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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熏鲁香、乳香均为树脂类药材，在原植物形态、外观性状、功效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以致 2 味药存在

混用情况。结合中药相关典籍以及科学书籍数据库，对熏鲁香、乳香植物资源分布及药材性状异同进行了对比总结，

对其化学成分及结构、药理作用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较全面的分类汇总，发现两者原植物品种来源不同，化学成分

存在巨大差异，其中挥发油主要成分为 α-蒎烯（熏鲁香、索马里乳香）、乙酸辛酯（埃塞俄比亚乳香），树脂主要成分

为五环三萜类化合物和四环三萜类化合物，且熏鲁香抗菌、抗氧化作用显著，乳香抗癌、抗炎活性较强，而药理活性

主要归因于挥发油和树脂酸成分。并对 2 味药材质量控制现状以及不同领域应用情况进行分析，目前质量控制指标主

要集中在挥发油含量及定性分析方面，对有效成分定量分析的研究较少，并且两者应用存在不同侧重，为其进一步研

究和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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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th mastiche and olibanum are resin-based medicinal materials, which have certain similarities in the original plant 

morphology, appearance traits and efficacy, so that the two flavors are mixed. This study combined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related 

classics and scientific books database to compare and summariz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esources of the mastiche and olibanum plants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medicinal material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its chemical composition, structure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were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origin of the two original plant varieties is different, and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is greatly different.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he volatile oil are α-pinene (mastiche, Somali olibanum), octyl acetate (Ethiopia 

olibanum), and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he resin are pentacyclic triterpenes and tetracyclic triterpenes, and mastiche has significant 

antibacterial and antioxidative effects, and olibanum has strong anti-cancer and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ies, and it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is mainly due to volatile oil and resin acid components. And the quality control status of the two flavor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the 

application in different fields were analyzed. At present, the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mainly focus on the volatile oil content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while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active components is less studied, and two applications has different focuses.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further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mastiche and oliba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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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quality control; industri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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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鲁香、乳香均为经典进口传统药材，在我

