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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类药用植物抗炎镇痛活性成分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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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芳香类药用植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应用较为广泛。对具有抗炎镇痛活性的芳香药用植物分布特点、活性成

分及其作用机制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结果发现具有抗炎镇痛活性的芳香植物资源主要布于伞形科、唇形科、菊科、姜科、

豆科、木犀科、芸香科、蔷薇科、毛茛科等；其抗炎镇痛活性成分主要包括挥发油类、苯丙素类、黄酮类、三萜类、生物碱

类、有机酸类、酚性成分、异黄酮类等化合物；活性成分的抗炎镇痛作用机制主要与抑制炎性介质的释放、作用于阿片受体、

抑制肾上腺素的合成、调节 NO 的合成水平有关。为该类药用植物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提供了依据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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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植物是兼有药用植物和香料植物属性的植

物类群，能够从植物组织中提取精油、挥发油作为

辛香料，或难以挥发的树胶类物质。目前，据不完

全统计全世界有 6 000 多种芳香植物，主要存在于

唇形科、菊科、伞形科、十字花科、芸香科、姜科、

豆科、鸢尾科、蔷薇科、樟科及桃金娘科中，其次

在松科、柏科、橄榄科、檀香科、木犀科、番荔枝

科、马鞭草科、禾本科、安息香科、木兰科、胡椒

科、杜鹃花科等植物中也有广泛分布。芳香植物在

进行光合作用过程中，细胞会分泌出能散发芳香气

味的化学分子，主要成分包括单萜类、倍半萜类、

黄酮类、生物碱类、三萜类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

明芳香植物药用价值很高，具有抗菌消炎、镇静止

痛、抗肿瘤、抗病毒等药理活性[1-2]。 

本文对常用芳香类药用植物的抗炎镇痛活性成

分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归纳总结，以期为进一步开发

利用该类植物资源提供依据和参考。 
1  具有抗炎镇痛活性的芳香类药用植物的分布特点 

通过查阅近 10 年的国内外研究文献，分析归纳

具有抗炎镇痛活性的芳香药用植物 120 余种，主要存

在于伞形科、唇形科、菊科、姜科、豆科、木犀科、

芸香科、蔷薇科、毛茛科中，其次在马鞭草科、罂粟

科、马兜铃科、茜草科、茄科、桃金娘科、木兰科、

樟科、胡椒科、柏科、败酱科、橄榄科等科属中也发

现大量具有抗炎镇痛活性的芳香类药用植物（表 1）。 
2  芳香类药用植物中抗炎镇痛活性成分 

芳香类药用植物中具有抗炎镇痛活性的化学成

分主要包括单萜及其苷类、倍半萜类、苯丙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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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具有抗炎镇痛活性的主要芳香类药用植物分布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main aromatic medicinal plants with anti-inflammatory and analgesia activity 

科 名 植物名称 药用部位 功  效 

独活 Angelica pubescens 根 祛风除湿、通痹止痛 

当归 A. sinensis 根 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肠通便 

白芷 A. dahurica 根 解表散寒、祛风止痛、宣通鼻窍、燥湿止带、消

肿排脓 

防风 Saposhnikovia divaricata  根 祛风解表、胜湿止痛、止痉 

白花前胡 Peucedanum praeruptorum 根 降气化痰、散风清热 

小茴香 Foeniculum vulgare 果实 散风祛湿、排脓止痛 

蛇床子 Cnidium monnieri 果实 燥湿祛风、杀虫止痒、温肾壮阳 

伞形科 

羌活 Notopterygium incisum 根和根茎 解表散寒、祛风除湿、止痛 

紫苏 Perilla frulescens 叶（带嫩枝） 解表散寒、行气和胃 

黄芩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根 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止血安胎 

广藿香 Pogostemon cablin 地上部分 芳香化浊、和中止呕、发表解暑 

薄荷 Mentha haplocalyx 地上部分 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利咽透疹、疏肝行气 

