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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果藤属Pisonia L.隶属紫茉莉科Nyctaginaceae，该

属植物广泛分布于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和

海南等热带与亚热带地区，具有较强的抗旱能力，是海

鸟筑巢的主要场所[1－7]。腺果藤属植物在全球分布约有

50种，但中国仅分布有 3种，分别为腺果藤P. aculeata、

胶果木P. umbellifera和抗风桐P. grandis[8]。腺果藤属植

物是我国和印度常用的民间药物。在印度，人们使用腺

果藤叶和树皮治疗风湿、肿胀和肺部疾病，使用抗风桐

的叶子治疗外伤和慢性风湿病，还通过咀嚼抗风桐叶来

控制糖尿病[9]。我国海南黎族民间使用胶果木治疗各种

炎症及呼吸道疾病[10]。国内外对腺果藤属化学成分及

药理作用的研究起步较晚。为进一步挖掘该属植物在

新药研发中的价值，本文对国内外学者有关腺果藤属植

物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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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腺果藤属植物的深入研究与开发提供参考。方法：对腺果藤属植物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的研究进行归纳总

结。结果与结论：腺果藤属植物是我国民间习用药材，在我国主要分布有腺果藤Pisonia aculeata、胶果木P. umbellifera和抗风桐P.

grandis 等 3种；其化学成分主要包括黄酮类、色酮类、木质素类和皂苷类等 75种化合物，具有抗结核、抗炎镇痛和抗菌等药理活

性。然而，对该属植物的化学成分研究大多集中在胶果木和腺果藤上，对抗风桐的研究较少；对其化学成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

酮类、色酮类、木质素类和皂苷类化合物上，对其他类型化合物的研究集中在苯类化合物上；对其药理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植物

分离出的化合物上，对植物粗提物的研究较少。腺果藤属植物具有一定的药用开发潜力，但目前研究深度不够，需结合现代天然

产物化学、药物筛选和药理研究方法对其开展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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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究与开发提供参考依据。

1 化学成分
腺果藤属植物化学成分研究从 1996年才开始有报

道[11]。截至 2020年 12月，国内外已从腺果藤属植物中

分离鉴定出75个化合物，主要包括黄酮类、色酮类、木脂

素类、皂苷类和酚类等化学成分。

1.1 黄酮类化合物

黄酮类化合物是腺果藤属植物的主要成分之一。

2011年，Wu等[12]从腺果藤植物根和茎甲醇提取物中分

离鉴定出6个黄酮类化合物（化合物1～6），其中化合物

1、2、3是首次报道。Liu等[13]从胶果木植物的茎中分离

鉴定了 6个异黄酮类化合物（化合物 7～12）和 5个黄酮

类化合物（化合物 13～17），其中化合物 7和 8、化合物 9

和 10、化合物 11和 12两两互为立体异构体。Sutthivai-

yakit等[14]从抗风桐根中分离鉴定出 4个已知的C-甲基

化黄酮类化合物（化合物3、4、13、18）和5个新的C-甲基

化黄酮类化合物（化合物 19～23）。腺果藤属植物中黄

酮类化合物的结构见图1，其相关信息见表1。

1.2 色酮类化合物

色酮为含氧杂环类化合物，也是黄酮类化合物中发

挥药效作用的部位[15]。目前，中国台湾学者已从腺果藤

茎和根中分离鉴定出了 11个色酮类化合物（化合物

24～34），并发现其具有一定药理活性[12，16]。腺果藤属植

物中色酮类化合物的结构见图2，其相关信息见表2。

1.3 木脂素类化合物

木脂素类化合物的基本骨架由2个苯丙素单聚合而

成，少数化合物也有三聚和四聚等类型[17]。Liu等[13]从胶

果木植物叶中分离鉴定出4个异黄酮并木脂素类化合物

（化合物35～38）和2个新木脂素类化合物（化合物39～

40）。其中，异黄酮并木脂素类化合物是从胶果木中发

现的首类以吡喃环为特征的化合物，并推测出合成途

径。果藤属植物中木质素类化合物的化学结构见图 3，

其相关信息见表3。

1.4 皂苷类化合物

皂苷类化合物是由苷元和糖类构成，一般是甾类或

三萜类化合物，已有研究显示，腺果藤属植物中含有皂

苷类化合物[11]。1996年Lavau等[11]从胶果木叶中分离鉴

定出4个新齐墩果酸皂苷（化合物41～44）和2个仲糖苷

类皂苷（化合物45、46）。腺果藤属植物中皂苷类化合物

的结构见图4，其相关信息见表4。

图1 腺果藤属植物中黄酮类化合物的结构（化合物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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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腺果藤属植物中黄酮类化合物的相关信息（化合

