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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患子的本草考证及研究进展*

曾庆钱　　郑良豹　　黄意成　　郑　海　　钟楚婷
（广东省中药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55） 

摘要�　无患子（Sapindus mukorossi）作为中药材始载于唐代陈藏器所著的《本草拾遗》，经过历代临

床应用的不断积累与完善，一直沿用至今。近年来，无患子的药用价值得以充分利用，尤其在日用化妆

品及洗护产品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文章通过查阅历代本草，对无患子的名称、植物形态、功效

等方面进行全面考证，并对其主要化学成分及现代药理方面展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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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 Sapindus mukorossi was first recorded in the Bencao Shiyi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was continuously accumulated and perfected through the past 
generations. In recent years, the medicinal value of S. mukorossi has been fully utilized,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cosmetics and washing products, it has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This article makes a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name, plant morphology and efficacy of S. mukorossi in the past dynasties and provides a med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S. mukoro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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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患子（Sapindus mukorossi），系无患子科

（Sapindaceae）无患子属落叶乔木。在我国具有悠

久的使用历史，早在《山海经》中即有记载，而

作为中药材则始载于唐代《本草拾遗》，别名木患

子、油患子、苦患树、黄目树、目浪树、油罗树、

洗杉树、洗手果、洗衫子、洗衫丸等。无患子主

产于我国广东、广西等长江流域以南地区，中南

半岛各地、印度和日本亦有分布，果实 9—10 月

成熟，具有清热祛痰、消积杀虫等功效，主治喉

痹肿痛、疮癣、肿毒等 [1]。本文对无患子的名称、

功效、植物形态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考证，并结合

现代研究成果，为无患子正确合理的古为今用提

供理论依据。

1　古代无患子的名称考证

历代对无患子的名称记载有所不同，唐代

《本草拾遗》中记载为“无患子，一名噤娄，一名

桓。桓，患字声讹也 [2]”这样表示不太规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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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删除，后同 。宋代《开宝本草》中记载为“无

患子 [3]”。明代《本草纲目》中记载为“桓、木

患子、噤娄、肥珠子、油珠子、菩提子、鬼见

愁 [4]”。清代《本草求原》中记载为“木槵子 [5]”。

清代《植物名实图考》中记载为“无患子 [6]”。清

代《生草药性备要》中记载为“木患树 [7]”。明清

时代，无患子的名称曾演变为“木患（槵）子”，

该名称也作为主要别名一直沿用至今，但现代是

以“患”命名。民国《岭南采药录》中记载为

“无患子，别名鬼见愁 [8]”。别名“鬼见愁”在明

代《本草纲目》中曾有记载，该别名亦沿用至今。

民国《山草药指南》中记载为“无槵子 [9]”。现

代《广东中草药》记载：“无患子、洗手果、洗衫

子 [10]。”《青岛中草药手册》记载：“无患子，别

名：洗手果、菩提子、肥皂子 [11]。”《全国中草药

汇编》记载，“无患子，别名油患子、苦患子、洗

手果，木患、木患树。肥皂树、肥珠子、洗衫子、

黄目子、目浪子 [12]。”《广西药用植物名录》记

载：“无患子，别名洗手果 [13]。”

