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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汉臣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上海 200433) R ．了／ 

摘要 本文综述了九里香属植物形态、分类、化学、药理及临床应用的国内外研究概况，为该属植物的 

究 

化 荤 菇 弹 
杰 美键词 垄黑查墨

；巡 ；些 ；坚  ⋯  4 

九里香 MurrayaⅢ  妇 L．是 中成药 

“三九胃泰”的主药之一。1977年版中国药 

典曾收载过，1985、1990年版中国药典未载， 

1995年版中国药典⋯1重新收入，收载九里香 

M．exotical L 和千里香 M．panicutata(L．) 

Jack。2种原植物，入药部分为其干燥叶和带 

叶嫩枝。具行气止痛、活血散瘀之功效。用 

于胃痛、风湿痹痛；外治牙痛，跌扑肿痛，虫蛇 

咬伤。 

前人对九里香属植物已柞过不少研究， 

但该属植物分类及药材基源曾有争议和变 

更。为全面了解该属植物的研究进展．特柞 

综述如下： 

一  分类学研究 

九里 香 属 Murra2a(“Murraea”)由 

Koenig。【Linn发表于 1771年，属芸香料 

Rutaceae。主要分布地区是中国南部和中南 

半岛，仅少数特有种或变种延伸到斯里兰卡 

和新喀里多尼亚岛及澳大利亚东北部。本属 

植物全世界约有 14种及2变种，我国有 8种 

及 l变种，其中7种 1变种分布于我国云南、 

广东、广西、海南、湖南、福建等省区。 

1959年 ，黄成就 2对国产芸香科九里香 

属的分类作了总结，认为本属在中国有6种 

及 2变种，它们是：翼 叶九里香 M．alata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65。204 

Dia!Ke、毛翼叶九里香 M alata∞r haina． 

nens／s Swingle、九里香 M．pan／ctdata(L ) 

Jack 、小叶九里香 M．panicutata(L．) r． 

erotica(L．)Huang、凸果九里香 M ．panicu． 

1ata∞r．omphah~carpa(Hay~a)Tanaka、四 

数花九里香 M．tetramera Huang、山豆根叶 

九里香 M．euchrestifolia Hayata、小叶九里 

香 M ．microphylla(Merr et Chun)Swingle、 

金氏九里香 M．koenigii(L．)Spreng。1978 

年_3_，黄氏又将其于 1959年L 发表的“广西 

黄皮”归人九里香属，发表了广西九里香 M． 

kv．uangsiensis(Huang)Huang(新组台)，并定 

了一个新变种大 叶九里香 M．k~cangsiensis 

Huang"OaT macrophylla Huang；后来又将四 

数花九里香 M．tetramera合并人豆叶九里 

香，认为翼叶九里香的叶光滑或被毛，从而取 

消了毛翼叶九里香这一分类单位而将其并人 

翼叶九里香，将小叶九里香 M．pan ‘ 

r．exotica上升为种，更名为九里 M．ercoti一 

∞ L ，把原来的九里香 M paniculata的中 

名改为千里香．金氏九里香的中文名改为调 

料九里香，山豆根叶九里香改为豆叶九里香， 

并把 凸果 九里香 M ．panic,data∞r．0m— 

phatocarpa上升到种的等级，并更名为兰屿 

九里香 M．crenulata(Turcz．)O1|v．。因此，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补编))” 检索表中重 

新确定我国本属共有 8个种 1变种。根据 

(补编>的描述，九里香与千里香的区别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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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小叶的最宽处在叶片中部以上，后者反之。 

