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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湖北海棠叶是我国别样茶的一种，在民间有悠久的应用历史。现代研究表明，湖北海棠叶含有丰富的
黄酮类、多酚类成分，具有降血糖、降血脂、调节脂质代谢、抗氧化、抗菌消炎等多种药理活性。本文通过查阅中

外文献，对湖北海棠叶的应用历史、植物形态、地理分布、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进行综述，为其系统研究和深入开

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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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海棠Ｍａｌｕｓｈｕｐｅｈｅｎｓｉｓ（Ｐａｍｐ）Ｒｅｈｄ为蔷薇
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苹果属（ＭａｌｕｓＭｉｌｌ）落叶乔木，嫩叶
可做茶饮，名花红茶，是别样茶之一，在我国有４００
多年的应用历史［１］。湖北海棠叶有消积化滞、和胃

健脾的功能，是湖北、四川等地区夏季常备的消暑

凉茶。本文对湖北海棠叶的应用历史、分布范围和

研究现状进行详细介绍。

１　应用历史

湖北海棠在我国分布广泛，资源丰富，有多种

别称，如：茶海棠、野海棠、小石枣、野花红、秋

子、棠梨子等。 《新华本草纲要》中记载，其具有

消积化滞、和胃健脾的功能［２］。主治食积停滞、消

化不良、痢疾、疳积等症。

湖北海棠叶在湖北、四川、湖南等地区常用，

尤其是在鄂西地区，是夏季家家户户常备的消暑凉

茶。四川地区多产茶，在当地相较于这些传统意义

上的茶，湖北海棠叶是一种更为平民化的饮料，原

因就在于其资源丰富，价廉易得。 《武汉市志》中

载：“武汉人喜好喝茶，于是，小商贩在夏秋摆摊卖

凉茶，商店设茶桶为顾客供茶，善堂搭棚施茶，供

行人解渴消暑，此类所沏多为档次不高的花红

茶［３］。”土家族常用湖北海棠叶待客，茶水过夜不

馊。土家族之间至今流传着 “药王昏死茶露醒”的

传说。该茶露即为湖北海棠叶的上的露水。

花红茶制作方法简单，于端午节采摘叶片后，

洗净、晾干即可泡茶饮用。湖北海棠茶色棕红清

亮、口感清冽甘甜，通常用沸水在陶壶中冲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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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凉饮用。因三片叶子就可以泡一壶茶，又名

“三皮罐”。

２　湖北海棠植物分布范围

湖北海棠具无融合生殖特性，抗病、抗逆性强，

与主栽品种嫁接亲合性强且具一定的矮化效应，是

常见的苹果砧木［４］。老枝紫色至紫褐色。叶片卵形

至卵状椭圆形，边缘有细锐锯齿，常呈紫红色；托

叶线状披针形，早落。伞房花序，具花４～６朵，花
直径 ３５～４ｃｍ。果实椭圆形或近球形，直径约
１ｃｍ，黄绿色稍带红晕。花期４～５月［５］，有较强的

观赏价值，是园艺常用品种。

生于海拔５０～２９００ｍ的山坡或山谷丛林中。广
泛分布于黄河以南的湖北、四川、江西等地［６］，其

中湖北鄂西地区较为集中，有大面积天然原生湖北

海棠林存在［７］。见图１。

图１　我国湖北海棠资源分布图

３　化学成分

湖北海棠叶中富含黄酮类、多酚类、蛋白质和

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且不含咖啡因［８］。

目前从湖北海棠叶中已分离鉴定出 ２０种化合
物，其中双黄酮类化合物３个，二氢查尔酮类化合
物４个，黄酮类化合物及其苷类７个，其他类化合
物６个［９］。见表１。

表１　湖北海棠叶中的主要化学成分
序号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参考文献

１ 齐墩果酸 ｏｌｅ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 ［９］

２ 熊果酸 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 ［９］

３ β胡萝卜苷 βｄａｕｃｏｓｔｅｒｏｌ ［９］

４ β谷甾醇 βｓｉｔｏｓｔｅｒｏｌ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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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序号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参考文献

