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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菖蒲炮制的历史沿革、化学成分及神经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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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石菖蒲 Acori Tatarinowii Rhizoma为临床常用的芳香开窍药，在 神农本草经》中列为上品，炮制方法有净制、切

制、药汁制等，目前主流的炮制方法为生用和麸炒，其化学成分包括苯丙素类、萜类、木脂素类及其他类。现代研究表明，

石菖蒲具有镇静、抗惊厥、抗抑郁、抗癫痫、引药入脑等作用。通过对古代本草、医籍、 中国药典》、地方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等进行整理，从石菖蒲的性能、功效、炮制历史沿革、化学成分等进行综述，同时对其现代炮制工艺、药理研究及临床应

用等展开论述，为进一步探究石菖蒲及其炮制品的物质基础及炮制机制等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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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ichangpu (Acori Tatarinowii Rhizoma) is a clinically commonly used aromatic orifice-opening medicinal herb, classified 

as a superior-grade drug in the Shennong’s Classic of Materia Medica. Its processing methods include purification, cutting, and 

medicinal juice processing, etc., with the current mainstream techniques being raw use and bran stir-frying.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Acori Tatarinowii Rhizoma primarily include phenylpropanoids, terpenoids, lignans, and other compounds. Modern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it exhibits sedative, anticonvulsant, antidepressant, antiepileptic, brain-targeting, and other effects. By reviewing ancient 

herbal medicine, medical books, Chinese Pharmacopoeia and local standards for the process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slic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perties, therapeutic effects,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processing methods, and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Acori 

Tatarinowii Rhizoma. Additionally, it discusses modern processing techniques,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material basis, processing mechanisms, and related studies of Acori Tatarinowii 

Rhizoma and its process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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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菖蒲为天南星科植物石菖蒲 Acorus 

tatarinowii Schott的干燥根茎[1]。以菖蒲之名首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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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服轻身，不忘不迷或延年[2]。”历代本草对石菖蒲

炮制方法的记述主要有净制、切制、加辅料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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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炮制品主要有生品、麸炒、鲜用、姜制等。石

菖蒲主要含有挥发油及苯甲酸类、多糖等。其挥发

性成分主要为单萜、倍半萜、苯丙素等[3]，挥发性

成分具有镇静、抗惊厥、抗抑郁、抗癫痫、引药入

脑等药理作用[4]。石菖蒲具有开窍豁痰、醒神益智、

化湿开胃的功效，文献研究发现石菖蒲在临床上主

要用于治疗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及消化系统疾病[5]。

本文整理石菖蒲的相关文献，对其炮制工艺、化学

成分、神经系统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等进行综述，

为石菖蒲的炮制研究提供思路与参考。 

1  石菖蒲的炮制历史沿革 

历代本草记载石菖蒲炮制方法以药汁制为

主，具体有泔炒、泔浸、泔蒸、酒制、桑叶制、桑

枝制、盐炙、蜜制、胆汁制等，其他制法有炒制、

焙制、桃仁制、斑蝥制、鲜用等，其炮制历史沿

革见表 1。 

表 1  石菖蒲炮制的历史沿革 

Table 1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cori Tatarinowii Rhizoma processing 

