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麝香类药用生物资源及其资源化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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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麝香是我国优良的天然资源，其功效多、适用范围广，为我国道地产区中药材的典型代表之一，但由于生态环境的

破坏及对麝的肆意滥杀，麝香的资源状况已十分严峻。通过系统性归纳生产麝香五大麝种的外观、形状等特征，总结了麝香

及其活性成分的药理作用。整合了天然麝香与人工麝香及麝香类似物（麝鼠香、灵猫香、龙涎香）在多方面的异同，为寻找

麝香人工或天然替代品研究提供依据。从中药资源化学的角度出发，基于不同提取方法、不同季节、不同产地等因素，对比

麝香资源化学成分。进一步分析麝香药用资源价值，并根据进展提出利用策略。为深入研究和开发该类药用植物资源提供参

考，并为麝香药用资源综合利用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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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al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Mosc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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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exiang (Moschus) is an excellent natural resource in China, which has many functions and wide application range, and is 

one of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in China. However, due to the de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eople’s wanton killing of Musk Deer, the resource situation of Moschus has been very serious. The appearance, 

shape,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five species of musk deer wer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and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Moschus and its active components were summarized. It integrat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natural Moschus and 

artificial Moschus, as well as the analogues of Moschus (muskrat, zibet, ambergris) in many aspects, and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study 

of artificial or natural substitutes for Mosch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emist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of Moschus resources were compar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extraction methods, different seasons, and different 

places. Finally, the value of medicinal resources of Moschus was analyzed, and the utilization strategy was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progress. The aim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kind of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and provide 

basis for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Moschus medicinal resources. 

Key words: Musk Deer; Moschus; artificial musk; preciou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uscone; inducing resuscitation;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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麝 Musk Deer 又名香獐、麝鹿等。属偶蹄目

（Artiodactyla）麝科（Moschidae）、麝属 Moschus 反

刍动物[1]。将麝科类动物如林麝 Moschus berezovskii 

Flerov、马麝 M. sifanicus Przewalski 或原麝 M. 

moschiferus Linnaeus 成熟雄体的香囊中自分泌的干

燥分泌物统称为麝香[2]。麝香是世界四大名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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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雄麝腹部下方生长的香囊分泌，为黄色的油状分

泌物，从中央孔排出，供雄麝用于传递信息、互相

辨认、繁殖期吸引异性。有关麝香内容最早记载自

公元前 422—221 年《尔雅》[3]及东汉《神农本草经》

中，麝香被列为“上药”[4]。据《中国药典》2020 年

版记载，麝香用于治疗中风痰厥、气郁暴厥、中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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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迷、胸痹心痛、咽喉肿痛等证[5]。在藏药中麝香也

以“药引子”而称，且藏药处方中大多都使用麝香

以保证疗效。麝香也是许多现存中成药共同含有的

成分之一，如安宫牛黄丸、片仔癀、麝香保心丸、

云南白药等，在我国中成药领域具有重要作用。 

传统方法取香须杀死麝，但产量较低，又因其

疗效广泛，致麝资源更加稀缺，若继续以此方式使

用天然麝香，必然会导致其自然物种的灭绝。因此，

天然麝香资源保护迫在眉睫，保护手段有人工养殖

（活体取香）、人工麝香（合成）等。本文通过整合

麝香资源类群特征，总结麝香药理作用，并对麝香

药用资源化学成分进行多方面对比，分析麝香药用

资源价值，着重天然麝香及人工麝香间异同及发展，

提出麝香药用资源利用策略，为麝香保护及资源利

用提供依据。 

1  资源概述 

麝在全国均有分布，属亚洲地区所独有的动

物类群之一，根据方向将麝分布地划分成 4 个区

域，其中，由北至西北利亚、蒙古等地，由西至阿

富汗，由南至巴基斯坦，由东至中国、韩国等地。

而我国麝类资源含有量位列世界第 1，目前所知并

确定的麝种在我国均有分布[6]，主要包括林麝、原

麝、马麝、黑麝 M. fuscus Li 和喜马拉雅麝 M. 

leucogaster Jodgson，因黑麝与喜马拉雅麝数量更

稀缺，且研究支撑较少，我国市场上主要养殖及使

用的为林麝、原麝及马麝麝香，但已有研究表明，

以上麝科动物均可分泌麝香，其具体分布地及养

殖基地见表 1。 

表 1  我国麝属资源种类、分布、养殖地及其药用部位 

Table 1  Species, distribution, breeding land and medicinal parts of musk deer in China 

