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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Jasminum sambac(L.)Ait.)是木樨科(Oleaceae)多年生常绿灌

木 , 多分布于热带 , 亚热带和温带地区 , 我国以江苏、浙江、福建、台湾、

广东、四川、云南分布最为广泛。茉莉的根、叶、花均有药用价值。叶可

用于治疗外感发热、腹胀腹泻; 花可用于治疗腹胀腹泻、结膜炎、皮炎、

疮毒等 ; 根有麻醉、止痛之功效 , 可以用于治疗失眠、头痛、龋齿、跌打

损伤等。近 50 年来 , 国内学者对茉莉花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临床

应用进行了大量研究。笔者在全面调查文献的基础上 , 按其化学成分、

生物活性等内容对茉莉花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较系统的归纳总结 , 期望

为今后该植物的开发和利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来源与分布

1.1 来源 茉莉花(Jasminum sambac(L.)Ait.)为木犀科(Oleaceae)素

馨属(Jasminum Linn)植物,在《四川中药志》、《湖南药物志》、《中国有毒

植物》、《新华本草纲要》、《中药大辞典》中均有记载。该属植物目前在全

世界有 100 多种,在我国有 43 种 , 主要有两种即素馨花和茉莉花 [1～3],
其中茉莉花是一种常绿攀援灌木 , 性喜炎热、高温的植物。

1.2 资源分布 茉莉花学名是 Jasminum sambac(L.)Ait., Aiton 又名

末利、白末利 , 始载于《南方草本状》, 原产于波斯 ( 今伊朗 ) , 也有人认

为原产于印度和阿拉伯之间, 约于 1700 年前的汉代由印度传入我国

西部。茉莉随佛教由天竺( 印度) 传入 , 可能是先在海南岛 , 由海南岛再

传入福建、广东等地 , 现在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浙江、江苏、云南、四

川等省都有栽培[1～12]。

2.植物特征

木质藤本或直立灌木 , 株高 0.5～3 米 , 枝条细长;幼枝有柔毛或无

毛。单叶对生 , 光亮 , 膜质或薄纸质 , 宽卵形或椭圆形 , 有时近倒卵形 ,
长 3- 9 厘米 , 顶端骤凸或钝 , 基部圆钝或微心形 , 两面无毛 , 只在下面

