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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Acorus tatarinowii schott included essential oil, alkaloids, qui-
nones, amino acid and sugars. Their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ov-
ered sedation, anti-convulsion, anti-epilepsy, anti-depression, anti-senile dementia, nervecell 
protection, and so forth. The clinic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has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This 
work reviews its recent study about the main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effects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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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菖蒲主要的化学成分有挥发油、生物碱及醌类、氨基酸和糖类以及其它类成分，石菖蒲对中枢神经系

统的作用主要有镇静、抗惊厥、抗癫痫、抗抑郁、预防和治疗痴呆症、神经细胞保护作用等，石菖蒲的

临床研究和应用一直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对石菖蒲的主要化学成分以及对中枢神经系统作用的研究进展

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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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石菖蒲(Acorus tatarinowii schott)是天南星科(Araceae)菖蒲属(Acorus)多年生草本植物的根茎，味辛、

苦，性微温，最初被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具有治疗老年痴呆症、中风以及癫痫等疾病的功效[1]。石

菖蒲在我国有悠久的药用历史，明清时期就有人使用鲜石菖蒲与栀子、郁金、黄芩等清热解毒的中草药

相配伍，对瘟疫时邪有明显的治疗作用。《温病全书》中收载的菖蒲郁金汤就适合温热痰浊蒙蔽心包者；

《温热经纬》中的神犀丹则适用于湿热亢盛，血热扰心而导致神昏惊厥者[2]。石菖蒲也是现代医学上治

疗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常用中草药之一。本文对石菖蒲的主要化学成分以及中枢神经系统作用予以综述。 

2. 化学成分研究 

石菖蒲在现代药理学中主要用于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因此对石菖蒲主要化学成分的研究十分必

要。目前从石菖蒲的根茎和叶中已经分离得到的主要化学成分有挥发油、生物碱、醌类、氨基酸和糖类

等。 

2.1. 挥发油成分 

石菖蒲的须根、叶和根茎中均含有挥发油，但是以根茎中含量较高，不仅可供药用，也可作为香料

使用[3]。 
石菖蒲挥发油成分复杂，已知成分达 60 余种，其主要结构类型为苯丙素类和萜类化合物[4]。石菖蒲

挥发油成分含量的高低随产地不同差异较大，一般在 0.5%~3.27%之间[5]。近年来高玉琼等[6]测得石菖

蒲挥发油中的29个化合物，分别是蒿脑、α-细辛醚、β-细辛醚、莰烯等，这些成分占挥发油部分的99.315%。

刘春海等[7]利用 GC-MS 联用技术从石菖蒲挥发油中分离出 52 种成分，并鉴定了其中的 39 种化合物，

其中 β-细辛醚的含量占挥发油部分的 83.75%。可见，石菖蒲挥发油部分包含的化学成分有多种，但含量

较高的是 β-细辛醚和 α-细辛醚。 

2.1.1. 萜类化合物 
李吉来等[8]发现石菖蒲挥发油中所含的单萜成分有 20 多个，分别为芳樟醇、桂叶烯、异松油烯、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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檬烯等。高玉琼等[6]从石菖蒲中检测到的倍半萜化合物有 β-揽香烯、β-石竹烯、异香橙烯、β-蛇床烯等。

此外，还有人发现了倍半萜类化合物 β-金合欢烯[9]。Wang M F 等[10]从石菖蒲中分离并且鉴定了 2 个二

萜类化合物，tatarol 和 tataroside，均为松香烷型化合物。 

2.1.2. 苯丙素类 
石菖蒲挥发油中还含有芳香族化合物，如苯丙素类[6] [8]，分别为 α-细辛醚、β-细辛醚、1,2,4-三甲

氧基(5-(1-丙烯基))-苯(即 γ-细辛醚)、丁香酚、桂皮醛等。董玉等[11]从石菖蒲中发现了咖啡酸、阿魏酸等

苯丙酸类化合物。此外，在石菖蒲中还发现了香豆素类化合物，如异紫花前胡内酯、香柑内酯、异茴香

内酯等[12]。 

2.2. 生物碱及醌类 

赖先银等[13]从石菖蒲中分离并鉴定了 5 个化合物，多数为酰胺类生物碱。石菖蒲中分离鉴定的 3
种酰胺类生物碱，分别为菖蒲碱甲、菖蒲碱乙、菖蒲碱丙[14]。有研究发现石菖蒲化学成分中含有苯醌类

