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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印度醋栗为大戟科叶下珠属常绿灌木或乔木ꎬ主产于泰国、越南、缅甸、老挝等地ꎬ中国云南西双版

纳和元江有引种栽培ꎮ 该植物果实可食用ꎬ枝叶、根茎、果实等在东南亚各国被广泛用于治疗高血压、哮喘、糖
尿病、皮炎、发烧、天花等ꎬ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等地区亦用其叶做蔬菜食用ꎮ 有关其化学和药理活性研究ꎬ
主要集中于根、茎和枝叶ꎮ 根、茎主要含倍半萜、二萜和三萜ꎬ枝叶则主要为黄酮类成分ꎮ 部分化合物显示有

显著的抗乙肝病毒、抗菌、抗炎、保肝和降压等活性ꎬ其中ꎬ多个降没药烷型倍半萜对乙肝病毒(ＨＢＶ)表面抗原

(ＨＢｓＡｇ)和 ｅ 抗原(ＨＢｅＡｇ)的 ＩＣ５０值为 ０.８~３６ μｍｏｌＬ￣１ꎬ构效关系研究表明ꎬ倍半萜结构中 Ｃ￣５ 位的缩酮和

Ｃ￣１３ 位的糖基取代可能对抗 ＨＢｓＡｇ 和 ＨＢｅＡｇ 的选择性有贡献ꎮ 该文综述了 １９６６—２０２０ 年西印度醋栗的化

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研究进展ꎬ为该植物的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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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印度醋栗(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ａｃｉｄｕｓ)为大戟科叶

下珠亚科叶下珠属植物ꎬ为常绿灌木或乔木ꎬ树高

２ ~ ５ ｍꎬ夏至秋季开花ꎬ花小、粉红色ꎬ开于老枝上ꎬ
花后结青色小果ꎮ 该物种起源于马达加斯加岛ꎬ
后传到印度东部至菲律宾及附近岛屿ꎬ并逐渐分

布到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地ꎮ 目前ꎬ主要分布于泰

国、印度、越南、巴西等热带、亚热带国家和地区ꎮ
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和元江有引种栽培ꎮ 在泰国传

统用药中ꎬ西印度醋栗根可退热和治疗皮炎ꎬ叶用

于治疗高血压ꎬ茎皮能治疗女性月经期发热ꎬ果实

具有抗炎、抗氧化功效ꎮ 菲律宾北部、波多黎各、
越南等地称之为“Ｃｈｕｍ￣ｒｕｏｔ”ꎬ主要用于治疗哮喘、
肝病、糖尿病、淋病等(Ｔｈｙａｇａｒａｊ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８８ꎻ赵
永华和丁赢ꎬ２０００ꎻ Ｊａｉｎ ＆ Ｓｉｎｇｈａｉꎬ ２０１１ꎻ罗丹丹

等ꎬ２０１７ꎻ Ｔｒａ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从西印度醋栗的根茎、叶和果实中共报道了

７７ 个化合物ꎬ包括 ２８ 个倍半萜、１５ 个二萜、１０ 个

三萜、１４ 个黄酮、４ 个简单酚类、６ 个有机酸及其他

类型化合物(表 １ꎬ图 １－图 ３)ꎮ 其中ꎬ萜类是其主

要化学成分ꎬ部分化合物具有显著的抗肿瘤细胞

毒、抗乙肝病毒(ＨＢＶ)、抗氧化、保肝、抗菌等多方

面的生物活性ꎮ 本文以植物部位为线索ꎬ对西印

度醋栗的民间应用、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研究进

展进行了综述ꎬ为该植物的进一步研究推广和深

入挖掘利用提供科学参考ꎮ

１　 根、茎和树皮

在印度ꎬ西印度醋栗的根可用作泻药(Ｗａｔｔꎬ
１８９２)ꎮ 文献报道ꎬ根皮、枝叶有毒ꎬ会引起头痛、
嗜睡、剧烈腹痛和死亡(Ｃａｉｕｓꎬ １９３９)ꎮ 在泰国ꎬ西
印度醋栗的根常被用于酒精成瘾者的康复ꎮ 据报

道ꎬ该植物对治疗酒精成瘾非常有效ꎬ但也存在较

大副作用ꎬ容易引发慢性疾病(Ｖｏｎｇｖａｎｉｃｈ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０)ꎮ 泰国药用词典第五版中西印度醋栗的根

用于退热和治疗皮炎(Ｔｅｉｎｇｂｕｒａｎａｔｈｕｍꎬ １９９９)ꎮ
西印度醋栗的化学成分研究始于 １９６６ 年ꎬ印

度学者 Ｓｅｎｇｕｐｔａ ＆ Ｍｕｋｈｏｐａｄｈｙａｙ(１９６６)从干燥的

西印度醋栗树皮的苯提取物中分离得到 １ 个五环

三萜类化合物ꎬβ￣香树脂醇( β￣ａｍｙｒｉｎꎬ４４) (图 ２)ꎮ
泰国学者 Ｖｏｎｇｖａｎｉｃ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从该植物根的甲

醇提取物中分离鉴定了 ２ 个倍半萜类成分ꎬ为具

有 Ｎ－乙酰化甘露糖基的降没药烷型倍半萜苷ꎬ分
别命名为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ｏｌｓ Ａ(１)和 Ｂ(２) (图 １)ꎮ 生

