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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系统研究了余甘子的民族药学，介绍了余甘子的生物学特性 ．地理分布格局，化学组成 厦 

近年来所开展的药理研究成果，并介绍了 17十国家及民族在其医疗实践中对余甘子的传统使用。通过 

跨文化比较研究指出，作为一种重要的传统药物．余甘子与保肝、抗癌、健 胃、抗诱变、抗衰老等 35种功 

能有美 ．是一种具有广阔开发前景的药 用植物 

美键词 余甘子 民族药 地理分布 跨文化比较 

枷、～  
余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L．是大戟科 

Euphorb~aceae、叶下珠 属 Phyllanthus中 十分 

独特的一种植物 ；这一落叶乔木广泛分布于印 

度南部，马来半岛，印度支那和我国西南地区。 

在 印 度 古 老 的 寿 命 吠 陀 传 统 药 物 体 系 

(Avurvedic medicine)和我国的中草药 、藏药、蒙 

药、傣药、维吾尔民族药等传统药物体系中，余 

甘子均有着十分悠久的使用历史 ；作为一味重 

要的传 统草 药．余 甘子 已被 载人 (中国 药 

典)⋯I。近年来 ，由于对这种植物药理学研究 

的深人展开，余甘子在补益、抗肿瘤、抗衰老、抗 

辐射、抗突变等方面的功能正在得到 进一步认 

识 。为了有效指导对余甘子药用植物资源的深 

层开发 ，本文就其生物学特性 ，地理分布特征和 

生态学习性，植物化学特征，药理学研究等方面 

的内容进行讨论。 

1 庵摩勒 ．庵摩落迦的名称考证 

余甘子又名“庵摩勒”和“庵摩落迦”，其中 

庵摩勒一名最早被记载于(唐本草>一书中；此 

外，(南方草木状)对余甘子植物形态进行了描 

述，(本草拾遗)指出了其名称的由来。《本草纲 

目)记载了加工炮制余甘子果实的方法。(图经 

本草)介绍了其物候学性，《植物名实图考)则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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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其地理分布特征。据作者考证 ，(唐本草) 

中记 载 的庵 摩 勒 这 一 名称 很 可 能源 于 印 度 

Marathi人对余甘子的称谓——AmaIa．而庵摩 

落迦一名则更接于印度 Malavalam人的余甘子 

名称——Amlahm j。如果将余甘子的史书记 

载年代与庵摩勒、庵摩落迦 名称 的由来以及印 

度的佛教文化“北上”传人中国的历史相联系 ， 

不难推断，余 甘子异名庵摩勒和庵摩落迦 的 由 

来 ，有着深刻的中印传统 医药文化交流与贸易 

往来的文化与历史背景。 

2 余甘子的生物学特征 ，地理分布特征和生态 

学 习性 

从生物学角度看，余甘子在叶下珠属中十 

分特殊 ：它是本属很少有的乔木类型 ；是全属约 

750种植物中唯一具核果的类型 ；其染色体组 

2 It：104为四倍体 j，这也在叶下珠属十分少 

见 。 

从地理分布特征看，余甘子的分布区含盖 

了东经 70—122。，北 纬 1—29o的广大地域 ，包 

括印度 、尼泊尔 、印度支那 、我 国(包括香 港)。 

在我 国境 内，余甘子主要分布 于东经 98．5o一 

122。，北纬 18。一29。的地 区，包括 ：云南、广西 、 

广东、福建 、海南、台湾 、四川 、贵州 8省 余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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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在世 界范围 内水平分 布的最北 缘 为我 国的 

川 、滇 、黔交界地区 ，其南缘则 为印度尼西亚；余 

甘子垂直分布 的高度可从海拔 80～2300m．与 

叶下珠属 的其它种(如海南叶下珠 P̂ yflanthu．s 

hainanen,sis Merr．，滇 藏 叶 下 珠 P̂ vffanthus 

clarde~Hook．f．)相比较，余甘子具有更强的对 

不同海拔高度的适应。余甘子喜光，耐旱，对热 

带，亚热带于 热河谷 的生 态环境有 很好适应 。 

在我国金沙江河谷地带 ，大面积分布着余甘子 

的 自然群落 ，其资源蕴藏量约为 3O万亩 ：这一 

地域对余 甘子的研究 ，资源保护与开发具有重 

要意义。 

3 余甘子的 比较民族药学研究(见附表) 

