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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系统查阅近期的国内外药用鼠尾草相关文献，从其传统应用、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方面进行
综述。现代化学研究表明药用鼠尾草含有丰富的挥发油、黄酮类、酚类、酚酸及其衍生物等活性成分，药理活性研

究表明其具有抗氧化、抗菌、抗炎和镇痛及抗癌等活性。因此，对药用鼠尾草进行系统深入的整理研究，可为其综

合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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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鼠尾草 Ｓａｌｖｉ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Ｌｉｎｎ，为唇形科
Ｌａｂｉａｔａｅ鼠尾草属Ｓａｌｖｉａ的一种芳香性植物，又名撒
尔维亚，多年生草本。原产于欧洲南部与地中海沿

岸地区，我国仅有栽培。药用鼠尾草的属名 “Ｓａｌｖｉａ”
来自拉丁名 “ｓａｌｖａｒｅ”，意为 “治疗”，种名 “ｏｆ
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意为 “药用的”，可见其药用价值甚

高［１］。由于其具有广谱的药用功效，被称为万能

药，经常被作为各种疾病治疗的传统中药材，包

括解痉、抗菌、抗炎和神经疾病治疗，叶的浸液

可作咽喉炎的嗽剂［２］。药用鼠尾草全株含香精油

或挥发油，药用鼠尾草精油可用于食品工业、香

料、香水和药物制剂；作为食用调香剂，用于肉

类食品炖卤、煲汤或香肠、罐头食品、奶制品的

调味剂；药用鼠尾草叶药茶可用于缓解盗汗，治

疗神经过敏、震颤和抑郁［３］。国外对药用鼠尾草

的化学成分及其药理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现将国外对药

用鼠尾草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的相关研究结果进

行总结，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开发和综合利用提

供参考。

１　传统应用

自古以来，产地民间常将药用鼠尾草叶和花奉

为传统的神圣良药，不仅可以治疗多种疾病，还可

作为保健食品食用，将药用鼠尾草叶加入三明治，

或药用鼠尾草精油可以帮助消化，起到健胃的作

用［１，３］。药用鼠尾草的最佳药效之一是防止出汗过

多。此外，用其煎剂漱口，可止牙痛［４５］。药用鼠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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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精油亦可用作食品调香剂，用于肉、香肠、鱼、

汤类、罐头食品等的调味料，花可凉拌食用［６］。然

而，由于地域性及民族文化的差异，使得药用鼠尾

草的功效以及应用在不同的地域有所不相同，因此

表１　药用鼠尾草的传统应用情况

应用地域 功效及应用 使用方法 文献

约旦 健胃、消食 ０１～０３ｇ药用鼠尾
草精油

［３］

克罗地亚 滋补、兴奋剂、驱风

剂，防腐剂；治疗口

腔感染、炎症，例如

口腔炎、齿龈炎、咽

炎等。

药用鼠尾草干燥叶、

精油或油树脂

［４５］

利比亚，巴西 伤口治疗，皮肤和头

发护理，香水，化

妆品。

药用鼠尾草精油 ［６７］

地中海地区 提高记忆力，治疗阿

尔茨海默病、抗氧

化、抗菌、降血糖和

抗肝癌。

药用鼠 尾草精油、

茶叶
［８］

地中海地区 食品调香剂，用于

肉、香 肠、鱼、汤

类、罐头食品等的调

味料。

药用鼠尾草花、叶和

精油
［９］

我们对药用鼠尾草的传统应用进行文献调研，为其

进一步开发奠定基础。

２　化学成分

截至目前，国内外已报道的药用鼠尾草化学成

分有２００多个，主要为挥发油、黄酮类和酚类、酚
酸及其衍生物；其他成分有糖和氨基酸等。

２１黄酮及其苷类
黄酮类化合物（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是一类存在于自然界

的、具有２苯基色原酮结构的化合物。至今已从药
用鼠尾草中分离并检测得到２６个黄酮类化合物，包
括２４个具有二氢黄酮母核，２个具有黄酮烷母核，
其母核结构见图１，化合物见表２［１０１７］。