麝种名称 药材别名 主要分布区域 养殖基地 产药部位 

林麝 南麝、森林麝、黑獐子、

林獐、香獐 

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湖北、 

四川、贵州 

宝鸡市风县 雄 麝 香 囊 分

泌，作麝香 

原麝 香獐子、山驴子、獐子 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山西，大别山区（安徽霍山县、 

岳西县，河南商城等），陕西省北部黄龙山区 

盐城市大丰区 同上 

马麝 香獐、高山麝 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四川 甘肃省平凉市 同上 

黑麝 褐麂、黑獐子 云南省、西藏自治区的部分地区 烟台市栖霞市 同上 

喜马拉雅麝 黑獐子 喜马拉雅山南坡地区（西至吉隆河谷经波曲河谷，东至亚东河谷） — 同上 

 

1.1  林麝 

林麝体形小，身长 70～80 cm，肩高 50 cm 以

下，其吻较短。全身呈橄榄褐色伴偏橙红色泽。体

后部色最深，多为咖啡色或褐色。成年麝背部无明

显斑纹，耳部颜色较暗淡，并呈褐黑色。下颌、喉

咙处、颈下及中胸有界线明显的黄白或桔黄色区

带，自喉直到前胸部有一棕褐色长斑在中央，双颊

下往后各有一浅褐色且末端分叉的短纹，使橘黄色

区切分的边缘在最前端有先一短纹、后一圆斑。四

肢的下部先为灰偏棕色后为橄褐色。林麝体上单毛

基部呈铅灰色，而上部为棕褐色，靠近尖端部位有

一环为绣红色或黄色，而体后部毛近尖端处无浅色

环，且其致臀部呈暗黑色。头骨部，林麝的主要鉴

别特征为颅形小，其颅全长为最小；吻部较短，并

小于颅全长之半。泪骨则为宽大于长，鼻骨为最短。 

1.2  原麝 

原麝体形相对较大，身长大约 85 cm，吻显短。

全身呈褐色。成年麝的背部终身伴随肉桂黄色斑状

点，大多成 6 行，下颌颜色为白色，并在颈下向后

至肩膊处有 2 条白色纹路。原麝体毛于基部呈铅灰

色，又于其尖端部而转变为褐色，有一白环出现于

近尖端处。原麝幼体毛色呈深棕，身上的肉桂色斑

点较分明。头骨部，原麝的主要鉴别特征为颅形偏

大，而颅全长较适中，且泪骨宽略大于或少数等于

长，鼻骨中等长。 

1.3  马麝 

马麝的体形略大，身长 85～90 cm，肩高 50～

60 cm，吻较长。全身呈沙黄或淡褐色，于后部时转

为棕桔色。成年马麝身上无斑点，一般仅在颈背处

有一颜色偏浅的黑色斑块，且在上有少量颜色形状

模糊的黄点。马麝耳上部呈淡棕色，而颌、颈下则

为黄白色，其体背面毛基部呈铅灰色，颜色往上则

转为淡褐色，位于近尖端有一环呈桔色或黄色，且

毛尖为褐色。四肢前面颜色与体色相似但较淡，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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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后面则颜色较深并呈乌棕或暗黑色。幼年马麝斑

