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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叶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产品开发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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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艾叶为我国传统中药材，主要含有挥发油、黄酮、多糖、鞣酸、萜类及微量元素等多种化学成分。其药理作用较为

广泛，包括抗菌、抗病毒、抗氧化、保肝利胆、止血及抗凝血、抗过敏、免疫调节、抗癌等。目前其应用集药品、食品、保

健品等于一体，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对艾叶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产品的开发研究进展做一概述，为更合理有效地利用

艾叶药材、开发艾叶产品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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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叶为菊科植物艾 Artemisia argyi= iéväK= et=

s~ntK的干燥叶入药始载于梁代的《名医别录》，现

收载于 OMNR年版《中国药典》，其性辛、温，味苦，

归肝、脾、肾经，内服温经止血、散寒止痛，外用

祛湿止痒，主要治疗吐血、衄血、崩漏、月经过多、

胎漏下血、少腹冷痛、经寒不调、宫冷不孕等xNz。

作为一种应用历史悠久、用途广泛的中药材，千百

年来艾叶一直备受青睐，许多医学著作都有关于使

用艾叶的记载，如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xOz

中就记有艾熏、艾灸的疗法。除药用外，唐代的《食

疗本草》xPz中还记录了艾叶的食用，如“春月采嫩

艾作菜食，或和面作如弹子”“若患冷气，取熟艾

面作混沌，可大如丸子许”。时至今日，在我国南

方仍保留有清明节吃艾草青团等习俗。这些古代药

用、食用方法的记述为艾叶的现代研究和产品开发

奠定了基础。=
随着近年中医药养生保健的兴起，促进了艾叶

制品的使用与研发。艾灸作为一种常用的医疗保健

方法，越来越受到欢迎，而由艾叶加工的艾绒是艾

灸疗法的主要材料。以艾叶为主开发的艾叶油软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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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艾附暖宫丸、安阳固本膏等药品xQz，也在临床

中被广泛应用。此外，由艾叶制作的艾绒儿童肚兜、

艾绒颈椎保健枕、蕲艾护腿xRz等一系列保健品及牙

膏、蚊香、洗面奶等生活用品也大量进入日常的生

活，表明艾叶除了在中医药治病防病中发挥着作

用，其用途也越来越广泛。因此有必要对艾叶的化

学成分、药理作用以及产品开发研究情况做一回

顾，为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开发利用艾叶提供参考。=
N= =化学成分=
NKN= =挥发油=