“无患子”之名，从唐代沿用至今，并收录多

个以其形态特征，功效性能相关命名的别名。从

历代书籍记载可见，“无患子”在明清时期有一次

主要的变化，为“木患（槵）子”，且在《本草纲

目》中首次以其形态特征命名，到现代无患子除

了以其形态特征命名，还衍生出较多以功效性能

命名的名称。 

2　原植物形态描述考证

唐代《本草拾遗》记载：“《博物志》云：梗

叶似柳，子核正黑，可作香缨用，辟恶气，完

垢 [2]”。宋代《开宝本草》记载了无患子的植物大

小和果实情况，“生山谷大树，其子如漆珠 [3]”。

明代《本草纲目》对植物形态有简单描述：“生

高山中，树甚高大。枝叶皆如椿。特其叶对生。

五六月开白花。结实大如弹丸。状如银杏及苦楝

子。生青熟黄。蒂下有二小子相黏承之。果中一

核。坚黑似肥，可炒食 [4]”。民国时期《岭南采药

录》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木高二十余尺。叶互

生。偶数羽状复叶。小叶长卵形。夏月开花。花

小带黄色。雄花八雄蕊。雌花子房三室。圆锥花

序。果实类似球形，径六七多。果皮坚硬。熟时

茶黄色。皱襞甚多，内含一种子。圆形色黑。质

亦坚硬 [8]”。

到了现代，对于无患子的植物形态描述，有

了更详细的记载。《广东中草药》对无患子植物形

态描述为：“落叶乔木。高达 15 米。叶长 15~45
厘米，聚生于枝之近顶，有小叶 8~13 片，互生，

具短柄，矩圆状卵形至矩圆状披针形，长 6~15 厘

米，端渐尖，基部楔尖而偏斜，全缘，秃净。圆

锥花序顶生或侧生，花瓣黄绿色。果球形，黄色

或黄褐色。种子球形，黑色，光亮 [10]”。

《全国中草药汇编》记载了无患子的来源及植

物形态：“落叶乔木，高 10~25 米。树皮黄褐色，

平滑。枝条淡黄褐色，有皮孔。叶互生，双数羽

状复叶，连叶柄长 25~45 厘米；小叶 8~16 片，互

生或近对生，卵状披针形或矩圆披针形，长 6~15
厘米或更长，宽 2~5 厘米，先端长尖，基部宽楔

形，全缘，上面深绿色，光亮，下面淡绿色，纸

质，无毛，网脉明显。夏季开黄白色或淡紫色花，

圆锥花序顶生及侧生，长 10~30 厘米，有茸毛；

花杂性，萼片 5，不等大；花瓣 5，两侧密生长软

毛；雄花有雄蕊 8 个，中有退化子房；两性花雄

蕊小，不外露，子房卵裂，柱头 3 裂。核果球形，

有棱，果皮黄色或棕黄色，肉质，有肥皂作用，

故俗称‘洗手果’；种子球形，黑色而硬 [12]”。

《中国植物志》记载了无患子的来源及形态特

征：“无患子为无患子科无患子属植物无患子。落

叶大乔木，高可达 20 余米，树皮灰褐色或黑褐

色：嫩枝绿色，无毛。叶连柄长 25~45 厘米或更

长，叶轴稍扁，上面两侧有直槽，无毛或被微柔

毛；小叶 5~8 对，通常近对生，叶片薄纸质，长

椭圆状披针形或稍呈镰形，长 7~15 厘米或更长，

宽 2~5 厘米，顶端短尖或短渐尖，基部楔形，稍

不对称，腹面有光泽，两面无毛或背面被微柔

毛；侧脉纤细而密，约 15~17 对，近平行；小叶

柄长约 5 毫米。花序顶生，圆锥形；花小，辐射

对称，花梗常很短；萼片卵形或长圆状卵形，大

的长约 2 毫米，外面基部被疏柔毛；花瓣 5，披针

形，有长爪，长约 2.5 毫米，外面基部被长柔毛或

近无毛，鳞片 2 个，小耳状；花盘碟状，无毛；

雄蕊 8，伸出，花丝长约 3.5 毫米，中部以下密被

长柔毛；子房无毛。果的发育分果片近球形，直

径 2~2.5 厘米，橙黄色，干时变黑。花期春季，果

期夏秋 [14]”。

《中药大辞典》对其基源和原植物均有记载：

“无患子为无患子科无患子属植物无患子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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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大乔木，高可达 20 cm 以上，嫩枝绿叶，无

