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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藿香Pogostemon cablin别名刺蕊草、藿香，以干燥地上部分入药，是著名“南药”之一，为临床上常用的芳

香化湿药，具有芳香化湿、和中止呕、发表解暑的功能。近年来对广藿香进行了包括品种鉴定、化学成分、药理作用

和组织培养等方面的广泛研究，阐明了广藿香的性状和显微特征，分析了影响其化学成分和量的各种因素，并对广

藿香调节胃肠道功能和抗菌的药理作用进行了重点归纳。这些研究均为进一步探讨广藿香的品质评价标准、揭示

其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的相关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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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藿香Pogostemon cablin(Blanco)Benth．别名刺蕊

草、藿香，为药材和香料兼用的植物，隶属于唇形科刺蕊草

属。它作为一个自然分类群属于亚洲热带种，原产菲律宾、马

来西亚、印度等国家，后传人我国岭南地区(今广东)，目前在

广东省的广州郊区、肇庆地区、湛江地区，广西以及海南岛、

福建、台湾等地均有栽培。为准确鉴别广藿香的真伪优劣，有

效利用其药用资源，本文对近年来广藿香的品种鉴定、化学

成分、药理作用以及栽培育苗等方面的研究作一述评。

1品种鉴定

药材市场传统上将广藿香药材商品分为牌香(广州产)、

肇香或枝香(肇庆产)、湛香(湛江产)和南香(海南产)。传统

认为前两者是道地药材，质量优，供药用，后两者质量较次，

不供药用，仅用作提取广藿香油。由于内外双重环境的影响，

不同产地的广藿香的外在性状也有差别，近年来研究者从以

下几方面对广藿香进行了系统的观测和分析。

1．1性状和显微鉴别：由于产地的生态环境、种植、采收、加

工方法等的差异，不同产地的广藿香药材在性状上具有较明

显的差别。研究者在对其外观性状和显微特征的比较中，着

重描述了可量化的特征，如不同产地广藿香的植株高度、节

间长度、茎断面髓部大小、分枝角度，以及厚角组织、纤维、腺

鳞、小腺毛、非腺毛等，从而使得药材性状鉴定方法趋于数字

化和具体化。罗集鹏等[13考察了广州黄村、高要连塘、吴川长

歧、遂溪城月、雷州英利和海南万宁6个产地的广藿香，比较

了其植株的性状差别，包括节间长度、分枝角大小等值。还观

测了茎横切面、茎解离组织和粉末、叶中脉横切面、脉间横切

面和叶上下表皮表面的显微特征，并计算了气孔指数、栅表

比等。根据老茎形状、分枝角大小、叶片基部形状、嫩枝和嫩

叶的颜色以及叶面形态等性状的不同，将6个产地的广藿香

分为两组，即石牌藿香(包括广州和高要产者)和海南藿香

(包括吴川、遂溪、雷州和海南产者)。并经易地栽培试验证

明，上述两组广藿香的分枝角、茎叶颜色和叶面形态在短期

内不会发生改变。而通过气孑L指数、栅表比的比较，可以区分

广藿香的不同产地，其中气孔指数、栅表比都以广州产者最

小，吴川I与海南的相近为最大。李薇等E2,a]着重进行了对牌

香、肇香、湛香、南香的植株、主茎、叶的性状特征和气孔指

数、栅表比、脉岛数等叶表面显微常数的比较。并利用扫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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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对不同产地广藿香叶表面气孑L、非腺毛表面疣点、细胞表

