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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研发重点实验室， 昆明 ６５０２０１；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

摘　 要： 蚊虫传播疟疾、登革热等多种烈性疾病，严重威胁到人畜健康。 特别是生活在西双版纳地区的人

们，蚊虫骚扰是长期需要面对的问题。 该研究运用民族植物学研究方法，对西双版纳哈尼族驱蚊植物及知

识进行调查，共走访了 １２ 个哈尼族村寨，访谈 ９１ 位信息报告人，调查得到 ２４ 种驱蚊植物，分别属于 １５ 科

１９ 属。 主要利用的部位是植物的叶；燃烧植物烟熏、悬挂放置、楼下铺撒和捣碎涂抹是最为常用的驱蚊方

式。 通过打分排序法评价出蒿属植物、烟草、山鸡椒等共 ５ 种具有较高研究开发价值的驱蚊植物，小黄皮、
柠檬草、黄樟、大蒜、土荆芥等 ８ 种具有较高潜在研究价值的驱蚊植物。 通过文献交叉验证，发现其中勐腊

毛麝香、糯米香、臭牡丹等 １１ 种驱蚊植物为该调查首次提到，结合已报道化学成分和单体化合物驱蚊活性

研究情况发现，除高杆珍珠茅和大葱外，其余 ９ 种都含有驱避作用的化学成分。 这说明民间蕴藏着丰富的

传统驱蚊知识，并验证了民间驱蚊知识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同时，通过对哈尼族民间驱蚊知识专题的调查

研究，对传统驱蚊知识保护起到一定作用。
关键词： 西双版纳， 民族植物学， 哈尼族， 驱蚊植物，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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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虫作为四害之一，具有种类多、繁殖快、分
布广的特点（徐承龙和姜志宽， ２００６），是所有卫

生害虫中传病种类最多的害虫（苏晓庆， ２０１６），
尤其传播多种烈性蚊媒疾病，如疟疾、登革热、寨
卡热等（陆宝麟，１９９９）。 全球每年有一半以上的

人口面临感染蚊媒疾病的危险，并有上百万死亡

的病例。 蚊虫作为蚊媒疾病的传播者，对社会进

步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蚊虫的防控

对于蚊媒疾病的控制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 目前，蚊虫的个体防控主要依靠使用杀虫

剂和驱避剂。 长期以来，化学合成杀虫剂、驱避剂

因其高效、快速、简便的特点，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但化学合成驱杀产品的长期使用，造成“３Ｒ”问题

凸显，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陆宝麟，２０００；
Ｂｅｎｅｌｌｉ， ２０１５）。 随着生活质量日益提高，高效、安
全、新型的天然蚊虫驱避剂也成为人们追捧的热

点（Ｂｅｎｅｌ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植物源驱避剂具有安全

环保、低残留等化学驱避剂无法比拟的优点成为

关注的焦点（陶波和张大伟， ２０１４）。 但目前市场

开发推广的植物源驱避产品较少（Ｒｅｈ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大多植物源驱避剂挥发性强、驱避时间短，
仅作为一种添加成分。 所以，一种高效持久安全

的植物驱避剂急需研发。
植物源驱避剂自古以来就被人们广泛使用，

早在几个世纪前，就有百姓通过燃烧植物来熏杀

蚊虫的记载，由于取材方便、方法简单、经济成本

低，现在一些农村仍然保留着此方法，例如燃烧艾

蒿、桉树等。 经过长期的实践经验总结，民间积累

下丰富的驱蚊植物知识。 而民族植物学作为研究

人与植物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裴盛基和淮虎银，
２００７），是一种挖掘民间传统知识的有效手段，在
传统知识的开发、保护和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外关于蚊虫驱避剂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主要集中

在埃塞尔比亚、肯尼亚、塔桑尼亚等非洲地区（Ｋａ⁃
ｒｕｎａｍｏｏｒｔｈｉ ＆ Ｈｕｓｅｎ， ２０１２； Ｋａｒｕｎａｍｏｏｒｔｈｉ ＆
Ｈａｉｌｕ， ２０１４；Ｋｗｅｋ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以及欧洲西部西

班牙（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东南亚老挝、泰国、缅
甸等国家也有少量的研究（Ｄｅ Ｂｏ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Ｔｉｓｇｒａｔｏ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国外关于驱蚊植物资源的

研究主要基于民间调查得到的驱蚊植物基础上，
通过还原或改进民间方法或对驱蚊植物的粗提物

进行离体生物测定 （Ｗａｋ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Ｓｅｙｏｕｍ，
２００２）。 目前，我国关于驱蚊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

究尚属空白，仅黄卫娟和龙春林（２０１３）在广西药

市进行药材民族植物学调查时有零星的收集。
由于西双版纳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

导致这里一直是我国蚊媒疾病的重灾区和蚊媒疾

病防控的重点区域。 西双版纳位于云南边陲，与
老挝、缅甸等疟疾高发国接壤，蚊虫及蚊媒疾病境

外输入问题严重。 同时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和丰

富的植物资源为蚊虫的繁衍提供优质的环境。
因此，西双版纳一直是我国历史上蚊虫及蚊媒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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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调查村寨基本地理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县 ／ 市
Ｃｏｕｎｔｙ ／ Ｃｉｔｙ

乡镇
Ｔｏｗｎ

村寨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ａｄｅ

纬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经度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

勐腊县 Ｍｅｎｇｌａ Ｃｏｕｎｔｙ 勐仑镇 Ｍｅｎｇｌｕｎ Ｔｏｗｎ 大卡新寨 Ｄａｋａｘｉｎ Ｓｔｏｃｋａｄｅ ２１°５３′４８．５７ Ｎ １０１°１４′４３．９１ Ｅ ６５５

勐海县 Ｍｅｎｇ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勐宋乡 Ｍｅｎｇｓｏ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三迈上寨 Ｓａｎｍａｉｓｈａｎｇ Ｓｔｏｃｋａｄｅ ２２°０２′３６．６６ Ｎ １００°３７′２４．３７ Ｅ １ ５９６

勐海县 Ｍｅｎｇ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勐宋乡 Ｍｅｎｇｓｏ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朝山寨 Ｃｈａｏｓｈａｎ Ｓｔｏｃｋａｄｅ ２２°０２′２１．５１ Ｎ １００°３７′０９．６４ Ｅ １ ４９１

勐海县 Ｍｅｎｇ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勐遮镇 Ｍｅｎｇｚｈｅ Ｔｏｗｎ 曼令村 Ｍａｎｌｉ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２１°５３′３７．２３ Ｎ １００°１５′０２．５６ Ｅ １ ４１１

勐海县 Ｍｅｎｇ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格朗和乡 Ｇｅｌａｎｇｈｅ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帕沙新寨 Ｐａｓｈａ Ｎｅｗ Ｓｔｏｃｋａｄｅ ２１°５０′３７．３７ Ｎ １００°３１′０８．８４ Ｅ １ ３５１

勐海县 Ｍｅｎｇ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格朗和乡 Ｇｅｌａｎｇｈｅ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帕真新寨 Ｐａｚｈｅｎ Ｎｅｗ Ｓｔｏｃｋａｄｅ ２１°５０′４０．６０ Ｎ １００°２５′３３．１１ Ｅ １ ２８０

勐海县 Ｍｅｎｇ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格朗和乡 Ｇｅｌａｎｇｈｅ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石头老寨 Ｓｈｉｔｏｕ Ｏｌｄ Ｓｔｏｃｋａｄｅ ２１°５５′５１．３７ Ｎ １００°３５′３４．３１ Ｅ １ ６３８

勐海县 Ｍｅｎｇ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 西定乡 Ｘｉｄｉｎ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坝丙村 Ｂａｂ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２１°５７′１１．１２ Ｎ １００°１０′１０．１６ Ｅ １ ８４６

景洪市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 Ｃｉｔｙ 勐龙镇 Ｍｅｎｇｌｏｎｇ Ｔｏｗｎ 勐宋村 Ｍｅｎｇｓｏ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２１°２９′２５．０３ Ｎ １００°３０′５８．０２ Ｅ １ ６２０

景洪市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 Ｃｉｔｙ 勐龙镇 Ｍｅｎｇｌｏｎｇ Ｔｏｗｎ 先锋寨 Ｘｉａｎｆｅｎｇ Ｓｔｏｃｋａｄｅ ２１°２９′４８．０４ Ｎ １００°３０′２９．５０ Ｅ １ ６０２

景洪市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 Ｃｉｔｙ 勐罕镇 Ｍｅｎｇｈａｎ Ｔｏｗｎ 曼么大寨 Ｍａｎｍｅ Ｌａｒｇｅ Ｓｔｏｃｋａｄｅ ２０°４９′１２．３３ Ｎ １０１°０６′２８．４２ Ｅ １ １００