因此，前者小叶为倒卵形，后者为卵形。<福 

建植物志)、<广东植物志》、<浙江植物志》中 

九里香学名为 M．exotica，对小叶叶形的描 

述是“阔倒卵形或倒卵形或倒卵状椭圆形或 

至倒披针形”，描述与<补编)一致；而<中国树 

木分类学>将九里香的学名定为M panicu— 

lata，将 M．erotica视为其异名，<福建药物 

志)、(全国中草药汇编)、(中药大辞典》和(中 

国木本药用植物>等均将九里香学名定为 

M．panicufata，对其小叶叶形的描述也较为 
一 致，均为“卵形、匙状倒卵形、椭圆形至近菱 

形”；而其附图叶形均为倒卵形，因此，作者认 

为以上文献中拉丁学名有误，应更名为 M． 

e~eotica L 。 

1986年，毕培曦等 6对国产芸香科九里 

香属植物进行了化学分类研究，把本属分为 

九里香组 Murraya sect．Murraya和棕茎组 

Murraya sect．Bergera，认为前者茎和根皮稻 

杆黄带白色或淡黄白色，果红色，花瓣大，长 

1～2cm，根部含月橘烯碱(yuehchukene)和 8 
一 戊烯化香豆精，不含咔巴唑生物碱，包托翼 

叶九里香 M．ala缸、九里香 M．exotica和千 

里香M．paniculam；后者根和茎皮污棕色， 

果紫黑色，花辨短，长 4～7ram，根部含咔巴 

唑生物碱，不含月橘烯碱或 8一戊烯化香豆 

精，包豆叶九里香 M euchrestlf01ia、调料九里 

香 M．koenlgii、广西九里香 M．kwa．gsiensls 

和小叶九里香 M．microphylh。另外，谢运昌 

等【7 对广西龙州产豆叶九里香精油成分进 

行了研究，认为其精油主要成分为薄荷酮和 

薄荷醇，这两种成分在九里香属其它植物中 

未见报道，也不同于云南产同种植物，故认为 

广西龙州产豆叶九里香与云南产豆叶九里香 

是否为同一植物值得分类学家探讨。 

二、化学成分研究 

至 1996年，各国学者已从本属植物中共 

分离到 242个化合物，其 中已知生物碱有 

133个，香豆素 59个，黄酮类化合物 21个。 

从豆叶九里香 M．euehrestifolia中分离到生 

物碱 67个；九里香 M exotica中分到生物碱 

9个，香豆素 22个，黄酮类化合物 15个；调 

料九里香M．koenigii中分离生物碱50个，香 

豆素6个，千里香 M paniculata中分离到生 

物碱 L L个，香豆素 34个，黄酮类化台物 7 

个：小叶九里香 M．micmphylla中分离出生 

物碱 1个；广西九里香 M kwavNsiensis中分 

离到生物碱 2个。生物碱为吲哚类生物碱， 

包括单元咔巴唑生物碱、二取咔巴唑生物碱 

和月橘烯碱(yuehehukene)(I)等。 
H 

yuehchukene 

1．月橘烯碱：九里香组均含月橘烯碱， 

如 M ．paniculata和M．exotica。 

2．咔巴唑生物碱：棕茎组含有多种骨架 

类型的咔巴唑生物碱，如 Fiebig．Ms-v／red 

等 从 M．koen 根到中分离到的 koeno— 

line,J．D．Crum[ J从同种植物茎皮中分离的 

murrayanine，wu，Tian ShuvN等[10j从 M．eL1． 

chrestifolia中 中分离 出的 murrayanline A 

(II)和mahanine(Ⅲ)。 

3．香豆素：九里香组含多种 8一戊烯化 

香豆素，如杨俊山等L“ 从 M．paniculata叶 

中分离到的 murralo~in．Bishay，D．W 等 

从 M．洲 妇 叶的甲醇提取物的环已烷部 

分分离到的osthol(Ⅳ)和aurapten(V)。 

4．黄酮类化合物：仅分布于九里香组， 

如杨俊山等[”』从 M．panicufata叶中分离 

到的3 ，4 ，5，5 ，7，8一tw．r．．amehoxyflavone。 

此外。本属植物均含有丰富的挥发油，有 

些种的挥发油成分 已有一些报 道，如：M． 

koenigii：1982 年 MacLeod，Alexandel"J． 

等[14 对该植物叶中的挥发油进行了分析，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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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urrayamin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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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吣  

osthol 

(V) 