朝代 书籍 炮制方法 文献 

晋 （ 肘后备急方》 捣汁：捣生菖蒲根，绞取汁，含之  6 

南北朝 （ 雷公炮制论》 净制：采得后，用铜刀刮上黄黑硬节皮一重了；桑枝制：用嫩桑枝条相拌，蒸，出暴干，去桑条，剉用  7 

宋 （ 证类本草》 捣汁：捣菖蒲生根取汁灌服；碾粉：昏厥者勿火照，菖蒲末吹鼻；酒煎：胎动下血，菖蒲根汁或酒煎服；

捣敷：痈肿发背，生菖蒲捣敷；酒煮：产后下血，菖蒲酒煮分服；酒浸：干菖蒲浸酒百日，加黍米封存，

饮之延年 

 8 

（ 伤寒总病论》 净制：去毛  9 

（ 圣济总录》 切制：剉；米泔制：米泔浸半日，炒干 10 

（ 太平圣惠方》 酒制：削治薄切曝干，1斗，以生绢袋盛之，以好酒 1硕入不津瓮中，安药囊在酒中，密封泥之，百日发

视之，如绿叶色，复炊 1斗秫米内酒中，复封 40日，便漉去滓。温饮 1盏，日 3；其药滓曝干，捣细

罗为散，酒调 1钱，服之；捣汁：治客忤，有似卒死，捣生菖蒲根，绞取汁三二合，灌下立愈也 

11 

（ 扁鹊心书》 桑叶制：桑叶水拌炒 12 

（ 博济方》 泔浸：以淘米汁浸 3日 3夜每日换米泔取出控干，以硬竹削为片子，如钱厚，以布袋盛贮于长流水中浸 3

伏时，更用井花水净洗泽，如蒸饭九度，每蒸后晒 1日，候数足，不得犯铁器，于木石臼子内，细捣为

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 

13 

（ 太平惠民和

剂局方》 

炒制：凡使须锉碎，微炒用，或只焙干亦得 14 

元 （ 世医得效方》 斑蝥制：石菖蒲去根节，锉如米大，0.5 斤重，斑蝥 0.5 斤重，去足翅，同菖蒲慢火炒，不可烧了；桃仁

制：桃仁炒，去桃仁 

15 

（ 普济方》 切制：锉；净制：去须、去毛；炒制：细研如粉，切以酒浸一宿焙 16 

明 （ 奇效良方》 米泔制：米泔浸切，酒炒；焙制：九节者，去毛，切焙；桃仁制：桃仁炒，去桃仁；米泔浸：取山涧活水

所生九节菖蒲（（8月采挖为佳），去根须后用淘米水浸泡 3日（（每日换水），竹刀切片，流水浸漂 3日，

再经九蒸九晒，木臼捣为细末；蜜制：加炼蜜与熟枣肉捣匀制丸（（梧桐子大）；酒制：菖蒲削治，薄切

曝干，1斗，生绢袋之，以好酒 1石，入不津器中，安药囊在酒中，密封泥之，百日发视之，如绿叶色。

复炊 1斗秫米纳酒中，复封 40日，便漉去滓，温饮 1盏，日 3，其药滓曝干，捣罗为细末，酒调 1钱

服之，治耳聋；米泔制：石菖蒲（10两，1寸九节者），苍术（5两，生用）上锉成块子，置于瓶内，

以米泔浸 7日取出，去苍术，只将菖蒲于甑上蒸，3两时取出焙干，捣为细末，每服 2钱，糯米饮调服，

日进 3服。或将蒸熟者作指顶大块子，食后置口中，时时嚼动，咽津亦可；捣汁：耳鸣耳聋通治方，上

用生菖蒲裂汁滴耳中，即效 

17 

 先醒斋广笔记》 净制：去毛 18 

（ 本草蒙筌》 净制：石菖蒲 1寸九节方灵；拣去露根（埋土者堪用，露出者去之），勿犯铁器；捣汁：鬼击懵死难苏，

急灌生汁；酒制：单味入酒煎，疗血海败，并产后下血不止；碾粉：细末铺席卧，治遍身毒，及不痒发

痛疮疡 

19 

（ 保婴撮要》 蜜制：细蜜炙；盐炒：去毛 20 

（ 万病回春》 胆汁制：猪胆汁炒去毛，盐水浸 21 

（ 本草新编》 净制：石上菖蒲，凡细小者俱可用，而前人取九节者，取九窍之俱可通也 22 

（ 女科要旨》 净制：烧去毛 23 

清 （ 得配本草》 净制：取鲜者洗净去毛；切制：木器捣碎，忌饴糖、羊肉、铁器；米泔制：米泔浸蒸熟用；桑枝制：治风，

桑枝同蒸；蜜制：通心气，蜜炒捣汁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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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代炮制工艺研究 

（ 中国药典》和各省地方炮制规范收载石菖蒲

主要有生品、鲜品、麸炒、姜制、酒制及打粉等炮

制品，生用是目前主流的炮制方法，麸炒、鲜用、

姜制、酒制及研粉等方法在部分地区得到了继承和

发展。石菖蒲的现代炮制方法详见表 2。 

表 2  《中国药典》及各地方标准收载的石菖蒲炮制方法 

Table 2  Processing methods of Acori Tatarinowii Rhizoma included in Chinese Pharmacopoeia and local standards 

饮片 炮制方法 文献 

生石菖蒲 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厚片，干燥  1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大小分开，洗净，润透，切薄片，晒干 25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大小分开，洗净，浸泡 1～2 h，取出，闷润 8～12 h，至内外湿度一致，切厚片，晒干或低温

干燥，筛去碎屑 

26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薄片，干燥 27 

同 中国药典》2010年版一部石菖蒲饮片项下 28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薄片，干燥 29 

拣净杂质，洗净，润透，切片，晒干，筛去灰屑 30 

除去杂质，洗净泥土，捞出，润透，切 1.5 mm片，晒干 31 

将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厚片，干燥，筛去灰屑 32 

将药材除去残叶、须根等杂质，略浸，洗净，润透，切厚片，干燥，筛去灰屑 33 

取原药材，稍浸，洗净，润透，切薄片，低温干燥 34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润透，切厚片，干燥 35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厚片晒于或低温干燥，筛去碎屑 36 

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厚片或斜薄片，干燥 37 

石菖蒲瓜子片，取药材，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瓜子片，干燥 38 

拣净杂质，清水洗净，捞出，润透后切斜片 1～1.5 mm，晒干 39 

拣去杂质，清水洗净，捞出，润透后切斜片 1～1.5 mm，晒干 40 

拣去杂质，洗净泥砂，浸泡 1～2 h，捞出，沥干余水，润透，切片 2～3 mm，晒干或烘干，筛去灰屑即得 41 

拣去杂质，洗净泥砂，浸泡 1～2 h，捞出，沥干余水，润透，切片 2～3 mm，晒干或烘干，筛去灰屑即得 42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厚片于燥，筛去灰屑 43 