通过对上述传统药物体系中余甘子的治疗 

功效进行跨文化 比较 ，作 者发现 ，全 世界有 l7 

个国家或民族在自己的传统药物体系中使用余 

甘子。在这些传统药物体系中，余甘子与 35种 

治疗功效有关(便秘 ，止 血，消化不 良，肠胃炎 ， 

止泻 ，健 胃，眼科疾病 ，镇 咳，保肝 ，利尿 ，癌症 ． 

肿瘤，哮喘，解热，皮肤病，高血压，贫血，疟疾， 

外伤 ，胆囊 疾病 ，黄疸 ，生殖 系统疾病 ，妇科 疾 

病 ，杀寄生虫，退烧 ，养发 ，镇 静，麻风病 ，补 心， 

发汗，头痛，痔疮，坏血病，鼻炎．感冒)其中被 

94％的传统药物体 系所共 同采用 的功效为 ：止 

泻 ，健 胃，治疗眼科疾病 ，镇 咳；为 76％的传统 

体系所共用的功效为：止血和治疗消化不良；有 

59％的体系用余 甘子保肝利尿 ；53％的体系用 

余甘子治便秘 ，抗癌，治哮喘，解热和治皮肤病； 

47％的体系 中余甘子被用于治疗高血压，贫血． 

痢疾 ，外伤，胆囊疾病 ，黄疽和生殖系统疾病 ；有 

41％的体系将余甘子用于治疗肠 胃炎；29％的 

体系用余甘子治疗妇科病 ，发烧 ，杀寄生虫 ，养 

发和镇静。此外 ，有 8种功效 (治疗麻风病 ，补 

心．退烧，头痛，痔疮 ，坏血病，鼻炎和感冒)在跨 

文化比较中仅由单个体系所采用，这体现出各 

有关体系(印度北部的传统药物体系及斯里兰 

卡，柬埔寨 ，伊拉克和美国的传统药物体系)对 

余甘子某些治疗功效的不同理解，同时这些功 

效也值得民族药工作者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印证 

(见附图) 

· 516 · 

附表 余 甘子的 比较 民族药学研究 

中国中药杂志 1997年第 22卷第 9期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I 

I- 

附图 案甘子在 I7个 体系 中的治疗功能 比较 

(横轴 ：各有关体系中所共同含有的余 甘子的治疗功敬； 

纵轴 ：共 同采用余 甘子某些治疗功敢的特定传统药物 

体系相对于所有 l7体系的百分比) 

s郎t 1 有 9个 体系共 同冉 余 甘子 用于 治疗便 秘 (孟 加 

拉，斯里 兰 卡，印睫北部，印度南部等 ) 

s t 2 有 13个体系共同冉余 甘于用于治疗消化 不 良和 

止血(印 尼，缅甸 斯里兰 卡 印度北部 尼泊 尔，巴基斯坦 ，土 

耳其 ，埃-受的传坑药件系和 中草药 ，蘸药等) 

Sect 3 有 7个体系共 同用余 甘子 治疗 胃肠 炎(印 尼，斯 

兰 卡，印度北 部 ．土耳其 ，埃 及的传 统药 体 系和 中草 药、蘸 

葑 ) 

Sect 4 有 16十 体系共用 余甘子 止揭 健 胃，镇 嚷 ，治 疗 

眼科病(尼泊 尔．巴基新坦 ，波斯 ，缅甸 ，斯里兰 卡 ．印尼 ，泰国 

印度北部 。土耳其 ．埃及 ，伊拉 克．美国 ，Andaman群 岛 ，印度 南 

部的传统药物体系和中草药 ，藏药) 

