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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果为银杏科植物银杏（Ginkgo biloba L.）的干燥

成熟种子，首载于元代吴瑞所著《日用本草》[1]，主产于我

国广西、江苏、山东等多个省市。白果在临床使用时主

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除去肉质外种皮，稍蒸或略煮后，烘

干使用；二是除去杂质及硬壳后取种仁，作为白果仁使

用。白果味甘、苦、涩，性平，有毒 [2]，具有敛肺益喘、止

带缩尿的功效，现代常用于治疗咳喘、尿频、肺结核[3]、痤

疮[4]等。白果内所含的氢氰酸具有毒性，故白果不宜多

吃，更不宜生吃[5]。白果的不良反应早在《滇南本草》就

有记载“不可多食，若食千枚，其人必死，多食壅气发胀

而动风”[6]，《本草品汇精要》记载其“生食发病”[7]。目前，

白果毒性不良反应也常见于临床报道，通过近年来白果

不良反应事件分析发现，过量食用白果及白果仁可引起

惊厥、恶心、呕吐等中毒反应，以及头晕、头痛、低热及胃

肠道反应等不良症状[8-11]。为了深入了解白果的炮制方

法、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等的研究进展，笔者以“白果”

“炮制方法”“工艺”“化学成分”“药理活性”“临床应用”

“Ginkgo biloba seed”“Processing methods”“Technology”

“Chemical constituents”“Pharmacological actions”“Clini-

cal applications”等为关键词，组合查询 1962年 1月－

2019年 1月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网、PubMed等数

据库中的相关文献，以及各省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和相

关书籍，综述白果的炮制方法、化学成分、药理活性和临

床应用。结果，共检索到相关文献223篇，其中有效文献

79篇。现分别对白果的炮制方法、化学成分、药理活性

和临床应用进行综述，以期为白果的合理使用与质量标

准制定提供参考。

1 白果的炮制方法

1.1 白果的传统炮制方法

白果炮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精准用药及降低其毒

性，其最早炮制方法见于明代《滇南本草》“同糯米蒸”[6]；

随后又出现“火煨”[7]、“去壳，切碎，炒或炒黄”[12-15] 、“去

膜”[13]等炮制方法，至清代增加了“炒香”[16] 、“去皮心煮

熟蜜饯”[17]、“香油浸两三年，去壳用肉”[18]等炮制方法。

1.2 白果的现代炮制方法

白果的现代炮制方法在各版《中国药典》及各省市

炮制规范中略有不同，如 1963年版《中国药典》[19]、1977

年版《中国药典》[20]在“白果”项下收载的饮片品种为白

果仁和熟白果，1963年版《中国药典》中熟白果的炮制方

法为“取拣净的白果，蒸熟、炒熟或煨熟，去壳即得”，

1977年版《中国药典》记载为“取净白果，蒸熟或炒熟，去

壳”，删除了煨熟的炮制方法；1985年版至2015版《中国

药典》中的饮片品名分别为白果仁、炒白果仁，炮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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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综述白果的炮制方法、化学成分、药理活性及临床应用的研究进展，为其后续开发及应用提供参考。方法：以“白

果”“炮制方法”“工艺”“化学成分”“药理活性”“临床应用”“Ginkgo biloba seed”“Processing methods”“Technology”“Chemical con-

stituents”“Pharmacological actions”“Clinical applications”等为关键词，组合查询 1962年 1月－2019年 1月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

普网、PubMed等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并结合各省、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和相关书籍，对白果的炮制方法、化学成分、药理活性及

临床应用进行综述。结果与结论：共检索到相关文献223篇，其中有效文献79篇。白果的传统炮制方法主要有与糯米同蒸、火煨、

香油浸泡等，现代炮制方法主要有净制、炒制、蜜制、蒸制、煨制。白果的化学成分主要有黄酮类化合物（银杏双黄酮、异银杏黄素、

松柏苷等）、萜内酯类化合物（银杏内酯A、银杏内酯B、银杏内酯C等）、酚酸类化合物（白果酸、白果酚、白果二酚）、有机酸类化合

物（油酸、亚油酸、二十碳三烯酸）。白果的药理活性有抗氧化、抗炎、神经保护、抗肿瘤、抗菌等。白果传统的临床应用主要有治疗

痰多喘咳、带下白浊、遗尿（白果炮制品），治疗带下白浊、头部及面部癣疮（白果生品）等；现代临床应用主要采用白果炮制品，如白

果作佐使药可收敛止带，作臣药可燥湿止带、缩小便，作君药可平喘；与抗生素联用可治疗肺源性心脏病。白果生品有毒，应用时

一般先将其炮制以降低其毒性，其化学成分丰富，药理活性广泛，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建议在后续研究中可通过建立白果及其炮

