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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槟榔生理作用广泛，既作药用，又可食用。本文综述了槟榔的化学成分、检测方法、药理功能等近年

来的研究进展及其应用和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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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Areca catechu L)是棕榈科槟榔属植物，多

年生常绿乔木，广泛栽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斯里兰

卡、菲律宾等南亚、东南亚国家。我国是世界槟榔的主

产地之一，种植面积和产量已具有相当规模，2004年产

量占世界总产量的21．4％(表1)。在台湾，槟榔产值仅

次于稻米而成为第二大宗的农产品，形成了新兴的槟榔

产业；在海南，槟榔仅次于橡胶而居第二位，是东部、

中部和南部山区农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表1 2002-2004年世界及主要槟榔生产国的槟榔产量

注：资料源自FAO网站。

当前对槟榔的利用主要有药用和食用2种方式。槟

榔位列5大南药(槟榔、砂仁、益智、巴戟、沉香)之

首，其种子、果皮、花等均可入药。而在东南亚、南太

平洋诸岛及周边地区，包括我国的台湾、海南等省，人

们普遍喜欢嚼食槟榔。因此各地所产槟榔绝大部分以咀

嚼品的形式消费。目前，槟榔已成为仅次于尼古丁、乙

醇和咖啡因的世界第四大嗜好物品。

然而，对槟榔资源的深加工及开发利用还有许多问

题尚待解决，如药用形式上以饮片为主，缺少精加工产

品，在食用上，过度嚼食可能会引发口腔疾病，其作用

机制及预防还不明了，资源综合利用深加工程度不高，

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等。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引导槟榔行

业发展，充分利用槟榔资源，挖掘其药用、食用价值，

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就槟榔中主要活性成分(槟榔生物碱和鞣质)

的提取分离及功能等的发展现状进行综述，旨在为槟榔

综合利用提供参考。

1 槟榔生物碱的种类及分析检测

槟榔中有4种生物碱，分别为槟榔碱(Areconline)

(N一甲基一l，2，5，6一四氢烟酸甲酯)、槟榔次碱

(Arecmdine)、去甲基槟榔碱(Guavacoline)、去甲基

槟榔次碱(Guavacine)。后来人们又从槟榔中发现了异

去甲基槟榔次碱(Isoguvacine)、槟榔次碱和高槟榔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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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arecoline)。这些生物碱中含量较高的是槟榔碱

和槟榔次碱。两者均能溶于水，槟榔碱能溶于任何浓度

的乙醇，槟榔次碱仅溶于低浓度的乙醇中。用75％乙醇

渗漉，可使槟榔碱和槟榔次碱提取完全。若以超声法提

取，可将槟榔样品粉碎为过3号筛或过4号筛的粉末，效

果好而且简便省时，15min可以提取完全⋯。

槟榔中生物碱含量的测定方法主要有酸碱滴定法、

非水滴定法、安培滴定法、电位滴定法、极谱法、比色

法、酸性离子比色法、薄层扫描法、高效液相色谱法以

及毛细管电泳分析方法等。液相色谱法主要有阳离子交

换色谱法，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离子对液相色谱法。

H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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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槟榔鞣质的种类及分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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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J、Arecatannin B2和

Arecatannin C，等。鞣质提取常用的溶剂有丙酮一水，甲

醇或甲醇．水、乙醇或乙醇一水、乙酸乙酯等。这些溶剂

的溶解能力依次降低，并且以室温下快速多次浸提粉碎

的原料效果最好。在鞣质及相关化合物的纯化方法中，

柱色谱法是目前最主要的方法。

鞣质含量的测定方法主要有皮粉法、干酪素法、分

光光度法、高效液相色谱法等。皮粉法适用范围广，我

国药典中采用的就是皮粉法。分光光度法利用鞣质与某

些试剂发生颜色反应，以测定吸光度来定量。该法简

便、省时、准确，目前应用最广泛。王进昆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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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高效液相色谱法具有灵敏度高，不易受干

