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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该文综述了槟榔的主要化学组成及对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的药理作用及毒理

作用。槟榔对多种寄生虫都有抑制或杀灭作用，能兴奋胆碱受体，促进小鼠胃肠推进运动，抑制幽门螺旋杆菌、许兰氏黄癣

菌、流感病毒。嚼食槟榔可使口腔黏膜纤维化，具有致癌致突变作用，且有生殖和神经系统毒性。中药槟榔饮片配伍使用未

见有不良反应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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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 Arecae Semen) 为棕榈科植物槟榔 Areca catechu L.
的干燥成熟种子。主产于海南、福建、云南、广西等地。春末

至秋初采集成熟果实，用水煮后，干燥，剥去果皮取出种子，

晒干。味苦、辛，性温。归脾、胃、大肠经［1］。槟榔化学成分

主要含生物碱 0. 3% ～ 0. 6%，缩合鞣质 15%，脂肪 14% 及槟

榔红色素 ( areca red ) 。生 物 碱 中 主 要 为 槟 榔 碱［2］ ( areco-
line) ，质量分数为 0. 1% ～ 0. 5%，为驱虫的主要有效成分，其

余为槟榔次碱( arecaidine，即 arecaine) 、去甲基槟榔次碱( gu-
vacine) 、去甲基槟榔碱( guvacoline) 、槟榔副碱( arecolidine) 、
高槟榔碱( homoarecoline) 。槟榔一般炮制成饮片使用，炮制

加工对槟榔有效成分影响较大，生槟榔片含生物碱较炮制后

高，生 槟 榔 子 含 0. 4% ～ 0. 52%，生 槟 榔 片 含 0. 33% ～
0. 36%，炒槟榔片含 0. 3% ～ 0. 33%，盐炒槟榔含 0. 22% ～
0. 24%，枣 玉 槟 榔 可 含 0. 23% ～ 0. 27%。槟 榔 含 脂 肪 油

14%，槟榔油 的 组 成 脂 肪 酸 为: 月 桂 酸 19. 5%，肉 豆 蔻 酸

46. 2%，棕榈酸 12. 7%，硬脂酸 1. 6%，癸酸 0. 3%，十四碳烯

酸 7. 2%。槟榔所含自由氨基酸中脯氨酸超过 15%，酪氨

酸、苯丙氨酸和精氨酸超过 10%，槟榔成熟则非蛋白氮含量

减少。槟榔内胚乳( endosperm) 含儿茶精( catechin) ，花白素

及其聚合物。
大量的临床实践表明: 槟榔具有杀虫，破积，下气，行水，

利湿，除疸截疟等功效，长期以来被广泛的应用于临床，用于

绦虫、蛔虫、虫积腹痛、积滞泄痢、里急后重、水肿脚气、疟疾

等的治疗。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现将有关

槟榔的药理毒理研究综述如下。
1 药理作用

1. 1 驱虫作用 槟榔碱是槟榔驱虫的有效成分。对猪带绦

虫的全虫有麻痹作用，使其瘫痪［3］，但对神经无损伤［4］。与

阿苯达唑对猪带绦虫的损伤作用明显不同。对牛肉绦虫仅

能麻痹头节及未成熟的节片。对孕卵片仅能使之变软但不

能麻痹。槟榔对钩口绦虫，无钩口绦虫及短小绦虫亦有较强

作用。槟榔对肝吸虫也有明显的抑虫作用，其药理作用在于

干扰肝吸虫的神经系统功能，属于外源性增强抑制性神经递

质作用，仍属于拟胆碱作用［5］。槟榔对猪蛔虫，蚯蚓与水蛭

有显著的杀虫效力。槟榔碱对钉螺同样具有杀灭作用，不同

浓度的槟榔碱对门静脉收缩力和心室肌钙通道电流作用都

呈双相性，通过阻止钙通道电流使钉螺足平滑肌松弛，降低

了钉螺上爬附壁率，使钉螺与灭螺药物接触时间延长，从而

发挥灭螺增效作用［6］。较低浓度的槟榔碱可增加钉螺足跖

平滑肌的收缩活动，除了激动胆碱能受体外，这可能与直接

开放单个心室肌细胞上的钙离子通道，促使钙离子浓度内

流，加强兴奋-收缩耦联有关［7］。
1. 2 对神经系统及内分泌系统作用 槟榔碱刺激副交感神

经的作用与乙酰胆碱相似，较毛果芸香碱，毒扁豆碱( eser-
ine) 作用强，嚼食适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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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静脉注射小量槟榔碱可引起大脑皮层惊醒反应，阿托