制品的质量控制成分，保证白果的临床应用安全，以期为白果的开发和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白果；炮制方法；化学成分；药理活性；临床应用

··123



China Pharmacy 2020 Vol. 31 No. 1 中国药房 2020年第31卷第1期

为净制及清炒，即“取白果，除去杂质及硬壳，用时捣碎”

（白果仁）以及“取净白果仁，置锅内，用文火炒至有香

气，取出，放凉，用时捣碎”（炒白果仁）[2，21-26]。白果在我

国大部分省、市的炮制规范中收载的炮制方法与各版

《中国药典》基本一致，即净制和清炒法，另外如江苏省、

河南省、贵州省等地的炮制规范中收载的炮制方法也使

用蒸法[27-29]；湖北省、江西省的炮制规范中收载的炮制方

法则使用煨法，炮制工艺为“取净白果，用湿草纸裹好，

置灰火中煨至有香气，取出，打破去壳”[30]；河南省的炮

制规范中收载的炮制方法则使用蜜法，即“取捣碎的白

果仁，照蜜炙法炒至表面呈黄色，不粘手。每 100 kg白

果仁，用炼蜜12 kg”[28]。白果在我国各省、市的炮制规范

中的炮制方法见表1。

由表1可知，白果临床应用的饮片品种为白果、白果

仁、炒白果仁、熟白果、煨白果以及蜜白果仁等，涉及的

炮制方法为净制、炒制、蜜制、蒸制、煨制等，炮制方法较

为丰富且具地方特色。此外，余圆圆[31]发现微波炮制也

是一种较好的炮制方法；顾林融等[32] 还发现可利用砂炒

白果仁使其均匀受热且易除去外壳，不仅使白果仁色泽

均匀，而且减少白果仁炮制品的浪费。

2 白果的化学成分研究及炮制对其化学成分的

影响

2.1 白果的化学成分

白果中含有黄酮类[33]、萜内酯类[34]、酚酸类[35]等多种

有效成分，但其成分含量标准目前未在 2015年版《中国

药典》中规定，基于此，笔者通过综述近年白果化学成分

研究，以期为白果进一步质量制定提供参考。

2.1.1 黄酮类成分 孟凡瑞等[33]利用闪式提取器以液

料比30 ∶ 1、浸泡12 h、80％乙醇提取白果黄酮，并鉴定出

银杏双黄酮、异银杏黄素、金松双黄酮和银杏黄素。周

桂生等[36]通过乙醇回流提取和柱色谱分离首次在白果

仁中发现松柏苷、甘草苷、腺苷与熊果酸，同样分离得到

金松双黄酮、银杏黄素、异银杏黄素成分。

2.1.2 萜内酯类成分 萜内酯类成分包括二萜内酯类

和倍半萜内酯，目前已从白果内分离出银杏内酯A、银

杏内酯B、银杏内酯C、银杏内酯M、银杏内酯 J、白果内

酯等[34]。

2.1.3 酚酸类成分 酚酸类成分是一类 6-烷基或 6-烯

表1 白果在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炮制规范中的炮制方法

分类
净制

炒制

蜜制
净制

炒制、蒸制

煨制

饮片品名
白果仁

炒白果仁

蜜白果仁
白果

熟白果

煨白果

炮制方法
取白果，除去杂质和硬壳，用时捣碎

取净白果，除去硬壳
取白果，除去杂质及硬壳
除去硬壳，取仁。用时捣碎
除去杂质及硬壳。用时捣碎
将原药敲去外壳，除去霉粒等杂质筛去灰屑
取净白果，除去硬壳，拣去霉粒
取白果，除去杂质。用时去壳及霉、油者。捣碎
取净白果，除去杂质、硬壳。用时捣碎
取白果，除去杂质和硬壳，用时捣碎；除去杂质，去壳取仁
取白果，除去硬壳及杂质，筛去碎屑
取白果，除去硬壳及杂质。用时捣碎
取白果仁，置锅中，用文火炒至黄色，取出，晾凉。用时捣碎
取净白果仁，置锅内用微火炒至有香气，取出，放凉。用时捣碎
取净白果，用文火炒至表面显黄色，取出，放凉，去壳取仁。或取白果仁蒸透，取出，干燥
取净白果仁，照炒黄法，炒至有香气。用时捣碎
取净白果仁，照清炒法炒至有香气。用时捣碎
取净白果仁，置锅内，文火炒至表面显黄色，有香气逸出时，取出，放凉
取白果仁，置锅内用文火炒至黄色，并有香气时取出放凉，用时捣碎；或取生白果蒸熟晒干去壳
或炒后去壳，用时捣碎

取净白果仁，照清炒法炒至黄色有香气，用时捣碎
取净白果仁，照清炒法用文火炒至表面显黄色，有香气逸出；或蒸熟。用时捣碎
取捣碎的白果仁，照蜜炙法炒至表面呈黄色，不粘手。每100 kg白果仁，用炼蜜12 kg

取白果，除去杂质，筛去灰屑

取白果，除去杂质
除去杂质
取净白果，用文火加热，炒至表面显黄色，取出，放凉，去壳；或取白果仁蒸透，取出干燥
取净白果，照清炒法炒至表面显黄色，去壳；或取白果仁，蒸透，取出，干燥
取净白果仁，照蒸法、煮法或煨法至透，取出干燥，用时捣碎
取净白果，用湿草纸裹好，置灰火中煨至有香气，取出，打破去壳

各省、市炮制规范
《天津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12年版》《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8年版》《山东省中药饮片
炮制规范2012年版（上）》《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年版》《重庆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及
标准2006年版》《四川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2年版》

《全国中药炮制规范1988年版》