毛。偶数羽状复叶，互生；叶柄长 25~45 cm 或

更长，叶轴上面两侧有直槽；小叶 5~8 对，通常

近对生；叶片薄纸质，长椭圆状披针或稍成镰形，

长 7~15 cm 或更长，宽 2~5 cm，先端短尖，基部

契形，腹面有光泽，两面无毛或背面被微柔毛。

花序顶生，圆锥形；花小，辐射对称；萼片卵形

或长圆状卵形；花瓣 5，披针形，有长爪，鳞片 2
个，小耳状；花盘碟状，无毛；雄蕊 8，伸出，花

丝中部以下密被长柔毛；子房无毛。核果肉质，

果的发育分果片近球形，直径 2~2.5 cm，橙黄色，

干时候变黑。种子球形，黑色，坚硬。花期春季，

果期夏秋 [15]”。

《中药材彩色图谱》记载了无患子的植物形

态：“乔木，高 10~15 cm，小枝密生皮孔。偶数

羽状复叶；小叶 8~12，卵状披针形至长椭圆形，

长 6~13 cm，宽 2~4 cm，基部宽期形，两侧不

等齐，全缘。圆锥花序顶生，花小，开放时直径

3~4 mm；萼片和花瓣各 5，边缘有小睫毛；花瓣

的瓣柄内侧有被长柔毛的鳞片 2，核果球形，熟时

淡黄色。花期 5—6 月，果熟期 10 月。生于山坡

林中 [16]”。

从古代本草书籍及现代中药书籍的考证可见，

无患子的基源及形态特征历代基本一致，植物基

源及品种被较好保留下来，暂未出现品种混用的

记载。

3　古代无患子的功效考证

3.1　用药部位与性味归经

历代本草对无患子的用药部位，及其性味归

《植物名实图考》　　　　　　　　《全国中草药汇编》

��

《广东中草药》�　　　　　《中药大辞典》�

图 1�无患子形态特征图

Fig.�1��Morphological�character�of�Sapindus mukoro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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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记载略有不同。唐代《本草拾遗》：“无患子，

有小毒。子中人，烧令香，辟邪恶气 [2]。”。宋

代《开宝本草》：“无患子皮有小毒，子中仁烧令

香，辟恶气 [3]”。明代《本草纲目》：“子皮（即核

外肉）：微苦、平、有小毒。子中仁：辛、平、无

毒 [4]”。清代《本草逢源》：“性味：苦，平，无

毒 [17]”（张璐）。民国《岭南采药录》：“其子之

皮，味微苦，性平，有小毒 [8]”。民国《山草药

指南》：“味微苦性平，有小毒 [9]”。《广东中草

药》：“果苦微辛寒，有小毒 [10]”。《青岛中草药手

册》：“性寒，味苦、辛。有小毒 [11]”。《全国中草

药汇编》：“果：苦、微辛，寒。有小毒。根：苦，

凉 [12]”。《广西药用植物名录》：“根：凉血，解毒。

有小毒。种子：果实和种子有毒 [13]”。《甘肃省中

药饮片炮制规范》1980 年版：“苦，微辛，寒。有

小毒 [18]”。《广西中药材标准》1990 年版：“苦，

涩，平；有小毒 [19]”。《山东省中药材标准》2002
年版：“苦，平 [20]”。《河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3 年版：“苦，平 [21]”。《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2005 年版：“苦，微辛，寒；有小毒。归

肺、脾经 [22]”。《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2007 年版：“无患子果：苦，涩，平；有小

