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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甘 子 为 大 戟 科 叶 下 珠 属 植 物 余 甘 子

Phyllanthus emblica L.的干燥成熟果实 [1]，又名庵摩

勒（西藏）、滇橄榄（云南）、橄榄子（四川）、油柑子（广

东）、鱼木果（广西）、余甘、久如拉、望果等 [2]，广泛分

布于热带、亚热带的亚洲国家，如中国、印度、泰国、

伊朗、阿富汗、斯里兰卡、马来西亚、菲律宾、巴基斯

坦等，其中以中国和印度分布面积最大，产量最多 [3]。

余甘子作为药食两用的药物，在中国已有 2 000多年
的应用历史，在唐代曾作为一种饮品而广受欢迎 [4]，

《本草纲目》记载“其味初食苦涩，良久更甘”。

余甘子在近 20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医药中被
广泛使用，这与其多方面功效密切相关。现代研究

表明，余甘子主要含有酚酸类、鞣质类、黄酮类、萜

类、维生素类等成分，具有降血糖、抗肿瘤、抗病毒、

抗菌、抗炎、调节肠胃运动及保护神经组织等药理

活性 [5-10]。本文结合余甘子的现代药理学资料，对

藏医药中余甘子的医药理论、临床应用科学性进行

了探讨。

1 余甘子传统藏医药应用

余甘子在中国的资源分布十分广泛，云南、四

川、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均有种植 [11]。

余甘子作为藏族习用药材，在历代藏本草中均有记

载，《四部医典》称“余甘子清血热，治血热旺盛及其

引起的眼病、肝病”，《晶珠本草》言“余甘子味甘、性

凉，治培根病、赤巴病、血病”[12]。在传统藏医药临

床实践中主要被用于治疗血病、培根病、赤巴病、高

血压、消化不良、腹胀、咳嗽、喉痛、口干、热性水肿、

尿频等，常与诃子、毛诃子配伍使用出现在藏医方剂

中，称为“大三果”，使用频率非常高。藏医的培根病

以消化系统疾病和水液失调为主，表现为不思饮食、

消化不良、脘腹胀满、恶心呕吐、泄泻、关节疼痛、骨

节松弛等 [13]；赤巴病属于“火”失调导致的疾病，症

状有头痛身热、口感酸苦、舌苔黄腻、痰色赤黄、口渴

欲饮，呕吐下泻、二便发黄、黄疸等；血病则表现为血

热血瘀导致的出血、高血脂、高血压等 [14，15]。根据藏

医药典籍、文献及临床实践可知，藏医药中余甘子主

要治疗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呼吸道和关节骨骼

基于现代药理研究的余甘子藏医药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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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基于现代药理研究对余甘子传统藏医药理论进行分析，为余甘子研究及开发提供依据。 
方法：查阅藏医药典籍、文献，并结合临床实践，总结余甘子在传统藏医药中的应用，探讨余甘子的藏医药理

论基础与现代药理研究的相关性。 结果：余甘子在传统藏医药临床实践中主要用于治疗血病、培根病、赤
巴病、高血压、消化不良、腹胀、咳嗽、骨节不利等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呼吸道和关节骨骼疾病，各国学

者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研究证实了余甘子对以上疾病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结论：现代药理研究从多

方面、多层次阐释了余甘子在传统藏医药理论指导下临床应用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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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大类疾病。