荆芥 Schizonepeta tenuifolia 地上部分 解表散风、透疹、消疮 

薰衣草 Lavandula angustifolia 全草 清热解毒、散风止痒 

鼠尾草 Salvia przewalskii 全草 清热利湿、活血调经、解毒消肿 

唇形科 

石荠苧 Mosla hangzhowensis 全草 清热解毒、理气化湿 

野菊花 Chrysanthemum indicum 头状花序 清热解毒、泻火平肝 

菊花 C. morifolium 头状花序 散风清热、平肝明目、清热解毒 

旋覆花 Inula japonica 头状花序 降气消痰、行水止呕 

苍耳子 Xanthium sibiricum 带总苞的果实 散风寒、通鼻窍、祛风湿 

苍术 Atractylodes lancea 根茎 燥湿健脾、祛风散寒、明目 

白术 A. macrocephala 根茎 健脾益气、燥湿利水、止汗、安胎 

雪莲花 Saussurea involucrata 全草 通经活血、暖宫散瘀、祛风 

土木香 Inula helenium 根 健脾和胃、调气解郁、止痛安胎 

洋甘菊 Matricaris chamomilla 全草 补胃开胃、促进消化、散气消炎、健脑强筋、祛

风止痛、利尿通经 

菊科 

千里光 Senecio scandens 全草 清热解毒、消炎凉血、明目止痛、去腐生肌 

高良姜 Alpinia officinarum 根茎 温中止呕、散寒止痛 

姜 Zingiber officinale  根茎 解表散寒、温中止呕 

莪术 Curcuma kwangsiensis 根茎 行气破瘀、消积止痛 

姜黄 C. longa 根茎 破血行气、通经止痛 

郁金 C. longa 块根 行气化瘀、清心解郁、利胆退黄 

姜科 

豆蔻 Amomum kravanh 果实 化湿行气、温中止呕、开胃消食 

白芍 Paeonia lactiflora 根 平肝止痛、养血调经、敛阴止汗 

牡丹皮 P. suffruticosa 根皮 清热凉血、活血散瘀 

牡丹籽 P. suffruticosa 种子 消炎止痛、抗氧化 

毛茛科 

升麻 Cimicifuga heracleifolia 根茎 发表透疹、清热解毒、升举阳气 

木犀科 秦皮 Fraxinus rhynchophylla 枝皮、干皮 清热燥湿、收涩明目、止咳平喘 

白鲜皮 Dictamnus dasycarpus 根皮 清热燥湿、祛风解毒 芸香科 

陈皮 Citrus reticulate 果皮 理气、健脾、燥湿化痰 

 化橘红 C. grandis 果皮 理气宽中、燥湿化痰 

 佛手 C. medica var. sarcodactylis 果实 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燥湿化痰 

蔷薇科 皱皮木瓜 Chaenomeles speciosa 果实 平肝舒筋、祛湿和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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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科 名 植物名称 药用部位 功  效 

山楂叶 Crataegus pinnatifida 叶 活血化瘀、理气通脉 

仙鹤草 Agrimonia pilosa 地上部分 收敛止血、消炎止痢 

 

