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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为了合理开发利用奇蒿的植物资源, 综述了近年来有关奇蒿的研究进展。方法:对奇蒿的生药

学、植物资源分布、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方面的研究作一概述。结果:奇蒿中含有多种活性物质,

有明显的临床应用价值。结论:奇蒿在我国资源丰富, 有很大的开发利用价值, 并将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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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y Medical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33, China)

奇蒿 Ar tem isia anomala S. M oore又名南刘寄

奴、六月霜、野马兰头、苦婆菜等, 系菊科艾属植物。

目前,以商品药材名刘寄奴流通于安徽、浙江、广西、

福建等地。全草入药具有敛疮消肿、破瘀通经的功

效。主治跌打损伤、金疮出血、风湿痹痛、烫伤等症。

我国南方等地尚用其治疗闭经、产后淤阻、肠炎、痢

疾、中暑。 本草蒙筌 记载其能 消焮肿痈毒, 灭汤

火热痛。虽然 中国药典 尚未收载刘寄奴, 鉴于其

独特的临床效果,丰富的药用价值及广泛的应用前

景,现将其研究现状作一综述,为今后开发此药物拓

宽思路。

1 生药学研究

中国植物志 记载奇蒿属于菊科( Composi tae )

蒿属,本系我国有 1种, 1变种。目前作刘寄奴使用

共有 8种植物, 通过对刘寄奴的古今本草考证确定

奇蒿应为正品。刘寄奴始载于 雷公炮炙论 , 新修

本草 谓: 刘奇奴草,味苦、温。主破血、下胀, 多服

令人痢。生江南 。并注云: 茎似艾蒿, 长三四尺,

叶似兰草, 尖长, 子似稗而纫, 一茎上有数穗, 叶互

生。张树花等[ 1]对刘寄奴的植物来源进行过生药

学研究,对它们的原植物形态、生药性状、组织及粉

末特征等作了较详细的报道。通过对奇蒿及其它混

淆品种的性状鉴别认为: 茎呈圆柱形,棕色,有纵肋,

密被白色毛茸; 叶互生,下部叶脱落 , 中部叶卵状,

披针形边缘具锐锯齿; 花为头状花序 , 密集成穗状

圆锥花丛 , 黄白色; 瘦果长圆形 , 有棱。以上结果

均与古本草记载一致。奇蒿与其变种(密毛奇蒿)区

别在于后者叶面初时疏被短糙毛, 叶背密被灰白色

或灰黄毛宿存的绵毛。

2 植物资源分布

奇蒿生于低海拔地区林缘、路旁、沟边、河岸、灌

丛及荒坡等地。主产于安徽、浙江、广西、福建等省。

广布于我国中部至南部各地,台湾称其 珍珠蒿 ,越

南也有。宋 图经本草 谓 刘寄奴生江南,今河中府

(即今山西省永济县)、孟州(今河南省孟县)、汉中

(今陕西汉中)、滁州(今安徽省滁县)亦有之 。

并附有滁州刘奇奴图。考其文图可知, 所指的是菊

科奇蒿。我们根据对中国植物志、各地植物志和有

关书籍、论文, 野外调查和标本采集记录等,汇集了

奇蒿的野外分布资料, 并绘制了我国奇蒿的资源分

布表。其结果如下:全国部分省区有分布,主产于华

东、中南及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也有少量分布。详见

表 1。

3 化学成分

3 1 挥发油类

1996年,洪永福[ 2]等利用水蒸汽蒸馏法, 对奇

蒿全草地上部分进行提取,提取液经石油醚萃取后

GC-M S法分离鉴定,测得含油量 0. 15%, 共检出 60

余种成分, 鉴定了其中 31 种, 占油量的 97. 22% 。

单萜类占 26. 52%、倍半萜类 21. 60%、长链脂肪烃

类 12. 48%、脂肪环类 7. 08% 、芳香化合物类 5.

48%、香豆素类 24. 03%、其他杂环类 2. 85%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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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挥发油中樟脑含量占 26. 41% , 7-二甲氨基-4-甲

基-2II-1-苯并吡喃-2-酮占 24. 03% 。药理试验已证

明樟脑具有活血化瘀作用。

3 2 黄酮类

1984年,肖永庆
[ 3]
等从奇蒿乙醚提取部位首次

分离得到两个黄酮: 奇蒿黄酮 arteanof lavone( I) ( 5,

7-二羟基- 6, 3 , 4 , 5-四甲氧基黄酮) ; 异泽蓝黄

素 eupat ilin( 5, 7-二羟基 6, 3 , 4-三甲氧基黄酮)。

从醇溶液部位得到苜宿素
[ 4]