《北京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8年版》

《吉林省中药炮制标准1986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7年版》

《辽宁省中药炮制规范1986年版》

《上海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18年版》

《江苏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2年版》

《浙江省中药炮制规范2005年版》

《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年版》

《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8年版》

《湖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10年版》

《贵州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年版》

《吉林省中药炮制标准1986年版》

《辽宁省中药炮制规范1986年版》

《江苏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2年版》

《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年版》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年版》《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8年版》

《山东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12年版（上）》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7年版》

《重庆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及标准2006年版》《四川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2年版》

《贵州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年版》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年版》

《全国中药炮制规范1988年版》《江苏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2》《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5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7年版》

《北京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8年版》

《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8年版》《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年版》

《全国中药炮制规范1988年版》

《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年版》

《湖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18年版》

《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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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水杨酸的衍生物，以白果外种皮中含量最高，主要有

白果酸、白果酚、白果二酚、氢化白果酸、氢化白果亚酸、

漆树酸和原儿茶酸等，银杏叶及白果仁中也含有较高的

酚酸类成分[35]。傅丰永等[34]最早从国产白果中分离出6-

羟基-2-十四烷基苯甲酸，并命名为氢化白果亚酸。李转

梅等[37]通过甲醇回流乙酸乙酯萃取法得到总银杏酸，且

发现白果各部位中均含有白果酸、白果新酸、十七烷二

烯银杏酸、氢化白果酸和十七烷一烯银杏酸，其中白果

酸含量最高。

2.1.4 有机酸类成分 周维书等[38]采用衍生化的气相

色谱-质谱分析法对北京产白果仁所含脂肪酸进行分

析，结果发现白果仁含 20个有机酸成分，以油酸、亚油

酸、二十碳三烯酸为主，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占总量的

87.11％。周桂生等[39]采用 95％乙醇提取白果仁中的成

分，再用石油酸、乙酸乙酯、正丁醇萃取后经硅胶柱色谱

分离，共分离得到二十六烷酸、棕榈酸等。

2.1.5 其他成分 杨强[40]从白果中分离出白果多糖，并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分析白果多糖的单糖组成为甘露