玫瑰花 Rosa rugosa 花蕾 行气解郁、和血、止痛 

马鞭草科 蔓荆子 Vitex trifolia 果实 疏散风热、清利头目 

细辛 Asarum heterotropoides var. 
  mandshuricum 

全草 祛风散寒、通窍止痛、温肺祛痰 

马兜铃 Aristolochia contorta 果实 清肺降气、止咳平喘 

马兜铃科 

青木香 Aristolochia debilis 根 行气止痛、解毒消肿、降血压 

茜草 Rubia cordifolia 根及根茎 凉血止血、活血化瘀 

栀子 Gardenia jasminoides  果实 泻火除烦、清热利湿、凉血散瘀 

茜草科 

蓬子菜 Galium verum 全草 清热解毒、利胆行瘀、止痒 

大叶桉 Eucalyptus robusta 叶 清热解毒、收敛生肌、祛风止痒 桃金娘科 

丁香 Eugenia caryophllata 花蕾 温中降逆、补肾助阳 

柏科 侧柏叶 Platycladus orientalis 枝梢、叶 养心安神、止汗润肠 

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干皮、根皮、枝皮 燥湿消痰、下气除满 

辛夷 Magnolia biondii 花蕾 散风寒、通鼻窍 

木兰科 

八角茴香 Illicium verum 果实 温阳散寒、理气止痛 

肉桂 Cinnamomum cassia 树皮 温肾助阳、散寒止痛、活血通络 樟科 

乌药 Lindera aggregata 根 温肾散寒、顺气止痛 

荜茇 Piper longum 果实或果穗 温中散寒、行气止痛 

胡椒根 P. nigrum 根 胃脘寒痛、风湿性关节炎、坐骨神经痛 

胡椒科 

黑胡椒 P. nigrum 果实 抗菌消炎、健胃消食、利尿排毒、杀虫消毒 

秦艽 Gentiana macrophylla 根 祛风湿、清湿热、止痹痛 龙胆科 

龙胆 G. scabra 根及根茎 清热燥湿、泻肝胆火 

白花败酱 Patrinia villosa 全草 清热利湿、解毒排脓 败酱科 

甘松 Nardostachys chinensis 根及根茎 理气止痛、开郁醒脾 

没药 Commiphora myrrha 油胶树脂 活血止痛、消肿生肌 橄榄科 

乳香 Boswellia carterii 油胶树脂 调气活血、定痛、消肿生肌 

洋金花 Datura metel 花 平喘止咳、镇痛、解痉 茄科 

辣椒 Capsicum annuum 果实 温中散寒、开胃消食 

鸢尾科 射干 Belamcanda chinensis 根茎 清热解毒、利咽消痰、散血消肿 

萝藦科 徐长卿 Cynanchum paniculatum 根及根茎 祛风化湿、镇静、止痛止痒 

纪氏瑞香 Daphne giraldii 根皮、茎皮 祛风除湿、止痛散瘀 瑞香科 

芫花 D. genkwa 干燥花蕾 泻水、解毒、杀虫 

山茱萸科 山茱萸 Cornus officinalis 果肉 补肝肾、涩精、敛汗 

百合科 百合 Lilium brownii var. viridulum 花蕾 止咳平喘、消肿抗炎、利水通便、清心安神 

檀香科 檀香 Santalum album 心材 行气温中、开胃止痛 

安息香科 安息香 Styrax tonkinensis 油胶树脂 开窍醒神、行气活血、镇惊息风、抗菌消炎 

金缕梅科 苏合香 Lipuidambar orientalis 树脂 开窍、辟秽、止痛 

棕榈科 血竭 Daemonorops draco 树脂 活血定痛、化瘀止血、生肌敛疮 

杜香 Ledum palustre 枝、叶 活血调经、化痰止咳 杜鹃花科 

映山红 Rhododendron simsii 花、果、叶、根 和血、调经、祛风湿 

 
黄酮类、三萜类、生物碱类等化合物，且分子结构

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图 1）。目前，国内外有多达 40%
的药物源于传统药用植物等天然资源，经查阅近 10
年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对芳香类药用植物的抗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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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芳香类药用植物中抗炎镇痛活性成分化学结构 
Fig. 1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aromatic medicinal plants with anti-inflammatory and analgesia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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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活性成分进行归纳总结。 
2.1  单萜及其苷类 

