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诃子的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肖云峰 刘小雷 刘 爽 李文妍 。(1．内蒙古医学院 呼和浩特 010000；2．内蒙古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呼和浩特 010010；3．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呼和浩特．010000) 

摘要：诃子是中蒙药中常用的一味药材，在各个组方中都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本文综述了近年来诃子药理活性研究方面的进 

展 ，旨在为其合理应用提供一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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诃子是我国中医临床用药中使用广泛、历史悠久的一味 

中药，在我国民间中草药中有极其广泛的应用，在蒙药、藏药 

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诃子可用于致肺、涩肠、下气，可治久 

咳失音、久泻、久痢、脱肛、便血、崩漏、带下、遗精及尿频等症。 

诃子果实含鞣质23～37％，其成分为诃黎勒酸、诃子酸、原诃子 

酸、鞣云实精、葡萄糖没食子鞣甙、没食子酸、三没食子酰葡萄 

糖及没食子酰葡萄糖等。尚含莽草酸、去氢莽草酸、奎宁酸、阿 

拉伯糖、果糖、葡萄糖、蔗糖、鼠李糖和氨基酸。还含番泻甙A、 

诃子素、鞣酸酶、多酚氧化酶、过氧化物酶及抗坏血酸氧化酶 

等『J1。这些成分使得诃子有着非常广泛和重要的药理作用和生 

物活性 ，随着研究手段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关于诃子的研究日 

益深人 ，现就诃子的药理作用和其最新研究进展进行总结，旨 

在为其合理应用和开发提供参考。 

1抗菌作用 

诃子果实水煎液除对各种痢疾杆菌具抗菌作用外，对绿 

脓杆菌、白喉杆菌也有较强的抗菌活性，且纸片法抗菌试验显 

示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肺炎球菌、溶血性链球菌、 

变形杆菌和鼠伤寒杆菌亦有抗菌作用 ，试管法抗菌试验显示 

其对痢疾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绿脓杆菌的有效抗菌浓度 

分别为 1：32、1：128和 1：64P~。诃子果实提取物在体外有良好的 

抗伤寒杆菌作用，而含一定浓度盐酸的乙醇提取物则显示更 

强的抗菌及抗真菌作用 1。 

诃子果实的醚、醇和水提取物的抗菌活性，结果显示，水 

提取物具更强的抑菌活性，其最小抑菌浓度(MIc)和最小杀菌 

浓度(MBC)分别为 125和 150mg／LN。诃子果实提取物还对革 

兰阴性和阳性菌以及白色假丝酵母的抑制作用。 

2强心作用 

诃子树皮提取物可用于治疗心力衰竭、冠心病、高血脂等 

常见心血管病 。诃子树皮提取物能减轻胆固醇诱导的家兔动 

脉硬化 ，连续 16周给饲以胆固醇的家兔口服此提取物，可使 

其血液、肝及动脉中胆固醇含量明显降低。离体实验显示，诃 

子树皮的乙酸乙酯和正丁醇提取物有很好的强心作用 。近年 

来的研究表明，诃子树皮提取物对心绞痛具有显著的疗效。在 

有20例心绞痛患者参加的试验中，受试患者口服诃子树皮提 

取物3个月后，其心绞痛发病率下降了50％；踩轮运动后的心 

电图显示，患者 ST—S段部分改变及出现时间均有显著变化， 

表明诃子树皮提取物能明显提高心绞痛病人的运动耐力；患 

者平均体重下降，体内HDL(高密度脂蛋白)水平略有上升，左 

心室泵出血液量增加。而在进一步治疗中，受试患者继续口服 

诃子树皮提取物500u~d，持续2年，其症状获得明显改善，其 

AUC、T和t为吸收速度指标，以一补一泻汤最快，其次为三补 

汤及六味地黄汤，单味药山茱萸汤最慢，以AUC及 Cmax为吸 

收程度指标，单味药山茱萸汤吸收程度最高，一补一泻汤最 

低。六味地黄汤各配伍组中马钱素小鼠体内过程符合单室模 

型一级吸收，而单体马钱素为二室模型一级吸收，说明汤中其 

他成分对马钱素药动学有影响。 

新的世纪，中药复方药动学研究与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 

和挑战，经过二十余年的探讨和研究，中药复方药代动力学研 

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对中药复方药代动力学研究，从对 

单体的研究到对整体进行研究，再到“复方效应成分动力学” 

