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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文对椴树科植物布渣叶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析和药理作用进行文献调研整理，为布渣叶进一步研究与开发
提供参考。方法：查阅近２０年国内外有关布渣叶化学成分、质量分析以及药理作用方面的报道，对其进行分析和综述。
结果：布渣叶含有多种类型的成分，研究主要集中在黄酮类，黄酮类成分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尤其在调血脂方面受到研究

者的关注，但缺少其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结论：对布渣叶进一步的研究将有利于开发新的药物和充分利用广东道地药

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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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渣叶为椴树科植物破布叶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Ｌ的干燥叶［１］，又名布包木、麻布叶、蓑衣子、烂布

渣、破布叶、破布树、宝叶、山茶叶等［２］，主要分布

在我国南方，如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印度、越南

等地也有分布，两广地区资源较丰富。生长在山坡

灌丛中、丘陵或平地路旁，均野生，栽培较少［３－４］。

布渣叶性微酸，凉。归脾、胃经。具有清热消滞、利

湿退黄的功能，用于感冒，中暑，食欲不振，消化不

良，湿热食滞之脘腹痛，食少泄泻，湿热黄疸［１］，是

“广东凉茶”“王老吉”“甘和茶”“六合茶”“仙草爽

凉茶”等多种凉茶类保健食品的主要原料［５］。近年

来，布渣叶越来越引起药学研究者的重视，相关报道

较多，本文对其化学成分，质量分析和药理作用进行

了总结。

１　化学成分
曾聪彦等［６］，通过不同极性的溶剂对布渣叶进

行提取，采用沉淀反应或颜色反应，来检测布渣叶中

可能含有的化学成分。通过理化鉴别试验，初步认

为布渣叶可能含有黄酮、生物碱、三萜、甾体、挥发

油、有机酸等成分。此项实验为后来的化学成分研

究提供了基础。

１１　黄酮类　黄酮类是布渣叶中的主要成分，得率
约为０１％。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自由基、抗
肿瘤、抗菌病毒、保肝等活性作用。毕和平等［７］采用

分光光度法测布渣叶各部位的总黄酮，结果叶片中

总黄酮含量最高。因此选择布渣叶入药。冯世秀

等［８］用不同极性的溶剂萃取布渣叶乙醇提取物，通

过柱层析色谱和高效液相色谱方法进行分离纯化

后，共分得８个单体化合物，经分析鉴定，分别为：１）
异牡荆苷、２）牡荆苷、３）山柰酚３ＯβＤ葡萄糖苷、
４）异鼠李素３ＯβＤ芸香糖、５）佛来心苷、６）异鼠
李素３ＯβＤ葡萄糖苷、７）异佛来心苷、８）山柰酚
３ＯβＤ［３，６二（对羟基桂皮酰）］葡萄糖苷，此８
个化合物为首次从布渣叶中分离得到。罗集鹏从布

渣叶中得到了１１个黄酮及其苷类成分，且对其中３
个黄酮类成分进行了鉴定，分别为：异鼠李素３Ｏβ
Ｄ葡萄糖苷、山柰酚３ＯΚＤ葡萄糖苷、山柰酚３
０βＤ［３，６二（对羟基桂皮酰）］葡萄糖苷。杨茵
等［９］采用多种方法对布渣叶进行分离纯化，并结合

光谱学方法鉴定所得化合物的结构，其中的异鼠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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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山柰酚以及化合物表儿茶素、山柰酚 ３ＯβＤ
（６Ｏ反式对羟基桂皮酰）葡萄糖苷为首次从该植物
中分离得到。曾聪彦等［１０］通过柱色谱和 ＨＰＬＣ方
法分离纯化，得到牡荆苷、异佛来心苷、异鼠李素３
０βＤ芸香糖苷等８个黄酮类化合物。潘天玲等［１１］

对１３个不同产地布渣叶样品用 ＡＩ（ＮＯ３）３ＮａＮＯ２
ＮａＯＨ体系比色法测定其总黄酮含量。结果各地总
黄酮含量差异较大，含量最高者为广西来宾，为

５５２２ｍｇ／ｇ；含量最低者为海南儋州，为１１２ｍｇ／ｇ；
平均含量为２７０６ｍｇ／ｇ。

大孔树脂对黄酮类化合物有较好的分离富集性

能。李坤平等考察了１２种大孔树脂对布渣叶总黄
酮的富集纯化性能，实验结果显示 Ｄ１０１、ＮＫＡ和
ＨＰＤ３００型大孔树脂对布渣叶总黄酮成分具有一定
的吸附分离作用。李坤平等对采用大孔吸附树脂富