物1～23）

编号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1010

1111

1212

1313

1414

1515

1616

1717

1818

1919

2020

2121

2222

2323

名称
（2S）-5，7，2′-三羟基-8-甲基黄酮
吡松香醇
鱼腥草酮
2′-羟基去甲氧基松香醇
（2R，3R）-3-羟基-5-甲氧基 -6，7-二亚甲氧基黄烷酮
二氢木蝴蝶素 A

5，7，2′-三羟基-6-亚甲基-8-甲基-9-甲氧基异黄酮
5，7，2′-三羟基-6-亚甲基-8-甲基-9-乙氧基异黄酮
5，7，2′-三羟基-6-甲基-醛异黄酮
5，7，2′-三羟基-6-醛-8-甲基异黄酮
5，2′-二羟基-6-甲基-7-甲氧基-8-羟甲基异黄酮
5，2′-二羟基-6-甲基-7-甲氧基-8-甲基异黄酮
6，8-二甲基异染料木黄酮
短叶松素
山姜酮
desmethoxymatteucinol

matteucin

irilin A

7，2′-二羟基-5，6-二甲氧基-8-甲基异黄酮
6，2′-二羟基-5，7-二甲氧基-8-甲基异黄酮
3-羟基-5，7，2′-三甲氧基-6，8-二甲基黄酮
3，5，2′-三羟基-7，3′-二甲氧基-6，8-二甲基黄酮
5，7，2′-三羟基-3′-甲氧基-6，8-二甲基黄酮

来源植物
P. aculeata

P. aculeata

P. aculeata、P. grandis

P. aculeata、P. grandis

P. aculeata

P. aculeata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P. grandis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P. grandis

P. grandis

P. grandis

P. grandis

P. grandis

P. grandis

来源部位
根、茎
根、茎
根、茎
根、茎
根、茎
根、茎
茎
茎
茎
茎
茎
茎
茎
茎
茎
茎
茎
根
根
根
根
根
根

参考文献
[12]

[12]

[12，14]

[12，14]

[12]

[12]

[13]

[13]

[13]

[13]

[13]

[13]

[13－14]

[13]

[13]

[13]

[13]

[13]

[14]

[14]

[14]

[14]

[14]

图 2 腺果藤属植物中色酮类化合物的结构（化合物

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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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腺果藤属植物中色酮类化合物的相关信息（化合

物24～34）

编号
2424

2525

2626

2727

2828

2929

3030

3131

3232

3333

3434

名称
5-羟基-6，7-二甲氧基色酮
5，7-二羟基-6-甲氧基-2-甲基色酮
5，7-二羟基-6-甲氧基色酮
5-羟基-6，7-二甲氧基色酮
5-羟基-6，7-二亚甲氧基-2-甲基色酮
5，7-二羟基-8-甲基色酮
5-羟基-6，7-二甲氧基-2-甲基色酮
丁香色原酮
去甲丁香色原酮
leptorumol

5-羟基-7-甲氧基-2-甲基色酮

来源植物
P. aculeata

P. aculeata

P. aculeata

P. aculeata

P. aculeata

P. aculeata

P. aculeata

P. aculeata

P. aculeata

P. aculeata

P. aculeata

来源部位
根、茎
根、茎
根、茎
根、茎
根、茎
根、茎
根、茎
根、茎
根、茎
根、茎
根、茎

参考文献
[12，16]

[12，16]

[12，16]

[12，16]

[12，16]

[12，16]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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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

[12，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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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酚类化合物