面角质纹饰等特征进行了重点比较，观测到4个产地上述特

征的明显差异，为广藿香的鉴别提供依据。同时还分别以光

镜、电镜对石牌广藿香、高要广藿香和湛江广藿香花的形态

特征进行了系统的观察和比较，通过详细描述不同产地广藿

香花萼、花冠、雄蕊、雌蕊的性状特点和非腺毛、腺鳞、腺毛、

花冠表皮细胞、花粉囊内壁的显微特征，以及花粉粒赤道面

观、花粉粒极面观、花粉粒外壁、花药和花药外壁的电镜扫描

特征，为广藿香的种质鉴定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鉴别依据。

1．2分子鉴别：除采用以上性状和显微等外在差异性特征

来对不同产地的广藿香进行鉴定和鉴别之外，徐颂军等n3采

用超薄等电聚焦电泳技术对栽培在广东3个地区(广州市天

河区、肇庆市高要县和湛江市遂溪、徐闻等县)的广藿香作出

蛋白质电泳图谱，结果表明，石牌广藿香、湛江广藿香和高要

广藿香之间有8条蛋白质带表现出多态性，其中石牌与后两

者明显不同，拥有2条特征蛋白质带，而后两者非常相似，但

也可根据特异性条带区分开来。所以以此结果并根据其形态

特征和药材特征将广藿香分为3个栽培品种。刘玉萍等[51对

6个产地的广藿香进行核18S rRNA基因和叶绿体matK基

因核苷酸序列的测序分析，发现6个广藿香样本间的18S

rRNA基因的核苷酸序列长度不等，其中广州黄村的“石牌

广藿香”为1 805 bp，肇庆地区高要的“高要广藿香”与湛江

地区海康的“湛江广藿香”、海南万宁的“海南广藿香”为

1 804 bp，湛江地区吴川、遂溪的“湛江广藿香”为1 803 bp，

核苷酸序列间存在17个变异位点；matK基因核苷酸序列长

度均为1 245 bp，核苷酸序列存在47个变异位点。研究还表

明，6个产地广藿香明显可分成两组，属广藿香酮型的广东

省广泛“石牌广藿香”与邻近的肇庆地区“高要广藿香”聚为

一组；属广藿香醇型的广东省湛江地区“湛江广藿香”与海南

省万宁“海南广藿香”聚为一组，说明广藿香植物的基因型与

道地性及化学型呈良好的相关性。罗集鹏等邛1采用PCR直

接测序技术对广藿香及其代用品土藿香Agastache rugosa

(Fisch．et Mey．)O．Kuntze、类似品茴藿香A．foeniculum

(Pursh)O．Kuntze的核18S rRNA基因和叶绿体matK基

因核苷酸序列进行测序分析发现，石牌广藿香、印尼广藿香、

土藿香和茴藿香的18S rRNA基因完整核苷酸序列长度为

1 805、1 799、1 794和1 796 bp。其中石牌广藿香与土藿香的

18S rRNA基因序列间存在18个碱基变异位点和11个排序

间隙位点，两者相似性为98．1 4％。而通过对4个样本matK

基因核苷酸序列3’端部分(即序列747～1 268 nt位置)排序

比较，发现石牌广藿香与土藿香的marK基因3’端部分序列

存在49个碱基变异位点，无排序间隙位点，两者相似性仅为

90．16％。并通过比较刺蕊草属(Pogostemon Desf．)和藿香属

(Agastache Clayt．)间18S rRNA序列和matK基因3’端部

分序列，发现属间序列差异较大，而藿香属内土藿香和茴藿

香种间的序列差异较小，说明不同属间序列差异均大小同属

不同种间差异[6]。

1．3化学指纹鉴别：魏刚等[73对21个广藿香样品的质量分

数约占挥发油总量的80％的主成分进行分析，并依据其含

有的p广藿香烯、p榄香烯、顺式一石竹烯、反式一石竹烯、刺蕊

草烯、n一愈创木烯、8一愈创木烯、a一广藿香烯、广藿香醇、广藿