物活性研究表明ꎬ１ 和 ２ 对人淋巴细胞(ＢＣ)和人

口腔表皮样癌细胞(ＫＢ)具有细胞毒性ꎬＥＣ５０值均

为 ０.３ μｍｏｌＬ￣１ꎮ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学者从产自泰国

的西印度醋栗的根和茎的甲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

２１ 个化合物ꎬ均为降没药烷型倍半萜及其苷ꎬ其中

也包 括 了 泰 国 学 者 报 道 的 ２ 个 化 合 物: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ｏｌｓ Ａ(１)和 Ｂ(２)ꎬ是该植物根中的主要

倍半萜类成分ꎮ 进一步详细的 ２Ｄ ＮＭＲ 和耦合常数

分析以及酸水解研究发现ꎬ１ 和 ２ 的外侧糖基应该

为 β￣ｇｌｕｃｏｓａｍｉｎｅ￣Ｎ￣ａｃｅｔａｔｅꎬ而非泰国学者报道的

ｍａｎｎｏｓａｍｉｎｅ￣Ｎ￣ａｃｅｔａｔｅꎮ 该研究对 １ 和 ２ 的化学结

构进行了修订ꎬ为避免混淆ꎬ将这两种化合物重新

命名为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ａｃｉｄｏｉｄｓ Ａ(３)和 Ｂ(４)ꎬ１９ 个新化合

物分别命名为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ａｃｉｄｏｉｄ ａｃｉｄ ｍｅｔｈｙｌ ｅｓｔｅｒ(５)
和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ａｃｉｄｏｉｄｓ Ｃ－Ｔ(６－２３) ( Ｌｖ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图 １ )ꎮ 其 中ꎬ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ａｃｉｄｏｉｄ ａｃｉｄ ｍｅｔｈｙｌ ｅｓｔｅｒ
(５)、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ａｃｉｄｏｉｄｓ Ａ－Ｄ(３ꎬ４ꎬ ６ꎬ７)、Ｆ－Ｉ(９－１２)
和 Ｍ(１６)均显示出潜在的抗 ＨＢＶ 活性ꎬ对 ＨＢＶ 表

面抗原(ＨＢｓＡｇ)和 ｅ 抗原(ＨＢｅＡｇ)的 ＩＣ５０ 值为 ０.
８~ ３６ μｍｏｌＬ￣１ꎮ 构效关系研究表明ꎬ倍半萜结构

中 Ｃ￣５ 位的缩酮基团和 Ｃ￣１３ 位的糖基取代可能对

ＨＢｓＡｇ 和 ＨＢｅＡｇ 的选择性有贡献ꎮ 该研究组还从

西印 度 醋 栗 根 茎 中 报 道 了 ４ 个 新 的 二 萜

ｐｈｙｌｌａｃｉｄｕｌｏｉｄｓ Ａ－Ｄ(３２－３５)(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和
１ 个新的降没药烷型倍半萜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ａｃｉｄｏｉｄ Ｕ(２４)
(Ｘｉ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 ( 图 ２ )ꎮ 其 中ꎬ ３ 个 二 萜

ｐｈｙｌｌａｃｉｄｕｌｏｉｄｓ Ｂ－Ｄ(３３－３５)在其分子的 Ｃ￣７ 和 Ｃ￣１６
之间存在一个醚键ꎻ在 ２４ 的结构中ꎬＮ￣乙酰基￣２￣氨
基葡萄糖基部分是通过酰胺键与苷元的 Ｃ￣１３ 羰基

相连的ꎬ并且苷元 Ｃ￣１０ 位的酯基取代基也由常见

的苯甲酰基或对羟基苯甲酰基变为了链状的(Ｚ)￣２￣
(２￣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ｔｈｙｌ)￣ｐｅｎｔ￣２￣ｅｎｅｄｉｏｙｌ 基团ꎬ这一结构特

点鲜有报道ꎮ 在 ４０ μｍｏｌＬ￣１浓度下ꎬｐｈｙｌｌａｃｉｄｕｌｏｉ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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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西印度醋栗的化学成分及其在植物各部位中的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ｓ ｏｆ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ａｃｉｄｕｓ

编号
Ｎｏ.

化合物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植物部位
Ｐｌａｎｔ ｏｒｇａｎ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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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４￣羟基苯甲酸

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ｅｎｚｏｉｃ ａｃｉｄ
叶 Ｌｅａｆ Ｓｉｃｈａｅ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ꎻ

李杰等ꎬ２０２０
３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ｅ Ｂ 根 Ｒｏｏｔ Ｄｕ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７０ ４￣羟基苯甲醛

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ｅｎｚ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叶 Ｌｅａｆ Ｓｉｃｈａｅ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３１ Ｓｐｒｕｃｅａｎｏｌ 根 Ｒｏｏｔ Ｄｕ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７１ β￣苔黑酚羧酸甲酯
Ｍｅｔｈｙｌ β￣ｏｒｓｅｌｌｉｎａｔｅ

叶 Ｌｅａｆ Ｓｉｃｈａｅ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

３２ Ｐｈｙｌｌａｃｉｄｕｌｏｉｄ Ａ 根ꎬ茎 Ｒｏｏｔꎬ ｓｔｅｍ 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有机酸及其他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３３ Ｐｈｙｌｌａｃｉｄｕｌｏｉｄ Ｂ 根ꎬ茎 Ｒｏｏｔꎬ ｓｔｅｍ 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７２ ４￣羟基苯乙酸甲酯
Ｍｅｔｈｙｌ 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

叶 Ｌｅａｆ 李杰等ꎬ２０２０

３４ Ｐｈｙｌｌａｃｉｄｕｌｏｉｄ Ｃ 根ꎬ茎 Ｒｏｏｔꎬ ｓｔｅｍ 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７３ ４￣Ｏ￣葡萄糖基苯甲酸
４￣Ｏ￣(β￣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ｏｘｙ)￣ｂｅｎｚｏｉｃ ａｃｉｄ