除去根毛及杂质，洗净，润透，切厚片，晒干或低温于燥，筛去灰屑 44 

除去杂质，残叶及毛须，洗净，润透，切厚片，晒干 45 

取石菖蒲，除去杂质，洗净泥沙，润透，切成薄片，干燥 46 

除去杂质、残叶及毛须，洗净，润透，切厚片，晒干 47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筛去灰渣，用水洗净后浸泡 1～2 h，沥去水分，闷透，用铡刀铡成斜片，干燥 48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筛去灰渣，用水洗净后浸泡1～2 h，沥去水分，闷透，用铡刀铡成斜片，干燥 49 

取原药材石菖蒲，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厚片，低温干燥 50 

鲜石菖蒲 用时将鲜原药材，除去黄叶、须根等杂质，洗净，切段 51 

用时取鲜原药，除去杂质，洗净，切段 52 

麸炒石菖蒲 取净石菖蒲片，照麸炒法（炮制通则）炒至黄色 53 

取麸皮撒入撒于炒制容器内，待麸皮冒烟时，倒入净石菖蒲片，用文火炒至黄色，取出，筛去麸皮，放凉，每石菖

蒲 100 kg，用麸皮 12.5 kg 

54 

取石菖蒲片，照麸炒法（通则 0213）炒至黄色 55 

取净石菖蒲片，照麸炒法（通则 0213）炒至呈黄色 56 

姜石菖蒲 取净石菖蒲片，加姜汁拌匀，置炒制容器内用中火炒干，取出，放凉；100 kg的石菖蒲用生姜 12.5 kg 57 

取药材，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厚片，干燥，照姜炙法（（（ 中国药典》2020年版四部通则 0213）炒干；每 100 

kg石菖蒲片，用生姜 15 kg 

38 

酒石菖蒲 取药材，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厚片，干燥，照酒炙法（（ 中国药典》2020年版四部通则 0213）炒干；每 100 

kg石菖蒲片，用黄酒 25 kg 

38 

石菖蒲粉 取药材，净选，洗净，润透，切成片或段，干燥，粉碎成中粉，即得 58 

取净石菖蒲，研细粉，过筛，即得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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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石菖蒲的化学成分 

文献研究表明石菖蒲中存在多种化合物，如苯

丙素类、萜类、木脂素类和其他。到目前为止，已

经分离和鉴定了 120余种化合物。其中苯丙素类成

分中 α-细辛醚和 β-细辛醚是其主要的活性成分。 

3.1  苯丙素类 

目前石菖蒲中分离得到 34 个苯丙素类化合物

（（1～34）。具体信息见表 3。 

表 3  石菖蒲中的苯丙素类化合物 

Table 3  Phenylpropanoids in Acori Tatarinowii Rhizoma 

编号 化合物 文献 编号 化合物 文献 

 1 菖蒲醇 60 18 苯甲酸 61 

 2 (Z)-松柏醇 60 19 (R)-4-羟基-3-[1-羟基-3-(4-羟基-3-甲氧基苯基)丙烷-2-基]-5-甲氧基苯甲酸 62 

 3 2,4,5-三甲氧基苯甲酸 60 20 (R)-1-(1,1-二甲氧基丙烷-2-基)-2,4,5-三甲氧基苯 [(−)-R-异抗坏血酸苯丙素] 63 

 4 石菖蒲素 B 60 21 (S)-1-(1,1-二甲氧基丙烷-2-基)-2,4,5-三甲氧基苯 [(＋)-S-异抗坏血酸苯丙素] 64 

 5 石菖蒲素 A 60 22 (7R,8R)-7-甲氧基-8-羟基-二氢细辛醚（对映-菖蒲醇A） 64 

 6 3-(3,4,5-三甲氧基苯基)丙-1-醇 60 23 (7S,8R)-7-甲氧基-8-羟基-二氢细辛醚（对映-菖蒲醇B） 64 

 7 菖蒲酮或异菖蒲酮 60 24 (7R,8R)-7-乙氧基-8-羟基-二氢细辛醚（对映-菖蒲醇C） 64 

 8 细辛脑醛 60 25 (7S,8S)-7-乙氧基-8-羟基-二氢细辛醚（菖蒲醇C） 64 

 9 菖蒲醇 A 60 26 (7S,8R)-7-乙氧基-8-羟基-二氢细辛醚（对映-菖蒲醇D） 64 

10 菖蒲醇 B 60 27 (7R,8S)-7-乙氧基-8-羟基-二氢细辛醚（菖蒲醇D） 64 

11 细辛醛 60 28 1-(2,4,5-三甲氧基苯基)丙-1,2-二酮 64 

12 α-细辛醚 60 29 (E)-3-(2,4,5-三甲氧基苯基)丙烯醛 64 

13 β-细辛醚 60 30 (7R,8R)-7,8-二羟基二氢细辛醚 64 

14 γ-细辛醚 60 31 (7S,8R)-7,8-二羟基二氢细辛醚 64 

15 1-(4-甲氧基苯基)乙酸烯丙酯 60 32 1-羟基-1-(2,4,5-三甲氧基苯基)丙-2-酮 64 

16 顺甲基异丁香酚 60 33 1-(2,4,5-三甲氧基苯基)乙酮 64 

17 榄香素 61 34 2,4,5-三甲氧基-2'-丁氧基-1,2-苯基丙二醇 64 

 