香酮和未鉴定成分总计11种成分的出峰先后顺序和质量分

数等特征，建立了广藿香挥发油特有的指纹图谱。并以这11

个共有峰为评价指标，验证了石牌广藿香在不同采收期主成

分的稳定性，同时与高要、湛江、海南藿香比较发现，11个成

分的质量分数(除顺式一石竹烯、反式一石竹烯外)均有显著性

差异。根据不同产地的广藿香主要化学成分的异同，可以将

其分为3个化学型：广藿香酮型、广藿香醇型、广藿香醇和广

藿香酮均高型，通过GC—GC—TOF MS分析验证了上述分类

观点[8]。在对石牌广藿香挥发油的分析研究中，罗集鹏等从

4月和7月采收的茎油中分离鉴定出62个化合物，占总量

的96．63％，主要含广藿香酮(71．87％和71．72％)、广藿香

醇(2．57％和3．39％)以及十六烷酸、d一苦橙油醇、秘愈创木

烯和反式一丁香烯等；从叶油中分离鉴定出56个化合物，占

总量的91．03％，主要含广藿香酮(16．69％和65．15％)、广

藿香醇(18．95％和6．10％)以及反式一丁香烯、a一愈创木烯、

法呢醇、十六烷酸、刺蕊草烯等。不难发现，石牌藿香与其他

产地的明显不同，其茎油和叶油中均以广藿香酮的量最

高[9]。这些指标都可以很有效的对广藿香加以鉴别。

2化学成分

广藿香的药用成分主要是挥发油，其质量分数和组成按

产地不同而有差异，以海南产者挥发油的量较高。另外，不同

产地的广藿香均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其中以Fe、Mn、Zn、

sr的量较高，而又以石牌广藿香中的微量元素的量最高，这

与传统认为石牌广藿香质量最优的说法一致。

2．1主要化学成分：近年来，GC—MS色谱技术的应用，使得

挥发油成分分析更为深入。广藿香油含有较多的单萜烯、倍

半萜烯、醇类、酮类、醛类和烷酸类化合物，其中质量分数大

于1％的有11个，主要有：广藿香醇(图1一A)、8一愈创木烯、a一

愈创木烯、a一香柠檬烯、艾里莫酚烯、p-愈创木烯、p广藿香

(图1一C。)、反一丁香烯，另外还有广藿香酮(图1一B)、刺蕊草

烯、a一广藿香烯(图1-C：)、土青木香酮、马阿里烯、B一蒎烯、a一

莪术烯、7一芹子烯、a一蒎烯、8一榄香烯等；生物碱类包括广藿香

吡啶、表愈创吡啶等(图1-D)；黄酮类成分有：5一羟基一7，3 7，

4’一三甲氧基二氢黄酮(I)、4’，5-二羟基一3，3’，7-三甲氧基

黄酮(Ⅱ)、3，5-二羟基一7，4’一二甲氧基二氢黄酮(m)、5-羟

基一3，7，4’一三甲氧基黄酮(N)、5-羟基一3，7，37，4 7一四甲氧基

黄酮(V)、5，4’一二羟基一3，7，3’一三甲氧基黄酮(VI)、5，4 7一二

羟基一7一甲氧基黄酮(Ⅶ)和3，5，7，3 7，4 7一五羟基黄酮(Ⅶ)

(图1一E)，以及商陆素、芹菜素、鼠李素、3 7一芹菜素一7一葡萄糖

苷等；其他成分有丁香油酚、桂皮醛、苯甲醛、木栓酮、表木栓

醇、齐墩果酸、p谷甾醇和胡萝卜苷等[1”“]。

2．2挥发油与各影响因素的关系：在对广藿香的化学成分

有了大致了解之后，研究者又继续对高要产广藿香、雷州产

广藿香、吴川产广藿香、海南产广藿香和石牌广藿香的挥发

油成分进行了动态变化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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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产地广藿香挥发油成分的种类和量有很大差异[9“6~2⋯。而