图１　药用鼠尾草中黄酮类化合物母核结构

表２　药用鼠尾草中的黄酮类成分
编号 化合物名称 母核 Ｒ１ Ｒ２ Ｒ３ Ｒ４ Ｒ５ Ｒ６ Ｒ７

１ ｌｕｔｅｏｌｉｎ７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Ａ ＯＧｌｕ Ｈ ＯＨ ＯＨ Ｈ Ｈ Ｈ

２ ｌｕｔｅｏｌｉｎ７ＯβＤｇｌｕｃｕｒｏｎｉｄｅ Ａ ＯＧｌｕｃｕ Ｈ ＯＨ ＯＨ Ｈ Ｈ Ｈ

３ ｌｕｔｅｏｌｉｎ３′ＯβＤｇｌｕｃｕｒｏｎｉｄｅ Ａ ＯＨ Ｈ ＯＧｌｕｃｕ ＯＨ Ｈ Ｈ Ｈ

４ ６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ｕｔｅｏｌｉｎ７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Ａ ＯＧｌｕ ＯＨ ＯＨ ＯＨ Ｈ Ｈ Ｈ

５ ６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ｕｔｅｏｌｉｎ７ＯβＤｇｌｕｃｕｒｏｎｉｄｅ Ａ ＯＧｌｕｃｕ ＯＨ ＯＨ ＯＨ Ｈ Ｈ Ｈ

６ ６，８ｄｉＣβＤｇｌｕｃｏｓｙｌａｐｉｇｅｎｉｎ Ａ ＯＨ Ｇｌｕ Ｈ ＯＨ Ｈ Ｇｌｕ Ｈ

７ Ｈｉｓｐｉｄｕｌｉｎ Ａ ＯＨ ＯＣＨ３ Ｈ ＯＨ Ｈ Ｈ Ｈ

８ Ｃｉｒｓｉｍａｒｉｔｉｎ Ａ ＯＣＨ３ ＯＣＨ３ Ｈ Ｈ ＯＨ Ｈ Ｈ

９ 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７，４′ｄ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ｆｌａｖｏｎｅ Ａ ＯＣＨ３ ＯＨ Ｈ ＯＣＨ３ Ｈ Ｈ Ｈ

１０ ｓａｌｖｉｇｅｎｉｎ Ａ ＯＣＨ３ ＯＣＨ３ Ｈ ＯＣＨ３ Ｈ Ｈ Ｈ

１１ ｌｕｔｅｏｌｉｎ Ａ ＯＨ Ｈ Ｈ ＯＨ ＯＨ Ｈ Ｈ

１２ ｅｕｐａｆｏｌｉｎ Ａ ＯＨ ＯＣＨ３ Ｈ ＯＨ ＯＨ Ｈ Ｈ

１３ Ａｐｉｇｅｎｉｎ Ａ ＯＨ Ｈ Ｈ ＯＨ Ｈ Ｈ Ｈ

１４ Ｘａｎｔｈｏｍｉｃｒｏｌ Ａ ＯＣＨ３ ＯＣＨ３ Ｈ ＯＨ Ｈ ＯＣＨ３ Ｈ

１５ ５，３′４′Ｔｒ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７ｍｅｔｈｏｘｙｆｌａｖｏｎｅ Ａ ＯＣＨ３ Ｈ Ｈ ＯＨ ＯＨ Ｈ Ｈ

１６ ５，４′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６，７，３′ｔｒ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ｆｌａｖｏｎｅ Ａ ＯＣＨ３ ＯＣＨ３ Ｈ ＯＨ ＯＣＨ３ Ｈ Ｈ

１７ ５，４′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６，７，８，３′ｔｅｔｒａｍｅｔｈｏｘｙｆｌａｖｏｎｅ Ａ ＯＣＨ３ ＯＣＨ３ Ｈ ＯＨ ＯＣＨ３ ＯＣＨ３ Ｈ