3.2  倍半萜类化合物 

石菖蒲中已分离得到 20 多种倍半萜类化合物

（（35～56），其骨架由 3个异戊二烯单元组成，含 15

个碳原子，主要是单环倍半萜。具体信息见表 4。 

3.3  木脂素类化合物 

石菖蒲中木脂素类主要分为 2种结构类型：单

环氧木脂素和双环氧木脂素。目前已分离鉴定出 39

种木脂素类化合物（57～95），其中包括柚皮苷 A

（（57）、柳叶木兰脂素（（63）、(±)-松脂醇（（95）等。

具体信息见表 5。 

3.4  其他类化合物 

除上述化合物外，还从石菖蒲中分离出超过 30 

表 4  石菖蒲中的倍半萜类化合物 

Table 4  Sesquiterpenes in Acori Tatarinowii Rhizoma 

编号 化合物 文献 编号 化合物 文献 

35 2-氧代杜松烷-1(10),3-二烯-5-醇 65 46 樟脑色原烷 A 67 

36 异石菖蒲二醇 65 47 菖蒲素 A 68 

37 2-羟基菖蒲烯酮 65 48 菖蒲素 B 68 

38 2-乙酰氧基菖蒲烯酮 65 49 菖蒲素 C 68 

39 4a,10a-香树烷二醇 65 50 菖蒲素 D 68 

40 6,7,8-三羟基-4a-异丁基-4,7-二甲基六氢-6,8a-环氧苯并吡喃-2(3H)-酮 64 51 菖蒲素 E 68 

41 石菖蒲素 D 66 52 菖蒲素 F 68 

42 石菖蒲素 E 66 53 菖蒲素 G 68 

43 6β,7β(H)-杜松烷-1α,4α,10α-三醇 66 54 菖蒲素 H 68 

44 1β,7α(H)-杜松烷-4α,6α,10α-三醇 67 55 菖蒲素 I 68 

45 1α,5β-愈创木烷-10α-O-乙基-4β,6β-二醇 67 56 新菖蒲烷 A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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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石菖蒲中木脂素类化合物 

Table 5  Lignans in Acori Tatarinowii Rhizoma 

编号 化合物 文献 编号 化合物 文献 

57 柚皮苷 A 60 77 2S-(2,6-二甲氧基-4-丙烯基苯氧基)-1-(3,4,5-三甲氧基苯基)丙烷-1-酮 70 

58 (7R,8R)-紫罗兰素 60 78 1,3-二甲氧基-2-[1-甲基-2-(3,4,5-三甲氧基苯基)-乙氧基]-5-(1-丙烯基)苯 70 

59 木脂素 D 60 79 樟脑二酚 70 

60 木脂素 C 60 80 含笑素-I 70 

61 多球孢素 60 81 疣孢菌素 70 

62 蔚瑞昆森 60 82 (±)-石菖蒲木脂素 A 71 

63 柳叶木兰脂素 60 83 (±)-石菖蒲木脂素 B 71 

64 桉脂素 60 84 (±)-石菖蒲木脂素 C 71 

65 石菖蒲素 N 60 85 (±)-石菖蒲木脂素 D 71 

66 双细辛素 I 60 86 (±)-石菖蒲木脂素 E 71 

67 石菖蒲素 C 60 87 (±)-石菖蒲木脂素 F 71 

68 (2S,3R)-肥牛木素 60 88 石菖蒲素 O 72 

69 (2R,3S)-肥牛木素 63 89 石菖蒲素 F 73 

70 石菖蒲素 G 70 90 [S,R-(E)]-3,4,5-三甲氧基-[1-[2-甲氧基-4-(1-丙烯基)苯氧基]乙基]苯甲醇 73 

71 石菖蒲素 H 70 91 4,7,9,9'-四羟基-3,3'-二甲氧基-8-O-4'-新木脂素 73 

72 石菖蒲素 I 70 92 (2R,3R)-2-(3,4-二甲氧基苯基)-2,3-二氢-7-甲氧基-3-甲基-5-(1E)-1-丙烯

基-1-苯并呋喃 

73 

73 石菖蒲素 J 70 

74 石菖蒲素 K 70 93 石菖蒲素 T 74 

75 石菖蒲素 L 70 94 3-(3,4-二甲氧基苯基)-1-丙醇 64 

76 石菖蒲素M 70 95 (±)-松脂醇 64 

 

