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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述了柠檬桉、香茅、迷迭香、银香菊和甜罗勒等植物源蚊虫驱避剂，以及

香薷、山茱萸、藤茶、白豆蔻和蒺藜等植物源蚊虫叮咬剂研究进展，指出：提高驱

蚊效果、增强保护时间、对植物原料安全性和功效性加强评估，以及产品转化相

关因素研究是植物源驱蚊止痒类产品研发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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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雌蚊需要吸食血液才能生存、产卵、繁殖后

代，其嗅觉极其灵敏，可从３０ｍ外直接冲向吸
血对象．蚊虫常携带金色葡萄球菌、枯草芽孢杆
菌、大肠杆菌、绿脓杆菌等病原菌，被其叮咬后

皮肤会刺痛、瘙痒，反复抓挠又容易造成皮肤皲

裂、感染，处理不当还会造成经久不褪的疤痕，

同时极易传播疾病，影响人们的学习、工作和

生活［１－３］．
市场上驱蚊止痒类产品琳琅满目，如花露

水、紫草膏、精油等品类．据统计，驱蚊止痒类产
品每年约有１０亿元人民币左右的市场规模［４］．
目前，市场上大多数驱蚊花露水都含有化学合

成驱避剂———避蚊胺（ＤＥＥＴ）或驱蚊酯，传统
蚊香和近几年兴起的电热蚊香片或电热蚊香液

都含有拟除虫菊酯类化学杀虫剂．
化学合成驱避剂有一定的刺激性和毒

性［２－６］，而且在我们进行的一份有２０７人参与
的调研问卷中，消费者最看重的是产品安全性，

第二位才是产品效果．由此可见，随着人们安全
意识的提高以及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相对安

全的植物源驱蚊止痒类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

景．本文拟对植物源蚊虫驱避剂和植物源蚊虫
叮咬剂研究进展予以综述，进而提出研究展望．

１　植物源蚊虫驱避剂研究进展

１．１　驱蚊机理
研究认为，蚊虫是因为受到宿主机体的热

量、呼吸和新陈代谢所产生的ＣＯ２，以及机体散

发之气味（主要包括乳酸、１－辛烯－３－醇）的

强烈吸引而搜寻到宿主的［１］．

关于蚊虫驱避剂的作用机理，目前尚无统

一的结论，主流的假说有：１）驱避剂干扰蚊虫

的嗅觉系统（比如抑制嗅觉感受器上的乳酸受

体等），从而阻断蚊虫对宿主引诱气味的识别；

２）驱避剂通过刺激嗅觉神经元而引起蚊虫的

主动躲避行为；３）驱避剂与人体皮肤分泌物形

成结合物，降低宿主对蚊虫的引诱力［２－３］．

目前认为在诸多的引诱刺激因素中，嗅觉

刺激是最重要的，因此几乎所有的蚊虫驱避剂

都是通过影响蚊虫的嗅觉感知系统而对蚊虫产

生驱避作用．也有研究认为，接触性驱避剂的机

理是通过直接作用于蚊虫的触觉器官和化学感

受器而起到驱蚊作用的．

１．２　植物源驱避剂
较之化学合成类驱蚊产品，天然植物成分

的驱蚊产品更受市场青睐，比如常见的柠檬桉、

香茅、迷迭香、银香菊、甜罗勒等．

１．２．１　柠檬桉　柠檬桉（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ｕｓＣｉｔｒｉｏｄｏ

ｒａ）为桃金娘科桉树属植物，原产于澳大利亚，

中国引种已有近百年历史，广东、广西、福建都

有栽培．柠檬桉是桉树大家族中的佼佼者，有

“林中仙女”之称．有文献报道，蓝桉、邓恩桉、

尾叶桉、窿缘桉、柠檬桉、赤桉、丰桉、粗皮桉、巨

桉这９种桉叶精油中，柠檬桉叶精油对致乏库

蚊的熏杀速度最快，其所含的倍半萜类化合物

是其驱避致乏库蚊的有效活性成分，单萜类化

合物是其熏杀作用的有效活性成分［４］．

柠檬桉叶精油主要成分为：香 茅 醛

（７４．２１ｗｔ％）、香茅醇（５．９５ｗｔ％）、胡薄荷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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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８ｗｔ％）、新异胡薄荷醇（２．２５ｗｔ％）、香茅

