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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诃子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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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毛诃子是使君子科植物毗黎勒的干燥成熟果实，主要分布在我国西藏、云南等地区，是藏族医学体系

中广泛应用的药物之一。毛诃子化学成分复杂，包括鞣质、甾体、萜类、黄酮、木脂素等类。毛诃子在藏族医学体

系中用于治疗各种隆型、赤巴型及培根型疾病；在中医体系中，可用于治疗热症、泻痢及病后虚弱。现代药理学研

究表明，毛诃子有抗氧化、抗炎、抑菌、降血糖、抗肿瘤等活性，可以用于神经退行性疾病、肝肾损伤、癌症等的

治疗。对毛诃子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进行总结归纳，以期为其在疾病治疗中的深入研究及开发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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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rminaliae Belliricae Fructus, the dried ripe fruit of Terminalia bellirica (Gaertn.) Roxb. (Combretacea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ibet and Yunnan of China, is one of the widely used Tibetan medicines. With complex components 

such as tannins, steroids, terpenoids, flavonoids, and lignans, it is commonly used for the treatment of various "Long" (refers 

to breath and wind), "Chiba" (refers to fire), and "Peigen" (refers to mucus) diseases in Tibetan medicin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can be used to treat fever, diarrhea, and weakness after illness. Modern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es have 

shown that it has antioxidant, anti-inflammatory, antibacterial, hypoglycemic, and antitumor activities and can be applied for 

the treatment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liver and kidney injury, and cancer. In this study,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Terminaliae Belliricae Fructus are summarized, which is expected to serve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medic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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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在几千年

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天然药物应用体系[1-3]。藏族

药作为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独特的药

物来源，在西藏及其周边地区广泛应用，代表药物

有毛诃子、诃子、余甘子等。毛诃子是使君子科植

物毗黎勒 Terminalia bellirica （Gaertn.） Roxb. 的干

燥成熟果实，其作为药物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古印度，

由毛诃子、诃子、余甘子组成的三帕拉 （Triph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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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要药剂在阿育吠陀医学中被广泛应用于治疗

各种常见病[4]。隋唐时期我国文化昌盛，与各国交流

频繁，三帕拉随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入我国，被称为

三勒浆，且时常被王公贵族当成宴饮宾客的饮品[5]。

中医典籍中毛诃子始载于唐代《新修本草》 [6]，李时

珍在《本草纲目》中描述毛诃子“木似诃黎勒（诃

子），而子亦相似，但圆而毗，故以名之。毗，即脐

也”，同时还记载其可以“下气，止泻痢”[7-8]。中医

认为毛诃子性平，味甘、涩，主要用于清热解毒、

收敛养血、调和诸药，用于治疗各种热证、泻痢、

肝胆病及病后虚弱[9]。毛诃子在我国主要分布在西

藏、云南等地区[10]，除我国外还广泛分布在世界各

地，特别是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

尼泊尔及东南亚地区[6]。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技

术手段可用于毛诃子化学成分、药理活性及作用机

制的研究。本文主要根据毛诃子植物名称和拉丁文

名 称 （Terminalia bellirica、 Terminalia bellerica 及

Terminalia belerica），从 PubMed、Web of Science、

SpringLinker 和中国知网 （CNKI） 等数据库检索文

献，对毛诃子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期为其在疾

病治疗中的深入研究及开发应用提供参考。

1　含有毛诃子的代表方剂

毛诃子在传统藏族医学体系中应用广泛。《四部

医典》作为藏族医药学的经典著作，详细记载了藏

族医学理论中各种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原则及

用药方法。其中由三果 （毛诃子、诃子、余甘子）

组成的三果汤（又称哲松布汤）作为藏族药常用基

础方，参与治疗了各种隆型、培根型及赤巴型疾病。

毛诃子作为三果汤的主要组成药物之一，在各种疾

病治疗中必不可少。部分目前仍在使用的含有毛诃

子的代表方剂见表1。
2　化学成分

毛诃子化学成分复杂，主要成分包括鞣质、甾

体、萜类、黄酮、木脂素等类。本文对毛诃子提取

物中的主要化学成分进行总结，除去一些脂肪酸、

维生素、油脂、糖类等常见成分，其主要成分约 70
个，见表2，结构式见图1。

表2　毛诃子的化学成分

鞣质 1
2
3
4
5
6

没食子酸（gallic acid）

没食子酸甲酯（methyl gallate）

没食子酸乙酯（ethyl gallate）

没食子酸丙酯（propylgallate）

没食子酰肉豆蔻酸酯（galloyl myristate）

没食子酸辛酯（octyl gallate）

[15]