种其他类的化合物（（96～124），包括 3种黄酮苷类

化合物，5种生物碱，二萜类石菖蒲醇（（105）和石

菖蒲苷（（106），酚类化合物绵马醇（（109）和夹竹桃

麻素（（110），3-正丁基苯酞（（113）、二聚细辛醚（（116）

和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123），及其他类别。具体

信息见表 6。 

4  性能功用历史沿革 

唐代以前的本草中石菖蒲的性能记载为 味

辛、性温”，功效为（ 补五脏，通九窍，明耳目，益

心智”，归经为（ 心、胃经”，唐代开始引入了（ 苦” 

表 6  石菖蒲中的其他类化合物 

Table 6  Other compounds in Acori Tatarinowii Rhizoma 

编号 化合物 文献 编号 化合物 文献 

 96 山柰酚-3-O-芸香糖苷 60 111 水龙骨二萜醇 62 

 97 野漆树苷 60 112 乙酮 62 

 98 异夏佛塔苷 60 113 3-正丁基苯酞 62 

 99 2-(3',4'-二羟基-1'-丁烯基)-5-(2'',3'',4''-三羟基丁基)-吡嗪 63 114 菖蒲烯酮 62 

100 石菖蒲碱 A 63 115 莪术呋喃烯酮 62 

101 4-(2-甲酰基-5-甲氧基甲基吡咯-1-基)丁酸甲酯 63 116 二聚细辛醚 62 

102 石菖蒲碱 D 75 117 3,4,5-三甲氧基甲苯 62 

103 新石菖蒲碱 76 118 1-(2,4,5-三甲氧苯基)-1,2-丙二醇 62 

104 1-顺-丙烯基-1S,6R-环氧-4-甲氧基-2,5-醌 60 119 菖蒲二醇 62 

105 石菖蒲醇 60 120 α-白菖考烯 62 

106 石菖蒲苷 60 121 石菖蒲酮 C 62 

107 菖蒲新倍半萜醇 60 122 香附醇 62 

108 2,3,3a,7,8,8a-六氢化-3a-羟基-1,4-二甲基-7-(1-亚甲基)-6(1H)-薁酮 60 123 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 62 

109 绵马醇 62 124 柳胺苄心安 62 

110 夹竹桃麻素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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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石菖蒲的神经药理作用及其作用机制 

Fig. 1  Neuro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Acori Tatarinowii Rhizoma 

5.1  抗抑郁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是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

疾病之一。石菖蒲是最常用的抗抑郁药之一，含石

菖蒲的开心散与菖蒲郁金汤均为治疗抑郁的中药

方剂。研究显示石菖蒲水提物在小鼠强迫游泳和悬

尾实验中可显著减少小鼠的不动时间。采用石菖蒲

水提物 100 µg/mL给药，能显著增加小鼠血清素转

运蛋白（（serotonin transporter，SERT）活性，且石菖

蒲石油醚提取物也能显著提高 SERT活性[91]。实验

研究发现石菖蒲挥发油中的 α-细辛醚和 β-细辛醚

也表现出抗抑郁作用，作用机制可能与血清中促炎

因子白细胞介素-1（（interleukin-1，IL-1）、IL-6含量

降低，促炎因子 IL-10、IL-13含量升高有关。α-细

辛醚和 β-细辛醚能够显著降低小鼠的不动时间，其

抗抑郁活性具有剂量相关性，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

阻 断 单 胺 神 经 递 质 如 5- 羟 色 胺 （ 5-

hydroxytryptamine，5-HT）的再摄取，增加神经细

胞突触空间中 5-HT的量，产生抗突触素的作用[92]。

β-细辛醚可影响慢性轻度应激大鼠海马神经元特异

性烯醇酶（neuron-specific enolase，NSE）的表达，

可能通过提高神经元的活性，减轻神经元的损伤，

对抑郁大鼠的神经起到保护作用，进而减轻抑郁大

鼠的抑郁症状[93]。上述研究表明，石菖蒲水提物、

石油醚提取物及挥发油中的 α-细辛醚和 β-细辛醚

均可有效对抗抑郁，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调节 SERT

活性和炎症因子的含量，及阻断 5-HT 的再摄取，

增加神经细胞的突触空间中 5-HT的量有关。 

5.2  抗癫痫 

癫痫是一种由大脑神经元异常放电引起的神经

系统疾病。其发病常导致暂时性脑功能障碍，并伴有

昏厥、抽搐等病理反应，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94]。研

究表明石菖蒲具有抗癫痫作用，将持续抽搐并强直

后肢伸展的小鼠随机分组，ip药物或生理盐水后给

予电刺激，记录各组的惊厥率。给予药物或生理盐

水后，ip 戊四氮 100 mg/kg，记录惊厥率和死亡率

及癫痫潜伏期。结果表明，石菖蒲水提物和挥发油

均可显著降低最大电休克动物模型中的癫痫发生

率[95]。石菖蒲水提物在戊四氮模型中也有效，可降

低癫痫和死亡率。在戊四氮模型中，γ氨基丁酸（（γ 

aminobutyric acid，GABA）神经元与正常组相比显

著减少。石菖蒲水提物和挥发油给药后，治疗组癫

痫发作的严重程度显著降低。与模型组相比，给药

组 有 更 多 的 GABA 免 疫 反 应 （ GABA-

immunoreactivity，GABA-IR）神经元。病理切片显

示，治疗组的 GABA-IR 神经元损伤较轻。结果表

明石菖蒲水提物和挥发油均具有抗癫痫的作用，且

都可以预防癫痫发作[96]。癫痫发病机制可能是由于

脑血流量异常增加，导致葡萄糖代谢过度，乳酸、

线粒体超氧化物和羟基自由基的过度产生，及蛋白

功能的改变[97]。研究表明，石菖蒲对氯化铁诱导的

大鼠癫痫模型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能够显著降低

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和大脑皮质中的脂质过氧化



·4122· 中草药 2025年 6月 第 56卷 第 11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5 June Vol. 56 No. 11 

