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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中药及其活性成分提神醒脑机制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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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芳香中药防治疾病，在传统中医学中有着重要作用。现代药理研究发现芳香中药及其活性成分能促进自主活动、兴

奋中枢神经系统、减少睡眠时长以及提高认知、学习、记忆能力。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迷迭香、苏合香、薄荷、

石菖蒲、冰片、柠檬、麝香、香根草单方及其组成的复方具有提神醒脑的功效，另外提神醒脑的芳香中药大多含有柠檬烯、

α-蒎烯、芳樟醇、β-蒎烯以及 1,8-桉叶素等成分，而这些成分也存在于镇静安神类芳香中药中，提示可能因其成分含量的不

同表现出双向调节作用。从单方、复方和有效成分 3 个方面对具有提神醒脑、提高认知的芳香中药精油的药效及相关作用机制

进行综述，以期为筛选安全有效的芳香精油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并为新型复方提神醒脑芳香中药精油的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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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mechanism of aromatic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ir active 
ingredients in refreshing the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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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Ming 
Key Laboratory of Modern Preparation of TCM, Ministry of Educ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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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omatic Chinese medicin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diseases. 
Modern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aromatic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active components can promote autonomous 
activities, stimulation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nd reduction of sleep duration,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cognitive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y. By looking up recent literatures at home and abroad, rosemary, styrax, mentha, acorus gladiolus, borneol, lemon, musk, 
vetiver and their combination had refreshing effects. In addition, most of refreshing aromatic Chinese medicine include limonene, α-
pinene, linalool, β-pinene and 1,8-cineole. These components also exist in sedative and tranquilizing aromat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suggesting that they may show bidirectional regulation due to the different content of components. The efficacy and related 
mechanism of aromatic essential oi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ich can refresh the mind and improve cognition from three 
aspects of monotherapy, compound and active components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research ideas for screening safe and 
effective aromatic essential oils,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ompound refreshing aromatic Chinese 
medicine essential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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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睡眠对学习记忆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长期睡眠时间减少和睡眠质量下降被认为是睡

眠剥夺，可引起情绪、学习记忆、免疫等一系列功

                                         
收稿日期：2021-02-08 
基金项目：江西省一流学科项目（JXSYLXK-ZHYA0091）；江西省一流学科项目（JXSYLXK-ZHYA0092）；中药精油关键技术与中医香疗健康

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20194ABC28009）；江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S202010412062，S202010412052） 
作者简介：帅书苑（1997—），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药新剂型与新技术研究。Tel: 18379083586  E-mail: 1352341905@qq.com 
*通信作者：胡鹏翼（1982—），女，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药新剂型研究。Tel/Fax: (0791)87118658  E-mail: hpy820515@126.com 
           杨  明（1962—），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药药剂及炮制技术研究。E-mail: yangming26@126.com 

能的改变，特别是导致认知功能明显受损，如学习

记忆能力下降、反应迟钝、注意力分散、定向及空

间障碍等[1]。药物干预对长时间作业过程中睡眠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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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所致警觉能力下降的防治已成为人们首选的研究

目标，其中以精神兴奋剂的研究及应用最为广泛，

如安非他明、咖啡因[2-3]。研究表明，这些药物在对

抗长时连续作业中不良影响方面有显著效果。莫达

非尼最先由法国用于治疗嗜睡症，治疗发作性睡眠

症及自发性睡眠过度。睡眠剥夺条件下莫达非尼可

减轻主观困倦程度和疲劳感，并使受试者的警觉性、

注意力、认知和心理运动能力维持在较好的水平[4]；

但有研究表明莫达非尼可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

乏力、降低食欲，甚至损害记忆能力[5-6]。 
芳香疗法作为一种非药物干预手段结合了艺术

与治疗双重功能，综合性地考虑人体生理、理智和

心灵深处的需求，是一种回归自然类似于整体治疗

的方法。芳香疗法主要采用由植物中提取的精油作

为媒介，研制成各种剂型，通过吸入、沐浴、熏香、

按摩、外用等途径，达到缓解精神压力、治疗疾病、

促进人体健康的一种自然疗法。芳香疗法中所用的

芳香物质或精油已有研究报道具有促醒效果[7]。早

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某些中药到后来的芳香

开窍中药，其所含有的精油具有疗效好、毒副作用

小等特点，被广泛用于提神醒脑、延长日常清醒时

间[8]。此外，现代研究表明精油的提神醒脑效果与

大脑不同区域的神经递质信号有关，可能涉及多种

神经递质如单胺类包括去甲肾上腺素（noradrenaline，
NA）、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氨基

