒｏｔｕｎｄｕ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香附为莎草科植物莎草ＣｙｐｅｒｕｓｒｏｔｕｎｄｕｓＬ的干
燥根茎，始载于 《名医别录》［１］，具有疏肝解郁，

理气宽中，调经止痛的功效，临床常用于治疗肝郁

气滞、胸胁胀痛、脾胃气滞、脘腹痞闷、胀满疼痛、

月经不调、经闭痛经等症状。 《本草纲目》中记载

“气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２］，是常用的疏肝解郁

药，血中之气药。香附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可见，

在我国境内主产于长江、黄河中下游，以浙江、山

东品质最佳［３］。本文对近十年来香附的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进行了总结，以期为香附资源的综合利用

与产品的进一步深层次开发提供参考。

１　化学成分

香附化学成分十分复杂，其中主要成分是挥发

油类物质，２０１５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香

附中挥发油不得少于 １０％（ｍＬ·ｇ－１）。除此之外，
香附中还存在包括黄酮、生物碱、三萜与甾醇、蒽

醌及其他成分等多种化学成分。

１１挥发油类

香附中挥发油类成分是其发挥药理作用的主要成

分之一［４］，据文献报道，迄今已分离出了百余种成

分，其中包括单萜类、倍半萜类及其氧化物。单萜类

化合物主要有 β蒎烯（βｐｉｎｅｎｅ）、樟烯（ｃａｍｐｈｅｎｅ）、
桉叶素（１，８ｃｉｎｅｏｌ）、柠檬烯（ｌｉｍｏｎｅｎｅ）、γ聚伞花
素（γｃｙｍｅｎｅ）等［５］。倍半萜类化合物主要有桉烷型、

丁香烷型、愈创木烷型、广藿香烷型、杜松烷型、

胡椒烷型、单环型、ｒｏｔｕｎｄａｎｅｔｙｐｅ及其他类型倍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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萜［６］。除此以外，还有大量新化合物被报道。许洪

波等［７］通过多种色谱技术对香附进行纯化，分离出

１个新的链状倍半萜类化合物，命名为香附酸，２个
降倍半萜类化合物 ４，７二甲基４羟基１四氢萘酮
和 （４Ｓ，５Ｅ，１０Ｒ）７ｏｘｏｔｒｉｎｏｒｅｕｄｅｓｍ５ｅｎ４βｏｌ。
Ｐａｒｋ等［８］以雌激素活性为导向分离香附根茎甲醇提

取 物，得 到 ４α，５αｏｘｉｄｏｅｕｄｅｓｍ１１ｅｎ３ｏｎｅ 和
ｃｙｐｅｒ１１ｅｎｅ３，４ｄｉｏｎｅ２个新的倍半萜。Ｚｈｏｕ等［９］

分离得到１个新的环烯醚萜苷：ｒｏｔｕｎｄｕｓｉｄｅ和１０Ｏ
ｐ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ｅｎｚｏｙｌｔｈｅｖｉｒｉｄｏｓｉｄｅ、 １０Ｏｖａｎｉｌｌｏｙｌｔｈｅｖｉｒｉｄｏ
ｓｉｄｅ、６″Ｏ（ｔｒａｎｓｐｃｏｕｍａｒｏｙｌ）ｐｒｏｃｕｍｂｉｄｅ、ｌｏｇａｎｉｃａｃｉｄ４
个已知环烯醚萜苷类成分。Ｉｂｒａｈｉｍ等［１０］从香附根茎

甲醇提取物中分离鉴定新的碳骨架结构萜类化合物

即ｃｙｐｅｒａｌｉｎＡ和ｓｕｇｅｔｒｉｏｌｔｒｉａｃｅｔａｔｅ，且两者均具有显著
抗炎活性。Ｘｕ等［１１］利用抗乙肝病毒生物活性方法引

导分离出３２个已知倍半萜和５种新的广藿香型倍半
萜类化合物：ｃｙｐｅｒｅｎｅ３，８ｄｉｏｎｅ、１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ｃｙｐｅｒｏ
ｔｕｎｄｏｎｅ、１４ａｃｅｔｏｘｙｃｙｐｅｒｏｔｕｎｄｏｎｅ、３βｈｙｄｒｏｘｙｃｙｐｅｒｅ
ｎｏｉｃａｃｉｄ、ｓｕｇｅｔｒｉｏｌ３，９ｄｉａｃｅｔａｔｅ。Ｚｈｏｕ等［１２］分离得