新鲜的薄荷茎、叶中含挥发油 0.8%～1.0%，干

茎、叶中含 1.3%～2.0%，挥发油中主要含有左旋薄

荷醇（薄荷脑）（1）、左旋薄荷酮（2）、乙酰薄荷酯

类、异薄荷酮、胡薄荷酮、右旋月桂烯、柠檬烯、

3-辛醇等 30 多种物质[3]。浓薄荷水是以薄荷脑为主

要原料制成的医院制剂，采用大鼠足跖肿胀法和小

鼠耳肿胀法研究浓薄荷水的抗炎作用，发现浓薄荷

水对早期急性炎症的充血性水肿有明显抑制作用[4]。

左旋薄荷酮有较强镇痛作用，ig 100 mg/kg 左旋薄

荷酮对小鼠醋酸扭体反应的抑制率为 41.3%，其强

度与氨基比林相当；薄荷提取物（1 g/kg）有效成

分为薄荷醇，对小鼠醋酸扭体反应的抑制率为

30%～60%。复方薄荷脑注射液由薄荷脑、乙醇、

盐酸利多卡因、甘油和水组成的合剂，是一种新型

长效局麻止痛药，肛门疾病术后使用复方薄荷脑注

射液长强穴封闭能达到很好的镇痛效果，具有起效

快，镇痛作用强，药效持续时间长，不良反应少，

方法简便易行等优点[5]。 
紫苏叶的主要活性成分存在于挥发油中，挥发

油中紫苏醛（3）、柠檬烯和 β-丁香烯的量较高。紫

苏醛具镇静、镇痛活性作用，且与豆甾醇具有协同

作用。紫苏叶挥发油还具有抗炎作用，能抑制肿瘤

坏死因子-α（TNF-α）诱导的内皮细胞黏附分子

（ICAM-1）的表达。 
药理研究已证实栀子提取物具有抗炎、镇痛、

解热和利胆的作用，栀子中含有环烯醚萜苷类成分，

其中栀子苷（4）的量 高。有研究表明栀子苷具有

抗炎、镇痛的作用[6]。秦艽中主要成分是龙胆苦苷

（5），其中龙胆苦苷的量 高可达 18%，研究表明

龙胆苦苷有较好的镇痛作用，且呈现良好的量效关

系，对热和化学刺激引起的急、慢性炎症和疼痛反

应有明显的抑制作用[7]。 
2.2  倍半萜类 

树脂类中药没药是没药属植物树皮渗出的胶状

树脂，其化学成分多为萜类、甾体、黄酮、木脂素

等。有文献报道，从非洲没药中分离得到的 3 种倍

半萜烯类成分，经动物实验发现至少有 2 种成分具

有强烈的镇痛作用[8]。又有研究表明没药中的倍半

萜类成分 furanoeudesma-1, 3-diene 和 curzerene（6）
具有很强的镇痛效果[9]。 

倍半萜类化学成分是旋覆花属植物的特征性成

分，以桉烷型、吉马烷型和愈创木烷型为主，还包

括伪愈创木烷型、裂环桉烷型、榄烷型、苍耳烷型

和少量的无环倍半萜及倍半萜二聚体。旋覆花中的

倍半萜内酯 1-O-乙酰旋覆花内酯（7）能抑制血管

平滑肌的炎症反应[10]。 
温郁金挥发油的主要成分为姜黄烯、倍半萜烯

醇、樟脑、莰烯、β-榄香烯等，研究表明郁金提取

物中的 β-榄香烯（8）对小鼠具有镇痛作用[11]。从

温莪术挥发油中分离得到的环状含氧倍半萜类化合

物分别鉴定为：蓬莪术环二烯、莪术二酮、莪术双

环烯酮、莪术烯，其中蓬莪术环二烯（9）和莪术烯

能够明显的抑制由炎症因子引起的炎症反应[12]。苍

术挥发油的主要化学成分为 β-芹子烯、茅术醇（10）、
β-桉叶醇、α-红没药醇等，药理研究表明苍术挥发

油具有抗急性炎症的作用[13]。 
2.3  苯丙素类 
2.3.1  简单苯丙素类  细辛挥发油的主要成分是甲

基丁香油酚、细辛醚、榄香脂素、黄樟醚，甲基丁香

酚（11）是抗炎镇痛的有效成分；细辛甲醇提取物含

有吗啡样活性成分，其镇痛作用强于阿司匹林[14]。升

麻中含有苯丙素类成分阿魏酸（12）和异阿魏酸，

具有较强的抗炎活性。广藿香中的广藿香酮和丁香

酚有消炎、防腐的作用，广藿香提取物具有明显抗

炎镇痛作用[15]。 
肉桂挥发油中的主要成分桂皮醛占挥发油的

50%～95%，经药理实验证明桂皮醛（13）具有明

显的解热镇痛、抗炎作用和较强的体外抗炎活性，

可以作为牙周炎局部治疗药物，还能减轻根尖周组

织炎症[16]。有研究报道从苍耳子中分离得到的 1，3，
5-三氧-咖啡酰基奎宁酸、3，5-二氧-咖啡酰基奎宁酸

（14）具有明显的抗炎镇痛活性[17]。研究发现石菖

蒲中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 α-细辛脑（α-细辛醚）（15）
具有良好的抗菌消炎、抗癫痫的作用。 
2.3.2  香豆素类  秦皮的主要活性成分为香豆素类

化合物，秦皮甲素、秦皮乙素（16）、秦皮苷和秦皮

素（17）均具有明显的抗炎镇痛作用。体内效应评

价表明秦皮乙素可用于治疗骨关节炎和风湿性关节

炎造成的软骨损伤[18]；秦皮乙醇提取物和秦皮甲素

均具有显著的抗炎作用[19]。研究表明羌活中香豆素

类成分紫花前胡苷（18）、羌活醇（19）是其镇痛作

用的有效单体化合物[20-21]。 
杭白芷的主要活性成分是香豆素和挥发性成

分，具有解痉平喘、抗菌消炎、降压等药理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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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白芷和白花前胡的总香豆素类成分均具有解热镇