( tricin) ,属于 5, 7, 4 -

三羟基, 3 , 5 - 二甲氧基黄酮。奇蒿中总黄酮含量

为6% 左右[ 5]。多种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作

用,此类化合物的药理作用与其抗氧化作用有关。

表 1 奇蒿在中国各省区的地理分布

省份(市) 具体分布地区

安徽 滁县、广德、贵池、

浙江 武义、寿昌、长兴、武康山、杭州虎跑寺、杭州紫云

洞、杭州灵隐寺、新昌天姥山、浦江县、临安天目山、

平阳、诸暨、鄞县、温州、文成

广西 全州、灌阳、灵川、桂林、梧州、平乐、富川、贺县、昭

平、金秀、来宾、柳江、鹿寨、融安、罗城、宜山、环江、

龙胜、大苗山县

福建 福安、林 、长汀、旧龙山、周宁、沙县、福州、福鼎、

南平、龙溪、松溪、政和

江苏 吴县、苏州、震泽、无锡、镇江、宜兴龙池山

江西 武宁、龙南、上犹、安义、新建、南昌西山、贵溪县天

华山、瑞金、黎川、安远、逐川、广昌、寻乌、崇义、大

余、井冈山、安色、南康、九江

湖北 通山、通城、蒲圻、崇阳、阳新、黄石、大冶、黄冈、广

济、 春、黄梅、襄阳、孝感

湖南 长沙、郴县、衡山、衡南、新邵、新宁、永兴、浏阳、宜

章

广东 信宜、乐昌、翁源、和平、英德、樊昌、始兴

台湾 中央山脉北部之思源垭口、南湖大山及东部之太鲁

阁山

四川 东部部分地区

贵州 榕江

上海 宝山县

河南 卢氏、嵩县、南阳、内乡、伏牛山区

3 3 香豆素类

肖永庆等对乙醚部位用环己烷- 乙酸乙酯梯度

洗脱得到两个香豆素, 鉴定为 7 - 甲氧基香豆素

( herniarin)和香豆素( coumarin) ;醇提物分离得到莨

菪亭( scopoletin) 7-羟-6- 甲氧香豆素。

3 4 倍半萜内酯

Jakupovic
[ 6]
等人从醇溶液部位分离得到: 瑞诺

木烯内酯 ( reynosin)、去氢母菊内酯酮 ( dehydroma-

tricarin)、断短舌匹菊内酯( secotanapartholide)、刘寄

奴内酯( artanomaloide) 奇蒿所特有的一种二聚体

内酯( II)。

肖永庆从乙醚部位分离到一新倍半萜内酯

( III) (奇蒿内酯 arteanomalactone)。采用 X射线单

晶衍射方法测定奇蒿内酯的晶体结构及绝对构型,

证明为脂环类化合物。

3 5 有机酸类

1984年,肖永庆等从奇蒿醇溶液部分首次分离

得到三个有机酸: 软脂酸 ( palmit ic acid) , 反式邻羟

基桂皮酸( trans-O-hydroxycinnamic acid ) , 反式邻

羟 基 对 甲 氧 基 桂 皮 酸 ( trans-O-hydroxy-p-

methoxycinnam ic acid )。

3 6 苯丙氨酸衍生物

Jakupov ic等还分离得到同属植物所不具有的

两种苯丙氨酸衍生物: 刘寄奴酰胺 ( IV) ( anoma-

lamide)和伞形香青酰胺( anabellamide)。

3 7 其它

奇蒿醚溶液中得到一种三萜醇 (西米杜鹃醇

simiarenol)和橙黄胡椒酰胺乙酸酯( aurant iamide ac-

etate) ; 醇提物存在环己六醇单甲醚 ( cyclohexane-

hexol monomethy-l ether)。此外, 还含有伞形花内

酯、三裂鼠尾草素、狭叶墨西哥蒿素等。

张虹[ 7]等对不同产地(临安、广西、北京)奇蒿

的营养成分作了进一步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3种

奇蒿的组蛋白质含量为 4. 82% ~ 7. 20% , 粗脂肪、

组纤维、灰分、叶绿素和黄酮含量分别为 0. 62~ 4.

09 g l00g - 1、25. 51% ~ 59. 69%、0. 42% ~ 0.