国有悠久的应用历史。熏鲁香为漆树科黄连木属

植物粘胶乳香树 Pistacia lentiscus L. 的树脂，历

代本草古籍中少有记载，但在《中华本草》中提

及熏陆香之名，其为漆树科植物黏胶乳香树干经

切伤后流出的树脂，主产于希腊、土耳其及地中

海南岸地区，熏鲁香与熏陆香原植物产地、拉丁

名均一致，则二者应为同一药材[1-4]。据《海药本

草》记载，熏鲁香（麻思他其）由大秦（今地中

海地区）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而乳香（捆都

而）由大食（今红海沿岸地区）传入[5-7]。熏鲁香

与乳香来源不同，但由于两者基原植物在我国并

无野生分布，两者在植物形态、外观性状及功效

上均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因而在应用上存在混用

情况[4, 8]。虽然《回回药方考释》中记载，熏鲁香

的质地较乳香更好，但目前还未有对二者进行全

面对比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查阅中草药相关典

籍，并对科学书籍数据库进行检索，从资源、化

学成分、药理作用、应用等方面对熏鲁香与乳香

的差异进行综述，以期为熏鲁香、乳香的研究开

发及应用提供参考。 

1  药材资源及性状 

1.1  植物来源与分布 

熏鲁香（Mastiche），别名洋乳香、乳香

胶，来源于漆树科（Anacardiaceae）黄连木属

Pistacia L. 植物粘胶乳香树的树脂 [1-2]，主产于

希腊。乳香（Olibanum），别名乳头香、马尾

香、天泽香，来源于橄榄科（Burseraceae）乳香

属 Boswellia L. 植 物 卡 氏 乳 香 树 Boswellia 

carterii Birdw. 及 同 属 植 物 B. bhawdajiana 

Birdw. 树皮渗出的树脂 [2, 9-10]，主产于红海沿

岸的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半岛等地。粘胶乳香树为

常绿灌木或小乔木，树高 3～5 m，树皮棕褐色，

具鳞片，叶互生，偶数羽状复叶，叶片长圆形至

卵形，总状花序，核果倒卵形，主要分布于地中

海地区；乳香树为小乔木，树高 4～5 m，淡棕黄

色树皮，外树皮纸片状，常卷起或剥落，叶互

生，奇数羽状复叶，叶片边缘有不规则圆齿或近

全缘，被毛，总状花序，核果倒卵形，具三棱，

主要分布于红海沿岸地区（索马里、埃塞俄比

亚、苏丹、印度、坦桑尼亚东北部和马达加斯

加）[2, 11-16]。粘胶乳香树与卡氏乳香树植物异同见图 1。 

1.2  外观性状 

熏鲁香与乳香均为树脂类药材，性状具有一

定的相似性。熏鲁香为细小硬块，梨形或卵圆

形，直径 3～8 mm，稀有呈短杆状，长至 2 cm，

粗至 1 cm 者，新鲜时外表近于无色，半透明，有

光泽，陈久者显淡黄色，无光泽，质脆，断面有

玻璃样光泽，芳香，味微苦。索马里乳香呈长卵

形滴乳状，类圆形颗粒或黏连成不规则块状，大

者达 2 cm（乳香珠）或 5 cm（原乳香），表面乳白

色至淡黄色，半透明，被有白色粉霜，久存色泽

加深，显棕黄至棕红色，断面有玻璃样光泽，芳

香，味微苦。埃塞俄比亚乳香呈淡黄白色或淡黄

绿色，久存显黄色，断面有蜡样光泽，具柠檬样

香气，味微苦[1-2, 9]。 

熏鲁香、索马里乳香、埃塞俄比亚乳香性状

差异见图 2。 

 

1-花枝  2-果实  3-花剖面  4-花枝  5-花萼  6-果实 

1-flower branch  2-fruit  3-flower profile  4-flower branch  5-calyx  6-fruit 

图 1  粘胶乳香树 (A) 和卡氏乳香树 (B) 植物 

Fig. 1  Plant diagram of P. lentiscus (A) and B. carterii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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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熏鲁香 (A)、索马里乳香 (B)、埃塞俄比亚乳香 (C)

性状对比图 

Fig. 2  Comparison of characteristics of mastiche (A), 

Somali olibanum (B) and Ethiopian olibanum (C) 

2  化学成分 

通过查阅国内外近 30年的研究文献以及《中

国药典》、药志，熏鲁香、乳香主要成分均为挥

发油、树脂和树胶，并对其各部位的化学成分

进行了总结。研究者主要通过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方法（GC-MS） [17-27]、电子轰击源质谱技术

（EI-MS）、核磁共振法（NMR）法、紫外光谱

技术（UV）等方法对熏鲁香、乳香各化学成分

进行分析，总结后发现两者各成分、含量均有

差异。 

2.1  挥发油 

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熏鲁香、乳香挥发

油，并通过 GC-MS 方法对其挥发油成分进行分析

鉴定[17-28]，主要为单萜、倍半萜类化合物，熏鲁

香、索马里乳香挥发油主成分为α-蒎烯，埃塞俄比

亚乳香挥发油主成分为乙酸辛酯。通过实验室自

提熏鲁香挥发油，得到其挥发油占比约为 10%，

《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中规定索马里乳香挥发油含

量不低于 6.0%，埃塞俄比亚乳香挥发油含量不低

于 2.0%。本文对熏鲁香、索马里乳香、埃塞俄比

亚乳香挥发油中研究较多、含量较高的成分进行

总结比较，具体见表 1。

表 1  熏鲁香、索马里乳香、埃塞俄比亚乳香挥发油成分差异 

Table 1  Differences in volatile oils of mastiche, S. olibanum and E. olibanum 

中文名称 
占比/% 

熏鲁香 索马里乳香 埃塞俄比亚乳香 

三环烯 0.10～1.98[17,20] － 0.014[24] 

α-侧柏烯 0.17～0.25[17-18] 7.03[22] 0.03[22] 

α-蒎烯 10～90[17-21] 24.70～41.00[22-23] 0.07～4.40[22,24-27] 

β-蒎烯 1.26～6.4[17-20] 0.91～1.52[22-23] 0.13～0.60[22,25, 27] 

莰烯 0.18～1.90[17-18,20-21] 0.68[22] － 

桧烯 0.10～1.70[17,20-21] 0.46[23] 0.01～0.10[22,24] 

β-月桂烯 0.23～27.58[17-20] － 0.026～0.058[24,27] 

柠檬烯 0.32～1.56[17-20] 12.75[23] 0.174～0.690[24-25,27] 

柠檬醛 0.1[17] － － 

芳樟醇 0.15～3.71[17-20] － 0.382～3.010[22,24-27] 