叶 Ｌｅａｆ 李杰等ꎬ２０２０

３５ Ｐｈｙｌｌａｃｉｄｕｌｏｉｄ Ｄ 根ꎬ茎 Ｒｏｏｔꎬ ｓｔｅｍ 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 ７４ 硫代乙酐 Ｔｈｉｏａｃｅｔｉｃ ａｎｈｙｄｒｉｄｅ 叶 Ｌｅａｆ 李杰等ꎬ２０２０
３６ 米念芭素 Ｅ Ｏｖｏｉｄｅａｌ Ｅ 叶 Ｌｅａｆ Ｋｈａｔｕ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７５ 腺苷 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 叶 Ｌｅａｆ Ｓｏｕｓ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
３７ Ｐｈｙｌｌａｎｅ Ｃ 叶 Ｌｅａｆ Ｄｕ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７６ Ｌ￣焦谷氨酸 Ｌ￣ｐｙｒｏｇｌｕｔａｍｉｃ ａｃｉｄ 叶 Ｌｅａｆ 李杰等ꎬ２０２０
３８ Ｆｌｕａｃｉｎｏｉｄ Ｂ 叶 Ｌｅａｆ Ｄｕ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 ７７ 谷甾醇￣３￣Ｏ￣β￣Ｄ￣葡萄糖苷

Ｓｉｔｏｓｔｅｒｏｌ￣３￣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果实 Ｆｒｕｉｔ Ｋｈａｔｕ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

３９ Ｐｈｙｌｌａｎａｃｉｄｉｎ Ａ 叶 Ｌｅａｆ Ｇ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
４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ａｃｉｄｉｎ Ｂ 叶 Ｌｅａｆ Ｇ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
４１ Ｐｈｙｌｌａｎａｃｉｄｉｎ Ｃ 叶 Ｌｅａｆ Ｇ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

Ａ－Ｄ(３２－ ３５)对五种人肿瘤细胞株(白血病 ＨＬ￣
６０、肺癌 Ａ￣５４９、肝癌 ＳＭＭＣ￣７７２１、乳腺癌 ＭＣＦ￣７

和结肠癌 ＳＷ４８０)均未显示出明显的细胞毒活性ꎮ
Ｄｕ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从西印度醋栗根的乙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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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西印度醋栗中的倍半萜及其苷(１－２８)
Ｆｉｇ. １　 Ｓｅｓｑｕｉｔｅｒｐｅ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ａｃｉｄｕｓ (１－２８)

取物中发现了 ２ 个新的二萜 ｐｈｙｌｌａｎｅｓ Ａ(２９)和 Ｂ
(３０)ꎬ以及其前体二萜 ｓｐｒｕｃｅａｎｏｌ(３１) (图 ２)ꎮ 其

中ꎬ３０ 对人慢性髓系白血病细胞(Ｋ５６２)和人肝癌
细胞系(ＨｅｐＧ２)表现出抑制作用ꎬＩＣ５０ 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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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西印度醋栗中的二萜及三萜(２９－５３)
Ｆｉｇ. ２　 Ｄｉｔｅｒｐｅ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ｉｔｅｒｐｅｎｅｓ (２９－５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ａｃｉｄｕｓ

２８.９０ 和 ４５.２３ μｍｏｌＬ￣１ꎮ 此外ꎬ还报道了 ６ 个新

的含磺酸基的黄酮类化合物ꎬａｃｉｄｏflａｖａｎｏｎｅ(５４)、
ａｃｉｄｏａｕｒｏｎｏｌ ( ５５ )、 ５￣Ｏ￣ｍｅｔｈｙｌａｃｉｄｏａｕｒｏｎｏｌ ( ５６ )、
ａｃｉｄｏａｕｒｏｎｅ ( ５７ )、 ａｃｉｄｏｉｓｏflａｖｏｎｅ ( ５８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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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西印度醋栗中的黄酮类、酚类、有机酸和其他类化合物(５４－７７)
Ｆｉｇ. ３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ꎬ ｐｈｅｎｏｌｓꎬ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５４－７７)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ａｃｉｄｕｓ

ａｃｉｄｏflａｖｏｎｏｌ(５９)(图 ３)ꎮ Ｄｕ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对 ５４
进行了活性筛选:以阿霉素作为阳性对照ꎬ采用
ＭＴＴ 法对人肝癌细胞系(ＨｅｐＧ２)和人乳腺癌细胞
(ＭＣＦ￣７)进行了体外细胞毒性研究ꎬ没有发现 ５４
对这些癌细胞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ꎮ

Ｇ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从中国云南西双版纳产的西
印度醋栗的茎中分离鉴定了 ４ 个新的倍半萜ꎬ
ｐｈｙａｃｉｄｕｓｉｎｓ Ａ 和 Ｂ( ２５ꎬ２６) 以及 ｐｈｌｌａｎｔｈａｃｉｄｏｉｄｓ
Ａ１ 和 Ｎ１ ( ２７ꎬ２８)ꎮ 其中ꎬ ２６ 对 ＨＢＶ 表面抗原
(ＨＢｓＡｇ)的 ＩＣ５０ 值为(１１. ２ ± ０. ０１) μｍｏｌＬ￣１ꎬ２７
对 ＨＢＶ 的 ｅ 抗原的 ＩＣ５０值为(５７.１±０.０２) μｍｏｌ
Ｌ￣１ꎮ 结果丰富了抗 ＨＢＶ 降倍半萜类化合物的分