５ 根皮苷 ｐｈｌｏｒｉｄｚｉｎ ［１０］

６ 刺槐素 ａｃａｃｅｔｉｎ ［９］

７ 根皮素 ｐｈｌｏｒｅｔｉｎ ［１１］

８ 白杨素 ｃｈｒｙｓｉｎ ［９］

９ 扁蓄苷 ａｖｉｃｕｌａｒｉｎ ［１１］

１０ 槲皮素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１０］

１１ ５，７二羟基色原酮７Ｏ葡萄糖苷 ５，７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ｃｈｒｏｍｏｎｅ７Ｏ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９］

１２ ３羟基根皮苷 ３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ｈｌｏｒｉｄｚｉｎ ［１１］

１３ 槲皮素３ＯβＤ葡萄糖苷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３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９］

１４ 木犀草素５ＯβＤ葡萄糖苷 ｌｕｔｅｏｌｉｎ５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９］

１５ 山奈酚３ＯβＤ葡萄糖苷 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３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１１］

１６ ｐｈｌｏｒｅｔｉｎ２′，４′ｄｉ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９］

１７ 表松脂酚 ｅｐｉｐｉｎｏｒｅｓｉｎｏ ［９］

１８ （Ｐ）ｐｈｌｏｒｉｄｚｉｎ（Ⅰ５，Ⅱ３′）ｐｈｌｏｒｅｔｉｎ４′Ｏ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１２］

１９ （Ｍ）ｐｈｌｏｒｉｄｚｉｎ（Ⅰ５，Ⅱ３′）ｐｈｌｏｒｅｔｉｎ４′Ｏ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１２］

２０ Ｐｈｌｏｒｉｄｚｉｎ（Ⅰ４，Ｏ，Ⅱ２′）ｌｕｔｅｏｌｉｎ５Ｏ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１２］

３１黄酮类物质

根皮苷是二氢查耳酮苷类物质，在自然界中存

在很少，被称为 “少数黄酮类”［１３］，是一种甜味较

高的天然非糖甜味剂，并且能够显著降低血糖水

平［１４１５］，对于糖尿病患者是一种理想的糖类替代品。

根皮苷存在于苹果属多种植物中，是苹果属中的主

要酚类成分。湖北海棠叶中，含有大量的根皮苷，

并且易于提纯，可作为提取根皮苷的原料［１６］。实验

结果表明，高海拔地区生长的海棠叶中，根皮苷含

量要明显高于低海拔生长的海棠，含量变化范围为

５５７％～８２７％［１７］。

多年来，研究学者对湖北海棠叶的黄酮类提取

方法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王耀峰等［１８］使用乙醇浸

提法提取湖北海棠叶中的黄酮类物质，最佳工艺参

数为５０倍量５０％乙醇，６０℃下浸提 ４ｈ。李四海
等［１９］采用熵权法优选湖北海棠叶中总黄酮的提取工

艺，以浸膏得率、总黄酮及根皮苷含量为综合评价

指标，最佳提取工艺为 １０倍量 ７０％乙醇回流提取
３次，每次１ｈ。王幸等［２０］对总黄酮含量、根皮苷含

量和出膏率三者为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最佳提取工

艺确定为８倍量７０％乙醇提取３次，每次１ｈ。测得
总黄酮质量分数为 １８６３％，根皮苷质量分数为
６９０％。乔孟等［２１］利用响应面法对超声波辅助提取

湖北海棠叶中总黄酮的工艺进行优化，确定最佳工

艺为乙醇 ６７３５％、超声时间 ３２ｈ、超声功率
１６２４Ｗ、料液比５０∶１ｍＬ·ｇ－１，测得湖北海棠叶中
总黄酮含量为１２７６％。丁琼等［１０］首次利用离线二

维高速逆流色谱法从湖北海棠叶中分离制备３种黄
酮化合物，成功从２００ｍｇ湖北海棠叶乙酸乙酯萃取
部位中制备出２５４ｍｇ的３羟基根皮苷、８５ｍｇ的
槲皮素、３１３ｍｇ的根皮苷。郭东艳等［２２］通过星点