乙酸芳樟醇 0.23～0.50[18-19] － － 

紫苏烯 0.14～0.80[17-18,20] 0.22[23] － 

顺式-马鞭烯醇 0.1～4.04[17,21] － － 

反式-马鞭烯醇 0.3[17] － － 

马鞭烯醇 0.03～19.44[19-21] － － 

龙脑烯醛 0.1～2.57[17, 20-21] 0.39[22] － 

反式-松香芹醇 0.1[17] 2.06[22] 0.018[24] 

松香芹醇 0.08～5.46[20-21] － － 

桃金娘烯醛 0.05～2.19[17-21] － － 

马鞭烯酮 0.04～30.19[17,19-21] － － 

(e)-茴香脑 0.1[17] － － 

β-石竹烯 0.70～1.47[17-19] － 0.08[26] 

α-石竹烯 0.09[19] － － 

氧化石竹烯 0.11～1.45[19-20] 1.86[22] － 

反式石竹烯 0.09～4.90[20] － 0.34[25] 

顺式石竹烯 － － － 

α-葎草烯 0.1[17] － － 

对伞花烃 0.1～0.48[17-19] 7.54～8.53[22-23] 0.07～2.66[22,27] 

聚伞花素 3.14[21] － － 

冰片烯 1.04[21] － 0.034[24] 

2-(4-甲基-2,4-环己二烯基)-2-丙醇 8.36[21] － －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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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中文名称 
占比/% 

熏鲁香 索马里乳香 埃塞俄比亚乳香 

α-松油醇 0.77[19] 1.00～2.93[22-23] 0.29～0.37[22, 26-27] 

乙酸冰片酯 0.04～2.91[18, 20-21] 0.30～0.43[22-23] 0.226～3.050[22, 25-28] 

松香醛 1.25[19] － － 

β-桉叶油醇 0.34 0.77[22] － 

对伞花烃-8-醇 0.54～0.63[18-19] － － 

二十一烷 0.16～0.19[18-19] － － 

4 -萜烯醇 ＜0.1 [18] － 0.51[26] 

α-水芹烯 ＜0.1[18] 2.37～0.35[22-23] 0.180～0.248[25, 27] 

松油烯-4-醇 ＜0.1[18] 2.77[22] 0.13[22] 

β-水芹烯 － 1.55[23] － 

月桂烯 － 3.61～8.83[22-23] 0.10[22] 

3-蒈烯 ＜0.1[18] 0.65[22] 1.52[26] 

γ-松油烯 ＜0.1[18] 0.51～0.73[22-23] － 

1-辛醇 － 0.40[22] 1.022～19.440[22,26-28] 

侧柏酮 － 0.45～0.91[22-23] － 

反式-香芹醇 0～0.70[18] 0.84[22] 0.15[22] 

香芹酮 ＜0.1[18] 0.53～0.91[22-23] 0.24[22] 

γ-毕澄茄烯 － 0.56[22] － 

喇叭茶醇 － 4.85[22] － 

香榧醇 － 1.50[22] － 

香橙烯 － 1.71[23] 0.13[26] 

邻-甲基茴香醚 － － 0.11[22] 

乙酸辛酯 － － 10.432～56.560[22,24,26-28] 

香茅醇乙酸酯 － － 0.250～0.375[22,24,28] 

橙花醇乙酸酯 － － 0.220～0.821[22, 24,26] 

乙酸癸酯 － － 0.40～2.94[22, 26] 

反-β-金合欢烯 － － 4.11[22] 

1,5,9-三甲基-(1-甲基乙烯基)-1,5,9-环四癸三烯 － － 4.85[22] 

δ-榄香烯 － － 0.666[24] 

大根香叶烯 － － 0.757[24] 

β-榄香烯 － 0.41[22] 5.614[24] 

西柏烯 － － 0.24[24] 

新西柏烯 A － － 1.635～9.839[28] 

芮木烯 － － 8.576～26.656[28] 

桉油精 － － 0.093～3.95[24, 26-27] 

长叶烯 － － 0.324～19.852[28] 

“－”表示当前熏鲁香或乳香相关研究文献中未有该化合物  

“－” indicates that the compound is not found in the current literature related to mastiche or olibanum 