到了６个环烯醚萜苷类成分，其中得到了２个新化
合物分别命名为 ｒｏｔｕｎｄｕｓｉｄｅＧ和ｒｏｔｕｎｄｕｓｉｄｅＨ，且
具有显著抗抑郁活性。Ｘｕ等［１３］从香附９５％乙醇提
取液中分离得到６个倍半萜成分，其中 ｅｐｉｇｕａｉｄｉｏｌ
Ａ和 ｓｕｇｅｂｉｏｌ为新倍半萜。Ｙａｎｇ等［１４］分离香附石

油醚部位得到 ＲｏｔｕｎｄｕｓｏｌｉｄｅＡ和ＲｏｔｕｎｄｕｓｏｌｉｄｅＢ２
个新倍半萜和 ＲｏｔｕｎｄｕｓｏｌｉｄｅＣ１个新三萜成分。
Ｘｕ等［１５］发现了 １种新骨架结构倍半萜，命名为
Ｎｏｒｃｙｐｅｒｏｎｅ。

１２黄酮类成分

有研究［１６１７］采用９５％乙醇热回流提取香附，经
过不同极性溶剂萃取后，利用传统色谱技术分离纯

化，鉴定得到４个单黄酮和５个双黄酮，其中有６个
成分为首次分离。周中流等［１８］选用硅胶、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ＬＨ２０等色谱方法对香附进行分离，有９个化合物
为首次分离得到，１个新化合物５，７，４′三羟基２′
甲氧基３′异戊烯基异黄酮，命名为香附酮 Ａ。王一
婕等［１９］从石油醚部位分离得到了 ４个黄酮类化合
物，其中有３个黄酮类成分为首次分离得到。此外，
据 文 献 报 道［２０２１］ 还 有 ｌｅｕｃｏｃｙａｎｉｄｉｎ、山 柰 酚
（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槲皮素（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木犀草素（ｌｕｔｅｏｌｉｎ）
等。

１３生物碱类

许洪波等［７］分离得到４个酰胺类化合物：假亭
碱、几内亚胡椒酰胺、墙草碱、己内酰胺。此外报道

的还有ｒｏｔｕｎｄｉｎｅＡ、ｒｏｔｕｎｄｉｎｅＢ、ｒｏｔｕｎｄｉｎｅＣ［２２］等。

１４三萜与甾醇类

许洪波等［７］采用多种色谱技术分离得到蒲公英

萜酮、达玛二烯醇乙酸酯、泽屋萜３个三萜类化合
物。曹玫等［２３］建立方法学用于测定不同产地香附中

β谷甾醇的含量，结果表明，安徽产地的 β谷甾醇
含量最高，其余产地含量从小到大依次为：广东 ＜
河南＜海南 ＜四川 ＜山东。Ｓａｙｅｄ等［２４］研究了香附

地上部分的的化学成分，得到１种新的甾体苷类成分
ｓｉｔｏｓｔｅｒｙｌ（６′ｈｅｎｔｒｉａｃｏｎｔａｎｏｙｌ）βＤｇａｌａｃｔ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３个呋喃酮类和其他类成分。除此以外，还有豆甾
醇、胡萝卜苷［２５］等。

１５蒽醌类

从香附中分离得到的蒽醌类成分有大黄素甲醚、

Ｃａｔｅｎａｒｉｎ［２５］、鹅掌楸苦素［７］等。

１６其他类

邓仕任等［２６］建立了 ＵＰＬＣ方法测定香附中
ｓｃｉｒｐｕｓｉｎＡ［２７２８］含量的方法，ｓｃｉｒｐｕｓｉｎＡ又称三棱素
Ａ，为一种二苯乙烯二聚体芪类化合物，具有较好
的抗氧化、抗炎、抗肿瘤等药理活性，被认为是香