集纯化布渣叶总黄酮的过程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

表明，样品经大孔树脂处理后，其指纹图谱基本没有

发生变化，但各峰的浓度有所变大，表明处理过程中

主要成分没有损失，而总黄酮部位得到了富集。潘

天玲等，通过正交试验法优化提取工艺参数，以总黄

酮得率为指标，以乙醇为提取溶剂，比较了超声波提

取和溶剂回流提取工艺，结果表明，两种工艺总黄酮

得率结果相当。刘曦等［１２］采用十二烷基硫酸钠表

面活性剂辅助热回流法提取黄酮类物质，得率为

１５７３％；而单独热回流提取法、超声提取法、微波提
取法黄酮得率分别为９０１％、９１６％、１０２１％，说明
该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１２　生物碱类　石玲艳［１３］用沉淀法和ＴＬＣ法检验
布渣叶时，认为该植物含有生物碱。罗集鹏曾从布

渣叶分离出３种生物碱，但未做具体研究。Ｂａｎｄａｒａ
ＫＡ等［１４］报道从布渣叶树皮和茎中分离一个哌啶类

生物碱。Ａｇｕｉｎａｌｄｏ等［１５］从菲律宾布渣叶的叶中分

离另一个哌啶类生物碱。罗集鹏等［１６］对布渣叶的

氯仿提取部位采用柱层色谱分离，经不同浓度的丙

酮－石油醚洗脱，共分得 ４个生物碱类成分，经鉴
定，分别为布渣叶碱Ⅰ、布渣叶碱Ⅱ、布渣叶碱Ⅲ和
布渣叶碱Ⅳ，其中化合物Ⅱ、Ⅲ和Ⅳ为新化合物。
１３　萜类　冯世秀等［８］用不同溶剂萃取布渣叶乙

醇提取物，通过柱色谱和ＨＰＬＣ方法分离纯化，分离
得到了２个三萜成分，经鉴定分别为无羁萜Ⅰ、阿江
榄仁树葡萄糖苷Ⅱ。三萜类化合物在布渣叶中的含
量较低。有研究报道阿江榄仁树葡糖苷ＩＩ具有中等
强度的抗自由基致氧化作用［１７］。胡篳等［１８］采用柱

色谱及制备液相色谱等方法进行分离，得到了２个

单体，鉴定为黑麦草内酯、氢吐叶醇，均为首次从该

属植物中分离得到的单萜类化合物。

１４　甾体类　胡篳等［１８］采用柱色谱及制备液相色

谱等方法，分离得到了豆甾醇和 β谷甾醇，均为首
次从该属植物中发现。

１５　挥发油类　毕和平等［１９］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

取布渣叶的挥发油，其油得率为 ０６３％，并鉴定了
其中的１５种成分，大多为脂肪酸和烃类化合物。宋
伟峰等［２０］对所提挥发油采用气相色谱 －质谱法鉴
定了３２个成分，并用面积归一化法计算了各成分的
相对含量，主要为长链脂肪酸类、醇类和酮类等化合

物。该实验为布渣叶挥发油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一

定科学基础。

１６　有机酸类　杨茵等［９］采用柱色谱以及制备性

高效液相色谱等多种方法对布渣叶进行纯化，对分

得的化合物进行结构鉴定，分别为异香草酸、对香豆

酸、阿魏酸、脱落酸，此４种成分均为首次从该植物
中分离得到。胡篳等［１８］对首次从布渣叶中分离得

到的香草酸、丁香酸、咖啡酸甲酯成分进行了报道。

１７　其他类　石玲艳［１３］用理化鉴别检验了酚类、

鞣质、糖类成分；曾聪彦等［６］通过不同极性的溶剂对

布渣叶进行提取，用茚三酮试液检验氨基酸、盐酸－
镁粉试液 ＋１％氢氧化钠试液检验蒽醌类、Ｋｅｌｌｅｒ
Ｋｉｌｉａｎｉ反应检验强心苷类，这些反应均为阳性，说明
其含有这些化合物。