点多由一摄毛尖呈黄白色的体毛而成，且其上方无

桔色环。头骨部，马麝的鉴别特征为颅形较狭长；

其吻部长度大于颅全长的一半，泪骨长达于宽，鼻

骨亦最长[7]。 

1.4  黑麝 

黑麝的体形多与林麝较像，体长 70～80 cm，

肩高一般小于 50 cm[8]。黑麝体型更小且肤色更深。

黑麝的面部和颈无白色斑块，部分肩部有色淡的褐

色斑点，喉部肤色较暗，并有 2 个明显但并不完整

的黄色领圈，一般四肢肤色较黑，后肢较前肢更长。

此外，黑麝头部无角存在，并于其耳的耳尖及上半

部分形状相较于林麝更加宽且圆，四肢也更粗壮。

其体毛一般粗硬且较疏松，通体大多呈黑褐或深褐

色，无颈纹，仅背部中间有些许形状不规律的环状，

颜色呈淡黄色。头骨部，其颅全长小于 15 cm[9]。 

1.5  喜马拉雅麝 

喜马拉雅麝体长 86～100 cm，肩高 51～53 cm，

颅全长 15～18 cm[10]。喜马拉雅麝颈背部的毛有旋

窝，呈深灰褐色，臀部呈黄白色，为体毛最浅处，

而其他麝臀部毛色均不淡于体背。在头后两侧上方，

各有 1 条极细短的白色纹带，无颈下纹，颈前上部

直至下颌部仅 1 条不明显的黄带，通常喉为深色，

前额、头顶为苍褐色，耳形状长且圆，耳内有些许

成行的白色，而耳背面的尖端和边缘为黄色，脸面

颜色较淡，上、下唇色均为白色，下颌呈灰白色。

喜马拉雅麝上体部呈褐黑并略有棕色，而其腋内及

胸腹部位色相较于上体部浅，且无棕色。喜马拉雅

麝前肢前侧为纯褐色，后侧为乳灰色；而其后肢前

侧及后侧色调相较于前肢颜色相反，后腿的上侧常

有自臀部向下侧延伸的棕白色。喜马拉雅麝雌体尾

部及上体颜色完全相同，而雄体尾腹基部的颜色通

常呈白色。 

在我国，各麝种分布地不全相同，了解不同麝

种的分布区域可对麝养殖及麝保护提供依据。麝不

仅分布广且种类较多，不同麝种外观、身形也各不

相同，这些特征间差异有助于对麝种进行区分，更

好地发挥麝资源的药用价值。 

2  麝香的药理作用 

麝香具开窍醒神、活血通经、消肿止痛的功效，

对呼吸循环等系统有较好的疗效[11]。麝香及其复方

合剂在神经系统疾病方面也有广泛应用[12]，如脑梗

死[13]、三叉神经痛等[14]，其现代药理学研究先后揭

示麝香具抗炎免疫作用、心脑血管作用等[15]。 

2.1  抗炎作用 

对炎症的早、中、晚 3 期均有效果，以早、中

期效果更显著[16]，肾上腺存在是麝香产生抗炎作用

的必要条件[17]；麝香中的水溶性多肽蛋白质是麝香

发挥抗炎作用的活性成分之一，可显著降低体内外

炎症因子水平，麝香酮在抗炎的多阶段具不同程度

的炎症抑制作用[18]。 

2.2  对心血管的作用 

利用天然麝香水浸膏及麝香酮乳剂对蟾蜍离体

心脏进行灌流，发现心跳振幅加大且心收缩力增强。

低浓度时，麝香酮能使心脏收缩振幅减少，而随浓

度增加时，心收缩力却逐渐减小，最终抑制心脏跳

动。麝香水提取物具强心作用且与麝香酮相反[19]。 

2.3  抗肿瘤作用 

麝香可增强非特异性免疫与非特异性损伤癌细

胞，存在一定抑癌生长增殖与延长生存期的疗效[20]。

麝香酮可提高肝癌细胞的凋亡率和自噬率，具作为

抗癌药物的潜力 [21]。麝香酮能显著抑制肺癌

A549/DDP 耐药细胞的增殖及顺铂耐药，抑制小鼠

体内的肿瘤生长[22]。麝香不同浓度对肿瘤均有效

果，高浓度时疗效更佳，以麝香 207（C12H17NO2）

作为中药抗肿瘤制剂中的主要成分时，不但对肿瘤

细胞起选择性抑制的作用，还可将药引至全身及穿

透至病所而发挥疗效[23]。 

2.4  对子宫的作用 

天然麝香对妊娠动物如大鼠、家兔或流产后动

物如豚鼠离体子宫具有兴奋作用，该作用对早期及

后期妊娠家兔子宫均有效，后期作用更明显，可增

加其节律性与收缩力。主成分为 3-甲基环十五烯酮

的人工合成麝香酮，对小鼠有明显的抗着床和抗早

起妊娠效应[24]。 

2.5  抗菌作用 

将麝香酮进行稀释，并将稀释液加至试管内，

结果表明麝香稀释液对大肠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

起一定的抑制作用[25]。 

2.6  雄激素样作用 

麝香中含有雄甾酮，该成分具雄性激素样作用，

通过 ip 麝香醚提物于去势大鼠，结果发现，麝香醚

提物可适当增加大鼠前列腺及大鼠储精囊的质量，

而使大鼠雄性活性值升至高活性，麝香的雄激素样

作用还可下调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的活性，由此可

知，麝香醚提物存在与睾丸酮相类似的激素效果[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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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对呼吸及循环系统的作用 