醇乙酸酯（１．３３ｗｔ％）等［５］．有研究证实，以柠

檬桉为原料制备的驱蚊灵，驱蚊效果与两种人

工合成的避蚊胺商品相当［６］．此外，有文献报道

柠檬桉叶提取物对蜱虫、白蚁、蠓、水蛭等均有

驱避作用［７－１０］．

１．２．２　香茅　香茅（ＣｙｍｂｏｐｏｇｏｎＣｉｔｒａｔｕｓ）为禾

本科香茅属植物，又称为柠檬草，其提取物的主

要成分为单萜类化合物及其含氧衍生物，具有

驱避昆虫的作用，其所含的香茅醛和香茅醇具

有突出的驱蚊作用，而药草酮、２－茨醇、松油醇

等对蚊虫亦具有驱避作用［１１］．

有文献报道，５μＬ香茅油对白纹伊蚊的驱

避率为７６．８３％［１２］，而香茅油和薰衣草油复配

更有协同增效作用［１３］．此外，香茅油还具有驱

避厩螯蝇和库蠓的作用［１４－１５］．

１．２．３　迷迭香　迷迭香（ＲｏｓｍａｒｉｎｕｓＯｆｆｉｃｉｎａ

ｌｉｓ），别名海洋之露、艾菊，为唇形科迷迭香属植

物．有报道称迷迭香精油对白纹伊蚊的驱避时

效为（５．８２±１．１３）ｈ，达到国标中驱避剂评价

的Ｂ级标准．其主要驱蚊活性成分为柠檬烯，

樟脑，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ｏｌ，（＋）－４－Ｃａｒｅｎｅ，１－

ｍｅｔｈｙｌ－４－（１－ｍｅｔｈｙｌｅｔｈｙｌｉｄｅｎｅ）－ｃｙｃｌｏｈｅｘ

ｅｎｅ，Ｂｅｔａｐｉｎｅｎｅ等［１６］．

Ｙ．Ｇ．Ｇｉｌｌｉｊ等［１７］研究证实迷迭香挥发性成

分对埃及伊蚊有明显的驱避活性，通过与已知

的驱蚊植物精油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其主要的

驱蚊活性成分可能是柠檬烯和樟脑．

此外，迷迭香挥发油具有广谱的抗菌性，对

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枯草杆菌、黑曲霉、

黄曲霉等均有抑制作用［１８］．迷迭香提取物还具

有抗炎活性，可以大大降低炎症发生几率［１９］．

１．２．４　银香菊　银香菊（ＳａｎｔｏｌｉｎａＣｈａｍａｅ

ｃｙｐａｒｉｓｓｕｓ）为菊科香锦菊属植物，因其植株呈银

灰色且有刺激性香味，又被称为银灰菊、香锦

菊．银香菊是一种具有驱蚊功效的传统芳香植

物，欧洲一些国家很早就有用银香菊做香囊防

蚊虫叮咬的习惯，也有在住宅或者牲畜棚周围

种植银香菊以驱蚊的记载［２０］．

银香菊精油的主要成分为蒿酮，ｖｕｌｇａｒｏｎｅ，

β－水芹烯，姜黄烯和月桂烯等，其中具有驱蚊

活性的是蒿酮和 β－水芹烯．蒿酮也是我国传

统驱蚊植物艾草含有的功效物质；β－水芹烯为

单环单萜类化合物，具有类似柑橘和胡椒的清

凉香气．研究证实，银灰菊精油对白纹伊蚊的幼

虫和成虫均有较强的毒杀活性，并且在较低浓

度下就能起到毒杀蚊幼虫的效果［２０］．

１．２．５　甜罗勒　甜罗勒（ＯｃｉｍｕｍＢａｓｉｌｉｃｕｍ）为

唇形科罗勒属草本植物，兼有薄荷的香味和樟

脑的香韵，其散发出的气味有驱赶蚊虫的作用．

甜罗勒精油的主要成分为芳樟醇、甲基胡椒酚、

１，８－桉树脑、α－杜松子油醇、丁子香酚等，约

占精油成分的９０ｗｔ％以上，其中具有驱蚊功效

的是芳樟醇和桉树脑．

研究表明，较之香茅、迷迭香和银香菊，甜

罗勒精油在对白纹伊蚊的幼虫浸渍和成虫熏蒸

实验中，生物活性相对较低、毒性微弱，但其驱

蚊效果良好，对小鼠有效保护时间最长［２０］．这

可能是由于甜罗勒精油中具有驱蚊功效的芳樟

醇含量较高，而具有植物毒性的１，８－桉树脑

含量较低的缘故．

２　植物源蚊虫叮咬止痒剂研究进展

２．１　蚊虫叮咬导致瘙痒的机理
蚊虫叮咬导致的炎症反应与多种细胞和物

质有关，其作用机制比较复杂，主要分为两个方

面：１）蚊虫在吸血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宿主血

管内血液的流动性，其释放的唾液中会分泌含

有舒张血管和抗凝血作用的物质，其中抗凝血

的物质是一种类似抗凝血剂的有机酸（蚁酸，

其化学成分是ＨＣＯＯＨ），这些物质会作为变应

原引发肌肤的免疫反应［２１］．２）蚊子常携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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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葡萄球菌、枯草芽孢杆菌、大肠杆菌、绿脓杆