１８ Ｅｕｐａｔｏｌｉｎｅ

１９ Ｅｕｐａｌｉｎｅ

２０ Ｐａｔｕｌｅｔｉｎ Ａ ＯＨ ＯＣＨ３ Ｈ ＯＨ ＯＨ Ｈ Ｏ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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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编号 化合物名称 母核 Ｒ１ Ｒ２ Ｒ３ Ｒ４ Ｒ５ Ｒ６ Ｒ７

２１ Ｐａｔｕｌｉｔｒｉｎ Ａ ＯＧｌｕ ＯＣＨ３ Ｈ ＯＨ ＯＨ Ｈ ＯＨ

２２ Ｉｓｏｒｈａｍｎｅｔｉｎ３ＯＧｌｃ Ａ ＯＨ Ｈ Ｈ ＯＨ ＯＣＨ３ Ｈ ＯＧｌｕ

２３ Ｉｓｏｒｈａｍｎｅｔｉｎ３ＯＲｈａＧｌｃ Ａ ＯＨ Ｈ Ｈ ＯＨ ＯＣＨ３ Ｈ ＯＧｌｕＲｈａ

２４ Ｉｓｏｒｈａｍｎｅｔｉｎ３ＯＲｈａＲｈａＧｌｃ Ａ ＯＨ Ｈ Ｈ ＯＨ ＯＣＨ３ Ｈ ＯＧｌｕＲｈａＲｈａ

２５ 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 Ａ ＯＨ Ｈ Ｈ ＯＨ Ｈ Ｈ ＯＨ

２６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Ａ ＯＨ Ｈ Ｈ ＯＨ ＯＨ Ｈ ＯＨ

２７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４′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Ａ ＯＨ Ｈ Ｈ ＯＧｌｕ ＯＨ Ｈ ＯＨ

２８ Ｈｅｓｐｅｒｅｔｉｎ Ｂ ＯＨ ＯＣＨ３ ＯＨ — — — —

２９ Ｇｅｎｋｗａｎｉｎ Ｂ ＯＣＨ３ ＯＨ Ｈ — — — —

２２挥发油

药用鼠尾草全株挥发油含量较高，达１２％左右。
目前，主要利用气相色谱技术及气相色谱质谱联用
技术［１８］，从隔绝空气干燥的药用鼠尾草的地上部分、

叶、种子、茎、花及精油中鉴定了１５０多种精油，其
中 １，８Ｃｉｎｅｏｌｅ，Ｂｏｒｎｅｏｌ，βＴｈｕｊｏｎｅ，αＨｕｍｕｌｅｎｅ，
β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ｅｎｅ，βＰｉｎｅｎｅ，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ｅｎｅｏｘｉｄｅ，αＰｉ
ｎｅｎｅ，Ｃａｍｐｈｅｎｅ，Ｃａｍｐｈｏｒ的含量相对较高［２９，１９４２］。

２３酚类、酚酸及其衍生物

Ｍａｒｉｅ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Ｃｕｖｅｌｉｅｒ等利用柱层析和高效液相
色谱法分离纯化得到３０多个酚类和酚酸类化合物，
主要有以下两类：一是咖啡酸及其衍生物，包括咖啡