2 现代药理研究对余甘子藏医药理论的诠释

2.1 治疗消化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包括食管、胃、肠、肝、胆、胰等器

质性或功能性疾病，病变可局限于本系统，也可能累

及其他系统；常见恶心呕吐、腹痛、腹胀、腹泻、黄疸

等症。

研究证实，余甘子可以调节胃肠运动，既有抗腹

泻作用，又有抗便秘作用。余甘子的止泻作用主要

是由于毒蕈碱受体和 Ca2+通道双重阻断。抗便秘活

性可能通过激活毒蕈碱受体有关。余甘子的双重调

节作用可能是由于不同剂量导致的，低剂量（体内实

验剂量 100-300 mg·kg-1，体外实验剂量 0.003-0.1 
mg·mL-1）兴奋毒蕈碱受体，高剂量（体内实验剂量

500-700 mg·kg-1，体外实验剂量 0.3-1 mg·mL-1）抑

制毒蕈碱受体 [16，17]。

实验研究表明，余甘子对沙门氏菌、嗜热脂肪

芽孢杆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伤寒沙门菌、奇异

变形杆菌、甲型副伤寒沙门菌、乙型副伤寒沙门菌

以及粘质沙雷氏菌均表现出一定的抑制作用。CO2

超临界流体萃取得到的余甘子精油对沙门氏菌的

抑制活性比山梨酸钾效果好 [18]。余甘子 70 % 乙
醇提取物对嗜热脂肪芽孢杆菌、变形杆菌和大肠杆

菌显示非常强的抑菌活性，MIC 值依次为 4.0 %、
4.0 %和 2.0 %[19]。Saeed等 [20]研究发现，余甘子水

煎液对大肠杆菌、伤寒沙门菌、奇异变形杆菌、甲型

副伤寒沙门菌、乙型副伤寒沙门菌以及粘质沙雷氏

菌也表现出强抑制活性。对分离得到的余甘子单

体 化 合 物 1,2,4,6-tetra-O-galloyl-β-D-glucose 和 
phyllaemblicin G6 进行抗病毒研究，发现具有抗乙型
肝炎病毒 HBV的活性 [21，22]。

以上实验研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证实

了余甘子在传统藏医药理论指导下治疗消化系统疾

病的科学性。

2.2 治疗呼吸道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是常见多发病，主要病变在气管、

支气管、肺部及胸腔，轻者多发热、咳嗽、流涕、胸痛、

呼吸受影响，重者呼吸困难、缺氧，甚至呼吸衰竭而

致死。

罗兰等 [23] 研究表明，余甘子乙酸乙酯部位抑

菌活性最强，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MIC 为 2.5 

μg·mL-1，对肺炎链球菌的 MIC为 0.625 μg·mL-1。邢

海晶等 [24]对复方余甘子含片做了抗菌活性研究，结

果表明：余甘子含片可以防治慢性咽炎，促进优势菌

甲型链球菌的生长。体外研究表明，余甘子含片对

乙型溶血性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均

可产生抑制作用，对优势菌甲型链球菌则没有抑制

作用。Saeed等 [20]研究发现，余甘子水煎液对肺炎

杆菌、克雷伯氏菌表现出强抑制活性。瞿畅 [25]研究

余甘子水提物、甲醇提取物、乙酸乙酯提取物对单纯

疱疹病毒 HSV-1和 HSV-2都有抑制作用。其他课
题组进一步研究得到 1,2,4,6-tetra-O-galloyl-β-D-
glucose 抑制单纯疱疹病毒 HSV-1 和 HSV-2的机制
是既能细胞外灭活病毒颗粒又可抑制宿主细胞的病

毒合成 [21，22]。而分离得到的另一物质 phyllaemblicin 
B可改善萨科齐病毒 CVB3介导的 Hela细胞病变，
IC50为 7.75 ± 0.15 μg·mL-1[26]。

从现代药理研究可以看出，余甘子在治疗由细

菌或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疾病方面具有较好的作用。

2.3 治疗关节骨骼疾病

余甘子可用于治疗“赤巴”失调引起的关节疼

痛、屈伸不利、骨节松弛等疾病。相关学者 [26]考察

了余甘子甲醇、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醇以及水 5
个部位提取物的抗炎镇痛的作用，发现除了余甘子

水相提取物，其余 4个提取部位均具有抗炎镇痛作
用，其中甲醇与正丁醇部位的抗炎作用最强。Rao等
[27]对炎症模型大鼠灌胃余甘子提取物后，血清中促

炎因子 TNF-α和 IL-6水平显著下降。Middha等 [28]

研究表明，余甘子醇提取物在治疗炎症模型鼠 4 h后
有效减轻炎症症状，有效率高达 72.72 %，与空白对
照组相比，IL-1β和 TNF-α分别下降了 57.25 %和
35.41 %。另有研究表明，余甘子叶甲醇、四氢呋喃、
1,4-二氧六环提取物可以抑制白三烯致人类中性粒
细胞的迁移和 N-甲酰甲硫氨酰 -亮氨酰 -苯丙氨
酸致细胞脱粒，且其消炎作用可能是通过抑制中性粒