[15]

[16]

[16]

[16]

[17]

类型 编号 化合物名称 参考文献

表1　国家标准及地方标准中的毛诃子代表方剂

名称

仁青芒觉

701催汤丸

七味宽筋藤汤散

毛诃子独味汤

三果汤

乳香十味方

显扬九味丸

降香九味丸

协日汤

苏福非布瓦斯尔散

主药

毛诃子、蒲桃、西红花、牛黄、麝香、朱砂、马钱子等

藏木香膏、藏木香、悬钩子茎、宽筋藤、干姜、诃子肉、余甘
子、毛诃子、螃蟹甲

宽筋藤、诃子、毛诃子、余甘子、獐牙菜、巴夏嘎、力嘎都

毛诃子

诃子、毛诃子、余甘子

乳香、草决明、黄葵、广木香、鸭嘴花、诃子、毛诃子、余甘
子、木藤蓼、岩精

牛乳、熔酥油、诃子、毛诃子、余甘子、铁粉、木贼、蛇肉、
红花、茴香、矛尖

降香、秦艽、诃子、毛诃子、余甘子、新鲜酥油、蜂蜜、荜茇

毛诃子、诃子、栀子

毛诃子、诃子、余甘子、韭菜子、介子、阿育魏实、骆驼蓬子、
葫芦巴、圆柏实、杏仁

功能主治

“培根木布”、消化道溃疡、急慢性胃肠炎、
萎缩性胃炎、腹水等

清热解表、止咳止痛

清热解毒、透疹，用于痘疹、瘟疠病等

干涸黑色黄水

解瘟疫、紊乱、热症和新旧热症

痛风、黄水病、游走性疼痛等

眼翳障目、目赤干烂等

麻风病、痛风等

血热、协日热等

气结性痔疮、肠内烧焦性体液增多等

参考文献

[9]701

[9]1798

[11]

[12]265
[12]265
[12]269

[12]275

[12]275
[13]

[14]

··217



Jan. 2023 Vol. 25 No. 12023 年 1 月 第 25 卷 第 1 期 中国现代中药 Mod Chin Med

甾体

萜类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1,6-二-O-没食子酰基-β-D-葡萄糖（1,6-di-O-galloyl-β-D-Glc）

1,3,4,6-四-O-没食子酰基-β-D-葡萄糖（1,3,4,6-tetra-O-galloyl-β-D-Glc）

1,2,3,4,6-五-O-没食子酰基-β-D-葡萄糖（1,2,3,4,6-penta-O-galloyl-β-D-Glc）

3,4,5-三-O-没食子酰基-莽草酸（3,4,5-tri-O-galloyl-shikimic acid）

3,4,6-三-O-没食子酰基-β-D-葡萄糖（3,4,6-tri-O-galloyl-β-D-Glc）

诃子宁（chebulanin）

新诃子酸甲酯（methyl neochebulanin）

诃子鞣酸（chebulagic acid）

诃子酸（chebulinic acid）

特里马素（Ⅰ） [tellimagrandin (Ⅰ)]

柯里拉京（corilagin）

鞣花酸（ellagic acid）

3-甲氧基鞣花酸（3-O-methyl ellagic acid）

3,3′-二甲氧基鞣花酸（3,3′-di-O-methyl ellagic acid）

3,4-二甲氧基鞣花酸（3,4-di-O-methyl ellagic acid）

3,3′,4-三-甲氧基鞣花酸（3,3′,4-tri-O-methyl ellagic acid）

3′-甲氧基-4-O-(β-D-木糖)鞣花酸 [3′-O-methyl-4-O-(β-D-xylopyranosyl) ellagic acid]

3,3′-二甲氧基-4-O-(β-D-木糖)鞣花酸 [3,3′-di-O-methyl-4-O-(β-D-xylopyranosyl) ellagic acid]

3′- 甲 氧 基 -4-O- (n″-O- 没 食 子 酰 基 - β -D- 木 糖) 鞣 花 酸 （n=2, 3, 4） [3′-O-methyl-4-O- (n″-O-galloyl- β -D-
xylopyranosyl) ellagic acid (n=2, 3, 4)]