景洪市 Ｊｉｎｇｈｏｎｇ Ｃｉｔｙ 景哈乡 Ｊｉｎｇｈａ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莫南村 Ｍｏｎａ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２１°５０′１０．１７ Ｎ １００°５５′５０．１２ Ｅ ５４７

爆发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是我国出名的“蛮烟和

瘴疠之区”，疟疾十分猖獗（石人炳，１９９７）。 特别

是主体居住在热带山地雨林区域的哈尼族，森林

中蚊虫的骚扰更为严重，在长期与蚊虫斗争的过

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利用植物驱杀蚊虫的经验知

识。 本研究采用民族植物学调查研究方法，对居

住在热带山地雨林区域的西双版纳哈尼族民间的

驱蚊植物进行调查，收集当地驱蚊植物知识和经

验，结合已有的文献研究对调查得到植物的驱蚊

活性进行初步评价筛选，为后期进行驱蚊活性实

验提供参考。 本研究目的如下：（１）收集西双版纳

哈尼族民间利用植物资源驱赶蚊虫的经验知识，
为进一步筛选、开发天然驱避剂奠定基础；（２）引

导先辈回忆传统生活经验知识，促进传统生活经

验知识在民间的交流与传承；（３）结合目前化学成

分及驱蚊化学成分的研究，对民间驱蚊知识作出

初步的解释；（４）结合文献研究筛选民间驱蚊植

物，为进一步进行天然蚊虫驱避剂的研究开发提

供实践与理论指导。

１　 研究地点与民族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南部边陲，
辖管景洪、勐海、勐腊三个市县，地处 ９０° ５６′—
１０１°５０′ Ｅ，２１°０８′—２２°３６′ Ｎ 之间，属于热带雨林

气候，年降雨量１ １３８ ～ ２ ４３１ ｍｍ；全区年均气温

１５．１ ～ ２１．７ ℃ ，全年温暖湿润，植物丰富（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２００２），是蚊虫滋

生的天然场所，蚊媒疾病爆发较为严重。 本研究

选取了西双版纳哈尼族 ８ 个乡镇 １２ 个村寨（表 １）
作为调查地点。 调查点海拔 ５４７ ～ １ ８４６ ｍ，最低海

拔景哈乡莫南村 ５４７ ｍ，最高海拔在西定乡坝丙村

１ ８４６ ｍ。
哈尼族作为一个跨境而居的民族，在境外缅

甸、老挝、越南、泰国等多数地区都有分布（雷兵，
２００２）。 与彝族、拉祜族等同源于古代的羌族，哈
尼语属于藏缅语系彝语支，但无文字，传统知识传

承主要依靠“口传身教”。 主要信仰万物有灵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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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宗教和祖先崇拜。 解放前，在哈尼族的日常生

活中，主持宗教祭祀“儒玛” （即“龙巴头”）和以巫

术或草药帮村民治病的“尼玛” （即“巫医”）和现

在的草医起着重要作用，是其传统知识和文化的

继承和传播者，也是掌握较多哈尼族医药知识的

群体（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１９８３）。 因此，在关键

人物选择时，重点关注了“草医” “尼玛”和“儒玛”
等。 在调查地点选择上，选择拥有较为出名的“草
医”和“巫医”的村寨，作为调查地点。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文献分析法

针对调查到的驱蚊植物，首先在《中国杀虫植

物志》（赵劲平和欧乞鍼， ２００７）和《中国土农药

志》（中国土农药编辑委员会， １９５９）等专著上查

阅其驱蚊作用的记录情况。 然后，通过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
ｅｎｃｅ ／中国知网搜索其驱蚊活性、化学成分以及其

部分化学成分的驱蚊效果的研究情况，对调查得

到驱蚊知识进行交叉验证和科学的解释。
２．２ 民族植物学编目

编目内容包括：物种学名、植物科名、当地名、
利用部位、驱虫对象、用法、凭证标本号。 凭证标

本保存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２．３ 关键人物访谈法

本研究以关键人物访谈为主，结合半结构式

访谈方式。 共走访西双版纳 １２ 个哈尼族村寨 ９１
位信息报告人，其中包括 ３５ 位关键人物，这些关

键人物包括“巫医” ／ “尼玛” （４ 人）、“草医” （ １９
人）、“儒玛”（１ 人）、农业技术员（１ 人）、本民族科

研人员（１ 人）、村里公认的生活经验较为丰富的

老人（９ 人）。 在各村寨长老和村长帮助下，利用

熟悉的人向不熟悉的人逐步扩大调查范围。 访谈

的内容包括驱蚊植物种类、植物哈尼名、用法、用
途、使用部位等。 通过预调查发现 ５０ 岁以下的人

群对于传统驱蚊知识很少有人了解，故本次调查

对象年龄段主要集中在 ５０ 岁以上，信息报告人年

龄段信息见表 ２（由于访谈时个别信息报告人未获

得相关年龄信息，个别年龄为估计年龄）。

表 ２　 各年龄阶段信息报告人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ａｔ ａｌｌ ａｇｅｓ

年龄阶段
Ａｇｅ ｓｔａｇｅ

男
Ｍａｎ

女
Ｗｏｍａｎ

总人数（百分比）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５０ ３ ４ ７（７．７７％）

５０～ ５９ １５ ８ ２３（２５．２７％）

６０～ ６９ １７ １１ ２８（３０．７６％）

７０～ ７９ １２ ９ ２１（２３．０７％）

＞８０ ３ ９ １２（１３．１８％）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５０ ４１ ９１

２．４ 打分排序法

打分排序法（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ａｎｋｉｎｇ，ＧＲ）是通过

对某一民间药物进行赋值打分， 最后根据所得总

分的大小来判断这种民间药物在治疗某种疾病方

面潜在价值的一种定量方法，是资源民族植物学

常用的一种定量资源评估的方法，对进一步研究

具有指导意义，可以减少研究的盲目性（淮虎银和

裴盛基，２０００）。
本评分参照 Ｒｕｓｓｏ（ １９９２）、淮银虎和裴盛基

（２００４）等方法，由于目前没有驱蚊植物的专著，查
阅中国杀虫植物志与目前文献中驱蚊研究情况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中国知网）。 制定本次评分原则

如下：（１）每有一个乡镇提到用来驱蚊，１ 分；（２）
在同一乡镇，４ 个及以上提到可以驱蚊、驱虫植物，
加 ２ 分；（３）在同一乡镇，２ ～ ３ 个提到可以驱蚊、驱
虫植物，１ 分；（４）有相关著作或期刊文献或验证

其驱蚊、驱虫活性，２ 分；（５）在其他地区有民族植

物学调查文献调查也记录相似用法的植物，２ 分。
以上 ５ 项得分之和高低，说明该植物为目前调

查研究现状及初步开发潜力的大小。 分值越高，
说明该植物目前调查研究热点，潜在研究价值越

大。 反之，值越低，基本没人调查到或研究过，潜
在价值也越低。 本文通过此方法筛选出较有研究

潜力的驱蚊植物。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哈尼族驱蚊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编目

共调查到 ２４ 种驱蚊植物，隶属于 １５ 科 １９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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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分别列出了关于哈尼族驱蚊植物的学名、
科名、属名、当地名、使用部位、驱虫对象、用法等。
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最多 ６ 种，占总科数的 ２５％，其
次是马鞭草科 （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 ３ 种，１３％）、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 ２ 种，２９％） 和百合科 （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 ２
种，９％），其他科属仅有 １ 种。 西双版纳哈尼族提

及的驱蚊植物的种属比例为 １．２６（２４ ／ １９），每种驱

蚊植物基本上分别属于不同属，表明哈尼族在对

驱蚊植物种类的选择利用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广

泛性和多样性特征。 其中，草本占 ６７％、乔木占

１６％、灌木占 １６％。 在选材上以资源丰富、容易得

到、富含芳香气味的草本植物为主要驱蚊原料。
３．２ 驱蚊植物的利用部位

西双版纳哈尼族驱蚊植物的利用部位包括植

物各部分器官，如叶、花、果实、根、块茎、鳞茎、树
干、树皮、全株或地上部分（图 １）。 利用部位最多

的是叶，其累计使用频次最高为 １５ 次，占总频次

（３５ 次）的 ４４％。 可能因为叶含挥发性成分相对

较多，容易采集，而且采集不易对该植物资源造成

严重 影 响。 其 次 是 地 上 部 分 和 全 株 为 ５ 次

（１４％）、果实 ２ 次（６％）；其余的树脂、树根、鳞茎、
块茎、花序仅有 １ 次（３％）。 为了吸引昆虫帮助传

粉繁殖或防御虫害，某些生殖器官（花、果实）通常

含有丰富挥发性物质。 如勐腊毛麝香（ Ａｄｅｎｏｓｍａ
ｂｕｃｈｎｅｒｏｉｄｅｓ）的花和山鸡椒（Ｌｉｔｓｅａ ｃｕｂｅｂａ）的果实。
某些营养器官，如黄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ｐｏｒｒｅｃｔｕｍ）和