子多样性ꎮ
到目前为止ꎬ从西印度醋栗的根、茎和树皮中

共报道了 ４２ 个化合物ꎬ包括 ２８ 个倍半萜(１－２８)、
７ 个二萜(２９－３５)和 １ 个三萜(４４)ꎬ以及 ６ 个黄酮
(５４－５９)ꎮ

２　 枝叶

在印度传统医学中西印度醋栗的叶用于治疗
发烧、痔疮、天花、瘙痒和牙龈感染 ( Ｊａｉ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孟加拉国的部落医生采用西印度醋栗的
叶熬制制成汤剂用来治疗肝病(Ｃｈｏｗｄｈａｒｙ ｅｔ ａ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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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ꎮ 在泰国传统医药中西印度醋栗叶用作抗

高血 压 的 药 物ꎬ 用 于 缓 解 高 血 压 引 起 的 头 痛

(Ｔｅｉｎｇｂｕｒａｎａｔｈｕｍꎬ １９９９)ꎮ 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

印度等地区ꎬ西印度醋栗的嫩叶亦被用作蔬菜食

用(Ｐｒａｓａｄꎬ １９８６)ꎮ
Ｓｏｕｓ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从西印度醋栗叶的水提物中

分离得到了 ３ 个化合物ꎬ分别为山奈酚(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ꎬ
６０)、ｈｙｐｏｇａｌｌｉｃ ａｃｉｄ(６８)和腺苷( 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ꎬ７５) (图
３)ꎮ Ｔｒａ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从该植物叶的甲醇和乙酸乙

酯混合提取物中分离得到 ７ 个黄酮苷类成分ꎬ其中

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３￣Ｏ￣( ２￣α￣Ｌ￣ｒｈａｍｎｏｓｙｌ )￣β￣Ｄ￣ｇｌｕｃｕｒｏｎｏｓｙｌ
ｍｅｔｈｙｌ ｅｓｔｅｒ(６１)为新化合物ꎬ其余 ６ 个分别鉴定为

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３￣Ｏ￣( ２￣α￣Ｌ￣ｒｈａｍｎｏｓｙｌ )￣β￣Ｄ￣ｇａｌａｃｔｏｓｉｄｅ
( ６２ )、 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３￣Ｏ￣( ２￣α￣Ｌ￣ｒｈａｍｎｏｓｙｌ )￣β￣Ｄ￣
ｇｌｕｃｕｒｏｎｏｓｉｄｅ ( ６３ )、 芦 丁 ( ｒｕｔｉｎꎬ ６４ )、 异 槲 皮 苷

(ｉｓｏｑｕｅｒｃｉｔｒｉｎꎬ６５)、槲皮苷(ｑｕｅｒｃｉｔｒｉｎꎬ６６)和杨梅苷

(ｍｙｒｉｃｉｔｒｉｎꎬ６７)(图 ３)ꎮ 对分离得到的黄酮苷类成

分进行生物活性测试ꎬ发现化合物 ６２ 具有抗氧化活

性ꎬ６３ 可通过抑制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产物表现出抗炎

活性ꎬ新化合物 ６１ 具有肝保护活性ꎮ Ｓｉｃｈａｅ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从西印度醋栗枝叶的甲醇提取物中报道

了 １ 个新的三萜:２９￣去甲氧基￣１β￣羟基￣３ꎬ２０￣二酮

(２９￣ｎｏｒｌｕｐａｎｅ￣１β￣ｈｙｄｒｏｘｙ￣３ꎬ２０￣ｄｉｏｎｅꎬ４５)ꎬ以及 １０
个已知化合物ꎬ包括 ６ 个三萜:２９￣去甲基￣１￣烯￣３ꎬ
２０￣二酮(２９￣ｎｏｒｌｕｐ￣１￣ｅｎｅ￣３ꎬ２０￣ｄｉｏｎｅꎬ４６)、叶下珠醇

(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ｏｌꎬ ４７ )、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ｏｎｅ ( ４８ )、 算 盘 子 酮

(ｇｌｏｃｈｉｄｏｎｅꎬ４９)、羽扇豆醇( ｌｕｐｅｏｌꎬ５０)、羽扇豆酮

(ｌｕｐｅｏｎｅꎬ５１)ꎬ３ 个酚性化合物:４￣羟基苯甲酸(４￣
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ｅｎｚｏｉｃ ａｃｉｄꎬ ６９ )、 ４￣羟 基 苯 甲 醛 ( ４￣
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ｅｎｚａｌｄｅｈｙｄｅꎬ ７０ )、 β￣苔 黑 酚 羧 酸 甲 酯

(ｍｅｔｈｙｌ β￣ｏｒｓｅｌｌｉｎａｔｅꎬ ７１) 和 １ 个二萜: ｐｈｙｌｌａｎｅ Ａ
(２９)ꎮ 抗氧化活性测试发现ꎬ７０ 对 ＤＰＰＨ 具有良好

的自由基清除活性ꎬＩＣ５０值为 ２.６３ μｇｍＬ￣１ꎮ 化合

物 ２９ 曾被 Ｄｕ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从该植物根的乙醇提

取物中亦分离得到ꎮ 李杰等(２０２０)从西印度醋栗

叶的甲醇提物中亦分离得到了 １ 个新的三萜

ｐｈｙｌｌａｎａｃｉｄｏｌ Ｂ(５２)和 ９ 个已知化合物ꎬ分别为米念

芭素 Ｅ(ｏｖｏｉｄｅａｌ Ｅꎬ３６)、叶下珠醇(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ｏｌꎬ４７)、
山楂酸(ｍａｓｌ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ꎬ５３)、槲皮苷(ｑｕｅｒｃｉｔｒｉｎꎬ６６)、
４￣羟基苯甲酸(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ｅｎｚｏｉｃ ａｃｉｄꎬ６９)、４￣羟基苯

