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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特色药材艾纳香研究进展

官玲亮，庞玉新，王 丹，张影波，武孔媛
(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海南儋州 571737)

摘要: 艾纳香为我国重要民族药物之一，在黎族、壮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有着悠久的用药历史，具有镇痛、发汗、祛风

除湿、祛痰止咳、通经止血等功效。本文试从艾纳香的有效成分结构、含量、资源分布、遗传多样性、栽培管理及繁殖方式等几

个方面对过去的相关研究进行简短的综述，以期为艾纳香的资源及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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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Chinese Minority Medicine of
Blumea balsamifera L．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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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lumea balsamifera L． DC． is a traditional medicinal plant，which has been primly and widely used
in some of minority groups in our country，such as the Li Minority in Hai Nan，Miao nationality in Gui Zhou and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in Guang Xi et al． It has the functions of relieving pain，dispelling pathogenic wind and
removing dampness，expelling phlegm and relieving cough，activating collaterals and stopping bleeding，respectively．
This comprehensive review was focused on the researches of mechanical constituents，resource distribution，genetic
variety，cultivation and reproduction，so as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Blumea balsamif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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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纳香( Blumea balsamifera L． DC． ) 为菊科艾纳

香属多年生木质草本植物，主要分布于我国海南、贵
州、广西、广东、云南、台湾等省。以其全草或地上部

分入药，具有镇痛、发汗、祛风除湿、去痰止咳、通经

止血等功效，在黎族、苗族、壮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有

着悠久的用药历史，是一种重要的民间药物。同时

艾纳香也是获取天然冰片( 艾片) 的重要植物来源

之一。在精致艾片过程中所产生的艾油具有扩张血

管、降低血压、抑制交感神经的作用，因而被广泛应

用于医药行业。近年来，以艾油为主要成分的产品

大量涌现，如咽立爽滴丸、银丹脑心通软胶囊、心胃

止痛胶囊、金喉剑喷雾剂、银冰消痤酊、复方一支黄

花喷雾剂等。另外，艾油因其独特的芳香气味，还被

广泛应用于香料以及化妆品行业。目前，以艾纳香

为原料的产品已创造了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

且仍有大量新产品不断涌现，因此艾纳香有着广阔

的市场应用前景。
本文将艾纳香近年来在化学成分结构鉴定、含

量测定、资源调查、遗传多样性及栽培管理等方面的

研究进行了概述，以期为艾纳香的进一步系统深入

的研究提供一定的信息。

1 艾纳香的本草考证

艾纳香性温，味苦，无毒; 主治寒湿泻痢、腹痛肠

鸣、肿胀、筋骨疼痛、跌打损伤、癣疮，在我国有着悠

久的用药历史，多数现代中医药典籍均认为，艾纳香

最早记载于公元 741 年( 唐开元二十九年) 陈藏器

所编著《本草拾遗》，此后宋代刘翰等编著《开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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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公元 973 － 974 年) 也曾记载。在唐代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中治身体臭令香方之衣香方，云:

“鸡骨煎香……安息香、艾纳香( 各一两) ……以微

火烧之，以盆水内笼下，以杀火气，不尔，必有焦气

也。”用于治疗体臭，也另有复方治疗口臭; 公元 668
年，唐代释道世所著《法苑珠林》第三十六卷中的第

三十三篇，即华香篇，其引证部云“广志曰，艾纳香

出漂国，乐府歌曰，行胡从何来，列国持何来，氍毹毾

登毛，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 而随后的《本草

拾遗》、《海药本草》、《开宝本草》、《本草纲目》、《本

草求原》、《外台秘要》、《增订伪药条辨》等典籍也有

相应的记载和评述，多仅说明其用途、疗效和用法，

偶有描述其植物学分类特征［1］。
在印度、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传统医

学也有艾纳香入药的记载，用于伤风感冒、风湿性骨

痛、关节炎、产后风痛等症的治疗。假东风草是艾纳

香属另一种应用较广泛的中草药，据《现代本草纲

目》记载，具有清热明目、祛风止痒、解毒消肿等功

效，主治目赤肿痛、风疹、疥疮、皮肤瘙痒等证，是妇

科良药“妇血康颗粒”、“妇血康胶囊”等中成药的主

要组成，艾纳香属植物中被《现代本草纲目》收载的

药用植物有 11 类 13 种，被《中国药典》( 2010 版) 收

载的有 2 类 3 个种［2］。

2 艾纳香有效成分结构鉴定

艾纳香中化学成分比较复杂，但主要集中在黄

酮类和挥发油成分的研究上。邓芹英等［3］利用核

磁共振技术首次对艾纳香黄酮类化合物进行鉴定，

认为主要含 3，5，3' － 三羟基 － 7，4' － 二甲氧基黄酮

和 3，5，3'，4' － 四羟基 － 7 － 甲氧基黄酮。其后，曹

家庆等［4］从滇桂艾纳香的总黄酮类成分中鉴定到

圣草素 － 7，4' － 二甲醚、圣草素 － 7，3' － 二甲醚、圣
草素 － 7 － 甲醚、槲皮素 － 7，3'，4' － 三甲醚、柽柳

素、鼠李柠檬素。陈铭［5］鉴定出艾纳香黄酮类成分

有 3，5，3' － 三羟基 － 7，4' － 二甲氧基双氢黄酮、艾
纳香素、3，5，7，3' － 三羟基 － 4' － 甲氧基双氢黄酮、
3，5，3' － 三羟基 － 7，4' － 二甲氧基黄酮、5，7，3'，
5' － 四羟基双氢黄酮、木犀草素、槲皮素、5，7 － 二羟

