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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驱虫作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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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槟榔为一种广谱驱虫药，对多种肠道寄生虫（如：绦虫、血吸虫、蛔虫、球虫）具有抑制或者杀灭作用。
本文主要就槟榔的驱虫作用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综述，并对槟榔作为饲料添加剂，用于动物肠道寄生虫防治的开

发应用前景进行初步探讨，旨在为槟榔的开发与综合利用提供依据。
关键词 槟榔；驱虫；作用机制

收稿日期：2015-01-16

基金项目：海南省重大科技项目课题（ZDZX2013008-4）；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1630032014005）

* 通讯作者

李韦，男，1991 年生，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槟榔（Areca catechu）是棕榈科（Palmae）植物槟

榔（Areca catechu Linn.）的干燥成熟种子，其种子、
果皮、花等均可入药，其主要化学成分为生物碱

0.3%～0.6%、缩合鞣质、脂肪及槟榔红色素等，其中

主要的生物碱为槟榔碱，含量 0.1%～0.5%；其次为

槟榔次碱、去甲基槟榔次碱、去甲基槟榔碱等。据

《名医别录》中记载槟榔：“消谷逐水，除痰，杀三虫，

伏尸，疗寸白”的功效。在清代，严西亭的《得配本

草》中也有记载：槟榔可用于“治泻痢，破滞气，攻坚

积，止诸痛，消痰癖，杀三虫，除水胀，疗瘴疟。”

1 分布现状

槟榔原产于马来西亚，分布区域涵盖亚洲斯里

兰卡、泰国、印度、中国等热带地区、东非及大洋洲。
我国种植槟榔已有 2100 多年的历史[1]，它是我国四

大南药之一，目前主要分布于海南和台湾两省，广

西、云南、福建等省（区）也有栽培。在海南省，槟榔

种植仅次于橡胶而居第 2 位。据统计，2013 年海南

省槟榔种植面积达 9.06 万 hm2，产量约 90 万 t，槟

榔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95%，是当地农民主要的经

济来源之一。

2 驱虫作用

2.1 对绦虫作用

黄国强[2]研究槟榔粉可以驱牧犬绦虫，将 5 g

左右槟榔粉拌于约 0.5 kg 馒头中，让已经绝食 12

h 的牧犬自由采食，发现投药后 1 h 开始排虫，2 h

排虫逐渐增多，次日再未见虫体排出，结果表明 15

kg 牧犬服用 5 g 槟榔粉有明显驱虫效果，剂量稍大

也不会引起中毒死亡，从而证明槟榔粉驱绦虫是安

全有效的。肖啸等[3]观察槟榔对犬绦虫的驱除效果，

并确定有效用量、驱虫疗程，将槟榔粉配成 3 种剂

量，发现在考虑槟榔毒性、疗程过长带来的临床副

作用等因素下，槟榔粉最佳剂量范围应为 （0.3±
0.05）g/kg，以 1 周为 1 个疗程，3～4 d 投喂 1 次，可

治愈犬绦虫病。两者试验结果一致，由此推测槟榔

粉驱除犬绦虫的最佳剂量范围为 0.3 g/kg 左右。
杨发荣和杨凌艳[4]研究槟榔南瓜子合剂治疗 50

名牛肉绦虫病患者，治愈率达 94%。李鸿斌等[5]研究

也表明，槟榔和南瓜子治疗 204 例布朗族人群绦虫

病有效率为 98.04%。Tiaoying Li 等[6]通过临床试验

研究表明：槟榔提取物和南瓜子分别治疗人绦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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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槟榔提取物的治愈率为 63.6%，平均排虫时间为