乙酸甲酯 (ｍｅｔｈｙｌ 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ꎬ７２)、４￣Ｏ￣
葡 萄 糖 基 苯 甲 酸 [ ４￣Ｏ￣( β￣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ｏｘｙ )￣
ｂｅｎｚｏｉｃ ａｃｉｄꎬ ７３]、硫代乙酐 ( ｔｈｉｏａｃｅｔｉｃ ａｎｈｙｄｒｉｄｅꎬ
７４)和 Ｌ￣焦谷氨酸(Ｌ￣ｐｙｒｏｇｌｕｔａｍｉｃ ａｃｉｄꎬ７６)ꎮ 除 ４７、
６６ 和 ６９ 外ꎬ其余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西印度醋栗中

分离得到ꎮ Ｓｏｕｓ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研究发现西印度醋栗

叶的水提物对治疗囊性纤维症有一定的作用ꎮ
Ｄｕ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还从西印度醋栗叶的甲醇提取

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二萜 ｐｈｙｌｌａｎｅ Ｃ(３７)和 ３ 个已

知 化 合 物: ｏｖｏｉｄｅａｌ Ｅ ( ３６ )、 ｓｐｒｕｃｅａｎｏｌ ( ３１ ) 和

ｆｌｕａｃｉｎｏｉｄ Ｂ(３８)ꎬ其中化合物 ３７ 的结构中具有一个

末端乙炔基ꎬ这在自然界中是非常罕见的ꎮ 中国科

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 Ｇ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从西印度

醋栗 叶 的 乙 醇 提 取 物 中 发 现 ３ 个 新 的 二 萜

ｐｈｙｌｌａｎａｃｉｄｉｎｓ Ａ －Ｃ (３９ － ４１) 和 ３ 个已知化合物:
ｃｌｅｉｓｔａｎｔｈｏｌ ( ４２ )、 ｐｈｙｌｌａｎｆｌｅｘｉｏｄ ( ４３ ) 和 ｓｐｒｕｃｅａｎｏｌ
(３１)ꎬ其中化合物 ４０ 和 ４１ 是首次发现的 Ｃ￣１７ 位丢

失甲基的降二萜ꎬ可能是由 ３１ 经过关键的氧化脱羧

反应形成的ꎮ 此外ꎬ４２、４３ 和 ３１ 均表现出显著的细

胞毒活性ꎬＩＣ５０值为 １６.１１ ~ ３０.８２ μｇｍＬ￣１(Ｇ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从西印度醋栗的枝叶中共分离报道了 ３６ 个化

合物ꎬ包括 ９ 个三萜(４５－５３)、１０ 个二萜(２９ꎬ３１ꎬ
３６－４３)、８ 个黄酮(６０－６７)、４ 个酚性化合物(６８－
７１)、３ 个有机酸(７２－７４)、１ 个核苷(７５)和 １ 个氨

基酸衍生物(７６)ꎮ

３　 果实

西印度醋栗果实可以食用ꎬ在印度传统医学

中是一种肝脏滋补剂和血液净化剂ꎬ用于治疗黄

疸、支气管炎、便秘、呕吐、泌尿系统结石、痔疮以

及肝病等(Ｋｉｒｔｉｋａｒ ＆ Ｂａｓｕꎬ １９８７)ꎮ
有关西印度醋栗果实的化学成分研究报道较

少ꎬ且 主 要 集 中 于 挥 发 性 成 分ꎮ Ｑｕｉｊａｎ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通过 ＧＣ￣ＦＩＤ 和 ＧＣ￣ＭＳ 技术ꎬ分别对发酵 １
个月、３ 个月和 ６ 个月后的西印度醋栗果实中挥发

性成分进行分析ꎬ共检测到 ４６ 个挥发性成分ꎬ发
现随着发酵时间的增加ꎬ许多成分的含量发生了

变化ꎮ 发酵初期酸和醇类化合物是其主要成分ꎬ
而发酵 ６ 个月之后ꎬ酸类化合物成为主要成分ꎮ
倍半萜的含量也发生显著的变化ꎬ发酵 ３ 个月之

后ꎬδ￣ｃａｄｉｎｅｎｅ 和 α￣ｃａｄｉｎｅｎｅ 的含量显著增加ꎻ６ 个

月之后ꎬα￣ｃａｄｉｎｏｌ 和 ｔ￣ｍｕｕｒｏｌｏｌ 的含量显著增加ꎮ
哈瓦那的研究人员用乙醚进行蒸馏萃取ꎬ并采用

ＧＣ￣ＭＳ 分析ꎬ从西印度醋栗的果实中报道了 ７７ 个

挥发油成分(表 ２)ꎬ包括 ４５ 个萜烯类ꎬ１８ 个酯类ꎬ
７ 个酸类ꎬ４ 个醛类ꎬ２ 个酚类和 １ 个醇类成分

(Ｐｉｎ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ꎮ 挥发油的总含量约为 １０９
ｍｇｋｇ￣１ꎬ其中萜烯(１００.１ ｍｇｋｇ￣１)和酸(６.７ ｍ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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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西印度醋栗果实中挥发性成分的 ＧＣ￣ＭＳ 鉴定结果 (Ｐｉｎ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ａｃｉｄｕｓ ｂｙ ＧＣ￣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ｉｎ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８)

编号
Ｎｏ.