２　质量分析
２１　薄层色谱鉴别　石玲艳［１３］用薄层色谱方法鉴

别布渣叶，结果有３～４个斑点显生物碱反应，在紫
外灯检视下，有一个斑点呈亮蓝色。曾聪彦等［２１］建

立的薄层色谱鉴别总黄酮类、生物碱类两类成分的

方法，斑点清晰，可行性较好。李洁等［２２］以牡荆苷、

异牡荆苷和水仙苷为对照品，对１６个不同产地来源
的布渣叶进行薄层鉴别分析，从谱图上可以看到对

照品１０个大小不等的荧光斑点。罗文汇等［２３］以山

柰素、牡荆苷和异牡荆苷为对照品，对１５个不同产
地的布渣叶进行薄层分析，从图谱上可显现与对照

品一致的斑点。卢鹏等采用 ＴＬＣ法对１４批布渣叶
药材进行定性鉴别，结果有１３批药材可显与所用对
照品相同的斑点。

２２　指纹图谱
２２１　高效液相指纹图谱　曾聪彦等［２４－２５］采用高

效液相色谱法对布渣叶中山柰素、槲皮素进行含量

测定，在测定槲皮素含量时，采用甲醇提取的方法来

制备供试品溶液，取得良好效果。然后分别用水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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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提取与超声提取处理样品，结果发现槲皮素总

含量，水浴回流法比超声提取法高近一倍，说明回流

更有利于提取黄酮类成分，分析认为选定水浴回流

提取的方法较好，可用于该药材的质量评价。李坤

平等［２６］前期研究采用 ＨＰＬＣ法测定了布渣叶中的
槲皮素、山柰酚和异鼠李素３种水解黄酮苷元的含
量，但是药材中存在的大多是其碳苷或氧苷［８－１１］，

而在酸水解过程中，碳苷一般不发生水解，同时酸浓

度、水解温度和水解时间等因素均直接影响到最终

黄酮苷元的结构与浓度变化［２７］，所以测定其苷元的

含量未能从本质上反映出药材的质量，因此，李坤平

等［２８］进行了布渣叶中牡荆苷和异鼠李素３ＯΚＤ
芸香糖苷含量的分析研究，前者是布渣叶中典型的

黄酮碳苷，具有显著的抗肿瘤和抑菌活性［２９］，后者

是黄酮氧苷，具有很强的抑制肿瘤 ＥＶＢＥＡ病毒活
性［２９］；且不同产地的布渣叶药材中二者的含量均较

大，能够作为布渣叶药材的质量控制指标。中药材

由于受生长环境和采收季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药

材性状和化学组成不尽相同，测定其总成分或某几

个成分的含量尚未能真正反映原药材的质量，为了

更加科学地评价和控制中药材质量，研究者往往采

用色谱指纹图谱技术对药材的化学成分群进行测

控［３０］。李坤平等［３１］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取自９
个不同产地的布渣叶药材中的黄酮类成分进行了分

析，在所得的色谱指纹图谱上，９个样品均显示出１８
个色谱峰，此１８个色谱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
面积的数据间具有很好的相似度，结果表明，所建立

的指纹图谱可用于布渣叶药材的质量控制。卢鹏

等［３２］分析测定了广东、广西等１４个地区１４批布渣
叶药材的ＨＰＬＣ指纹图谱，并运用中药色谱指纹图
谱相似度评价系统软件进行评价，经分析，有５批的
相似度在０８２～０９０之间，其他均高于０９０，证明
布渣叶整体质量的稳定性良好。

２２２　其他方法　孙冬梅等［２３］采用红外光谱法对

１５个不同产地布渣叶进行鉴别分析，得到了１６个
特征峰，认为此方法可作为布渣叶的一种质量控制

方法。谭梅英等［３３］以紫外一阶导数光谱指纹图谱

为依据，采用聚类分析法对３０份布渣叶样品和４种
叶类（荷叶、人参叶、桑叶、马蓝叶）中药进行聚类分

析，结果表明，紫外光谱结合聚类分析法可以将布渣

叶和其他４种叶类中药准确地鉴别出来。
３　药理作用
３１　调血脂作用　陈淑英等通过实验初步观察了
布渣叶水提液对小白鼠吸收脂质和对高脂造型大白

鼠血脂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布渣叶水提液灌胃的

小鼠血中３Ｈ胆固醇量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说明
布渣叶水提液能降低小肠对胆固醇的吸收；喂布渣