基 － 3，3'，4' － 三甲氧基黄酮、3，5，3'，4' － 四羟基 －
7 － 甲氧基黄酮、4，4'，6' － 三羟基双氢查尔酮、儿茶

素、阿亚黄素。
关于艾纳香挥发油成分的研究，周欣等［6］采用

GC /MS 方法，从黔产艾纳香叶片挥发油中检测到 41
种化学成分，其中主要有 L-龙脑、樟脑、β-石竹烯、

桉叶油醇、古芸烯、芳樟醇等。马芝玉等［7］同样采

用 GC /MS 的方法对滇桂艾纳香中挥发性成分进行

鉴定，共鉴定到 98 种化学成分，茎、叶各含 89 种，主

要为大叶香烯 D、香木兰烯、顺-α-没药烯、β-荜澄茄

油烯、γ-依兰油烯等倍半萜类化合物，且茎和叶的主

要挥发性成分种类和含量基本一致。陈铭等［5］从

云南勐腊县的艾纳香地上部分中鉴定到大量倍半萜

类化 合 物，主 要 包 括 3，13-clerodadiene-6、15-diol、
blumeaene A-J、1，9-dihydroxy-4-eudesmen-6-one、1-
ang-4，7-dihydroxyeudesmane。

除此之外，艾纳香中还含有多种其他化合物。郑

丹等［8］从艾纳香地上部分分离并检测到小麦黄素、芹
菜素、木犀草素、原儿茶酸( 甲酯) 、咖啡酸( 甲酯) 、
β －谷甾醇以及胡萝卜苷等。曹家庆等［9］利用柱色

谱法从滇桂艾纳香中分离并鉴定到环( 亮脯) 二肽、
( 24 S) 豆甾 － 4 － 烯 － 3 － 酮、( 24 S) 豆甾 － 4 － 22 －
二烯 － 3 － 酮、二氢槲皮素 － 4' － 甲醚、丁香酸、没食

子酸、香草酸、呋喃甲酸、水杨酸、咖啡酸等化合物。

3 艾纳香有效成分组成及组织分布
特性

近年来，由于市场对中药材质量控制的要求越

来越高，科研工作者对艾纳香中有效成分的含量也

越来越关注。谢培德等［10］、王治平等［11］、黄永林

等［12］、文永新等［13］以及雷婷等［14］分别采用反相高

效液相色谱法对( 滇桂) 艾纳香中原儿茶酸( 醛) 、绿
原酸、花椒油素、艾纳香素、二氢黄酮醇的含量进行

了测定。黄永林等［1 2］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检测不

同部位艾纳香中总黄酮含量表明，叶、小枝条、茎中

总黄酮含量有较大差异，分别为 2. 94%、1. 21%、
1. 36%。同样，文永新等［13］的研究也表明艾纳香不

同部位叶、嫩枝条、茎以及根中有效成分的含量均有

较大差异，这对艾纳香药材质量控制以及对原料的

采收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姜建萍等［15］通过比较不

同产地的滇桂艾纳香中总黄酮的含量，结果显示不

同产地滇桂艾纳香中总黄酮的含量有较大差异，变

异范围为 79. 70 ～ 241. 2mg /ml，表明从大量的艾纳

香种质资源中可筛选到有效成分含量高的材料，为

艾纳香的品质育种提供了理论依据。

4 艾纳香资源分布及遗传多样性

众所周知，种质资源是育种的物质基础，是发现

和利用基因资源的源泉。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研究

将为评估基因资源的开发前景以及引种栽培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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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提供重要信息。同时，种质资源评价是实施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 GAP) 的保证。对其开展深入研

究，将会为生产无公害优质药材，实现生产经营集约

化和规范化以及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奠定良好的物质

基础，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关于艾纳香种质资源的研究，胡蕖等［16］于 1999