Sect 5 有 10十 体系共 用余 甘子朴 盏 。保肝 。利尿 (尼 泊 

尔．印度北部 ，印度 南部 ．伊 拉克 。巴基斯坦 。波 新 。盂加 拉 ．新 

里 兰卡的传境药衔体系和 中草药 ，藏药) 

sect 6 有 9十体系共 用余甘 于抗 肿榴 ，止哮喘 ，解 热 和 

治疗皮肤病 (泰 国．印度北 部 ，伊拉 克，埃丑 ．尼泊尔 ．土耳其 ， 

新里兰卡的传缝药物体系和中草药等) 

s郎t 7 有 8个体系共用采甘子治疗高血压 ．贫血 ，瘌疾 ， 

胆囊疾病，外伤 。黄疽 和生殖系统疾病(辜国，尼泊 尔，印尼 ．伊 

拉克．土耳其 ，斯里兰 卡。印度北部的传统药物体系和中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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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郫t 8 有 5个体 系共 用余 甘子楮疗妇辩旃 ．退烧 ．养拉 ， 

驱虫 ，镇静(泰国 ，印度北部 巴基 斯坦 ，伊 朗，缅甸 的传统 药物 

体 系) 

s朗{9 治疗麻风病 ．补心 ，发汗沿头痛 ，痔 疮，坏血病 ，鼻 

毙，感冒；这些功能仅为某些单个体系所采用(包括印度北部 

斯里 兰卡 ，伊拉克 ，集埔寨 的传统药体系 和中草药 ) 

4 余甘子的化学成分 

余 甘子果实含 有丰富的维生素 C，其 含量 

0．6％～0．92％，有时甚至可达 1．82％；这一含 

量是苹果 VC含量 的 160倍 。余甘子果实富含 

蛋 白质 ，其总蛋白含量为苹果的 3倍 ，余 甘子果 

实所含矿质元 素和氨基酸(谷 氨酸 29．6％，脯 

氨酸 14 6％，天冬 氨酸 8．1％，丙 氨酸 5．4％， 

赖氨酸 5．3％)也较苹果更 为丰富。此外 ，余甘 

子果实 中吉有极其 丰富的鞣质 ，在未成熟鲜果 

中鞣质 含量可达 3O％ ～35％，干燥 果实 中，鞣 

质含量 约为 14％；其 中包括 ：葡萄糖没食子鞣 

质 ( lucogallin)，没食子酸 (gallic acid)，并没食 

子酸(ellagic acid)，鞣料云实精(corilagin)，原诃 

子酸(terchebin)，诃子酸(chebulinic acid)和 3， 

6．二没食子酰葡萄糖甙(3，6-digalloylglucose)。 

余甘子干燥果实中含有粘酸(mucic acid)4％ ～ 

9％，果皮含 没食 子酸和油柑酸 (Dhyliemblie 

acid)，酚 酸 和 胡 萝 h素 等。 种 子 含 脂 肪 酸 

26％ ，其 中吉 有亚麻酸 8．8％，亚油酸 44％，油 

酸 28．4％，硬脂酸 2．2％，棕榈 酸 3．0％，肉豆 

蓬酸 1％ 等。从 化学成分在各器官的分布看 ， 

其根部含羽扇豆醇 ，没食子酸 ，B．谷 甾醇和余甘 

子酚(emblico1)；其茎含有羽扇豆醇，鞣花酸，口． 

谷甾 醇；树 皮 中含 有 羽 扇 豆 醇 2．25％，鞣 质 

28％ ～29．36％和 d．无 色飞燕 草素 3．75％；叶 

中含有鞣质 ，山奈醇 ，山奈醇．3葡萄糖 甙， 谷 

甾醇 ，鞣花酸及羽扇豆醇。 营养学角度看，余 

甘子的确 为一种十分重要 的 VC，矿物元 素和 

氨基酸资源 ；从植物化学角度看，余甘子的化学 

成分值得进一步研究，除以上诸成分外，目前虽 

有文献报道余甘子枝条 中含有皂 甙和黄酮类， 

但对其它成分的研究有待深入。 

5 余甘子的药理学研究及临床应用 

余甘子果实提取物(I)能够阻断强致癌物 

N．亚硝基化合物在 动物体 内外的合成 ，其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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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90％以上 ；(I)还 含有抗 氧化 活性物 质 