艾叶挥发油中化学成分种类较多，主要为单

萜、倍半萜及其衍生物，也含有少量的酮、酚、醛

类化合物。随着提取分离技术及气相色谱J质谱联用

（dCJjp）等技术的发展，检测到的艾叶挥发油成

分有 NMM余种，主要为桉油精、侧柏酮、龙脑、石

竹烯、氧化石竹烯、αJ松油醇、坎烯、βJ松油烯、

异龙脑、柠檬醛、βJ蒎烯、顺J香芹醇、E−FJQJ萜品

醇、邻异丙基甲苯、异松油烯、水芹烯、匙叶桉油

烯醇、NJ辛烯JPJ醇等xSJUz。=
NKO= =黄酮类=

黄酮类成分在艾叶中含量丰富，龚珍林等xVz报

道艾叶的总黄酮含量高达 NPKQOB，主要包括

RITIPDIQDJ四羟基二氢黄酮、SJ甲氧基黄酮、RITIQDIRDJ
四羟基JPDISJ二甲氧基黄酮、芹菜素、木犀草素、槲

皮素、异泽兰黄素、棕矢车菊素、矢车菊黄素、紫

花牡荆素、柚皮素、香叶木素等成分xNMJNPz。=
NKP= =三萜类=

艾叶的三萜类成分主要包括 αJ香树脂醇、βJ香
树脂醇、βJ乙酸香树脂醇、无羁萜、羽扇烯酮、羊

齿烯酮、粘霉烯酮、3βJ甲氧基J9β,19J环羊毛甾JOP
（b）烯JORIOSJ二醇、熊果酸、西米杜鹃醇等xNPJNRz。

这些化合物具有抗炎、保肝利胆、降压、降胆固醇

等药理作用xNSz。=
NKQ= =多糖类=

艾叶中多糖类主要活性成分为酸性多糖，李宏

睿等xNTz采用正交实验法对艾叶多糖的提取条件进

行优化，采用超声波辅助技术，提取率达到 NOKOB。=
NKR= =鞣质成分=

鞣质也是艾叶中较为重要的成分，但研究较少。

目前得到的有儿茶酚类如儿茶酚胺、单宁酸类xNUz。=
NKS= =其他=

艾叶中还含有桉叶烷类、绿原酸、生物碱、微

量元素等物质，也都具有相应的药理作用，是艾叶

发挥药效的物质基础xNVJOMz。=
O= =药理作用=

现代药理研究显示艾叶及其提取物具有抗菌、

抗病毒、抗氧化、保肝利胆、止血及抗凝血、抗过

敏、免疫调节、抗癌等药理作用。=
OKN= =抗菌、抗病毒=

大量药理研究表明艾叶油、艾叶水浸剂、艾叶

醇提液、艾烟、艾叶熏蒸可抑制或杀灭多种细菌及

真菌、病毒、支原体。陈羽等xONz对艾叶提取物的杀

菌消毒效果进行了研究，发现艾叶提取物对金黄色

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枯草芽孢杆菌、白假丝酵

母菌和黑曲霉均起到了显著的杀菌作用。刘巍等xOOz

考察了艾叶水提液对常见妇科致病菌的抑制作用，

发现艾叶水提液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等

R 种常见致病菌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赵志鸿等xOPz

研究发现艾叶醋酸乙酯提取物在体外有明显的抗

乙肝病毒（e_s）活性，对 e_s表面抗原和 e_s=
e抗原的抑制作用较强，对 e_s= akA也有一定的

抑制作用。=
OKO= =抗氧化=

艾叶中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多糖类等化合物，

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活性。洪宗国将艾叶燃烧物的甲

醇萃取成分应用于甲基丙烯酸甲酯自由基聚合反

应体系中，发现其具有较强的抗自由基能力，其中咖

啡酸酯具有中等强度的抗氧化作用xOQJORz。胡岗等xOSz

研究发现艾叶多糖体外具有抗氧化活性，对 le自

由基、超氧阴离子自由基、amme 自由基均有一定

的清除能力。谭冰等xOTz发现艾叶多糖具有抗氧化能

力，对由 centon体系产生的 le自由基有一定的清

除作用，在一定范围内多糖浓度与清除 le自由基

的能力呈正相关。=
OKP= =保肝利胆=

杨朝令等xOUz发现艾叶多糖可预防对乙酰氨基

酚导致的肝中毒，保护肝组织细胞，因而起到保肝

作用。费新应等xOVz采用异种血清腹腔内注射构建肝

纤维化大鼠模型，用艾叶提取液灌胃后，发现具有

明显的抗肝纤维化作用。胡国胜xPMz发现艾叶油混悬

液 áé给药 MKU=miLNMM=g，使正常大鼠胆汁流量增加

VNKRB，MKP=miLNMM=g组增加 UVB，与给药前比较均

有极显著性差异（m＜MKMR）；艾叶油使四氯化碳中

毒大鼠胆汁流量明显增加。=
OKQ= =止血与抗凝血=

艾叶既可温经止血，又能抑制血小板聚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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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止血及抗凝双向调节作用。曾婷等xPNz研究艾叶不