山鸡椒（Ｌｉｔｓｅａ ｃｕｂｅｂａ）的树干和枝叶，常含有丰富

的挥发性成分，对蚊虫防控有一定驱避作用。
３．３ 驱蚊植物的利用方式

燃烧植物烟熏、室内悬挂植物、切碎铺垫地

板、捣碎涂抹、随身佩戴（如插在头发里、耳洞里、
给小孩子制作的香包等）是民间使用最为普遍的

植物驱蚊方式，同时也有少量信息报告人提到在

房屋或工棚周围种植某些特殊植物，可以减少蚊

虫的骚扰（图 ２）。 其中，用燃烧烟熏的驱蚊方式的

植物种类有 ２０ 种，占总驱蚊植物种类 ２４ 种（３８％）；
铺放的有 １３ 种（２４％）、涂抹的有 １３ 种（２４％）；佩戴

的有 ３ 种（６％）、悬挂的有 ３ 种（６％）；在房屋或工棚

周围种植驱赶蚊虫的有 １ 种（２％）。
信息报告人强调，烟熏是最为有效的办法，几

图 １　 植物各部位利用情况
Ｆｉｇ． １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ｕｓｅｄ

图 ２　 不同利用方式的植物种数
Ｆｉｇ． 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ｙｓ

乎所有植物都可通过燃烧产生烟雾驱赶蚊虫。 其

可能的原因：（１）燃烧过程中产生大量烟雾，干扰

蚊虫搜寻目标（Ｋｗｅｋ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２）植物体本

身存在某些驱避蚊虫的物质；（３）在燃烧过程中会

产生驱蚊蚊虫的物质（Ｄｕｂ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４）燃

烧释放的烟雾，作用范围广，对蚊虫产生较强的驱

避范围，驱避时间相对持久。 燃烧粗糠（稻壳）熏

赶蚊虫是西双版纳哈尼族民间较常用的传统烟熏

驱蚊办法，由于哈尼族传统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
种植大量稻谷，附加获得丰富的稻壳资源，取材利

用较方便。 但稻壳除燃烧产生烟雾驱赶蚊虫外，
是否具有驱避活性的化学成分有待进一步研究。
３．４ 驱蚊植物的利用技巧

为减少蚊虫骚扰，提高驱避效果， 通过长期实

３６３３ 期 范汝艳等： 西双版纳哈尼族驱蚊植物的民族植物学调查研究



表 ３　 西双版纳哈尼族驱蚊植物编目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ｂｙ Ｈａｎｉ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ｐｅｌｌｉｎｇ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当地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生活性
Ｈａｂｉｔ

驱虫对象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ｎｓｅｃｔ

使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

用法
Ｕｓｅ

ＧＲ 值
ＧＲ ｓｃｏｒｅ

凭证号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烟草
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
ｔａｂａｃｕｍ

Ｙａｖｋｈａｗｑ 草本
Ｈｅｒｂａｌ

蚊、跳蚤、鸡虱子、水蛭、蚂蚁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ｆｌｅａｓ，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ｌｉｃｅ，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ｌｅｅｃｈｅｓ， ａｎｔｓ

叶
Ｌｅａｆ

烧、涂抹、铺放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ｓｋｉｎ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ｉｎｇ

１４ ＦＲＹ０１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蒿（大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ｐ．

Ｙａｒｋａｊｅｉｑ
ｄａｗｖｑ

草本
Ｈｅｒｂａｌ

蚊、虱子、水蛭、鸡虱子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ｌｏｕｓｅ，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ｌｅｅｃｈｅｓ，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ｌｉｃｅ

全株、叶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ｌｅａｆ

烧、涂抹、铺放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ｓｋｉｎ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ｉｎｇ

１２ ＦＲＹ０４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艾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ｐ．

Ｙａｒｋａｊｅｉｑ
ｄａｗｖｑ

草本
Ｈｅｒｂａｌ

蚊、虱子、水蛭、鸡虱子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ｌｏｕｓｅ，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ｌｅｅｃｈｅｓ，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ｌｉｃｅ

全株、叶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ｌｅａｆ

烧、涂抹、铺放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ｓｋｉｎ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ｉｎｇ

１２ ＦＲＹ０２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青蒿（小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ｐ．

Ｙａｒｋａｊｅｉｑ
ｄａｗｖｑ

草本
Ｈｅｒｂａｌ

蚊、虱子、水蛭、鸡虱子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ｌｏｕｓｅ，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ｌｅｅｃｈｅｓ，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ｌｉｃｅ

全株、叶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ｌｅａｆ

烧、涂抹、铺放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ｓｋｉｎ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ｉｎｇ

１２ ＦＲＹ０３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山鸡椒
Ｌｉｔｓｅａ ｃｕｂｅｂａ

Ｓｉｑｂｉｒ 乔木
Ｔｒｅｅ

蚊、蚂蚁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ａｎｔｓ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烧、铺放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ｌａｙｉｎｇ

１２ ＦＲＹ０５

蚊、水蛭、蚂蚁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ｌｅｅｃｈｅｓ，
ａｎｔｓ

枝叶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ｆ

悬挂、涂抹
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ｋｉｎ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１

蚊、蚂蚁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ａｎｔｓ

枝杆
Ｂｏｌｅ

烧、铺放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ｌａｙｉｎｇ

１１

蚊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果
Ｓｅｅｄ

烧
Ｂｕｒｎｉｎｇ

１１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小黄皮
Ｃｌａｕｓｅｎａ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

Ｙａｘａｅｒ
ｘｉｒｐａｖｑ

灌木
Ｓｈｒｕｂ

蚊、跳蚤、鸡虱子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ｆｌｅａｓ，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ｌｉｃｅ

叶
Ｌｅａｆ

烧、铺放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ｌａｙｉｎｇ

１０ ＦＲＹ０６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柠檬草
Ｃｙｍｂｏｐｏｇｏｎ

ｃｉｔｒａｔｕｓ

Ｐａｗｑｐｉｒ 草本
Ｈｅｒｂａｌ

蚊、蚂蚁、苍蝇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ａｎｔｓ， ｆｌｉｅｓ

叶
Ｌｅａｆ

烧、涂抹、铺放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ｓｋｉｎ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ｉｎｇ

９ ＦＲＹ０７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黄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ｘｙｌｏｎ

Ｌａｅｑｐｉｒ
ｌａｅｑｓａｖ

乔木
Ｔｒｅｅ

蚊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叶
Ｌｅａｆ

涂抹
Ｓｋｉ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７ ＦＲＹ０８

蚊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果实
Ｓｅｅｄ

涂抹
Ｓｋｉ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蚊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树根
Ｒｏｏｔ

放置
ｌａｙｉｎｇ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臭茉莉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Ｋｈａｑｈｍｒ
ｄａｅｑｔｓｉｑ

灌木
Ｓｈｒｕｂ

蚊、跳蚤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ｆｌｅａｓ

叶
Ｌｅａｆ

烧、涂抹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ｓｋｉ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６ ＦＲＹ０９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臭牡丹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ｂｕｎｇｅｉ

Ｋｈａｑｈｍｒ
ｄａｅｑｔｓｉｑ

灌木
Ｓｈｒｕｂ

蚊、跳蚤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ｆｌｅａｓ

叶
Ｌｅａｆ

烧、涂抹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ｓｋｉ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６ ＦＲＹ１０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赪桐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Ｊａｑｔｓｉｒ 灌木
Ｓｈｒｕｂ

蚊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叶
Ｌｅａｆ

烧、涂抹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ｓｋｉｎ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６ ＦＲＹ１１

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云南松
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Ｍｉｑｘｕｑ
（ａｒｐａｖｑ）

乔木
Ｔｒｅｅ

蚊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叶
Ｌｅａｆ

烧、铺放、悬挂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ｌａｙｉｎｇ， ｈａｎｇｉｎｇ

３ ＦＲＹ１３

树脂
Ｒｏｓｉｎ

烧
Ｂｕｒｎｉｎｇ

大戟科
Ｄｉｐｔｅｒｏｃａｒ⁃
ｐａｃｅａｅ

野桐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ｓｐ．

Ｍｉｑｂｅｅｖ
ｓａｑｄｕ
Ａｒｂａｗｒ

乔木
Ｔｒｅｅ

蚊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树皮
Ｂａｒｋ

烧
Ｂｕｒｎｉｎｇ

３ ＦＲＹ１４

４６３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续表 ３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当地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生活性
Ｈａｂｉｔ

