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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解吸收，无需取出，大大方便了使用者。此外，通过 

体内外释放试验，证明其有缓释作用。因此，该明胶海 

绵栓是一种长效、安全、使用方便的制剂。 

6．3．控释阴道用胶囊 

《中国药典》2oo5版收载有妇炎净胶囊阴道给药 

系统，内含中等释药速度的颗粒和缓释小丸，明胶胶囊 

外包有速释包衣。 

6．4 生物黏附性阴道片 

有人已研制出甲硝唑的生物黏附片，黏附基质为 

改性淀粉。将患者随机分成两组，一组给以含甲硝唑 

100mg的阴道生物黏附片，另一组给以含安慰剂的阴 

道片，运用双盲法同时给以口服甲硝唑片的第 3组患 

者进行比较。1周后，甲硝唑生物黏附片的用量虽只 

有口服量的1／7070，但对细菌性阴道炎的治愈率与口 

服甲硝唑片大致相同。 

7 结语 

粘膜给药拓宽了许多药物的给药途径，也为一些 

因口服活性低或注射半衰期短而落选的新药提供了解 

决途径。愈来愈多的药物被发现可以通过粘膜吸收， 

从而也产生了许多新剂型。特别是一些药物经粘膜吸 

收避免了首过效应，提高了生物利用度，达到局部或全 

身治疗的目的。同时粘膜给药有一定的靶向作用，给 

药方法较简单，患者易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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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茴香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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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茴香被国家卫生部正式确定为“既是药品，又是食品”的极具开发潜力的资源之一，广泛受到 

人们的关注。因此综述了小茴香药材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情况，以便今后对其进行更深 

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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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茴香为常用中药，始载于《唐本草》，为伞形科 

植物茴香(Foeniculuvulgare Mil1)的干燥成熟果实。秋 

季果实初熟时采割植株，晒干，打下果实，除去杂质。 

味辛，性温，具有散寒止痛、理气和胃的功能。用于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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疝腹痛、睾丸偏坠、痛经、少腹冷痛、脘腹胀痛、食少吐 

泻及睾丸鞘膜积液等病症。盐小茴香具有暖肾散寒止 

痛的功效。用于寒疝腹痛、睾丸偏坠、经寒腹痛⋯。 

小茴香的果实又是调味品，而它的茎叶部分也具有香 

气，可食用；提取的茴香油既可食用，又可药用，还可作 

为化妆品的香精使用。现就小茴香药材的化学成分及 

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情况进行综述。 

1 小茴香的化学成分研究 

据研究证实，小茴香药材中主要含脂肪油、挥发 

油、甾醇及糖苷、氨基酸等，还含有三萜、鞣质、黄酮、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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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苷、生物碱、皂苷、香豆素、挥发性碱、蒽醌、有机酸等 

多种类型化合物 J。 

1．1 脂肪油 小茴香果实中含脂肪油约 18％，其脂 

肪酸组成中，洋芫荽子酸(Petroselinic acid)占60％、油 

酸(oleic acid)22％、亚油酸(1ioleic acid)14％、棕榈酸 

(palmitic acid)4％ 3 。尚含大量的 C 18的醇(Stearyl 

Alcoho1)、花生 酸 (arachidicacid)、山嵛 酸 (Behenic 

acid)等所成的蜡，豆甾醇(Stigmastero1)，7一羟基香豆 

精(7一hydroxycoumarin)、6，7一二羟基香豆素(6，7一 

Dihydroxycoumarin)、齐墩果酸(oleanolic acid)、胆碱和 

乙酰胆碱等 。 

1．2 挥发油 小茴香果实 中含挥发 油约 3％ 一 
6％ 3]