脉腋内有簇毛;叶柄有柔毛。聚伞花序 , 顶生或腋生 , 通常有 3 朵花 , 有

时多花;花梗有柔毛 , 长 5～10 毫米;花白色芳香;花尊有柔毛或无毛 , 裂

片 8～9,条形约长 5 毫米 , 比尊筒长;花冠筒长 5～12 毫米 , 裂片矩圆形

至近圆形 , 顶部钝 , 约和花冠筒等长 , 有重瓣花类型[13], 性喜温暖湿润 ,
在通风良好、半阴环境生长最好。土壤以含有大量腐殖质的微酸性砂

质壤土为最适合。畏寒、畏旱 , 不耐湿涝和碱土。冬季气温低于 3℃时 ,
枝叶易遭受冻害 , 如持续时间长 , 就会死亡。

3.化学成分

根据有关文献 , 茉莉花的化学成分十分复杂。从目前已形成较完

善的茉莉香精油分析方茉莉法中 , 已经分离鉴定的组分约 100 种[3], 文

献报道从茉莉花花蕾鉴定了 9 种化合物[8], 根中挥发油成分已鉴别 30
多种 [13], 乙醇提取物进行了化学成分的分离和纯化研究 , 在茉莉花根

中鉴别出具有生物活性化合物有 20 多种[10～13]。因此其主要包括挥发油

类、脂肪类 , 糖苷类、萜类 , 此外还有木脂素以及生物碱[10, 13, 14]。

3.1 挥发油类成分 茉莉花花中含有叫高的挥发油 , 为香料源植

物。茉莉精油中含量较高的组分有: 苯甲酸顺- 3- 乙烯酯、芳梓醇、石竹

烯、乙酸本甲酯、苯甲醇、3- 二十三烯、吲哚、乙酸顺- 3- 乙烯酯、苯甲酸

甲酯。具有茉莉型香气特征的主要组分有: 乙酸苯甲酯、茉莉酮和茉莉

内酯 , 具有茉莉清香的组分有 : 乙酸顺- 3- 乙烯酯、顺- 3- 已烯醇、苯甲

醇、苯甲酸顺- 3- 乙烯酯[2, 6, 3, 7]。其茉莉根挥发油与花均不相同 , 因为各

地气候和种植环境以及提取方法的不同起成分也有差异。目前采用气

相色谱- 质谱联用仪分析鉴别出 35 种成分 , 含量较高的有环烷烃和脂

肪烃类成分 , 如 2,3- 二甲基戊烷 , 3- 羟基丁酸、壬醛、( Z) - 2- 癸烯醛等
[13,14]。

3.2 脂肪类化合物 脂肪类物质在茉莉花的香气和挥发油比例较

大 [1,13], 利用萃取的方法对茉莉根中所含脂肪类化合物已分析鉴定出

10 多 种 , 包 括 正 二 十 六 烷 酸 (Hexacosanoicacid), 正 三 十 二 烷 醇

(Dotriacontanol), 正 三 十 烷 酸 (n - tracontanoicacid), 三 十 二 烷 酸

(Dotriacontanoic acid), 正 三 十 烷 酸(Tetratriacontanoic acid)[5, 11～13]等 化 合

物。

3.3 糖苷类 茉莉花糖类除了形成具有生物活性的多糖类氨基酸

还有以糖苷键与其他物质结合[9], 刘海洋从干燥茉莉花花蕾中 , 通过波

谱分析并与已知化合物数据对照鉴定含义 苄基- O- β- D- 葡萄吡喃糖

苷 , 苄基- O - β- 吡喃糖基(1- 6) - β- D- 葡萄吡喃糖甙等化合物[8]。用茉

莉根乙醇提取物进行了化学成分的分离和纯化得到以糖苷键形成的

有:1- 经基松脂醇 1- R - D- 葡萄糖普[(+)- 1- Hydroxypinoresinol- l- } -
D- glucoside], 橄榄脂素 4' - O- 葡萄糖 , 胡萝卜苷(IV), 橙皮苷等化合物
[12, 13]

3.4 黄酮类 在自然界中最常见的是黄酮和黄酮醇, 其它包括双

氢黄( 醇) 、异黄酮、双黄酮、黄烷醇、查尔酮、橙酮、花色苷及新黄酮类

等[4]。从茉莉花中鉴定的有槲皮甙、异槲皮甙、芦丁、槲皮素- 3- 双鼠李

糖等黄酮类化合物[4, 8]。从根中鉴定了 Sambacoside A 和 Hespridin 两种

成分[13]

3.5 萜类 萜类物质在茉莉花的挥发油中不仅广泛存在还在根叶

中也有。在茉莉花香头含有蒎烯 , 香叶烯、柠檬烯萜烯、罗勒烯等化合

物外[2, 13], 在其叶和根中含有环烯醚萜类化合物[8, 13]。此外在花叶、根中

含有二萜、三萜以及萜醇等化合物[13, 14]

3.6 木脂素 木脂素在茉莉花的根中已经鉴别得到 : 如 1- 羟基松

脂醇 1- β- D- 葡萄糖苷 [(+)- 1- Hydroxypinoresinol- 1- β- D- glucoside],
茉莉花木脂素苷(Sambacolignoside), (+)cy- Cloolivil, (+)- cycloolivil- 4"-
O- B- D- glucoside[11, 13]。

3.7 生物碱 王海琴等 GC/MS 分析食用茉莉花香味成分 得 到 一

种新烟碱(dl- Anabasine)在茉莉花根中化学成分的初步分析测定含有

生物碱 , 但起结构还未见报道[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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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药理作用