2.2  树脂成分 

通过对熏鲁香、乳香树脂成分进行多次色谱

分离、鉴定，得到其主要成分为三萜类化合物，

并确定熏鲁香树脂主要成分为五环三萜和四环三

萜类化合物，且熏鲁香许多医学活性都归因于它

们[29-36]，而乳香树脂成分中具有特征性的有效成

分是五环三萜类化合物，按其结构可细分为乌苏

烷型、齐墩果烷型和羽扇豆烷型，此外还包括四

环三萜类、大环二萜类化合物[15,37-42]。研究表明

索马里乳香、埃塞俄比亚乳香产地邻近，两者

在树脂成分上较为接近 [43]。熏鲁香主产于希

腊，成分与另外两者差异较大。研究者们采用

GC-MS 分析黄连木属树脂中的五环和四环三萜

化合物 [33,35,37]，对乳香分离得到的树脂成分，

采用质谱、核磁共振等方法分析鉴定后，得到

其具体成分及结构 [10,39,44-45]。因此本文对熏鲁

香、乳香树脂成分中研究较多的五环三萜类、

四环三萜类化合物进行比较。熏鲁香主要树脂

成分及化合物结构见表 2、图 3，乳香主要树脂

成分及化合物结构见表 3、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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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熏鲁香树脂成分 

Table 2  Resin components of mastiche 

序号 化合物名称 参考文献 

 五环三萜类  

 1 齐墩果酮酸（oleanonic acid） 33 

 2 齐墩果酸（oleanolic acid） 33, 35 

 3 模绕酮酸（moronic acid） 33, 35 

 4 去甲 β-戊酮（nor-β-amyrone） 33, 35, 37 

 5 齐墩果酮醛（oleanonic aldehvde） 33, 35, 37 

 6 齐墩果醛（oleanolic aldehvde） 33 

 7 3-羟基-28-诺罗尼亚-12-烯 （3-hydroxy-28-norolean-12-ene） 33 

 8 nor-olean-17(18)-en-3-one 37 

 9 3-氧代-28-诺鲁普-20(29)-烯[3-oxo-28-norlup-20(29)-ene] 33 

 四环三萜类  

10 乳香二烯酮酸（masticadienonic acid） 33, 35 

11 乳香二烯酸（masticadienolic acid） 33 

12 3-O-乙酰-3-乳香基二烯酸（3-O-acetyl-3-epimasticadienolic acid） 33, 35 

13 异乳香二烯酮酸（isomasticadienonic acid） 33, 35 

14 替鲁卡洛尔（tirucallol） 33 

15 3-O-乙酰-3-异乳香基二烯酸（3-O-acetyl-3-epiisomasticadienolic acid） 33, 35 

16 20(S)-3β-乙酰氧基-20-羟基达马拉-24-烯（20(S)-3β-acetoxy-20-hydroxydammara-24-ene） 33 

17 达玛丹酮（dammaradienone） 33, 35, 37 

18 羟基达玛烯酮（hydroxydammarenone） 33, 35 

 

 

图 3  熏鲁香中五环三萜类、四环三萜类化合物结构 

Fig. 3  Structures of pentacyclic triterpenoids and tetracyclic triterpenoids in mast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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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乳香树脂成分 