痛、抗炎的作用[22-23]。 
2.4  黄酮及其苷类 

野菊花中的药效成分是黄酮类化合物，体外实

验表明野菊花总黄酮具有较强的抗炎作用[24]。通过

对高良姜进行分离精制获得了高良姜总黄酮，经体

外实验研究证明高良姜总黄酮具有一定的抗炎镇痛

活性[25]。 
化橘红是柚的未成熟或近成熟的干燥外层果

皮，化橘红总黄酮主要组成成分为柚皮苷，经体外

研究表明柚皮苷具有较好的抗炎作用[26]。杜香甲醇

提取物具有一定的抗炎、镇痛作用，研究表明黄酮

类化合物是杜香镇痛、抗炎的主要药效部位[27]。体

外研究发现映山红总黄酮对急性炎症也有一定的抗

炎活性[28]。研究表明，紫苏总黄酮具有明显的抗炎

作用，其抗炎作用可能与其降低血管通透性、抑制

白细胞介素（IL-6）和 TNF-α等炎症介质生成及增

强清除氧自由基、抗脂质过氧化能力有关[29]。 
2.5  三萜类 

三萜酸类化合物在树脂类中药中分布较为广

泛。Hanus 等[30]从生长在非洲肯尼亚的没药树分泌

的树脂中分离出多种具有强力消炎作用的活性成

分，其中曼速宾酸（mansmbinoic acid）对急慢性炎

症均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对生物体内引起炎症的主

要物质过氧化物酶有很强的抑制作用。没药甲醇提

取物能够抑制脂多糖诱导的 NO 产生，从而抑制炎

症反应，从中分离获得了 21 个化合物，其中

myrrhanone A（20）和 myrrhanol A（21）对脂多糖

诱导 NO 产生的抑制作用较强，IC50分别为 21.1 和

42.3 µmol/L[31-32]。 
药用乳香是橄榄科植物卡氏乳香树、齿叶乳香

树所分泌的胶状树脂，其特征性有效成分是五环三

萜类化合物，从乳香中分离得到的 4 个五环三萜类

化合物 β-乳香酸（量 高，22）、3-乙酰-β-乳香酸

（23）、11-羰基-β-乳香酸（24）、3-乙酰-11-羰基-β-
乳香酸（25）均具有抗炎、调节免疫、抗肿瘤等活

性，这些化合物参与抑制白三烯的合成而抑制炎症

因子的产生。目前对于乳香酸生物活性的大量研究

均着眼于全身给药，有研究报道这些化合物在局部

给药时也能达到全身给药的抗炎效果[33]。又有研究

表明，乳香酸与葡萄糖胺有抗炎协同作用[34]。 
2.6  其他类 

药用乳香作为传统中药用于止痛和减轻炎症已

有上千年的历史，Norihiro 等[35]研究了从乳香中提

取以及半合成的 18 个单体成分的抗炎活性，同时分

离得到了 incensole（26）、incensole acetate（27）两

个二萜类化合物，并测试了它们的抗炎活性。 
血竭是棕榈科植物麒麟竭果实中渗出的树脂，

或龙舌兰科植物柬埔寨龙血树木质中提取的树脂，

是一种树脂类中药，其生物碱类成分盐酸坦斯平碱

对角叉菜胶所致小鼠炎性反应具有明显的抑制作

用，并呈剂量依赖关系；dracoflavane B1（28）及其

甲醚化产物对角叉菜胶所致小鼠炎性反应具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 

3  芳香类药用植物中抗炎镇痛活性成分作用机制 
3.1  抗炎机制研究 
3.1.1  影响花生四烯酸的代谢  在炎症反应递质中

花生四烯酸的氧化旁路起着关键的作用。这条旁路

经环氧酶（COX）和 5-脂氧酶两条途径分别代谢产

生前列腺素（PGs）、白三烯（LTs）等炎性递质。 
木犀草素广泛存在于菊花、忍冬花、紫苏叶等

芳香类药用植物中，其体内抗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

抗炎作用可能与抑制 COX-2 的表达及 PGE2 的释放

有关[36]。原花青素是由不同数量的儿茶素或表儿茶

素缩合而成的一类多聚物的总称，广泛存在于多种

药用植物中，其在松树皮中的量比较高，原花青素

具较强的抗炎作用，其抗炎机制可能与抑制 COX-2
的表达继而下调 PGE2 的生物合成有关[37]。 
3.1.2  抑制炎性介质的释放  IL-1、IL-6、IL-13、
TNF-α、前列腺素 E2（PGE2）、白三烯、组胺等都