品可减少或阻断这一作用。槟榔碱尚有中枢抑制作用，腹腔

注射槟榔碱可对抗樟柳碱及东莨菪碱引起的动物行为兴奋

并对脑电脱节现象有拮抗作用［8］。槟榔碱能增强尼古丁对

离体大鼠海马脑片诱发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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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体拮抗剂美卡拉名拮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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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槟榔碱可剂量依赖性的抑制小鼠的自主活

动，但槟榔碱对酒精诱导的小鼠低活动性无影响。槟榔碱可

以拮抗酒精诱导小鼠 LOＲＲ 的药理作用，提示槟榔碱可能具

有一定的醒酒作用［10］。小鼠静脉注射槟榔碱( 28. 5，60 mg
·kg －1·d －1 ) 能够引起小鼠活动性的降低，同时增加了脑中

乙酰胆碱的浓度［11］。槟榔碱还可以通过激活下丘脑-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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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上腺皮质轴而增加内源性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 CＲH) 的释放。国外新近的研究指出: 槟榔碱能够通过激活

胆碱能 受 体 剂 量 依 赖 性 地 抑 制 大 鼠 外 周 儿 茶 酚 胺 的 释

放［12］。槟榔次碱缺少槟榔碱具有的典型拟副交感神经作

用［13］，亦能影响小鼠的行为，可以降低小鼠的自主活动和探

究行为。有研究表明: 槟榔次碱和去甲基槟榔次碱在大鼠脑

切片上具有 C-氨基丁酸( GABA) 重摄取抑制剂的活性。另

一项研究采用猫脊髓切片指出槟榔次碱能够增强 GAGB 和

B-丙氨酸的抑制活性，而去甲基槟榔次碱能够增加 GAGB 的

抑制性而对甘氨酸的活性无影响。此研究还发现: 静脉注射

槟榔次碱后却对 GAGB 的活性无影响，这说明槟榔次碱本身

可能无法通过血脑屏障发生作用，而槟榔次碱对中枢神经的

作用可能是通过 GAGB 以外的递质系统发挥作用的。槟榔

碱干预对于胰岛 B 细胞分泌功能具有直接保护作用，其可以

通过上调 PDX21 和胰岛素基因表达，改善高糖环境下的 B
细胞的增殖与分化，增加胰岛素分泌［14］。
1. 3 对消化系统作用 槟榔提取物可以显著改善小白鼠的

