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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药用植物是重要的本土药物来源，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用于治疗各种疾病。人们正日益从药用

植物中分离出生物活性化合物，并将其作为药物研发的重要原料来源。大叶风铃草是一种生长于世界各地的 
大黄科 科植物。F . 詹戈马斯的俗名包括咖啡李、印度李、马尼拉樱桃和帕尼拉李。该植物的地上部分用于

治疗糖尿病、哮喘、贫血，并具有抗菌、止泻和抗氧化作用。F . 詹戈马斯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包括碳

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质、生物碱、糖苷、单宁等。其果实富含营养成分，包括蛋白质、脂肪、糖、氨基酸、

维生素 C 以及钙、钾、磷、铁、镁、钠、锰、铜和锌等矿物质。成熟的果实纤维含量高，蛋白质含量高，

脂肪含量低，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于多不饱和脂肪酸。它含有大量的 β-胡萝卜素，其次是叶黄素、玉米黄

质、视黄醇和叶绿醌，这些物质对调节人体血红蛋白和纤维蛋白原至关重要。大黄科植物含有种类繁多的化

合物，包括萜类化合物、生物碱、黄酮类化合物和单宁、木脂素和黄烷木脂素、糖苷、香豆素和异香豆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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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dicinal plants are large-scale sources of indigenous medicines and they have been used for 
centuries to treat various diseases. Bioactive compounds are being isolated from medicinal plants day by day and 
serve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raw materials for drug discovery. Flacourtia jangomas is a plant belonging to the 
family of Flacourtiaceae growing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Common names of F. jangomas are Coffee plum, 
Indian plum, Manila cherry, and Paniala. Aerial parts of the plant are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s, asthma, 
anemia, and antibacterial, antidiarrheal, and antioxidant activities. F. jangomas revealed several bioactive 
constituents, including carbohydrates, protein, lipids, alkaloids, glycosides, tannins, etc. The fruits are rich in 
nutrients, protein, fat, sugars, amino acids, vitamin C, and minerals including calcium, potassium, phosphorous, iron, 
magnesium, sodium, manganese, copper, and zinc. The ripe fruits have high fiber content together with good protein 
content, low fat, and higher amount of monounsaturated fatty acids as compared to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It 
contains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beta-carotene followed by lutein and zeaxanthin, retinol, and phylloquinone which 
are important in the regulation of hemoglobin and fibrinogen in the human body. Flacourtiaceae family elaborates a 
diverse array of compound classes which include terpenoids, alkaloids, flavonoids and tannins, lignans and 
flavanolignans, glucosides, coumarins, and isocoumar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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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药用植物是重要的本土药物来源，几个世纪以

来一直被用于治疗各种疾病[1]。Yu 等人[2]指出，生

物碱、黄酮类化合物、酚类化合物、单宁、糖苷和挥

发油等生物活性化合物具有巨大的治疗潜力。

Atanasov 等人[3]也在其文章中提到，人们正日益从

药用植物中分离出种类繁多的此类生物活性化合

物，并使其成为药物研发的主要原材料来源。 
大叶风铃草是一种生长在世界各地、属于大黄

科的植物（《印度财富》[4]）。《印度财富》[4]还指

出，大叶风铃草的俗名还有咖啡李、印度李、马尼拉

樱桃和西班牙，它广泛种植于东南亚和东亚，并且

在许多地方已经逃逸栽培。该植物的地上部分用于

治疗糖尿病、哮喘、贫血，并具有抗菌、止泻和抗氧

化作用[5]。Das 等人[6]更新了 F.詹戈马斯的几种生物

活性成分，包括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质、生物

碱、糖苷、单宁等。他们还认为，果实富含营养物

质、蛋白质、脂肪、糖、氨基酸、维生素 C 和矿物

质，包括钙、钾、磷、铁、镁、钠、锰、铜和锌。

Srivastava 等人等人[7]在其研究论文中也提出了质

疑，认为 F.詹戈马斯的成熟果实富含钾，具有较高

的生物累积性，因此可以作为钾摄入的良好来源。

成熟果实纤维含量高，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

且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于多不饱和脂肪酸[8]。它

含有大量的 β-胡萝卜素，其次是叶黄素和玉米黄质、

视黄醇和叶绿醌，这些成分在调节人体血红蛋白和

纤维蛋白原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Srivastava
等人[7]）。本综述的目的是提供最新的、全面的概述，