酸类包括 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

乙酰胆碱（acetyl choline，Ach）、谷氨酸（glutamic 
acid，GLU）等。因此本文基于芳香开窍药及常用提

神精油，对单方、复方精油以及芳香中药中的单体

成分发挥提神醒脑、抗疲劳、提高认知的作用进行

综述，以期为该类精油的应用和研究提供参考。 
1  单方芳香中药 
1.1  迷迭香 

迷迭香 Rosmarinus officinalis Linn.是一种芳香

的常绿小灌木，隶属于唇形科。它起源于地中海和

亚洲的古老草本植物，在世界各地都有种植，在欧

洲也被批准作为食品添加剂[9]。迷迭香精油对动物

行为的药理作用与中枢神经系统作用药物相似，具

有明显的精神刺激作用，能增强小鼠的活动能力。

Hongratanaworakit[10]对 35 例志愿者给予迷迭香精

油，并记录其血压、呼吸频率、脉搏频率、皮肤温

度 4 项自主指标，与安慰剂相比，迷迭香精油能引

起呼吸频率、收缩压和舒张压显著升高，表明自主

性觉醒增强。且在情绪层面上受试者感觉比使用精

油之前更专注、更警觉、更有活力。Nematolahi 等[11]

对 68 名学生随机连续 30 d 服用 500 mg 迷迭香和安

慰剂，通过医院焦虑和抑郁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

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chart，PSQI）等数据表

明，与对照组相比，迷迭香组显著减少睡眠持续时

间和睡眠潜伏期。Moss 等[12]通过主观警觉性和疲劳

程度测试结果表明迷迭香水提物能有效抗疲劳并对

认知有显著性改善作用。 
操礼琼[13]发现迷迭香精油通过嗅觉途径改善

C57BL/6 鼠学习记忆能力，可能与海马 CA1 区乙酰

胆碱酯酶（acetylcholin esterase，AchE）和 GLU 受

体 1 的变化有关，并通过增加海马内 5-HT 和 GABA
的含量来改善血管性痴呆模型大鼠的学习记忆能

力。周海洋[14]研究表明迷迭香多糖能通过提高自由

泳小鼠腓肠肌中肌糖原、血清和肝脏中超氧化物歧

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谷胱甘肽过氧

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的活性，

降低血清中乳酸、乳酸脱氢酶、肌酸激酶活性及血

清和肝脏中的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的

水平来有效延长小鼠负重游泳时间。结果表明迷迭

香通过作用于不同的神经递质能发挥其抗疲劳、改

善认知等作用。 
1.2  苏合香 

苏合香为金缕梅科植物苏合香 Liquidambar 
orientalis Mill 树干渗出的香树脂经加工精制而成，

在中医理论中，苏合香与麝香、冰片、石菖蒲等同

属于主治闭证神昏、通关开窍、启闭回苏的开窍药。

研究表明苏合香挥发油及其包合物都能显著延长戊

巴比妥钠所致小鼠睡眠潜伏期、缩短睡眠持续时间、

具有一定的催醒作用[15]。张博[16]对小鼠 ig 0.008、
0.016、0.032 g/kg 苏合香，发现给药后戊巴比妥钠

所致小鼠睡眠潜伏期均有延长、睡眠时间均有缩短，

且呈一定的剂量相关性。方永奇等[17]通过睡眠实验

和苦味毒兴奋实验，发现苏合香能缩短戊巴比妥钠

致持续睡眠时间，表现出醒脑和兴奋作用，还有对

抗味毒兴奋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减少惊厥死亡率。

刘赫[18]研究肝性脑病引起的认知功能障碍，将地

黄、苏合香提取物用于治疗四氯化碳诱导的肝性脑病

大鼠，行为学实验表明地黄、苏合香提取物给药后大

鼠直立次数增加，Morris 水迷宫实验高剂量（地黄提

取物 2 g/kg＋苏合香 0.032 g/kg）组大鼠寻台潜伏期较

模型组明显缩短，表明地黄、苏合香提取物可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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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性脑病大鼠自发活动，改善其学习记忆能力。 
毛浩萍等[19]发现苏合香能抑制由 Ach、藜芦定