年对贵州省艾纳香植物资源、适宜气候条件、生物学

特性进行了调查研究，依据主导因子原则，采用主分

量分析法，划分出贵州省艾纳香的最适生长区、适宜

生长区以及一般分布区。2010 年，江维克等［17］对

贵州红水河地区的艾纳香资源进行了较详细的调

查，对其生态类型以及生境特征进行归类和统计分

析。另外，贵州农业科学院的何元农等［18］对贵州省

罗甸县的艾纳香种群间的遗传多样性进行研究，结

果表明，该种群个体间叶形、株型、抗性及有效成分

含量均呈现出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依据其叶片的大

小可以将艾纳香分为大艾、小艾、马耳艾等，依据叶

片颜色的深浅可以分为红青艾、白青艾等多种类型，

干品有效成分含量变异范围为 0. 0427 ～5. 3466mg /g。
庞玉新等［19］采用 RAPD 技术对 4 个典型生境的艾纳

香野生种群的克隆结构和克隆多样性进行了研究，结

果表明，艾纳香是一种典型的克隆植物，种群克隆多

样性水平较高，Simpson 指数达 0. 993。

5 艾纳香栽培技术及繁殖方式

关于艾纳香的栽培技术研究，贵州农业科学院

的何元 农 研 究 员 做 了 大 量 研 究 工 作。2004 年 至

2007 年陆续发表研究报道，分别对不同艾纳香繁殖

苗类型 的 成 活 率［20］、整 个 生 育 期 的 生 长 发 育 特

性［21］、栽培过程中母桩与幼桩的关系［22］、氮肥施用

量与产量及有效成分的关系［23］、人工栽培密度对产

量的影响［24］ 以及艾纳香的有性繁殖［25］ 进行了研

究，为艾纳香的规模化、规范化栽培提供了有力的技

术和理论依据。除此之外，周家维等［26］ 和江兴龙

等［27］对贵州的主要推广品种大艾、小艾、马耳艾进

行了品比试验，以野生艾纳香( 野艾) 为对照，结果

表明马耳艾和大艾的艾粉提取率显著高于小艾和野

艾，而大艾的叶片产量显著高于马耳艾，因此生产上

应首选大艾，其次是马耳艾，并认为大艾的最佳栽培

密度为 667 株 /667m2。
艾纳香的繁殖方式主要以分生苗无性繁殖为

主，也可进行扦插繁殖。何元农等［20］对分生苗的

类型及成活率进行研究表明，春苗成活率高，而春

苗中的远蔸苗的成活率又显著高于近蔸苗。陈国

建等［28］对艾纳香的扦插繁殖进行研究表明，生长

调节剂种类及浓度、插穗材料的老熟程度、扦插季

节等因素对扦插成活率均有显著影响，为艾纳香

的扦插繁殖技术的建立提供依据。而无性繁殖在

生产中具有较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如移栽成活率、
分生苗易携带病毒等问题。为此，研究工作者对

艾纳香的有性繁殖进行了探索性调查研究。何元

农等［25］对贵州罗甸产区的艾纳香种子进行收集并

进行发芽试验，结果表明艾纳香种子发芽率虽然

极低( ＜ 5. 8% ) ，但仍有部分种子能发芽，并且种

子实生苗一旦成株，生长十分茂盛，抗病性强，这

充分显示了有性世代的优点和利用价值。虽然生

产上尚不能提供大量实生苗，但是可利用少量的

实生苗形成无毒种苗，再通过 1 ～ 2 代无性繁殖，

为生产提供一定量的无毒种苗。

6 艾纳香生长发育过程中的主要病
虫害

在艾纳香的生长发育过程中，常伴随有严重的

病虫害发生，直接影响到艾纳香的产量和质量。孙

立军等［29］对贵州艾纳香昆虫群落结构及主要害虫

眉夜蛾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了调查研究，共采集到昆

虫 2548 只，分属于 22 科 40 种，其主要种群为鞘翅

目和半翅目昆虫，其中眉夜蛾、甜菜筒喙象、艾纳香

巢蛾、顶斑边大叶蝉是艾纳香昆虫群落的优势种，易

爆发成灾。曾令祥等［30］对贵州艾纳香病虫害进行

了调查，结果表明，艾纳香常见病虫有 21 种，其中病

害 5 种、虫害 16 种。江兴龙等［31］对贵州艾纳香主

要病虫害种类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艾纳香主要病害

为霜霉病、红点病、斑枯病、灰斑病、根( 茎) 腐病等;

主要的虫害为细胸金针虫、银翅夜蛾、斜纹夜蛾、红
螨、艾枝尺蠖、跗粗角萤叶甲、艾小长管蚜、蛀心虫

等，并对各类病虫害提出了有效地防治措施。

7 小结与展望

艾纳香是重要的黎族苗族民间药物，近年来，其

相关产品研发工作开展较多，显示了较大的产业化

开发潜力。海南岛是艾纳香的重要分布区之一，据

调查发现，从 2003 年至今，随着生境的破坏，海南艾

纳香野生种群从全岛广泛分布演变成目前的零星分

布，艾纳香资源已遭受严重破坏。当前，艾纳香作为

具有独特疗效的民族民间药物，其开发利用方兴未

艾，解决资源短缺和可持续开发利用，为大规模生产

提供优质、稳定的原材料，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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