SOD(超氧化物歧 化酶 )，每克鲜果含有的 SOD 

活力 为 282 1．1u_】 。 1 5名 老年 受 试 者饮 用 

(I)汁后，红细胞 SOD活力明显增加，并高于 

服用前(P<O．O1)，上 升率 10O昵，血浆中脂 质 

过氧化物(LPO)含量下降 ，下降率 为 73％t20)。 

用余 甘子 果 的水提物 和 VC共 同饲喂 小 

鼠，可以减弱有害物质氯化锌 ，间胺黄和乙酰类 

杀虫剂对小 鼠骨髓细 胞的全面破坏作用(包 括 

破坏纺锤体和细胞板的形成 ，导致染色体畸变 

等 。不仅如此 ，人们还发现余甘子果水提取 

物 可 明 显 减 弱 由 重 金 属 盐 Pb(NO ) 和 

Ab(SO4) 18·H2O所 引起 的小 鼠骨 髓细胞 的 

细 胞 毒 作 用 (400 121g／kg dry weight，P < 

0．001)；研 究^ 员指 出，余甘子 水提 物 抗细胞 

毒 ，抗突变的作物要 比等量 的 VC作 物来得更 

为强烈和有效 。 

Higashino等指出，余甘子果实 甲醇提取物 

中所含高极性成分(30 mg／kg，口服)可在 3小 

时之 内将实验：动物 的收缩压(S B P)降低 6％， 

这些成 分 可 直 接作 用 于心 血 管 而且 作 用 迅 

速[2 。 

从 印度寿命吠陀传统药 中开发出的复方抗 

肝炎药“Ar0gY＆．Warhni”中，余甘子干燥果实占 

总比重的 4．4％，此药在临床双盲法 实验 中，与 

对照组相 比，可 有效抑制 乙肝病毒并迅速减 轻 

肝肿大 ，黄疸等一系列症状 。 

余甘子茎和 叶提取物 (1 g／kg，大 鼠体 内注 

射，LD50=75C~mg／kg)可有效 抑制 肉瘤 的生 

长【is]。 

余甘子干燥果实先用 80％甲醇提取 ，后 用 

乙醚提取，再经酸化处理 ，可得到 良好的抗菌活 

性成分，对葡萄球菌、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大 

肠杆菌及痢疾杆菌均有抑制作用而对真菌无作 

用。此外，余甘子果 实提取物可增加兔体重及 

其血液 中总蛋 白重量而不改变各部分蛋白之间 

的比例 ，说明谚提取物具有同化作 用。 

目前对余甘子所进行的药理研究尚未发展 

到单体筛选阶段，因此对准确的活性部位仍缺 

乏全面了解。但从 已进行 的药理研究看 ，余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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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抗衰老，抗突变，抗乙肝，降血压等功能很可 

能主要与这种植物所含丰富的多元酚类化合物 

和单宁有关 

现代药理学研究结果从某些方面印证了传 

统药物 中余甘子的治疗功效，如：由单宁类化合 

物收敛作用而导致的止血 、止泻作用；由于水溶 

性高极性成分 的抑菌作用而对 胃肠炎症状的缓 

解；由于余甘子果实中 SOD和 Vc的协同作用 

而具有 自由基清除功能 ；由于余甘子 果实中单 

宁与 VC协 同作用 而具有 的抗 肿瘤，抗 诱变作 

用；由于余甘子甲醇提取物中高极性成分的作 

用而导致的抗高血压作用，以及由于余甘子果 

实所含有 的丰富的 VC，蛋 白质和氨基酸而 使 

之所具有的补益功能等。这些 结果生动说 明， 

余甘子确为具有多种治疗功效和补益作用的重 

要传统药物 ，建立在广泛实践基础上 的传统 医 

学对余甘子治疗功 效 的认识具有一定科学性 

和合理性 ，它为新药和保健 品的开发奠定 了雄 

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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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I2种熊胆材料 的来 源 

样 品号 来源 产地 鉴定者 

注 ：样 品 1～B均 为 ^ 工 {I褫 厢 胆 

7 讨论 

7．1 由实验结果可见，天然熊胆(样 品 1l，l2) 

与人工引流熊胆(样品 1—8)及商品熊胆粉(样 

品 9，10)之间区别明显。天然熊胆的电泳谱带 

数 目少 (样品 11为 3条，样品 l2为 2条 )，而 

人工引流熊胆及商品熊胆粉的电泳谱带数目 

多；天然熊胆的电泳谱带 Rf值均位于 0．35～ 

0．65(即在中速区内)，而人工引流熊胆及商品 

熊胆粉的电泳谱带 Rf值位于中速区内的少或 

投有。因此天然熊胆与人工引流熊胆及商品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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