碱刺激引起的牛肾上腺髓质细胞儿茶酚胺的分泌

（呈一定的剂量相关性），表明苏合香开窍作用的机

制与抑制儿茶酚胺分泌有关，此外苏合香对高 K+

引起的儿茶酚胺分泌没有影响，表明苏合香的作用

还与细胞膜上 N 型 Ach 受体和电压依赖型 Na+通

道有关。 
1.3  薄荷 

唇形科植物薄荷Mentha haplocalyx Briq.是辛凉

性发汗解热药，既可作为调味剂、香料，还可配酒、

冲茶等。薄荷中含有的黄酮和迷迭香酸具有抗氧化

性，可消除自由基，抑制羟自由基诱导的脂质过氧

化反应，表明薄荷提取物具有抗疲劳作用[20]。一项

研究表明，3 组受试者随机饮用薄荷茶、甘菊茶和

热水，结果发现饮用薄荷茶后，人的长时记忆、工

作记忆和警觉度都得到了显著提高，此外薄荷提取

物还能促进和唤起记忆[21]。孙凡等[22]对 70 例轻度

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给予认知训练，治疗组给予薄荷

复合精油芳香疗法，8 周后，治疗组患者的洛文斯

顿作业疗法认知评定量表、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

量表评分分别为（85.96±5.31）、（30.27±2.68）分，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0.12±4.52）、（28.01±3.12）
分，表明薄荷复合精油吸嗅治疗可通过降低患者血清

AchE 含量，改善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 
梁浩明等[23]研究表明小鼠吸入薄荷油后，下丘

脑以及大脑皮层的 GLU 与 GABA 的比率在 30 min
内有明显增加的现象，达到提神作用，从而有效改

善精神疲劳状态。李芷悦[24]研究发现薄荷精油连续

给药 3 d 后，心理疲劳分值降低，血生化检测中，

与模型组比较，薄荷精油组力竭游泳时间和活性氧水

平均升高，乳酸和 MDA 水平均降低，表明薄荷单方

精油在提高大鼠水平及垂直兴奋性上具有明显效果。 
1.4  石菖蒲 

石菖蒲 Acorus tatarinowii Schott 属于天南星科

植物，味辛，性温，具有开窍祛痰、除湿健胃、益

智醒神等作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痰厥、热病神昏

等病证。肖明月等[25]通过文献对治疗发作性睡病的

复方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复方中石菖蒲使用频率高

达 160 多次，在中药中占比居于首位，说明石菖蒲

具有兴奋中枢神经的功效。戊巴比妥钠睡眠实验中，

7 批石菖蒲挥发油均能显著缩短美国国立卫生研究

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雄性小鼠的睡

眠持续时间，具有催醒作用；避暗实验中，7 批石菖

蒲挥发油均能显著延长潜伏期，表现出益智作用[26]。

马宇昕等[27]将 β-细辛醚 12.5、25、50 mg/(kg·d)对阿

尔茨海默病模型大鼠连续 ig 4 周，Morris 水迷宫结

果显示 β-细辛醚 50 mg/(kg·d)大鼠逃避潜伏期比生

理盐水组明显更短，透射电镜结果也证实高剂量组

大鼠海马 CA1 区突触数量增多，表明石菖蒲中 β-
细辛醚通过影响海马神经元的突触可塑性从而改善

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大鼠认知功能障碍。 
高宁辛[28]在其研究中表明石菖蒲挥发油可能

通过上调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酪氨酸激酶 B、神

经营养因子 3 表达，促进和保护小鼠海马神经元的

生长，改善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小鼠的认知功能。周

小杰等[29]对大鼠 ip 东莨菪碱制备大鼠学习记忆障

碍模型，通过 Morris 水迷宫法发现石菖蒲挥发油能

显著缩短模型大鼠逃避潜伏期，增加穿越平台次数。

在免疫组化法和酶联免疫法中发现石菖蒲挥发油能

显著降低模型大鼠海马组织中胶质纤维酸性蛋白表

达量和 MDA 水平，升高 SOD 含量，表明石菖蒲挥

发油有效改善学习记忆障碍模型大鼠的学习记忆能

力可能与其下调海马区星形胶质细胞内纤维酸性蛋

白的表达以及抗氧化作用有关。 
1.5  冰片 

芳香开窍药冰片是由菊科艾纳香 Blumea 
balsamifera (L.) DC 茎叶或樟科植物龙脑Dipterocarpus 
tubinatus Gaertn. f.樟枝叶经水蒸汽蒸馏并重结晶而