糖、半乳糖醛酸、葡萄糖和半乳糖。白果中还存在多种

挥发性成分，王蓉等[41]通过60 ℃顶空固相萃取45 min以

及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发现白果主要的挥发性成分

包括肉豆蔻醛、（Z，Z）-7，10-十六二烯醛、（Z）-13-十八烯

醛、2，3-丁二醇等。黄文等[42]利用薄层色谱和高效液相

色谱分离白果中的类胡萝卜素，利用比色法测定其含

量，发现白果中的类胡萝卜素以叶黄质类为主，其次是

β-胡萝卜素和α-胡萝卜素。周桂生等[36]从白果仁中分离

出β-谷甾醇及其葡萄糖苷、二十九烷醇、腺苷等。此外，

Shan SJ等[43]还从白果中分离出 2种新的酚类糖苷类化

合物 7S，8R-尿嘧啶苷-9’-O-β-D-葡萄糖苷和 scropheno-

side G。

2.2 炮制对化学成分的影响

余圆圆[31]通过研究炒制、煮制及微波法 3种炮制法

对白果中毒性成分与有效成分的影响，发现3种加热方

法均能显著降低白果中的毒性成分4’-O-甲基吡哆醇与

银杏酚酸含量，其中微波法可降低白果中毒性成分并能

最大程度保留有效成分。Lim HB等[44]在 90～150 ℃下

对白果进行热处理，结果显示，1 h内白果中 4’-O-甲基

吡哆醇含量随着热处理时间的延长而降低，推测 4’-O-

甲基吡哆醇在热处理过程中转化为吡哆醇；同时，另有

研究[45]发现，随烘制温度与时间的升高与延长，白果中

总氰化物含量降低，210 ℃温度下烘制，白果中4’-O-甲

基吡哆醇含量下降达到70％以上，说明加热炮制可显著

降低白果毒性。

李转梅等[37]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白果不同炮

制品中白果酸和总银杏酸（包括白果新酸、十七烷二烯

银杏酸、氢化白果酸、十七烷一烯银杏酸）含量，结果发

现，白果酸较4种银杏酸含量最高；去皮、炒、蒸、煮制均

可降低白果酸和总银杏酸的量，含量高低依次为全白果

＞白果仁＞去皮白果仁＞煮白果仁＞炒白果仁、蒸白果

仁，说明炒制与蒸制可明显降低白果酸与总银杏酸含

量。张群群等 [46]用高效液相色谱-蒸发光散射（HPLC-

ELSD）法测定白果内酯和银杏内酯A、B、C 4种萜内酯

类成分的含量，结果发现，胚中白果内酯和银杏内酯A、

B、C的含量高于中种皮、胚乳及内种皮，且加热、炒、蒸、

煮制 4种炮制方法均能使这 4种萜内酯类成分含量降

低。罗曼等[47]建立了白果仁萜类内酯成分指纹图谱测

定方法，发现白果仁经炮制后，萜类成分色谱峰减少，峰

面积比值略低，认为可能与炮制过程中加热因素有关。

刘俊峰等[48]发现白果随着蒸煮时间的延长，白果新酸、

白果酸、十七烷一烯银杏酸的含量呈不断降低趋势。

3 白果活性成分的药理作用及炮制对药理作用的

影响

3.1 白果活性成分的药理作用

目前白果及白果活性成分的药理研究和开发利用

主要集中在黄酮类、萜内酯类、酚酸类、多糖等成分上，

具有抗氧化、抗炎、神经保护、抗肿瘤、抗菌等药理活性。

3.1.1 抗氧化作用 白果中黄酮类成分及萜内酯类成

分等具有抗自由基氧化、抗炎的药理作用[49]。李树立等[50]