是与炎症反应紧密相关的炎性介质。现代研究表明，

白芍中的主要活性成分白芍总苷能够显著抑制

IL-1、PGE2、IL-6、TNF-α、NO、H2O2 等炎性介质

的表达，达到抗炎镇痛的效果[38-39]。 
山茱萸总苷对佐剂性关节炎大鼠的抗炎作用研

究表明，山茱萸总苷的抗炎机制与抑制 IL-1、TNF- 
α、IL-6 等炎性细胞因子及血浆 PGE2 的产生密切相

关[40]。有学者研究表明辛夷挥发油的抗炎机制与其

影响炎性介质的释放有关[41]。 
温莪术挥发油倍半萜类成分蓬莪术环二烯和莪

术烯对THP-1细胞分泌TNF-α炎症因子有明显的抑

制作用[12]。野菊花总黄酮抗炎机制与其影响 PGE2

和 LTB4 的生物合成有关[24]。 
3.1.3  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的抗炎免疫机制  现
代药理研究表明，白芍有效成分白芍总苷对刀豆蛋

白和脂多糖诱导的 T、B 淋巴细胞以及腹腔巨噬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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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异常的增殖反应有抑制作用，白芍总苷还能够抑

制促炎物质的生成和相关蛋白激酶的磷酸化，通过

调节 PGE2-EP-G 蛋白-cAMP 信号通路起到抗炎作

用[42]。白芍中芍药苷可以提高辅助性 T 细胞的耐

受性，通过激活 Th2、Th3 发挥抗炎及免疫调节作

用[43]。采用体外培养的肠黏膜微血管内皮细胞，

探讨秦皮活性成分秦皮乙素的抗炎机制，结果显示

秦皮乙素可以直接调控微血管功能，通过降低 NO
的分泌和抑制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ICAM-1）
的分泌两种途径来发挥其抗炎机制[44]。 

荆芥挥发油抗炎作用机制之一可能是抑制核

转录因子抑制蛋白 IκB-α 磷酸化的降解和 NF-κB
的活性，进而减少炎症相关细胞因子 IL-1β、TNF-α
的合成和释放[45]。也有研究表明表没食子儿茶素

没食子酸酯（EGCG）可使大鼠血清 TNF-α和 γ干
扰素（IFN-γ）以及结肠组织 NF-κB p65 水平显著

降低（P＜0.01），提示 EGCG 可通过调节免疫因子

的表达从而发挥抗炎作用[46]。 
3.2  镇痛机制研究 
3.2.1  与阿片受体有关  杭白芷香豆素类成分具有

明显的镇痛作用，其镇痛机制与阿片受体和脑内的

单胺类神经递质有一定的关系[47]。 
没药倍半萜类成分具有很强的镇痛作用，其作

用机制与中枢神经系统阿片受体有关，这种镇痛作

用能够被纳洛酮阻断，但是却没有吗啡成瘾的不良

反应[8-9]。 
3.2.2  与肾上腺素、NO 的合成有关  鸡矢藤环烯

醚萜总苷具有明显的镇痛作用，且连续用药无成瘾

性，与抑制 NO 的生成有关，而与内源性阿片肽系

统无关[48]。映山红总黄酮的镇痛作用机制与促进

NO 释放、增强诱导型 NO 合酶（iNOS）mRNA 的

表达及抑制 PGE2 的合成有关[49]。杭白芷香豆素类

成分明显减少 NO 的合成可能是其发挥镇痛作用的

重要机制[47]。 
4  结语 

我国芳香类药用植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分

布广泛，其药用价值已受到高度重视，但是在抗炎

镇痛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对该类药用植物资

源、抗炎镇痛活性方面进行了总结与归纳，在抗炎

镇痛活性成分、构效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

尚需进一步深入，活性成分结构改造与优化方面应

加强研究力度。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

芳香植物资源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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