14 h 50 min，南瓜子的治愈率为 75.0%，平均排虫

时间为 6 h 27 min，但是槟榔提取物和南瓜子一起

治疗人绦虫病，治愈率为 88.9%，平均排虫时间为 2 h。
大量临床试验结果表明，槟榔南瓜子合剂治疗猪带

绦虫和牛带绦虫是高效、安全的[7-9]。
早在 1956 年冯兰洲先生[10]就已经对槟榔和南

瓜子合剂治疗绦虫的药理作用进行了系统研究，结

果表明南瓜子主要对绦虫的中段与后段有瘫痪作

用，槟榔则对绦虫的头节和未成熟节片有麻痹作

用。发挥作用的主要是槟榔中的槟榔碱（arecoline）

和南瓜子的南瓜子氨酸（Cucurbitine）。田喜凤等[11]研

究超微结构下，槟榔和南瓜子合剂对驱猪带绦虫的

作用机制主要是麻痹作用，且对神经无损伤。赵文

爱等[12]通过体外试验研究槟榔对猪囊尾蚴形态学改

变，发现槟榔对囊尾蚴作用 20 min，虫体表面开始

出现部分蚀区，且随时间延长，其剥蚀区增大。
2.2 对血吸虫和钉螺的作用

王定寰和钟昌梅[13]使用复方槟榔丸治疗 103 例

早、中、晚期血吸虫病，治愈率为 67%。邹艳等[14]比较

黄芪、南瓜子仁和槟榔单一与联用抗血吸虫的效果

差异，结果表明，与感染对照组比较，感染后 1～10

d、8～17 d 和 15～24 d 服用复合中药的 3 个组的

减虫率分别为 36.21％、26.74％、39.04％，每克肝卵

减少率分别为 58.6％、32.2％、47.7％，说明槟榔、黄
芪和南瓜子组合对发育中的血吸虫具有较好的抗

虫效果。其作用机制主要是槟榔中槟榔碱对血吸虫

具有麻痹作用。Barker 等[15]研究表明：槟榔碱在 5×
10-6 mol/L 与 2×10-7 mol/L 的浓度分别能麻痹曼氏

血吸虫的体肌与吸盘。可能因为槟榔碱是一种类 M

受体激动剂，能兴奋胆碱 M 受体（毒蕈碱受体），具

有麻痹血吸虫并使之肝移的作用。Mellin 等[16]观察

体外曼氏血吸虫运动活动、虫体长度和细胞外电位

变化的神经药理学研究，结果表明 0.001 mmol/L 与

0.01 mmol/L 槟榔碱对曼氏血吸虫的运动活动在 30

min 分别为 1.5 和 0，电活动变化为 100%。章元沛[17]

使用纯氢溴酸槟榔碱对小白鼠体内血吸虫促肝移

作用进行了研究，进一步证明槟榔碱为促使动物体

内日本血吸虫肝移作用的主要成分。徐兆骥等[18]研

究表明，槟榔和呋喃丙胺配合治疗血吸虫病，能提

高呋喃丙胺的杀虫率。
钉螺是血吸虫的中间寄主，槟榔中槟榔碱对钉

螺也具有杀灭作用。杨忠等[19]研究槟榔提取物杀灭

钉螺的效果时，发现槟榔乙醇提取物具有较好的杀

灭钉螺效果和抑制钉螺上爬作用，是一种有研究价

值的植物杀螺剂。何昌浩等[20]研究指出槟榔碱与化

学灭螺药合用后，降低了钉螺对药物刺激的敏感

性，钉螺上爬率明显降低，灭螺效果显著增强，从而

证明了槟榔碱具有降低化学灭螺药的剂量，抑制钉

螺上爬，增强灭螺效果的作用。关于槟榔碱灭螺增

效的作用机制，李决等[21]发现，较低浓度的槟榔碱增

加钉螺足拓平滑肌的收缩活动，可能是槟榔碱直接

开放钙通道，促使 Ca2+ 内流，从而降低钉螺上爬附

壁率，起到灭螺增效作用。Chen 等[22]研究表明槟榔

碱不仅可以显著地降低钉螺头足中胆碱酯酶和丙

氨酸氨基转移酶的活性，而且降低其内脏团里胆碱

酯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碱性磷酸酶、乳酸脱氢酶

和苹果酸脱氢酶的活性。
2.3 槟榔对蛔虫作用

关于槟榔驱蛔虫的作用，民间就有一验方“槟

榔安蛔散”，它是由槟榔 9 g（去油炒透存性）、吉林

糖参 6 g、鸡脚黄连 1.5 g 组成，对治疗蛔虫病具有

很好的疗效[23]。Zhou[24]总结对蛔虫及其它线虫感染

的中医治疗方法，槟榔对蛔虫的驱虫率为 40%～
68%。查传龙等[25]采用槟榔和牵牛子合成的驱姜片，

蛔虫转阴率为 77.7%。李献军[26]研究 18 种中药对驱

离体猪蛔虫的疗效，槟榔治疗有效率达 100%。刘建

军[27]报道槟榔治疗胆道蛔虫病 10 例，使用槟榔 150

g，分 2 次煎服，分次为 50 g、100 g，每日 1 剂，用

300 mL 水浸泡槟榔约 0.5 h，用文火煎熬 0.5 h，痊

愈率达 100%。王连平等[28]研究左旋咪唑与槟榔粉合

用驱除犬弓首蛔虫和犬泡状带绦虫的结果表明，将

槟榔粉 1.0 g/kg、左旋咪唑 10 mg/kg 用于驱除犬弓

首蛔虫和泡状带绦虫，驱虫率可达 100%。其驱蛔虫

的作用机制，Colquhoun 等[29]研究表明，槟榔碱能引

起蛔虫体肌细胞膜电位的去极化和反极化。梁宁霞[30]