酚类化合物在植物中分布范围广、种类多，一般以

酚的衍生物形式存在。Kuo等[18]从中国台湾的胶果木中

分离鉴定出5个酚类化合物（化合物47～51），其中化合

物 48、49、50为首次从整个自然界中分离获得。腺果藤

属植物中酚类化合物的结构见图5，其相关信息见表5。

1.6 其他类化合物

吴明纯[16]从腺果藤的根和茎中分离鉴定出酰胺类

（化合物 52～55）、苯丙素类（化合物 56）、苯类（化合物

57～59）、三萜类（化合物60）、类固醇类（化合物61～63）

和叶绿素类（化合物64）化合物。Kuo等[18]从中国台湾的

胶果木中分离鉴定出环己酮类（化合物 65）化合物。郭

秀婷[19]从胶果木茎中分离出环己酮类（化合物65）、对苯

二酚类（化合物66）、苯类（化合物56、59、67～73）和醌类

（化合物74）化合物。Liu等[13]从胶果木茎中分离出苯类

（化合物 75）化合物。以上化合物的结构见图 6，其相关

信息见表6。

2 药理作用

腺果藤属植物是常用的民间药物。现代药理研究

表明，腺果藤属植物具有抗结核、抗炎镇痛、抗真菌等

作用。

2.1 抗结核作用

结核病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疾病，是全球

范围内流行的慢性致死传染性疾病[20]。腺果藤属植物

中具有抑制结核分枝杆菌的有效成分。Kuo等[18]研究发

现，从胶果木茎中分离的7个化合物，分别为（+）-五氯苯

酚（化合物47）、methyl syringate（化合物51）、N-trans-fer-

uloyl-4′-O-methyldopamine（化合物 53）、N-trans-Feru-

loyltyramine（化合物 54）、vanillin（化合物 57）、pisodie-

none（化合物65）和α-hydroxypropiovanillone（化合物70），

其在体外对结核分枝杆菌H37Rv均具有抑制作用；虽然

其抗菌作用稍低于阳性对照乙胺丁醇，但其化学结构不

图 3 腺果藤属植物中木质素类化合物的结构（化合物

35～40）

35（7″S，8″R）
36（7″R，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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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腺果藤属植物中木质素类化合物的相关信息（化

合物35～40）

编号

3535

3636

3737

3838

3939

4040

名称

（7″S，8″R）-5-hydroxy-7″-（4″-hydroxy-3″-methoxyphenyl）-8″-
（hydroxymethyl）-3-（2R-hydroxyphenyl）-8-methyl-7″，8″-
dihydropyrano[3，2-g]chromen-4（9H）-one

（7″R，8″S）-5-hydroxy-7″-（4″-hydroxy-3″-methoxyphenyl）-8″-
（hydroxymethyl）-3-（2R-hydroxyphenyl）-8-methyl-7″，8″-
dihydropyrano[3，2-g]chromen-4（9H）-one

（7″S，8″R）-5-hydroxy-7″-（4″-hydroxy-3″，5″-dimethoxyp-
henyl）-8″-（hydroxymethyl）-3-（2′-hydroxyp-henyl-8-methyl-
7″，8″-dihydropyrano[3，2-g]chromen-4（9H）- one

（7″R，8″S）-5-hydroxy-7″-（4″-hydroxy-3″，5″-dimethoxyp-
henyl）-8″-（hydroxymethyl）-3-（2′-hydroxyphenyl-8-methyl-
7″，8″-dihydropyrano[3，2-g]chromen-4（9H）- one

（7′R，8′S）-9′-甲氧基-脱氢二联苯甲醇
（7′S，8′R）-9′-甲氧基-脱氢二联苯甲醇

来源植物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来源部位

叶

叶

叶

叶

叶
叶

参考文献

[13]

[13]

[13]

[13]

[13]

[13]

图 4 腺果藤属植物中皂苷类化合物的结构（化合物

41～46）

41

42

43

44

45

46

表 5 腺果藤属植物中酚类化合物的相关信息（化合物

47～51）

编号
4747

4848

4949

5050

5151

名称
（+）-五氯苯酚
R-甲基-3-（4-羟基-3-甲氧基苯基）-3-羟基丙酸酯
1-（4-羟基-3，5-二甲氧基苯基）-1，2-丙二醇
pisoquinoline

methyl syringate

来源植物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来源部位
茎
茎
茎
茎
茎

参考文献
[18]

[18]

[18]

[18]

[18]

图 5 腺果藤属植物中酚类化合物的结构（化合物 47～

51）

47 48 49 50 51

表 4 腺果藤属植物中皂苷类化合物的相关信息（化合

物41～46）

编号
4141

4242

4343

4444

4545

4646

名称
3-O-β-D-glucuronopyranosyl olean-12-en-3β-ol-28-oic acid

3-O-{β-D-glucuronopyranosyl}-28-O-β-D-glucopyranosyl
olean-12-en-3β-ol-28-oic acid

