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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双补之效。
2.7 气滞血瘀

治疗原则：理气活血。
处方用药：血府逐瘀汤。方中桃仁、红花、当归、生地养

血活血化瘀；柴胡、枳壳疏肝理气，桔梗载药上行并开胸膈

结气；牛膝通利血脉，导瘀血下行；甘草调和诸药。 诸药合

用，可使瘀祛气行，以使病症自愈。
2.8 命门火衰

治疗原则：温补肾阳。
处方用药：右归丸。 方中肉桂、附片、鹿角胶、菟丝子、

杜仲温补肾阳，填精补髓；熟地黄、山茱萸、山药、枸杞子益

肾滋阴养肝，以收“阴中求阳”之功；当归补血养肝，使精血

互生。 全方用药肝脾肾阴阳兼顾，有补阴以生阳之效。
高血压病证型的制定是相对的，有的患者可以归纳为

一个证型，有的患者可兼夹两个或两个以上证型。 随着病

情的发展，高血压病证型亦在变化。 所以高血压病的治疗

不可机械地沿用一个治疗原则。 其次，现代中药药理研究

确定有降压作用的中药有数十种， 分散在各个药物类型

中，如平肝潜阳类的白蒺藜、钩藤、石决明；活血化瘀类的

丹参、当归等；养阴类的白芍、首乌、葛根等；利尿类的车前

子、泽泻等。 处方用药时，不仅要针对证型进行论治，还要

根据现代药理研究的结果选择与辨证分型吻合的中药，这

样才能更有效地治疗疾病。
除了传统的辨证论治服用中药之外， 还可以用针灸、

推拿、外敷等方法。针灸是根据中医理论辨证施穴，进行适

量的刺激，促进经络气血运行通畅，协调脏腑，平衡阴阳，
起到降压作用。推拿也是基于中医基本理论，辨证论治，循

经取穴，用推法、摩法、揉法、按法等不同方法在特定部位

进行治疗。 外敷方法是用对证选用的药物，如附子、肉桂、
吴茱萸等做成药饼，贴于二足底涌泉，上病下治，起到较好

的降压稳压作用。
（责任编辑：王尚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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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清代以来，作为传统中药的温里药在临床应用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涉及心血管、消化及神经内

分泌系统等多个方面，其多项药理动物模型也日趋成熟。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查阅，综述了温

里药最新的药理活性研究进展，并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11味温里药的化学成分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温里药；药里活性；化学成分；综述

中图分类号：R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97（2010）04－0130－04

清代末年， 四川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医学流派———火

神派，以善用附子、干姜等热药著称，屡 起 大 证、重 证，在

中医临床治疗中取得了相当满意的效果， 具有较高的临

床价值 ［1］。 根据传统中医药理论，该派用药法属温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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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本文重点追踪了温里药的最新药理活性研究进展，并

对最具代表性的 11 种温里药的药理活性及其化学成分研

究进行了综述，期望能为业界在温里药的临床应用、新药

发现和解释传统中药复方作用机理方面提供一些借鉴。

1 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1.1 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1.1.1 强心

徐暾海等［2］、张明发等 ［3］研究表明附子中附子苷、去甲

乌药碱、尿嘧啶为抗心力衰竭的活性成分。 吴茱萸中的吴

茱萸碱、吴茱萸次碱、辛弗林、消旋去甲乌药碱等成分具有

强心作用［4］。 干姜的强心成分为姜酚和 6－姜烯酮［3］。
1.1.2 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 ［3、5］