   

水平，从而预防由氯化铁诱导的癫痫的发生[98]。 

5.3  抗惊厥 

惊厥发作的典型临床表现是突然意识丧失和

突然全身或局部、强直或阵挛性面部和肢体肌肉抽

搐[99]。长时间抽搐可引起高热、缺氧性脑损伤、脑

水肿、脑疝，甚至危及生命[100]。石菖蒲木酚素类成

分桉脂素对小鼠有显著的抗惊厥作用。采用最大电

休克惊厥模型（（maximal electroshock seizure model，

MES）和戊四氮诱导的雄性小鼠癫痫发作评估桉脂

素的抗惊厥活性。结果表明，桉脂素 5、10、20 mg/kg

表现出显著的抗惊厥作用。采用阳性对照药苯妥英

20 mg/kg和地西泮 4 mg/kg处理的小鼠未出现惊厥

或死亡，通过测定癫痫小鼠中谷氨酸和 GABA含量

及大脑中谷氨酸脱羧酶 65（ glutamic acid 

decarboxylase 65，GAD65）、GABA A型受体（（GABA 

type A receptor，GABAA）、B淋巴细胞瘤-2（（B-cell 

lymphoma-2，Bcl-2）和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3

（cystein-asparate protease-3，Caspase-3）表达研究桉

脂素的作用机制。慢性癫痫大鼠 MES 和戊四氮测

试结果表明，石菖蒲中分离得到的桉脂素具有显著

的抗惊厥作用，桉脂素给药后，GAD65、GABAA和

Bcl-2上调，而 Caspase-3下调[101]。综上，石菖蒲桉

脂素的抗惊厥作用可能与脑内 GABAA 和 GAD65

表达的上调及神经元抗凋亡有关[102]。 

5.4  抗焦虑 

焦虑是最普遍的精神疾病之一，也是社会心理

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103]。研究发现石菖蒲提

取物具有潜在的抗焦虑作用，研究表明持续的炎性

疼痛可能会诱发类似焦虑的行为，将单剂量的完全

弗氏佐剂（complete freund’s adjuvant，CFA）注射

到小鼠单侧后爪的足底表面，持续 2周诱发慢性炎

症疼痛，小鼠表现出明显的焦虑行为[104]，α-细辛醚

给药能够以剂量相关性抑制焦虑行为[105]，推断可

能是通过调节基底外侧杏仁核的 GABA 能和谷氨

酸能传递的平衡，进而抑制小鼠慢性疼痛引发的焦

虑行为[106]。有研究表明 GABA 能抑制对于调节和

维持神经兴奋 /抑制平衡至关重要，GABAA 在

GABA 能抑制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107]，临床上有

些抗焦虑药物通过与 GABAA 结合发挥作用[108]。

上述研究为临床应用石菖蒲抗焦虑提供参考依据。 

5.5  抗 AD 

AD 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主要特

征是认知和记忆进行性丧失[109]。AD的病理特征包

括细胞外淀粉样斑块形成、细胞内神经原纤维缠结

和神经元丢失等[110]。最重要的特征是由于 β 淀粉

样蛋白（amyloid β-protein，Aβ）斑块形成和由 tau蛋

白组成的神经原纤维缠结而导致不可逆的认知能力

的逐渐丧失[111]。研究表明，石菖蒲对神经退行性疾

病如帕金森和AD、缺氧缺血性脑病和脑血管疾病等

具有改善和保护作用[112]。石菖蒲的主要成分 β-细辛

醚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有研究通过体

外培养 PC12细胞，建立AD细胞模型，将Aβ1-42以

不同浓度和时间点添加到培养基中[113]。随着 Aβ1-42

浓度和时间的增加，PC12细胞活力呈剂量相关性下

降，细胞毒性和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增加。此外，用 Aβ1-42处理的细胞中衰老细