化合物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编号
Ｎｏ.

化合物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编号
Ｎｏ.

化合物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编号
Ｎｏ.

化合物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编号
Ｎｏ.

化合物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单萜
Ｍｏｎｏ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ｓ

倍半萜
Ｓｅｓｑｕｉｔｅｒｐｅｎｏｉｄｓ

１０９ α￣依兰油烯
α￣ｍｕｕｒｏｌｅｎｅ

１２５ 苯甲酸甲酯
Ｍｅｔｈｙｌ ｂｅｎｚｏａｔｅ

酸
Ａｃｉｄｓ

７８ α￣侧柏烯
α￣ｔｈｕｊｅｎｅ

９３ 环苜蓿烯
Ｃｙｃｌｏｓａｔｉｖｅｎｅ

１１０ δ￣依兰油烯
δ￣ａｍｏｒｐｈｅｎｅ

１２６ 庚酸乙酯
Ｅｔｈｙｌ ｈｅｐｔａｎｏａｔｅ

１４１ 壬酸
Ｎｏｎ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７９ 月桂烯
Ｍｙｒｃｅｎｅ

９４ α￣蒎烯
α￣ｃｏｐａｅｎｅ

１１１ γ￣杜松烯
γ￣ｃａｄｉｎｅｎｅ

１２７ 辛酸甲酯
Ｍｅｔｈｙｌ ｏｃｔａｎｏａｔｅ

１４２ 十二烷酸
Ｄｏｄｅｃ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８０ 聚伞花素
ｐ￣ｃｙｍｅｎｅ

９５ β￣波旁烯
β￣ｂｏｕｒｂｏｎｅｎｅ

１１２ δ￣杜松烯
δ￣ｃａｄｉｎｅｎｅ

１２８ 异丁酸己酯
Ｈｅｘｙｌ ｉｓｏｂｕｔｙｒａｔｅ

１４３ 十四烷酸
Ｔｅｔｒａｄｅｃ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８１ 柠檬烯
Ｌｉｍｏｎｅｎｅ

９６ β￣荜澄茄油烯
β￣ｃｕｂｅｂｅｎｅ

１１３ 反式￣杜 松￣１ ( ２)ꎬ ４￣二 烯
ｔｒａｎｓ￣ｃａｄｉｎａ￣１(２)ꎬ４￣ｄｉｅｎｅ

１２９ 辛酸乙酯
Ｅｔｈｙｌ ｏｃｔａｎｏａｔｅ

１４４ 十八烷酸
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８２ β￣水芹烯
β￣ｐｈｅｌｌａｎｄｒｅｎｅ

９７ α￣古芸烯
α￣ｇｕｒｊｕｎｅｎｅ

１１４ α￣杜松烯
α￣ｃａｄｉｎｅｎｅ

１３０ 乙酸异龙脑酯
Ｉｓｏｂｏｒｎｙｌ ａｃｅｔａｔｅ

１４５ 十六烷酸
Ｈｅｘａｄｅｃ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８３ 反式氧化芳樟醇
ｔｒａｎｓ￣ｌｉｎａｌｏｏｌ ｏｘｉｄｅ

９８ β￣石竹烯
β￣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ｅｎｅ

１１５ α￣二去氢菖蒲烯
α￣ｃａｌａｃｏｒｅｎｅ

１３１ 壬酸乙酯
Ｅｔｈｙｌ ｎｏｎａｎｏａｔｅ

１４６ 油酸
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８４ 异松油烯
Ｔｅｒｐｉｎｏｌｅｎｅ

９９ β￣蒎烯
β￣ｃｏｐａｅｎｅ

１１６ β￣二去氢菖蒲烯
β￣ｃａｌａｃｏｒｅｎｅ

１３２ 丁酸苄酯
Ｂｅｎｚｙｌ ｂｕｔｙｒａｔｅ

１４７ 十五烷酸
Ｐｅｎｔａｄｅｃ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８５ 对异丙基甲苯
ｐ￣ｃｙｍｅｎｅｎｅ

１００ 香橙烯
ａｒｏｍａｄｅｎｄｒｅｎｅ

１１７ 喇叭茶醇
Ｌｅｄｏｌ

１３３ α￣乙酸松油酯
α￣ｔｅｒｐｉｎｙｌ ａｃｅｔａｔｅ

醛
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ｓ

８６ 樟脑
Ｃａｍｐｈｏｒ

１０１ α￣葎草烯
α￣ｈｕｍｕｌｅｎｅ

１１８ 石竹烯醇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ｅｎｙｌ ａｌｃｏｈｏｌ

１３４ 异戊酸苄酯
Ｂｅｎｚｙｌ ｉｓｏｐｅｎｔａｎｏａｔｅ

１４８ 己醛
Ｈｅｘａｎａｌ

８７ α￣松油醇
α￣ｔｅｒｐｉｎｅｏｌ

１０２ 别香橙烯
ａｌｌｏ￣ａｒｏｍａｄｅｎｄｒｅｎｅ

１１９ 表￣α￣依兰油醇
Ｅｐｉ￣α￣ｍｕｕｒｏｌｏｌ

１３５ 癸酸乙酯
Ｅｔｈｙｌ ｄｅｃａｎｏａｔｅ

１４９ 反式￣２￣己醛
(Ｅ)￣２￣ｈｅｘｅｎａｌ

８８ 反式￣香芹醇
ｔｒａｎｓ￣ｃａｒｖｅｏｌ

１０３ ９￣表￣(Ｅ)￣石竹烯
９￣ｅｐｉ￣(Ｅ)￣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ｅｎｅ