介绍其活性化学成分和各种药理特性，包括抗菌、

止泻、抗氧化、细胞毒性、抗糖尿病和抗淀粉酶活

性，以突出其民族药理学用途并探索其治疗潜力，

从而为未来的研究奠定基础。 
2 植物化学 
Wealth of India [4]报道称，大黄科植物含有多种

化合物，包括萜类化合物、生物碱、黄酮类化合物和

鞣质、木脂素和黄烷木脂素、糖苷、香豆素和异香豆

素。Sashi 等人[8]在他们的综述文章中更新指出，该

植物含有鞣质和一种固定油，而树皮主要含有鞣质；

叶子和嫩枝也富含鞣质。Mishra 和 Rai[9]还报道，F.
詹戈马斯的茎和树皮中含有黄酮、醌、柠檬苦素和

吩嗪，以及两种柠檬苦素，即柠檬素和姜黄素。Rai

和 Mishra[5]在他们的综述文章中还描述，果实和茎

皮中含有一种名为奥斯特鲁辛的香豆素。据报道，

树皮中含有酚类葡萄糖苷酯黄酮苷（flacourtin），而

心材中则含有丁内酯木脂素二糖（ramontoside）和类

固醇（包括 β-谷甾醇及其 β-D-吡喃葡萄糖苷）[10]。

Shrinet 等人[11]报道称，F.詹戈马斯生物活性化合物，

即紫堇素、曲霉素、海葵酸和大风子酸，在动物生命

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人类健康具有巨大潜

力，主要具有药理或毒理作用，对抗人类和动物的

微生物病原体和疾病，包括癌症。 
3 抗菌活性 
Sabri 和 Vimla[12]研究了茎乙酸乙酯提取物的抗

菌活性，并用琼脂扩散法测定了其对革兰氏阳性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多粘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和

革兰氏阴性菌大肠杆菌、伤寒沙门氏菌、铜绿假单

胞菌和霍乱弧菌的抗菌活性。提取物的抑菌圈范围

为 13mm-28mm。提取物对革兰氏阴性菌有显著作

用，对铜绿假单胞菌的抑菌圈最高，为 28mm，其次

是霍乱弧菌，为 20mm。Shukla 等人[13]旨在筛选从

不同药用植物中分离的细菌内生菌对革兰氏阳性和

革兰氏阴性人类致病菌的抗菌潜力。他们采用纸片

扩散法对多种抗生素进行了药敏试验。筛选发现，

从 F.詹戈马斯中分离的 FjR1 和 FjF2 对革兰氏阳性

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均表现出潜在的抗菌活性。Sarker
等[14]报道，F.詹戈马斯和 F.乌贼属的氯仿可溶部分 
采用纸片扩散法对两种革兰氏阳性菌和两种革兰氏

阴性菌进行了体外抗菌筛选，以了解抗菌效果。他

们得出结论，F.詹戈马斯的氯仿馏分对所有测试细

菌均表现出良好的活性，其中大肠杆菌是最敏感的

细菌，抑菌圈为 14 ± 0.59 毫米。F.乌贼属对大肠杆

菌和蜡状芽孢杆菌没有活性就两种植物馏分的抑菌

圈而言，F.詹戈马斯的活性优于 F.乌贼属（Sarker 等
人[14]）。他们还报告说在所有测试的提取物中，只

有 F.詹戈马斯提取物显示出显著的 MIC 值，范围为

0.325 至 5mg/ml。Parvin 等人[15]用植物 F.詹戈马斯

的粗提取物进行了实验采用纸片扩散法进行体外微

生物筛选，研究该提取物对多种革兰氏阳性菌和革

兰氏阴性菌的抗菌活性。结果显示，该提取物对志

贺氏杆菌和巨大芽孢杆菌表现出良好的抗菌活性，

对蜡样芽孢杆菌的抗菌活性中等，对大肠杆菌的抗

菌活性较差。所研究的植物提取物对巨大芽孢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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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大 肠 杆 菌 的 最 低 抑 菌 浓 度 (MIC) 分 别 为

31.25μg/ml 和 125μg/ml[15]。 
4 抗真菌活性 
Mishra 和 Rai[9]在他们的评论文章中更新说，F.