的研究。随着“复方效应成分动力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先进检 

测仪器的不断涌现中药复方中的有效成分将得到更清晰的认 

识，对中药复方药代动力学的研究将更加深入。 

中药复方药代动力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在药学领域中占 

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基本分析方法已经渗透到生物药剂 

学、临床药理学、药理学及毒理学等领域，并推动了这些学科 

的蓬勃发展。同时它的发展对于中药新药设计 ，改进中药剂 

型，提供高效、速效、长效、低毒副作用的中药制剂，特别是对 

于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推动中药现代化，中药走向世界都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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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9名患者在连续服用4个月后，就停止了服用西药，可见诃 

子树皮提取物具有明显的抗心力衰竭功效。给实验动物喂食 

100ul／(kg·d)的诃子树皮粉，连续30天，可使动物血脂下降、 

体内HDL水平上升，可见诃子树皮具有良好的调节血噜作用 。 

3抗氧化作用 

诃子果实对活性氧有清除作用，其醇提取物比水提取物 

作用更强。诃子果实的醇提取物 10～20mg／L和水提取物200— 

400m~_,能显著抑制维生素c合并硫酸亚铁诱发的小鼠肝和 
肺匀浆及线粒体膜脂质过氧化。小鼠实验显示，诃子果实醇提 

取物 25mg／L和水提取物 lOOmg／L均能显著清除核黄素加光 

产生的过氧阴离子和对抗H202引起的溶血Is]。诃子果实醇提 
取物20mg／L可显著抑制十四酰基佛波醇乙酰酯(TPA)诱发的 

人白细胞化学发光，其50mg／L则能明显对抗 TPA lOOug／L和 
香烟烟雾凝集物400mg／L引起的人白细胞DNA断链作用191。 

多数鞣质酸在质量浓度为5e／L时就可以显著抑制大鼠肝 

匀浆中过氧化脂质浓度的升高，其抑制作用强于维生素E，且 
已有研究证明诃子果实中鞣质对食用油脂具有很强的抗氧化 

作用flo]。诃子果实提取物中鞣质对含有花色苷类色素的草莓、 

紫甘蓝、黑米、葡萄皮等具有抗氧化活性，并发现它对花色苷 

类色素具有明显的护色作用，使色素的降解率大大降低，提高 

了该类色素的耐光性和耐热性，可见诃子果实提取物对花色 

苷类色素表现出明显的抗氧化活性，能有效地抑制色素的氧 

化降解，延长其半衰期『1 1。 

孟洁等发现诃子果实的不同溶剂提取物均有较强的抗氧 

化作用，致其抗氧化活性由大到小的提取溶剂为：乙酸乙酯> 

95％乙醇>60％乙醇>水>正己烷，其中乙酸乙酯提取物的抗氧 

化能力最强，强于同浓度的茶多酚。Jagefia和Naik等的研究表 

明，诃子果实提取物是一种潜在的抗氧化剂和辐射保护剂。 
4抗癌和抗 HIV作用 

1997年，研究人员对从诃子果实中提取的几种鞣质进行 

测试，显示它们具有明显的抗肿瘤活性。用70％甲醇提取诃子 

果实。所得提取物具有抑制肿瘤细胞(包括人和鼠的乳腺癌细 

胞株McF一7和s115以及人前列腺癌细胞株PC一3和PNTlA) 