同炮制品的止血作用，发现砂烫艾叶炭的止血作用

最强，其次为生艾叶、烘艾叶、炒艾叶炭、醋艾叶

炭。张袁森等xPOz对艾叶不同组分的凝血作用进行对

比研究，发现凝血作用由强至弱依次为鞣酸、艾焦

油、RJ叔丁基连苯三酚、艾炭、艾灰、挥发油。=
OKR= =抗过敏=

谢强敏等xPPz研究艾叶油的抗过敏作用，发现其

能明显抑制大鼠被动皮肤过敏，半数有效剂量

（faRM）为 MKOO=gLkg，明显抑制 RJ羟色胺引起的大鼠

皮肤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强，faRM为 MKRO=gLkg；抑制

豚鼠肺组织释放慢反应物质（popJA）的半数抑制

浓度（fCRM）为 QVKT=mgLi；拮抗 popJA对豚鼠回肠

收缩的 fCRM为 PQKV=mgLi；艾叶油 NMM=mgLi明显降低

组胺或氨甲酰胆碱引起的豚鼠气管收缩。蒋涵等xPQz

通过 OIQJ二硝基氯苯致敏法等发现蕲艾挥发油 MKR=
miLkg 可抑制 OIQJ二硝基氯苯诱导的迟发性超敏反

应，证明艾叶挥发油具有明显的抗过敏作用。=
OKS= =抗疲劳=

蒋涵等xPRz发现给小鼠 ág蕲艾挥发油 MKR=miLkg=
PM=d后，能明显延长小鼠负重游泳时间，降低运动

时血清尿素氮水平，对小鼠运动后血乳酸升高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能促进运动后血乳酸的消除，减少

肝糖原的消耗量，从而表明蕲艾挥发油具有抗疲劳

作用。=
艾灸足三里、关元穴可提高机体的造血和循环

功能，促进机体血红蛋白的再生与合成，减少体内

乳酸堆积，抑制肌细胞中血清肌酸激酶溢出，降低

血清中尿素氮含量，从而提高机体抗疲劳能力xPSz。=
OKT= =对免疫系统的作用= =

朱文莲等xPTz研究发现给正常小鼠艾灸大椎穴，

对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影响不大，但可使环磷酰胺

小鼠巨噬细胞吞噬能力增强。黄菁等xPUz给小鼠 ág
艾叶挥发油 N=miLkg连续 T=d，发现胸腺指数和脾指

数明显上升，并能显著抑制小鼠迟发型超敏反应，

可促进小鼠细胞免疫功能。=
OKU= =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一定浓度（N∶RM）的艾叶油 N～O滴（O×NM−Q=
mi）具有明显抑制心脏收缩力的作用，虽然对心率