酸单体如：ｃａｆｆｅｉｃａｃｉｄ，３（３，４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ｌａｃ
ｔｉｃａｃｉｄ，ｓａｆｆｉｃｉｎｏｌｉｄｅ，３Ｏｃａｆｆｅｏｙｌｑｕ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５Ｏ
ｃａｆｆｅｏｙｌｑｕ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ｃｈ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ａｃｉｄ，ｆｅｒｕｌｉｃａｃｉｄ，ｃｉｎ
ｎａｍｉｃａｃｉｄ［１１，４３］；咖啡酸二聚体如：ｒｏｓｍａｒ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７牞
８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２（３牞４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１牞２ｄｉｈｙｄｒｏｎａｐｈ
ｔｈａｌｅｎｅ１牞３ｄｉ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ｉｃａｃｉｄ［１１，４４］；咖啡酸三聚体如：
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Ｋ，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Ｉ，ｓａｇｅｃｏｕｍａｒｉｎ，
３ｍｏｎｏｅｓｔｅｒ［４５］；咖啡酸四聚体如：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Ｌ，
ｓａｇｅｒ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４５］；以及咖啡酸糖苷如：６Ｏｃａｆｆｅｏｙｌ
βＤｆｒｕｃｔｏｆｕｒａｎｏｓｙｌ（２→１）α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１Ｏ
ｃａｆｆｅｏｙｌβＤａｐｉｏｆｕｒａｎｏｓｙｌ（１→６）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ｔｒａｎｓｐｃｏｕｍａｒｉｃａｃｉｄ４Ｏ（２′ＯβＤａｐｉｏｆｕｒａｎｏｓｙｌ）β
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ｃｉｓｐｃｏｕｍａｒｉｃａｃｉｄ４Ｏ（２′ＯβＤ
ａｐｉｏｆｕｒａｎｏｓｙｌ）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６Ｏ（Ｅ）Ｆｅｒｕｌｏｙｌ
（αａｎｄβ）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１０，４６４７］。二是一些其他小
分子酚酸类化合物如 Ｇａｌｌｉｃａｃｉｄ，１Ｏｐｈｙｄｒｏｘｙ
ｂｅｎｚｏｙｌβＤａｐｉｏｆｕｒａｎｏｓｙｌ（１→６）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ｃｅｔｏｐｈｅｎｏｎｅ ４Ｏ（６′βＤａｐｉｏｆｕｒａｎｏｓｙｌ）
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ｃａｒｎｏｓｏｌ，１２Ｏｍｅｔｈｙｌｃａｒｎｏｓｏｌ，

ｉｓｏｒｏｓｍａｎｏｌ，ｍｅｔｈｙｌｃａｒｎｏｓａｔｅ，１２Ｏｍｅｔｈｙｌｃａｒｎｏｓｉｃ
ａｃｉｄ，ｒｏｓｍａｄｉａｌ， ｃａｒｎｏｓｉｃ ａｃｉｄ， ｒｏｓｍａｎｏｌ， ｅｐｉｒｏｓ
ｍａｎｏｌ， ｅｐｉｒｏｓｍａｎｏｌ ｍｅｔｈｙｌ ｅｔｈｅｒ， ｅｐｉｉｓｏｒｏｓｍａｎｏｌ
ｅｔｈｙｌｅｔｈｅｒ， ｇａｌｄｏｓｏｌ， ｃｏｌｕｍｂａｒｉｄｉｏｎｅ， ａｔｕｎｔｚｅｎｓｉｎ
Ａ等［１０１２，１６，４６，４８５０］。

２４其他成分

ＰｅｔｅｒＣａｐｅｋ［５１］用离子交换色谱法和斐林试剂沉
淀法，从药用鼠尾草地上部分的水提液检出一葡甘

露聚糖，它是由Ｄ葡萄糖∶Ｄ甘露糖（１０∶１３）组成。
除以上成分外，药用鼠尾草叶子中还含有多种氨基

酸，主要有天冬氨酸、谷氨酸、丝氨酸、甘氨酸和

苏氨酸等１５种氨基酸［５２５３］。

３　药理作用

３１抗氧化活性

鼠尾草属植物被称为天然的抗氧化剂。ＬａｋｈａｌＨ
等［２７］通过硫氰酸铁法验证巴特纳地区药用鼠尾草精

油的抗氧化活性，结果显示，其精油具有良好的抗氧

化作用，并呈现剂量依赖性，其中，４ｍｇ·ｍＬ－１精油
的抑制率最高（５５４６％）。ＭｉｎｇｆｕＷａｎｇ等［４６］利用ＤＰ
ＰＨ和ＡＢＴＳ＋法对日本东京地区药用鼠尾草提取物的
抗氧化活性进行了检测，发现抗氧化活性最好的化

合物是ｒｏｓｍａｒｉｎｉｃａｃｉｄ和ｌｕｔｅｏｌｉｎ７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ＩＧｒｚｅｇｏｒｃｚｙｋ等［５４］对罗兹地区药用鼠尾草的芽、