出 l7种倍半萜(约占80％)，8种单萜(约占 

L7％)，主要有 卢一∞ 砷 ，芦一et． 

，卢一phellandrene和卢一thujene，其它 

化合物吉量<4％。1993年．Wong K．C． 

等L” 对叶中的挥发油进行了GC和GC／MS 

分析，共鉴定了 62个化合物(占96．6％)，主 

要为 卢一phetlandrene(24．7％)， —p／nene 

(17．596)，卢一caryophyltene(7．3％)，to-- 

t,／nen一4一 (6．196)。同一年 Wassmuth— 

Wagner，I等L16 J从 叶的挥发油 中检出了 

decahtdrotetramethyIcyclopropazulenol，sefin 

一

1l一4 一 和 caryoph3Cteneepo~ide。 

1995年，Wabmuth—Wagner，I．【 】从叶的 

挥发油中分离和鉴定出了 1l seliwzn一4 ．7 

一0 和 10一aromadendranol。 

M．pan／cu／ata：Garg．S．C．等【” 报道该 

植物叶的挥发油的含量为0．25％，主要成分 

是 L — e~dineae 32．5％ ，Me aathranitate 

1．5％，bisabolene 18％ ，8一 cm,'y'ophyllene 

l4％ ，geraniol 9．3％ ，3一carelle 5％ ，eoger~l 

5％ ，eitronellol 4．5％，Me salicylate 3．5％。s 

—guaiazulene 1．2％和一种 sesquiterpene ale． 

0．5％。此后，Wang，Der—Joan[i9l从其叶的 

挥发油中检出 I，8一cinea1．a—terpineol，hy． 

droxycitmnalla[，isoeugeno1．geanyl acetate， 

c~dinene和 di—Me anthranilate。 

Liqian等L∞ 对 M dtara，M．e．r．otica． 

M ．kzvangsiensis，M ．koenigii，，M ．micro— 

phyth，M．paniculata等 6种植物的挥发油 

成分用气 一质联用法分离鉴定了60个单萜 

和倍半萜。认为九里香组主要含倍半点萜而 

棕茎组主要含单萜。如九里香组的 M．ala— 

ta含 30％ 的 一gurhunene．M．e~otica含 

5O％的￡一石竹烯，M．pank-ufata含 30％的 

y一揽香烯且 nerotidot和 ～石竹烯含量均 

超过 l0％，仅检测出痕迹量的单萜，棕茎组 

的 M euchrestifolia的主要成分为柠檬烯和 

紫 苏 醇，M．koenigii含 ～蒎 烯 高 达 

38．496，M．microphylla含 一水芹烯高达 

64．696。 

三、药理研究 

(一)抗生育作用及毒性 

1．抗生育作用 

张宗禹等L21J进行了九里香糖蛋白终止 

孕兔妊娠机理研究，将从九里香茎皮中分离 

到的糖蛋白，给孕期 l2—16d的孕兔腹腔注 

射 10mg／kg或羊膜腔内注射 3mgAg，3—5d 

后妊娠终止。如同时绪黄体酮 lmg／kg，连续 

6d．不能维持妊娠。组织学检查蜕膜组织有 

变性、坏死、炎细胞浸澜、血窦瘀血和出血等 

情况。如给幼兔连续 4d腹腔注射九里香糖 

蛋白20mg／kg，不能对抗雌二醇和黄体酮所 

致的内膜增生反应。该糖蛋白既无雌激素样 

作用，又无抗 HCG活性，从而证明其终止妊 

娠机理是在给药后，蜕膜细胞破坏，细胞内溶 

酶体崩解．释放出大量的磷脂酶A，使花生四 

烯酸含量增高，子宫呈张力增强性节律收缩， 

在 PG合成酶的作用下合成PG，进一步诱使 

官缩，从而终止妊娠。 

b  、 

一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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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遒功等I翌J给妊娠 1—3d小 鼠口服或 