附子中的另一类活性物质。以外，还有十六烷酸、

３ｈｙｄｒｏｘｙ１（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３，５ｄ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２［４
（３ｈｙｄｒｏｘｙ１（Ｅ）ｐｒｏｐｅｎｙｌ）２，６ｄ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ｐｈｅｎｏｘｙ］
ｐｒｏｐｙｌ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１（３，４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ｄｉｏｘｙ
ｐｈｅｎｙｌ）１Ｅｔｅｔｒａｄｅｃｅｎｅ［７］。Ｌｉｎ等［２９］从香附经过９５％
乙醇提取后正丁醇萃取的部位得到２个新环烷糖苷：
ＣｙｐｒｏｔｕｏｓｉｄｅＣ和 ＣｙｐｒｏｔｕｏｓｉｄｅＤ。Ｚｈｏｕ等［３０］从乙酸

乙酯组分分离得到 ８个化合物，其中有 ２个新型
酚 类 化 合 物：１αｍｅｔｈｏｘｙ３βｈｙｄｒｏｘｙ４α（３′，
４′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１，２，３，４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ｎａｐｈｔｈａｌｉｎ
和 １α，３β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４α（３′，４′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１，
２，３，４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ｎａｐｈｔｈａｌｉｎ。香附还含有 Ｆｅ、Ｍｇ、
Ｃａ、Ｓｒ、Ｔｌ、Ｓｎ、Ｎａ等微量元素［３１］。

２　药理作用

香附的药理作用十分广泛［５，７，３２］，现代药理研究

表明，香附能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心脑血管系统、

消化系统，能够松弛子宫平滑肌，具有雌激素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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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抗抑郁、降低血糖血脂、抗炎抗菌、抗肿瘤等

作用。

２１对中枢神经系统作用

李世英等［３３］建立小鼠焦虑模型，通过强迫游

泳、悬尾等实验，检测海马乙酰胆碱酯酶、５羟色
胺（５ＨＴ）水平，分析了香附挥发油对小鼠焦虑行为
的影响，证实了香附挥发油能够改善小鼠的焦虑行

为，其机制可能与香附挥发油平衡中枢胆碱能系统、

提高５ＨＴ水平有关。李炜等［３４］对大鼠进行皮下注

射盐酸肾上腺素（０９ｍｇ·ｋｇ－１·ｄ－１）附加慢性不可预
见性刺激造气滞血瘀证模型，并对血液、神经、内

分泌、免疫系统的相关生物学指标进行监测，实验

表明，香附四物汤可以通过调控内环境稳态，达到

明确的调控作用。吴莎等［３５］研究表明，川芎香附
的醇提取物对于调节偏头痛大鼠模型的效果较水提

取物更优，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调节中枢神经递

质和血管活性物质释放，提高去甲肾上腺素（ＮＥ）、
多巴胺（ＤＡ）、５ＨＴ、５羟吲哚乙酸（５ＨＩＡＡ）水平
的同时降低了一氧化氮（ＮＯ）、一氧化氮合酶（ＮＯＳ）
的含量，达到治疗偏头痛的作用。李淑雯等［３６］研究