Table 3  Resin components of olibanum 

序号 化合物名称 参考文献 

 五环三萜类  

19 β-乳香酸（β-boswellic acid） 39, 45 

20 乙酰基-β-乳香酸（acetyl-β-boswellic acid） 39, 45 

21 11-羰基-β-乳香酸（11-keto-β-boswellic acid） 39,44-45 

22 乙酰基-11-羰基-β-乳香酸（acetyl-11-keto-β-boswellic acid） 39, 45 

23 乙酰基-11-羟基-β-乳香酸（acetyl-11-hydroxy-β-boswellic acid） 39, 44 

24 乙酰基-11α-甲氧基-β-乳香酸（acetyl 11α-methoxy-β-boswellic acid） 45 

25 11α-甲氧基-β-乳香酸（11α-methoxy-β-boswellic acid） 44 

26 α-香树素（α-amyrin） 45 

27 9, 11-去氢-β-乳香酸（9,11-dehydro-β-boswellic acid） 44-45 

28 3α-乙酰基-9，11-去氢-β-乳香酸（3α-acetyl-9,11-dehydro-β-boswellic acid） 44 

29 3α-乙酰基-11α-甲氧基-β-乳香酸（3α-acetyl-11α-methoxy-β-boswellic acid） 44 

30 3β，20β-18Hα-乌苏烷二醇（3β,20β-18H α-uranediol） 45 

31 α-乳香酸（α-boswellic acid） 44-45 

32 乙酰基-α-乳香酸（acetyl-α-boswellic acid） 39, 45 

33 9, 11-去氢-α-乳香酸（9,11-dehydro-α-boswellic acid） 45 

34 3β, 20(S)-didydroxytaraxastane 44 

 四环三萜类  

35 3α-乙酰氧基甘遂-8, 24-二烯-21-酸（3α-acetoxyk Euphorbia-8,24-diene-21-acid） 39, 44-45 

36 榄香酮酸（elemonic acid） 39, 45 

37 3β-羟基甘遂-8, 24-二烯-21-酸（3β-hydroxytirucalla-8,24-diene-21-oic acid） 45 

38 3α-羟基甘遂-7, 24-二烯-21-酸（3α-hydroxy Euphorbia -7,24-diene-21-acid） 39, 45 

39 3-氧代甘遂-7, 9（11）,24-三烯-21-酸 [3-oxo-euphorbia-7,9 (11), 24-triene-21-acid] 39, 45 

40 3α-羟基甘遂-24-烯-21-酸（3α-hydroxy Euphorbia-24-ene-21-acid） 10, 45 

41 20(S)-3, 7-二羰基甘遂-8, 24-二烯-21-羧酸[(20S)-3,7-dioxo-tirucalla-8,24-dien-21-oic acid] 44 

42 dammarenediol 44 

43 mansumbin-13(17)-en-3,16-dione 44 
 

2.3  树胶成分 

van den Berg 等[46]通过萃取和分子筛排阻色谱

法对熏鲁香树胶成分进行分离鉴定，结果表明熏鲁

香树胶成分主要为顺式-1,4-聚-β-月桂烯。乳香树胶

研究报道相对较少，其大分子聚合物成分主要为多

糖类物质，主要为阿糖酸的钙盐或镁盐等[2,38]。 

3  药理作用 

熏鲁香系部颁标准《维吾尔药分册》收载品

种，是维吾尔医临床常用进口药材，乳香系《中

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收载品种，为中医药临床

常用进口药材。熏鲁香可消散胃中寒气、补脑提

神、利肝益肾、软坚散结，乳香可活血消肿、止

痛、生肌、健胃、止泻，二者均可用于胃部疾

病，不同之处在于熏鲁香兼具有补益作用，而乳

香重在活血化瘀[1-2,13]。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熏鲁

香、乳香均具有抗菌、抗癌、抗炎等活性，但存

在一定差异。 

3.1  抗菌作用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证明熏鲁香提取物对各

类致病菌的生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能够降

低唾液中变形链球菌、活菌总数，减少口腔细菌

生长和牙菌斑的形成，对常见口腔致病菌牙龈杆

菌、微球菌、变形链球菌等平均最低杀菌浓度

（MBC）值为 0.07～10.00 mg/mL[31, 47-48]，因此熏

鲁香可实现多种口腔疾病的有效治疗。另有研究

发现熏鲁香可诱导幽门螺杆菌细胞突起、形态异

常和细胞碎裂，且呈浓度相关性，当质量浓度由

125 μg/L 增加到 500 μg/L 时，幽门螺杆菌的杀死

率由 50%提升到 90%[49-50]，是幽门螺杆菌天然的

抑菌剂。此外，熏鲁香挥发油能有效抑制金黄色

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绿脓杆

菌、酿酒酵母等病菌及真菌的生长[51-53]。以上研

究结果均表明，熏鲁香在天然抑菌剂研究方向具

有良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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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乳香中五环三萜类、四环三萜类化合物结构 

Fig. 4  Structures of pentacyclic triterpenoids and tetracyclic triterpenoids in olibanum 

乳香抗菌活性报道较熏鲁香少，研究表明 5%

的乳香提取物对牙龈卟啉单胞菌、具核梭菌具有

较好的抑菌效果[54]。此外，乳香对大肠杆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蜡状芽孢杆菌、铜绿假单胞菌等临

床常见致病菌也具有抗菌作用[55]。 

综上，熏鲁香与乳香均具有抗菌活性，但

熏鲁香抗菌活性及范围较乳香更好，研究也更

为广泛和深入，在抗菌部分具有更大的优势和

开发潜力。  

3.2  抗癌作用 

研究表明熏鲁香提取物可通过抑制雄激素受

体（AR）在 m-RNA 和蛋白质水平上的表达，抑制

NF-kB 信号通路，以及抑制 PC-3 细胞增殖，诱

导乳腺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的表达等途径，发挥

抗前列腺抗癌作用[56-58]，也可抑制 HCT116 人结

肠癌细胞的增殖以及诱导其死亡，发挥抗结肠癌

活性 [59-60]。此外其挥发油对人白血病细胞具有抗

增殖和促凋亡作用[61]，并具有抗肺癌活性[62]。就

目前熏鲁香在抗癌作用方面的研究来看，其在此

方面的研究可取得更深入的发展，有利于临床多

种癌症疾病的研究和治疗。 

乳香中乳香酸类化合物具有抗癌作用，可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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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前列腺素 E 合成酶-1，降低前列腺素 E2 水平，