胃肠功能，促进小白鼠胃肠蠕动及增强其小肠吸收功能［15］。
槟榔有显著促进功能性消化不良模型大鼠胃平滑肌促收缩

的作用，主要增强收缩振幅［16］。灌服 25%和 100%槟榔煎剂

5 ～ 30 min 后可增加 Wister 大鼠胃运动频率，尤以高浓度槟

榔显著，同时可显著增强胃平滑肌收缩振幅指数［17］。
1. 4 抗病原微生物作用 有报道，槟榔提取液质量浓度低

于或等于 8. 0 g·L －1 时，对 粘 性 放 线 菌 的 生 长 有 抑 制 作

用［18］。对内氏放线菌的产酸具有一定的抑制能力［19］，对血

链球菌的生长和产酸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20］，对牙龈卟啉

菌和福赛类杆菌也有明显的抑菌作用［21］。
1. 5 对泌尿生殖系统作用 有报道，槟榔在较低剂量时，可

致昆明种雄性小鼠精子数量减少，精子畸形率增高，且以无

钩、无定形与胖头增多为主，在较高剂量时可致精子活动率

大大降低［22］。
2 毒理作用

2. 1 不良反应 常量配伍使用槟榔饮片很少不良反应报

道，过量服用或身体虚弱之人有时会出现不良反应。常见为

恶心呕吐( 20% ～ 30% ) 、腹痛、头昏与心慌，冷服可减少呕

吐［23］。极少出现“消化性溃疡”并发呕血［23］。过量服用槟

榔可引起流涎、呕吐、昏睡与惊厥。
2. 2 致癌、致突变 医学专家们认为，常嚼食槟榔会造成口

腔黏膜下纤维化，这是导致口腔癌病变的主因。而 IAＲC 认

定槟榔为一级致癌物，其意义在于槟榔对人体致癌在流行病

学上有了充分证据。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就已

经证实槟榔会致癌。据报道，全球每年发生 39 万例口腔癌

症( 口腔癌或咽癌) ，其中 22. 8 万例发生在南亚和东南亚地

区，占 58%。在印度部分地区，口腔癌已经成为最常见的癌

症。而这些地区居民大都有咀嚼槟榔或槟榔子的习俗。一

些研究者以动物为实验模型，将槟榔块或其萃取液放入或局

部涂抹口腔一处( 颊部) ，证实能引起局部肿瘤变化。槟榔中

含有多酚类化学物，在碱性( 与红灰或白灰混合) 环境下，会

产生一些能致癌的含氧自由基。
槟榔的主要有效成分可以使 DNA 分子单链断裂，姐妹

染色单体交换频率增高，基因突变，并且具有致癌作用。槟

榔碱可导致小鼠骨髓细胞染色体畸变，增加姐妹染色单体交

换频率; 使鼠生殖细胞形态异常，DNA 合成紊乱［24］。Anu-
pam［25］等通过口腔给药和腹腔注射给药研究比较槟榔碱的遗传

毒性，小鼠骨髓微核试验表明口腔给药癌变几率高于腹腔注射，

细胞周期停滞在 M1期，姐妹染色单体交换频率升高，细胞周期

变化和染色体畸变率与药物作用时间呈线性关系。
2. 3 生殖毒性 有报道称槟榔对 Swiss 小白鼠具有胚胎毒

性，在母鼠妊娠的 6 ～ 15 d，经口服给予加工和未加工的成熟

槟榔果实水提物，母鼠在分娩前处死，发现上述处理导致吸

收胎和死胎增加，形态学改变。胎儿骨骼成熟推迟，尾椎骨

化的胎儿减少，第五掌骨末骨化的胎儿数增多［26］。槟榔对

雄性小树具有生殖毒性，小鼠的精子数量明显减少，精子活

动率明显降低，精子畸形率增高［27］。
2. 4 其他 药理毒理试验证实，槟榔碱等有 M-胆碱反应和

拟副交感神经毒理作用和细胞毒活性［28］ 等几种毒副反应，

并较毛果芸香碱、毒扁豆碱及蝇蕈为强剧。有报道称嚼食槟

榔可导致无乙肝 /丙肝感染患者的肝硬化和肝细胞癌风险增

加［29］。中国台湾专家发现槟榔所含成分不但会致癌，促癌，

嚼食槟榔还会使机体整个免疫体系功能低下增加致癌机会。
另外根据世界健康组织定义的亚洲太平洋地区肥胖标准为

BMI≥ 25 kg·m-2 以及中央肥胖 WC≥90 cm，观察发现嗜好

嚼食槟榔者肥胖比例升高，且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明显降

低，血压、心率和尿酸也有增高趋势。这或许是心血管病的

新的危险因素。亦有学者通过口服给予 SD 大鼠不同剂量槟

榔水悬浮液( 30，60 mg) ，5 周后称重并处死，检测结果显示

30 mg·d －1组大鼠总胆固醇浓度显著增加［30］。
3 讨论

历代本草均未记载槟榔具有毒性，按药典记载临床剂量

配伍使用槟榔饮片未见不良反应报道。但现代研究表明槟

榔有一定的毒副作用。特别是近些年来发现槟榔碱、槟榔次

碱有致突变作用，槟榔与白石灰加重黏膜刺激，长期食用易

致口腔癌变，故嚼食槟榔的习惯应当舍弃。鉴于槟榔的多种

药理活性及临床广泛应用，有必要从槟榔化学物质、药理、毒
理及临床安全性评价等方面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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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ew of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toxicological information of Arecae Semen

LIU Dong-lin1，WANG Xiao-ying2，YANG Bing1，ZHNAG Han1*

( 1. Ｒ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300193，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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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Arecae Semen has been summarized，which can bring the pharmacological action
and toxicological action to the nervous system，digestive system，cardiovascular system，urinary and reproductive system. Arecae Se-
men has inhibition and killing effect to most parasite. It can also activate the cholinergic receptor，promote gastrointestinal propulsive
motility in mice and inhibit helicobacter pylori，Xu Lang schoenleinii，influenza virus. Arecae Semen chewing results in oral mucositis
fibrosis，which has not only carcinogenic mutagenic effect but also eproductive and nervous system toxicity. And Chinese medicine Yin-
pian use Arecae Semen of compatibility has no adverse reaction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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