3,3′-二甲氧基-4-O-(n″-O-没食子酰基-β-D-木糖)鞣花酸 （n=2, 3, 4） [3,3′-di-O-methyl-4-O-(n″-O-galloyl-β-D-
xylopyranosyl) ellagic acid (n=2, 3, 4)]

2,3-二-O-没食子酰基-1,5-脱水葡萄糖醇（2,3-di-O-galloyl-1,5-anhydroglucitol）

1,2,3,6-四-O-没食子酰基-β-D-吡喃葡萄糖苷（1,2,3,6-tetra-O-galloyl-β-D-gluco-pyranonside）

安石榴苷A（punicalagin A）

安石榴苷B（punicalagin B）

3′,3″,4′,4″-四甲氧基原花青定(4a→8)-3-β-D-葡萄糖 (1→4） -β-D-葡萄糖苷 [3′,3″,4′,4″-tetra-methylcatetin (4a→
8)-3-β-D-glucose (1→4)-β-D-glucopy-ranoside]

(+)-南烛树脂酚 [(+)-lyoniresinol]

云石酸（brevifolincarboxylic acid）

丁香酸（syringic acid）

芥子酸（sinapic acid）

3,4-二甲氧基肉桂酸（3,4-di-O-methyl cinnamic acid）

对羟基苯甲酸（4-hydroxy benzoic acid）

莽草酸（shikimic acid）

奎宁酸（quinic acid）

丁香苷（syringin）

卡纳醇[3-O-β-D-半乳吡喃糖基-(1→4)-O-α-L-鼠李吡喃糖苷]{cannogenol [3-O-β-D-galactopyranosyl-(1→4)-O-α-L-
rhamnopyranoside]}

β-胡萝卜苷（β-daucosterol）

β-谷甾醇（β-sitosterol）

豆甾醇（stigmasterol）

β-谷甾醇棕榈酸酯（sitosterylpalmitate）

2α,3β,23,24-四羟基-12-齐墩果烯-28-酸 [bellica acid (2α,3β,23,24-tetrahydroxyolean-12-en-28-oic acid)]

齐墩果酸（oleanolic acid）

α-生育酚（α-tocopherol）

熊果酸（ursolic acid）

[15]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6]

[16]

[18]

[18]

[18]

[18]

[18]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6]

[19]

[16,20]

[16]

[16]

[16]

[18]

[21]

[16]

[21]

续表2

类型 编号 化合物名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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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酮

木脂素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山楂酸（maslinic acid）

阿江榄仁酸（arjunolicacid）

2α,19α,23-三羟基齐墩果酸烷-12-烯-28-酸（arjunic acid）

委陵菜酸（tormentic acid）

白桦脂醇（betulin）

(S)-flavogallonic acid

7-羟基-3′,4′-亚甲二氧基黄烷 [7-hydroxy-3′,4′-(methylenedioxy) flavan]

木犀草素（luteolin）

木犀草素-7-O-β-D-葡萄糖苷（luteolin-7-O-β-D-glucoside）

槲皮素（quercetin）

牡荆素（vitexin）

山柰酚-3-O-α-鼠李糖苷（kaempferol-3-O-α-rhamnoside）

圣草酚（eriodictyol）

圣草酚-7-O-β-D-葡萄糖苷（eriodictyol-7-O-β-D-glucopyranoside）

乔松素（pinocembrin）

香叶木素-7-O-β-D-葡萄糖苷（chrysoeriol-7-O-β-D-glucopyranoside）

粗毛豚草素（hispidulin）

榄仁木脂素（termilignan）

赞尼木脂素（thannilignan）

榆绿木脂素B（anoligan B）

丁香脂素（syringaresinol）

[16]

[16]

[16]

[16]

[16]

[15]

[22]

[16,21]

[21]

[21]

[21]

[21]

[16]

[16]

[16]

[16]

[16]

[22]

[22]

[22]

[16]