4.1 神经系统作用 茉莉根醇浸膏能够减少冰醋酸引起的小鼠扭

体次数 , 具有一定的镇痛作用; 能够使小鼠的自主活动次数减少 , 具有

一定的镇痛作用 , 对戊巴比妥钠阀上剂量催眠有协同作用 , 具有一定

的催眠作用 , 可用于对抗毒品依赖者戒毒过程中出现的间断症状 [16]。

茉莉根醇浸膏对小鼠具有减少自主活动、抑制扭体反应及延长戊巴比

妥钠阀上剂量睡眠时间的作用 , 对戒毒过程中出现的焦虑、烦躁、失

眠、疼痛等戒断症状及迁延症状 , 能有明显的中枢镇静、催眠及镇痛作

用[15]。其水浸液 1- 8g/Kg 腹腔注射 , 对青蛙、鸽、大鼠、小鼠、豚鼠、兔等,
因剂量大小而有不同程度的镇静和催眠作用 , 提取物能使小鼠翻正活

动消失[13]。茉莉根口服液对 100 名失眠症进行实验表明其具有安眠镇

静的功效,整体疗效优于安定片 , 醒后状况也优于安定片[17]。

4.2 抑癌和抑乳作用 腹腔注射茉莉花粗多糖 , 可以延长接种腹

水肝癌细胞的小鼠生命周期 , 抑制癌细胞 , 提高脾指数 , 巨噬细胞吞噬

功能和 T 淋巴细胞的转化。而茉莉花可以减少血清泌乳素分泌水平 ,
抑制乳汁分泌 [20]。

4.3 抗实验性心律失常作用 茉莉花根的提取物分别注入心律失

常的小鼠、大鼠、家兔体内 , 可以观察到其提取物对实验动物心律失常

有明显的影响[19]。

4.4 根的耐缺氧作用 采用常压耐缺氧法、断头法、测耗氧率法 ,
研究茉莉根水提取液对小鼠耐缺氧作用的影响。结果显示茉莉根水提

取液能显著延长常压耐缺氧条件下小鼠的存活时间(P<0.01),断头小

鼠的呼吸时间(P<0.01).对心肌氧供不足及因心肌耗氧增加引起的心

肌缺氧、脑缺氧有改善作用,可明显减少机体的耗氧量[18]。

5.毒理

茉莉花浸膏乙醇提取物腹腔注射量(LD5o)为 8.37t0.89g/Kg, 动物

中毒后呈长期昏睡状态 , 但反射活动并未完全消失 , 最后因中枢抑制 ,
呼吸麻痹而死亡。青蛙腹腔注射 1- 8g 茉莉花根的水提物 , 表现全身

瘫。产于非洲东南植物 Jasminum ngulareVa hl.的鲜叶能引起山羊和牛

的中毒 , 引起虚弱、腹胀和呼吸困难等症状 , 800 克叶即能使羊中毒死

亡[13,20]。

6.临床应用

6.1《龙门石窟药方》:茉莉花叶车前草汁和蜜一匙到入一升水中 ,
每日三次治赤白痢。

6.2《四川中药志》: 茉莉花 6g( 后下 ) 、青茶 10g、石菖蒲 6g 水煎温

服,治疗 湿中阻 , 闷账 , 泄泻腹痛。

6.3《湖南药物志》: 茉莉花 15g、鲢鱼头一个水炖服之治疗头晕头

疼。

6.4《四川中药》: 菜油浸泡茉莉花滴入耳内 , 治疗耳心心痛。

6.5《中国药用花卉》: 茉莉花、菊花各 6g,金银花 9g 水煎服治疗赤

目肿痛、迎风流泪。

6.6《食鉴木草》: 泡茉莉花 7 朵 , 和花吞服治妇人难产。

6.7《四川中药》: 茉莉花 1g 、川弓 3g 泡酒服用治骨折、脱臼、铁打

损伤引起剧烈疼痛。

6.8《湖南植物志》: 茉莉根蚤休根 , 捣烂敷痛处;并先以磁针轻扎头

部治疗头顶痛。

6.9《湖南药物志》: 茉莉根研末 , 熟鸡蛋黄调匀 , 塞龋齿内治龋齿。

6.10《四川中药志》: 茉莉根捣绒 , 酒包患处有续筋接骨止痛的疗

效。

6.11《湖南药物志》: 茉莉根 0.9 一 1.5g 磨水服治疗失眠。

7.药效成分寻找的设想

中药药效成分的寻找要对其有效成分提取分离 , 根据成分不同性

质以及活性选择不同的分离提取方法。传统中药提取方法有:溶剂提

取法、水蒸气蒸馏法两种。溶剂提取法又分为:浸渍法、渗滤法、煎煮

法、回流提取法以及连续提取法 , 分离纯化的方法包括:系统溶剂分离

法、两相溶剂萃取法、沉淀法、盐析法、透析法、结晶法及分馏法等。即

水蒸气蒸馏法煎煮法 , 是中药有效成分提取最早、最常用的方法之

一 , 而溶剂提取法 ( 以乙醇为例 ) 可以有效减少药材中水溶性杂质(如

淀粉、蛋白质等)的浸出 , 对于这类杂质较多的药材尤为适宜[21,22]。现代

提取方法有微波提取 , 超临界流萃取提取技术 , 超声波技术 , 酶工程 ,
膜技术 , 生物碱等技术 , 分离方法有大孔树脂吸附法 , 半仿生 提 取 法

(SBE), 超微粉碎技术 , 高速离心分离技术 , 双水相萃取技术(ATPE), 高

效毛细管电泳技术 , 微波萃取技分子蒸馏技术[21～24]。近年来发展起来的

药物有效成分提取的新方法 , 有以下主要的优点:①提取的时间短、②
对有效成分的保护性好 , 但是这些方法大多不够成熟 , 对于精确度以

及自动化方面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与改善。在茉莉花的分离提取中

应该选择适合的方法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 因此在寻找药效成分设计如

下:

8.结束语

目前对茉莉花的化学成分的研究较多 , 且较多集中在发挥油以及

糖苷类物质对于其药理成分以及单一结构的药效分析文献报道较少 ,
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阐明其药效与其化学成分的关系 , 为新药的开

发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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