叶水提液的大鼠血清中 ＴＣ、ＴＧ降低的同时，血中
ＨＤＬ、ＨＤＬ／ＴＣ的比值则显著升高，表明布渣叶能促
进肝合成或分泌ＨＤＬ增加。
３２　解热作用　曾聪彦等［３４］用干酵母致大鼠发热

的模型，然后称取一定量的布渣叶用水煎煮，配置成

高、中、低浓度的布渣叶水提物，实验显示注射酵母

５ｈ阶段，中低浓度的布渣叶水提物与空白组比较，
能显著降低大鼠体温；注射酵母７ｈ阶段，高中浓度
的布渣叶水提物与空白组比较，能显著降低大鼠体

温，说明布渣叶水提物有较好的的解热作用，并能促

使大鼠体温变化维持在正常水平。

３３　退黄作用　曾聪彦等［３４］利用高、中、低剂量的

布渣叶水提物对 α萘异硫氰酸萘酯中毒诱导小鼠
黄疸模型进行灌胃给药，通过结果观察能显著降低

小鼠血清中总胆红素与直接胆红素的含量，并能抑

制ＡＬＴ、ＡＳＴ、ＡＬＰ活性，说明布渣叶水提物有较好
的退黄和改善肝功能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明确布渣

叶的活性部位，戴卫波等［３５］对布渣叶不同提取部位

进行了α萘异硫氰酸萘酯诱发黄疸模型小鼠的影
响比较，选取布渣叶石油醚部位、乙酸乙酯部位、正

丁醇部位及剩余水层部位，灌胃给药，和模型组比

较，剩余水层部位和正丁醇部位能显著降低 ＴＢＩＬ
的含量，且能显著降低肝脏指数，由此可知，布渣叶

正丁醇部位和剩余水层部位为布渣叶退黄作用的有

效部位，为开发布渣叶用于治疗黄疸提供了药理实

验数据。

３４　镇痛作用　曾聪彦等［３６］观察了布渣叶水提物

对疼痛的抑制作用，通过灌胃给药观察高、中、低３
组不同剂量布渣叶水提物对小鼠热板法和醋酸致小

鼠扭体反应。在热板法实验中，低剂量组在药后６０
ｍｉｎ、１２０ｍｉｎ以及高、中剂量组在药后 ３０ｍｉｎ、６０
ｍｉｎ、９０ｍｉｎ、１２０ｍｉｎ能明显降低热板对小鼠刺激致
痛阈值升高；在扭体实验中，除低剂量组外，对醋酸

致小鼠腹腔疼痛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动物实验表

明，布渣叶水提物有良好的镇痛效果。

３５　对消化系统的作用　曾聪彦等［３７］以高、中、低

剂量布渣叶水提物灌胃，通过墨水推进实验和大鼠

胃液分泌实验来观察布渣叶水提物对消化系统的影

响。实验显示高、中剂量组能提高小鼠小肠的推进

率，但无统计学意义；高、中剂量组能降低胃液 ｐＨ
值；低剂量组能提高胃蛋白酶活性，通过此次实验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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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证实了布渣叶水提物具有一定得促进小肠蠕动和