研究发现附子提取物对大鼠心肌缺血和心律失常有

显著的对抗作用；荜澄茄中柠檬醛是其抗室性心律失常和

产生负性肌力作用的活性成分。
1.1.3 血压调节 ［3、5］

附子可升高心衰动物、休克动物的血压，其机理是兴

奋肾上腺素 α 和 β 受体；干姜的辛辣成分兴奋迷走神经引

起降压，兴奋血管运动中枢和交感神经及收缩末梢血管引

起升压；荜澄茄挥发油（0.2％，1mL ／ kg）给犬静脉注射能引

起动脉压下降，柠檬醛是其活性成分；荜茇酰胺 0.1mg ／ kg
有明显降低犬血压的作用；吴茱萸醇—水提取物给麻醉猫

静注还具有升高血压的作用，以兴奋 α 受体为主的对羟福

林可能为其升压的主要活性成分，吴茱萸是通过多种活性

成分、多种机理产生降压效应。

1.1.4 血栓形成、抗凝和抗血小板聚集 ［6］

温里药附子、干姜、肉桂、吴茱萸、丁香、高良姜、荜澄

茄、花椒能抗血栓形成，作用的强度大致与抗凝血因子多

寡有关。 干姜、花椒、吴茱英、荜澄茄、丁香、高良姜和肉桂

都对抗 ADP 和胶原诱导血小板聚集， 其中丁香水提物和

吴茱萸水煎剂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最强，高良姜水提物和

肉桂水提物抑制作用最弱。
1.1.5 扩血管［3，5，7］

附子有扩张外周血管的作用；丁香酚水溶液能对抗外

源性去甲肾上腺素、组胺和刺激动脉周围交感神经引起的

血管收缩；肉桂水煎剂对全身血管有扩张作用；吴茱萸次

碱能松弛血管平滑肌，有内皮依赖性；荜澄茄中的柠檬醛

能对抗肾上腺素引起的血管收缩。
1.1.6 调血脂［8－9］

胡椒碱、荜茇宁有降血脂作用。
1.2 对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作用

梁月华等 ［10］认为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机能活动的

减弱是寒证形成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交感神经兴奋性

降低，副交感神经紧张度上升。
秦华珍等 ［11］发现小茴香、吴茱萸、肉桂三味温理药挥

发油与水煎液部分能增加寒证大鼠尿内 17－羟皮质类固

醇（17－OHCS）的排出量；小茴香挥发油与水煎液部分、肉

桂挥发油与水煎液部分、吴茱萸挥发油可以增加尿内儿茶

酚胺（CAs）类物质肾上腺素（A）、去甲肾上腺素（NE）排出

量，提高寒症大鼠交感神经—肾上腺机能的作用。附子、干

姜能增加动物脑中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的含量，促使机

体神经—内分泌系统机能恢复平衡［12］。
小茴香油、茴香脑对青蛙有中枢麻痹作用 ［13］；胡椒碱

和 3，4－次甲二氧桂皮酰吡啶具有较好的抗抑郁作用 ［14］；
肉桂油及其主要成分肉桂醛、小剂量的干姜水煎液对小鼠

有明显的镇静作用 ［15－16］。 体内、体外实验均证明肉桂提取

物有直接的抗糖尿病作用，其分子机制与抑制核转录因子

NF－kappaB 活力从而抑制诱导型一氧化氮合成酶 iNOS 基

因表达有关［17］。正常雄性新西兰家兔的降血糖实验表明高

良姜可能是通过促进体内胰腺分泌胰岛素来降血糖［18］。
1.3 对消化系统的作用 ［19，24］

寒症多见脘腹疼痛、 呕吐泄泻等消化系统方面的症

状，温里药能抗溃疡、促进胆汁分泌，调节肠运动，抗腹泻。
附子、干姜、肉桂、高良姜、荜澄茄、荜茇、花椒、丁香和

吴茱萸具有一定的抗溃疡的作用。 吴茱萸和花椒、小茴香

挥发油对四氯化碳所引起的小鼠肝脏的毒害能够起到保

护作用，附子和花椒无利胆作用。 除附子兴奋肠平滑肌和

荜澄茄抑制肠平滑肌外，干姜、肉桂、花椒、高良姜、丁香和

吴茱萸 6 味温里药对肠活动表现出程度不等的兴奋和抑

制的双向调节作用，尤其在肠活动异常时，这种双向调节

作用表现得更明显。干姜、吴茱萸、高良姜有止呕的药理作

用，其有效成分分别是姜酮、姜烯酮混合物，高良姜素和山

柰素。
1.4 抗炎、镇痛［24－26］作用

二甲苯致小鼠耳壳肿胀试验、乙酸提高小鼠腹腔毛细

血管通透性试验和角叉菜胶致大鼠足跖肿胀试验结果表

明，附子水煎剂和丁香醚提物、水提物镇痛作用强。抗炎作

用强的为丁香水提物和肉桂水提物，其次为花椒醚提物和

水提物、吴茱萸水煎剂、干姜醚提物和水提物以及高良姜

水提物。
多数温里药是抑制花生四烯酸代谢，促进糖皮质激素

释放，以及局部麻醉作用来镇痛、抗炎。研究发现肉桂醛及

其衍生物是抗炎的活性成分，反式肉桂醛有望发展成一种

新型的 NO 抑制剂；高良姜素是高良姜镇痛的主要有效成

分。
1.5 其它药理作用

温理 药 还 具 有 抗 缺 氧 ［5］、抗 肿 瘤 ［3，27］、抗 菌 ［27－29］、抗 氧

化 ［27，30］、促渗透 ［31］等作用。

2 化学成分研究进展

温里药的植物基源各异，来源广泛，如毛茛科、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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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科、芸香科、胡椒科等，但其所含的化学成分类型有一定