研究了4个品种的白果（佛手、佛指、金坠、圆铃）中白果

总黄酮的抗氧化活性，发现白果总黄酮具有较好的清除

二苯基苦基苯肼（DPPH）自由基、超氧阴离子自由基、2，

2-联氮-二（3-乙基-苯并噻唑-6-磺酸）二铵盐（ABTS）自

由基和还原能力，抗氧化作用以佛指总黄酮效果最优。

Zhou H 等 [51]从银杏种子中纯化出银杏种仁抑菌蛋白

（GBSP），该蛋白质对 DPPH、ABTS 和超氧阴离子等自

由基具有显著的清除作用。

3.1.2 抗炎作用 陈敏等[52]研究发现白果糊剂外用对

耳廓肿胀模型小鼠、足趾肿胀模型大鼠急性炎症具有良

好的抗炎作用。祝娟娟[53]发现银杏酸不仅能抑制二甲

苯所致的小鼠耳肿胀及角叉菜胶所致的足趾肿胀，还能

显著抑制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腹部皮肤毛细血管通透性

增加，减轻小鼠变应性接触性皮炎。

3.1.3 神经保护作用 银杏内酯及白果内酯具有神经

保护、抗细胞凋亡、恢复缺血区供血、抑制兴奋性毒性与

能量代谢、调节星形胶质细胞的作用，可显著治疗缺血

性脑卒[49]。银杏内酯A能显著改善缺血再灌注模型小鼠

的神经症状，降低模型小鼠脑梗死范围，其作用机制与

抑制NF-κB信号通路及下调大脑皮层 p53 mRNA、胱天

蛋白酶3（Caspase-3）的表达有关[54]。在小鼠行为学实验

中，有研究发现微波炮制后的白果相比生白果能显著改

善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且其机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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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神经细胞的凋亡与退化有关[55]。

3.1.4 抗肿瘤作用 王俊 [56]通过建立 C57BL/6J 小鼠

Lewis肺癌（Lewis lung cancer，LLC）移植瘤模型，发现白

果外种皮提取物对移植瘤的生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

且可干预LLC细胞免疫逃逸，其机制可能与调节Lewis

肺癌肿瘤自身 Fas/FasL 配体系统和诱骗受体 3（Decoy

receptor 3，DcR3）的表达以及降低机体免疫系统和肿瘤

微环境中调节性T细胞比例有关。陈颖等[57]也发现白果

外种皮提取物联合化疗药物顺铂对S180荷瘤小鼠的抗

肿瘤效果具有增效减毒的作用。根据国外研究发现，白

果中的银杏酸通过抑制驱动脂肪生成的途径来抑制胰

腺癌的发展[58]。

3.1.5 抗菌作用 相关研究表明，白果的水提物比醇提

物具有更好的抗菌效果，白果提取物具有抑制黑曲霉

菌、黄曲霉菌、米曲霉菌、大肠杆菌、绿脓杆菌、金黄色葡

萄球菌的作用，其醇提物对真菌黄曲霉和细菌金黄色葡

萄球菌的抑制效果较好，且抑制细菌的能力强于抑制真

菌[59]。徐子恒等[60]通过体外建立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被

膜，发现新鲜白果外种皮多糖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被

膜具有良好的体外抑制作用，为新鲜白果外种皮多糖的

后续开发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3.1.6 其他药理作用 此外，白果中多糖成分还具有降

血糖、免疫调节等多种生物活性[37]。ChenY 等[61]发现白

果多糖还具有诱导小鼠骨髓来源树突状细胞成熟的作

用。相关研究证明，银杏酸可引起小鼠严重肝损伤，并

引起许多代谢紊乱[62]。

3.2 炮制对白果活性成分药理作用的影响

据报道，白果及白果仁中的白果酸等成分对皮肤和

黏膜可产生刺激作用，使中枢神经先兴奋后抑制，可引

起末梢神经障碍，导致急性中毒[63]，白果中主要毒性成

分为4’-O-甲基吡哆醇、氢氰酸与银杏酚酸，化学成分研

究显示炮制后能使其氢氰酸和白果酸等毒性成分减少，

达到减毒的目的。Lim HB等[45]发现，随着烘制温度与时

间增长，4’-O-甲基吡哆醇与氢氰酸含量显著降低，而抗

氧化活性增强，其抗氧化活性在210℃下最高。余圆圆[31]