驱虫对象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ｎｓｅｃｔ

使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

用法
Ｕｓｅ

ＧＲ 值
ＧＲ ｓｃｏｒｅ

凭证号
Ｖｏｕｃｈ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

ａｃｅａｅ

土荆芥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

Ｈｈｏｑｎｉｏｑ
ｎｉｏｑｓｓａｑ

草本
Ｈｅｒｂａｌ

蚊、虱子、鸡虱子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ｌｏｕｓｅ，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ｌｉｃｅ

地上部分
Ａｅｒｉａｌ ｐａｒｔ

铺放
ｌａｙｉｎｇ

６ ＦＲＹ１５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大蒜
Ａｌｌｉ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Ｓａｅｒｐｕｒ 草本
Ｈｅｒｂａｌ

蚊、水蛭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ｌｅｅｃｈｅｓ

鳞茎
Ｂｕｌｂ

涂抹
Ｓｋｉ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６ ＦＲＹ１２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水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Ｎａｅｖｑｚａｑ
ｔｓｅｅｖｑｔｓｉｒ

草本
Ｈｅｒｂａｌ

蚊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地上部分
Ａｅｒｉａｌ ｐａｒｔ

烧、铺放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ｌａｙｉｎｇ

５ ＦＲＹ１６

姜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姜黄
Ｃｕｒｃｕｍａ
ｌｏｎｇａ

Ｍａｅｒｘｅｅｒ 草本
Ｈｅｒｂａｌ

蚊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块茎
Ｔｕｂｅｒ

涂抹
Ｓｋｉ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５ ＦＲＹ１７

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
ｒｉａｃｅａｅ

勐腊毛麝香
Ａｄｅｎｏｓｍａ

ｂｕｃｈｎｅｒｏｉｄｅｓ

Ｌａｗｒｚａｑ
Ｇｈａｗａｄｏｖ

草本
Ｈｅｒｂａｌ

蚊、跳蚤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ｆｌｅａｓ

地上部分
Ａｅｒｉａｌ ｐａｒｔ

铺放、悬挂
Ｌａｙｉｎｇ， ｈａｎｇｉｎｇ

３ ＦＲＹ１９

蚊、蛇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ｓｎａｋ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种植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蚊、跳蚤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ｆｌｅａｓ

花序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佩戴
Ａｄｏｒｎｉｎｇ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飞机草
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ｏｄｏｒａｔｕｍ

Ｎｙｏｑｍａ ｓａｖｑ 草本
Ｈｅｒｂａｌ

蚊、水蛭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ｌｅｅｃｈｅｓ

地上部分
Ａｅｒｉａｌ ｐａｒｔ

涂抹
Ｓｋｉ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 ＦＲＹ１８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翼齿六棱菊
Ｌａｇｇｅｒａ
ｐｔｅｒｏｄｏｎｔａ

Ｃｉｖｑｍａｅｖｑ
ｙａｖｋｈａｗｑ

草本
Ｈｅｒｂａｌ

蚊、水蛭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ｌｅｅｃｈｅｓ

地上部分
Ａｅｒｉａｌ ｐａｒｔ

烧、涂抹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ｓｋｉ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 ＦＲＹ２０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破坏草
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ｃｏｅｌｅｓｔｉｎｕｍ

Ａｒｂａｖｑ
ｍｉｒｂｙｍｑ

草本
Ｈｅｒｂａｌ

蚊、鸡虱子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ｌｉｃｅ

叶
Ｌｅａｆ

烧
Ｂｕｒｎｉｎｇ

４ ＦＲＹ２１

爵床科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糯米香
Ｓｅｍｎｏｓｔａｃｈｙａ
ｍｅｎｇｌａｅｎｓｉｓ

Ｈａｗｑｎｙａｗｑ
ｓａｗ

ｙａｒｍｏｖｑ

草本
Ｈｅｒｂａｌ

蚊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叶
Ｌｅａｆ

佩戴
Ａｄｏｒｎｉｎｇ

３ ＦＲＹ２２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高杆珍珠茅
Ｓｃｌｅｒｉａ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ｓ

Ｓａｅｒｍｏｑ 草本
Ｈｅｒｂａｌ

蚊、水蛭、马蜂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ｌｅｅｃｈｅｓ， ｂｅｅｓ

叶
Ｌｅａｆ

烧
Ｂｕｒｎｉｎｇ

１ ＦＲＹ２４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大葱
Ａｌｌｉｕｍ

ｆｉｓｔｕｌｏｓｕｍ

Ｓａｅｒｂｏｑ 草本
Ｈｅｒｂａｌ

蚊、苍蝇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ｆｌｉｅｓ

叶
Ｌｅａｆ

铺放
Ｌａｙｉｎｇ

１ ＦＲＹ２３

表 ４　 打分排序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ｃｏｒｉｎｇ ｓｏｒ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分值 Ｓｃｏｒｅ 植物 Ｐｌａｎｔ 价值 Ｖａｌｕｅ

１１～ １５ 蒿属 ３ 种、烟草、山鸡椒（５ 种）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ｐｐ．（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 ｔａｂａｃｕｍ， Ｌｉｔｓｅａ ｃｕｂｅｂａ（５ ｓｐｅｃｉｅｓ）

具有较高研究开发价值
Ｉｔ ｈａｓ ｈｉｇ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６～ １０ 小黄皮、柠檬草、黄樟、臭牡丹、臭茉莉、赪桐、土荆芥、大蒜（８ 种）
Ｃｌａｕｓｅｎａ ｅｘｃａｖａｔａ， Ｃｙｍｂｏｐｏｇｏｎ ｃｉｔｒａｔｕｓ，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ｘｙｌｏｎ，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ｂｕｎｇｅｉ，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ｖａｒ． ｓｉｍｐｌｅｘ，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ｊａ⁃
ｐｏｎｉｃｕｍ，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 Ａｌｌｉ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８ ｓｐｅｃｉｅｓ）

具有较高潜在研究开发价值
Ｉｔ ｈａｓ ｈｉｇｈ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２～ ５ 水蓼、飞机草、破坏草、勐腊毛麝香、姜黄、翼齿六棱菊、糯米香、云南
松、野桐（９ 种）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ｏｄｏｒａｔｕｍ， Ｅ． ｃｏｅｌｅｓｔｉｎｕｍ， Ａｄｅｎｏｓｍａ
ｂｕｃｈｎｅｒｏｉｄｅｓ， Ｃｕｒｃｕｍａ ｌｏｎｇａ， Ｌａｇｇｅｒａ ｐｔｅｒｏｄｏｎｔａ， Ｓｅｍｎｏｓｔａｃｈｙａ ｍｅｎｇｌａｅｎ⁃
ｓｉｓ， 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ｓｐ． （９ ｓｐｅｃｉｅｓ）

具有潜在研究价值
Ｉｔ ｈａ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ａｌｕｅ

１ 高杆珍珠茅、大葱（２ 种）
Ｓｃｌｅｒｉａ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ｓ， Ａｌｌｉｕｍ ｆｉｓｔｕｌｏｓｕｍ （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需验证其准确性和有效性
Ｉｔｓ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ｖｅｒｉｆ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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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西双版纳哈尼族驱蚊植物相关化学成分及活性研究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ｒｅｐｅｌｌ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Ｈａｎｉ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化学成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驱蚊活性研究的文献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ｒｅｐｅｌｌ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山鸡椒
Ｌｉｔｓｅａ ｃｕｂｅｂａ

α⁃蒎烯，β⁃水芹烯，松萜，１，８⁃桉油醇，香茅醇，芳樟醇，枸橼醛，柠檬醛类，生物
碱类，桉脑，甲基庚烯酮，甾醇类等
α⁃ｐｉｎｅｎｅ， β⁃ｐｈｅｌｌａｎｄｒｅｎｅ， ｓａｂｉｎｅｎｅ， １，８⁃ｃｉｎｅｏｌ， ｃｉｔｒｏｎｅｌｌｏｌ， ｌｉｎａｌｏｏｌ， ｃｉｔｒａｌ， ｌｅｍｏｎ
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ａｌｋａｌｏｉｄｓ， ｔｅｒｐｉｌｅｎｅ ｄｉ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ｍｅｔｈｙｌ ｈｅｐｔｅｎｏｎｅ， ｓｔｅｒｏｌｓ， ｅｔｃ． （赵
劲平和欧乞鍼， ２００７； Ｖｏｎｇｓｏｍｂａｔ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Ｔｒｏｎｇｔｏｋｉ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Ｔａｗａｔｓ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Ｖｏｎｇｓｏｍｂａｔ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江志利等， ２００２；赵劲平和
欧乞鍼， ２００７）