麝香和麝香酮均可对动物呼吸起兴奋作用，不

仅可加快动物呼吸频率，还可使呼吸变深。使用豚

鼠气管平滑肌进行实验时，能观察到麝香使儿茶酚

胺产量增多[25]。 

2.8  抗溃疡 

麝香对溃疡面起较显著地促愈合作用，可能与

麝香所具的抗炎、生肌、镇痛及止血的作用有关[27]。 

2.9  中枢神经系统作用 

麝香能明显缩短戊巴比妥的睡眠时间，但不影

响苯巴比妥钠、水合氯醛的睡眠时间，麝香及麝香

酮均能刺激肝脏微粒体药物转化酶，加快戊巴比妥

的转化及代谢[28]。麝香酮还减轻兴奋性氨基酸毒性

及脑缺血再灌注损伤[29]，与抗脑缺氧药物联合使用

可进一步增强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效果。麝

香酮可促进神经生长因子通过血脑屏障，增加神经

功能恢复的可能性[30]。 

麝香对多种疾病均有治疗作用，其机制多样且

复杂。麝香药理活性研究不仅阐释了麝香治病机制，

还说明了麝香用于治疗时具体参与的活性成分，如

麝香水浸膏、麝香中多肽、蛋白质、麝香酮等。麝香

活性成分的发现，为人工麝香的成分研究提供了基

础资料，有助于人工麝香的研发。人工麝香对防止麝

资源匮乏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已于临床上获得应用。 

3  天然麝香与人工麝香异同 

3.1  相同之处 

人工麝香可在大多处方中代替天然麝香，因为

其主要药理作用与天然麝香基本一致，当需体现麝

香的抗炎作用时，人工麝香完全能替代天然麝香[31]，

且人工麝香临床疗效确切，一定情况下可与天然麝

香等同配方使用[32]。 

3.2  不同之处 

3.2.1  化学成分  ①人工麝香所含化合物远少于

天然麝香。天然麝香中的多肽和蛋白质难以被替代，

目前仍无法合成。②天然麝香中甾体有几十种，人

工麝香中有 2 种雄激素含量降低[33]。③人工麝香为

人工合成品，其主要成分为麝香酮，天然麝香除此

成分外，还存在许多未知的成分，而这类成分部分

自身具生物活性，部分可与其他药物配伍，产生新

的药理活性，这类成分能起到整体调节作用，但人

工麝香却并不具备，故我国法律规定当药物中应用

人工麝香时，不得将其命名为麝香[34-35]。④天然麝

香酮为（L）型，而人工合成麝香酮多为（DL）型或

（R）型、（S）型和外消旋型[36]。 

3.2.2  性状、香味、药性  ①天然麝香为深褐色颗

粒状固体，而人工麝香为褐色粉末并伴有光泽。②

天然麝香仍存在许多未知的活性成分，但人工麝香

由固定化学成分合成，其气味相较天然麝香可能更

加单一。③天然麝香中含抗炎多肽，其抗炎效果比

氢化可的松效果强 40 倍，但人工麝香中无这一多

肽[37]。④人工麝香与天然麝香均可对中枢神经产生

影响，但天然麝香较人工麝香更明显[38]。 

4  天然麝香与其他物种所产麝香类似物区别 

除人工麝香外，还存在部分物种可产生与麝香

相似的动物型药材（麝鼠香、灵猫香及龙涎香）。有

研究表明，在天然麝香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可将麝

鼠香用于医药行业以部分取代麝香，既解决了资源

不足的问题又可降低成本[39]。此外，现代研究还证

明，灵猫香、龙涎香与麝香的部分药理作用相似，

故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其可作麝香用，现已进行应

用的如灵猫香六神丸等[40]。灵猫香除药用外，还广

泛用于化妆品及制革方面[41]。为提供除人工麝香外

更天然地麝香替代品，麝香与其他物种所产麝香类

似物间区别研究十分重要，其具体内容如下。 

4.1  天然麝香与麝鼠香区别 

麝鼠香是成年雄性麝鼠 Ondatra zibethica 

Linnaeus香腺在繁殖季节分泌的一种琥珀色液体[42]。 

4.1.1  药理区别  ①抗炎作用：将致炎小鼠分为 3

组，分别 ig 麝鼠香和麝香，及 ip 麝鼠香，结果显

示，3 组在致炎后 1～3 h 内均产生抗炎效应。其中

ig 给药作用相似，ip 抗炎效果最明显。②体外抑菌

实验：分别选用白喉杆菌、大肠杆菌、脑膜炎杆菌、

溶血性链球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麝鼠香和麝香对

上述球菌或杆菌产生的抑菌作用较弱，麝鼠香对溶

血链球菌无抑菌作用，而麝香对大肠杆菌无抑菌作

用；③小鼠耐缺氧影响：麝鼠香和麝香皆有明显的

耐缺氧作用，其中，麝香的作用较麝鼠香更明显[39]。 

4.1.2  化学成分区别  麝鼠香中部分成分与天然

麝香相同，如十四烷酸、环十五烷酮、油酸等。但

麝鼠香中如环酮、醇类化合物相较于天然麝香种类

更多，麝鼠香产香成分为十五与十七环酮，而天然

麝香的产香成分为麝香酮及二甲苯麝香[43-44]。 

4.2  天然麝香与灵猫香及龙涎香区别 

灵猫香、龙涎香、麝香为名贵香类中药，均有

麝香气。灵猫香是由小灵猫 Viverricula indica 

Desmarest 会阴部的香腺囊所分泌的一种乳脂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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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其产生的抗炎、止痛、行淤、消肿功效与麝香