毒，归肺、脾经 [23]”。《广东省中药材标准》2011
年版：“苦、辛，微寒。归肺，脾经 [24]”。《山东

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12 年版：“苦，平。归

胃经 [25]”。《卫生部药品标准藏药分册》：“涩，

平 [26]”。

古代对无患子的记载最早在唐代《本草拾

遗》，对其性味归经描述为有小毒。到了宋代，无

患子的药用部位得以延伸，皮亦可入药，且记载

了皮有小毒。明代对子中仁的性味作了补充，子

中仁味苦，性平，无毒。清代对无患子的性味描

述发生了改变，首次出现了无患子为无毒的记载。

到现代，无患子的药用部位不断补充，果，根，

种子均有入药记载，但其毒性有无和毒性的大小

描述各有差异。因此，无患子在现代应用中应对

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以明确其药性。

3.2　炮制与功效主治

历代本草对无患子的炮制研究及功效主治记

载有所不同。唐代《本草拾遗》：“无患子主瀚垢，

去面䵟，喉痹，飞尸，研纳喉中，立开。子中仁

烧令香，辟邪恶气 [2]”。宋代《开宝本草》：“无患

子主浣垢，去面䵟。喉痹，研纳喉中，立开。又

主飞尸。子中仁烧令香，辟恶气 [3]”。明代《本草

纲目》：“子皮：汗垢，去面斑。喉痹，研纳喉中，

立开。又主飞尸。子中仁：烧之，辟邪恶气。煨

食，辟恶，去口臭。洗面去风 [4]”。清代《本草求

原》：“木槵子，煨食杀腹内虫；浸酒（先煅过）

止血止痛；熬膏拔毒生肌，祛风消肿，去酒风。

洗皮肤疥癫疳疮。壳以盐煅治喉症。又曰：苦

平，治喉痹开痰，主飞尸；其壳瀚垢去面䵟；核

中仁烧之，辟恶邪；煨食辟恶气，去口臭 [5]”。清

代《生草药性备要》：“木患树，皮洗，疳疮，叶

亦治天婆，究子存性止血，煨食治小儿杀虫去腻，

煮膏药祛风消肿拔毒 [7]”。民国《岭南采药录》：

“其子之皮去面䵟。治喉痹。洗头祛风。其核中白

仁。煨食之。辟恶去口臭。治小儿五疳。及治鹅

喉。将其子煅存性。止血。其子有杀虫去腻之功。

用以之煑膏药。祛风消肿。拔毒生肌。又撞红证。

取其莲捣烂。冲酒饮之。神效。凡妄行吐血。用

无患树蔃煎瘦肉汤。饮十余次即愈 [8]”。民国《山

草药指南》：“凡妄行吐血，以树蔃煮猪肉汤饮，

连饮十余次即愈。取子煅存性，止血杀虫。其核

中白仁，煨食辟口臭，治小儿五疳。取其捣烂，

冲酒服，治撞红症神效 [9]”。

《广东中草药》：“果能清热除痰通喉闭，理咳

逆。根苦凉能清解表里伏热不退。治白喉，咽喉

肿痛，用果实 1~2 个，煎水加蜜糖服，或用核研

末吹喉。根用于流脑，流感，高热，咳嗽，毒蛇

咬伤。内服干用 1~2 两 [10]”。《青岛中草药手册》：

“清热解毒，祛痰。主治用法：感冒发热，百日

咳，白浊白带，扁桃腺炎，哮喘，疝痛。解河豚

中毒。用量：一、二钱 [11]”。《全国中草药汇编》：

“果清热除痰，利咽止泻。根：苦，凉。清热解

毒，化痰散瘀。主治用法，果：白喉，咽喉炎，

扁桃体炎，支气管炎，百日咳，急性胃肠炎（煅

炭）。根：感冒高热，咳嗽，哮喘，白带，毒蛇咬

伤。用果量：1~3 个，水煎冲蜂蜜服；根：15~30
克”。《广西药用植物名录》：根：凉血，解毒。种

子：用于咽喉炎 [12]”。《甘肃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1980 年版：“除去杂质，配方时劈开去核。清热

祛痰，利咽止泻。用于喉蛾，咽喉肿痛，肺热咳

嗽，呕吐泄泻 [18]”。《广西省中药材标准》1990 年

版：“除去杂质，洗净，干燥。用时捣碎。清热，

祛痰，消积，杀虫。用于喉痹肿痛，咳喘，食滞，

白带，疳积，疮癣，肿毒”。《山东省中药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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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版：“取净无患子，粉碎成块状。清热，祛