抑制 HT-29 细胞增殖、血管生成和迁移，诱导细

胞凋亡，发挥前列腺抗癌活性 [63]。乙酰基-11-羰

基-β-乳香酸（AKBA）对结肠癌细胞 HCT-116、

HT29、SW480和 SW620均具有抑制增殖作用[64]。

此外乳香对人胰腺癌细胞株、人乳腺癌细胞系、

人肝癌细胞株、人慢性髓性白血病细胞系、人宫

颈癌细胞系、人舌癌细胞系均有明显的抑制增殖

作用，并且具有剂量相关性[65-67]。以上研究均表

明乳香对癌症疾病治疗药物的开发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熏鲁香、乳香均具有抗前列腺癌、结肠癌、

白血病活性，熏鲁香主要通过挥发油或乙醇、正

己烷提取物发挥抗癌作用，乳香则通过乳香酸类

成分治疗癌症，其中 AKBA 活性最强。未来通过

对二者抗癌机制更深入的研究，将对癌症疾病的

治疗带来积极的影响。 

3.3  抗氧化与抗炎作用 

熏鲁香能够调节谷胱甘肽水平，下调 CD36 

mRNA 表达，以及抑制人主动脉内皮细胞中内皮

黏附分子表达，发挥抗氧化 /抗动脉粥样硬化作

用[68-69]，具有心脏保护特性。同时，其在油性基

质中表现出显著的抗氧化活性[70]。熏鲁香可作为

人外周血单核细胞免疫调节剂，促使 TNF-α 分泌

减少、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显著增加，是活动

性克罗恩病免疫的重要调节因子 [71-72]。此外，熏

鲁香可通过抑制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减少气道炎

症反应，抑制支气管肺泡中炎性细胞因子（IL-5

和 IL-13）的产生以及趋化因子的表达，对炎症性

疾病发挥治疗作用[73]。 

乳香中乳香酸类化合物具有良好的抗炎作

用。该类成分能够抑制 5-脂氧合酶的形成，从而

减轻炎症，且在所有乳香酸类成分中，AKBA 活

性最强[74-77,39]。此外，β-乳香酸对 p38-MAP 激酶

有抑制作用，可阻止促炎因子、诱导抗炎因子的

产生，减轻炎症反应[78-80]。临床试验表明，乳香

对关节炎、结肠炎、水肿等均具有良好的治疗效

果[81-83]。 

熏鲁香、乳香均具有抗氧化和抗炎活性，不

同之处在于熏鲁香抗氧化作用研究较多，在心血

管疾病治疗中有极大的价值，并可作为天然防腐

剂；而乳香在抗炎效果显著，对炎症性疾病的研

究与治疗具有巨大的意义。 

4  质量控制情况 

通过各国药典、各地区标准对熏鲁香、乳香

质量控制情况进行研究整理，对熏鲁香、乳香的

质量标准进行比较，具体见表 4。目前挥发油、树

脂酸类成分为其质量控制的重要指标，但质控手

段主要集中在挥发油含量及定性分析中，对有效

成分定量分析的研究较少，因此深入研究其化学

成分不仅有利于药理作用、应用等研究迈入更深

入的层面，还可为其质量标准提高提供参考。 

5  产业应用 

熏鲁香与乳香在国内外均有广泛的应用，两

者在各领域应用中存在不同的侧重，为明确熏鲁

香和乳香在目前各领域产品开发、应用情况，以

及区别两者在实际生产、应用方面的不同，从医

药领域、保健领域、食品领域、日化领域等方面

对熏鲁香、乳香的应用差异进行了比较，具体见

表 5。 

通过熏鲁香与乳香在不同领域的应用研究表

明，熏鲁香在医药领域方向的研究还可进一步加 

深，在食品领域熏鲁香作为天然食品添加剂具有

巨大的开发潜力，在保健、日化等领域熏鲁香与

乳香均具有良好的开发前景，以上研究均可为其

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6  结语 

熏鲁香与乳香均为进口传统药材，在原植物

形态、药材性状、功效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古时

并未对两味药加以细分。通过研究发现，熏鲁香

与乳香化学成分差异较大，熏鲁香挥发油主要成

分为α-蒎烯，乳香为乙酸辛酯，此外，两者树脂成

分中基本无相同成分，通过对其化学成分的检测

可对其进行正确区分。现代药理研究证明熏鲁

香、乳香均具有抗菌、抗癌、抗氧化和抗炎活

性，但熏鲁香抗菌活性、抗氧化活性较强，另具

有心脏保护特性和肝脏保护特性；乳香抗炎临床

研究较多，活性较强。对熏鲁香药理活性的研究

大多停留在挥发油、乙醇或正己烷提取物基础之

上，而对于具体的药效物质基础研究甚少，树脂

酸部分更是少有报道。对乳香的药效物质基础研