化合物，经鉴定为 2,5-二甲氧基苯醌[15] [16]。陶宏等[12]在石菖蒲中还分离出 1 个蒽醌衍生物，为大黄

素。 

2.3. 氨基酸和糖类  

董玉等[11]对石菖蒲中的游离氨基酸进行分析研究，并测定了 17 种氨基酸的含量，游离氨基酸总含

量为 0.6545%，其中有 8 种为人体必需氨基酸，2 种为人体半必需氨基酸。洪永福等[17]从石菖蒲去油的

水煎液中分离得到仅由葡萄糖组成的单一多糖，分子量为 3156.6 Da，含量达 12.22%。 

2.4. 其他成分 

陶宏等[12]从石菖蒲中分离出黄酮类化合物 8-异戊二烯基山柰酚。董玉等[11]对石菖蒲非挥发性成分

进行了研究，从石菖蒲根茎的去油水提液中分离鉴定了原儿茶酸、香草酸以及 2,4,5-三甲氧基苯甲醛、丁

二酸、甘露醇等化学成分。 

3. 中枢神经系统作用 

3.1. 镇静、抗惊厥、抗癫痫 

封三花等[2]通过用菖蒲远志汤治疗 50 例胆腑郁热型慢性乙肝伴发失眠的患者，与 50 例单纯乙肝常

规药物治疗及失眠的对症护理患者进行对照观察，实验结果表明菖蒲远志汤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能

改善患者的失眠症状，表明石菖蒲具有一定的镇静催眠作用。方永奇等[18]通过对 SD 大鼠腹腔注射给予

石菖蒲不同提取物，并在末次给药后腹腔注射戊巴比妥(0.3%, 55 mg∙kg−1)，通过记录大鼠的睡眠时间以

及睡眠持续时间，实验结果表明给予石菖蒲水提物和醇提物组大鼠能迅速进入睡眠，并明显延长睡眠时

间。Liao J F 等[19]用石菖蒲水提取物对小鼠进行腹腔内注射，给药剂量为 0.5~5.0 g∙kg−1，在给药 30 min
后腹腔注射给予戊巴比妥钠，观察得到结果显示实验组小鼠自主活动减少，并延长戊巴比妥引起的睡眠

时间，但是没有产生明显的治疗作用。邢州等[20]经过观察出生 30 天的小鼠在不同浓度的 α-细辛醚影响

下的旷场行为，通过7个浓度梯度的给药组对比观察后发现α-细辛醚给药剂量为3~6 mg∙kg−1时对Fvb wild 
type 小白鼠的旷场行为有兴奋作用，给药剂量为 9~24 mg∙kg−1 对小鼠探索性、兴奋性、运动性均有抑制

作用。士的宁是脊髓抑制性神经元甘氨酸受体的拮抗药，对脊髓有选择性兴奋作用，过量的士的宁能诱

发动物产生惊厥，吴启端等[21]通过利用石菖蒲不同部位提取物对士的宁诱发的惊厥模型小鼠进行灌胃给

予提取物治疗，结果显示石菖蒲挥发油部分能显著延长由士的宁诱发的惊厥模型的惊厥次数和惊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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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证明石菖蒲挥发油部分具有镇静、抗惊厥的作用是通过脊髓传导的。还有研究表明 33%的石菖蒲混

悬液 10 mg∙kg−1 灌胃给药 30 min 后可使小鼠对戊四唑引起的惊厥率从 93%降到 60% [22]。 
石菖蒲具有的辛香作用可以行气，其苦温之性可以通络，化痰又能行瘀，开窍豁痰、理气活血、祛