在同一产地，广藿香茎与叶挥发油中的成分也有差别，如高

要产广藿香茎油中有27个成分在叶油中不存在或微量，叶

油中也有11个成分在茎油中不存在；而雷州产者，茎油中有

26个成分在叶油中不存在或未检出，叶油中也有15个成分

在茎油中不存在口⋯。(2)在不同的生长期中，广藿香酮和广

藿香醇有明显的起伏变化，其中广藿香酮随种植时间的延长

而明显增高。(3)不同的采收期对于广藿香的总含油率和挥

发油种类及其量都有影响，海南产广藿香以6月和7月采收

含油率较高[19]，石牌广藿香在7月采收，广藿香酮和广藿香

醇量以及含油率均最高[1“，而吴J1I产者则以10到11月采

收为宜r”j。(4)田间实验考察了灌溉、有机肥、氮肥施用等条

件对种植在印度南部的广藿香植株的生长、挥发油产量及其

质量等方面的影响，所得广藿香精油为0．61％～0．73％[2“。

A B

cH2一cK．CcH毫

∞∞秽
H 、hr

C D

E ＼

(I)R—OCH3 (Ⅱ)R—CH (Ⅲ)R1=OH．R 2，R3一

OCH3，R4=H(Ⅳ)R1，R2，Rs=OCHa，R4一H(V)RI，

R2，R3，R 4一OCH3；(VI)Rl，R2，R4一OCHs，Rs—OH(Ⅶ)

Rl，R4一H，R 2一OCH3．R3一OH(Ⅷ)R1，R2，Ra，Rt—OH

图1 广藿香精油中部分化学成分结构式

Fig．1 Structures of some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essential oil from P．cablin

