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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橘红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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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从有效成分分析、质量标准研究、药理及临床研究、栽培技术4个方面就近年化橘红的研究 

进展进行了综述，并对今后化橘红的研究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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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advance on medicinal components analysis，quality standard study，pharmacodynamics 

and clinical treatment，cultivation of Hua Ju Hong are summarized．Personal proposals about the further researches 

of Hua Ju Hong are also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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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橘红”为芸香科柑橘属植物柚(Citrus grandis Osbeck)及其变种化州柚(Citrus grandis Osbeck var．to． 

mentosa Hort．)未成熟或近成熟果实的干燥外果皮，为理气化痰、健脾消食之常用中药  ̈。化州柚产于广东 

省化州市，果实较小，果瓤酸苦。化橘红品种有正毛、副毛、光青之分，以正毛品质最佳 J。由于化州市所产 

橘红具有独特的药效，历史上早就形成了“化橘红”品牌l3j，所以，道地的化橘红应是化州市所产正毛橘红未 

成熟的干燥外果皮 J。目前，国际上掀起了新一轮中医药热，被誉为“绿色药物”、“天然药物”的传统中医药 

逐渐成为世人青睐的对象。中医药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为“化橘红”抢占更大市场份额创造了 

有利条件。为了促进化橘红的研究与开发，本文就近年“化橘红”的主要研究进展综述如下，供有关研究人 

员和生产者参考。 

1 有效成分分析 

化橘红人药的部位主要是未成熟果实或近成熟果实的外果皮，有效成分的分析主要以干燥果皮为材料。 

黄飞龙等 的研究结果表明，化橘红主要有效成分有挥发油、黄酮、香豆素类化合物、多糖等，程荷凤等 曾 

对化橘红的挥发油成分进行了分析，确定了柠檬烯等1O种成分，林励等 用 GC—MS法对不同品种化橘红挥 

发油成分作了比较，结果显示，化州柚及柚果皮挥发油含量在0．72％ 一0．95％之间，在检出的34个成分中， 

两者共有成分达 32个，但化州柚富含的 一松油烯却不能从柚中检出。挥发油中主要成分均为柠檬烯，含量 

均高于37％，柠檬烯及两者均含的 一蒎烯、p．蒎烯都有杀菌抗炎作用 。挥发油其他成分的药理作用有待 

研究。 

韦英杰等人 用分光光度法i贝4定化橘红总黄酮含量为8．66％。化橘红黄酮类成分中含有柚皮苷(Bar- 

ingin)及少量野漆树苷(rhoifolin)、枳属苷(poncirin)及新橙皮苷(neohesperidin)̈ ，其中柚皮苷是化橘红的 

主要化学成分之一。黄酮类成分含量随果实的发育产生变化，随着果龄的增加，化州柚果皮和叶中柚皮苷及 

总黄酮含量均呈显著性下降趋势；但成果初期果皮中野漆树苷含量随果龄的增加而显著升高，62 d后才显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李润唐等： 化橘红研究进展 83 

著下降，叶中野漆树苷含量则无显著性变化。从经济价值和有效成分含量两方面综合考虑，果龄34 d时采 

收化州柚幼果，果龄 55 d时采收化州柚未成熟果较为合适 ̈ 。不同炮制方法对化橘红中柚皮苷含量产生 

较大影响，据研究，静电干燥品柚皮苷含量明显高于烘干干燥、自然干燥和真空干燥，静电干燥是炮制化橘红 

的较好方法 。柚皮苷元是黄酮类成分之一，毛橘红和光橘红的柚皮苷元含量无显著性差异。柚皮苷元含 

量与药材果实直径成反比，直径越大，含量越低 ；而直径大小与果龄成正比，果龄越大，直径越大，即随着果龄 

的增长，柚皮苷元含量逐渐降低，这与化橘红中总黄酮含量的变化趋势一致  ̈。化橘红的指纹图谱研究显 

示柚皮苷元比其他黄酮类成分更稳定 1 。因此 ，柚皮苷元含量有可能作为衡量化橘红质量优劣指标之一， 

为化橘红的质量控制及采收期的确定提供依据。 

陈志霞等人  ̈用硅胶柱色谱进行分离纯化，光谱分析鉴定结构，研究化橘红中香豆素类成分，首次从化 

橘红药材非挥发性部位分离到2个香豆素类化合物，分别为：异欧前胡素(I)、佛手内酯(II)。薄层色谱 

指纹图谱显示，不同品种化橘红药材的香豆素类成分存在较大的差异  ̈。 

陈华萍等人 采用苯酚一硫酸比色法对化州市中药厂基地提供的化橘红 5个样品的多糖含量进行了 

测定。正毛化橘红3个样品的多糖含量分别为11．38％、9．13％、8．77％ ，副毛化橘红2个样品的多糖含量分 

别为6．78％、5．93％。正毛化橘红多糖含量高于副毛化橘红，分析结果与正毛化橘红质量优于副毛化橘红 

的观点相一致。化橘红多糖具有显著的止咳化痰作用，对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具有良好的疗效。 