痰，消积，杀虫。用于治疗喉痹肿痛，咳喘，食

滞，白带，疳积，疮癣肿毒 [20]”。《河北省中药饮

片炮制规范》2003 年版：“无患子：除去杂质。用

时捣碎。煨无患子：取净无患子，按煨法煨至种

仁发黄。无患子炭：取净无患子，按煅炭法焖煅，

研细。清热，祛痰，消积，杀虫。用于喉痹肿痛，

咳喘，食滞，白带，疳积，疮癣，肿痛，牙齿肿

痈 [21]”。《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05 年版：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用时打碎。清热祛痰，消

积杀虫。用于白喉，咽喉炎，扁桃体炎，支气管

炎，百日咳，虫积食滞 [22]”。《广西壮族自治区中

药饮片炮制规范》2007 年版对无患子果有记载：

“生无患子果，除去杂质。无患子果炭：取生无患

子果，按炒炭法，炒至表面焦黑色，内部焦黄色

或焦褐色。清热祛痰，消积杀虫。用于白喉，咽

喉炎，扁桃体炎，支气管炎，百日咳，虫积食

滞 [23]”。《广东省中药材标准》2011 年版，对无患

子根的记载：“洗净，润头，切片。清肺止咳，清

热解毒，清热利湿。用于外感发热，咽喉肿痛，

肺热咳喘，吐血，带下，白浊，蛇虫咬伤 [24]”。

《山东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2012 年版：“取无患

子，除去杂质，筛去灰屑，粉碎成块。清热，祛

痰，消极，杀虫。用于喉痹肿痛，肺热咳喘，音

哑，食滞，疳积，蛔虫腹痛，滴虫阴道炎，癣疾，

肿毒 [25]”。《卫生部药品标准藏药分册》记载：“除

去杂质。益精，消炎，用于白喉症，精囊病，淋

浊尿频 [26]”。

通过历代本草对无患子的描述可知，无患子

多以果实，种子，种仁，果皮，根，叶入药。而

不同时期，对其药用部位的炮制方法及功效略有

差异。唐宋时期，首载子中仁烧令香，辟邪恶气。

在明代补充了子中仁的煨法，具有辟恶，去口臭

的功效。民国时期对煨子中仁提出了具有治疗小

儿五疳的功效。子中仁的两种炮制方法及功效一

直沿用至今。明代以前，对无患子种子未出现炮

制的记载，生用主瀚垢，去面䵟，喉痹，飞尸，

研纳喉中，立开。清代开始增加了煨法，浸酒法，

熬膏的炮制方法，分别具有杀腹内虫；止血止

痛；拔毒生肌，祛风消肿，去酒风的功效。民国

时期，提出了无患子果皮去面䵟，治喉痹，洗头

祛风的功效。近代，又提出了无患子果实和根具

有清热解毒，祛痰利咽，止咳，止泻的功效。现

今，对无患子根、 嫩枝叶、种子性味归经较为公认

为：苦、微辛，寒，有小毒，归肺、脾经。功效

主治清热祛痰，消积杀虫。用于白喉，咽喉肿痛，

乳蛾，咳嗽，顿咳，食滞虫积；外用于阴道滴虫。

种仁：辛，平。消积辟恶。用于疳积，蛔虫病，

腹中气胀，口臭。无患子药效及性味归经比较详

见表 1。

4　无患子化学成分及现代药理作用

4.1　化学成分研究

无患子果实和根中富含无患子皂苷及油脂化

合物，还含有少量的黄酮类、生物碱、类固醇等

次生代谢产物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蛋白质等物

质 [27]。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无患子开展了大量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所含化学成分的分析及有