小黄皮
Ｃｌａｕｓｅｎａ ｅｘｃａｖａｔａ

柠檬烯，γ⁃松品烯，异松油烯，β⁃月桂烯，３⁃蒈烯，对伞花烃等
Ｌｉｍｏｎｅｎｅ， γ⁃ｔｅｒｐｉｎｅｎｅ， ｔｅｒｐｉｎｏｌｅｎｅ， β⁃ｍｙｒｃｅｎｅ， ３⁃ｃａｒｅｎｅ， ｐ⁃ｃｙｍｅｎｅ， ｅｔｃ． （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Ｍｕｋａｎｄｉｗ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Ｔｈａｎｇａｒ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赵
劲平和欧乞鍼， ２００７；）

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ｐｐ．

萜品烯，水芹烯，茨烯，石竹烯，蛇麻烯，胡椒稀，樟脑，侧柏酮，龙脑，桉油精等
Ｔｅｒｐｉｎｅｎｅ， ｐｈｅｌｌａｎｄｒｅｎｅ， ｃａｍｐｈｅｎｅ，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ｅｎｅ， ｈｕｍｕｌｅｎｅ， ｐｅｐｐｅｒ ｔｈｉｎ， ｃａｍ⁃
ｐｈｏｒ， ｔｈｕｊｏｎｅ， ｃａｍｐｈｏｌ；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ｏｌ， ｅｔｃ． （张元等，２０１６）

（付臣臣， ２０１３； 吴芳芳等， ２０１５；
张晓蓉等，２０１１； 李其凤等，２０１２；
Ｒａｈｕ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Ｓｅｔｈｉｌｋｕｍａ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草烟
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 ｔａｂａｃｕｍ

黄酮，二萜和倍半萜，烟碱，茄尼醇，香紫苏醇，新植二烯，茄酮，绿原酸，芦丁等
Ｆｌａｖｏｎｅｓ， ｄｉ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ｓｑｕｉｔｅｒｐｅｎｅｓ， ｎｉｃｏｔｉｎｅ， ｓｏｌａｎｅｓｏｌ， ｓｃｌａｒｅｏｌ， ｎｅｏｐｈｙｔａ⁃
ｄｉｅｎｅ， ｓｏｌａｎｏｎｅ， ｃｈ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ｒｕｔｉｎ， ｅｔｃ． （杨彩艳等， ２０１６； 李莹等，２０１５）

（ Ｋａｙｏｄ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柠檬草
Ｃｙｍｂｏｐｏｇｏｎ ｃｉｔｒａｔｕｓ

香茅醇，香叶醇，香茅醛，柠檬醛，柠檬烯，月桂烯，芳樟醇，乙酸香叶酯
Ｃｉｔｒｏｎｅｌｌｏｌ， ｇｅｒａｎｉｏｌ， ｃｉｔｒｏｎ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ｃｉｔｒａｌ， ｌｉｍｏｎｅｎｅ， ｍｙｒｃｅｎｅ， ｌｉｎａｌｏｏｌ， ｃｉｔｒｏｎｅｌｌａ
ａｃｅｔａｔｅ， ｅｔｃ．（Ｈｓ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赵建芬等， ２０１５）

（付臣臣， ２０１３； 杨频等， ２００４； 江
志利等， ２００２； 刘磊等，２０１５； Ｊｉｏ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黄樟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ｐｏｒｒｅｃｔｕｍ

樟脑，蒎烯，τ⁃松油烯，β⁃月桂烯，α⁃水芹烯，对⁃聚伞花素，４⁃蒈烯，Ｄ⁃柠檬烯，β⁃
芳樟醇，桉油精，β⁃罗勒烯，龙脑，α⁃松油醇，顺式香叶醇等
Ｃａｍｐｈｏｒ， ｐｉｎｅｎｅ， τ⁃ｔｅｒｐｉｎｅｎｅ， β⁃ｍｙｒｃｅｎｅ， ａ⁃ｐｈｅｌｌａｎｄｒｅｎｅ， ｐ⁃ｃｙｍｅｎｅ， ４⁃ｃａｒｅｎｅ，
Ｄ⁃ｌｉｍｏｎｅｎｅ， β⁃ｌｉｎａｌｏｏｌ， 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ｏｌ， β⁃ｏｃｉｍｅｎｅ， ｃａｍｐｈｏｌ， ａ⁃ｔｅｒｐｉｎｅｏｌ， ｃｉｌｉａｔｅ，
ｅｔｃ．（赵劲平和欧乞鍼， ２００７；罗永明等 ２００３）

（付臣臣， ２０１３； 中国土农药编辑
委员会， １９５９； 赵劲平和欧乞鍼，
２００７）

大蒜
Ａｌｌｉ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蒜素，甾体苷类，硫醚化合物等
Ａｌｌｉｃｉｎ， ｓｔｅｒｏｉｄａｌ 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ｓ， ｓｕｌｆｉｄｅ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ｅｔｃ． （赵劲平和欧乞鍼， ２００７）

（付 臣 臣， ２０１３； Ｐａｖｅｌａ ＆ Ｂｅｎｅｌｌｉ，
２０１６； Ｔｒｏｎｇｔｏｋｉ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Ｙｏｕｍｓ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Ｔａｗａｔｓ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飞机草
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ｏｄｏｒａｔｕｍ

乙酸龙脑，芳樟醇，倍半萜类，香豆素类，甾醇类，黄酮类，三元醇类等
Ｂｏｒｎｙｌ， ｌｉｎａｌｏｏｌ， ｓｅｓｑｕｉ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ｓ， ｃｏｕｍａｒｉｎｓ， ｓｔｅｒｏｌｓ，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ｔｈｅ ｔｅｒｎａｒｙ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ｅｔｃ． （赵劲平和欧乞鍼， ２００７）

（Ｙｏｕｍｓ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翼齿六棱菊
Ｌａｇｇｅｒａ ｐｔｅｒｏｄｏｎｔａ

单萜类，黄酮类，洋艾素，槲皮素，乔松酮，木犀草素，芹菜素，α⁃蒎烯，β⁃蒎烯，月
桂烯，γ⁃桉叶醇等
Ｍｏｎｏｔｅｒｐｅｎｅｓ，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 ａｒｔｅｍｉｔｉｎ，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ｐｉｎｏｓｔｒｏｂｉｎ， ｃｙａｎｉｄｅｎｏｎ， ａｐｉｇｅｎｉｎ， α⁃
ｐｉｎｅｎｅ， β⁃ｐｉｎｅｎｅ， ｍｙｒｃｅｎｅ， γ⁃ｅｕｄｅｓｍｏｌ， ｅｔｃ． （顾健龙等， ２０１４； 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无∗
Ｎｏ∗

土荆芥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

驱蛔素，α－松油烯，麝香草酚，ρ⁃伞花烃，冰片烯，甾醇类，三萜皂苷类，黄酮及其
苷类，异松莰酮等
Ａｓｃａｒｉｄｏｌｅ， α⁃ｔｅｒｐｉｎｅｎｅ， ｔｈｙｍｏｌ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ρ⁃ｃｙｍｅｎｅ， ｂｏｒｎｙｌｅｎｅ， ｓｔｅｒｏｌｓ， ｔｒｉ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
ｓａｐｏｎｉｎｓ，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ｓ， ｉｓｏｐｉｎｏｃａｍｐｈｏｎｅ， ｅｔｃ． （聂小妮等， ２０１０；
杨再波等， ２０１０）

（魏辉等， ２０１４）

云南松
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α⁃蒎烯，β⁃蒎烯，三环二萜类，三萜类，黄酮及其苷类
α⁃ｐｉｎｅｎｅ， β⁃ｐｉｎｅｎｅ， ｔｒｉｃｙｃｌｉｃ ｄｉｔｅｒｐｅｎｅｓ， ｔｒｉｔｅｒｐｅｎｅｓ，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ｓ， ｅｔｃ．

无
Ｎｏ

野桐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ｓｐ．

单萜，二萜，三萜，多酚，苯并吡喃，香豆素，黄酮，生物碱等
Ｍｏｎｏｔｅｒｐｅｎｅ， ｄｉｔｅｒｐｅｎｅ， ｔｒｉｔｅｒｐｅｎｅ，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 ｃｈｒｏｍｅｎｅ， ｃｏｕｍａｒｉｎ， ｆｌａｖｏｎｅ， ａｌｋａ⁃
ｌｏｉｄ， ｅｔｃ． （张国文和陈梦菁， １９８８； 陈德力等， ２０１４）