风散湿，是治疗痰厥癫痫的正治之品。梅君等[23]在治疗癫痫的中药方剂统计过程中归纳了 115 味中药，

其中石菖蒲的使用频次位居前十，充分说明了石菖蒲用于抗癫痫中的重要作用。Chen Q X [24]用不同剂

量的 α-细辛醚对最大电休克量(MES)和 PTZ 诱导的小鼠惊厥模型和锂–匹鲁卡品(LI-PILO)诱导的癫痫持

续发作状态中的大鼠进行治疗，结果表明用长期经口给药剂量为 50~200 mg∙kg−1 的 α-细辛醚作为抗癫痫

药物来治疗，可明显延迟癫痫的发病时间，同时拮抗 MES 和 PTZ 引起的惊厥；对于更高剂量(100~200 
mg∙kg−1)组能明显降低由LI-PILO诱导的自发性反复性癫痫(SRSs)大鼠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并降低癫痫发

作的频率。陈俐等[25]通过实验用剂量为 35 mg∙kg−1 石菖蒲挥发油对癫痫模型大鼠进行腹腔注射给药后，

在其海马区的 GABA(γ-氨基丁酸)含量明显升高，谷氨酸(Glu)含量显著降低，表明石菖蒲萃取得到的挥发

油可调节癫痫大鼠脑内的兴奋性与抑制性氨基酸的平衡，达到抗癫痫的作用。Cho J 等[26]通过体内毒理

学实验证实 α-细辛醚毒性低、安全范围大，且治疗癫痫安全性高。谭明会等[27]在实验研究过程中，用

海人酸诱导癫痫的 SD 大鼠为模型，应用蛋白质芯片技术来筛查经 α-细辛醚治疗前后模型 SD 大鼠海马区

内差异表达蛋白质，并得出关于 α-细辛醚可能是影响脑内相关信号传导通路的物质的结论。有研究表明，

用剂量为 4 g∙kg−1 和 8 g∙kg−1 的石菖蒲多糖灌胃均可使戊四唑诱导的癫痫模型小鼠死亡时间得到显著延长

[28]。杨立彬等[29] [30]则通过观察 PTZ 致痫的各组幼鼠，并发现海马 CA1 和 CA3 区 Bcl-2 和 Bax 阳性

细胞数量对照组相比较有显著增加，揭示了 α-细辛醚可能通过增强 Bcl-2 的表达，抑制 PTZ 诱发的幼鼠

癫痫发作而导致的海马神经元凋亡。Liao W P 等[31]经过试验表明石菖蒲水煎剂和挥发油成分均具有抗

惊厥作用，但是挥发油对于 PTZ 引起的抽搐拮抗作用较小，水煎剂对于 PTZ 引起的癫痫有明显降低惊厥

和死亡率的作用。Gu Q 等[32]发现石菖蒲中的化学成分 α-细辛醚能刺激兴奋性氨基酸转运载体 1 (EAAC1)
来减少突触间隙的谷氨酸浓度，从而抵消持续兴奋的效应。 

3.2. 抗抑郁 

菖蒲郁金汤最早被记载于清代吴瑭撰写的《温病条辨》，由石菖蒲、郁金、炒栀子、竹叶等中药材

组成，用来治疗抑郁症。王叔萍等[33]用菖蒲郁金汤方剂并加减量来治疗抑郁症患者，发现患者在短时间

内精神症状好转，继续服药后全部精神症状消失，精神状态、体重、睡眠、饮食等均恢复正常，并能恢

复正常的工作能力，随访半年未见复发；实践证明该方治疗抑郁症有明显疗效。温红伟等[34]将 117 例患

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58 例和对照组 59 例，使用菖蒲郁金汤为主方随症加减治疗，对照