詹戈马斯不同部位（包括叶、花、树皮和根）的甲醇

提取物对热带念珠菌有抗菌作用，热带念珠菌是一

种耐药菌株，是许多念珠菌感染和多种口腔疾病（如

龋齿、牙髓感染、牙周病和口腔念珠菌病）的第二或

第三大病原体。George 等人[16]使用琼脂纸片扩散法

评估了六种植物（即 F.詹戈马斯、铁苋菜、大风果、

大戟、蛋黄果和圭亚那库鲁皮塔）的提取物对抗热

带念珠菌的活性。他们指出，F.詹戈马斯、大风子和

刚毛铁苋菜表现出显著的抗真菌活性。Sabri 和

Vimla[12]也报道了通过琼脂扩散法测定提取物对四

种真菌菌株（黑曲霉、黄曲霉、木霉和粗糙脉孢菌）

的抗真菌活性。提取物在 2-15 mm 范围内表现出中

等抑制活性。 
5 抗糖尿病活性 
Singh 等人[17]以格列本脲为标准抗糖尿病药物，

测试了 F.詹戈马斯叶和茎（1:1）甲醇提取物对链脲

佐菌素诱发的糖尿病大鼠的作用。通过空腹血糖水

平评估提取物的抗糖尿病效力。结果清楚地表明，

甲醇提取物可显著降低糖尿病大鼠的血糖水平，并

且这种作用在重复剂量（200mg/kg 和 400mg/kg）给

药后更为明显，治疗 14 天后，这些大鼠的血糖水平

显著降低。Sindu 等人[18]使用 F.蒙大拿进行实验，以

评估甲醇叶提取物在 STZ 诱发的 I 型糖尿病模型中

的抗高血糖活性。将动物随机分成五组，每组六只，

除第 I 组外，所有组均通过腹膜内注射剂量为

45mg/kg 体重的链脲佐菌素(STZ)造成糖尿病。第 I
组作为正常对照组，第 II 组和第 III 组作为 STZ 和

格列本脲对照组。第 IV 组和第 V 组分别给予甲醇

叶提取物 100mg/kg 和 250mg/kg 体重，持续 15 天。

结果显示，除正常对照组外，所有组的血糖、甘油三

酯、总胆固醇、LDL-C、AST、ALT 水平在第 0 天

均升高，HDL-C 降低，体重无明显下降。在治疗 15
天内，第 IV 组和 V 组的血糖水平和所有其他参数

均降低。因此，结果揭示了 F.蒙大拿甲醇叶提取物

的抗高血糖活性[18]。 
6 保肝、抗炎、抗氧化 
F.蒙大拿甲醇提取物的保肝、抗炎和抗氧化活

性。以 Wistar 大鼠为实验对象，评估了 F.蒙大拿对

扑热息痛诱发的肝毒性的保肝作用。给予扑热息痛

（2 g/kg）后，实验动物的肝脏生化和组织学指标出

现显著恶化。F.蒙大拿预处理（200 和 400 mg/kg b.wt.
口服）显著（P=0.001）降低了血清酶（例如血清谷

氨酸-草酰乙酸转氨酶(AST)、血清谷氨酸-丙酮酸转

氨酶(ALT)和碱性磷酸酶(ALP)的升高水平，并逆转

了肝脏的肝损伤，证明了其保肝活性。通过角叉菜

胶诱发的足跖水肿和棉球诱发的肉芽肿模型评估了

F.蒙大拿的抗炎活性。F.蒙大拿（200 和 400 毫克/千
克）可显著（P = 0.001）减少大鼠爪水肿，角叉菜胶

诱导的爪水肿减少 76.39%和 80.32%，而参考抗炎药

布洛芬（10 毫克/千克）的减少率为 83.10%。口服 F.
蒙大拿（200 和 400 毫克/千克）也可显著（P =0.001）
减少棉球肉芽肿法中的肉芽肿形成。随着 F.蒙大拿