无
Ｎｏ

姜黄
Ｃｕｒｃｕｍａ ｌｏｎｇａ

α⁃姜黄素，β⁃姜黄素，α⁃姜萜，α⁃姜烯，β⁃倍半水芹烯等
ａ⁃ｔｕｒｍｅｒｏｎｅ， β⁃ｔｕｒｍｅｒｏｎｅ， α⁃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ｅｎｅ， α⁃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ｅｎｅ， β⁃ｓｅｓｑｕｉｐｈｅｌｌａｎｄｒｅｎｅ，
ｅｔｃ．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Ｔａｗａｔｓ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Ｔｒｏｎｇｔｏｋｉ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水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姜烯，３⁃蒈烯，丁香酚，α⁃派烯，β⁃石竹烯，γ⁃松油烯，蒲公英萜酮，木栓烷醇，芴等
α⁃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ｅｎｅ， ３⁃ｃａｒｅｎｅ， ｅｕｇｅｎｏｌ， α⁃ｐｉｎｅｎｅ， β⁃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ｅｎｅ， γ⁃ ｔｅｒｐｉｎｅｎｅ， ｔａｒａｘ⁃
ｅｒｏｎｅ， ｆｒｉｅｄｅｌａｎｏｌ， ｆｌｕｏｒｉｎｅ， ｅｔｃ． （蔡玲和李爱阳， ２００９）

无
Ｎｏ

６６３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续表 ５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化学成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驱蚊活性研究的文献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ｒｅｐｅｌｌ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赪桐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二萜，黄酮，甾体，香豆素等
Ｄｉｔｅｒｐｅｎｅ， ｆｌａｖｏｎｅ， ｓｔｅｒｉｄｅｓ， ｃｏｕｍａｒｉｎ， ｅｔｃ． （尚冀宁， ２０１０）

无
Ｎｏ

臭茉莉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ｖａｒ． ｓｉｍｐｌｅｘ

苯乙醇苷类，１⁃辛烯⁃３⁃醇，芳樟醇，３⁃辛醇等
Ｐｈｅｎｙｌｅｔｈａｎｏｉｄ 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ｓ， １⁃Ｏｃｔｅｎ⁃３⁃ｏｌ， ｌｉｎａｌｏｏｌ， ３⁃ｏｃｔａｎｏｌ， ｅｔｃ． （闵欢，２０１２）

无
Ｎｏ

臭牡丹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ｂｕｎｇｅｉ

苯乙醇，芳樟醇，２－呋喃甲醛，α－紫罗兰酮，己醛，硬脂酸等
Ｐｈｅｎｅｔｈｙｌ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ｌｉｎａｌｏｏｌ， ２⁃ｆｕｒｆｕｒ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α⁃ｉｏｎｏｎｅ， ｈｅｘａｎａｌ， ｓｔｅａ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ｅｔｃ． （陈思勤等，２０１２）

无
Ｎｏ

勐腊毛麝香
Ａｄｅｎｏｓｍａ

ｂｕｃｈｎｅｒｏｉｄｅｓ

α⁃松油烯，香芹酚，对聚伞花素，香芹酚甲醚，柠檬烯，３⁃蒈烯，α⁃派烯，β⁃红没药
烯等
α⁃ｔｅｒｐｉｎｅｎｅ， ｃａｒｖａｃｒｏｌ， ｃｙｍｅｎｅ， ｃｙｍｅｎｅ， ｃａｒｖｏｌ ｍｅｔｈｙｌ ｅｔｈｅｒ， ｌｉｍｏｎｅｎｅ， ３⁃ｃａｒｅｎｅ，
α⁃ｐｉｎｅｎｅ， β⁃ｂｉｓａｂｏｌｅｎｅ， ｅｔｃ． （许勇等， ２００８）

无
Ｎｏ

糯米香
Ｓｅｍｎｏｓｔａｃｈｙａ
ｍｅｎｇｌａｅｎｓｉｓ

无
Ｎｏ

无
Ｎｏ

破坏草
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ｃｏｅｌｅｓｔｉｎｕｍ

无
Ｎｏ

（Ｍｏｈ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高杆珍珠茅
Ｓｃｌｅｒｉａ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ｓ

无
Ｎｏ

无
Ｎｏ

葱
Ａｌｌｉｕｍ ｆｉｓｔｕｌｏｓｕｍ

含硫有机硫化合物，萜烯类化合物，不饱和脂肪醛等
Ｓｕｌｆｕｒ⁃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ｓｕｌｆｕｒ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ｔｅｒｐｅ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ｌ⁃
ｄｅｈｙｄｅｓ ｅｔｃ． （黄雪松， ２００４）

无
Ｎｏ

　 注： “无”表示没有查到相关文献研究。
　 Ｎｏｔｅｓ： “Ｎｏ”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ｎｏ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践经验西双版纳哈尼族民间总结了很多驱蚊植物

利用技巧。 如对于烟熏方式，民间通常燃烧半干

草、粗糠（稻壳）等较细材料作为燃料；将柠檬草编

成辫子，增大横截面积后燃烧，以减缓燃烧速率，
增大烟雾量，延长驱避时间，提高驱蚊效果。

驱蚊植物悬挂位置很重要，驱蚊植物悬挂和

铺放主要位置在房屋门窗、房间床头、厨房餐桌周

围，家禽牲畜豢养区域等蚊虫活动和出没较为频

繁的范围。 根据不同植物的特性，民间还有很多

驱避技巧。 对于挥发性较强的植物，悬挂是常用

的办法，如山鸡椒 （ Ｌｉｔｓｅａ ｃｕｂｅｂａ） 和蒿 （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ｐｐ．）等挂在门窗、床头；对于资源量较为丰富，采
集较为方便的植物，如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ｐｐ．）等切碎铺

撒在房屋一楼地板、鸡圈、猪圈里或周围；对于具

有强烈刺激性物质的植物如烟草（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 ｔａｂａ⁃
ｃｕｍ）、土荆芥（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和小黄皮

（Ｃｌａｕｓｅｎａ ｅｘｃａｖａｔａ）直接在摆放或铺放在鸡圈、猪
圈里或周围；对于容易得到其汁液植物，涂抹是较

为常用办法，如涂抹姜黄 （ Ｃｕｒｃｕｍａ ｌｏｎｇａ） 块茎。
对于容易挥发还具有清新芳香味的植物，女性常

将其佩戴在身上较为常见用法，如佩戴勐腊毛麝

香（ Ａｄｅｎｏｓｍａ ｂｕｃｈｎｅｒｏｉｄｅｓ）花序。 同时，为了提高

驱避效果，民间也会多种驱蚊植物。 如在竹筒里

烧粗糠时，会在表面撒一层山鸡椒果实粉或是加

一些干蒿的叶子，可以提高驱蚊效果；在燃烧植物

驱蚊时，通常会采集蒿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ｐｐ．）、大青属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ｓｐｐ．）、烟草（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 ｔａｂａｃｕｍ）、破
坏草（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ｃｏｅｌｅｓｔｉｎｕｍ）几种植物混合燃烧。
３．５ 驱蚊植物的评价与筛选

打分结果见表 ４，根据打分结果将其分为四

组，分组结果见表 ４。 一组为 １１ ～ １５ 分：蒿属（Ａｒ⁃
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ｐ．）３ 种植物、烟草（Ｎｉｃｏｔｉａｎａ ｔａｂａｃｕｍ）、 山

７６３３ 期 范汝艳等： 西双版纳哈尼族驱蚊植物的民族植物学调查研究



表 ６　 具有潜在研究价值的 ９ 种植物的驱蚊成分
Ｔａｂｌｅ ６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ｒｅｐｅｌｌ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ｉｎ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ａｌｕｅ

驱蚊化学物质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ｒｅｐｅｌｌｅｎｔ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驱蚊效果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ｒｅｐｅｌｌ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目标蚊虫种类
Ｔａｒｇｅｔ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

ｓｐｅｃｉｅｓ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未被报道驱蚊活性的植物
Ｐｌａｎｔ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ｏｎ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ｒｅｐｅｌｌ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β⁃月桂烯
β⁃ｍｙｒｃｅｎｅ

ＬＣ５０ ＝ ２３．５ μｇ·ｍＬ ⁃１；
ＬＣ９０＞５０ μｇ·ｍＬ ⁃１

ＬＣ５０ ＝ ２７．９ μｇ·ｍＬ ⁃１；
ＬＣ９０＞５０ μｇ·ｍＬ ⁃１

白蚊伊蚊
Ａｅｄｅｓ ａｌｂｏｐｉｃｔｕｓ

埃及伊蚊
Ａｅｄｅｓ ａｅｇｙｐｔｉ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翼齿六棱菊
Ｌａｇｇｅｒａ ｐｔｅｒｏｄｏｎｔａ