中药现代化的关键是中药有效成分的分离和临床研究，所以只有发展和完善分离与分析化橘红有效成 

分的工艺，才有可能真正地实现化橘红药品的产业化和现代化。可以预测，不断发展的新分离分析技术必将 

推动化橘红新有效成分的发现，有效成分的定性定量分析以及结构鉴定，为化橘红的市场拓展提供基础保 

证 

2 质量标准研究 

橘红珠是化州柚的未成熟幼果，民间传统常以春末夏初自然脱落的幼果人药 ，彭维等人 采用聚酰 

胺薄膜层析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其中的柚皮苷含量为 7．62％ ～20．03％，为橘红珠质量标准的制定提 

供了科学依据。欧剑锋等 叫认为，制定化橘红药材质量标准时，所有指标以质量分数计，含水量应不超过 

1 1．4％，总灰分不高于3．66％，酸不溶性灰分不高于0．08％，冷浸法水溶性浸出物含量不低于31．87％，热浸 

法水溶性浸出物含量不低于 40．91％，冷浸法醇浸出物含量不低于 18．28％，热浸法醇浸出物含量不低于 

22．57％ 。 

3 药理及临床研究 

张秀明等 比较了毛橘红和光橘红的化痰和抗炎作用，发现毛橘红的化痰和抗炎作用大于光橘红，药 

效学研究显示，毛橘红明显优于光橘红。陈岩等 比较了橘红和化橘红的功效，化橘红化痰理气，健脾消 

食，适于胸中痰滞，咳嗽气喘，饮食积滞，呕吐呃逆等症；橘红理气宽中，燥湿化痰，适用于咳嗽痰多及食积不 

化等症而无热象者，得礞石之气，故化痰力更胜。蔡玉仙在化州市从医几十年，较广泛地应用化橘红于临床， 

取得较好的疗效，特别对梅核气、肠湃、幻听症等“痰证”的治疗具有良好的效果 。化橘红主要用于中成药 

的原料药。现有产品的开发主要集中于治疗化痰止咳，如止咳橘红口服液、止咳定喘丸、橘红痰咳胶囊 、苏桑 

止咳颗粒剂、咽炎康、橘红化痰胶囊、橘红痰咳液、橘红痰咳药膏等，产品剂型有胶囊、冲剂、膏剂和糖浆等。 

笔者认为，应加大化橘红营养保健品的开发。 

4 化橘红的栽培 

严振等 最早报道了化橘红的栽培技术。贺红等 按《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行)》的要求，从 

药用价值、生物学特性、品种类型、种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与加工、质量标准及检测等方面系统地 

介绍了化橘红原植物的规范化栽培技术。谢春生_2 认为，化州柚性喜温暖、湿润，种植地宜选择阳光水源充 

足，坡度在 25。以下，土层深厚、疏松肥沃、排水 良好的山坡地；化橘红育苗方法有压条、实生、嫁接 3种，压条 

育苗法操作简单 、成苗快、结果早 ，并能保持母树的优良性状。谢春生还系统地叙述了化橘红的建园、土肥水 

管理、树体调控、花果管理和病虫防治等栽培措施。张雄基等 对化橘红幼树的栽培管理技术进行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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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中介绍的枝梢管理技术值得借鉴。针对化橘红栽培中病虫害严重的问题，蔡岳文等 介绍了化橘 

红常见病虫害及其防治，重点提出了农业防治和化学防治方法，忽视了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为确保化橘红 

的用药安全，在化州柚果实的质量控制方面，钟继洪等_2 用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商务部药用植物及制剂 

进出口绿色行业标准、通用单项污染指数和综合污染指数评价方法对化州化橘红主产区土壤和化橘红幼果 

的重金属元素污染状况进行了分析评价，为化橘红产品的安全生产提供了新的思路。从上述文献内容看，化 

橘红的栽培技术特点没有体现出来，化橘红果实是中药，它的栽培技术应有别于柑橘属植物的一般栽培技 

术 

5 建议 

5．1 扩大化州柚的栽培种植面积 

目前各地所用的化橘红药材来源主要还是以柚的果皮加工成光七爪或光五爪。但功效又是以化州柚的 

果皮加工成的毛七爪和化州柚幼小果实的橘红珠较好 ，而目前化州柚的产量少。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大 

力开展化州柚的栽培技术研究工作，扩大化州柚的栽培种植面积，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增加化州柚的产量， 

以满足医疗上的需求。 

5．2 加强药理及产品应用开发研究 

目前化橘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及品种鉴定等方面，药理及产品应用开发方面研究 

较少，医药部门应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力度，拓宽化橘红的应用市场。 

5．3 研究提高化橘红有效成分的栽培技术 

化橘红有效成分的现代栽培技术，尤其是应用生物技术进行组织培养或细胞工程研究方面尚无报道。 

化橘红有效成分的提高可减少栽培面积，提高经济效益，建议有关部门支持这方面的研究。 

5．4 加强有效成分分析新技术和质量标准研究 

化橘红今后的分离分析研究应该是在充分利用各种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更稳定、可控、高 

效的分离与分析途径，同时还要合理提高不同的技术与方法在分析化橘红过程中的联用程度。只有将分离 

与分析化橘红有效成分的工艺发展完善，才有可能真正地实现化橘红药品的产业化和现代化。政府有关部 

门应组织医院、中药厂和农业科研单位共同开展化橘红质量标准研究，必须制定原料质量标准、成药质量标 

准、临床用药标准，使化橘红的应用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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