非常明显的促消化作用。为了进一步明确活性部

位，戴卫波等［３８］通过比较布渣叶不同提取物对大鼠

分泌功能的影响予以确认。将大鼠随机分为布渣叶

石油醚部位组、乙酸乙酯部位组、正丁醇部位组和水

层部位组、空白组以及香砂养胃组。连续给药７ｄ，
经胃液分析，观察到正丁醇部位和水层部位能增加

胃液的分泌量、降低胃液的 ｐＨ值及提高胃蛋白酶
活性，由此推断布渣叶正丁醇部位和水层部位是布

渣叶影响大鼠胃液分泌功能的主要活性部位。

３６　抗炎作用　梅全喜等［３９］采用腹腔注射醋酸致

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实验及二甲苯致小鼠

耳廓肿胀实验，观察布渣叶水提物低、中、高剂量对

炎性反应的影响，由实验结果可知，高、中、低剂量组

均能显著的抑制由醋酸引起的组织毛细血管的通透

性增加；高、中剂量组对二甲苯引起的小鼠耳廓肿胀

有明显抑制作用，实验显示布渣叶水提物具有抗急

性炎性反应作用。

３７　心血管作用　罗集鹏等［４０］发现布渣叶有显著

的增加离体豚鼠心冠脉流量的作用，并进一步对其

心血管药理作用做了实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布

渣叶水提液能增加心冠脉血流量，提高小鼠耐缺氧

能力，延长缺氧鼠的存活时间，且对垂体后叶素引起

的急性心肌缺血也有保护作用。陈艳芬等［４１］以异

丙肾上腺素诱导大鼠急性缺血损伤模型，来探讨布

渣叶总黄酮对心肌缺血的保护作用及作用机制。结

果表明布渣叶总黄酮对ＩＳＯ诱导的心肌缺血具有良
好的保护作用，提示此结果可能与黄酮类化合物抗

氧化作用有关。

３８　抗衰老作用　ＤＯＫ等［４２］研究发现，用布渣叶

提取物作为皮肤美容剂、食品及饮料的添加剂，可防

止皮肤的老化。

３９　杀蚊作用　ＢａｎｄａｒａＫＡ等［４３］发现布渣叶氯仿

和甲醇提取物对伊蚊属蚊子的幼卵的生长和毒性有

抑制作用。两者生物活性相当，合并这两个部分，得

到有效成分为哌啶类生物碱，生物碱类成分对蚊子

的抑制作用更强。

４　安全性试验
布渣叶是广东凉茶主要原料之一，临床上也常

用，均未见其有不良反应的报道。但布渣叶的毒性

究竟如何，一直缺乏实验研究验证，梅全喜等用内毒

素致小鼠休克死亡的实验观察布渣叶抗内毒素作

用。实验结果显示，布渣叶水提物高、中、剂量组，对

减少ｉｐ大肠杆菌Ｏ５５Ｂ５内毒素所致小鼠死亡数有显

著统计学意义，表明布渣叶水提液具有抗内毒素休

克死亡作用；在此次实验中，布渣叶水提物小鼠的急

性毒性 ＬＤ５０为 ９１７６ｇ／ｋｇ。另有文献报道布渣叶
ＬＤ５０＞１０００ｇ／ｋｇ时亦未发现不良反应。

赵敏等［４４］进行了布渣叶对小鼠骨髓微核试验、

小鼠精子畸形试验、鼠伤寒沙门氏菌实验和大鼠致

畸试验，结果均显阴性，表明在此实验条件下布渣叶

无致突变和致畸作用。

５　讨论
近年来，对布渣叶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

进展，研究者从布渣叶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析、药理

作用和毒理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化学成分

的研究不仅仅只限制于定性研究，而是利用高效液

相色谱等技术手段对某些化学成分进行了含量测

定；而在化学成分种类研究也从开始只对黄酮类化

合物的研究，涉及到了挥发油类、生物碱类、有机酸

和萜类等成分，随着布渣叶化学成分的深入研究，将

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控制布渣叶及其产品的质量。在

药理作用方面，主要针对布渣叶的清热消滞、利湿退

黄以及心血管、降脂、抗衰老等方面展开了研究，为

临床用药提供了依据。安全性评价试验结果表明，

布渣叶未发现明显的不良反应，为临床用药安全提

供了保障。虽然布渣叶的研究范围和内容都在不断

提高，但依然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化学成分研究

重点主要集中在黄酮类，含量测定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黄酮类中槲皮素、山柰酚、牡荆苷和异鼠李素等成

分上，而对其生物碱、有机酸、氨基酸、挥发油等未有

深入研究，如布渣叶含挥发油成分大多具有抗感冒、

抗菌、抗病毒等功效，若对此类成分开展研究，则有

助于更好的开发布渣叶的药用价值。对药理作用研

究方面大部分仅明确了药用活性部位，如发现布渣

叶有较好的调血脂作用，但没有明确活性成分及作

用机制，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以便更好的开发利

用药用植物资源。布渣叶为广东道地药材，是民间

常用药物，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临床疗效肯定，因

此，布渣叶的研究与应用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值得

对其化学成分、质量分析、药理作用等方面做更进一

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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