表明，醋香附可通过减少大鼠传导物质脊髓 ｃｆｏｓ蛋
白的表达，从而阻止痛信号在脊髓神经内传导，增

强镇痛作用。Ａｚｉｍｉ等［３７］研究表明，α香附酮通过
扰乱大脑中微观纤维来减少炎症，具有很好效果，

有益于治疗诸如阿尔茨海默病（ＡＤ）引发的炎症。香
附在临床上还用于治疗失眠［３８］。

２２对心脑血管系统作用

吴莎等［３９］研究药对川芎香附对硝酸甘油偏头
痛大鼠的药效，结果表明，其能有效改善偏头痛大

鼠的脑血流量，促进脑血液循环，调节神经递质和

血管活性物质 ＮＥ、ＤＡ、５ＨＴ、５ＨＩＡＡ、ＮＯ、ＮＯＳ
的释放，发挥治疗偏头痛的作用。季宁平等［４０］建立

具有中医证候特点的肝郁血瘀大鼠模型，从体征变

化、血液流变学两方面指标评价醋香附不同提取部

位疏肝解郁化瘀的药效学差异性，结果证明，乙酸

乙酯部位及石油醚部位为醋香附疏肝散瘀的主要有

效提取部位，并且初步认为醋香附是通过降低血液

中的血浆纤维蛋白原、降低血液黏度以达到活血化

瘀的功效。

２３对消化系统作用

Ｔｈｏｍａｓ等［４１］研究发现，香附提取物能够通过抗

氧化机制显著抑制阿司匹林诱导的胃溃疡。张跃飞

等［４２］通过对香附挥发油影响大鼠胃残留率、小肠推

进率的考察，采用体内半固体糊碳末推进法和体外

噻唑蓝细胞实验，表明香附挥发油能够提高大鼠胃

肠动力生物活性，同时促进小肠平滑肌细胞增殖。

２４对子宫作用

张斯杰等［４３］研究表明，不同提取方式得到的川

芎香附提取液均能够对缩宫素引起的痛经模型小鼠
产生明显的抑制及镇痛作用。胡律江等［４４］选择偏最

小二乘法和ＢＰ神经网络模型相结合，对香附的化学
成分进行了数据处理与药效学关联，筛选出香附的效

应成分。刘培等［４５］采用 ｎａｎｏＬＣＬＴＱＯｒｂｉｔｒａｐＭＳ／ＭＳ
蛋白质组学方法筛选鉴定香附四物汤干预原发性痛

经模型小鼠卵巢组织中的差异表达蛋白，结果表明，

ＡＤＲＭ１蛋白有可能是香附四物汤作用的靶点。有研
究［４６４７］发现，四制香附的石油醚部位提取液可以抑

制由缩宫素引起的大鼠离体子宫平滑肌收缩，而四

制香附中 α香附酮、α香附烯酮和 ｓｕｇｅｏｎｏｌ成分是
抗痛经活性成分。赵晓娟等［４８］采用小鼠在体痛经模

型、缩宫素所致大鼠离体子宫收缩模型和大鼠血液

流变学影响３种方法结合使用评价江西建昌帮四制
香附调经止痛效应，并对其活性成分进行测定，结

果表明，石油醚部位为香附调经止痛的有效部位，

其有效成分有豆甾醇、胡萝卜苷、大黄素甲醚和十

六烷酸。Ｃｈｏｉ等［４９］香附水提液可提高子宫内膜细胞

αＶβ３和αＶβ５的表达，证明了香附具有治疗子宫内
膜容受性差的潜力。

２５雌激素样作用

Ｐａｒｋ等［８］以雌激素活性分离得到２个新的倍半
萜，且前者对雌激素受体具有双相活性，可作为激

素替代物。禹良艳等［５０］通过研究发现，香附四物汤

的不同分离部位对离体培养的大鼠卵巢颗粒细胞增

殖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２６抗抑郁作用

贾红梅等［５１］基于网络药理学方法，使用

ＰｈａｍＭａｐｐｅｒ和ＤｒｕｇＢａｎｋ数据库进行靶点预测和筛
选，通过 ＭＡＳ３０及 ＫＥＧＧ通路注释分析香附抗抑
郁效应化学成分的作用通路，表明香附以多成分多
靶点多途径的协同作用方式发挥抗抑郁效应机制。
周中流等［５２］通过小鼠强迫游泳和悬尾实验，证明香

附醇提物的乙酸乙酯部位和正丁醇部位能够有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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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鼠大脑额叶皮质中的５ＨＴ和 ＤＡ含量，起到明
显的抗抑郁作用。王君明等［５３］亦研究证实了香附乙

