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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山区柿叶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赵玟溪袁张 强袁柏忠易袁陈成昊袁豆佳媛通讯作者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陕西 西安 712046）
摘 要：秦巴山区柿叶资源丰富，为研究柿叶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提供了有利条件。柿叶具有止咳定喘，生津止渴，活血止血之功

效。用于咳喘，消渴及各种内出血，臁疮。柿叶的化学成分较复杂，主要含有黄酮类、三萜类、酚类、脂肪酸、单宁等化合物，其中单宁的成分

颇高。目前，已有人开发了柿叶茶等防治动脉硬化、高血压、冠心病的功能食品和药物。

关键词：柿叶；药理作用

1 引言
柿叶为柿科柿属植物柿（Diospyros kaki L.）的新鲜或干燥叶，

据统计柿科植物全世界大约有 500多种，主要分布于热带和亚热
带，其中柿属有 350多种，在我国大约有 40多种，主要有柿、君迁子
和油柿等，以柿最为常见，分布十分广泛，是我国南北各地普遍栽培

的食用品种。秦巴山区柿叶较为丰富，使用方便，医用疗效确切，日

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柿的新鲜或干燥叶，其入药始见于明《滇南本

草》记载“经霜叶敷臃疮”，《本草再新》记载用于“治咳嗽吐血，止渴

生津”。主要用于止血、降压、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及胃溃疡出血、肺

结核出血、功能性子宫出血等内脏出血病症。

2 药理作用
2.1 抗氧化作用
以柿叶茶和高脂饲料饲养 Wistar大鼠 2个月，与空白对照组

（自来水和普通饲料饲养）比较，柿叶茶可降低 LPO（血清质过氧化
物）含量和提高 SOD（红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酶活性，说明柿叶茶
有一定的清除氧自由基的抗氧化作用。

柿叶提取物中抗氧化有效成分主要是酚类、鞣质类和黄酮类化

合物。An等人在分离柿叶多酚类物质和测定其生物活性时发现，柿
叶提取物能抑制葡萄糖苷转化酶和酪氨酸酶活性，从而抑制葡萄糖

和酪氨酸的氧化分解。柿叶黄酮的体外抗氧化作用研究表明，柿叶

黄酮可以清除羟自由基（-OH），抑制-OH所致的小鼠组织及肝线
粒体、微粒体中丙二醛（MDA）的产生，减少小鼠红细胞溶血，减轻
肝线粒体膨胀程度。Han等人研究发现，柿叶黄酮具有明显清除自
由基的效应，能明显抑制人中性粒细胞中过氧化物的产生。据此认

为，柿叶黄酮具有明显的抗氧化作用，柿叶黄酮有望成为很有潜力

的新型天然抗氧化剂。

2.2 抗癌作用
柿叶茶对亚硝胺类所诱发的小鼠前胃鳞状上皮增生和癌变有

一定的阻止作用。据报道，每日用柿叶粉三钱泡水饮用，结果使 46
例食管重度增生病人半年后好转 10例，稳定 30例，6例无效，无 1
例发生癌变。

2.3 降糖作用
以柿叶提取物给糖尿病小鼠灌胃 30d后测定小鼠血糖，结果与

对照组比较血糖明显下降。可见柿叶提取物可明显降低四氧嘧啶糖

尿病小鼠的血糖。

2.4 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
柿叶提取物能明显抑制抗体的形成，并能有效防止淋巴细胞对

羊红细胞（SRBC）的溶血作用；大剂量使用对移植物抗宿主反应（
GVH）及刀豆素 A（Conconvalina，ConA）诱导兔心脏血淋巴细胞转
化有抑制作用，小剂量则无明显影响。这表明柿叶提取物具有抑制

体液免疫及保护羊红细胞膜下不致溶血的作用，大剂量时有抑制细

胞免疫的作用。

2.5 预防贫血和减肥美容的作用
柿叶有预防贫血、降脂减肥和美容的作用。江维克等人报道，由

柿叶、灵芝等制成的“双优乐”饮料，具有纠正贫血、祛斑美容的作

用；由于柿叶含有大量的、多种氨基酸和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故长

期服用柿叶能滋润皮肤、保持皮肤健美，因而具有很好的美容作用。

临床观察表明，外用“柿叶祛斑膏”有增加皮肤滋润和细腻的作用。

柿叶对黄褐斑也具有良好的疗效，以柿叶为主的“柿皇祛斑茶”治疗

面部黄褐斑 81例，总有效率达 91%；“柿叶祛斑膏”治疗面部黄褐
斑 247例，显效者占 68%以上。此外，“柿叶祛斑膏”对面部其他色
素异常（如妇女雀斑等）也有良好的治疗效果，用此膏治疗 3例皮肤
过敏刺痒和 2例扁平疣患者，效果明显。

2.6 抗菌作用
柿叶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葡萄球菌、肺炎球菌、卡他球

菌、大肠杆菌、流感杆菌均有抑制作用。给发热家兔腹腔注射可产生

解热作用，而对正常体温无影响。动物试验证明其无毒，也不引起溶

血，不影响末梢血象。纪莉莲等人以柿叶提取物对 7种常见的食品
腐败菌及致病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荧光假单胞菌、鼠伤

寒沙门氏菌、枯草杆菌、蜡状芽胞杆菌、普通变形杆菌）进行抑菌试

验，结果表明，柿叶具有较强的拮抗食品腐败菌与致病菌的活性，分

离与鉴定出柿叶中起抑菌作用的活性成分是挥发油、总黄酮、香豆

素和有机酸。

3 结束语
柿叶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功效成分，具有抗菌消炎、生津

止渴、清热解毒、润肺强心、镇咳止血、抗癌防癌等多种保健功能，而

且柿叶产品食用安全无毒。目前有关柿叶有效成分与药理作用之间

关系的研究较少，而它对柿叶制剂的研究又非常重要。所以，今后应

加强研究柿叶有效成分与药理作用之间关系、柿叶复方药剂的开发

和临床应用及柿叶系列产品的研究开发，以便更充分地开发和利用

柿叶，从柿叶中提取具有较大的经济和实用价值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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