基本一致；龙涎香为抹香鲸科动物抹香鲸 Physeter 

catodon Linnaeus 肠道病理分泌物的干燥品[45]，当

龙涎香使用量较少时，其能对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产

生一定的兴奋作用，而当使用量较多时，则转为抑

制作用，与麝香相似。雌雄小灵猫均常年分泌灵猫

香，其雌性灵猫香的麝香酮含量要高于雄性，但麝

香仅由雄麝所分泌。三者可以通过手试、水试、火

试及性状等途径来鉴别[40,46]。 

由于该类资源较人工麝香稀缺，故不同物种所

产麝香类似物可能存在一定的混用、误用情况，三

者虽外观性状差异较明显，但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会

被人工合成品或其他较容易获得的香料所替代，然

而，混用或误用可能会影响最终产品的质量和效果。

因此，通过加强其他物种所产麝香类似物研究，不

仅有利于生产安全、稳定、优质、可靠的中药材，

亦有利于对麝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5  资源性化学成分动态评价 

5.1  不同溶剂提取麝香中成分动态评价 

麝香在水提液、醇提液及醚提液中化学成分的

含量各不相同，其中水提液与醚提液中含量最高的

成分均为麝香酮，醇提液中含量最高的成分为 11-

十八（碳）烯酸甲酯。水提液中十四酸甲酯含量最

少，醚提液中正二十四烷含量最少，醇提液中 9-十

六酸甲酯含量最少。共提取 23 个有效成分，分别为

烷烃类、大环酮类、酯类及甾类。其中，水提液中

大环酮类含量较高；醚提液中烷烃类含量较高；醇

提液中酯类含量较高。相较于醚提液，麝香水提液

与醇提液所含成分更多样与全面[47]。 

5.2  不同麝种（林麝、原麝和马麝）中麝香成分动

态评价 

蒋且英等[48]检测并分析了林麝、原麝及马麝麝

香中成分的差异，与上述 3 种麝香有关的化学成分

共 15 种，麝香酮在 3 种麝香中占比最高。其中，在

林麝与原麝麝香中，雄酮占比仅次于麝香酮，而在

马麝麝香中，胆固醇占比仅次于麝香酮。另外，雄

烯二酮仅存在于马麝麝香中，烯胆甾烷醇仅存在于

原麝麝香中。 

5.3  不同季节下麝香变化动态评价 

5.3.1  外观、气味、含水量  麝香样品在不同季节

下外观与气味不同，6 月份的麝香呈乳白或白色豆

腐渣状，并伴有酸臭及尿骚味；8 月底的麝香颜色

变为深棕色，呈块状，气味不再腥臭并开始散发香

气；10 月底的麝香呈深褐色，为粉末状固体并散发

出浓烈香气。不同时间段的麝香含水量也不相同，

观察所取 6 个样品的含水量平均值，10 月底的麝香

含水量最低，6 月底的麝香含水量最高。 

5.3.2  成分数量、种类  不同季节的麝香成分数量

和种类不同，6 月底麝香成分总含量最少，共 55 种；

10 月底成分含量次之，共 69.67 种；8 月底麝香成

分含量最多，共 83.67 种。6 月底、8 月底和 10 月

底的麝香样品中，成分前 20 的含量与种类不全相

同，如 6 月底无麝香标志性成分麝香酮，而 8 月底

麝香酮含量为 1.39%，10 月底麝香酮含量为 1.21%。

有 1 种成分共同存在于上述 3 个时间段内，为 2,2′-

亚甲基双-(4-甲基-6-叔丁基苯酚)，6 月底该成分含

量最多，为 4.65%。对比 3 个成熟阶段麝香化学成

分相对含量，8 月底与 10 月底所产麝香中 8-环十六

烯-1-酮含量占比最多，而 6 月底所产麝香中无该成