醇提取物具有抗抑郁作用，且呈现良好的量效关系。

２７降低血糖血脂

罗嘉等［５４］将大鼠给予高脂高糖饲料及链脲佐菌

素腹腔注射造模，给药１个月后检测相应指标，结
果显示，在香附总黄酮提取物的高、中、低剂量组

中，大鼠血清和肝肾匀浆中的氧化氢酶、超氧化物

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含量明显高于模型组，

由此表明，香附总黄酮对糖尿病大鼠具有较好的治

疗作用，能有效降血糖，调节血脂及氧化应激紊乱。

Ｓｉｎｇｈ等［５５］研究发现，香附乙醇提取物具有降低血

清谷氨酸丙酮酸转氨酶和转氨酶，具有明显的抗糖

尿病活性。

２８抗炎抗菌作用

Ｋｈｏｊａｓｔｅ等［５６］比较了香附醇提物、水提物和挥

发油对变形链球菌、放线菌和白色念珠菌的细胞抑

制作用，而这些细菌正是牙周炎和蛀牙的危险因素，

采用ＭＴＴ法评价细胞毒性显示，醇提物抑制作用最
强，提示香附提取物能够预防和治疗牙周炎及蛀牙。

郭慧玲等［５７］研究发现，香附的不同炮制品对由二甲

苯诱导引起的小鼠耳肿胀急性非特异性炎症具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丁平等［５８］研究发现，连续给药香附

油滴丸，能够显著减轻小鼠足跖及耳廓肿胀，降低

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提高疼痛痛阈，结果表

明，香附油滴丸中的α香附酮具有抗炎镇痛作用。

２９抗肿瘤作用

有研究者［５９６０］使用ＭＴＴ比色法研究了香附的超
临界ＣＯ２萃取物对人肝癌细胞的杀伤作用，证明香
附挥发油诱导细胞钙超载、增加氧化损伤，抑制能

量代谢致线粒体结构和功能受损，最终使线粒体凋

亡通路激活诱导肺癌细胞 Ａ５４９凋亡。方国英等［６１］

研究表明，香附提取物可显著抑制胃癌细胞的增殖，

且具有剂量效应关系，随着剂量增大，抗肿瘤效果

增强。Ｊｕ等［６２］通过注射己烯雌酚和孕酮建立子宫病

理模型，将香附中分离４个双黄酮成分进行给药，发
现显著抑制肿瘤样增生，其机制可能是提高Ｂａｘ蛋白
表达，下调 Ｂｃｌ２表达，形成同源二聚体 Ｂａｘ／Ｂａｘ，
促进子宫肌瘤细胞凋亡。Ａｈｎ等［６３］分离得到一种广

藿香型倍半萜，该物质能够使半胱天冬酶引起的卵

巢癌细胞凋亡。Ｍａｎｎａｒｒｅｄｄｙ等［６４］利用ＤＰＰＨ法测定

不同极性的香附提取物，以高抗氧化活性的甲醇提

取物利用ＭＴＴ法进一步研究其对不同人癌细胞系毒
性作用，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非癌细胞也有一

定保护作用。

２１０其他作用

尚双艳等［６５］选用牛血清白蛋白诱导建立肝纤维

化大鼠模型，通过对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２（ＭＭＰ２）、
组织金属蛋白酶抑制剂２（ＴＩＭＰ２）和转化生长因子β１
３个因素的测定，结果显示，香附多糖具有较好的
保肝及抑制肝纤维化的活性，推测其作用机制可能

是与改善了大鼠 ＭＭＰ２／ＴＩＭＰ２水平失衡和降低了
转化生长因子β（ＴＧＦβ１）水平有关。有研究者

［６６６７］

研究香附挥发油对促硝西泮、苯二氮类药物等均有

显著的促透皮作用。Ｎａｍ等［６８］报道香附倍半萜

Ｖａｌｅｎｃｅｎｅ具有减轻小鼠经 ＵＶＢ照射后黑色素瘤细
胞中内色素的含量，表明香附对 ＵＶ诱导的光老化
具有潜在的治疗效果。

３　小结

香附化学成分复杂，具有广泛药理活性，且资

源丰富。但目前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其挥发性成分的

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上，其他非挥发性成分化学及

药理活性相关研究少有报道。因此有必要利用先进

的分离技术手段及现代药理学方法对香附进行全面

的研究，为进一步开发利用香附资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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