胞明显增加。 

研究表明自噬可能参与 AD 的发病机制。自

噬是一种自我降解的过程，在清除长寿蛋白质和受

损细胞器中起着关键作用。研究显示，β-细辛醚通

过激活蛋白激酶 B（protein kinase B，Akt）/哺乳

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信号通路保护细胞免受 Aβ1-42

诱导的细胞毒性，该过程通过促进自噬产生[114]。

另一项研究中，β-细辛醚通过促进自噬来抑制 Aβ，

降低淀粉样 β前体蛋白（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

APP），早老蛋白 1（presenilin 1，PS1），β-分泌酶

1（β-site APP-cleaving enzyme 1，BACE1）和泛素

结合蛋白（p62）的表达，并增加大鼠突触蛋白Ⅰ

（synapsin I，SYN1），Beclin-1 和微管相关蛋白轻

链 3（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 1A/1B-light 

chain 3，LC3）的表达。这些与 AD的发病机制密

切相关[115]。石菖蒲的甲醇提取物可有效抑制胆碱

酯酶活性[116]。研究发现石菖蒲-远志 1∶1 能显著

减轻 D-半乳糖所致小鼠亚急性衰老，刺激小鼠 AD

模型脑组织和血液中氧自由基的产生，加速脂质过

氧化物的清除，从而减轻氧自由基对脑组织的损

伤，防止脑组织萎缩[117]。石菖蒲能提高小鼠在水

迷宫、被动回避和跳台实验中的学习记忆能力，降

低 APP/PS1 双转基因小鼠海马 Aβ1-42和乙酰胆碱

酯酶（acetylcholinesterase，AChE）水平及 LC3B和

Beclin-1的表达，自噬体数量也明显减少。提示石

菖蒲可能通过 PI3K/Akt/mTOR 自噬途径治疗阿尔

茨海默病[118]。综合上述研究表明，石菖蒲及其活

性成分 α-细辛醚、β-细辛醚对 AD具有潜在的治疗

作用，有助于相关新药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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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抗疲劳 

疲劳是指无法维持预期的肌肉力量，表现为长

时间运动能力的下降。疲劳通常是长时间运动导致

大脑中 5-HT浓度增加所导致[119]。有研究采用成年

雄性大鼠在跑步机上运动的疲劳时间来验证石菖

蒲抗疲劳的作用，在跑步机运动前 2 h，给大鼠注射

石菖蒲水提取物，以咖啡因作为阳性对照药物，结

果表明石菖蒲能够以剂量相关性延长跑步运动至

力竭的时间，且石菖蒲 100 mg/kg延长跑步运动至

力竭时间与咖啡因 10 mg/kg效果相近，其作用机制

可能是通过阻止运动引起的中缝背侧 5-HT受体 1B

（（5-HT receptor 1B，5-HT1B）表达的减少有关。石

菖蒲还可以减弱运动引起的 5-HT 合成、色氨酸羟

化酶 2（tryptophan hydroxylase 2，TPH2）的表达，

且石菖蒲抗疲劳的效果与咖啡因效果相当[120]。 

6  临床应用 

石菖蒲中提取分离的单体化合物、提取物和挥

发油已广泛用于临床。笔者将石菖蒲临床应用总结

如下：神经系统方面，活性成分细辛醚治疗癫痫有

效率达 83%，广泛用于治疗各种闭证、昏证，临床

用单一挥发油注射液（（0.5%总挥发油溶液）治疗肺

性脑病昏迷，有效率达 74.97%。能迅速减轻意识障

碍和神经官能症状[121]；呼吸系统方面，细辛醚和石

竹烯具有抑制急性哮喘作用，可治疗各种类型慢性

支气管炎[122]，临床观察显示患有严重支气管哮喘

的患者咀嚼鲜石菖蒲粉 2～4 周可明显改善症状，

哮喘患者通过咀嚼小块石菖蒲能显著缓解支气管

痉挛[123]；消化系统方面，石菖蒲具有化湿开胃之

功，可用于呕吐、腹泻、胃肠胀气、疟疾、胃肠道

炎症、痢疾等症[124-125]。 

关于石菖蒲的药动学和临床研究的系统性数

据有限，针对其毒性的研究较少。后续应开展更多

的临床研究，以评估其不良反应。有研究表明，石

菖蒲中的 α-细辛醚和 β-细辛醚可能引发肝癌，且 β-

细辛醚的毒性高于 α-细辛醚。由于细辛醚的潜在毒

性，欧洲委员会已将 β-细辛醚在酒精饮料和调味品

中的含量限制为 1 mg/kg，在其他食品和饮料中的

含量限制为 0.1 mg/kg[126]。基于现有文献，仍需要

进一步开展细辛醚的毒性和剂量关系的体内体外

研究，以确保石菖蒲临床用药的安全性。 

7  结语与展望 

历代医籍和本草著作研究发现，石菖蒲用药历

史悠久，以（ 菖蒲”之名首载于（ 神农本草经》中，

（ 石菖蒲”一名始见于（ 日华子本草》， 本草图经》

中首次明确提出医用菖蒲即是石菖蒲，综上可知，

石菖蒲在用药历史上存在名称及基原混乱的现象，

清代的（ 本草图经》才正式提出以（ 石菖蒲”作为

药用正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菖蒲炮制方法记载较为

简单，绞捣取汁，铜刀刮去外皮，用桑枝拌蒸，干

燥后切制用，宋朝时期 证类本草》记载了捣汁、

酒制以及粉末等应用， 圣济总录》和（ 博济方》记

载了米泔制， 太平圣惠方》记载了酒制及粉末外

用，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记载了 去毛” 炒制”