综述槟榔药理作用表明，槟榔的直链脂肪酸亦有较

强的杀犬蛔虫蚴体活性，其中以月桂酸（十二烷酸）

的活性最强。
2.4 对钩虫的作用

祖丕烈等[31]研究中药槟榔、榧子、苦楝子及其混

合丸剂驱除钩虫的疗效观察，发现混合丸剂一次疗

效达 46.4%。Zhou [24] 报道槟榔对钩虫治愈率达到

55%以上。查传龙等[25]研究槟榔和牵牛子合成的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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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片驱治肠寄生虫病的观察，钩虫转阴率为 60.0%，

疗效与广谱驱肠道线虫药甲苯咪唑对照组（76.5%）

不显著。许正敏等[32]研究槟榔对犬钩蚴体外作用的

试验观察，将钩口线虫感染犬粪便（含钩虫卵）标本

置于固体培养基滤纸上，用竹签轻轻均匀按压，使

之与滤纸广泛、紧密接触，盖上平皿盖，放 35 ℃培

养（孵化）箱培养 24 h，水洗沉淀法分离钩蚴，发现

24 h 后槟榔使得钩蚴发育停止，虫体僵直，自然曲

线消失，无蛋白质折光性，内部结构不清，虫体后半

部肿胀，说明槟榔有抑制钩蚴发育的作用。
2.5 对其它寄生虫类的作用

马锦裕等[33]研究表明槟榔治疗人姜片虫病的排

虫率为 95.2%，治疗后一个月的阴转率为 61.9%。
Jeyathilakan 等[34]评估中草药驱除肝片吸虫效果的体

外观察，结果表明 1%、2.5%和 5%浓度的槟榔提取

物对肝片吸虫的抑虫率为 100%，比氯羟柳胺的疗

效好。查传龙等[35]研究表明，肝吸虫经槟榔作用后，

运动停止，虫体伸展且长度增加，显示了虫体肌肉

松驰，说明了槟榔具有拟胆碱作用，能干扰肝吸虫

的神经系统功能，属于外源性增强抑制性神经递质

的作用。李彩芹等[36]研究在饲料中添加常山、槟榔对

兔球虫的防治效果试验，结果表明饲喂添加 0.3%的

常山、槟榔（3∶2）混合物的饲料可以控制球虫卵囊

的增多和产生。杨家芬等[37]研究表明槟榔醇提物对

阴道毛滴虫有明显抑制作用，抑虫率达 81%～
100%。王高学等[38]研究表明，槟榔提取物对中型指

环虫具有杀灭作用，杀虫率在 48 h 内 100%，槟榔

可以作为鱼类防治指环虫的药物，对鱼类没有影

响。鉏超等[39]研究含有槟榔等 20 种中草药的复方制

剂杀灭离体小瓜虫的药效，发现 0.1 g/L 槟榔对各

个阶段的小瓜虫虫体均有杀灭效果。宋晓平等[40]研

究表明，槟榔具有良好的杀螨效果，在 60 min 内可

全部杀死供试螨。

3 前景展望

对于治疗动物肠道寄生虫，目前主要以化学合

成药物和抗生素为主。但是，应用化学合成药物和

抗生素，副作用大，易产生耐药性，可引起动物机体

内药物残留，影响食品安全，造成环境污染。寻求一

类安全、毒副作用小、不容易产生耐药性的新型驱

虫药物成为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
槟榔为天然的中草药，具有广谱驱虫作用，安

全无毒、无残留、不易产生耐药性等优点，将其作为

饲料添加剂，用于防治动物寄生虫病，具有很好的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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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猪乙脑的最佳时机与措施

猪乙型脑炎与蚊子的孳生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进入 5月后，气候逐渐变热，各种蚊子（如库蚊、
伊蚊等）即开始大量繁殖。蚊子吸食患乙型脑炎的病猪血液后，可以终身携带病毒，且能够带毒越冬，
成为翌年的传染源。猪乙型脑炎危害较大，尤其是对猪繁殖性能的影响很严重，而临床上又缺少有效
的治疗药物。因此，在 5 月份，养殖户应着手做好猪乙型脑炎的预防工作。预防措施如下。

注射疫苗。五月初即注射猪乙型脑炎活疫苗进行免疫。按瓶签说明，每头份加入专用稀释液 1
mL，待完全溶解后，肌肉注射。免疫保护期为 12个月。阳性猪场后备母猪、种公猪，可在配种前 20~30
d加强免疫 1次。

清理沟渠。及早清理好养猪场内外的排水渠道，清除场内的各种杂草；雨后要及时疏通管道和沟
渠，防止场内雨水存积。

处理粪尿。及时清理养殖场内的粪便和污水，粪便要堆积发酵，排粪沟和化粪池要加盖水泥盖板。
悬挂纱网。发现有蚊子活动后，即应在猪圈舍内钉纱窗，门口上悬挂纱网或安装纱网门，及时喷洒

“纹蝇净”等外用杀虫药。
来源：中国养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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