通过研究发现微波炮制白果能提高小鼠的抗氧化能力，

激活神经细胞能量代谢水平，抑制神经细胞凋亡与退

化，具有神经保护作用；并证明了微波炮制后的白果对

阿尔茨海默病模型小鼠有一定的神经保护作用，为白果

临床上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提供参考。

4 白果的临床应用研究

4.1 白果的传统应用

白果在历代本草文献中所记载的功效和用途大致

相同，《本草纲目》《本草征要》《本草易读》等均以白果生

品解酒、降痰、消毒杀虫为主要功效，白果炮制后毒性降

低，其炮制品主要以温肺益气、定喘嗽、缩小便、止白浊

为主要功效，用于治疗痰多喘咳、带下白浊、遗尿、尿频、

皶疱、疥癣阴虱等。

白果生品在《滇南本草》[6]中记载：“以菜油调搽面皮

上风血或大疮不出头者，白果肉同糯米蒸，合蜜丸，与核

桃捣烂为膏服之，治噎食反胃，又治带下白浊；捣烂敷太

阳穴，止头风眼疼，又敷无名肿毒”。《本草纲目》载其生品

可治疗头部及面部癣疮[64] ，《医便》载其捣烂治痘毒 [65]，

《食物本草》中记载其生品能治狗咬伤[66]。

白果性平和，能敛肺气，平喘咳，消痰涎，常与其他

止咳平喘、收敛止带药配伍，用于治疗痰多喘咳和带下

白浊、遗尿尿频。如《摄生众妙方》中的鸭掌散，白果配

伍麻黄、甘草使用治疗哮喘痰嗽兼风寒[67]；《扶寿精方》

的定喘汤中，炒白果与黄芩、半夏、麻黄等配伍使用治疗

外感风寒且肺有蕴热、喘咳痰多[68]；《中国药物大全》的

哮喘丸中，白果与川贝母、麻黄、五味子配伍治疗久咳气

喘、咳痰不爽[69]。《竹林女科证治》的银杏汤中，白果与薏

苡仁、山萸肉、山药等配伍，用于脾肾亏虚，白带白浊连

绵不断 [70]；《傅青主女科》的易黄汤中，白果与黄柏、芡

实、车前子等配伍，可用于湿热下注、带下黄稠腥臭；与

乌药、山萸肉、覆盆子等配伍，可治疗下焦虚寒、小便频

数或遗尿[71]。

4.2 白果的现代临床应用

由于白果生品有毒，现代临床使用以其炮制品居

多。如《现代实用中药》载其核仁可治喘息，果肉可用于

治疗肺结核[72]。白果仁主要用于治疗咳嗽、痰多、气喘、

白带、带下白浊、小便频数等症。2015年版《中国药典》收

载方剂“除湿白带丸”，白果仁作佐使药，用途为收敛止

带[2]。白果在现代临床应用中，也常作为臣药使用，如以

白果为臣药的鸡冠花白果止带汤对脾虚湿热型的细菌

性阴道病的有效率高且复发率低，发挥了白果燥湿止

带的功效 [73]；夏英杰以自拟黑豆白果汤治疗儿童多尿

症，方中白果作为臣药，功效为缩小便，可摄肾之精气，

促进排尿正常，此方治疗总有效率高[74]；冯文杰等[75]利用

白果敛肺定喘的功效，自拟荆僵白果方治疗变异性哮

喘，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现代临床上白果作为君药

常见于支气管哮喘的治疗，如白果平喘膏[76]。另有研究

表明，白果的方剂与西医结合使用在一些常见疾病上也

取得较好的疗效，如白果定喘方结合抗生素治疗肺源性

心脏病[77]，麻杏白果汤灌肠结合西医治疗小儿毛细支气

管炎[78]。此外，临床案例显示，炒白果还可用于治疗美

尼尔氏综合征[79]。

5 结语

白果在古代的炮制方法如与糯米同蒸法、香油浸

法、火煨法已鲜少使用，而现代多以先炒或煨后去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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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来避免古代先去壳后炒所造成的浪费和炮制不均

匀的问题。白果的主要化学成分为黄酮类、萜内酯类、

酚酸类以及有机酸类化合物等，具有抗氧化、抗炎、神经

保护、抗肿瘤、抗菌等多种药理作用。白果炮制品在传

统上主要用于痰多喘咳、带下白浊、遗尿，生品主要用于

带下白浊、头部及面部癣疮等；白果的现代临床应用在

以上基础上还用于治疗肺结核、哮喘及美尼尔氏综合征

等。由于白果生品有毒，现代临床上多用其炮制品，而

目前白果及其炮制品研究较少，且通过查阅文献发现，

白果的药理作用研究相对较少，因此笔者建议在后续研

究中可通过建立白果及其炮制品的质量控制成分，保证

白果的临床应用安全，为白果的开发和应用提供参考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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