毛状根、未分化细胞和愈伤组织和体外再生植株的

幼苗和根进行抗氧化作用研究。再生植株毛状根和

根的甲醇提取物具有较强抗氧化活性，而未分化细

胞和愈伤组织抗氧化活性相对较低。Ｋｈａｋｐｏｕｒ
Ｓｈａｈｒｚａｄ等［５５］检测伊朗卡拉季地区药用鼠尾草醇提

取物的抗氧化作用，腹腔注射２８ｄ，异烟肼所致肝
毒性大鼠的天冬氨酸转氨酶、丙氨酸转移酶和碱性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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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盐活力增加，而醇提取物给药组的肝毒性大鼠

的酶活性减低。这证实了该提取物对异烟肼所致肝

损伤具有保护作用，而且浓度为２５０ｍｇ·ｋｇ－１的效果
最佳。巴西圣马利亚药用鼠尾草叶子水溶性成分也

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５６］。

３２抗菌活性

巴西地区药用鼠尾草精油对蜡样芽孢杆菌、巨大

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嗜水气单胞菌、嗜水气单

胞菌和产酸克雷伯菌均有显著的抑菌和杀菌活性［７］。

ＥｕｇｅｎｉａＰｉｎｔｏ等［５７］对葡萄牙地区药用鼠尾草精油对抗

念珠菌、皮肤癣菌和其他丝状真菌的最低抑菌浓度

（ＭＩＣ）和最低致死浓度（ＭＬＣ）进行评价。此精油含有
２０５％ Ｃａｍｐｈｏｒ和１０４％ ｃｉｓＴｈｕｊｏｎｅ，对皮肤癣菌株
具有较强杀菌活性，而且 ＭＬＣ值为０６３μＬ·ｍＬ－１。
伊朗地区药用鼠尾草精油也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白色

念珠菌具有较高的抗菌活性［２５］。而阿尔及利亚地区

药用鼠尾草提取物中的黄酮类化合物能够清除真菌菌

株的自由基，具有抗真菌作用［２７］。

ＩｌｅａｎａＣＦａｒｃａｓａｎｕ等［５８］研究罗马尼亚地区药用

鼠尾草叶子不同浓度乙醇提取物对酵母细胞的抗菌

作用，发现９０％乙醇提取物具有最强抗菌作用，酵
母细胞的代谢和结构更容易损伤，并呈现剂量依赖

性。日本冈山地区药用鼠尾草提取液降低了耐万古

霉素肠球菌氨基糖苷的最低抑菌浓度，具有明显的

抗菌活性，其有效活性成分为 ｃａｒｎｏｓｏｌ和 ｃａｒｎｏｓｉｃ
ａｃｉｄ［５９］。喀土穆苏丹药用鼠尾草花的水提物和甲醇
提取物具有抗菌活性，尤其是对耐抗生素的铜绿假

单胞菌。同时，也可以杀死鳃足虫，其 ＬＣ５０分别为
５５１ｐｐｍ和５５６ｐｐｍ，而且７０％甲醇提取物比水提
物抗菌活性更强［６０］。

ＤｒａｇａｎａＳｔａｎｏｊｅｖｉｃ等［６１］研究塞尔维亚地区药用

鼠尾草水提物与防腐剂苯甲酸钠、山梨酸钾和亚硝

酸钠的协同作用，主要是通过棋盘法进行评估，结

果证实，水提物与上述３种防腐剂均表现出协同作
用，表明它可作为食品天然防腐剂使用。Ｔｕｌａｒａｔ
Ｓｏｏｋｔｏ等［６２］采用同样的方法，证实了泰国药用鼠尾

草精油对白色念珠菌具有较高的抗菌活性。约旦地

区药用鼠尾草精油对皮肤癣菌具有抗菌活性，还能

够明显抑制巨噬细胞内 ＮＯ的产生，而且不影响细
胞活力，ＭＩＣ值为０６４μＬ·ｍＬ－１。这些发现表明它
适用于护肤的化妆品和药品［６３］。

３３抗炎镇痛作用

阿尔巴尼亚南部和北部的药用鼠尾草精油对小

鼠巨噬细胞抗炎实验表明，两者均可显著（Ｐ＜
００５）减少ＲＡＷ２６４７细胞产生一氧化氮（ＮＯ）和核
因子ｋａｐｐａＢ（ＮＦκＢ）［２９］。ｄｅＭｅｌｏ等［６４］采用急性炎