影响不大，但可引起房室传导阻滞，加大艾叶油浓

度则可导致心搏停止；相同浓度的艾叶油 N= mi可

抑制离体蟾蜍、兔的心脏收缩力，而且能对抗异丙

肾上腺素和组胺的强心作用xPVz。=

OKV= =抗炎=
艾叶中一些化合物表现出对小鼠小胶质细胞

中脂多糖刺激产生的一氧化氮（kl）具有明显的

抑制活性，fCRM值为 PKO～UKS=μmol/LxQMz。艾灸治疗

能显著改善大鼠类风湿关节炎症状，调节关节滑膜

中 c~sLc~si蛋白的表达，诱导炎症细胞凋亡xQNz。=
OKNM= =对呼吸系统的作用=

艾叶挥发油含有的 αJ萜品醇、松油烯JQJ醇等成

分具有显著的平喘作用，可治疗由组胺、乙酰胆碱

引起的药物性哮喘xQOz。此外，还有研究表明艾叶挥

发油还具有镇咳、祛痰的作用xNRz。=
OKNN= =抗癌= =

喻昕等xQPz将含艾叶多糖分别为 RMM、ORM、NMM=
μg/mL 的培养液与肝癌细胞共培养，采用 jqq 法

测定肝癌细胞活力，发现肝癌细胞的增殖被显著抑

制，高浓度多糖抑制效果更好。亦有实验证明艾叶

提取物对肺癌、乳腺癌、消化道肿瘤以及人鼻咽癌

等有抑制活性。=
OKNO= =其他作用=

艾叶还具有镇静、镇痛、降血糖、兴奋子宫、

增溶尿酸、促进疮疡愈合、杀虫等作用xQQJQTz。艾叶

挥发油可以抑制炎症细胞（主要是中性粒细胞）浸

润，有促进创面肉芽组织生长的作用，能减少组织

细胞脱落和坏死xQUz。=
P= =产品开发及应用=

目前，对于艾叶产品的开发应用进行了大量尝

试。在湖北蕲春、河南南阳、安徽郎溪等地区大力

发展艾产业，开发出艾灸养生、洗浴保健、蕲艾日

化、艾疗器械、艾叶食品等系列产品xONI=QVz。彰显了

艾叶开发的广阔前景，为未来更有效地开发利用提

供参考。=
PKN= =药品=
PKNKN= =口服药品= =目前，以艾叶为主药开发的产品

主要用于妇科、呼吸系统、男科疾病的治疗。=
妇科用药xQz：由艾叶与陈皮制成的香艾丸，可

治疗痢疾腹痛、睡卧不安。艾附暖宫丸含艾叶炭、

香附、当归、吴茱萸等成分，可以治疗月经失调、

腰酸痛及行经腹痛、赤白带下。乳增宁片含有艾叶、

淫羊藿、柴胡等中药材的有效成分，可用于治疗乳

痛症及乳腺增生等症。=
呼吸系统用药：由艾叶配以调味剂、防腐剂等

制成的口服药品可治疗慢性支气管炎xQz。为了使药

品的缓释性及稳定性更好，制备的艾叶油软胶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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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治疗慢性气管炎导致的咳嗽痰多。李燕宁教授配

制出哮喘滴丸，由麻黄、百部、艾叶、木香、浙贝

母 R味中药组成，对小儿支气管哮喘有一定的防治

作用xRMz。=
男性用药：由艾叶与其他中药配伍成的复方中

药对前列腺炎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而且还具有清

热解毒的作用，有利于前列腺炎患者的康复xRNz。=
PKNKO= =外用= =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艾灸作为

一种自然疗法备受欢迎。把艾叶做成艾柱、艾条等

形式施以灸法，疗效卓著，而且应用广泛。刘振威

等 xROz发现艾灸联合高效抗反转录病毒疗法

（eAAoq）与单纯 eAAoq相比，前者能降低 efs
感染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服药依从性，提高