分，且 9,9,10-三甲基-9,10 二氢化蒽占比最多[49]。 

5.4  不同来源（养殖麝香和野生麝香）麝香成分动

态评价 

5.4.1  含量  对 2 类麝香进行定性分析时，麝香酮、

脂肪酸类化合物、甾体类化合物及甘油酯类为麝香

药材中的主要化学成分，甘油酯类为养殖麝香和野

生麝香间的主要差异成分。而进行定量分析时，显

示麝香酮、三油酸甘油酯、棕榈酸在养殖麝香与野

生麝香在含量上具有显著差异，但不排除野生麝香

中存在人为添加麝香酮、甘油三油酸酯及棕榈酸的

现象[16]。 

5.4.2  弱极性  养殖麝香与野生麝香的弱极性提

取物的化学组成类似，均含有脂质类、甾体类及麝

香酮，但养殖麝香中甾体类化合物含量较野生麝香

中高[16]。 

5.4.3  强极性  通过统计学分析所得结果表明，推

测养殖麝香与野生麝香可能的差异成分为胆碱、

甘氨酸、丙氨酸、赖氨酸、缬氨酸、亮氨酸及异亮

氨酸[16]。 

5.4.4  小分子  肌苷在养殖麝香中含量高于野生麝

香，琥珀酸、乳酸及苯甲酸在野生麝香中含量较养

殖麝香高[16]。 

5.5  不同产地麝香性状和质量动态评价 

我国占地面积广、麝资源丰富，麝的栖息地域

较为分散，由于麝的饮食环境与生活不同等原因，

不同产地麝香的性状等质量信息有所不同，将其分

为西麝香、川麝香、云麝香、藏麝香、口麝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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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同产地麝香具体产地、性状、出净仁率等信息

见表 2[50]。 

同一物种化学成分的质和量受种质、时间、空

间的动态变化，以及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因子及加工

方法等的影响[51]。由“2.1～2.5”项可知，用不同溶

剂提取麝香时，提取液中所含成分不同，其中麝香

水提液及醇提液成分含量更全面；不同季节麝香外

观、气味、含水量、所含成分及种类也不相同，6 月 

表 2  以麝药用生物资源为原料生产的主要产品及其资源价值 

Table 2  Main products and their resource value produced from medicinal biological resources of musk deer 

种类名称 产地 集散地 外形 出净仁率（质量） 

西麝香 秦岭山脉、大巴山山脉、

祁连山山脉 

湟源、西宁、

乌鲁木齐 

陕西所产毛壳为椭圆球形，甘肃及青海所产毛壳

个体小而形圆；净仁棕红或黄棕 

秦岭山脉及大巴山山脉为 90%以

上；祁连山山脉为 50%以上 

川麝香 四川阿坝自治州 成都 外形似鸡蛋，上半部呈半球形稍扁平，形状似膀

胱；净仁棕色或略紫 

60%以上 

云麝香 云南横断山脉、高黎贡

山、贵州苗岭 

康定 与川麝香无太大差别 60%以上 

藏麝香 西藏、四川沙鲁里山、大

雪山、大凉山、宁静山 

康定 毛均匀不糟，用手轻揉不易脱落 70%以上 

口麝香 宁夏贺兰山山脉、内蒙古

阴山山脉、东北大小兴

安岭、河南伏牛山 

包头 宁夏所产外形扁平，管状毛长而糟且呈灰白色，

揉搓易脱落，囊孔周围毛短，净仁色黑；东北

所产外形与川麝香相似；河南所产外形不规则

且个体不大，净仁呈红棕 

宁夏地区为 30%左右；东北地区

为 50%左右；河南地区为 50%

左右 

 