续表2

类型 编号 化合物名称 参考文献

注：Glc.吡喃葡萄糖；HHDP.六羟基二苯甲酰基。

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毛诃子 70% 甲醇提取物

中没食子酸质量分数为 33. 62 mg·g–1，柯里拉京质

量分数为 15. 81 mg·g–1，诃子鞣酸质量分数为

134. 77 mg·g–1，鞣花酸质量分数为 12. 36 mg·g–1，

诃子酸质量分数为 14. 69 mg·g–1 [23]。另有研究表

明，毛诃子药材中没食子酸质量分数为 0. 79%~

1. 01%[24]。毛诃子 50% 甲醇提取物中鞣花酸质量分

数为3. 42 mg·g–1，没食子酸质量分数为2. 29 mg·g–1，

槲皮素质量分数为1. 02 mg·g–1 [25]。

3　药理作用

3. 1　安全性

通过噻唑蓝（MTT）法测定毛诃子 70% 丙酮提

取物对小鼠单核巨噬细胞白血病细胞 RAW264. 7 存

活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细胞存活率随毛诃子质量

浓度（6. 25、12. 50、25. 00、50. 00、100. 00 μg·mL–1）

的增大而降低，在 100 μg·mL–1质量浓度下细胞存

活率为 84. 48%[26]。毛诃子乙醇提取物对非洲绿猴

肾细胞 Vero、大鼠成肌细胞 L-6 和小鼠胚胎成纤

维细胞 3T3无细胞毒性，其半数抑制浓度（LC50） >

1000 μg·mL–1 [27]。给予雌性白化病大鼠冷冻干燥的

毛诃子 70% 丙酮提取物最高剂量 （2000 mg·kg–1），

研究期间未出现死亡或不良反应，机体的生化指标

均在正常范围内，表明毛诃子提取物对实验动物具

有较好的安全性[28]。

3. 2　抗氧化作用

抗氧化剂在保护人体免受自由基或活性氧

（ROS）伤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主要通过 4种

途径防止氧化损伤：打破自由基链式反应、清除自

由基引发剂、降低ROS浓度和螯合体内外催化产生

自由基的过渡金属。毛诃子提取物可以通过这 4 种

机制发挥抗氧化活性[29-33]。研究表明，其抗氧化活性

与还原能力有关，可通过提供氢原子破坏自由基链

式反应[34]。毛诃子 70% 丙酮提取物具有良好的供电

子和供氢能力，可以通过终止自由基链式反应将自

由基转化为稳定的产物，并清除自由基引发剂[35-36]。

毛诃子水提取物与甲醇提取物都具有自由基清除活

性，毛诃子 70%甲醇提取物比水提取物更有效，在

相同质量浓度（200 μg·mL–1）下两者自由基清除率

分别为 68. 34% 和 53. 82%[37]。将毛诃子乙醇提取物

分极性萃取得到 4 种萃取部位，并与水提取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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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OGlc. -O-β-D-葡萄糖；ORha. -O-α-鼠李糖。

图1　毛诃子中主要化合物的结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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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发现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强弱为乙酸乙酯萃取