得，具有芳香走窜、引药上行的性质，是小分子萜

类化合物，在体内吸收快，易透过血脑屏障。常用

芳香开窍药中，冰片对戊巴比妥钠所致小鼠睡眠时

间的缩短作用最为明显。张博[16]研究表明无论是天

然冰片还是合成冰片，均能延长戊巴比妥钠所致小

鼠睡眠潜伏期（天然冰片 P＜0.01、合成冰片 P＜
0.05），缩短小鼠睡眠时间，其中天然冰片组睡眠时

间显著缩短。樊双义等[30]发现大鼠 ig 冰片 0.4 g/kg 可

增加大鼠长时连续作业后的自主活动量（每分钟活动

次数冰片组为 26.8±7.8，对照组为 15.5±8.3）和觉

醒时间[冰片组为（501±52）min，对照组为（411±
36）min]；同时长时连续作业大鼠的认知功能中，冰

片组主动回避反应时间为（6.26±0.96）s，对照组为

（6.85±1.24）s，表明冰片可在一定程度上逆转长时

连续作业对大鼠觉醒能力和认知功能的损害作用。

当大鼠给予氯胺酮-咪达唑仑麻醉后，通过冰片 ig或
滴鼻的方法，发现给药后麻醉大鼠翻正反射恢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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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均有减少，血气有改善，潜伏逃避时间缩短，平

台穿越次数增多，表明冰片可通过 ig 或滴鼻途径改

善血气达到缩短麻醉大鼠翻正反射恢复时间并改善

认知功能[31]。 
薛丽[32]建立长时连续作业大鼠模型，发现与跑

台石蜡油组相比，跑台冰片组 NA 及 5-HT 含量明显

升高，表明冰片对长时连续作业大鼠受损觉醒能力

的改善作用可能与前额叶皮层NA及 5-HT水平升高

有关。此外跑台冰片组大鼠外侧下丘脑区原癌基因

及食欲素-A 表达均明显高于跑台石蜡组，未跑台冰

片组大鼠原癌基因表达明显高于未跑台石蜡油组，

而食欲素-A 则无明显差异，表明冰片对长时连续作

业大鼠受损觉醒能力的改善作用可能与冰片引起的

外侧下丘脑区原癌基因及食欲素-A 表达增高有关。 
1.6  柠檬 

柠檬 Citrus limonia Osbeck 属于芸香科柑橘属

植物，以果、根入药，具有行气止痛、止咳平喘等

作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支气管炎、百日咳、食欲

不振等。其精油含有的清新香气，可以帮助提神、

缓解烦躁，除此之外，可澄清思绪，是常用的提神

醒脑精油。赵燕琳[33]让 68 名受试者嗅吸单复方香

柠檬精油后，通过脑电测试发现受试者的 α、β 波均

增高，其中嗅吸香柠檬复方精油组的 β 波升高显著，

表明嗅吸不同配方香柠檬精油确实能对人体脑电波

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对缓解脑力疲劳、提振精神都

有一定辅助的作用。Ogeturk 等[34]研究发现与空白

组相比嗅吸入柠檬精油的大鼠花在寻找目标上的时

间更少，表明柠檬精油对学习有一定的影响，这种

情况可归因于暴露在柠檬油中的大鼠受到刺激后中

枢神经系统的注意力水平提高。水迷宫实验也表明

精油组大鼠比空白组大鼠更快找到目标物，正是由

于注意力水平的提高导致记忆力提高。 
Komori 等[35]研究气味吸入对大鼠睡眠-觉醒状

态的影响，通过自然睡眠脑电图仪的研究显示，吸

入玫瑰对睡眠无显著影响，吸入缬草能显著缩短睡

眠潜伏期、延长总睡眠时间，而吸入柠檬能使睡眠

潜伏期明显延长。缬草的吸入降低了 GABA 转氨酶

的活性，提高 GABA 的活性，有助于睡眠，而柠檬

则降低 GABA 活性，加重失眠，助于促醒。 
1.7  麝香 

麝香为鹿科动物林麝 Moschus berezovskii 
Flerov、马麝 M. sifanicus Przewalski 或原麝 M. 
moschiferus Linnaeus 成熟雄体香囊中的干燥分泌

物，是珍稀名贵中药材之一，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

经济价值。黄丽[15]在其研究中表明麝香中麝香酮具

有缩短戊巴比妥钠睡眠时间、延长睡眠潜伏期的趋

势。张博[16]对小鼠给予人工麝香0.014、0.028、0.056、
0.112 g/kg，发现给药后对戊巴比妥钠所致小鼠的睡

眠潜伏期均延长、睡眠时间均缩短。此外，何玲玲[36]