，主要成分为茴香醚(Anethole)50％ 一60％、爱 

草脑(Estragole)、小茴香酮(Fenchone)18％ 一20％ 。 

尚含 d一烯 (d—inene)、137ghct一水芹烯 (13-~ghct— 

Phellandrene)⋯、莰烯 (Camphene)、二戊烯 (Dipen— 

tene)、茴香醛(Anisealdehyde)、茴香酸(Anisic acid)。 

另含顺式茴香醚(Cis—Anethole)，对聚伞花素(P— 

Cymlene)、东当归酞内脂 (1igustilide)和亚丁基苯酞 

(Butylidenephthalide) J。据近几年研究显示其中还含 

有 p一蒎烯(p—Pinene)、月桂烯 (myrcene)、柠檬烯 

((Limonene)、葑酮(Fenchone) 、冰片烯(bornene)、 

1，8一按叶素(1，8一cineole) J、反式 一B一罗勒烯、新 

别罗勒烯、Ot一占巴烯 J、葑醇乙酸乙酯、对甲氧桂皮 

酸已酯、对甲氧苯基丙酮(P—Methoxyphenylaceton)等 

成分 m]。 

1．3 甾醇及糖苷 小茴香果实中主要含植物甾醇基 
一 p一呋喃果糖苷 (phytosteryl—p—fructofuranoside)、 

谷甾醇(Sitostero1)、豆甾醇(Stigmastero1)、A 一豆甾 

烯醇(A 一stigmasteno1)、菜油甾醇(Campestero1) ．]J。 

1．4 氨基酸 小茴香果实中含主要含谷氨酸(Glu— 

tamic acid)、谷酰胺(Glutamine)、天门冬氨酸(Aspargic 

acid)、天门冬酸(Asparagine)、脯氨酸(Proline)、精氨 

酸(Arginine)、丙氨酸(Alanine)及 一氨基丁酸( 一 

Aminobutyric acid) ¨。 

1．5 其它 小茴香果实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维 

生素 B。、维生素 B 、核黄素及胡萝 卜素，且微量元素 

Fe、Cu、Zn、Mn、Se的含量也很高  ̈。 

2 小茴香药理活性的研究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小茴香具有显著的抑菌、调节 

胃肠机能、利尿等作用，同时还具有利胆 、保肝 、促肾、 

抗癌、抗突变及性激素样等作用。 

2．1 抑菌作用 高莉ll 等对小茴香挥发油的抑菌作 

用做了研究，结果表明，所选4种菌种的生长均明显受 

到了抑制，其中，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制作用最强，其 

次是枯草芽孢杆菌和变形杆菌，大肠杆菌最差。研究 

结果还发现，样品用乙醚稀释后能加强其抑菌作用。 

钟瑞敏  ̈等对小茴香籽精油的抗菌活性进行了 

研究。对受试的 7种食源性致病菌和 2种腐败性真 

菌，小茴香籽精油表现出优良的广谱性抗菌活性，其中 

黑曲霉和副溶血性嗜盐菌对该精油最为敏感，最小抑 

菌量(M IC)分别小于 0．004％和 0．015％(体积分 

数)。 

马强 等采用超声波法提取了小茴香挥发油，并 

将挥发油应用到农业的常见28种致病真菌上，研究其 

抗菌活性。结果表明，小茴香挥发油具有较好的杀菌 

抑菌效果。 

据冈崎  ̈等报道，小茴香油对真菌、孢子、鸟型结 

核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有灭菌作用。 

2．2 调节胃肠机能作用 小茴香油能降低胃的张力， 

随后又刺激而使其蠕动正常化，缩短排空时间。对肠 

则增进张力及蠕动，因而促进气体的排出。有时兴奋 

后蠕动又降低 ，因而有助于缓解痉挛、减轻疼痛[ 。 

曾有研究人员用小茴香精油类对动物肠管运动的 

影响作了一系列研究，发现小茴香对获提家兔肠的蠕 

动有促进作用，即使摘去肠管也有收缩作用。以后又 

有研究人员用小鼠离体肠管、豚鼠回肠及鹌鹑离体直 

肠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验，也均证实了小茴香油有增 

强肠的收缩作用及促进肠的蠕动作用 15]。 