症和白细胞迁移实验模型探讨巴西地区药用鼠尾草醇

提取物和精油的炎症应答的干预效应。在角叉菜胶诱

导的胸膜炎实验中，醇提取物不能减少胸膜渗出物的

体积和白细胞转移，但是对巴豆油诱导小鼠耳肿胀产

生了显著的局部抗炎效果。精油能够明显抑制由酪蛋

白诱导的白细胞趋化，也可以减少精索筋膜的旋转、

粘连和白细胞转移。数据表明，精油具有抗炎活性。

巴西地区药用鼠尾草醇提取物具有显著的镇痛、抗炎

活性，其镇痛作用的主要活性成分包含 ｃａｒｎｏｓｏｌ、
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和 ｏｌｅ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６５］。ＡｌｉＮａｍｖａｒａｎＡｂｂａｓ
Ａｂａｄ等［６６］以吗啡作为对照，研究维也纳地区药用鼠

尾草提取物对长春新碱诱导的小鼠周围神经病变的影

响，结果表明药用鼠尾草提取物可能用于长春新碱诱

导外周神经性疼痛的治疗。ＶａｌｅｒｉａＤａｌＰｒａ等［６７］研究

埃雷欣药用鼠尾草的叶子甲醇提取物的抗炎活性，数

据表明，２５μｇ·ｋｇ－１甲醇提取物能够抑制血液循环中
的白细胞转移到病变部位，具有显著抗炎活性。

３４细胞毒性和抗肿瘤

ＡｎｄｒｅｊＪｅｄｉｎａ’ｋ等［１３］发现从乌克兰地区药用鼠尾

草中分离得到的 β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能够抑制尿激酶活性
（ＩＣ５０＝１２μＭ）和组织蛋白酶Ｂ活性（ＩＣ５０＝１０μＭ），
表明存在潜在的抗癌活性。ＣｒｉｓｔｏｖａｏＦＬｉｍａ等［６８］评

价葡萄牙地区药用鼠尾草的水和甲醇提取物对

ＨｅｐＧ２细胞生长具有抑制作用。Ｄｒａｇａｎａｍｉｄｌｉｎｇ
等［６９］利用人羊膜上皮细胞水泡性口炎病毒体外模
型，研究贝尔格莱德地区野生和栽培药用鼠尾草中

萜类化合物的细胞毒性和细胞内、细胞外抗毒活性。

结果显示，萜类化合物的细胞毒性与其提取方法有

关，ＣＯ２压力为３００ｂａｒｓ，温度为６０℃（１４９／３）时，
蒸馏得到的栽培药用鼠尾草提取物，毒性最强；而

在ＣＯ２压力为５００ｂａｒｓ，温度为１００℃（１４４／５）时，
其毒性最低，并且在细胞内水平具有抗病毒活性。

有研究［７０］采用燃料排斥试验和ＭＴＴ法检测药用
鼠尾草的细胞毒性和对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５０～
８００μｇ·ｍＬ－１甲醇提取物能够抑制 ＫＧ１Ａ，Ｕ９３７和
Ｒａｊｉ细胞的增殖，并呈现剂量和时间依赖性，细胞增
殖率 ＞８０％（Ｐ＜００１），ＩＣ５０值分别为 ２１４３７７、
２２９３１２、２３９６９２μｇ·ｍＬ－１。但是甲醇提取物对正常
细胞株没有明显的细胞毒作用。

·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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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降血糖作用