份麝香含水量最高但总成分含量最少，8 月份含水

量较低但总成分最多；为不同麝种时，麝香所含成

分也会发生变化，林麝较原麝及马麝的麝香酮含量

高，故当麝香发挥雄激素样作用时，原麝较林麝及

马麝雄酮作用好。 

6  资源价值与利用 

6.1  麝香及其药用价值 

麝香为享誉国内外的名贵药材之一，配伍时常

作君药，除传统中医药应用外，还用于蒙医药、藏

医药和彝医药中[52]，药理作用有抗炎、抗肿瘤、抗

溃疡及抗菌等。麝香为“开窍醒神第一要药”[53]，

其用药途径广泛，以胶囊、片剂、丸剂、喷雾剂、

栓剂及散剂等广泛用于临床。麝香应用于许多处方

中，如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麝香风湿

胶囊、麝香保心丸、麝香祛痛气雾剂、麝香抗栓胶

囊、麝香通心滴丸、麝香跌打风湿膏、麝香镇痛膏

等 76 种处方里均含有麝香，使用天然麝香的品种

包括 13 种。本文通过参考文献及查询《中国药典》

2020 年版相关记载内容[54]，共得含麝香或人工麝香

方剂 76 味，后通过对方剂处方及功能主治进行逐

一筛选与归纳，进一步整合得到麝香高频配伍药材

及高频功能主治，具体如下。 

6.1.1  处方  在麝香或人工麝香与其他药材配伍

时，使用量前 3 的为麝香-冰片、麝香-牛黄和麝香-

朱砂。其中最高的为麝香-冰片，共出现于 46 个处

方中，占总处方的 60.5%；其次，为麝香-牛黄，共

出现于 36 个处方中，占总处方的 47.4%；最后，为

麝香-朱砂，共出现于 31 个处方中，占总处方的

40.8%，处方中其余与麝香配伍出现数量超过 10 个

的药材见表 3。 

6.1.2  功能与主治  含有麝香或人工麝香的药品

中，功能主治出现数量前 3 位的为：止痛、开窍和

解毒。其中，出现最多的为止痛，共出现在 28 种药

品适应证中，占总药品数量的 36.8%；开窍与解毒

出现数量相等，均为 20 种，占总药品数量的 26.3%，

其余功能与主治中不同药品出现次数超过 10 次的

适应证见表 4。 

6.2  天然麝香的保护及利用 

传统采香手段对麝肆意滥杀，麝濒临灭绝。

2002 年，我国将麝从二级国家保护动物提升为一

级，并明令禁止猎捕野生麝，且对允许使用天然麝

香的药品进行了明确限定。但目前我国天然麝香资

源依旧稀缺，为了保证天然麝香资源的可持续与充

分利用，我国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如开展人工合

成麝香的研究，及利用生物工程的手段，培养麝香

腺细胞等[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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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含麝香药品配伍及其总药品占比 

Table 3  Compatibility of musk-containing drugs and proportion of total drugs 

配伍 出现次数/个 占总处方比例/% 配伍 出现次数/个 占总处方比例/% 配伍 出现次数/个 占总处方比例/% 

麝香-三七 19 25.0 麝香-琥珀 11 14.5 麝香-甘草 14 18.4 

麝香-乳香 18 23.7 麝香-僵蚕 10 13.2 麝香-川芎 16 21.1 

麝香-没药 16 21.1 麝香-肉桂 12 15.8 麝香-大黄 13 17.1 

麝香-雄黄 15 19.7 麝香-丁香 17 22.4 麝香-天麻 12 15.8 

麝香-木香 17 22.4 麝香-檀香 12 15.8 麝香-全蝎 10 13.2 

麝香-珍珠 18 23.7 麝香-地黄 10 13.2 麝香-血竭 10 13.2 

麝香-沉香 15 19.7 麝香-红花 18 23.7    

麝香-当归 18 23.7 麝香-琥珀 11 14.5    

表 4  含麝香药品功能主治及其总药品占比 

Table 4  Functional indications of musk-containing drugs and proportion of total drugs 

功能主治 出现药品总数/个 占总药数比例/% 功能主治 出现药品总数/个 占总药数比例/% 

祛瘀、化瘀 19 25.0 小儿病症* 12 15.8 

中风 15 19.7 消肿 19 25.0 

跌打损伤 11 14.5 风湿 10 13.2 

活血 19 25.0 消炎 12 15.8 

半身不遂 10 13.2 益气、行气 11 14.5 

*表示小儿病证所包括的病证为小儿肺炎、小儿感冒、小儿高热咳嗽、小儿痰厥及小儿惊风。 

* Indicates that the diseases included in the infantile disease are: infantile pneumonia, infantile cold, infantile cough with high fever, infantile phlegm and 

infantile convulsion. 