部位>乙醇提取物>正丁醇萃取部位>三氯甲烷萃取

部位>水提取物[38]。

3. 3　保肝作用

持续氧化应激可能导致肝、肾损伤，故降低氧

化应激反应可以有效减缓疾病的发展进程[39-41]。毛诃

子提取物对各种因氧化应激造成的慢性肝脏损伤有

显著疗效[21,42-46]。研究表明毛诃子 70% 丙酮提取物、

水提取物、乙酸乙酯提取物等可以改善 CCl4诱导的

小鼠中毒性肝损伤，改善肝脏氧化/亚硝化应激，抑

制炎症和纤维化前反应[21,42-44]。有学者证实毛诃子乙

酸乙酯提取物抗肝损伤效果强于水提取物[21]。乙酸

乙酯提取物与鞣花酸共同作用改善肝损伤效果更加

显著[47]。毛诃子乙酸乙酯和水提取物还可以改善双

氯芬酸、甲氨蝶呤等药物引起的肝、肾损伤，发挥

其保护肝脏、肾脏的作用[33,46]。

3. 4　抗炎作用

毛诃子乙醇提取物对环氧合酶（COX）和脂氧

合酶（LOX）的抑制活性随提取物质量浓度（90%、

70%、50%） 的降低而降低，毛诃子 90% 乙醇提取

物对 COX-2 的抑制活性大于同质量浓度下的萘普

生，但对 LOX-2的抑制活性小于萘普生[48-49]。此外，

毛诃子 70% 丙酮提取物还对脂多糖 （LPS） 刺激的

RAW264. 7 细胞有抗炎作用，可以抑制诱导型一氧

化氮合酶 （iNOS） 活性，降低一氧化氮 （NO） 水

平[50]。另有研究表明，毛诃子 70% 丙酮提取物还可

以降低 LPS 刺激的 RAW264. 7 细胞中 COX-2、核转

录因子-κB （NF-κB）、白细胞介素-6 （IL-6）、肿瘤

坏死因子-α（TNF-α）等因子的水平[51-52]。毛诃子提

取物中的成分没食子酸和鞣花酸被证明可以通过下

调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 /NF-κB 信号通路

抑制炎症因子的表达[26,33]。炎症途径参与了早期动脉

粥样硬化的形成、病变及血栓的形成[53]，毛诃子水

提取物可以抑制人单核细胞白血病细胞 THP-1中基

质金属蛋白酶 9 （MMP9） 的分泌和细胞内 ROS 的

产生，同时抑制 LOX-1的过表达和人氧化低密度脂

蛋白（oxLDL）的生成，因此毛诃子水提取物的抗

炎活性也有助于减缓早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进

程[51,54]。研究证实，毛诃子水提取物通过抑制炎症介

质的产生对苯丙酸乙酯诱导的大鼠耳肿胀和角叉菜

胶诱导的大鼠后足肿胀表现出显著的抗炎作用，

150 mg·kg–1的毛诃子水提取物可以使大鼠后足的水

肿体积减小40%[55]。

3. 5　心脏保护作用

毛诃子 70% 甲醇提取物有支气管扩张和血管舒

张作用，其钙离子拮抗作用与维拉帕米相似[56-57]。钙

离子大量内流会延长动作电位平台期，从而引起心

脏抑制，毛诃子 70%甲醇提取物可以减少钙离子内

流，使心脏输出量减少，同时舒张血管，降低血管

阻力，表现出心脏保护作用，同时通过抗胆碱能和

钙离子阻滞的双抑制模式治疗高血压[58]。另外，毛

诃子甲醇提取物可以使心肌肌酸激酶同工酶 （CK-

MB） 活性和丙二醛 （MDA） 含量明显降低，还原

型谷胱甘肽 （GSH） 含量明显升高，对阿霉素

（DOX）和异丙肾上腺素（ISO）诱导的白化病大鼠

心脏有显著的保护作用[59]。

3. 6　降血糖作用

毛诃子乙醇提取物可以促进机体分泌胰岛素进

而发挥降血糖作用，同时抑制淀粉的消化和蛋白质

糖基化[60-62]，对 1型、2型糖尿病都有治疗效果[23,63-64]。

毛诃子乙酸乙酯提取物和水提取物表现出较好的 α-

淀粉酶抑制活性，可以减缓餐后机体血糖升高。而

且，在毛诃子乙酸乙酯提取物中分离得到的没食子

酸辛酯可显著改善糖尿病大鼠血浆中胰岛素偏低的

情况，升高 C 肽 （C-peptide） 和蛋白质的水平，使

体内肝糖原和肌糖原储存增加。除此之外，毛诃子

乙酸乙酯提取物还可以显著降低高血糖大鼠体内葡

萄糖、肌酐、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三酰甘油、

尿素和尿酸等物质的水平[17,65]。

3. 7　抑菌作用

毛诃子水、乙醇、甲醇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aus、表皮葡萄球菌S. epidermidis、

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大肠埃希氏菌

Escherichia coli、肺炎克雷伯菌Klebsiella pneumoniae

等耐药菌株的生长有抑制作用[38,66-69]。研究发现，毛

诃子甲醇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

菌和大肠埃希氏菌的最低抑菌质量浓度（MIC）均

为 200 μg·mL–1[37]。但也有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

发现毛诃子甲醇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MIC

为 50 μg·mL–1[70-71]。毛诃子提取物的提取溶剂不同，

抑菌活性也不同，如对铜绿假单胞菌的抑制程度，

毛诃子乙酸乙酯提取物>乙醇提取物>水提取物[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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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诃子 95%乙醇提取物还可以通过干扰细胞膜的完