皮下注射月橘烯2r~&g或4rng／kg，1次／d， 

有明显的抗着床作用。成年小 鼠去卵巢后 

2wk，皮下注射月橘烯碱3mg／kg，1次／d 具 

明显的雌激素活性，与雌二醇合用有协同作 

用。放射受体竞争实验测得月橘烯碱对 

[3H]一雌二醇与雌激素受体特异性结合抑 

制50％的浓度 (IC50)为4．2×10 tool几 ， 

说明其与雌激素受体有一定的亲和力 ，从而 

证明其抗着床作用是因为月橘烯碱具有雌激 

素活性或与雌激素受体具亲和力。 

刘京丽等 用九里香糖蛋白给妊娠小 

鼠腹腔注射剂量为 2．08mg／kg时，抗早孕率 

即达77—83％。初步将其用于临床中期引 

产完全成功率达87．5％。 

Kong，Yun Cheu~ 的研究表明月橘 

烯碱(Yuehehukene)在大鼠表现出强烈的抗 

着床活性，口服刘量为 2．5m_g／kg时，对妊娠 

l一2天的大鼠可 100％地防止着床。因此， 

可将其加在食用油如橄榄油中，加人防氧化 

剂，制成含月橘烯碱 10％的抗生育药物。 

陈琼华等L26]研究表明，九里香抗生育作 

用的药用部位以皮效果最好，叶、根、茎、枝次 

之，木质部较差。其皮煎荆对小鼠抗着床、抗 

早孕和中期妊娠引产都有明显效果。给药途 

径以ip效果最好，ih较差，p0则无效。 

2．毒·I生研究 

王淑如等 J将九里香皮的粗提物及经 

过分离后的抗生育有效物质(V，Ⅵ，Ⅶ，Ⅷ， 

Ⅸ)给小鼠一次腹腔给药，其抗早孕的有效剂 

量分 别 为 99．9，33．3，33．3，16．7，6．66， 

1．998rog／k~，而 其 LDso则 分 别 为 1050， 

l050，2800，1550，1200，465mg／kg，粗提物与 

精制品Ⅸ相比，精制品Ⅸ的效价比粗提物提 

高了50倍 ，但期毒性则比粗锚品小一倍；给 

小鼠腹腔注射九里香抗生育有效物质V，Ⅵ， 

Ⅶ，Ⅷ，Ⅸ，测得其 u 值分别为 1．05、2_8、 

I．56、1．2和 0．46g／kg；若将精制品进一步脱 

蛋白处理，其效价则比Ⅸ降低一倍，表明九里 

香抗生育有效成分是蛋白多糖。 

陈琼华等报道【26]小鼠毒性实验与抗早 

孕实验表明九里香皮煎剂的LDso为 14．14g／ 

kg．而剂量 为 0．8325g／kg抗早孕率 即达 

80％以上，因此认为临床应用还是比较完全 

的。但民间应用时有发热现象 ，有待克服。 

(二)细胞毒性 

Fieblg，Manfred 等【” 认 为 从 M 

koenigii根皮分离到的咔巴唑生物碱 koeno— 

line和murrayanine在实验条件下对KB培养 

细胞具有毒性，其根皮 的氯仿提 出物及 

koen,oline和 murrayanine的 E n值分别为 

6．0~g／ml、4．O~g／mJ．和 26／ag／rnlo 

Bishay，D．W 等【2BJ从 M．e．z~tica阴干 

叶粉末中分离出了 6种甲氧基黄酮，并研究 

了其抗微生物活性和细胞毒性。此后【zg]，又 

从埃及裁培的 M．e．r．otica的叶的甲醇提取 

物的环己烷萃取部分分离到香豆素 osthol和 

aurapten，研究证明它们具中等的细胞毒性。 

Wu．TJan Shungil0J对从 M euchrestifo— 

lia中分出的咔巴唑生物碱进行了研究，认为 

murray~Tliile A和mahanine具有效的细胞毒 

性。 ’ 

(三)抗茵、消炎、杀虫活性 

K．C．Dbs等[3oJ对从 M ．koen／g／i茎皮分 

离到 的 murrayanine，glrlnimbine和 mahan— 

imine进行了人体某些病原菌的抗菌实验 ，这 

些具有咔巴唑骨架的化合物具有选择性的抗 

菌活性。Sfiva~ava，Santosh K．等Ls1]实验证 

明M．koenigii根的提取物具有抗菌，消炎和 

昆虫拒食活性。Jain，Raindra K．等 J对同 

一 植物茎皮的乙醇萃取物进行了研究，认为 

对因角菜酸诱导的大 鼠炎症具有抵抗作用 

(1g／kg的抑制率约 65．21％)，从其中分离出 

的一种半乳糖苷(marmesin一1"0一口一g8k— 

topyranoside)具 有 抗 Vibfio cholerae， 

Salmondla typhrnurium，Klebsiella pneutr~ni— 

ae．Candida albicans，Aspergillus fumlgatus和 

Trieophymn mentagrophytes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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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豆素 murralongin可 抑制 Bacterium 

