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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药用植物种类繁多且资源丰富。近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药用植物的挥发油成分具有抗菌、抗氧化、抗病

毒、消炎、抗癌、降血糖、降血压、保肝、镇痛等功效。部分药用植物精油也已作为临床药物用于治疗

哮喘、皮炎、鼻炎、抑郁焦虑、痤疮等多种疾病，药用植物挥发油在临床药物研究与应用方面表现出较

大的潜力。通过对近年来各种药用植物药理活性及临床应用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归纳，旨在为进一步深

入研究药用植物挥发油药理活性机制以及拓展挥发油的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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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kinds and abundant resources of medicinal plants. Modern pharmacology re-
searches showed that volatile oils from medicinal plants had displayed variou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such as, antimicrobial, antioxidant, antiviral, anti-inflammatory, anticancer, hypogly-
cemic, antihypertensive, liver protection, analgesic and other effects. Some essential oils from me-
dicinal plants had also been used as clinical drugs in the treatments of various diseases, such as 
asthma, dermatitis, rhinitis, depression, anxiety, acne, etc. Medicinal plants showed potential val-
ues in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drugs.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es on the pharma-
cological activitie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medicinal plants in recent years were summarized,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volatile oils on the mechanism of pharmaco-
logical activities, as well as to expand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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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植物精油(Essential oil)又称挥发油(Volatile oil)，是储存于植物组织器官(如，花、茎、叶、根、果实、

种子)的一类小分子芳香物质，可通过蒸馏或压榨等方法提炼得到[1]。多数挥发油呈无色或淡黄色，不溶

于水，易溶于有机溶剂，主要由萜类化合物、脂肪族、芳香族等多种化合成分构成的混合物[2]。挥发油

是药用植物中发挥药效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3] [4]，随着现代医学的研究发展，逐步揭示了药用植物精油

的抑菌、抗氧化、抗肿瘤、降糖及保肝[5] [6] [7]等多方面的药理活性。目前，越来越多的药用植物挥发

性成分被应用到临床研究中，以下将对近年来药用植物挥发油生物活性及临床应用进行总结和归纳，旨

在为今后药用植物精油的深入研究以及临床开发应用提供依据。 

2. 药用植物挥发油的生物活性 

药用植物挥发油药理活性多样，研究表明，药用植物精油的药理活性主要包括抗菌、抗氧化、抗衰

老、抗病毒、消炎、降血糖、降血压、保肝护肝等方面。 

2.1. 抗菌作用 

药用植物挥发油可以改变细菌生物膜的通透性，破坏细胞的正常结构，影响呼吸代谢，从而导致细

菌消耗异常并溶解死亡[8]。研究显示，不同药用植物挥发油成分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而其中发挥抑菌

活性的成分各不相同。佛手柑挥发油与紫苏挥发油中，主要起抗菌作用的活性成份为柠檬烯，牛至挥发

油中的主要抑菌成分则为百里香酚和香芹酚。土荆芥地上部分挥发油抗菌成分为 α-松油烯、甲酸松油酯

和对聚伞花素，对多种细菌和真菌的抗菌作用明显[9]。野生白苏叶挥发油对红色毛癣菌具有显著的抑制

效果，经分析其中，含有 2,6-二甲基-6-(4-甲基-3-戊烯基)-双环[3.1.1]庚-2-烯、紫苏酮、戊基苯酚、石竹

烯、芳樟醇等多种抗菌成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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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抗氧化作用 

机体内的活性氧与自由基的形成与清除失衡，过多的自由基可引起机体损伤。药用植物挥发油的抗

氧化作用可以体现在清除自由基、抑制促氧化剂和还原能力等方面。研究表明，野艾蒿挥发油的抗氧化

活性随浓度增加而增强，而柠檬挥发油对 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DPPH·)的清除率最高，对羟自由基

(·OH)的清除率仅次于茶多酚，清除能力与样品量存在剂量依赖关系[11]。一些药用植物挥发油能够延缓

人体生理性或病理性衰老过程[12]。檀香植物精油能提高红细胞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降低皮肤

中的丙二醛(MDA)含量，达到抗衰老的作用效果。 

2.3. 抗病毒作用 

不少学者对挥发油药理活性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挥发油的抗病毒作用。挥发油能保护细胞、防止病

毒吸附、抑制病毒的增值以及对病毒直接灭活。如艾叶挥发油能有效抑制血清及肝组织中的乙肝病毒。

百里香精油和牛至精油均能在体外直接灭活腺病毒(HAdV)，在一定时间内有效减缓病毒入侵细胞的时间，

前者能保护细胞免受脑心肌炎病毒的毒害作用，后者能有效抑制病毒吸附。甘露消毒丹及其挥发油通过

抑制 RIG-I/NF-κB 信号传导通路的活化，抑制流感病毒的感染，并提高免疫因子含量[13]。学者 Jackwood
在研究中表明植物油脂和挥发油对禽冠状病毒的抑制作用明显，能有效减缓病毒的传播、改善实验动物