究主要集中于五环三萜类化合物，乳香酸类物质

为药理活性研究重点，而挥发油部分涉猎甚少。

因此，对熏鲁香、乳香各个部位的化学成分及药

理作用有待深入研究。此外，通过对国内外熏鲁

香与乳香在医药、保健、食品、日化等领域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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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质量标准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quality standards 

标准 药材 基原 鉴别 
杂质检查及其 

他规定 
含量测定 

《中国药典》[9] 乳香 橄榄科乳香树

Boswellia 

carterii Birdw. 

及同属植物

Boswellia 

bhaw-dijiana 

Birdw. 树 皮

渗出树脂 

（1）本品燃烧时显油性，冒黑烟，有香气，加水研磨成白

色或黄白色乳状液；（2）取粗粉置蒸发皿中，加入苯酚

-四氯化碳（1∶2）溶液 2～3 滴后，再滴加溴-四氯化碳

（1∶5）溶液 1～2 滴，即显褐紫色或紫色；（3）索马里

乳香：取挥发油、α-蒎烯对照品适量，加无水乙醇制成

供试品、对照品溶液。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试验，

分别取对照品溶液与供试品溶液各 1 µL，注入气相色谱

仪。供试品溶液色谱中应呈现与对照品溶液色谱峰保留

时间相一致的色谱峰；（4）埃塞俄比亚乳香：取挥发油、

乙酸辛酯对照品，加无水乙醇作为供试品、对照品溶液。

同索马里乳香鉴别方法试验 

乳香珠不得过

2%，原乳香

不得过 10% 

索马里乳香含挥发

油 不 得 少 于

6.0%，埃塞俄比

亚乳香含挥发油

不得少于 2.0% 

《进口药材质量标准》[84] 乳香 橄榄科乳香树

Boswellia 

carterii 

Birdw.及同属

植 物 B. 

bhaw-dijiana 

Birdw.树皮渗

出树脂 

（1）本品燃烧时显油性，冒黑烟，有香气，加水研磨成白

色或黄白色乳状液；（2）取粗粉置蒸发皿中，加入苯酚

-四氯化碳（1∶2）溶液 2～3 滴后，再滴加溴-四氯化碳

（1∶5）溶液 1～2 滴，即显褐紫色或紫色；（3）索马里

乳香：取挥发油、α-蒎烯对照品适量，加无水乙醇制成

供试品、对照品溶液。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试验，

分别取对照品溶液与供试品溶液各 1 µL，注入气相色谱

仪。供试品溶液色谱中应呈现与对照品溶液色谱峰保留

时间相一致的色谱峰；（4）埃塞俄比亚乳香：取挥发油、

乙酸辛酯对照品，加无水乙醇作为供试品、对照品溶液。

同索马里乳香鉴别方法试验 

乳香珠不得过

2%，原乳香

不得过 10% 

索马里乳香含挥发

油 不 得 少 于

6.0%，埃塞俄比

亚乳香挥发油含

乙 酸 辛 酯

（C10H20O2）应不

低于 18.0% 

《台湾中药典》[85] 乳香 橄榄科乳香树

Boswellia 

carterii Birdw.

及同属植物树

皮部渗出树脂 

取本品粉末 3.0 g，加乙醇 10 mL，超声 2 h，过滤浓缩，

定容至 5 mL 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乳香对照药材 3.0 

g，同法制成对照药材溶液。取上述溶液各 5 μL，分

別点于含有荧光剂的矽胶薄层板上，以正己烷-乙酸

乙酯（4∶1）为展开剂，展开。待溶剂前沿上升至距

原点约 5～10 cm 时，取出，晾干，喷以香荚兰醛/

硫酸试液，于 105 ℃加热至斑点显色清晰，于可见光

下检视，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位置

显相同颜色斑点 

水分≤15.0%，

总 灰 分 ≤

6.0%，酸不溶

性 灰 分 ≤

1.0%，总重金

属 ≤ 10.0 

×10−5，砷≤

5.0×10−5 

稀乙醇抽提物不得

少于 6.0%；水抽

提物不得少于

12.0% 

《维吾尔药志》[2] 洋乳香 Pistacia lentiscus 

L. 