１２０ α￣毕橙茄醇
α￣ｃａｄｉｎｏｌ

１３６ 十四酸乙酯
Ｅｔｈｙｌ ｔｅｔｒａｄｅｃａｎｏａｔｅ

１５０ 壬醛
Ｎｏｎａｎａｌ

８９ 顺式￣香芹醇
ｃｉｓ￣ｃａｒｖｅｏｌ

１０４ γ￣依兰油烯
γ￣ｍｕｕｒｏｌｅｎｅ

１２１ 卡达烯
Ｃａｄａｌｅｎｅ

１３７ 十四酸异丙酯
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 ｔｅｔｒａｄｅｃａｎｏａｔｅ

１５１ 正癸醛
Ｄｅｃａｎａｌ

９０ 香芹酮
Ｃａｒｖｏｎｅ

１０５ α￣紫穗槐烯
α￣ａｍｏｒｐｈｅｎｅ

酯 Ｅｓｔｅｒｓ １３８ 棕榈酸乙酯
Ｅｔｈｙｌ ｈｅｘａｄｅｃａｎｏａｔｅ

酚
Ｐｈｅｎｏｌｓ

９１ 薄荷酮
Ｐｉｐｅｒｉｔｏｎｅ

１０６ 大牛儿烯 Ｄ
Ｇｅｒｍａｃｒｅｎｅ Ｄ

１２２ 丁酸丁酯
Ｂｕｔｙｌ ｂｕｔｙｒａｔｅ

１３９ 十八酸甲酯
Ｍｅｔｈｙｌ 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ｎｏａｔｅ

１５２ 甲基胡椒酚
Ｍｅｔｈｙｌ ｃｈａｖｉｃｏｌ

９２ 百里酚
Ｔｈｙｍｏｌ

１０７ β￣瑟林烯
β￣ｓｅｌｉｎｅｎｅ

１２３ 己酸乙酯
Ｅｔｈｙｌ ｈｅｘａｎｏａｔｅ

１４０ 十八酸乙酯
Ｅｔｈｙｌ ｏｃｔａｄｅｃａｎｏａｔｅ

１５３ 水杨酸
Ｂｅｎｚｙｌ ｓａｌｉｃｙｌａｔｅ

１０８ γ￣紫穗槐烯
γ￣ａｍｏｒｐｈｅｎｅ

１２４ 顺式￣３￣己烯乙酸酯
(Ｚ)￣３￣ｈｅｘｅｎｙｌ ａｃｅｔａｔｅ

醇
Ａｌｃｏｈｏｌ

１５４ 顺式￣３￣己烯醇
(Ｚ)￣３￣ｈｅｘｅｎｏｌ

ｋｇ￣１)占主导地位ꎬ为其主要成分ꎮ 在萜烯类化合
物中有许多单萜和倍半萜烯类成分ꎬ主要代表性
成分为 ｅｐｉ￣α￣ｍｕｕｒｏｌｏｌ(３２.９ ｍｇｋｇ￣１)和 α￣ｃａｄｉｎｏｌ
(２２. １ ｍｇ ｋｇ￣１ )ꎮ Ｈｅｘａｄｅｃ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 ３. ８ ｍｇ
ｋｇ￣１)是酸中的主要化合物ꎮ Ｋｈａｔｕ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从西印度醋栗果实的石油醚提取物中分离得到了

１ 个 甾 醇 葡 萄 糖 苷:谷 甾 醇￣３￣Ｏ￣β￣Ｄ￣葡 萄 糖 苷

(ｓｉｔｏｓｔｅｒｏｌ￣３￣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ꎬ７７)ꎮ
研究发现ꎬ西印度醋栗的果实提取物具有一

定的抗氧化活性ꎮ Ｓｕｌａｉｍａｎ ＆ Ｏｏｉ(２０１４)发现该

植物果实水提物具有抗氧化活性ꎬ采用 ＤＰＰＨ 和

ＦＲＡＰ 模型ꎬ以总酚和维生素 Ｃ 作为阳性对照ꎬ每
克西 印 度 醋 栗 果 实 水 提 物 的 抗 氧 化 能 力 与

(６１３.７１±２.５９) ｍｇ 维生素 Ｃ 和(２ ７８４.８９±３.９３)
μｇ 维 生 素 Ｅ 的 作 用 相 当ꎮ Ｍｏｎｉｒｕｚｚａ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测定了西印度醋栗果实甲醇提取物的抗氧

化活性:其清除 ＤＰＰＨ 和羟自由基、抑制脂质过氧
化以及金属螯合活性的 ＩＣ５０值分别为 １６、６０、４７２
和 ３０９ μｇｍＬ￣１ꎮ Ｐｒａｄｅｅｐ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的研究也
发现西印度醋栗果实的乙酸乙酯和甲醇提取物在

５００ μｇｍＬ￣１时ꎬ其对 ＤＰＰＨ、ＡＢＴＳ＋、过氧化氢和
ＮＯ 的清除率和抑制率都在 ９０％以上ꎮ

西印度醋栗果实亦具有一定的抗菌活性ꎮ
Ｍｅｌｅｎｄｅｚ ＆ Ｃａｐｒｉｌｅｓ( ２００６)在筛选抗菌药用植物
时ꎬ发现西印度醋栗果实的甲醇提取物具有广谱

的抗菌活性ꎮ Ｒａｈ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采用圆盘扩散

法ꎬ测试了西印度醋栗甲醇提取物对 １３ 种微生物
抗菌 活 性ꎬ 发 现 其 对 痢 疾 链 球 菌 (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ｄｙｓｅｎｔｅｒｉａｅ)、枯草芽孢杆菌(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ｕｂｔｉｌｉｓ)、巨大
芽孢杆菌(Ｂ. ｍｅｇａｔｅｒｉｕｍ)有一定的抑制作用ꎬ其
中对枯草芽孢杆菌的抑制作用最强ꎮ 采用同样的