效成分皂苷的提取工艺及应用方面 [28]。无患子中

确定的化合物数超过了 103 种，包括皂苷、油脂

类、黄酮类、酚类、蛋白质及其他的一些微量元

素等 [29]。魏凤玉等 [30] 采用酶法提取无患子皂苷，

并利用超滤法和大孔树脂法分离提纯无患子皂苷，

该方法分离效果好，产品纯度高，为开发利用具

有特殊生物活性的无患子提供了依据。无患子皂

苷被认为是与药理活性相关的一类化合物，为无

患子三萜皂苷和倍半萜。研究人员从无患子的根、

果实等组织中分离鉴定出三萜皂苷 50 余种，从无

患子中相继分离得到 3 种新的三萜类化合物和 7
种已知的三萜皂苷。从无患子中分离得到倍半萜

类有近 10 种。新的倍半萜类化合物约 4 种。目前

在无患子只分离得到 3 个利胆醇苷化合物。无患

子皂苷具有很强的表面活性，为天然的非离子型

表面活性剂，去污能力强。无患子皂苷具有易降

解、无有害残留等优点 [31-32]。无患子还含有氨基

酸、维生素等多种天然营养调理物质，具有抗菌、

消炎、去屑止痒等功效，对皮肤刺激小、安全可

靠 [33-34]。

4.2　药理作用

无患子植物化学成分复杂，其药理活性也较

多样，主要表现在抗菌、抗肿瘤、保肝、抗氧化、

抗癫痫、抗炎、杀精、驱虫等方面。有国内学者

以无患子果皮为实验材料，研究无患子果皮水提

物合成的银纳米颗粒对杆菌或球菌的抗菌作用，

结果表明无患子果皮水提物合成的银纳米颗粒对

一些杆菌或球菌有显著的抗菌活性作用 [35]。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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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无患子药效及性味归经对比

Tab1.�Comparison�of�Sapindus�mukorossi’s�effect,�flavor�and�meridian�tropism

参考文献
Reference source 

性味归经
Property flavors 

attributive channel

药效
Pesticide effect

《本草拾遗》 有小毒。 主瀚垢，去面䵟，喉痹，飞尸，研纳喉中，立开。

《开宝本草》 皮有小毒。 主浣垢，去面䵟。喉痹，研纳喉中，立开。

《本草纲目》
子皮：微苦、平；有小毒。
子中仁：辛、平；无毒。

子皮，汗垢，去面斑。
子中仁，烧之，辟邪恶气。煨食，辟恶，去口臭。

《本草逢源》 苦、平；无毒。
浣垢去面。喉痹研纳喉中立开。又主飞尸。子中仁烧之辟除恶
邪，煨食辟恶气，去口臭。

《本草求原》 苦、平。
煨食杀腹内虫；浸酒（先煅过）止血止痛；熬膏拔毒生肌，祛
风消肿，去酒风。洗皮肤疥癫疳疮。壳以盐煅治喉症。治喉痹
开痰，主飞尸。

《岭南采药录》 子皮：微苦、平；有小毒。
子皮：去面䵟。治喉痹。洗头祛风。
子仁：辟恶去口臭。治小儿五疳。及治鹅喉。祛风消肿。拔毒
生肌

《全国中草药汇编》
果：苦、微辛，寒；有小

毒。
根：苦、凉。

果：清热除痰，利咽止泻。
根：清热解毒，化痰散瘀。

《广西药用植物名录》 果实和种子有毒。 根：凉血，解毒。有小毒。种子：用于咽喉炎。

《广东中草药》
果：苦、微辛、寒；有小

毒。
根：苦、凉。

果：清热除痰通喉闭，理咳逆。
根：清解表里伏热不退。

《中国植物志》
果：味苦微甘；有小毒。
根：苦、辛、寒；小毒。

果：功能清热解毒、化痰止咳。
根：清热除痰，利咽止泻。

《甘肃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1980 年版

苦、微辛、寒；有小毒。
清热祛痰，利咽止泻。用于喉蛾，咽喉肿痛，肺热咳嗽，呕吐
泄泻。

《广西中药材标准》1990 年版 苦、涩、平；有小毒。
清热，祛痰，消积，杀虫。用于喉痹肿痛，咳喘，食滞，白
带，疳积，疮癣，肿毒。

《山东省中药材标准》
2002 年版

苦、平。
清热，祛痰，消积，杀虫。用于治疗喉痹肿痛，咳喘，食滞，
白带，疳积，疮癣肿毒。

《河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3 年版

苦、平。
清热，祛痰，消积，杀虫。用于喉痹肿痛，咳喘，食滞，白
带，疳积，疮癣，肿痛，牙齿肿痈。

《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5 年版

苦、微辛、寒；有小毒；
归肺、脾经。

清热祛痰，消积杀虫。用于白喉，咽喉炎，扁桃体炎，支气管
炎，百日咳，虫积食滞。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药饮片炮
制规范》2007 年版