组用盐酸帕罗西汀治疗，两组患者治疗后均有显著疗效，说明两种药物均能有效治疗抑郁症。李腾飞等

[35]在大鼠获得性无助实验中发现，将干燥的去油石菖蒲水提物用蒸馏水溶解后灌胃，每日给药剂量为

100 mg∙kg−1，在给药后第 3~5 天能够使逃避失败次数显著减少，石菖蒲水提物每日给药剂量为 200 mg∙kg−1

后在第 4 天和第 5 天更加明显的减少逃避失败次数；实验结论为石菖蒲水提物在大鼠获得性无助模型上

具有抗抑郁作用。李明亚等[36]在筛选石菖蒲粗提物的抗抑郁作用的实验中，利用 Wistar 大鼠强迫游泳

试验、小鼠尾悬挂试验以及 5-羟色胺(5-HT)诱导小鼠甩头试验模型来评价石菖蒲各种提取物的抗抑郁作

用效果；并发现在大鼠强迫游泳试验与小鼠尾悬挂试验中，石菖蒲的水提醇沉液、醇提液以及水提液均

能显著缩短动物的不动时间，三者作用对比抗抑郁药物氟西汀，水提醇沉液和醇提液组的药效无显著差

异，水提液组作用稍差；石菖蒲用乙醇溶液提取后用其他有机溶剂如正丁醇、氯仿、乙酸乙酯等萃取后

的物质在行为绝望的动物模型上的作用较小或无效；在 5-HT 诱导的小鼠甩头试验中，石菖蒲水提醇沉液

的较大剂量(10 g∙kg−1)组与抗抑郁药(氟西汀)效果一样，能增加小鼠甩头反应次数；实验证明石菖蒲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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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成分主要存在于乙醇提取液中，基于以上实验结果初步推测石菖蒲水提醇沉液保留了抗抑郁有效成

分而其他成分比较少。高志影等[37]在研究 β-细辛醚发挥抗抑郁作用的实验中，建立了慢性不可预见性

应激刺激结合的孤养抑郁大鼠模型，经药物干预后，与模型组相比较，西药对照组和中药组的大鼠在敞

箱试验中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得分，糖水偏爱实验中的糖水偏爱度均明显升高，海马区环磷腺苷效应元

件结合蛋白(cAMP response element bindingprotein, CREB) mRNA 和蛋白表达显著上调，其作用机制可能

与促进海马区的 CREB 蛋白的基因活性和基因表达，从而减少神经细胞的凋亡。季宁东等[38]研究发现

石菖蒲醇沉液能增强 5-HT 诱导的小鼠甩头行为，提示石菖蒲抗抑郁作用可能是通过抑制中枢 5-HT 等单

胺类递质的重摄取而发挥抗抑郁作用。 

3.3. 预防和治疗痴呆症 

现代医学在临床上预防和治疗老年痴呆主要通过延缓胆碱酯酶(AChE)释放到突触间隙，通过 AChE
抑制剂抑制 AChE 的活性，从而发挥作用[39]。据报道，石菖蒲的甲醇提取物(0.1 mg∙mL−1)有抑制 AChE
活性的作用[40]。金虹等[41]发现石菖蒲根和叶中的挥发油具有较强的 AChE 活性抑制作用，所含成分 α-
细辛醚为强抑酶活性成分。Zhang H 等[42]将石菖蒲挥发油对大鼠经口给药(0.02、0.04、0.08 g∙kg−1) 30 天

以及小鼠给药 15 天后观察对于具有潜在记忆障碍的老年大鼠和小鼠的改善数量。结果显示，在给药 30
天的老年大鼠脑内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以及血清素水平增加，而乙酰胆碱酯酶活性降低。该实验表明

石菖蒲挥发油对老年化动物的认知功能的改善作用可能与脑内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和血清素等水平增

加以及乙酰胆碱酯酶活性的降低有关。阿尔兹海默症(AD)是目前研究较广泛的痴呆性疾病之一，人类从

发现阿尔兹海默症至今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其病因及发病机制复杂，涉及多个系统、多种人

体结构和器官功能的异常，AD 发病机制的学说也有很多，包括胆碱能学说、β-淀粉样蛋白学说、衰老学

说、tau 蛋白过度磷酸化学说、自由基学说、代谢紊乱学说和基因学说等[43]。学习记忆功能障碍是 AD
患者早期出现的明显临床表现，到疾病后期，患者生活不能自理，严重影响患者及其家属的日常生活，