和（ 焙干”。元代（ 世医得效方》记载了（ 斑蝥制”，

将石菖蒲去根节，挫如米大，半斤重，斑蝥半斤重，

去足翅，同菖蒲慢火炒制。 普济方》记载了粉末、

酒浸后焙干和炒制，明代的（ 奇效良方》记载的炮

制方法更为丰富，有米泔浸、酒炒、煎汤、盐炙、

焙、桃仁制、捣汁等， 保婴撮要》记载了（ 蜜制”，

（ 万病回春》记载了 胆汁制”，清代 得配本草》

记载了米泔制、桑枝蒸、蜜制、鲜用等，说明明清

时期对石菖蒲的炮制加工研究达到了鼎盛。历代本

草记载石菖蒲炮制方法以药汁制为主，具体有泔

炒、泔浸、泔蒸、酒制、桑叶制、桑枝制、盐炙、

蜜制、胆汁制等，其他制法有炒制、焙制、桃仁制、

斑蝥制、鲜用等。通过梳理石菖蒲的现代炮制， 中

国药典》和各省地方炮制规范收载石菖蒲主要有生

品、鲜品、麸炒、姜制、酒制及打粉等炮制品，生

用是目前主流的炮制方法，麸炒、鲜用、姜制、酒

制及研粉等方法在部分地区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历

版（ 中国药典》均未收载麸炒石菖蒲，只收载了石

菖蒲生用，但在四川、河南、贵州及广东省中药材

标准均收载了麸炒石菖蒲，综上，清代以前的本草

中记载的石菖蒲炮制方法主要是以（ 药汁制”为主，

偶见（ 桃仁制” 斑蝥制”，而麸炒的炮制方法在历

史上少见，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石菖蒲的性味首载于 神农本草经》， 味辛，

性温”，经魏晋南北朝时期性能功效没有大的变化，

到了唐代逐渐发展为（ 味辛、苦，性温”，加入了（ 苦”

味，并沿用至今， 中国药典》2020年版记载为（ 味

辛、苦，性温”；其归经也由（ 心、胃经”，逐渐发

展到唐代为（ 心、肝、脾经”，到了清代（ 本草求真》

加入了脾、胃、膀胱经，现代又重新记载为 心、

胃经”。其功效也由 通九窍、明耳目，出音声”，

到元代增加了（ 温肠胃，止小便”的功效，清代（ 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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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胃，治霍乱”，（ 中国药典》2020年版记载（ 化湿

开胃”之功，能治疗（ 噤口下痢”。从石菖蒲的性味

演变可看出元代以后开始强调石菖蒲具有温肠胃

之功。唐代引入（ 苦”味，苦能燥湿坚阴，到了清

代强调归脾、胃、膀胱经，与其温肠胃功效互相印

证。但是从现代研究角度来看，历代本草中记载的

石菖蒲胃肠道功能在现代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足

够的重视， 名医别录》中首次记载了石菖蒲温肠胃

的功效，提示其具有治疗胃肠道疾病的作用。综上，

石菖蒲对于胃肠道的作用自古就有记载，但其胃肠

道的功能在现代研究中没有得到重视。中医理论认

为，气味芳香的药物能化湿辟浊、振奋脾胃，石菖

蒲具有特殊芳香气味，其挥发性成分可能为化湿开

胃的主要药效成分，而麸炒之后其挥发油成分发生

变化可能是其化湿开胃功效增强的主要原因。 

石菖蒲的主要化学成分为苯丙素类、萜类、木

脂素类及其他类等[127]。被广泛用于脑部疾病和神

经系统疾病的治疗，还能够通过调节神经递质水平

来治疗脑部疾病，如癫痫、焦虑、抑郁和疲劳等。

虽然目前已经有大量关于石菖蒲的实验研究，但笔

者认为仍有一些领域可以进行探究，首先，从石菖

蒲的传统功效描述以及临床研究发现，石菖蒲在消

化系统方面具有确定的临床疗效， 中国药典》2020

年版记载石菖蒲具有（ 化湿开胃”的功效，能用于

脘痞不饥、噤口下痢等。其 化湿开胃”的功效，

说明石菖蒲可能在胃肠道方面具有一定的药理作

用，提示可以针对石菖蒲胃肠道方面的药效进行下

一步研究。其次，关于石菖蒲炮制研究的文献很少，

其炮制前后的成分和作用机制比较的相关文献更

少，地方标准中收载石菖蒲麸炒之后能够增强化湿

开胃之功，提示麦麸炮制可能增强石菖蒲在胃肠道

方面的药理作用。最后，石菖蒲的现代应用主要是

生用，根据古籍记载石菖蒲以（ 药汁制”为主，但

是现代药理研究缺乏文献记载，提示可以对石菖蒲

药汁制的炮制作用进行研究。本研究结合传统文献

和现代研究，对石菖蒲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性回

顾。综上，石菖蒲炮制前后化学成分含量差异、结

构变化及胃肠道方面功效的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

课题组将设计实验开展下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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