2．3 利胆作用 山原  ̈等报道小茴香有利胆作用， 

其作用表现为伴随着胆汁固体成分增加促进胆汁分 

泌。 

2．4 保肝作用 Gershbein̈ 研究用小茴香精油处理 

大鼠的肝看其对肝再生度的影响。结果，对部分肝摘 

除的大鼠，小茴香油治疗 10天，组织的再生度增加，肝 

重量与对照组比较明显增加。 

甘子明  ̈等观察了中药小茴香对大鼠肝纤维化 

的预防作用，其结论为中药小茴香具有抑制大鼠肝脏 

炎症 、保护肝细胞、促进纤维化肝脏中胶原降解及逆转 

肝纤维化的作用。 

H．Ozbek【17]等人报道，小茴香挥发油对于 CC1 所 

引起的小鼠肝脏的毒害能够起到保护作用。 

2．5 利尿作用 周世雄等  ̈探讨了中药小茴香对肝 

硬化腹水大鼠的利尿作用及其作用机制。中药小茴香 

对肝硬化腹水大鼠总排尿量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D．Beaux【19]等研究显示，给小 鼠喂食小茴香的 

15％乙醇提取物能够明显增加小鼠尿液的排泄量和尿 

液中钠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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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促渗作用 沈琦 等研究了小茴香油、茴香醛、 

茴香脑等对 5一氟脲嘧啶(5一Fu)的促渗作用。采用 

体外透皮实验方法，用Valia Chien水平扩散池为实验 

装置，测定模型药物5一Fu的累积渗透量及渗透系数、 

增渗倍数，确定其促渗效果的强弱。结果上述药物对 

5一Fu均有一定的促渗作用，增渗倍数分别为 7．14、 

4．17、9．54。其结论为小茴香油、茴香脑、茴香醛等对 

5一Fu具有一定的促渗作用。 

2．7 性激素样作用 Malini T． 等观察了小茴香的 

丙酮浸出物对雄雌大鼠的作用。首先，给雄性大鼠喂 

药 15天后，发现蛋白浓度在睾丸、输卵管明显减少，同 

时，在精囊和前列腺增加，并且，这些器官的酸性、碱性 

磷酸酶活性全部降低(除了血管中的碱性磷酸酶活性 

没有改变)。对于雄性大鼠，用该浸出物给药 10天， 

出现阴道内角化及性周期促进作用。此外，乳腺、输卵 

管、子宫内膜、子宫肌层重量增加。Ostad N．12 等研 

究显示，小茴香挥发油对于小鼠子宫平滑肌具有解痉 

挛的作用。 

2．8 抗突变作用 小茴香对 0 一、OH一和 H 0 等多 

种活性氧或 自由基有不同程度的清除作用。多力 

坤 等通过给小鼠喂食小茴香后实验组的染色体畸 

变率明显降低，表明小茴香是有效的抗突变物质。 

2．9 抗癌作用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印度 

人用来煮咖喱的黑色小茴香香料具有消灭癌细胞的作 

用 。实验还证明它可延长患癌动物的寿命，研究人 

员从实验动物中发现，只要抽取这种学名为“瘤果黑 

种草”里的一种化学物质，将其注入患癌老鼠的体内， 

会使癌细胞数量大大减少，且增殖停顿，从而使得老鼠 

的寿命从一般的 l3天延长到20天 。 

Moon̈ 等证实，由小茴香提取的植物聚多糖，有 

抗肿瘤作用。 

2．10 对中枢系统的影响 小茴香油、茴香脑对青蛙 

都有中枢麻痹作用，蛙心肌开始稍有兴奋，接着引起麻 

痹，神经肌肉呈箭毒样麻痹，肌 肉自身的兴奋性减 

弱 。 

2．11 对气管的作用 Boyd̈ 等将小茴香油溶于 

12％乙醇，灌胃给药时用乌拉坦麻醉豚鼠时，发现气管 

内液体分泌物增多。因切断胃神经后不产生影响，所 

以，认为不是通过胃的发射作用而致。 

2．12 其它药理作用 小茴香油可作驱风剂，在腹气 

胀时可排除气体，减轻疼痛 j。小茴香酮为樟脑异构 

体 ，故有与樟脑相似的某些局部刺激作用  ̈。Liü 

报道，阿魏酸脂、人参皂苷、茴香脑、肉桂酸盐配合使用 

能减轻癌药的副作用，此作用与提高机体免疫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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