本品于 99 ℃软化，105～120 ℃熔融；在醚、氯仿、醋

酸中全溶。溶于乙醇-四氯化碳（1∶2）的混合液中，

加溴试剂接触，则溶液呈红色 

无 无 

《欧洲药典》[86] 乳香胶 Pistacia lentiscus 

L. var. latifolius 

Coss. 

无 水 分 ≤ 10 

mL/kg；总灰

分≤0.5% 

挥发油含量≥ 10 

mL/kg 

《美国药典》[87] 乳香 Boswellia serrata 

Roxb. 

取本品约 2.0 g 加入甲醇 50 mL，回流 15 min 作为供试

品溶液。另取 11-酮基-β-乳香酸和 3-乙酰基-11-酮

基-β-乳香酸溶于甲醇中作为对照品溶液。取上述溶

液各 10 μL，分別点于硅胶薄层板上，以正己烷-醋酸

乙酯（6∶4）为展开剂，展开，取出，干燥，并在

254 nm 的紫外线下检视，喷以 10%硫酸的甲醇溶液，

于 100 ℃加热 5～10 min，于可见光下检视，供试品

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位置显相同颜色斑点 

水分≤12.0%，

总 灰 分 ≤

2.0%，酸不

溶性灰分≤

0.5%，醇提

物≥56%，

重 金 属 ≤

2×10−5 

β-乳香酸的酮衍生

物含量不得低于

1.0% 



·1202· 中草药 2021 年 2 月 第 52 卷 第 4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1 February Vol. 52 No. 4 

   

表 5  熏鲁香与乳香应用差异 

Table 5  Applica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mastiche and olibanum 

领域 熏鲁香 乳香 

医药领域 常与其他维药配伍成复方制剂，多应用在强身补脑、固精缩尿、

消肿止痛、舒筋活血、强心等方向。作为消毒剂、刺激剂和

甜味剂出现在英国药典中，并在希腊、法国、德国、比利时

等欧洲国家的药典中均有记载，多用于治疗消化不良、腹泻、

皮肤损伤等[34] 

在中药复方中应用广泛，多应用于活血化瘀、

抗炎镇痛等制剂中，临床多应用于风湿痹

痛、跌打损伤、血瘀疼痛、软坚散结、痛经、

闭经、胃脘、疮痈肿痛、肠痈等方向 

保健领域 可用于生产天然口香糖，保障口腔卫生、清新口气，并因其抗

氧化活性，可作为保健品或功能性食品的防腐剂[34] 

主要用于外用保健品，具有除湿、强筋壮骨、

消肿止痛、活血化痹、舒经通络、止痒杀菌

等功效，能有效作用于多种疾病，起效快、

安全可靠、无毒副作用[88] 

食品领域 可作为面包添加剂使用，且在饼干、冰激凌、葡萄酒等中应用，

现在还被用作地中海菜肴的调味品[77, 89] 

无 

日化领域 在拜占庭时期，熏鲁香就用于生产面霜、肥皂、牙膏[34]；含有

熏鲁香的化妆品可控制皮脂细胞的皮脂分泌，并可减少皱纹

和老化皮肤的出现，改善肤色。如今熏鲁香在国外日化领域

应用广泛，洗发水、沐浴露、护手霜、身体霜、牙膏等产品

中均含有熏鲁香[20] 

乳香在国内的应用较为广泛，洗手液、洗衣液、

洗衣粉、洗洁精、洗发水、沐浴露等日用品

专利中均包含乳香提取物；在面膜、润肤霜、

乳液、香水等护肤品、化妆品中均包含乳香 

用情况进行研究，发现乳香多应用于活血化瘀、

抗炎镇痛等方向，对多种炎症性疾病和癌症疾病

治疗药物的研发利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熏鲁香

在此基础上还可应用于强身补脑、强心护肝以及

牙科等方向，且在食品领域有广泛应用，在防治

疾病、抑菌防腐及保健美容等方面是很有潜力的

天然药物，具有良好的开发前景。因此正确区分

熏鲁香与乳香，并加大力度开展对二者的物质基

础、药效活性和应用研究，将对其临床应用以及

产品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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