研究发现 0.002 mg/kg 人工麝香和天然麝香均缩短大

鼠的睡眠时间，且躁动次数多于对照组；而 0.02 mg/kg
人工麝香和天然麝香均延长大鼠的睡眠时间，躁动

次数也少于对照组，表明人工合成与天然麝香对中

枢神经的影响均较明显，低剂量能提神醒脑，高剂

量能镇静安神。 
1.8  香根草 

香根草 Vetiveria zizanioides (L.) Nash 被称为神

奇之草，根部能提炼“香精油”，经单因素方差分析

证实，香根草挥发油吸入可显著增加总清醒时间，

减少慢波睡眠时间。此外，挥发油吸入降低了额叶

和顶叶皮质的 α 和 β 活性，增加了额叶皮质的 γ 活
性，表明香根草挥发油在脑电活动和警觉性方面的

提神作用[37]。Matsubara 等[38]研究也表明当受试者

吸入香根草精油后，交感神经活动受到刺激，诱导

大脑的学习过程和探索行为，提高警觉性，反应速

度更快，表明香根草精油治疗可以改善认知能力，

增加神经递质的水平，尤其是增强清醒状态的单胺

类物质。综上所述，香根草精油的刺激作用可能有

利于学习和记忆过程，通过香根草精油来提神可能

是茶或咖啡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可作为一种兴奋剂

来提高警觉性和任务绩效。 
1.9  桉树 

桉树Eucalyptus globulus Labill具有重要的药理

活性，包括抗氧化和抗炎作用。Lin 等[39]对疲劳动

物模型每日吸入 200 μL/h 的桉树油 15 min，经过 2、
4 周精油吸入的大鼠从游泳到精疲力尽的时间分别

增加了 46、111 s。与未游泳组相比，游泳组乳酸、

肌酸激酶和乳酸脱氢酶活性显著增加，表明精油的

抗疲劳作用与乳酸清除、肌酸激酶和乳酸脱氢酶浓

度降低有关。桉树精油芳香疗法提高了大鼠游泳能

力和抗氧化能力，降低了组织的氧化损伤和炎症反

应，表明在高强度耐力运动后桉树精油具有良好的

抗疲劳、抗氧化、抗炎作用。 
2  复方芳香中药 
2.1  药对 
2.1.1  石菖蒲-冰片  石菖蒲芳香化浊、宣闭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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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片性善走窜、能升能散，具有通窍开闭之功。刘

海弘[40]用小平台水环境法制备大鼠睡眠剥夺模型，

以石菖蒲-冰片为原料制备芳香开窍滴鼻剂，发现其

可显著降低大鼠落水次数，改善大鼠疲倦程度，且

在小平台上的持久力增强，Y 迷宫检测也表明中剂

量（0.2 mL/kg）芳香开窍滴鼻剂可使迷宫检测中的

大鼠电击次数显著减少。系列结果表明石菖蒲-冰片

可显著提高大鼠的学习能力，改善大鼠的疲倦程度，

达到提神醒脑，提高记忆的效果。 
2.1.2  石菖蒲-郁金  石菖蒲醒神健脑、化浊开胃，

郁金凉血清心、行气解郁。两者配伍使用，相互促进，

用于治疗神昏癫痫、嗜睡，具有解郁醒神的功效。王

敏[41]选取脑卒中后睡眠障碍患者，治疗组每日口服

自拟加味菖蒲-郁金汤，对照组口服舒眠胶囊，45 d 后

PSQI 总分治疗组评分下降较明显，显示加味菖蒲-郁
金汤在改善睡眠质量上更具有优势，且治疗组

Epworth 嗜睡量表评分显著下降，表明加味菖蒲-郁
金汤效果优于舒眠胶囊，能改善患者白天嗜睡程度。 
2.1.3  乳香-没药  乳香、没药常作为药对在复方中