的相似性，近年来对温里药的化学成分研究主要集中在生

物碱和挥发油两大类成分的分离鉴定方面。
2.1 生物碱

C19 二萜类生物碱是附子的主要化学成分，按取代基

结构不同分为 3 类：单酯型生物 碱、双 酯 型 生 物 碱（乌 头

碱、中乌头碱、次乌头碱等）和脂型生物碱，双酯型生物碱

是生附片中主要的亦是毒性较大成分［32］。
吴茱萸 ［3］中含有多种生物碱，主要有喹啉酮类生物碱

17 种，包括吴茱萸卡品碱、二氢吴茱萸卡品碱等；吲哚类

生物碱 17 种，包括吴茱萸碱、吴茱萸次碱等。
刘文峰等 ［33－34］在荜茇中分离出 12 种酰胺类生物碱。

胡椒碱在胡椒科植物中大量存在，是荜茇、胡椒生物碱中

的主要部分。 胡椒碱对光十分敏感，光射胡椒碱的乙醇溶

液会产生异胡椒碱与异胡椒脂碱。胡椒碱以 4 种同分异构

体的形式存在：胡椒碱、异胡椒碱、胡椒脂碱、异胡椒脂碱，
但后三种生物碱散发出的辛辣刺激味都很弱［27］。
2.2 挥发油

丁香、小茴香、花椒、荜澄茄性味辛、温；干姜、吴茱萸、
荜茇、胡椒、高良姜性味辛、热；肉桂性味辛、甘，它们均具

有特殊的芳香味。 辛味药多含挥发油，且挥发油是其药用

有效成分之一，除附子中不含挥发油外，其余十味温里药

的化学成分中均明显含有挥发油。
邱琴等［35］对丁香挥发油进行分析，共鉴定 22 个成分，

其主要成分是丁香酚，相对含量高达 80.33％，另外尚含有

萜醇类、倍半萜烯类、酯类。
小茴香挥发油中主要成分是反式茴香脑 （81.81％），

α－水芹烯（4.15％）、爱草脑（3.52％）等［29］。
花椒挥发油中分离出的组分主要为烯烃类、 醇类、酮

类、环氧化合物及酯类［36］。
荜澄茄挥发油主要成分为 α－柠檬醛、β－柠檬醛、柠檬

烯等，主要成分为柠檬醛占挥发油总量的 61％－69％，它是

合成香料及制药工业的重要中间体［37］。
干姜挥发油中成分主要包括醇类、烯类、酯类、酮类、

醛类［38］。
疏毛吴茱萸中月桂烯、反式—罗勒烯、顺式—罗勒烯、

β－榄香烯、石竹烯为挥发油的主要成分［39］。
杨再波等［40］在荜茇挥发油中共分离出 115 个成分，鉴

定出其中的 81 个成分， 主要为萜烯类及其含氧衍生物等

化合物。
胡椒挥发油成分主要是单萜类化合物、单萜类氧化物

和倍半萜类化合物，其中含量较多的是：蒈烯、柠檬烯、可

巴烯和石竹烯［41］。
罗辉等［42］从高良姜挥发油中分离鉴定出 30 余种化学

成分，其主要成分为 1，8－桉叶素。
肉桂中含挥发油（称桂皮油）1％－2％，主要成分为桂皮

醛 75％－90％，并含少量醋酸桂皮酯、丁香酚、桂皮酸等［43］。
上述研究表明产地不同，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及其含量

也不完全相同，说明中药的化学成分与其种植的土壤及气

候环境有关。挥发油提取工艺对挥发油成分的测定也有一

定的影响，超临界 CO2 萃取较常规的水蒸气蒸馏法更能真

实反映挥发油的成分和含量。
2.3 其它成分

附子中含多糖、附子苷 ［2］；吴茱萸中含十几种苦味酸，
主要有柠檬苦素和吴茱萸苦素 ［44］；高良姜还含黄酮类、二

芳基庚烷类、糖苷类、苯丙素类化合物［45］。

3 结语

综上所述，温里药药理研究范围较为广泛，多项药理

动物模型日趋成熟，用现代的药理实验方法对温里药的中

医理论应用作出了许多较为有意义的解释。但对温里药有

效成分物质基础的研究，即化学成分的研究方面，还基本

停留在分离鉴定、粗提物的阶段。 虽然其中发现了附子中

二萜生物碱、吴茱萸碱、高良姜素、胡椒碱、肉桂醛等药理

活性较好的化学单体成分， 但整体温里药的药理活性成

分、分子结构基础及其作用机理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鉴

于温里药在临床应用的广泛性， 因此从不同角度开展研

究，加深对其科学性的了解及促进其合理用药是十分必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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