无患子果：苦、涩、平；
有小毒；归肺、脾经。

无患子果：清热祛痰，消积杀虫。用于白喉，咽喉炎，扁桃体
炎，支气管炎，百日咳，虫积食滞。

《广东省中药材标准》
2011 年版

苦、辛，微寒；归肺、脾
经。

清肺止咳，清热解毒，清热利湿。用于外感发热，咽喉肿痛，
肺热咳喘，吐血，带下，白浊，蛇虫咬伤。

《山东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12 年版

苦、平；归胃经。
清热，祛痰，消极，杀虫。用于喉痹肿痛，肺热咳喘，音哑，
食滞，疳积，蛔虫腹痛，滴虫阴道炎，癣疾，肿毒。

《卫生部药品标准藏药分册》 涩、平。 益精，消炎，用于白喉症，精囊病，淋浊尿频。

玲等 [36] 实验发现无患子果皮的水提物具有对人乳

腺癌细胞株增殖的抑制活性，数据显示有较强的

抗肿瘤作用。还有学者通过噻唑蓝（MTT）法发

现无患子皂苷对肺癌 A549 细胞的增值具有显著

的抑制作用，并呈浓度依赖性 [37]。另有研究无患

子皂苷对小鼠急性肝损伤作用的实验，实验表明

高剂量的无患子乙醇提取物对非酒精性脂肪具有

明显保护作用，可调节血脂和改善大鼠组织的病

理变化，可达到防治脂肪肝的效果，并起到一定

保肝护肝作用 [38-39]。研究者通过 β- 胡萝卜素 / 亚
油酸漂白分析和 H2O2 清除率测定等方法，发现无

患子叶、果皮的醇和水提物均具有较高抗氧化活

性 [40-41]。国外学者研究发现，无患子皂苷对自发

性高血压大鼠具有保护作用。Nazneen A[42] 和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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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NS 等 [43] 应用无患子进行抗癫痫作用实验，结

果表明无患子提取物具有抗癫痫作用。无患子总

皂苷对鼠耳肿胀及蛋清所致的足趾肿胀均有抑制

作用，并对酪氨酸酶具有较高抑制率 [44-45].。通过

无患子皂苷对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在基因水平和

染色体水平的诱变性检测，发现无患子皂苷不具

有遗传毒性 [46]，且国外研究证实无患子皂苷具有

杀精和抗阴道毛滴虫活性 [47]。

5　展望

通过对无患子历代本草文献调研表明，自唐

代起无患子之名沿用至今，从其名字植物来源、

功效等方面分析证实历代无患子植物基源清晰，

应用价值一脉相承。无患子药用成分复杂，药理

作用多样，主要表现在抗菌、抗肿瘤、保肝、抗

氧化、抗癫痫、抗炎、杀精、驱虫等方面，现代

成方制剂息喘丸、桂林西瓜霜含片等处方中，均

以无患子作为主要药物，但其临床药用价值尚未

完全发挥，有待基础研究的深入进一步拓展。在

食品方面，开发了无患子果皮等一系列产品。现

代植物化学研究表明，无患子果皮富含无患子皂

苷，是优良的天然表面活性剂，去垢力较好、性

质温和、不伤皮肤、无残留，在日用化妆品及洗

护产品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我国已批

准无患子提取物 9 种；批准无患子化妆品上市产

品 26 种；随着现代人对大健康产品的需求日益增

强，无患子作为天然无公害的表面活性剂将会发

挥更大的市场价值，因此，对无患子在日用化妆

品及洗护产品方面的利用，有待深入研究，拓展

其潜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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