菌等病原菌，当这些病原菌接触肌肤时，也会被

当作变应原从而引发肌肤的免疫反应［２２］．

蚊虫叮咬后，上述物质或病原菌作为变应

原会导致速发型变态反应，它属于 Ｉ型变态反

应，是由于肥大细胞脱颗粒化作用，导致组胺等

过敏介质的释放，从而引起毛细血管的扩张和

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增加，最终导致瘙痒与红肿

的发生［２３］．

２．２　植物源蚊虫叮咬止痒剂
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和药物安全的不断追

求，消费者对源于天然的蚊虫叮咬止痒产品需

求越来越强烈．常见的有香薷、山茱萸、藤茶、白

豆蔻、蒺藜等．

２．２．１　香薷　香薷（Ｍｏｓｌ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又名香

，为唇形科香薷属植物，主要分布在云贵及川

藏等地．香薷有行水散湿、温胃调中等功能，

《本草纲目》记载：“世医治暑病，以香薷饮为

首药”．

香薷含有挥发油类、黄酮类、香豆素类等多

种活性成分，具有增强免疫功能、消炎、镇痛等

药理作用．葛冰等［２４］研究表明，石香薷挥发油

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均有较强

的抑制作用．也有研究表明，对因注射啤酒酵母

而导致发热的大鼠，用香薷进行灌胃有短暂的

退热作用［２５］．

２．２．２　山茱萸　山茱萸（Ｃｏｒｎｕｓ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为

山茱萸科山茱萸属植物，具有稳定肥大细胞、减

缓过敏反应的功效．肥大细胞的细胞质中含有

组胺及慢反应物质等，其细胞膜上有免疫球蛋

白Ｅ（ＩｇＥ）的 Ｆ段受体，可与致敏源特异性结

合，导致肥大细胞释放出颗粒内物质，最终引发

过敏反应［２６］．肥大细胞的脱颗粒化作用是机体

的一种本能防御机制，也是引发速发型变态反

应及产生炎症的基础．山茱萸具有良好的抗菌

消炎功效，并能增强免疫功能，可有效抑制肥大

细胞活化，降低血管通透性，减缓过敏反应［２７］．

有研究证实山茱萸提取物能有效抑制肥大细

胞，稳定肥大细胞膜，减少过敏介质的释放，从

而缓解过敏反应引起的不适［２８］．

２．２．３　藤茶　藤茶学名显齿蛇葡萄（Ａｍｐｅｌｏｐ

ｓｉｓＧｒｏｓｓｅｄｅｎｔａｔａ），为葡萄科葡萄属植物，是清

热解毒之良药，被封为“神茶”，在我国云南、广

西、贵州、湖北等地均有分布．藤茶能祛风解湿、

清热解毒，可用于皮肤癣癞的治疗．

研究表明，藤茶提取物对金色葡萄球菌、枯

草芽孢杆菌、大肠杆菌、绿脓杆菌等具有明显的

抗菌作用［２９］．炎症诱发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自

由基，并伴有白三烯及组胺等炎症介质的参与，

而藤茶中因富含二氢杨梅素等黄酮类化合物，

能使白三烯及组胺等过敏介质的释放减缓，并

通过减少氧自由基的产生而减少由自由基所导

致的细胞损害［３０］．

２．２．４　白豆蔻　白豆蔻（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Ｆｒａｇｒａｎｓ）为

姜科豆蔻属植物，主要分布于广东、云南、海南

等地．白豆蔻作为我国传统的中药材，有温中行

气的作用，可用于治疗湿阻所滞、脾胃不和、湿

温初起等症状．

白豆蔻挥发油中所含的甲基异丁香酚有明

显的镇静作用［３１］，同时白豆蔻具有良好的抗氧

化效果，可使肌肤抵御自由基侵害，促进肌肤完

成自我修复［３２］．Ｏ．Ａ．Ｏｌａｊｉｄｅ等［３３］研究表明，白

豆蔻提取物对由角叉菜胶诱导的大鼠足水肿有

一定的抑制作用．

２．２．５　蒺藜　蒺藜（Ｔｒｉｂｕｌｕｓ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ｓ）又名白

蒺藜，为蒺藜科蒺藜属植物，主要产自河南、河

北、山东等地．蒺藜可以有效抑制组胺引起的瘙

痒症状，能显著抑制组胺引起的毛细血管通透

性增强，进而发挥抗过敏作用［３４］．刘颖［３５］采用

小鼠耳肿胀模型，证实蒺藜具有抑制耳肿胀活

性的功能，说明蒺藜具有良好的止痒、消肿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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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沛娜：植物源驱蚊止痒类产品研究进展

３　展望

我国植物资源非常丰富，民间驱蚊药用到

的植物多达千种，经过初步筛选的驱蚊药用植

物也有百余种，拥有开发植物源驱蚊止痒类药

品得天独厚的优势．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也越

来越追捧天然植物成分的蚊虫驱避剂，这是因

为植物源驱避剂有很多优点，如天然不刺激，无

毒或低毒，不易产生抗药性，对环境无污染等．

但是植物源驱避剂的开发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其高效性普遍低于化学合成驱避剂；驱蚊植

物精油一般挥发性较强，对皮肤有效保护时间

不长，持久性有待提高；不少驱蚊植物的安全性

和功效性还有待评估．此外，将一种植物资源转

化为产品还将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如生态因素、

工艺可行性、经济效益等，因此植物源蚊虫驱避

剂的开发还需要相关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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