扰等优点，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应用于鞣质的分析检测。

3槟榔碱的生理活性

3．1 驱虫作用

槟榔碱能够麻痹虫体神经系统，将猪绦虫、牛绦

虫、曼氏血吸虫、肝吸虫、蠕虫等驱除至体外。在酪蛋

白酵母膏琼脂培养基中浓度为1000ppm的槟榔碱对丽蝇

蛆的杀死率为100％[41。槟榔碱能与灭钉螺药物商陆皂

甙、五氯酚钠等协同作用，灭钉螺作用增效显著。槟榔

的氯仿、乙酸乙酯和正丁醇3种提取物均可在5min内将

螨杀死[sl。

3．2刺激交感神经。兴奋M胆碱受体

槟榔碱具有拟胆碱作用，可以兴奋胆碱M受体，兴

奋子宫平滑肌和小肠平滑肌，增强胃肠蠕动，促进小鼠

胃肠推进，增强家兔十二指肠肠管的运动，引起胆囊收

缩，增加消化液分泌，而且能增高大鼠膀胱逼尿肌肌条

的张力。槟榔还能兴奋N胆碱受体，表现为兴奋骨骼肌

和神经节。

3．3提神作用

嚼食槟榔能使人产生舒服感，欣快感，并能提高人

的耐力。除能促进唾液分泌，利于消化外，槟榔还能使

人心率上升，血压升高，出现身体发热，面部红润，微

微出汗等现象。嚼食槟榔能使人耳部和前额温度分别上

升2"C和0．5℃，说明嚼食槟榔过程中涉及到交感神经和

副交感神经的作用而导致皮肤温度发生变化[61。

槟榔碱与上述数种生理效应有关。在熟石灰存在

下，槟榔碱和去甲槟榔碱，分别水解为槟榔次碱和去甲

槟榔次碱，这两种生物碱能与脑部GABA受体结合，发

挥GABA抑制剂的生理活性功能，阻止了GABA对神经

传递的抑制作用，令人产生欣快和舒服的感觉。给大鼠

饲喂槟榔碱，大鼠脑都的乙酰胆碱浓度上升，而乙酰胆

碱会作用于大脑皮质，使意识清醒，这可能是嚼食槟榔

能够提神的原因。还有研究发现，咀嚼槟榔提高了血浆

中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的浓度【7l。

3．4其它有益作用

槟榔碱能有效的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具有抗

动脉粥样硬化应用的良好前景。还能够促进学习记忆，

减轻脑外伤造成的记忆减退。

3．5毒副作用

一次嚼食大量槟榔会出现急性毒性反应，如心律不

整、哮喘、急性精神病、急性胃肠不适等症状。长期嚼

食槟榔会导致成瘾，形成依赖性。流行病学研究发

现，在印度、南非、巴布亚新几内亚及台湾等有槟榔嚼

食习惯的国家或地区，口腔粘膜下纤维化病、口腔白斑

病及口腔鳞状细胞癌的发生率较高。这与消费槟榔较多

有一定的关系。其中，槟榔碱对人颊粘膜成纤细胞有细

胞毒性，并且呈量效正相关，槟榔碱在口腔粘膜病变中

发挥了一定作用，能够使颊膜成纤细胞内谷胱甘肽硫转

移酶活性降低【8】。槟榔碱和槟榔次碱对鼠伤寒沙门氏菌

有致突变作用。槟榔碱诱发培养的小鼠肾脏细胞的DNA

链断裂，和培养的Hep2喉癌细胞的程序#FDNA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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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S)。在对Swiss albino mice的体内试验中，在饮

