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医药

9BIOTECHWORLD    生物技术世界

生物技术
    世界

槟榔(Areca catechu L .)为棕榈科植物槟榔的干燥成熟种子，
又名仁频、宾门、橄榄子、青仔及榔玉等。原产马来西亚，我国福建、
台湾、海南等地均有栽培。味苦、辛，性温。归胃、大肠经。具有驱虫，

消积，下气，行水，截疟的功效,主治虫积，食滞，脘腹胀痛，泻痢后
重，脚气，水肿和疟疾[1]。

1、化学成分

槟榔成分极为复杂，研究表明，其主要化学成分为生物碱、脂肪
酸、鞣质和氨基酸，另外还有多糖、槟榔红色素及皂苷等成分。目前
对槟榔化学成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槟榔碱方面，而对其他成分报道

的较少。
1.1 生物碱

槟榔果中含总生物碱0.3%-0.6%，其中主要为槟榔碱(Arecohne)，
其余为槟榔次碱(Arecaidine)、去甲基槟榔次碱(G uvacine)、去甲基槟榔
碱(G uvacoline)、槟榔副碱(Arecolidine)、高槟榔碱(H omoarecoline)及异

去甲基槟榔次碱(Isoguvacine)等[2]。H uang等[3]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新
鲜槟榔中的生物碱含量分别为：槟榔碱0.3%～0.63%，槟榔次碱0.31%～

0.66%，去甲基槟榔碱0.03%～0.06%，去甲基槟榔次碱0.19%～0.72%。
1.2 脂肪酸

槟榔种子中含脂肪约14%，周文化等[4]采用气质联用法鉴定了
11种成分并确定其含量，其中含量较高的脂肪酸是亚油酸32.12%，
油酸29.50%，棕榈酸27.70%，表明槟榔的脂肪酸中既含高含量的饱

和脂肪酸(棕榈酸)，有含高含量的多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郭志凯
等[5]从槟榔果实脂溶性部分分离鉴定了其它3个脂肪酸，分别为壬

酸、苯甲酸、正十五烷酸。
1.3 鞣质

槟榔中的鞣质为缩合鞣质，即黄烷醇衍生物，与槟榔碱结合存

在，含量约15%。学者们从槟榔中分离出多种缩合鞣质，包括
Arecatannin A1、Arecatannin A2、Arecatannin A3、Arecatannin

B1、Arecatannin B2和Arecatannin C1等[6]。王进昆[7]用分光光度
法分别测定了槟榔和槟榔咀嚼品中的鞣质总量和缩合鞣质含量。

1.4 氨基酸

槟榔中还含有氨基酸，中药志记载槟榔中脯氨酸15%以上、酪
氨酸10%以上。并含苯丙氨酸、精氨酸及少量色氨酸和甲硫氨酸[8]。

曾琪[9]采用O PA柱后衍生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氨测定并分析3种槟榔
中的氨基酸，结果表明，槟榔含有14种氨基酸，7种必需氨基酸，其中

谷氨酸、缬氨酸、亮氨酸、组氨酸及苯丙氨酸含量较高。
1.5 其他

槟榔中含有多聚糖、生物碱和酚类物质[10]，此外还有黄酮类、槟

榔红色素及皂苷等[11]。杨文强等[12]对槟榔的95%乙醇提取物的石油
醚和乙酸乙酯部位进行了系统的化学成分研究，从中分离鉴定了13
个化合物，包括5个黄酮类成分：异鼠李素、槲皮素、甘草素、(+)-儿

茶素、5,7,4'-trih y droxy -3',5'-dimeth oxy flavanone；3个酚类
成分：反式白黎芦醇、阿魏酸、香草酸；3个甾体类成分：过氧麦角甾

醇、豆甾-4-烯-3-酮、β-谷甾醇以及2个其他成分： 环阿尔廷醇、
de-O-meth y llasiodiplodin。

1.6 无机元素

曾琪[9]采用干灰化法处理并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槟榔
中微量元素时发现，槟榔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F e、Cu、