生存质量，达到减毒增效的目的。任雪梅等xRPz研究

发现将治疗艾柱粘贴于内膝眼、犊鼻、阿是穴处艾

灸治疗，可明显改善膝骨性关节炎患者疼痛、僵硬、

功能障碍等临床症状。刘常胜等xRQz发现针刺结合艾

灸关元穴治疗原发性痛经比单用针刺疗法效果显

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侯新芳等xRRz总结艾灸在恶

性肿瘤治疗中的应用，发现艾灸可以减轻手术、放

化疗后的副作用，能改善晚期肿瘤患者多种临床症

状、提高免疫功能，干预肿瘤相关基因的表达。霍

新慧xRSz发现与单一的康复治疗相比，艾灸结合康复

治疗能更早地重建患者正常运动模式，在脑卒中偏

瘫痉挛患者的治疗中具有良好的协同作用。=
此外，由艾叶与香附、益母草、乌药等组成的

安阳固本膏可温肾暖宫、活血通络，治疗女性宫寒

不孕、经前腹痛、月经不调，男性腰膝冷痛。复方

艾叶油乳膏可减轻关节软骨的病理损伤，治疗膝关

节骨关节炎的疗效显著，而且对家兔完整、破损皮

肤均无皮肤急性毒性反应，无刺激性皮肤过敏反

应，用药安全xRTJRUz。汤佩佩等xRVz发现艾叶水煎液可

显著减小豚鼠口腔溃疡面积，减轻口腔溃疡水肿程

度，对豚鼠口腔溃疡模型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PKO= =食品=

根据艾叶传统食用习惯，国内已开发有艾草粉

条、速冻艾汤圆、速冻艾水饺、艾叶茶等产品，销

往国内外。此外，一些学者也对艾叶的食用价值做

了研究。何义雁xSMz对艾草米糕加工工艺及品质进行

了改良，使其色泽均匀、口感细腻、软硬适中、完

整性好。孟俊祥xSNz将艾草加入到马铃薯粉丝中，改

进了粉丝的品质及加工工艺，得到了绿色健康食

品。姚金侠xSOz在面包的制作过程中加入艾叶粉，发

现成品的外型、质地较好，口感适宜。此外，艾叶

面包中粗蛋白、粗纤维、灰分含量以及芦丁含量均

高于普通面包，比普通面包更具有营养。柯宜君研

发了多种以艾叶为原料的点心与西式菜肴食，包括

艾草蛋糕、艾草饼干、艾草布丁、艾草牛排等xSPz。= =
在国外，日本和韩国均有以艾草为原料制作食

品的习俗。在日本的初春时节，将柔软的艾草做成

艾草饼、艾草饭、艾草甜点或直接做成各式菜肴xSQz。

另外，日本人也将艾叶提取物用作食品添加剂，以

加工减肥食品。韩国人食用艾叶也十分普遍，艾草

糕、艾草面、艾叶饼及艾草点心等食品随处可见。=
PKP= =其他产品的开发=
PKPKN= =保健品= =目前市售的艾草保健品有艾绒坐

垫、艾绒儿童肚兜、陈艾绒被子、蕲艾金绒保健床

垫、艾绒颈椎保健枕、蕲艾披肩、蕲艾鞋垫等保健

产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xRz。还有以艾叶为原料的

卷烟，在吸烟的同时，对口腔清洁、消炎有一定作

用，而且对空气具有一定清洁杀菌作用xSRz。此外，

日本从我国大量进口艾蒿，做成馨香除虫枕，不但

可以驱除蚊虫，亦可起到保健作用xSSz。=
PKPKO= =生活用品=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开

发出艾草除菌香皂、艾草健肤花露水和艾草抑菌洗

手液等。蕲春县李时珍集团开发推广“艾婴康”沐

浴膏、“艾阴洁”洗液以及蕲艾香囊、蕲艾牙膏、

蕲艾沐浴包、蕲艾泡足泡腾片等“蕲艾”牌系列产

品xQVz。日本清洁地球公司利用艾蒿制造出一种新型

食品保鲜袋，不仅使食物处于抗菌、防霉、防虫的

环境中，将食物保鲜期延长 O倍，而且可反复使用，

并能够被生物分解，对环境没有污染xSTz。=
PKPKP= =艾疗器具= =近年来，艾灸在理疗、康复、保

健领域发展空前迅速，催生了艾灸器具。齐齐哈尔

市某中医器械公司生产的多功能艾灸仪操作方便、

可同时对多个穴位施炙，适合家庭治疗和保健。目

前有一种干湿坐灸仪，可以温经暖宫、养护肾脏，

为女性消费者的健康提供帮助。此外，还有足疗艾

灸仪器、电热披肩器等艾疗器具，经常使用可防治

疾病，促进身体健康。=
Q= =结语= =

艾叶的主要化学成分为挥发油、黄酮、多糖、

鞣酸、萜类及微量元素等，其药理作用较广，具有

抗菌、抗病毒、抗氧化、保肝利胆、止血及抗凝血、

抗过敏、免疫调节、抗癌等多种活性。对于艾叶的

产品开发已涉及药品、食品、保健品及生活用品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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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但某些方面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
（N）艾叶的药理作用很多，然而在口服药品中，

以艾叶为主要成分的新药较少。口服制剂服用简

便、吸收好、见效快，在药理药效研究的基础上可

加大艾叶口服药品的开发，丰富临床用药。=
（O）从古至今，民间均有食用艾叶的传统，艾

草青团、艾草饭、艾草糕等食品层出不穷。但艾叶

有小毒，关于其毒性以及机制的研究较少，结论不

一。开展艾叶毒性研究，考察其毒性与剂量关系，

对保障艾叶产品的安全性具有实际意义。=
（P）艾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各种必需氨基

酸、钙质、蛋白质等成分，因此除本文上述提及的

应用外，艾草还可添加于动物饲料中，预防动物疾

病，增强动物体质，促进动物的生长发育，促使饲

料转化，提高经济效益。=
艾草繁殖能力强，对环境要求不高，易于广泛

种植，而且其价格低廉、资源丰富。随着人们健康

保健意识的增强，国内外对艾叶药材的需求量与日

俱增，可以作为大宗药材开发生产，创造较高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构

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医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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