3-O-{β-D-glucopyranosyl（l->2）-D-xylopyranosyl（1->3）]-
β-D-glucuronopyranosyl}-28-O-β-D-gluop-yranosyl olean-
12-en-3β-ol-28-oic acid

3-O-{ β-D-glucopyranosyl（l->2）[ β-D-glucopyranosyl（l->2）
β-D-xylopyranosyl（1->3）]-β-D-glucuronopyranosyl}28-O-β-
D-gluopyran-osyl olean-12- en-3β-ol-28-oic acid

仲糖苷类皂苷①
仲糖苷类皂苷②

来源植物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P. umbellifera

来源部位
叶

叶

叶

叶

叶
叶

参考文献
[1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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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现有抗结核药物，可为新药开发的先导化合物研究

提供基础。Wu等[12]从腺果藤茎和根的甲醇提取物中分

离鉴定出5个对结核分枝杆菌具有体外抑制活性的化合

物，其中（2S）- 5，7，2′-三羟基-8-甲基黄酮（化合物 1）抗

结核作用最强，最低抑菌浓度（MIC）值为 12.5 µg/mL。

综上，根据已有研究可推测，腺果藤属植物中抗结核作

用的化合物较多，可作为抗结核药物新药开发的先导化

合物，为新药开发提供思路。

2.2 抗炎镇痛作用

炎症是一种因感染引起的防御性反应，有一些疾病

引起的炎症反应非常严重[21]。在印度传统医学上，抗风

桐可以治疗关节炎疾病[22]。Sen等[23]采用小鼠足趾肿胀、

热板法和醋酸扭体等模型证明，腺果藤叶甲醇提取物对

其具有显著的抗炎镇痛作用。Liu等[13]研究发现，从胶

果木茎中分离出的化合物 desmethoxymatteucinol（化合

物 16）和 ozoroalide（化合物 75）可体外抑制巨噬细胞内

由脂多糖诱导的 NO 产生，具有较强的体外抗炎活性。

王馨慧等[24]研究发现，抗风桐叶中含有酚类化合物，具

有抗炎镇痛作用。

2.3 抑菌作用

与许多天然产物一样，腺果藤属植物中也有很多具

有抑菌活性的化合物。Sutthivaiyakit等[14]对从抗风桐根

分离得到的9个化合物，分别采用蜡样芽胞杆菌和粪肠

球菌等12种真菌开展抑菌实验，结果发现，亲脂性更高

的化合物 2′-羟基去甲氧基松香醇（化合物 4）抑菌活性

强，但C-2′位有酚醛基取代时其抑菌作用减弱。此外，

Firdhouse等[25]以抗风桐作为原料合成的银纳米粒子对

白念珠菌和酿酒酵母的增殖具有抑制作用。Sharmila

等[26]以胶果木叶为原料合成了纳米颗粒，结果发现，其

对黄曲霉和索氏镰刀菌的增殖也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3 结语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腺果藤属植物化学成分的

研究较少，仅从其中分离鉴定出了75种化合物，主要包

括黄酮类、色酮类、木脂素类、皂苷类、酚类等成分。其

中，黄酮类和色酮类化合物都存在于腺果藤属植物的根

和茎中，而皂苷类、木质素类和酚类化合物都存在于该

属植物的茎和叶中。已报道的腺果藤属植物中的化合

物以黄酮类最多，可推测其主要成分可能为黄酮类化合

物。目前，仅胶果木中发现含有皂苷类和木质素类化合

物，而色酮类化合物仅在腺果藤中分离获得，因此，腺果

藤属不同植物间化学成分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腺果

藤属植物中的部分化合物具有抗结核、抗炎镇痛、抗真

菌等药理作用，且近年相关研究呈逐渐增多的趋势。腺

果藤属植物中的多个成分对结核分枝杆菌具有较好的

体外抑制作用，这为抗结核病药物的筛选提供了参考。

综上，腺果藤属植物具有一定的药用开发潜力，但

目前研究深度不够，需要采用现代天然产物化学、药物

筛选和药理研究方法开展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为该属

植物的综合利用和新药开发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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