使用，为宣通脏腑、流通经络之要药，且临床应用

广泛。周昆等[42]对小鼠连续 7 d 给予乳香-没药 3.15、
2.10、1.05 g/kg，发现均可使戊巴比妥钠诱导的小鼠

睡眠率显著降低，且作用强度与用药剂量呈负相关。 
2.1.4  安息香-冰片  安息香、冰片作为常用芳香开

窍药，两者配伍可增强其开窍醒神功效，在开窍复

方中，所占比例为 29.2%。黄萍[43]发现在小鼠常压

耐缺氧实验、饱和氯化镁致小鼠急性脑缺血实验中，

安息香-冰片（4∶1）组能显著延长小鼠存活时间，

且与单味药组相比效果更好，表明两者配伍可使开

窍醒神之力倍增。 
2.2  2 味以上复方芳香中药 
2.2.1  复合精油  复合精油由甜橙果皮、薄荷叶、

迷迭香花及丁香花蕾精油以 1∶1∶1∶1 的比例配

制。行为学实验表明复方精油组大鼠开放臂进入次

数比增多，总穿格数、中央区停留时间显著减少，

力竭游泳时间显著延长，血生化检测中 SOD 活力

升高，血乳酸和 MDA 水平均降低，表明该复方精

油能够有效提高疲劳躯体活动水平，其机制可能与

降低血糖能量消耗，减轻乳酸、尿素氮代谢产物累

积，增强体内 SOD、GSH-PX 抗氧化活性有关[24]。 
清香型提神薄荷香水由薄荷精油、仙鹤草油、

瓜蒌皮精油、山苍子油、五味子油等组成。研究者

发现通过薄荷精油、仙鹤草油、五味子油 3 者配合

能够刺激中枢神经和大脑皮层，瓜蒌皮精油和山苍

子油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呼吸机能，菠萝酯和白

花醇吸入后能减轻焦虑烦躁感，使人心情愉悦，以

上几种物质相互结合能有效减轻机体疲劳，达到醒

神的效果[44]。 
2.2.2  复方精油  Hongratanaworakit等[45]制备的复

方精油由桉树、迷迭香、广藿香和松树油组成，通

过对 30 名健康志愿者吸入精油后的自主神经参数

和情感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吸入精油后的收缩压、

舒张压、平均动脉压和脉搏率等显著升高，表明自

主神经唤醒概率大大提升，此外，吸入混合精油后

受试者比吸入精油前更警觉、更有活力、更快乐。

因此该复方精油通过对自主神经参数的调节来提高

觉醒水平、增强活力。 
Han 等[46]制备的复方精油由 9 种天然植物精油

组成，包括檀香、柑橘、柠檬、安息香、红景天等。

对大鼠进行睡眠剥夺后，吸入 21 d 复方精油，与未

处理的慢性睡眠剥夺组大鼠相比，复方精油组大鼠

在负重游泳测试中表现出较长的耐力，表明吸入复

方精油可改善机体功能。旷场实验中，慢性睡眠剥

夺组大鼠垂直活动次数和总时间均有明显的增强，

而复方精油组下降，表明吸入复方精油后能有效抗

焦虑。因此该复方精油通过增强大鼠身体耐力，减

少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提高空间认知和决策能

力，从而减轻中枢疲劳。 
自拟配方一号（薄荷、白芷、冰片、栀子花）

和配方二号（石菖蒲、肉桂、冰片、桂花）的精油

喷雾，以 0.5%戊巴比妥钠诱导小鼠入睡，在相对密

闭小鼠箱内用精油气雾吸入方式促醒小鼠。结果与

风油精组相比配方一号和配方二号均能显著缩短小

鼠睡眠时间，且配方一号显著延长睡眠潜伏期，而

配方二号较空白组睡眠潜伏期显著延长。表明复方

精油的醒神功效优于风油精，可能与冰片、白芷、

石菖蒲对中枢神经影响有关[47]。 
3  芳香中药中的醒神成分 

对芳香中药中的成分分析发现，大多含有柠檬

烯、α-蒎烯、芳樟醇、β-蒎烯以及 1,8-桉叶素等成分，

因此这些芳香中药发挥提神醒脑作用可能与这些成

分密切相关。 
3.1  柠檬烯 

柠檬烯是一种天然的功能性单萜化合物，广泛

地存在于多种芳香中药中，是分布最广的萜烯类化

合物，白芷、麝香、薄荷中柠檬烯分别高达 9.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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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49]、3.22%[50]。王梅兰等[51]观察柠檬烯拮抗戊