subitilis。 

郑国统等【33i对千只眼的药理作用进行 

了研究，认为其精油及醇提取物对几种急性 

炎症模型和大鼠棉球内肉芽组织增生有显著 

抑制作用。提示有明显的抗炎作用。经热板 

法和化学物质蒯激法研究 ，对小鼠有镇痛作 

用，对家兔有解热作用。 

九里香叶的丙酮提取物[34 J作用于三龄 

期的 Culex fatigens的幼虫．实验条件下在浓 

度为 3％时便引起 100％的死亡；浓度降低， 

死亡率下降，如浓度为 0．5％时死亡率只有 

20％ 

(四)解痉、镇静作用 

Khosla，Ratan L．等【35]从 M．eocotica的 

石油醚(60—80℃)部分分离出一种非氮结晶 

principleA(m．91—2"C，硅胶 G板上用 chb— 

roforra—abs．a1．25：1展开，并用 1％的硫酸 

显色后于 110℃保温 3分钟显示 出单一斑 

点)，它对大鼠离体肠具有明显的松弛或舒张 

作用，不能对抗因乙酰胆碱引起的痉挛，但对 

组织胺和BaC12引起的痉挛具有明显的拈抗 

作用。对蛙心灌注具有适度刺激作用，对离 

体蛙心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但对去甲肾上腺 

素引起的血压变化和戊巴比通麻醉引起的呼 

吸变化无影响。 

(五)抗甲状腺功能 

Khosla Ratan L．等【35]对从 M ．panic 一 

衄的中分离至的香豆素 7一甲氧基 一8一 

(1，2一二羟基一3一甲基 一3一丁烯基)香豆 

素进行了药理研究，对雄性大 白鼠(110— 

120g)按每 100g注射 20ttg试样的花生油制 

剂，与对照组相比，具明显的抗甲状腺功能作 

用。 

(六 )降血糖作用 

Khan Beena A．等【36]给 大 鼠喂 M． 

koenigii和芥菜Brassicaiuncea的叶可引起 

低血糖。原因是它显著地提高了糖原台成酶 

的活性，促进了糖原合成；明显地降低了糖原 

碑脂化酶和糖原异生作用酶的活性，减少了 

糖原分解和糖原异生，从而使肝糖原含量升 

高。 

(七)增强免疫功能 

九里香多糖蛋白具明显的促进小鼠腹腔 

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能明显增加致敏动物 

血清中的半数溶血值(HCs0)，具有明显促进 

免疫的功能。也具有植物凝集素样作用，能 

明显促进大鼠红细胞凝集和对抗环碑酰胺引 

起的小鼠白细胞下降，对 由二甲苯所引起的 

小鼠耳部炎症有明显抑制作用。九里香蛋白 

多糖具有一定的抗凝血作用，可能对肪治血 

栓有重要意义。 

(八)局部麻醉 

九里 香茎 叶 煎剂 有局 部麻 醉作 用， 

12．5％浓度用于浸润麻醉，效果尚好，唯局部 

蒯激性较大[37]。 

四、临床应用 

早在 197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应用九里香制成表面麻醉剂涂于咽喉部粘膜 

表面，数分钟后即出现麻醉作用，麻醉时问可 

维持 10min左右。以此进行扁桃体切除 1o8 

例，都有良好的效果，且麻醉作用迅速，术后 

伤口反应小，恢复迅速，又无毒性反应。 

此后，广东宝安县沙井公社卫生院用九 

里香配合西医治疗“乙脑”，共治疗 128例，全 

部治愈，退热时间平均 2．5天，最短 2h，最长 

6天；次年，他们用九里香与土荆芥、东风桔 

台剂配合西药治疗破伤风 12例，除1例入院 

后不到 15小时死亡外，其余11例均治愈。 

M．euchrestifolia临床上用于治疗感胃、 

发热、咳嗽和气喘。1977年云南中医学院制 

药厂将其制成“肾得宁”注射剂用于治疗急慢 

性肾盂炎、急性肾小球炎及慢性弥慢性管球 

性肾炎．均有一定疗效。 

福建民间将九里香皮煎剂用于中期妊娠 

引产。 

M．koenigii是一种著名的咖疆粉调料， 

其根可用于止痛，驱虫，治疗银屑病、血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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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病和肾病 ；据报道其根和茎皮具兴奋荆 

性质，外用可治疗部分有毒动物咬伤；叶可治 

疗痢疾，外用可治疹 ，干叶浸出液可止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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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病人不仅对谷氨酸钠有反应．快速滴注甘 

露醇注射液时，也曾出现心慌、头晕等不良反 

应，不良反应的出现与滴速相关，快则反应。 

是由于特质病人不能耐受高剂量药物引起的 

症状。慢则消失，则是类似于脱敏注射的少 

量、多次的方法，病人可以耐受。不出现症状。 

有药物过敏史或特异体质的病人，应用此类 

药物应严格控制滴速 ，以防产生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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