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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们对肉桂、干姜 、细辛、胡墩 花椒、高良姜、山鸡墩、吴茱萸 丁香 荜 

茇 小茴香和八角茴香等 l2种温里药的挥发油进行物理常数测定，并采用气相色谱一质谱 (GC 

— MS)法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共检出 136个化学成分，其中一些有效成分与温里药的回阳助阳、 

温中散寒 健运脾胃、镇痛止吐、温肺化饮等功效密切相关 

美键词 温里药 功效 挥发油 

温里药是中医临床常用的一类中药。祖 

国医学认为，温里药性味辛热，具有温暖中 

焦，健运脾胃，散寒止痛，温肺化饮等功 

效。有的药物并有助阳回阳作用，适用于里 

寒证。而里寒证，一为寒邪内侵，脾胃阳气 

被困，而见脘腹胀满冷痛，呕吐泻利等；一 

为阳气衰弱，阴寒内盛，而见畏寒肢冷，面 

色苍白或心肾阳气虚衰而见汗出不止，四肢 

厥逆，呼吸微弱，脉微欲绝等的 亡 阳证 

据近代研究结果证明心阳衰微与心力衰竭及 

缓慢型心律失常等有关，亡阳与休克的证状 

相似。温里药具有强心、抗心律失常 抗休 

克 健 胃驱风 镇痛止吐、祛痰、止咳平喘 

等药理作用。这与祖国医学的认识是一致 

的。肉桂、干姜、细辛、胡椒、花椒，高良 

姜、山鸡椒、吴茱萸、丁香、荜茇、小茴香 

和八角茴香等均含有挥发油。因此，我们对 

这 l2种温里药的挥发油进行了物理常数测 

定，并采用 GC—MS法进行化学成分分 

析，共检出 136个化学成分，并就其有效成 

分与温里药的功效间的相关性作了初步探 

讨。现报告如下。 

1 实验部分 

． 样品处理 l2种温里药除干姜购 白云南 

省开远县外，其余均购自云南省药材公司， 

并经 中药鉴定教研室李志君副主任药师鉴 

定。药材粗粉用水蒸汽蒸馏法分得挥发油， 

经脱水精制后备用。 

1．2 12种温里药挥发油含量及物理常数测 

定结果见表 I 

表I 温里药挥发油的含量及物理数据 

硕士研究生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991年 云南 中医学院学报 第 14卷第 3期 

J_3 GC—MS分析 精制后的挥发油样品 

直接进行 GC—MS分析，仪器为 Finnigan 

一 45l0型 GC／MS／DS，数据处理使用 

INCOs系 统 。 各 分 离组 分 首 先 通 过 

NIH／EPA／MSDC计算机谱库 (美 国国 

家标准局 NBBLI～BRARY谱库)进行检 

索。 

气相色谱条件：sE一54石英毛细管 

柱，30mx 0．25mm (美 国 J＆W 公 司)，80 
— 2。0℃，317／min程序升温，进样温度 

230℃，分离器温度 220℃。进样量 0．2ml， 

RIC 

{ 
1 

l! ¨JI l K
,J、． n 一 

分流 比 20：l，载气：He，柱前 压 4磅 ／ 

平方英寸。 

质 谱 测 定 条 件 ： EI— MS，EI温 度 

175EZ， 电 子 能 量 70ev， 发 射 电 流 

0．25mA， 倍增 电压 1300V，扫 描 周期 1 

秒 。 

1．4结 景  

在上述分析条件下，共检出 l2种中药 

温里药挥发油的 136个化学组成成分并测定 

含量 ，总 离子流图 见图 l一 2，结果见表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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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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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Ⅱ 2种温里药挥发油组成成分及台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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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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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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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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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肉且 寇醚 0 77 