49%、0. 33% ~ 0. 57%和 1. 60% ~ 7. 07%。奇蒿中

有较丰富的 Mg、Fe、Zn以及 Cu、Mn、K、Na、Co、Pb

等微量元素, 还含有维生素和氨基酸成分[ 8]。

4 药理作用

4 1 对血液系统作用

通过对大鼠凝血系统研究发现[ 9] , 奇蒿水煎液

能降低由ADP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的电阻值,且呈现

良好的量效关系, 从而显示奇蒿有显著的抑制血小

板聚集反应的作用; 奇蒿还能显著减轻病理状态下

大鼠体内静脉血栓形成的湿重, 降低血栓形成的百

分率,显示出显著的血栓抑制作用。通过 7-甲氧基

香豆素对不同诱导剂诱导的血小板聚集体内及体外

实验发现[ 1] :在抑制血小板释放 TXB2 方面 7-甲氧

基香豆素优于阿司匹林,并能显著抑制由花生四烯、

胶原诱导的血小板聚集。作用机理探讨方面, TXB2

是 TXA2的稳定代谢产物, TXA2 是血小板内花生

四烯酸的重要代谢产物之一,具有强烈的促血小板

聚集、降低 cAMP 水平和收缩血管等作用, 证明本

草中叙述的 主破血下胀 活血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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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对生殖内分泌功能的影响

动物实验表明[ 10] :奇蒿能降低未成年大鼠卵巢

内 PGE2含量, 降低子宫雌二醇受体特异结合量; 在

假孕大鼠, 奇蒿能降低血中孕酮含量和抑制卵巢

hCG/ LH 受体特异结合量,还抑制卵巢内源性 PGE2

生成以及体外培养后 PGE2 的生成, 但可促进子宫

内源性 PGF2 的生成。提示奇蒿抑制黄体功能的作

用可能与 hCG/ LH 受体功能抑制、PGs代谢改变有

关。临床用于月经失调, 闭经以及不孕症等病。由

于奇蒿对黄体功能影响较大, 有导致流产的可能, 孕

妇应慎用。

4 3 抗菌作用

刘运德等[ 11]对奇蒿进行系统提取, 以各部分提

取物进行体外抗真菌药敏实验, 结果表明: 氯仿和

50%乙醇提取物效果好, 其中氯仿提取物已接近临

床常规抗真菌药疗效。目前, 临床抗真菌主要应用

抗生素类、咪唑类等, 这类药物都存在一些副作用,

且有资料表明一些真菌对上述药物耐药率已达

30% ~ 50% 。实验证实: 奇蒿水煎液对宋内氏痢疾

杆菌、福氏痢疾杆菌等 7个菌种均有抑菌作用。奇

蒿抗菌有效成分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仍不失为一种

低毒、有效的抗真菌成分。

4 4 抗缺氧作用

奇蒿水煎醇沉液 5 g(生药) kg- 1腹腔注射,对

由氰化钾或亚硝酸钠所致小鼠组织性缺氧和结扎颈

总动脉所致脑循环障碍性缺氧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对由密闭所致小鼠减压缺氧有降低氧耗速度,保护

其在减压缺氧环境中的生存和延长生存时间。显示

良好的抗缺氧功能 [ 12]。奇蒿溶液还有增加离体豚鼠

冠状动脉灌流量的作用。现在临床上常见的冠心

病、脑血管疾病等都与缺氧有关,奇蒿抗缺氧作用有

较好的应用价值。

4 5 对亚硝化反应抑制作用

张虹[ 13]等研究了不同浓度的刘寄奴提取物对

亚硝胺( NDMA)合成的阻断作用及对亚硝酸钠的清

除作用。并用 Vc 为对照品比较其阻断与清除能

力。结果表明:当提取物中固形物含量为 63. 52 mg

ml- 1时,对亚硝胺的阻断力可高达 93. 88%; 当提

取物中固形物含量为 111. 16 mg ml- 1时,对亚硝胺

的阻断力可高达 89. 36%; 与 l mgVc 比较, 当提取

物中黄酮含量也为1 mg 时,对亚硝胺的阻断力和对

亚硝酸钠的清除率分别为 49. 64%和 21. 99%; 同样

条件下 Vc的阻断与清除率分别为 62. 14%和 28.

37%。由于我国是肝癌、食道癌和胃癌的高发区,奇

蒿作为新资源食品开发对防抗癌更具有特殊意义。

4 6 抗氧化作用

张虹[ 14]等用氮蓝四唑光还原法, 对奇蒿提取物

进行了体外抗氧化研究。结果表明: 奇蒿提取物对

超氧离子自由基有较强的清除作用, 清除效果与黄

酮浓度有关,当黄酮浓度达到一定值时,对超氧自由

基清除率可达 88. 41%。提取物与 Vc对照, 清除率

要高于 Vc。奇蒿提取物在 Vc-Cu2+-H 2O2 体系中,

对 OH 自由基清除效果显示, 最高清除率为 84.