水中给予槟榔碱，或者腹膜内注射给药，均能导致骨髓

细胞染色体畸变、SCE和细胞周期终止191。槟榔碱也能

诱发CHO细胞产生明显的染色体畸变和姐妹染色单体交

换。基于多方面资料，2003年国际癌症研究中心认定槟

榔为一级致癌物。

尾部悬挂实验)表明，提取物明显降低静止时间，而不

会引起运动表现的显著变化，这与MAO．A的选择性抑

制剂Monclobemide的作用类似[151。

大腹皮(即槟榔果皮)水煎醇沉制剂有增强纤溶酶

活陛作用，能促进体外纤维蛋白溶解，还具有抗凝血酶

作用。

4槟榔提取物的生理活性 5槟榔的应用前景和发展方向

4．1抗细菌、真菌和病毒作用

槟榔中所含的鞣质，对堇色毛癣菌、许兰氏黄癣

菌、奥杜盎氏小芽孢癣菌、抗流感病毒PR3等均有不同

程度的抑制作用。槟榔水浸剂可以降低内氏放线菌和血

链球菌的产酸能力。槟榔的乙醇提取物能有效地控制牙

龈卟啉菌和福赛类杆菌的生长。此外，当槟榔提取液浓

度低于或等于8．0mg／ml时，对粘性放线菌的生长有抑

制作用，作用于变形链球菌表面的粘结素和获得性膜中

的受体成分，阻碍变形链球菌的粘附，而产生有效的抗

龋作用【101。

4．2抗老化作用

槟榔中的酚类物质可作抗老化物质，具有抗弹性蛋

白酶和抗透明质酸酶的作用。槟榔提取物能明显抑制皮

肤组织的老化和皮肤的发炎反应。Lee等从槟榔中分离

到的CC一517成分是非常有潜力的liposclerosis的预防和治

疗物质。CC．517能够抑制参与血管周围基质降解的酶和

弹性蛋白酶的活性，保护细胞外基质的主要蛋白，促进

其重构，间接改善毛细管壁的韧性⋯】。

4．3降低胆固醇作用

用槟榔乙醇提取物的水溶性部分和丁醇溶性部分饲

喂小鼠能降低其胆固醇油酸酯的吸收。通过测定血脂水

平、小肠酶活性和胆固醇油酸酯的吸收来考察其降胆固

醇效果，发现两种溶剂系统的槟榔提取物在体外对胰腺

胆固醇酯酶(pCEase)有强烈的抑制作用【12】。水溶性

槟榔提取物能显著降低小肠胰腺胆固醇酯酶及肝和肠的

ACAT酶的活性D31。

4．4抗氧化作用

槟榔的甲醇提取物能够显著对抗过氧化氢引起的仓

鼠肺成纤细胞V79—4曲氧化损伤，能够消除DPPH自由

基，增强SOD、CAT和GPX酶的活性。研究结果表明，

槟榔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比白藜芦醇还高114|。

4．5抗抑郁作用

槟榔的二氯甲烷提取物能够抑制从大鼠脑中分离的

单胺氧化酶A型。进行加压药物模型试验(强制游泳和

槟榔的应用非常广泛，是许多中药复方的组成成

分，如槟榔四消丸、消食退热糖浆、开胸顺气丸、利胆

排石颗粒、柴胡舒肝丸、消瘿丸等，可以治疗多种疾

病。槟榔在兽园临床上用于治疗绦虫、牛前胃迟缓，以

及马属动物胃扩张、大肠阻塞、肠麻痹等畜禽病。以槟

榔碱为先导化合物合成的治疗老年痴呆症(AD)的新

药已经进入临床试验。另外，利用槟榔碱的灭钉螺协同

作用，可显著降低化学灭螺药的投药量减少了对环境造

成的污染。

除药用和食用外，槟榔的中果皮纤维质优良，是

轻纺工业的良好原料，加工后可制成纤维隔板、绝缘羊

毛和作塑料填充物，也可编织毛毯、制刷及提取黑色染

料等。

我国槟榔产业在今后的发展中，要注意两方面：一

方面要加大科研力度，进一步阐明食用槟榔与人体健康

的关系，明确其不良成分和作用机制，在加工过程中对

不良成分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或采用加工手段将其剔

除，或者开发其代用品；另一方面要积极拓展槟榔的新

用途，开展槟榔的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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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鳊鱼头与鲢鱼头及肌肉组织的性状和营养成分的比较，对鳙鱼头食用价值进行了评价。结果

表明，鳙鱼头可食部分比例(67．5％)大于鲢鱼头可食部分比例(61．2％)，鳙鱼头的脂肪含量(14．g％)及钙(1 0．5％)、磷含

量(5．8％)均高于鳙鱼肌肉，鳙鱼头中粗蛋白占全鱼的比例(5．69蛋白／1 OOg全鱼)高于鲢鱼头(2．4 g蛋白／1 009全鱼)。

通过分析发现鳙鱼头的EPA(6．37％)、DHA(7．29％)和EAA含量(60．7％)也比较高，说明鳙鱼头是一种营养保健价值高、具

有广阔市场前景的食品。

关键词：鳙鱼头；营养成分；食用价值

鱼头被认为是目前最优秀的自然健脑食品。已有化

学成分分析表明，鱼头所含卵磷脂是人脑中神经递质乙

酰胆碱的重要来源，有增强记忆、思维及分析能力的作

用¨，”。我国又有食用鱼头的传统，因此科学全面地研

究鱼头的食用价值非常必要。

鱼头中鳙鱼头味道鲜美、个头较大。虽然已有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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