榄香树酯 2．71 

异榄香树酯 0．03 

枯茗醛 0．20 

；，,35,庚6---=-~烯甲基一 o．16 
,

'6赝

5,5--
二烯 一 0．13 

磊 磊 n03 ． 
别罗勒烯 0．02 

乙酸橙花酯 0．33 

检 出化学成分数 19 40 22 7 30 33 36 29 24 17 22 28 

鳘 帖挥发油呱87 Bl 73 7 62 87．63 94 8．9 97_99 9443 87_93 94 99．88 9 9l56 

注：具 者为该药含量最高成分 

2 讨论 

(1) 温里药 中具有 回阳助 阳功效的 肉 

桂、干姜、细辛等均含有挥发油，其挥发油 

中的主成分虽各不相同，但有类似的药理作 

用 肉桂挥发油的主成分桂皮醛 (占其挥发 

油总量 的 94．90％)有血管扩张作用，能促 

进血液循环，使体表和毛细血管血流畅通， 

对体 内脏器也能增加血流量，起到温热作 

用 肉桂还能使离体豚鼠心脏的冠脉流量增 

加，对垂体后叶素所致家兔实验性心肌缺血 

有一定保护作用 能促进尿中 17-羟皮质类 

固醇增加，有兴奋肾上腺皮质功能的作用 。 

干姜、山鸡椒挥发油中的柠檬醛 (分别占该 

挥发油总量的 35．17％和 45．36％)具有增 

加离体兔心冠脉流量，使整体耗氧量下降， 

改善垂体后叶素和异丙肾上腺素所致心肌缺 

血性心电图变化的作用。干姜的挥发油还能 

引起皮肤血管扩张，血行旺盛，促进血液循 

环，服药后出现全身温热感。其乙醇提取液 

34 

对心脏有直接兴奋作用 姜能兴奋呼吸中枢 

及血管运动中枢，促进血压升高，有利于休 

克状态的机体恢复 细辛亦能增加心肌收缩 

力，明显改善左室泵功能 上述温里药的回 

阳助阳功效可能与其挥发油中的这些成分的 

药理作用有关。 

(2)温里药中具有温中散寒、止痛功效 

的干姜．肉桂、丁香、细辛、胡撤、小茴 

香、八角茴香、吴茱萸、高良姜等所含挥发 

油成分大多具有健胃驱风，镇痛作用，有的 

具有止吐作用 内桂挥发油中的主成分桂皮 

醛对胃肠有缓和的刺激作用，能促进唾液及 

胃液分泌，能增强消化机能，排出消化道积 

气，解除平滑肌痉挛而缓解胃肠痉挛性疼 

痛，而且镇痛作用较明显。丁香挥发油中的 

主 成 分 丁香 鳓 (占其 挥 发 油 总 量 的 

92．67％)可缓解腹部胀气，增强消化能 

力，减轻恶心呕吐。5％的乳剂可使胃粘液 

分泌显著增加而酸度不增加，尚有局部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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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镇痛作用 细辛挥发油的主成分甲基丁香 

酚 (占其挥发油总量的80．96％)具有止痛、 

镇静和局部麻醉作用 小茴香、八角茴香挥 

发油主成分大茴香醚 (分别占其挥发油总量 

的84．77％和 93．12％)口服能增强胃肠蠕动， 

排出胃肠积气，有时在兴奋后蠕动又降低， 

有助于缓解痉挛，减轻疼痛，还有升高白细 

胞作用，临床试用于治疗癌证及长期接触放 

射线药物所致的原因不明的低白细胞患者， 

获较好疗效。姜的芳香和辛辣成分能直接刺 

激胃粘膜引起局部血液循环改善，胃液分泌 

增加，胃蠕动增加，有助于提高食欲和促进 

消化吸收，增强人体唾液淀粉酶作用，尚能 

降逆止吐。高良姜对胃液分泌亦有影响，能 

促进胃酸分泌。吴茱萸、胡椒等对胃肠道有 

缓和刺激作用，能增强胃肠张力和蠕动，有 

利于胃肠积气排出 这类药物临床多用于胃 

寒呕吐、呃逆、腹痛、泄泻等证 

从上述可以说明这类药物功效的药理机 

制大多与其所含挥发油成分密切相关。 

(3)温里药中具有温肺化饮功效，用于 

寒饮伏肺，痰多清稀，咳喘证的干姜、细辛 

挥发油中有效成分具有祛痰止咳平喘作用 

干姜挥发油中的香叶醇 (垅牛儿醇)有改善 

肺通气功能和降低气道阻力的作用，而且对 

提高机体免疫功能也颇有裨益，有起效快， 

副作用小的优点。临床用于治疗慢性支气管 

炎效果较好；柠檬烯具有止咳平喘祛痰作 

用 ：1_8一桉叶素 (桉油精)有平喘和镇痛 

作用；对—— 聚伞花素 (百里香素)有明显 

的祛痰作用，且作用确切。细辛挥发油中的 

优葛缕酮 (占其挥发油总量的 9．46％)具 

有明显的止咳平喘作用 临床用以治疗支气 

管哮喘及喘息性支气管炎 以上药物的功效 

与其所含挥发油的有效成分密切相关 

此外，具有温中散寒止痛功效的花椒挥 

发油中也含柠檬烯，对一聚伞花素，还含有 

0 -蒎烯、0 一松油醇及芳樟醇 (占其挥发油 

总量的 37．67％)均具有止咳平喘、祛痰镇 

痛等作用。胡椒挥发油中含有柠檬烯、芳樟 

醇、对一聚伞花素、0 一蒎烯。高良姜和山 

鸡椒挥发油中均含柠檬烯、1．8一桉叶素， 

(其中高良姜挥发油中含量高达 87．08％)。 

山鸡椒还含有芳樟醇。小茴香挥发油中也含 

柠檬烯 吴茱萸挥发油中主成分月桂烯 (占 

其挥发油总量的 45．37％)具有祛痰镇 咳作 

用 。 

(4)温里药中具有回阳救逆功效，用于 

“亡阳 证的附子，现代研究证明它具有强心 

及抗心律失常，抗休克，促肾上腺皮质功能 

等药理作用。这些药理作用与其有效成分消 

旋去甲乌药碱、棍掌碱、乌头类生物碱等有 

关。而附子中不含挥发油。 

(5)温里药挥发油中的许多化学成分具 

有抑菌、抗菌作用。这些作用与温里药功效 

之间的相关性，尚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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