方法ꎬＨａｂｉｂ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测试西印度醋栗果实氯
仿提取物对 １１ 种微生物的抗菌活性ꎬ发现其对痢

疾链 球 菌 和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ｕｒｅｕｓ)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ꎬ其中对痢疾链球菌
的抑制作用最强ꎻＰａｄｍａｐｒｉｙａ ＆ Ｐｏｏｎｇｕｚｈａｌｉ(２０１５)
测试 了 西 印 度 醋 栗 丙 酮 提 取 物 对 大 肠 杆 菌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ｉｌ)、 铜 绿 假 单 胞 菌 (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蜡状芽孢杆菌(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ｃｅｒｅｕｓ)和金黄

色葡萄球菌的抑制效果ꎬ发现平均抑制范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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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２０ ｍｍ 之间ꎬ其中对大肠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

的抑制率最高ꎬ分别达到 １９ 和 ２０ ｍｍꎮ
Ｊａｉｎ ＆ Ｓｉ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１)发现西印度醋栗果实的

７０％乙醇提取物对四氯化碳诱导的大鼠肝脏急性氧

化损伤有显著的保护作用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西印度

醋栗果实提取物可减少大鼠血清中的谷草转氨酶

(ａｓｐａｒｔ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ꎬＡＳＴ)、谷丙转氨酶( ａｌａｎ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ꎬ ＡＬＴ ) 和 碱 性 磷 酸 酶 (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ꎬ ＡＬＰ ) 水平ꎬ 以及脂质过氧化 ( ｌｉｐｉｄ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ꎬＬＰＯ)ꎬ同时增加血清中总蛋白 (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ＴＰ)、谷胱甘肽(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ꎬＧＳＨ)、超氧化物

歧化酶 (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ꎬ ＳＯＤ)、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ａｌａｓｅꎬ ＣＡＴ ) 以 及 谷 胱 甘 肽 过 氧 化 物 酶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ꎬＧＰｘ)的水平ꎬ该提取物还可

缩小 ｈｅｘｏｂａｒｂｉｔｏｎｅ(一种巴比妥类药物ꎬ具有催眠效

果)诱导的睡眠时间ꎮ 研究表明ꎬ西印度醋栗的肝

保护作用可能与其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能力有关ꎮ
西印度醋栗还具有其他方面的生物活性ꎮ 例

如:２００ ｍｇｍＬ￣１果汁具有显著体外 α￣葡萄糖苷酶

抑制活性ꎬ抑制率达(９５. ７３ ± ０. １５)％ ( Ｓｕｌａｉｍａｎ ＆
Ｏｏｉꎬ２０１４)ꎻ果实水提物对血管紧张素有一定的抑制

活性ꎬ在 ２０ μｇｍＬ￣１ 浓度下的抑制率为(７９. ７３ ±
１.９７)％ꎬ阳性对照赖诺普利(一种抑制剂) 在 １３
μｇｍＬ￣１浓度下的抑制率为(９９.２９±１.１１)％(Ｄａｓ ＆
Ｄｅꎬ２０１３)ꎻＬｅｅｙ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研究表明ꎬ西印度醋栗

的降压作用可能直接在血管介导ꎬ引起血管舒张ꎻ
Ｃｈｏｎｇｓ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研究表明西印度醋栗水提物

对脂质代谢有影响ꎬ可导致血清脂质、内脏和皮下

脂肪的减少ꎬ具有减肥功 效ꎻ Ｇｕｒｕｓｈａｎｔｈ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研究表明ꎬ使用西印度醋栗生物质作为燃

料ꎬ通过简便、环保、廉价的生物方法溶液燃烧途

径合成立方 ＺｒＯ２具有很大的潜能ꎮ

４　 讨论与结论

迄今为止ꎬ有关西印度醋栗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根、茎、树皮和枝叶ꎬ从中共分离报道了 ７７ 个化

合物ꎬ主要为三萜、二萜、倍半萜和黄酮类成分ꎬ部
分化合物显示有较强的保肝、抗癌、抗炎、抗氧化

等活性ꎮ 这些活性与西印度醋栗的传统用途相

符ꎬ表明该植物的根、茎和枝叶有一定的药用价

值ꎮ 然而ꎬ目前的药理活性研究大多限于体外细

胞水平ꎬ有待进一步的动物体内和临床研究ꎮ 同

时ꎬ西印度醋栗叶被部分地区用作蔬菜ꎬ其安全性

有待阐明ꎮ

西印度醋栗在热带、亚热带国家和地区的民

间有较广泛的应用ꎬ近年也在中国云南的部分地

区引种栽培ꎮ 该植物果实提取物具有抗氧化、抗
菌、减肥、降压、保肝等多方面的生物活性ꎬ但相关

化学成分研究尚较少ꎬ且主要为挥发性成分ꎮ 根

据已有的化学和药理活性研究结果ꎬ可在适宜地

区进行推广ꎮ 同时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阐明其生

态学意义、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物质ꎬ将有助于该

植物资源的深入挖掘和推广利用ꎬ并为新药研发

提供分子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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