02%。

4 7 镇痛作用

奇蒿水剂能显著减少醋酸引起的小鼠扭体反应

次数,有明显的止痛功效。中医所谓痛则不通, 奇蒿

正属于破血散结类中药, 可能通过痛觉中枢或疼痛

冲动的传入神经来发挥镇痛作用。

4 8 保肝作用

奇蒿水煎剂对四氯化碳引起的肝损伤大鼠有一

定的降酶作用,除奇蒿乙醇提取物外,不同提取物皮

下给药, 均有明显降低( SGPT)的趋势[ 1]。这可能

与香豆素成分有关。

4 9 毒理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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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注射给药, 奇蒿水煎剂的 LD50( X S)为

生药( 17. 29 2. 37) g kg
- 1
。灌胃给药

[ 1]
, 奇蒿水

煎剂的 LD50 ( X S)为生药( 83. 86 18. 84) g

kg- 1。奇蒿对细胞无致突变作用,对精子无致畸作

用,对受试菌株无致基因突变作用
[ 8]
。

5 临床应用

5 1 治疗烫烧伤

清洗伤口后用奇蒿、大黄等研粉,香油调成糊状

涂于患处,上用双层纱布覆盖, 固定。每日换药 2~

3次, 5 h后局部灼痛即消失, 4 d后愈合[ 15]。大黄

中所含蒽醌苷、大黄素、大黄酚等能降低毛细血管通

透性,使毛细血管收缩, 故有减少渗出液的作用, 又

能促进凝血,且具广谱抗菌作用。奇蒿与大黄制成

的药糊涂于创面,构成油性高渗环境可使水肿之组

织内液外渗而消肿。故能治愈烫伤。奇蒿 1份加香

油 1份另加适量冰片制成奇蒿油剂,用于烧伤治疗,

能减轻疼痛,创面迅速结痂干燥, 降低水肿, 阻止渗

出物,减轻或预防休克。

5 2 治疗急性细菌性痢疾

有报道指
[ 16]

,采用民间收集的草药单方奇蒿乳

兔汤治疗婴幼儿腹泻, 同时应用庆大霉素作对照组

治疗。婴幼儿腹泻的 116例治疗中, 奇蒿乳兔汤治

疗组显效率达 70. 90% ,庆大对照组显效率 30%; 总

有效率奇蒿乳兔汤治疗组为 95. 3%。而庆大霉素

对照组是 63. 3% ,二者有明显的差异。

5 3 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用奇蒿煎剂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46例,辨证为湿

热型 8例, 虚寒型 38例,基本方为刘寄奴、补骨脂、

女贞子、吴茱萸、车前子、泽泻, 并随证型不同而加

味,水煎内服 1日 1剂。结果痊愈 39例,基本治愈

4例,好转 3例,总有效率为 100% [ 17]。

5 4 治疗崩漏

用于崩漏早期, 采用补肺益气、活血化瘀等中药

与刘寄奴配伍, 自拟补肺益气汤。治疗崩漏, 总有效

率 90. 8%。提示该方有扶正而不留邪, 祛邪而不伤

正之用[ 18]。

5 5 结核性腹膜炎

对结核性腹膜炎应用抗痨药的同时,煎服或浸

服奇蒿,临床观察,较之单用抗痨药,疗效确能提高,

尤其于止痛、消除腹水等方面作用甚为突出[ 19]。

5 6 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奇蒿 9 g,王不留行 9 g ,随证加味。水煎服, 每

日一剂。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40例,对控制心绞痛症

状有效率为 90% ,心电图有效率为 72. 5% [ 20]。

5 7 治疗前列腺肥大

奇蒿有良好的化瘀利水作用, 可用于治疗瘀阻

溺癃症, 尤适用于前列腺肥大引起之溺癃或尿闭。

朱良春等治此症, 采用黄芪相伍, 以益气化瘀,取得

良效。基本方为奇蒿、黄芪、熟地、山药、山萸肉、琥

珀、王不留行[ 21]。

5 8 治疗血丝虫病

有报道[ 22] , 利用鲜奇蒿根 120 g ,水煎服,每日

一剂。15~ 20 d为一疗程。治疗血丝虫病 4例, 全

部治愈。

5 9 治疗中暑

用单味奇蒿干品 50~ 100 g 水煎服, 儿童用量

酌减。治疗轻、中、重型中暑 16例,均愈
[ 23]
。

5 10 其它

古本草用其治疗瘀血症、疮痈、尿血、便血、食积

腹痛。现代也用奇蒿配伍当归、牛膝、山楂等治疗肝

硬化腹水。有报道, 奇蒿用于抗变态反应和自身免

疫性疾病的治疗。还有, 用奇蒿治疗脚癣、痔疮等

症。奇蒿代茶饮能治疗慢性膀胱炎。对妇科疾病

如:经行后期症、泌尿疾病、慢性盆腔炎疗效显著。

6 结语

综上所述, 奇蒿自古沿用至今, 具多种生物活

性,植物资源丰富,有明显的药理学意义及广泛的临

床应用前景。因此,建议 中国药典 尽早收载正品

药材刘寄奴,加快药理与临床科研, 优胜劣汰,以正

本清源, 使这种在我国有着丰富野生资源的优质正

品药材,得到充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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