但是目前没有一个公认且能够全面准确地解释 AD 的机制假说[44]。马宇昕等[45] [46]研究显示，石菖蒲

不同药效部位(水煎液或挥发油)均能显著改善 β-淀粉样蛋白 1-42 (amyloid-β1-42, Aβ1-42)导致的 AD 模型

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其作用机制可能是抑制一氧化氮合酶(nitricoxide synthase, NOS)的合成，减少小鼠

大脑和海马内源性 NO 的生成与释放，从而使神经元诱发并维持长时程增强效应(longtime potentiation, 
LTP)，增强了突触传递效应；另一方面可能是石菖蒲提取物能调节某些神经递质的释放，影响 NO 的生

成与释放。张春霞等[47] [48]发现 β-细辛醚能改善在海马区注射 β-淀粉样蛋白的大鼠和 APPswe/PS1dE9 
双转基因痴呆小鼠学习记忆障碍的认知能力，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调节 β-淀粉样前体蛋白(amyloid pre-
cursor protein, APP)的过量表达或分解排泄，对与学习记忆密切相关的突触起到一定的保护和修复作用。

顾丰华等[49]用石菖蒲水提取物对东莨菪碱所致的 ICR (institute of cancer research)小鼠记忆获得性障碍模

型口服给药 2 周，对 Wistar 大鼠记忆获得性障碍模型口服给药 4 周后，利用跳台试验和水迷宫试验进行

观察，结果发现石菖蒲经水提取物可改善模型动物的学习记忆功能。神经元谷氨酸(Glu)转运蛋白能维持

细胞外 Glu 水平的稳定，这和癫痫、AD、缺血性脑卒中等疾病的发病机制相关[50]。唐洪梅等[51]发现

石菖蒲挥发油和水溶性成分能增加 NIH 小鼠脑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含量，显著降低脑内脂质过

氧化物(LPO)水平，有效清除自由基、阻止过氧化物形成，从而对脑细胞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江湧等[52]
以三氯化铝溶液灌胃给药制备 AD 模型小鼠，并用不同剂量的 β-细辛醚灌胃给药，发现各剂量组均可提

高血清 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降低脑内丙二醛的量，该实验表明，β-细辛醚可通过调节

自由基代谢和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而发挥对 AD 的治疗作用。徐德军等[53]发现石菖蒲水提物可增强小鼠

的学习记忆能力，也可增强小鼠的运动能力，并能有效抑制由于高强度运动引起的红血球和血红蛋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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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景玉宏等[54]研究表明，石菖蒲能明显促进模型组 Wistar 大鼠的学习记忆，使通过迷宫的时间缩

短，海马 CA3 区突触后膜致密物质增厚，对神经元细胞器的病理性改变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3.4. 神经细胞保护作用 

脑部疾病的治疗主要通过对受损神经细胞或脑细胞的修复，保护神经细胞是预防脑部疾病的有效途

径。张春霞等[47]发现 β-细辛醚及丁香酚可以抑制 β-淀粉样蛋白的前体蛋白的过量表达，对与学习记忆

密切相关的突触有一定的保护和修复作用，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 APP 的过量表达或促进 APP 分解排

泄，减少 β-淀粉样蛋白(Aβ)的生成，减轻 Aβ对神经元和神经突触超微结构的毒性损坏，起到保护和修复

突触结构的作用。Liu 等[55]通过在大鼠脑部海马区域注射 Aβ 25-35 后，考察 β-细辛醚对大鼠神经细胞的

影响，结果显示：β-细辛醚不仅能够抑制 Bax 的 mRNA 表达，也能裂解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9 
(caspase-9)从而减少神经细胞的凋亡。有研究报道丁香酚可降低 Aβ1-40 对皮层神经细胞的毒性作用，作

用机制可能是减少细胞内钙离子浓度，提高神经细胞存活率，从而更好地发挥保护 PC12 细胞免受 Aβ毒
性损伤的作用[56]。用 α-细辛醚(5 mg∙kg−1)对血管闭塞性脑缺血模型大鼠进行腹腔注射，并采用甲酚紫染