巴比妥钠睡眠作用，通过记录入睡时间和睡眠时间，

发现柠檬烯 88.3、44.15 mg/mL 对戊巴比妥钠诱导

小鼠入睡时间无影响，但睡眠时间大大降低，对小

鼠有催醒作用，表明柠檬烯能促进神经中枢维持觉

醒。杨子玉[52]发现小鼠经过 D-柠檬烯 ig 或嗅闻，

能表现出对利血平模型的拮抗特性及抑郁的缓解作

用，而且小鼠行为活跃性有所增加。 
3.2  芳樟醇 

芳樟醇属于链状萜烯醇类，在最常用和用量最

大的香料中，芳樟醇保持首位。而提神中药包含的

成分里，芳樟醇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迷迭香、

柠檬、白芷中分别为 2.39%[53]、3.8%[54]、0.88%[48]。

Hayakawa 等[55]对小鼠建立脑疲劳模型，发现小鼠

吸入百里香芳樟醇精油（芳樟醇占 51.2%）后，与

对照组相比有显著的抗疲劳活性，且经百里香芳樟

醇精油处理后的小鼠海马组织中炎性细胞因子如白

细胞介素-6 的 mRNA 表达水平显著降低，表明百

里香芳樟醇精油通过抗炎和神经激活活动引起抗疲

劳效果。此外，芳樟醇还被证明可以通过激活核转

录因子红细胞系相关因子-2抑制脂多糖诱导的小胶

质 BV2 细胞炎症反应，表明芳樟醇抗炎作用与抗疲

劳作用有关。 
3.3  α-蒎烯 

α-蒎烯是松节油的主要成分，作为重要化工原

料被广泛应用于医药、香料、日用化学等行业。其

中桉树油、苏合香、白芷中 α-蒎烯分别为 11.4%[56]、

15.97%[57]、6.99%[48]。刘伯男等[58]表明 α-蒎烯具有

抗 AchE 作用，其单萜结构能有效抑制 AchE 活性，

使其表达量减少，改善认知障碍，从而改善学习记

忆能力。王茜等[59]发现小鼠吸入 α-蒎烯后行为学中

站立次数大于对照组，表明 α-蒎烯可刺激小鼠大脑

皮层的兴奋性，对大脑思维活动产生积极影响，从

而提高小鼠心理运动的稳定性和敏捷度。 
3.4  1,8-桉叶素 

1,8-桉叶素为无色油状透明液体，有樟脑气息

和清凉的草药味道。在具有提高觉醒水平、增强活

力的混合精油中发现 33.8%的 1,8-桉叶素[46]，麝香、

桉树、竹叶椒果实精油中分别含有 1,8-桉叶素

19.82%[49]、64.09%[56]、36.19%[60]。通过对小鼠给予

干热熏香法或加湿熏香法 2 种处理方式，发现小鼠

负重游泳时间和爬杆时间均明显增加，且中、高剂

量（2.5、3.75 mL/m3）效果显著，此外中、高剂量

小鼠 SOD、GSH-PX 活性均显著升高，MDA 含量

显著降低[60]。Moss 等[61]研究表明吸入迷迭香精油

后，健康人体志愿者的血清中可以检测到 1,8-桉叶

素，因此吸入迷迭香精油后能增强持续注意力和生

理唤醒的认知性能，刺激机体活动，可能与 1,8-桉
叶素浓度有关。 
3.5  樟脑 

樟脑是一种萜类有机化合物，室温下为白色或

透明的蜡状固体。丁礼琴等[62]发现具有醒脑提神的

清凉油中樟脑质量分数为 47.81～216.43 mg/g，白

芷、迷迭香樟脑中分别含有 12.75%[48]、4.07%[53]的

樟脑。丁元刚等[63]表明樟脑能对抑制状态的呼吸中

枢、血管运动中枢及心肌有兴奋作用，并直接将兴

奋延至脑中枢，达到开窍醒神的效果。焦燕等[64]探

讨氧化樟脑对小鼠睡眠功能和自主活动的影响，发

现其能显著延长戊巴比妥钠小鼠的入睡潜伏时间并

缩短睡眠持续时间，增加小鼠自主活动次数，表明

氧化樟脑具有催醒作用。 
3.6  细辛醚 

细辛醚是石菖蒲挥发油中的主要成分之一，柳

梦婷等 [65] 发现石菖蒲样品中含有 β- 细辛醚

（1.12%～3.51%）、α-细辛醚（0.03%～1.01%）。方永

奇等[66]研究表明 β-细辛醚是作用于中枢神经的主

要物质，既能透过血脑屏障又可兴奋脊髓，此外还

能抑制中脑和大脑，起到双向调节作用，对于戊巴

比妥钠给药的小鼠能延长其睡眠潜伏期，显著缩短

其睡眠时间[15]，此外还能有效改善老年性阿尔茨海

默病[67]。Deng等[68]发现 β-细辛醚能够降低APP/PS1
转基因小鼠海马体中 AchE 水平从而改善认知障

碍。朱梅菊等[69]研究表明石菖蒲中 α-细辛醚可延缓

肌肉疲劳的发生，并改善疲劳运动大鼠学习记忆的

能力，其机制与纠正海马自由基代谢失衡和上调海

马神经元型一氧化氮合酶/一氧化氮信号有关[70]。 
3.7  麝香酮 

麝香酮为白色至无色油状液体，是麝香的主要

香味成分，天然麝香、苏合香丸、醒脑静注射液中

分别含有麝香（4.75±0.34）%[71]、1.6～3.4 mg/丸[72]、

0.206 7 mg/mL[73]。黄丽[15]在其研究中表明麝香酮具

有缩短戊巴比妥钠睡眠时间、延长睡眠潜伏期的趋

势。黄丽萍等[74]通过穿梭箱法、水迷宫法、跳台法

进行研究，发现麝香酮可明显拮抗东莨菪碱所致痴

呆大、小鼠的学习记忆功能衰退，并显著升高痴呆

大鼠胸主动脉 45Ca 的摄取量，表明麝香酮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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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呆鼠细胞内可用性钙从而发挥抗痴呆作用。 
3.8  丁香酚 