的病理体征、降低气管中病毒 RNA 的数量[14]。 

2.4. 消炎镇痛作用 

炎症反应是机体与致炎因子进行抗争，使机体环境达到新的平衡的过程。炎症的过程中涉及到许多

抗炎因子，其中 TNF-α 是炎症过程中出现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炎性介质之一[15]。临床研究表明，部分

药用植物挥发油治疗效果好，副作用少，如，忍冬藤、蒲公英、羌活、莪术、青皮等，对感染引起的炎

症或疼痛均有不同程度的消除作用。白芍的脂溶性物质对小鼠的腹腔炎症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尤其是

炎性水肿及渗出[16]。砂仁挥发油中的樟脑、乙酸龙脑酯、龙脑等成分有镇痛作用[17]。通过小鼠扭体实

验可以发现，经过野菊花挥发油、白芷挥发油处理的小鼠疼痛阈值明显提高，扭体次数显著减少，对疼

痛有明显的抑制作用(P < 0.05)。 

2.5. 抗癌作用 

近年来药用植物挥发油的抗癌作用逐渐被人熟知，挥发油及其成分作为抗癌药筛选的研究也越来越

多，在临床上广受关注。研究发现挥发油的成份中的香芹酚、苎烯、香叶醇(烯)、紫苏醇、α-蛇麻烯、β-
丁香油烃等对肿瘤细胞都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抗癌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诱发癌细胞凋亡、阻滞癌细

胞周期、抗癌转移和抗血管生成，作用于解毒酶及挥发油的 DNA 损伤机制和修复信号等环节实现抗癌作

用的[18]。金钱莲挥发油能有效抑制人肺癌细胞(NCI-H446 细胞)的增值。两面针果壳[19]、草果、姜黄、

山茶花等药用植物挥发油对对各种癌细胞的增殖和粘附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2.6. 降糖降血压作用 

据报道，白术挥发油、芜菁挥发油、唐古特青兰挥发油等药用植物挥发油能够通过改变胰岛素水平

从而产生降糖作用。此外，孜然挥发油中的 γ-萜品烯能明显提高胰岛素受体的表达和 3-磷酸甘油脱氢酶

的含量水平，显著降低血清中糖化血红蛋白(Hb)、甘油三酯(TG)及胆固醇(TC)的含量水平，对 II 型糖尿

病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20]。当归挥发油具有降压作用，能有效保护心肌组织，其降压作用可能与肾素–

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有关，或是通过抑制血清中的内皮素-1 (ET-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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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上调 TRIB1、TLR3mRNA 水平抑制动脉粥样硬化，影响脂代谢[22]。 

2.7. 保肝作用 

受内外因素影响，肝细胞会发生水肿、变性和坏死等病理生化反应，导致肝损伤。挥发油可以改善

由总胆固醇(Serum total cholesterol, TC)、甘油三脂(Triglyceride, TG)、胆红素、血清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过量及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活性增高引起的肝损伤，从而起