色法来测量神经元细胞密度，通过这种方法来探究 α-细辛醚对拮抗 10 min 短暂性前脑局部缺血过程中对

海马区神经元 CA1 的保护作用，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于空白组动物，石菖蒲提取物中的单体化合物 α-细辛

醚给药组可明显降低海马区神经细胞的死亡率[57]。席萍等[58]研究发现，石菖蒲可降低 NIH 小鼠脑组织

兴奋性氨基酸的含量，对脑细胞起到较好的保护作用。用 SD 新生乳鼠脑皮层神经元细胞进行原代培养

后，给予 β-细辛醚，给药量为 7.5，15，30 μg∙mL−1，结果显示三组给药剂量均能有效改善谷氨酸损伤所

引起的神经细胞形态改变，提高细胞存活力、减少乳酸脱氢酶渗漏、降低细胞凋亡率，其作用机制可能

与钙拮抗作用、稳定细胞线粒体膜电位有关[59] [60]。 

3.5. 辅助药物透过血脑屏障  

血脑屏障(blood-brain barrier, BBB)是指脑毛细血管壁与神经胶质细胞形成的血浆与脑细胞之间的屏

障和由脉络丛形成的血浆和脑脊液之间的屏障，这些屏障能够有效阻止某些物质由血液进入脑组织。对

于大部分脑部疾病的治疗，药物必须透过血脑屏障才能发挥作用。方永奇等[61]采用 GC-MS 法对石菖蒲

挥发油灌胃给药后进入大鼠脑组织中的挥发油成分进行分析。结果检测到顺式甲基异丁香酚、榄香素、α-
细辛醚、β-细辛醚 4 个成分能进入脑组织。吴雪等[62]研究发现在灌胃给予石菖蒲提取液 1.5 h 后，化合

物羟基红花黄色素 A 在 SD 大鼠脑内和血浆内浓度达到最大值。因此，石菖蒲提取液配伍药物灌胃给予

大鼠 1.5 h 后能辅助开启 BBB。胡园等[63]研究发现石菖蒲可以使 SD 大鼠脑内皮细胞之间的紧密连接趋

于松弛，提高血脑屏障的通透性，增加伊文思蓝在脑内浓度，发挥醒脑开窍作用。吴珊等[64]将昆明小鼠

随机分为石菖蒲组与对照组，石菖蒲组小鼠以石菖蒲和卡马西平灌胃，对照组用与实验组所用石菖蒲水

煎剂同体积的生理盐水和相同剂量的卡马西平灌胃。用 HPLC 法测定卡马西平在小鼠脑中和血浆中的药

物浓度。结果显示，石菖蒲组血浆中卡马西平浓度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脑组织中卡马

西平浓度明显高于对照组，由此可见，石菖蒲对卡马西平透过血脑屏障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4. 小结与展望 

石菖蒲在我国分布广泛，资源丰富，具有悠久的用药历史，其具有醒脑开窍、理气活血、健脑益智

等功效，在临床上也具有较为广泛的药理作用。特别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如抗癫痫、抗抑郁、预防

和治疗痴呆症以及促进药物透过血脑屏障等。因而，研究石菖蒲及其复方在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方面

具有广阔的前景。但是，石菖蒲提取物在动物体内的转运代谢过程，特别是在动物脑内的代谢、生物转

https://doi.org/10.12677/pi.2017.65022


杨洁 等 
 

 

DOI: 10.12677/pi.2017.65022 139 药物资讯 
 

化及其有效成分在脑内的分布、起效过程等基础性研究还存在较大的不足。石菖蒲的化学成分主要是基

于 GC-MS 和 HPLC 方法对挥发油成分的研究，对于非挥发性成分的研究较少。利用 UHPLC-MS/MS 法

对石菖蒲非挥发油部分的研究以及石菖蒲提取物在动物体内代谢和药物动力学研究有较大的空间，同时

也为石菖蒲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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