细胞和血小板的活动实现的 [29]。余甘子提取物与白

花丹合用作用于由脚叉菜胶致炎的模型鼠时，其抗炎

作用与阿司匹林接近 [30]。Golechha等 [31]发现余甘子

水醇提取物对慢性炎症大鼠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可

显著减轻足肿胀程度，且可减少肉肿芽的形成。

2.4 治疗血液循环系统疾病

血液循环系统由血液、血管和心脏组成。其中，

血液由血浆、红细胞、白细胞及血小板 4种成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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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血细胞、血小板占血液的 45%，而血浆占血液的
55%。血浆是水、糖、脂肪、蛋白质、钾盐及钙盐的混
合物，还包含许多止血必需的凝血因子。其中任何

一部分出现问题都会引发血液系统疾病。

许多学者研究发现，余甘子具有较好的降血糖

作用。胡炜 [32]认为余甘子的降血糖作用是因其可

以提高胰岛素介导的蛋白激酶 B、磷脂酰肌醇 -3-
激酶以及葡萄糖转运蛋白 4 mRNA的水平。Tiwari 
V等 [33]研究表明，余甘子提取物可以显著减少神经

性糖尿病大鼠在热水刺激测试中的甩尾次数和机械

刺激缩足反应阈值，随着氧化性刺激的增强，血清中

亚硝酸盐、肿瘤坏死因子 TNF-α、白介素 IL-1β和转
化生长因子 TGF-β1都显著下降。Nain研究团队利
用链脲佐菌素诱导的二型糖尿病大鼠研究余甘子水

醇提取物的降血糖活性，其结果表明：连续口服余甘

子提取物 45天可明显降低空腹血糖以及所有相关
生化参数，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胰岛素的含量 [34]。

Puppala 等 [35] 研 究 1-O-galloyl-β-D-glucose 体 外
降血糖活性，发现其能够选择性抑制阿尔多酮还原

酶家族 1成员 B1的活性。而且，Sakthivel等 [36]研

究表明，当余甘子与二甲双胍合用时，降血糖作用较

单用二甲双胍更强。

另有研究人员发现，余甘子还可以防治动脉粥

样硬化。王绿娅等 [37]研究表明，余甘子果汁粉有调

节血脂和减少组织脂质沉积、抗氧化、抗动脉粥样硬

化、抑制内皮素等作用。刘丽梅 [38]研究发现，余甘

子可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面积，减少动脉粥样硬

化斑块内弹力纤维含量，降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级

别，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内泡漠细胞层教。呙爱

秀等 [39]认为，余甘子中的两个鞣质成分 Phy-16和
Phy-13能够有效对抗 ox-LDL诱导的动脉粥样硬化，
能减少 ox-LDL诱发的单核细胞和内皮细胞黏附，减
少内皮细胞 MDA的生成，并能对抗 ox-LDL诱导的
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

现代研究采用科学的技术、方法发现余甘子在

治疗血液循环系统疾病方面有良好的疗效，这与传

统藏医药临床利用余甘子治疗血瘀血热所致血病理

论相一致。

3 小结

余甘子在亚洲各国拥有悠久的使用历史，在中

国更是一种药食两用的药材，作为食物和药物，均未

见毒副作用报道与记载，可见其安全性极高。近年

来，各国学者对余甘子的药理作用进行了大量研究，

其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为藏医药中余甘子的临床

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因此，通过合理地开发和先

进的科技，以余甘子为原料制成各类保健品与药品

将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可更好地服务临床及养生

保健。目前，有关余甘子的吸收、分布、代谢与排泄

过程研究较少。因此，探讨其主要成分在体内的吸

收特点及机制，并为余甘子药动学研究提供科学依

据，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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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yllanthus emblica L.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s abundant in the world. It was used for treating various 
diseases in nearly twenty countries or nations in regard to traditional medicine system. By retrieving Tibetan 
medicine in classical books, recent literatures and clinical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Phyllanthus emblica 
in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ine system was introduced, including its utilization in hypertension, indigestion, 
abdominal distension, cough and arthralgia and their related diseases. In the sight of modern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the theory Tibetan medicine of explained Phyllanthus emblica scientifically. Its related researches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were also deliberated for further researches and various applications, which demonstrated 
the value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drugs and health products.
Keywords: Phyllanthus emblica, traditional application, Tibetan medicine,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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