到保护肝脏的作用。用灵芝孢子挥发油、生姜挥发油和茜草挥发油干预 CCl4 处理引起肝损伤的小鼠，发

现经过处理的小鼠体内胆固醇、甘油三酯、谷草转氨酶、血清谷丙转氨酶数量水平明显下降，且能抑制

肝脾肿大，肝组织病变明显减轻，对肝细胞有良好的修复作用[23]。也有研究发现，酒当归挥发油能有效

针对肝脏疾病起到保护修复作用，通过酒当归挥发油干预肝功能受损的小鼠后，部分肝细胞的病理变化

的到明显改善[24]。 

3. 药用植物挥发油在医学方面的临床应用 

随着现代药理研究的推进，药用植物挥发油已有作为临床用药应用于各类疾病的治疗与辅助治疗，

其效果明显，且预后良好。以下就常见挥发油的临床应用做进一步阐述。 

3.1. 哮喘 

合理配伍不同药效的挥发油，能够互相弥补其药理作用上的不足，发挥最大的药效作用，达到更好

的药用价值。麻黄、杏仁和甘草 3 味中药的挥发油和水提醇沉溶液是发挥抗哮喘作用的物质基础，其中

挥发油成分能有效抑制呼吸道血嗜酸性粒细胞(EOS)的产生和聚集。另外，五味子挥发油和细辛挥发油联

合使用具有良好的镇咳平喘祛痰的功效[25]。 

3.2. 皮炎、鼻炎 

研究显示，药用植物挥发油具有良好的抗炎镇痛作用，在临床上可用于各种炎症的治疗。皮炎净颗

粒剂中的当归挥发油和苍术挥发油是抑制皮炎发挥药理作用的重要成分。通过将蛇床子挥发油制成水包

油型微乳，能抑制蛇床子的刺激性味道，防止挥发油的损失，可用于缓解慢性接触性皮炎。临床药物双

辛鼻鼽散治疗过敏性鼻炎的关键物质为细辛、辛夷和川芎挥发油[26]。苍耳子挥发油在临床上常与辛夷、

白芷、薄荷等挥发油配伍治疗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等。 

3.3. 抑郁焦虑 

挥发油是具有强烈的香味的挥发性物质，通过将其制成香薰制品有镇定、舒缓情绪的功效。香薰精

油的抗抑郁效果在临床上已初见成效。通过香薰精油的干预，可改善对神经递质、牛磺酸等代谢途径的

调节、舒缓负面情绪、减少应激反应，有效减缓抑郁症状。有学者招募志愿者开展了相关的实验研究，

结果显示，罗勒挥发油对人体抑郁情绪的作用，在经过香薰后的抑郁均分下降明显[27]，有效改善志愿者

的抑郁情绪。另有研究表明，当归挥发油中所含的机酸类、苯酞类、多炔类等为抗抑郁的有效成分[28]，
目前部分临床抗抑郁药物中亦含有此类成分。 

3.4. 心肌缺血 

药用植物挥发油中所含有的化学组分能够对心肌缺血等症状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其中，唇香草挥发

油能有效改善心肌缺血，常被临床应用于冠心病等疾病的治疗，如，新塔花胶囊用于改善心绞痛，天香

丹中的挥发油能促进冠状动脉侧支循环的建立，有改善心肌缺氧状态的作用。山苍子挥发油具有预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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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失常保护心肌和预防缺血的作用，采用山苍子挥发油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药也取得一定的成效[29]。 

3.5. 口腔疾病 

大部分挥发油作用温和、刺激小，抗菌谱广，相比于化学药剂不良反应及毒副作用小，临床上可用

于口腔疾病的治疗与护理。艾蒿挥发油由于具有良好的抗菌活性，与口腔护理产品结合能增加产品的抗

菌消炎作用[30]，如，艾蒿牙膏类产品。添加了中药香薷挥发油的漱口水的能明显减少口腔菌斑指数，其

稀释液抑制菌斑作用明显。还有临床实践表明茶树挥发油对牙根炎、口腔黏膜溃疡、牙根管炎等口腔疾

病具有良好的疗效。 

3.6. 关节炎 

在临床中，采用添加挥发油组分的中药药剂治疗关节炎也常见。中医临床实践中，常通过配伍羌活、

白芍、麻黄、桂枝、独活、雷公藤等药物，以减轻、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疼痛和病情，而其中发挥药

效的主要成分均为挥发油[31]。研究显示，穴位按摩或针刺治疗配合不同功效的精油能达到更好的治疗效

果，中医学上常通过滴加精油配合相关穴位按摩及针刺疗法治疗关节炎，能有效促进血液循环可减轻风

湿性关节炎早期症状。 

3.7. 痤疮 

市面上常见的一些祛痘产品中可见有植物挥发油成份，其主要有抗菌、消炎、降脂等功效，是痤疮

的天然抗菌剂。迷迭香挥发油与槲皮素、迷迭香二酚配合使用，能提高其抗氧化活性，有效抑制油脂过

氧化[32]，临床上常用于丙酸杆菌引起的痤疮。此外，临床上常将连翘和荆芥挥发油配伍用于治疗粉刺、

痤疮等。 

3.8. 失眠 

酚烃类是挥发油中发挥局部麻醉效果的重要成分，对大脑及内脏器官的影响小，可作用于中枢系统

起到治疗失眠的作用。有学者对失眠病人施以挥发油治疗干预后发现，吸入薰衣草挥发油的原发性失眠

患者睡眠质量的到有效改善[33]，穴位按摩配合复方精油比单纯穴位按摩更能有效的改善社区中失眠老人

的睡眠质量[34]。另有研究显示，芳香精油对青年人的睡眠也有明显的改善作用，石菖蒲挥发油对中枢系

统有双向兴奋–抑制作用，对失眠也有一定的疗效。 

3.9. 眩晕 

挥发油对中枢系统的作用还体现在治疗眩晕的效果上。消眩止晕片中发挥主要药理作用的成份为挥

发油，该药是治疗痰瘀内阻证颈性眩晕的临床用药。据悉白芍对头痛头晕也有一定疗效，其主要化学药

理成分也包含挥发油等组分。菊花的挥发性成分对眩晕、头痛、目赤等症状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4. 小结与展望 

挥发油是药用植物中发挥药理作用的重要成分之一，其应用广泛。日常生活中，挥发油可用于净化

空气、消毒杀菌、清洁护理等；临床上，挥发油可用于治疗或辅助治疗疾病，促进疾病康复，如哮喘、

冠心病、抑郁、痤疮及各类炎症等。除此之外，药用植物挥发油在防治传染病、预防疾病、抑制细菌病

毒，促进细胞新陈代谢及细胞再生功能等方面也有广泛的应用。 
药用植物挥发油可涉足领域尚不止于此。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药用植物挥发油在食品加工、农业

除害、工业、制造业等领域也能发挥作用。随着对药用植物挥发油的深入研究，一方面其药理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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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能够更科学地指导临床应用，另一方面拓展挥发油的临床应用，可进一步探索精

油临床应用前景。因此深入了解和研究挥发油药理作用与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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