勐腊毛麝香
Ａｄｅｎｏｓｍａ ｂｕｃｈｎｅｒｏｉｄｅｓ

香豆素类
（单体香柑内酯）

Ｃｏｕｍａｒｉｎｓ（ｍｏｎｏｍｅｒｓ）

１００ μｍ·ｍＬ ⁃１时，杀幼虫率 ７０％
１００ μｍ·ｍＬ ⁃１，

ｋｉｌｌ ｌａｒｖａ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７０％

埃及伊蚊
Ａｅｄｅｓ ａｅｇｙｐｔｉ

（谢谦， ２０１４） 野桐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ｓｐ．

赪桐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异松油烯
Ｔｅｒｐｉｎｏｌｅｎｅ

ＬＣ５０ ＝ ３２．１ μｇ·ｍＬ ⁃１；
ＬＣ９０＞５０ μｇ·ｍＬ ⁃１

ＬＣ５０ ＝ ２１．３ μｇ·ｍＬ ⁃１；
ＬＣ９０ ＝ ４８ μｇ·ｍＬ ⁃１

埃及伊蚊
Ａｅｄｅｓ ａｅｇｙｐｔｉ
白蚊伊蚊

Ａｅｄｅｓ ａｌｂｏｐｉｃｔｕｓ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勐腊毛麝香
Ａｄｅｎｏｓｍａ ｂｕｃｈｎｅｒｏｉｄｅｓ

丁香酚
Ｅｕｇｅｎｏｌ

驱蚊化学成分
Ｒｅｐｅｌｌｅｎｔ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冈比亚按蚊
Ａｎｏｐｈｅｌｅｓ ｇａｍｂｉａｅ

（Ｔｈｏｍａ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水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勐腊毛麝香
Ａｄｅｎｏｓｍａ ｂｕｃｈｎｅｒｏｉｄｅｓ

糯米香
Ｓｅｍｎｏｓｔａｃｈｙａ ｍｅｎｇｌａｅｎｓｉｓ

３⁃蒈烯
３⁃ｃａｒｅｎｅ

ＬＣ５０ ＝ ２５．３ μｇ·ｍＬ ⁃１；
ＬＣ９０＞５０ μｇ·ｍＬ ⁃１

ＬＣ５０ ＝ ２２．９ μｇ·ｍＬ ⁃１；
ＬＣ９０＞５０ μｇ·ｍＬ ⁃１

埃及伊蚊
Ａｅｄｅｓ ａｅｇｙｐｔｉ
白蚊伊蚊

Ａｅｄｅｓ ａｌｂｏｐｉｃｔｕｓ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糯米香
Ｓ． ｍｅｎｇｌａｅｎｓｉｓ
勐腊毛麝香

Ａｄｅｎｏｓｍａ ｂｕｃｈｎｅｒｏｉｄｅｓ

香叶醇
Ｇｅｒａｎｉｏｌ

ＬＣ５０＞６．８６ μｇ·ｍＬ ⁃１（幼虫）
ＬＣ５０＞６．８６ μｇ·ｍＬ ⁃１（ ｌａｒｖａｅ）

尖音库蚊
Ｃｕｌｅｘ ｐｉｐｉｅｎｓ

（Ｔａｂａｒ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糯米香
Ｓｅｍｎｏｓｔａｃｈｙａ ｍｅｎｇｌａｅｎｓｉｓ

α⁃蒎烯
α⁃ｐｉｎｅｎｅ

高效驱避性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ｅｐｅｌｌｅｎｔ

— （王宗德，２００６） 勐腊毛麝香
Ａｄｅｎｏｓｍａ ｂｕｃｈｎｅｒｏｉｄｅｓ

翼齿六棱菊
Ｌａｇｇｅｒａ ｐｔｅｒｏｄｏｎｔａ

水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云南松
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ＬＣ５０＞５０ μｇ·ｍＬ ⁃１；
ＬＣ９０＞５０ μｇ·ｍＬ ⁃１

埃及伊蚊
Ａｅｄｅｓ ａｅｇｙｐｔｉ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ＬＣ５０＞５０ μｇ·ｍＬ ⁃１；
ＬＣ９０＞５０ μｇ·ｍＬ ⁃１

白蚊伊蚊
Ａｅｄｅｓ ａｌｂｏｐｉｃｔｕｓ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α⁃松油烯
α⁃ｔｅｒｐｉｎｅｎｅ

驱避性比 ＤＥＥＴ 好
Ｒｅｐｅｌｌｅｎｃｙ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ＤＥＥＴ

库蚊
Ｃｕｌｅｘ ｓｐ．

（Ｐａｒ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勐腊毛麝香
Ａｄｅｎｏｓｍａ ｂｕｃｈｎｅｒｏｉｄｅｓ

水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香芹酚
Ｃａｒｖａｃｒｏｌ

驱避性比 ＤＥＥＴ 好
Ｒｅｐｅｌｌｅｎｃｙ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ＤＥＥＴ

库蚊
Ｃｕｌｅｘ ｓｐ．

（Ｐａｒ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勐腊毛麝香
Ａｄｅｎｏｓｍａ ｂｕｃｈｎｅｒｏｉｄｅｓ

柠檬烯
Ｌｉｍｏｎｅｎｅ

ＬＣ５０ ＝ １９．４ μｇ·ｍＬ ⁃１；
ＬＣ９０＞５０ μｇ·ｍＬ ⁃１

埃及伊蚊
Ａｅｄｅｓ ａｅｇｙｐｔｉ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ＬＣ５０ ＝ １５ μｇ·ｍＬ ⁃１；
ＬＣ９０＞５０ μｇ·ｍＬ ⁃１

白蚊伊蚊
Ａｅｄｅｓ ａｌｂｏｐｉｃｔｕｓ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勐腊毛麝香
Ａ． ｂｕｃｈｎｅｒｏｉｄ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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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６
驱蚊化学物质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ｒｅｐｅｌｌｅｎｔ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驱蚊效果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ｒｅｐｅｌｌ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目标蚊虫种类
Ｔａｒｇｅｔ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

ｓｐｅｃｉｅｓ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未被报道驱蚊活性的植物
Ｐｌａｎｔ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ｏｎ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ｒｅｐｅｌｌ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对伞花烃
ｐ⁃Ｃｙｍｅｎｅ

ＬＣ５０ ＝ ３４．９ μｇ·ｍＬ ⁃１；
ＬＣ９０＞５０ μｇ·ｍＬ ⁃１

白蚊伊蚊
Ａｅｄｅｓ ａｌｂｏｐｉｃｔｕｓ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勐腊毛麝香
Ａ． ｂｕｃｈｎｅｒｏｉｄｅｓ

苯乙醇
Ｐｈｅｎｅｔｈｙｌ ａｌｃｏｈｏｌ

剂量 ５ ｍｇ·ｃｍ⁃２，
保护时间 ４ ｈ

Ｄｏｓｅ ５ ｍｇ·ｃｍ⁃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４ ｈ

尖音库蚊淡色亚种
Ｃｕｌｅｘ ｐｉｐｉｅｎｓ ｐａｌｌｅｎｓ ｃｏｑｕｉｌｌｅｔｔ

（么恩云等， １９９７） 臭牡丹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ｂｕｎｇｅｉ

芳樟醇
Ｌｉｎａｌｏｏｌ

ＬＣ５０ ＝ １４．７８ μｇ·ｍＬ ⁃１（幼虫）
ＬＣ５０ ＝ １４．７８ μｇ·ｍＬ ⁃１（ ｌａｒｖａ）

尖音库蚊
Ｃｕｌｅｘ ｐｉｐｉｅｎｓ

（Ｔａｂａｒ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臭茉莉
Ｃ．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臭牡丹
Ｃ． ｂｕｎｇｅｉ
糯米香

Ｓｅｍｎｏｓｔａｃｈｙａ ｍｅｎｇｌａｅｎｓｉｓ
勐腊毛麝香

Ａｄｅｎｏｓｍａ ｂｕｃｈｎｅｒｏｉｄｅｓ

鸡椒（Ｌｉｔｓｅａ ｃｕｂｅｂａ）５ 种植物是本次调查提及频率

和目前研究较多的驱蚊植物，具有较高研究开发

价 值。 二 组 为 ６ ～ １０ 分： 小 黄 皮 （ Ｃｌａｕｓｅｎａ
ｅｘｃａｖａｔａ）、黄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ｘｙｌｏｎ）、柠檬

草 （ Ｃｙｍｂｏｐｏｇｏｎ ｃｉｔｒａｔｕｓ ）、 臭 牡 丹 （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ｂｕｎｇｅｉ ）、 臭 茉 莉 （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ｖａｒ．
ｓｉｍｐｌｅｘ）、赪桐 （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土荆芥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大蒜（ Ａｌｌｉ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８ 种植物，具有较高潜在研究价值植物，在本次调