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该提取物能够抑制肿瘤细胞的产生及 

细胞的分化，促进细胞凋亡。诃子果实的溶剂提取物还能够抑 

制黑色素瘤的生成I1．-q。 

2002年，Ahn等从诃子果实提取物中分离得到没食子酸、 

没食子酰糖类等4个化合物，发现它们对 HIV一1整合酶具抑 
制活性，其结构中没食子酰部分对于整个化合物的活性起重 

要作用【l3】。 

5促进气管平滑肌收缩作用 

庞锦江等研究发现，生诃子对乙酰胆碱和氰化钾诱发的 

气管平滑肌收缩无明显作用，而炙诃子对乙酰胆碱诱发的气 

管平滑肌收缩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可能与一氧 

化氮和前列腺素类物质的释放、CGMP及肾上腺素受体无关， 

是非上皮依赖性的。炙诃子对氰化钾诱发的气管平滑肌收缩 

无明显作用『l41。 

6解毒作用 

诃子有较强的解毒功效，既能解邪气聚于脏腑的内源性 

毒症，也可以解除因食物中毒、药物中毒、虫蛇咬伤等外源性 
毒症。王梦德等对草乌、草乌配伍诃子水煎液中双酯型二萜类 

生物碱(乌头碱、中乌头碱、次乌头碱)的含量进行测定，结果 
表明，3种生物碱溶出率分别降低22．7％、66．3％、98．4％。该结 

果与诃子可以解除乌头毒相吻合。初步说明：诃子解草乌毒可 

能是由于降低草乌中双酯型二萜类生物碱所致。潘燕等从超 

微结构水平证实了诃子对心脏的直接保护作用，进而研究抗 
乌头碱对心的毒性。药物在体内的转运必须过生物膜，正常心 

肌细胞膜是天然屏障，钾离子不能通过，只存在于膜外、闰盘、 

横管处。当乌头碱引起膜损伤后钾大量进入细胞，膜通透性有 

了改变。诃子能保护细胞膜，防止膜上类脂质双分子层排列紊 

乱，从而达到了阻止因乌头碱中毒引起的心肌细胞损伤。另 

外 ，诃子对乌头碱引起的心肌细胞内 Ca增 多有恢复作用，并 

有一定剂量依赖关系I151。 

7其他作用 

诃子果实还具有抑制 一糖苷酶、抗过敏等作用。其甲醇一 

水溶液提取物显示具潜在的麦芽糖酶抑制活性，其中鞣花单 

宁诃子素、诃黎勒酸和诃子酸成分的IC50值分别是 690、97 

和 36umoVL，活性 高于 已知 的诃子 果实提取物成分 

1，2，3，4，6一五没食子酰葡萄糖。诃子果实的75％甲醇提取物 

除了可以清除自由基外，其 100mg／kg经口服能够在4小时内 
使四氧嘧啶致糖尿病大鼠的血糖水平恢复正常，而每天口服 

可以使血糖保持稳定。诃子果实的水提物还表现出较好的抗 

过敏作用。 

8结 语 

诃子在蒙、藏、中医中都有广泛的应用，蒙、藏医药中诃子 

的使用频率几乎与中药中的甘草不相上下，所以蒙医、藏医将 

诃子誉为蒙、藏药中的甘草，药中之王，据统计在蒙、藏医药中 
一 半以上的复方药剂含有诃子。从对 以上文献报道的诃子生 

物活性测试结果得知 ，诃子生物活性主要表现在抗菌活性、抗 

氧化活性、强心活性、抗癌的作用，含诃子的中药复方还具有 

抗艾滋病毒的活性。 

诃子药用至今未见其有任何毒副作用报道。诃子树皮对 

多种心血管病也均有良好疗效，且兼有减肥、降血脂效果；其 

制剂加工工艺简单 ，且诃子的种植相对说来比较容易，建议国 

内中医药部门可将其列入新型天然药物开发计划；推广种植。 

其市场前景无限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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