剂量的增加，其还原力和过氧化氢自由基清除能力

增强。Barua 等人[20]对 F.詹戈马斯的树木形态、开花

和结果行为以及营养方面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

对果实的生化分析表明，存在适量的粗脂肪

（0.60%）、大量的粗纤维（1.13%）、粗蛋白（6.04%）、

碳水化合物（89.73%）、能量（388.43kcal 100g-1）、

总可溶性糖（13.77%）、还原糖（9.82%）、核黄素

（236.84lg 100 g-1）和硫胺素（42.97/g 100g-1）。由

于存在抗坏血酸（24.00 mg 100 g-1）和苯酚（1.28mg 
100g-1），该果实表现出良好的抗氧化活性（8.93% 
mg-1）。研究显示，存在大量的磷（133.39mg 100 g-
1）、钠（73.66mg 100g-1）、钾（1554.19 毫克 100
克-1）和其他微量矿物质，如钙、钠、镁、铁、锰、

铜和锌[20]。Talukder 等人[21]研究了 F.詹戈马斯叶的

乙醇提取物，并对其进行了药理学研究，以探索和

评估其镇痛、抗氧化和止泻活性，从而提供合适的

线索，可用于未来开展新的研究方向。提取物以浓

度依赖性方式表现出对 DPPH 自由基清除活性的显

著抑制，IC50值为 11µg/mL，而标准抗坏血酸的 IC50
值为 5µg/mL。用福林·乔卡尔特乌试剂测定提取物

的总酚含量为 601.03mgGAE/100 克干燥植物材料。

在还原力测定中，与标准抗坏血酸相比，提取物显

示出强大的浓度依赖性铁还原力；随着浓度增加，

吸光度升高，证实了这一点。在乙酸诱导的翻滚试

验中，提取物（250 和 500 mg/kg）表现出剂量依赖

性地显著（p <0.001）抑制翻滚反射；这与标准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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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氯芬酸钠相当。Mutha 等人[22]描述了植物中发现