ＶａｌｉｙａｒｉＳ等［７１］给正常大鼠和链脲菌素诱导的糖

尿病大鼠，口服药用鼠尾草提取物和格列本脲，以

血糖、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尿素、尿酸、肌酐、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Ｔ）、谷丙转氨酶（ＡＬＴ）水
平作为评价指标。口服０２ｇ·ｋｇ－１和 ０４ｇ·ｋｇ－１药用
鼠尾草提取物１４天，糖尿病大鼠的上述指标均显著
降低，其血浆胰岛素增加，而正常大鼠没有变化。

ＭａｒｙａｍＥｉｄｉ等［７２］给由链脲霉素诱导的糖尿病大

鼠腹腔注射药用鼠尾草甲醇提取物（１００，２５０，４００
和５００ｍｇ·ｋｇ－１）和精油（００４２，０１２５，０２和
０４ｍＬ·ｋｇ－１），分别用水和葵花油作为空白对照。
结果显示，药用鼠尾草精油没有改变大鼠的血糖，

注射３ｈ甲醇提取物能显著降低糖尿病大鼠的血糖，
而对胰岛素释放没有影响。甲醇提取物 ＬＤ５０值为
４０００ｍｇ·ｋｇ－１。同时，对正常大鼠的血糖和胰岛素
都没有影响。研究表明［７３］，药用鼠尾草叶的提取物

能够预防高脂饮食大鼠的胰岛素升高和炎症反应。

但是，药用鼠尾草水和醇提取物对链脲佐菌素诱导

的糖尿病大鼠不具有降糖作用［７４］。

３６利尿作用

ＵｐｅｎｄｒａＢｈａｄｏｒｉｙａ等［７５］以氢氯噻嗪（１０ｍｇ·ｋｇ－１）
为阳性对照，研究药用鼠尾草叶子甲醇提取物（５０
和 １００ｍｇ·ｋｇ－１）的利尿作用，通过测定尿量和钠钾
排泄量进行分析。数据表明，和对照组相比，甲醇

提取物具有显著利尿作用，为民间将其作为利尿剂

提供定量依据。

３７其他药理作用

ＢáｒｂａｒａＭａｙｅｒ等［７６］利用酒精性胃损伤模型评价

药用鼠尾草水醇提取物的胃肠活动，表现出良好的

活性，ＩＤ５０８４０（５４８～１２８９）ｍｇ·ｋｇ
－１。水醇提取

物能够减少醋酸溃疡和胃分泌的总酸度，而且在体

外实验中，能抑制Ｈ＋牞Ｋ＋ＡＴＰ酶活性。经过研究发现
ｃａｒｎｏｓｏｌ可能是保护胃黏膜的主要活性成分。而且，
药用鼠尾草乙醇提取物可以抑制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毛细管形成和大鼠三维胶原基质主动脉血管再生，

而其正己烷馏分的抑制效应最强，并且均呈现剂量

依赖性。因此，可以治疗或预防与血管生成相关的

疾病［７７］。药用鼠尾草精油也能够抑制胆碱酯酶，改

善健康青年人的情绪和认识性能［７８］，提高成年雄性

大鼠的记忆效应［７９８０］。

４　讨论

药用鼠尾草具有广谱药用功效，且活性很高，

在医药及香料上有重要用途，是天然的抗氧化剂，

其挥发油尚可用作化妆品的香料。目前，国内对药

用鼠尾草的研究甚少，而国外对其化学成分及药理

作用研究较多。从现有的文献调研中发现，药用鼠

尾草中化学成分丰富。其中，主要集中在药用鼠尾

草地上部分挥发油成分的分离鉴定。大多数产地药

用鼠尾草挥发油组成和含量较为相似，尤其是葡萄

牙、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伊朗地区。而且挥发油

成分具有较好的药理活性，具有显著的抗氧化、抗

菌等活性。另外，药用鼠尾草自然资源丰富，在地

中海、利比亚、巴西、日本以及葡萄牙等地都有分

布，发掘利用的潜力很大。但是，其他成分的药理

活性研究较少，药用鼠尾草的毒理研究也比较缺乏，

同时，也没有对药用鼠尾草进行质量控制研究，值

得深入研究。这将有利于发掘新药资源，并且对药

用鼠尾草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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