丁香酚是无色或苍黄色液体，有强烈丁香香气，

广泛用于抗菌、降血压以及香精调配等。魏霞等[75]

通过超高效液相-二极管阵列检测方法研究具有开

窍醒神功效的珍龙醒脑胶囊，发现其中丁香酚的质

量分数为 1.519～1.547 mg/g，占最高比例，苏合香

丸中含丁香酚为 3.9～8.9 mg/丸[72]，不同产地石菖

蒲中丁香酚平均含量分别为 26.99、14.49 µg/mL[76]。

尹承增[77]研究表明丁香酚对人的大脑皮层及中枢

神经有兴奋作用，能提神养性、调节情绪。唐敏等[78]

发现丁香酚具有抗脑损伤及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性

疾病的作用，对吸入丁香酚的昆明小鼠进行空间记

忆学习能力研究，发现丁香酚可能会干预嗅觉系统

的神经递质，从而增强昆明种鼠的学习记忆功能力。 
芳香中药精油种类及其成分见表 1。 

表 1  芳香中药精油种类及其成分 
Table 1  Essential oils and components of aromatic Chinese medicine 

精油/成分 
质量分数/% 

柠檬烯 α-蒎烯 芳樟醇 β-蒎烯 1,8-桉叶素 樟脑 乙酸芳樟酯 

白芷[50]  9.87 6.99 0.88  2.82 — 12.75 — 

麝香[51] 24.40 6.98 0.12  0.06 19.82 — — 

薄荷[52]  3.22 0.10 0.26  0.26 — — — 

迷迭香[54]  1.69 1.69 2.39 —  3.11  4.07 — 

柠檬[55]  6.29 4.53 3.80 17.59  1.04 — 15.25 

桉树油[57]  3.09 11.40 0.01  0.04 64.09 — — 

苏合香[58]  3.99 15.97 — 12.82 — — — 

丁香[79]  0.28 3.54 —  1.08 — — — 

石菖蒲[80] — 0.32 0.23  0.13  0.71  2.78 — 

薰衣草[81]  2.70 0.26 0.42  0.35  1.63  0.65 — 
 
4  结语 

在现代社会芳香中药及其精油的运用越来越

广，药理作用研究表明，无论是单方精油还是复方

精油都能有效提高大、小鼠的适应性、抗焦虑性、

增强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从而有效提高躯体抗

身心与身体疲劳水平，此外对于阿尔茨海默病、学

习记忆缺陷、脑疲劳大鼠等都能不同程度地提高其

认知能力、记忆能力、觉醒能力，因此可将芳香中

药或其精油开发为提神醒脑的香疗产品。芳香中药

中的精油大多采用吸嗅入脑的方式发挥提神醒脑的

作用，原因为精油中大多为小分子脂溶性成分，能

通过嗅觉通路快速到达脑部，通过调节相关神经递

质等发挥疗效。 
本文中提神醒脑的芳香中药中大多含有柠檬

烯、α-蒎烯、芳樟醇、β-蒎烯以及 1,8-桉叶素等成分，

而具有助眠镇静和（或）抗焦虑功效的薰衣草、玫瑰、

甜橙、缬草等精油中，均含有芳樟醇和柠檬烯这 2 种

组分的至少 1 种，如佛手精油、甜橙精油、香紫苏精

油含柠檬烯分别达 60%、70%、20%，薰衣草分别芳

樟醇、柠檬烯为 30%、7.5%[82]。Linck 等[83]发现小鼠

吸入不同浓度（1%、3%）芳樟醇后，均能延长戊巴

比妥诱导的睡眠时间，降低体温，减缓运动行为。

彭钟秀等[82]证实了吸嗅芳樟醇精油和柠檬烯精油

有缓解失眠和焦虑的功效，吸嗅芳樟醇精油能达到

催眠镇静的效果[79]。小鼠吸入含 51.2%芳樟醇精油

后有显著的抗疲劳活性[55]，吸嗅 D-柠檬烯后行为活

跃性有所增加[52]。由此可见，镇静安神的芳香精油

和提神醒脑的芳香精油因其成分含量的不同既可发

挥提神醒脑作用，也可发挥助眠镇静的作用。 
目前，国内外在芳香中药精油提神醒脑、提高认

知的发现与应用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存在一定

的不足。对于芳香中药精油挥发性成分的药物提神醒

脑的研究相对较少，具体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随

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具有提神醒脑、提高记忆的

芳香植物及其成分将会被发现，为今后新型复方提神

醒脑精油产品的开发提供研究思路。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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