2．3挥发油在植株中的分布：广藿香挥发油在根、茎、叶内

的分布的相关研究表明，在根的成熟结构中，挥发油主要分

布在木薄壁组织细胞中；在茎中，主要分布在皮层和韧皮部

薄壁细胞中；在叶中，主要分布在叶肉组织和叶脉的韧皮部

薄壁细胞中。因而可以把根内木质部的粗度、茎皮和叶片的

厚度作为评价广藿香品种优良的3个指标比⋯。以广藿香挥

发油中的倍半萜成分为例，它存在于植株表面的腺体和内部

储存细胞中，而在无储存结构的茎枝顶端未能检测到倍半萜

成分的存在，其中第二对原生叶所具有的腺体和所含倍半萜

成分的量均比植株其他部分高出12倍[2“。

3药理作用方面

早在唐代《新修本草》和《千金翼方》中已有以其干燥地

上部分人药的收载，自宋、金、元以来广泛应用于临床。广藿

香是著名南药之一，辛、微温，归肺、脾、胃经，具有芳香化湿、

湿中止呕，以及发表解暑的功能。主治湿浊中阻之脘腹痞闷，

食欲不振，呕吐泄泻，外感暑湿之寒热头痛，湿温初起的发热

身困，胸闷恶心，鼻渊，手足癣等。除此之外，广藿香还是中成

药藿香正气丸、藿香正气散、藿香正气水、鲜藿香露、藿黄散、

抗病毒口服液和藿胆丸等的重要组成药物之一。现代药理学

研究表明，广藿香可以调节胃肠道功能和具有抗菌作用。

3．1 调节胃肠道功能：陈小夏等[z42通过研究广藿香3种提

取物对肠道功能的影响，发现广藿香的水提物、去油水提物

和挥发油对离体培养的兔肠自发收缩以及由乙酰胆碱或氯

化钡引起的痉挛性收缩均有抑制作用，其中挥发油对乙酰胆

碱或氯化钡引起的收缩抑制作用最强。在整体动物实验研究

中发现广藿香水提物和去油水提物与上述广藿香挥发油的

作用不一致，前二者均能抑制正常小鼠胃肠推进运动和新斯

的明引起的小鼠胃肠推进运动亢进以及番泻叶引起的小鼠

腹泻。此外，水提物、去油水提物和挥发油均可抑制冰醋酸引

起的内脏绞痛，其中水提物的作用最强。在得到广藿香改善

肠道功能和抗腹泻的有效成分可能为水溶性成分的结论后，

实验又探讨了广藿香去油部分5种不同极性提取物对胃肠

道的作用，进一步验证了广藿香水溶性成分具有增加胃酸分

泌，提高胃蛋白酶活性，减少腹泻次数和镇痛等作用。研究还

表明，广藿香去油部分的乙醇沉淀物、水溶液、正丁醇提取

物、醋酸乙酯提取物、氯仿提取物对胃肠道功能的调节作用

各有侧重[2“。

3．2抗菌作用：杨得坡等[26]通过研究3种不同地理来源的

广藿香挥发油(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爪哇)对皮肤癣菌和

常见的条件致病菌的作用，发现中国广藿香油对皮肤鲜菌具

有很好的特异选择性抑制作用，能完全抑制浅部真菌的生长

繁殖和红色藓菌、狗小孢菌和絮状表皮藓等，其最小抑菌浓

度(MIC)在50～400／-L／L。进一步对其化学成分进行分析，

发现广藿香醇、异愈创木烯和广藿香烯是其最重要的化合

物，据此推测这3种成分可能是广藿香油抗真菌作用的关键

所在。另外，张广文等研究了广藿香精油化学成分对5种皮

肤癣菌、6种条件致病真菌和5种细菌的抗菌实验。结果表

明：该精油对新型隐球菌、球毛壳霉和短柄帚霉的生长有较

好的抑制作用，其MIC依次为0．15、0．45和0．5 mI。／L，通

过深入实验研究发现，其化学成分中的广藿香酮为抗菌主要

成分之一，而a一愈创木烯的抗菌活性较差[2⋯。莫小路等[28]通

过采用含毒介质法研究了广藿香精油和广藿香酮对室内抑

菌活性的影响，发现当广藿香精油在培养基中的浓度为

0．03％～0．27％时，对受试的13种常见植物病原菌均有不

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当作用浓度为0．1％时，对檀香多毛孢、

番茄早疫病菌和核盘菌可达到抑制。

4组织培养和快速繁殖

广藿香自引种到我国南亚热带地区种植后，很少观察到开

花，繁殖主要采取无性扦插，因而繁殖速度受环境条件影响大，

易受病菌感染。为了提高种苗的供应率及改善广藿香受青枯病

等蔓延而可能导致大面积死亡的状况，许多学者对广藿香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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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培养和快速繁殖进行了大量的实验。通过无菌材料的获得、