查中这些植物驱蚊用法仅限于小部分群体，但现

在也有部分研究或调查结果表明也具有类似驱

蚊、驱虫作用，有较高潜在研究价值。 三组为 ２ ～ ５
分： 水 蓼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 飞 机 草

（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ｏｄｏｒａｔｕｍ）、破坏草 （ Ｅ． ｃｏｅｌｅｓｔｉｎｕｍ）、
勐 腊 毛 麝 香 （ Ａｄｅｎｏｓｍａ ｂｕｃｈｎｅｒｏｉｄｅｓ ）、 姜 黄

（ Ｃｕｒｃｕｍａ ｌｏｎｇａ ）、 翼 齿 六 棱 菊 （ Ｌａｇｇｅｒａ
ｐｔｅｒｏｄｏｎｔａ）、云南松 （ Ｐｉｎｕ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野桐属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 ｓｐ．）、糯米香（ Ｓｅｍｎｏｓｔａｃｈｙａ ｍｅｎｇｌａｅｎｓｉｓ）
９ 种驱蚊植物，这类植物在调查中提到次数较少，
相关的驱蚊活性研究也较少，需要进一步更多的

证据验证民间用法。 四组为 １ 分：高杆珍珠茅

（Ｓｃｌｅｒｉａ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ｓ）和大葱（Ａｌｌｉｕｍ ｆｉｓｔｕｌｏｓｕｍ） ２ 种植

物仅在本次调查中有个别关键信息报告人提到，
目前没有相关研究或证据表明其驱蚊活性，需要

进一步实验进行准确性和有效性验证。
３．６ 民间驱蚊植物的化学成分验证

通过对调查得到的 ２４ 种驱蚊植物的相关驱蚊

活性研究文献进行查阅，发现 １１ 种未做过驱蚊活

性研究（表 ５），分别是勐腊毛麝香、翼齿六棱菊、
糯米香、臭牡丹、臭茉莉、赪桐、云南松、野桐属、水
蓼、高杆珍珠茅和大葱。 其余的都已有文献报道

相关驱蚊活性。
对未做过驱蚊活性研究的驱蚊植物，查阅其

相关的化学成分发现，除高杆珍珠茅和大葱未查

到相关驱蚊活性物质外，其余 ９ 种都有驱蚊物质

基础（表 ６）。 如勐腊毛麝香含有的 α⁃松油烯、香
芹酚，与 ＤＥＥＴ 相比对库蚊的驱避效果更好（ Ｐａｒ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其含有的柠檬烯、３⁃蒈烯、ｐ⁃对伞花

烃、α⁃派烯等也都对蚊虫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王宗德， ２００６）；糯米香中含

有的香叶醇对尖音库蚊具有良好的杀幼虫活性等

（Ｔａｂａｒ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这说明西双版纳哈尼族在

驱蚊植物选择利用上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哈尼族传统驱蚊知识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本次调查共访谈 ９１ 位信息报告人，在调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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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些植物中，５４％（１３ 种）已有相关调查或驱蚊

活性研究，分别为蒿属植物（３ 个种）、烟草、柠檬

草、山鸡椒、黄樟、小黄皮、云南松、土荆芥、大蒜、
飞机草、破坏草、姜黄。 其中，４ 种植物在非洲驱蚊

植物调查已有记录，分别是飞机草、破坏草、大蒜、
柠檬草，重合率 ３０．７％。 ６ 种植物与泰国、老挝等

东南亚国家有调查研究记录，重合率达 ４６．２％，如
姜黄、山鸡椒、烟草、小黄皮、柠檬草、飞机草。

本研究中 １１ 种（４６％）驱蚊植物种类为首次

调查所得，目前尚无文献报道其驱蚊活性和野外

调查的研究。 这些植物分别是勐腊毛麝香、臭牡

丹、臭茉莉、赪桐、野桐、云南松、水蓼、糯米香、高
杆珍珠茅、大葱、翼齿六棱菊。 近一半的植物无驱

蚊活性的研究调查记录，其主要原因可能是（１）西
双版纳是全球为数不多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

一，其独特的气候条件和丰富而独特的植物资源

是其他地区不具有的；（２）由于解放以前交通闭

塞，长期居住在深处的哈尼族，本民族本地区特色

的驱蚊经验知识与外界交流较少；（３）驱蚊植物的

民族植物学调查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多地区没有

进行过调查，很多驱蚊植物资源还遗落在民间。
哈尼族驱蚊植物中有不少是首次记载的， 这部分

驱蚊植物具有一定的开发潜力， 值得进一步研究。
西双版纳哈尼族传统民间防控蚊虫有 ４ 种主

要方式：（１）燃烧驱蚊植物产生烟雾来驱赶蚊虫；
（２）在房屋门窗和床头悬挂驱蚊植物；（３）在地板

上铺撒切碎的驱蚊植物；（ ４）涂抹捣碎的植物汁

液。 这和之前在非洲（Ｐａｖｅｌａ ＆ Ｂｅｎｅｌｌｉ， ２０１６； Ｋａ⁃
ｒｕｎａｍｏｏｒｔｈｉ ＆ Ｈａｉｌｕ， ２０１４； Ｐａｌｓｓｏｎ ＆ Ｊａｅｎｓｏｎ，
１９９９； Ｓｅｙｏｕ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Ｗａｋ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东
南亚（Ｄｅ Ｂｏ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等世界其他地区调查结

果大体一致的。 但在工棚房屋周围种植驱蚊虫植

物的方式首次提到，如将勐腊毛麝香种植在田地

工棚附近，蚊虫不会靠近，在工棚休息时，可以避

免蚊虫的骚扰。
虽然在利用方式上，西双版纳哈尼族和其他

地区大体一致，但在有些细节上却有其独特点。
如在西双版纳哈尼族将柠檬草编成辫子燃烧，而
非洲的喀麦隆，用柠檬草蒸精油喷洒房屋；勐腊毛

麝香花序插在头上和耳洞里，叶铺床，来防止蚊虫

叮咬和驱赶跳蚤；山鸡椒枝叶科悬挂在门窗床头，
果实可以晒干磨成粉，直接放置或烟熏来驱赶蚊

虫。 为了提高驱蚊效率，哈尼族村民会混合使用

几种植物，如在燃烧的粗糠竹桶内添加少量的木

姜子果实粉末或是蒿的干燥叶；在蚊虫多的季节，
村民会混合蒿、烟草、臭牡丹燃烧熏赶蚊虫。 近几

年有一些关于植物复方精油驱蚊活性的研究在最

佳剂量配比下，某些植物精油的复配驱蚊效果显

著高于其单方驱蚊效果（许春晖等，２０１４；杨中林，
２０１６）。 但在精油复配筛选过程中，不同植物精油

和不同剂量组合的筛选消耗较多精力。 因此在进

一步的天然驱避剂研究开发过程中，设计植物精

油复配驱蚊活性研究实验时，可以参考民间多种

植物混合利用的知识，减少筛选的盲目性。
４．２ 哈尼族驱蚊植物潜在的研究价值

通过从打分排序评价筛选结果表明，蒿属植

物、山鸡椒、烟草得分最高，是民间和科学研究方

面较广的植物，其中蒿已有蚊香产品，山鸡椒精油

已有专利报道作为一种天然驱避剂的主要成分

（Ｓａｌｏｍ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小黄皮、黄樟、柠檬草、臭牡丹、臭茉莉、赪桐、

云南松、野桐、土荆芥、大蒜 １０ 种植物，是评分相

对较高的植物，具有潜在研究开发价值，值得进一

步研究利用。 其中黄樟、柠檬草是目前研究较多

的驱蚊植物，其提取的精油已添加到驱蚊剂产品

中。 但其他植物还未有相应驱避产品的研发，需
要对植物的驱避活性和植物的驱蚊化学成分进行

深入评价。
本研究对调查到却未报道过驱蚊活性的 １１ 种

植物，查阅其相关的化学成分的驱蚊活性后发现，
除高杆珍珠茅、大葱外，其余 ９ 种都有驱蚊物质基

础。 这说明西双版纳哈尼族在驱蚊植物选择利用

上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独特性，西双版纳哈尼族

民间驱蚊知识有巨大的研究价值。
此外，很多驱蚊植物除了具有驱蚊活性外，还

有很多重要的药用活性（抗菌、抗炎、抗病毒、抗氧

化等）。 如小黄皮除具有民间提到的驱蚊活性外，
还具有促进伤口愈合、抗病毒、抗菌等活性；土荆

芥具有抗菌、杀虫等活性；水蓼具有杀死多种农业

害虫、抑菌活性，对菜青虫的拒食活性和拒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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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维爱，２００７），对小菜蛾熏蒸和忌避活性（李强

等，２００６），对稻苞虫的触杀和拒食活性（顾地周

等，２００９），杀螨活性等（程作慧等，２０１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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