的不同类型的多酚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酚酸），

它们具有多种生物学效应，包括 F.詹戈马斯的抗氧

化活性。Rahman 等人[23]使用 DPPH（1,1-二苯基-2-
苦基肼）自由基清除试验、还原力法、总抗氧化能

力、总酚和总黄酮含量评估了抗氧化潜力。与抗坏

血酸(ASA)相比，该提取物表现出中等至良好的抗氧

化活性。氯仿、甲醇和石油醚提取物的 IC50 值分别

为 523.15µg mL−1、1623.87µg mL−1 和 5811.35µg 
mL−1，而著名抗氧化剂抗坏血酸的 IC50 值为

13.37µg mL−1。他还指出，在提取物中，发现氯仿

提取物表现出强效 DPPH 自由基清除作用，与石油

醚和甲醇提取物相比，该提取物还表现出最高的酚

和黄酮类化合物含量以及总抗氧化能力。在还原力

方面，这三种提取物以剂量依赖性方式表现出抗氧

化潜力。由于活性氧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酒精性

肝硬化和癌症等严重疾病的重要因素，因此 F.詹戈

马斯提取物的抗氧化特性。 
7 镇痛和抗炎作用 
F. 詹戈马斯叶片和茎部水提取物进行了评估，

前者采用浸渍法制备，后者经过初步的植物化学筛

选。通过角叉菜胶诱发的急性大鼠足部水肿模型评

估其抗炎活性，并通过乙酸诱发的小鼠扭体模型和

热板法评估其镇痛活性。提取物表现出显著的抗炎

和镇痛活性，且呈剂量依赖性。F.詹戈马斯叶片乙醇

提取物在 200mg/kg 剂量下，其抗炎活性显著高于标

准药物（44.4%），达 55.6%。即使低剂量，叶片提

取物也比茎部水提取物更有效。其中热板法镇痛作

用基础反应时间结果显示，剂量为 200 mg/kg 的茎

部分水提取物在 120 分钟时具有显著作用 10.0 秒，

而标准喷他佐辛为 13.0 秒。Islam 等人[25]最近报道

了 F.indica 乙醇提取物的镇痛、抗炎和解热作用。使

用 100% 乙醇提取 F.indica，然后评估急性毒性，研

究选择的剂量为 500 和 1000mg/kg 体重。本研究使

用体重 25-30 克的瑞士白化小鼠（雌雄均可）和体

重 180-200 克的斯普拉格·道利大鼠。通过乙酸诱

导的扭体试验、福尔马林诱导的舔爪试验和热板试

验评估镇痛活性。采用二甲苯和巴豆油诱发的耳肿

胀试验以及角叉菜胶诱发的足肿胀试验评估其抗炎

作用。此外，还研究了其解热作用。F.indica 提取物

在乙酸试验中表现出显著的镇痛作用（p<0.001），

并能降低发热。在这两个剂量范围内，较高剂量

（1000 毫克/千克体重）在减轻疼痛、炎症和发热方

面效果更佳。研究结果表明，FI 提取物具有强大的

镇痛、抗炎和解热作用，需要更多研究来评估这些

作用以及该植物的潜力[25]。 
8 细胞毒活性 
Parvin 等人[15]还报道了通过丰年虾致死率生物

测定技术对 F.詹戈马斯乙酸乙酯提取物进行细胞毒

活性测定，以硫酸长春新碱为标准参比，结果表明

提取物具有显著的剂量依赖性疗效。他们指出，在

浓度为 80mg/ml 时记录到最大死亡率，而在浓度为

5 mg/ml 时死亡率最低[15]。George 等人[26]对花的甲

醇提取物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其对 Calu6 和 SCC9
两种癌细胞系具有良好的细胞毒活性，IC50 值分别

为 43.57±0.04 μg/ml 和 53.42±0.15 μg/ml。通过流式

细胞术分析细胞周期研究了提取物的抗增殖活性，

结果表明，用花的甲醇提取物处理可显著抑制细胞

在 G2M 期的生长[27]。 
9 抗淀粉酶活性 
F.詹戈马斯果实乙醇提取物的多项研究成果，

并提出酚类协同作用可能在介导淀粉酶抑制中发挥

作用，因此有可能有助于 2 型糖尿病的治疗。Sarkar
等人[29]还更新了植物性食品中酚类生物活性物质的

抗淀粉酶活性，以控制血糖，并提出含有酚类生物

活性物质的植物性食品具有保护人类健康的功能，

可对抗饮食和生活方式引起的慢性疾病，包括 2 型

糖尿病(T2D)。膳食酚类生物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特

征使其具有抗氧化功能，可对抗通常与 2 型糖尿病

(T2D)相关的慢性氧化应激诱导的代谢衰竭[29]。 
10 结论 
几个世纪以来，药用植物一直被用于治疗人类

疾病，因为它们含有具有治疗价值的成分。药用植

物的疗效归因于各种生物活性植物化学物质，这或

许可以解释它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传统用途。在这

篇综述文章中，我们努力收集和汇编关于 F.詹戈马

斯（一种较少探索的植物）的民族医学、植物化学和

药理学方面的详细信息。文献检索表明，这种植物

在印度以及世界各地的不同医学体系中具有广泛的

药用价值。本综述介绍了迄今为止从该植物中分离

和表征的生物活性化学成分以及各种药理活性，包

括抗菌、抗真菌、镇痛、抗糖尿病、止泻、抗氧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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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毒活性。需要对负责该活性的活性成分的分离

和表征进行广泛的研究，并了解治疗作用的精确机

制，以便开发更好、更安全、更具成本效益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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