整性和结构成分的合成抑制口腔变形链球菌的生长，

减少生物膜和牙菌斑的形成，这种抑制作用可能与

提取物中的黄酮类成分有关[73-74]。

3. 8　抗肿瘤作用

毛诃子提取物主要通过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诱

导肿瘤细胞凋亡和促进肿瘤细胞周期阻滞来发挥抗

肿瘤作用[75-76]。通过比较毛诃子不同极性萃取部位对

人结肠直肠腺癌细胞Colo-205、人乳腺癌细胞MCF-

7 等 10 种癌细胞增殖的影响，发现毛诃子的乙酸乙

酯部位对人乳腺细胞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其次是

水提取部位[23,77]。有研究发现，毛诃子水提取物中的

没食子酸对喉癌细胞 Hep2、舌鳞状癌细胞 Cal33 和

咽鳞状癌细胞FaDu均表现出有效的抑制作用[76]。另

外，毛诃子甲醇提取物及其中的没食子酸辛酯、没

食子酸也可以降低乳腺癌细胞 MCF-7 和 MDA-MB-

231的存活率，但对正常乳腺细胞 MCF-10A 没有毒

性作用[78]。毛诃子提取物的鞣质组分用于小鼠肝癌

细胞 H22 异种移植瘤中，能够使促凋亡蛋白 B 淋巴

细胞瘤-2 （Bcl-2） 相关 X 蛋白 （Bax） 和半胱氨酸

天冬氨酸蛋白酶-3 （Caspase-3） 的表达水平升高，

而使抗凋亡蛋白Bcl-2的表达水平降低，显著促进了

H22细胞的凋亡[79]。

3. 9　抗神经及精神疾病作用

毛诃子水提取物（200 mg·kg–1）与 95%乙醇提

取物 （100 mg·kg–1） 可以恢复利血平 （2 mg·kg–1）

所致的小鼠抑郁，其效果与氟西汀 （15 mg·kg–1）

和丙米嗪 （20 mg·kg–1） 相似，这可能是因为毛诃

子提取物能提高小鼠大脑中单胺类物质（去甲肾上

腺素、多巴胺和 5-羟色胺等）的水平，这种抗抑郁

作用与毛诃子提取物中的没食子酸有关[80-81]。用氯胺

酮诱导小鼠使其多巴胺水平升高，喂食毛诃子干果

粉末后能够阻断小鼠多巴胺D2受体，降低其脑内的

多巴胺水平，有效治疗精神分裂症[82]。毛诃子甲醇

提取物可以通过降低氧化应激标志物的水平显著减

轻氟哌啶醇所致的大鼠昏厥症状，保护大鼠大脑免

受氧化应激的影响，从而发挥抗帕金森病的作用[83]。

3. 10　其他作用

有研究通过体外凝血酶原时间（PT）和活化部

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 实验评价 15 种植物的抗

凝血活性，发现毛诃子 80%乙醇提取物有显著的抗

凝血活性[84]。毛诃子乙醇提取物中分离的三萜类物

质可以与胆囊收缩素（CCK）受体结合，从而有效

阻断胆囊收缩素释放肽和 CCK 受体结合，缓解疼

痛[85]。毛诃子 95% 乙醇提取物可以显著抑制转染了

乙肝病毒基因组的 HepG2. 2. 15 细胞抗原分泌，显

示出很好的抗乙肝病毒活性[86]。另外，毛诃子还可

以防止泌尿系统形成结石，对于已经形成的结石有

一定的分解作用[87]。

4　结语

毛诃子是一种重要的药用植物，广泛应用于各

种传统医药体系中，特别是藏族药体系。本文仅综

述了毛诃子果实的化学成分，对于研究较少的毛诃

子叶子、树皮及种子的化学成分未进行总结，有待

进一步研究。毛诃子果实中含量较高的化合物（没

食子酸、鞣花酸、柯里拉京、诃子酸、诃子鞣酸等）

的提取、分离纯化工艺研究较多，而含量较低成分

的分离纯化工作关注度较低，且近年来从毛诃子中

分离纯化鉴定出的新化合物较少。目前关于毛诃子

化学成分的研究多使用液质联用的方法进行推测，

种类多达上百种，但这些推测的成分是否确切存在

于毛诃子中还有待进一步确定。

目前，毛诃子药理作用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

进展，如毛诃子提取物的抗氧化、抗炎、抑菌活性

研究较为深入，大多数研究认为这些药理活性归因

于提取物中的鞣质类化合物。目前使用大孔树脂可

得到鞣质类及黄酮类化合物的富集物，进而研究其

药理活性；而针对毛诃子提取物中甾体、萜类及木

脂素类化合物的合适的富集方法还有待探究。本文

仅总结了毛诃子提取物的药理作用，并未对其所含

单体化合物的药理作用进行综述。目前毛诃子所含

单体化合物的药理作用的研究主要以没食子酸、鞣

花酸、柯里拉京等为主，这些成分广泛存在于其他

科的植物中，如桃金娘科，石榴科等，非毛诃子特

有。针对毛诃子特征化合物（诃子酸、诃子宁、诃

子鞣酸等）药理活性的深入研究将更有助于其药效

物质基础的阐明及药材资源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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