但仅通过以上措施保护天然麝资源远远不够，

还应改进天然麝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方法如：（1）开发

含有麝香或与麝香有关的新制剂及专利、增加麝香

与其他中药材配伍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更充分了解

麝香联用机制，发挥异病同治、病证结合的中成药疗

效；（2）麝在人工养殖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导致人工

养殖动力不足且致死率高，应优化养麝及取麝香方

法、还原麝居住环境，养殖麝还需具一定规模[56]，应

多养优质麝、取优质麝香，根据不同季节、不同产地

所产麝香差异，制定不同的麝资源利用方法。（3）林

麝、原麝、马麝、黑麝及喜马拉雅麝均能产生麝香，

但黑麝与喜马拉雅麝研究较少，应对上述 2 种麝香

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确保麝香最大化发挥其作用；

（4）目前麝香仍有部分成分及机制无法解释，应寻找

更适合于麝香的成分研究方法，但现代药理研究较

单一，可借助系统生物学（包括基因组学、蛋白质组

学、转录组学、代谢组学及元基因组学）等方法，阐

明麝香药效物质基础，扩大麝香适用范围；（5）麝香

化学成分复杂，优化天然麝香质量评价方法与标准

尤为重要，如现代新技术高通量测序与宏条形码技

术相结合的方法能快速清晰的识别并排除杂质，为

麝香中成药的质量评价提供参考思路[52]；红外光谱、

电子鼻、气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原子吸

收光谱、分子生物学鉴定及生物活性评价等现代分

析技术，为保证麝香质量提供了丰富的技术手段[57]。 

6.3  麝香替代品的评价及优化 

为防止麝灭绝，我国于 1972 年开始研制人工麝

香，目的将人工麝香作为替代品，减小天然麝香的

用量。1994 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人

工麝香试生产。1995 年，人工麝香投入临床 III 期

试验，人工麝香的出现，于根本上化解了天然麝香

长期供不应求的问题，为我国麝资源可持续发展做

出了巨大贡献，还为开辟其他有关珍稀动物药材提

供了一条新途径[32,58]。目前为止，人工麝香已发展

多年，并成为麝香所有替代品中的首选，但其活性

成分仍与天然麝香不全相似，故还存在巨大优化空

间：（1）面对天然麝香与人工麝香间成分差异问题，

应优化天然麝香分析方法，寻找并侧重于研究天然

麝香相较于人工麝香中仍未知成分，改造出与天然

麝香更为相似的人工麝香；（2）目前对人工麝香药

动学及毒理学等研究少，人工麝香是否会对人体产

生危害仍存疑；（3）不同厂家生产的人工麝香间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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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差异[24]，应更完善人工麝香生产及质量标准，

为人工麝香替代天然麝香提供支撑；（4）人工麝香

由化学成分合成制备而来，故相较于天然麝香成分

更加稳定，如当需要发挥抗炎效果时，人工麝香价

格及稳定性更优；（5）人工麝香可利用发酵工程、

酶工程等生物制药技术手段优化高效生产，有助于

节省成本，减轻患者负担。 

除人工麝香外，麝鼠香、灵猫香、龙涎香的药理

作用或化学成分也与麝香存在部分相似，但目前相关

研究较少，其是否能成为麝香替代品仍待深入探究。 

7  展望 

麝香在我国已存在多年，其药理作用多、适用

范围广，由大环酮类、蛋白质、肽类、氨基酸、甾

体类等不同类型成分组成。随着近年来麝香的化学

成分、药理作用、质量鉴定等研究的逐渐深入，人

工麝香代替天然麝香得到广泛的认同[59]，并已成为

天然麝香替代的首选，用于医药、化妆用品等领域。

为保证麝资源的长久发展，应重视人工麝香成分、

功能方面研究，侧重于人工麝香稳定性这一优势，

研制适用面更广的人工麝香，以实现麝香药用资源

产业链的发展与延伸；还应基于中药资源化学的研

究思路与方法，根据麝香资源性成分进行多方面利

用，应侧重于麝香不同提取液、不同季节间成分差

异以及不同物种所产麝香区别，以实现麝香药用资

源产业链的发展与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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