M n、Zn和常量矿质元素K、Ca、M g。

2、药理作用

2.1 驱虫作用

槟榔对多种寄生虫有抑制或杀灭作用。研究发现，槟榔对体外

培养的猪囊尾蚴有良好的驱虫效果[13]。槟榔对肝吸虫也有明显的抑
虫作用，其作用机理与影响肝吸虫的神经系统功能有关[14]。槟榔碱

是槟榔的有效驱虫成分，对猪肉、牛肉绦虫有较强的致瘫痪作用，
对棘球蚴虫有杀伤作用，氢溴酸槟榔碱有排蠕虫效果[15]。

2.2 对胆碱受体作用

槟榔碱具有兴奋M胆碱受体的作用。嚼食槟榔可使胃肠平滑肌
张力升高，增加肠蠕动，使消化液分泌旺盛，食欲增加，腺体分泌增

加，瞳孔缩小，支气管收缩，心率减慢，并可引起血管扩张，血压下
降；槟榔碱也能兴奋N 胆碱受体，表现为兴奋骨骼肌、神经节。槟榔

碱水溶液有明显缩瞳作用，经滴眼给药平均在20min内使瞳孔直径
由7mm缩至3mm，持续90min[16]。槟榔碱能增强尼古丁对大鼠离体
海马脑片诱发第二个群峰电位的作用，这一作用不能被M 受体拮抗

剂阿托品或N 受体拮抗剂拮抗，兼具中枢胆碱M 和N 受体拮抗作用
的贝那替秦能较好地预防这一作用[17]。

2.3 抗氧化作用

张海德等[18]用DPP H 法评价槟榔提取物在两种不同溶剂中的

清除自由基作用，结果表明乙醇、乙酸乙酯、氯仿三种槟榔提取物在
两种不同溶剂中均有清除DPPH 自由基的能力，且在相同浓度时清
除DP P H 的能力大小依次为：乙醇提取物＞水提取物＞氯仿提取

物。袁列江等[19]研究表明槟榔粗提取物、乙酸乙酯萃取物和水溶出
物三种组分在小白鼠体内都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活性作用。

2.4 抗病原微生物的作用

黄玉林等[20]研究发现槟榔提取物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
菌有很好的抗菌作用。李忠海等[21]探讨槟榔不同提取物在其体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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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效果时发现，不同槟榔提取物具有不同的抑菌效果，以粗提取
物、乙酸乙酯相及水相效果较好，效果最好的应属水相，其次为粗提

取物。
3种受试物均呈现出一定的量效关系说明了槟榔中起抑菌作用

的可能主要是其中的极性组分。
2.5 抗过敏作用

王维娜等[22]采用肥大细胞R B L -2H 3和动物过敏反应模型从多
种草药中筛选抗过敏药物，发现槟榔乙醇提取物是潜在的抗过敏植
物药。

2.6 对消化系统的作用

倪依东等[23]发现槟榔水提液对胃肠道运动有促进作用,其作用

途径除与M 胆碱受体有关外,同时很有可能也与α-肾上腺素受体
有关。邹百仓等[24]研究发现槟榔主要是通过增强收缩振幅对功能性
消化不良模型大鼠胃平滑肌表现出显著的促收缩作用。

2.7 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胡怡秀等[25]采用绵羊红细胞(SR B C)诱导小鼠DT H (迟发型变

态反应)、抗体生成细胞检测及碳粒廓清试验等研究槟榔对小鼠免
疫功能的影响发现槟榔对小鼠免疫功能有一定影响。

2.8 抗抑郁作用

采用加压药物模型试验、育亨宾宁碱试验和运动试验来研究槟
榔的抗抑郁作用，发现槟榔乙醇提取物随给药浓度的不同呈现双向

作用，在4～80mg/K g范围内，具有显著的抗抑郁作用[26]。
2.9 降血糖及调节血脂作用

姚起鑫等[27]探讨槟榔碱对2型糖尿病大鼠糖、脂代谢的影响及
其降糖机制时发现，低剂量槟榔碱能够改善2型糖尿病大鼠糖脂代
谢紊乱，降糖机制为抑制肝脏过度糖异生。袁列江等[28]报道槟榔提

取物能够通过降低血清T C及T G 浓度而起到调节血脂的作用。
2.10 其他作用

季宇彬等[29]报道槟榔碱对小鼠骨髓细胞的DN A有一定的损伤
作用，具有一定的遗传毒性。此外，槟榔碱还有抗动脉粥样硬化[30]、

抗血栓[31]作用。韩继超[32]研究发现槟榔次碱主要通过兴奋M 受体起
到对子宫平滑肌的收缩作用。

3 、结语

综上所述，槟榔的化学成分主要为生物碱、脂肪酸和氨基酸类

成分，具有明显的驱虫、抗氧化、抗病原微生物等作用。文献研究表
明近年来对槟榔中槟榔碱研究较多，其他报道较少。加大对槟榔化

学成分和生物活性的研究将大大提高其药用价值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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