愈伤组织的诱导、丛生芽培养、生根培养和驯化移栽等步骤培

育出长势良好的植株。张家明等通过农杆菌介导的方法将柞蚕

抗菌肽D(cecropin—D)基因导入广藿香细胞，获得5株转基因

植株，并繁殖成无性系。在cecrop—D转基因植株无性系后代加

入青枯病病原菌Pseudomonas sonanacerum共培养的过程中，

约有1／4转基因植株无性系后代存活，对照植株全部死亡，表

明转基因植株有了一定的抗病性。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通过

悬浮培养和外植体直接出芽两条途径获得广藿香再生植株的过

程[2⋯。肖省娥等采用组织培养的方法，以叶片、根尖、带节茎段

及茎段作为上植体进行培养，结果表明，叶片及带节茎段较易

诱导愈伤组织，适宜的培养基为MS+BA 0．5 mg／L+NAA

0．2 mg／L。愈伤组织的分化与增殖，以MS+BA 0．5～1．0

mg／L较好[3⋯。杜勤等优化了诱导愈伤组织培养基、诱导丛生

芽培养基、生根培养基和复壮培养基，4种培养基组成分别为

MS+2，4一二氯苯基乙酸(2。4-D)0．5 mg／L(以下单位同)+6一

苄氨基嘌呤(6-BA)1．5+萘乙酸(NAA)1．25，MS+6-BA 2，

1／2MS，1／2Ms+马铃薯泥5％，并在各培养基里均加入6 g／L

琼脂和3．0％蔗糖，pH 5．8，在驯化4周后移栽大田的成活率

达到95％以上[3“。除此之外，杜勤等还考察了消毒剂、光照条

件、激素浓度、生根培养基对石碑广藿香试管苗生成的影响，发

现将叶以0．2％升汞消毒15 min，接种于MS+6-BA 2 mg／L

培养基上，在光照下培养之前先置于暗处2 d，由此生成愈伤组

织后再继续培养生成丛生芽，将丛生芽置于1／2MS培养基上能

生成较多根，试管苗移栽率高达95％以上r3“。

5结语

广藿香在中国引种栽培的历史已逾千年，在其内部因素

和外部环境双重条件的长期影响下，广藿香的外在性状包括

植株形态、枝叶特点、毛茸、气味等出现了一些变化，另外所

含的化学成分的种类、量等方面也有差异。目前关于广藿香

的研究主要以国内学者为主，内容大致集中在广藿香的性状

和显微鉴别、化学成分尤其是挥发油成分的分析和抑菌以及

调节胃肠道作用的研究等方面，这些研究生动地阐明了广藿

香由外及内的特点。但对于广藿香的研究还不是非常完善，

有待在以下几方面进行补充或进行深入研究：(1)广藿香化

学成分中水溶性部分的鉴定、分析；(2)广藿香化学成分与药

理作用的相关性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3)广藿香遗传变异

的内部因素的分析和探讨。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更好的了解

广藿香的生长规律、内部特点，随之可能对发现其新的药理

作用并且更充分的应用于临床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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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石斛生理生化性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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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石斛属(Dendrobium Sw．)为兰科植物，约有1 500种。我国有80种，其中药用石斛有51种。在我国传统医

学中，石斛为常用药材，现代药理研究证明石斛具有抗肿瘤、抗衰老、降血糖等作用。霍山石斛是安徽省特产的药用

石斛，为石斛中的上品。综述了霍山石斛的生理生化、生物学特性、有效成分等方面的研究现状。

关键词：石斛属；霍山石斛；生理生化；生物学特性

中图分类号：R28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3—2670(2006)05—0790—04

Progress in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characters of Dendrobium huoshan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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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属(Dendrobium Sw．)是兰科植物，约有1 500种，我

国有80种，主要分布于秦岭、淮河以南地区[1]。安徽省霍山境

内野生的石斛有3种：霍山石斛D huoshanense C．Z．Tang

et S．T．Cheng(当地称米斛)、铁皮石斛D．candidum Wall．

ex Lindl．、细茎石斛D．moniliforme(L．)Sweet，其中霍山

石斛为石斛中的上品，据《增补本草备要》记载：“斛出霍山，养

胃清热，生津止渴，清虚热，功胜全面。”由于其具有上述功能，

用它代茶生津润喉、嗓音不衰，受到演员们的欢迎。药理研究

证明，石斛具有抗衰老、抗肿瘤、降低血糖的作用，在治疗胃肠

道疾病和治疗白内障方面也有很好疗效。由于其生境狭窄、繁

殖困难、产量很低等原因，加之过度采挖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恶

化，野生种质资源严重匮乏，已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本

文主要从生理生化及有效成分等方面对霍山石斛进行综述，

为进一步研究开发药用石斛提供参考。

1生理生化生态特性

1．1 生物学及生态特征：霍山石斛野生分布地区比较狭窄，

主要在大别山区的安徽省金寨县、岳西县、舒城县、霍山县、

六安市等。一般生于海拔约200～1 200 m的水旁岩石或树

干上，通风较好的西北、东北向的阴坡潮湿的石壁上或有瀑

布的悬崖石上。通常与地衣、藓类、蕨类等构成小的植物群

落。以密集的须根附着于石壁沙砾土吸收岩层水分和养料，

裸露空气中的须根则从空气中雾气、露水吸收水分，依靠自

身叶绿素进行光合作用。

霍山石斛为多年生草本，行营养繁殖，从母茎基部节上

腋芽形成新苗，通常一枝母茎能发1～3个新苗，茎生活期一

般为3年。茎基部有数条不定根，有分枝，在显微镜下观察，

根的横切面上可见菌丝侵入到根的整个皮层，为内生菌根。

石斛根菌共生的特性是其营养生长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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