设计效应面法，以总黄酮和根皮苷含量的综合评分
为因变量，优选最佳提取工艺为加入８倍量７０％乙
醇回流提取１５０ｍｉｎ，提取２次。此外，采用离线二
维高速逆流色谱法（２ＤＨＳＣＣＣ）结合循环洗脱模式，
从湖北海棠叶的乙酸乙酯提取物中分离纯化黄酮类

化合物。溶剂系统选择正己烷乙酸乙酯甲醇水
（１∶４∶０６∶４４，ｖ·ｖ－１），分离出的化合物纯度在
９５％以上［１１］。

湖北海棠叶作为根皮苷的生产原料时，还需综

合各方面因素优选出适合大规模生产的提取方法。

３２挥发性成分

湖北海棠叶的挥发性成分主要包括烷烃类、酯

类、醇类、酮类、烯类、醛类等共４６种化合物。其
中，可用作香料添加剂的共有８种；可用作医药用
途的共有 ５种，包括香叶基香叶醇、植醇、植酮、
香叶基丙酮及左旋樟脑［２３］。要将湖北海棠叶中丰富

的挥发类成分用于实际生产，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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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微量元素

湖北海棠叶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微量元素，包

括铁、锌、锰、锶、铜、铬、钴、硒等。其中，铁

的含量高达２２０ｍｇ·ｇ－１，并含有大量酸性物质，铁
能与酸性物质结合，形成有机铁，便于机体吸收利

用［２４］。因此湖北海棠叶可作为补铁的良好来源。

３４其他

湖北海棠叶中还含有蛋白质、茶多酚等化学成

分。每１００ｇ湖北海棠干叶中含蛋白质１０８ｇ、茶多
酚５４ｇ，不含咖啡因［２５］。

４　现代药理作用

４１降血糖降血脂

糖尿病是一种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

而导致的慢性全身性代谢性内分泌疾病，患病人数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生活方式的改

变而迅速增加，成为影响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

大疾病之一，中国已成为世界糖尿病患病人数最多

且发病率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糖尿病临床分型主

要包括１型和２型。其中，２型糖尿病（Ｔ２ＤＭ）患病
率最高，发病机制最为复杂。

湖北海棠是夏日清凉饮料，解渴消暑作用力强。

小鼠实验表明，湖北海棠叶水煎剂对正常小鼠、肾

上腺素及四氧嘧啶致高血糖模型小鼠的血糖均有明

显的降低作用，除去苦味成分鞣质后仍具有明显的

降血糖作用。并且作用缓和，效果持久，是其清凉

解渴的主要药理基础［２６２７］。临床实验表明，在２型
糖尿病的治疗中，湖北海棠叶水煎剂治疗组症状较

对照组明显改善［２８］。

黄酮类化合物可能是湖北海棠叶降血糖的有效

成分，根皮苷降血糖作用机制是高效、专一地抑制

参与葡萄糖吸收的钠离子葡萄糖关联载体，从而抑

制葡萄糖在肾脏和小肠的吸收，促进葡萄糖的外排

分泌、降低空腹和餐后血糖水平，并消除或减轻由

糖毒性引起的胰岛素抵抗［２９］。

小鼠实验表明，根皮苷能显著降低肥胖小鼠体

重，改善血糖、血脂。其机制可能是根皮苷通过调

节ｍＴＯＲ１ＣＳＲＥＢＰ１ｃ信号通路的表达，从而抑制
ＬＯ２细胞脂质沉积，调节脂代谢过程［３０］。

４２抗氧化

体外实验表明，湖北海棠叶有较强的抗氧化活

性。测定新鲜湖北海棠叶的８０％甲醇提取物的自由
基清除活性，ＩＣ５０值为（０４２２±００２８）ｍｇ·ｍＬ

－１，

证明湖北海棠叶具有较强的自由基清除能力［３１３２］。

同时，湖北海棠提取物对羟基自由基也有明显的清

除作用［３３］。经过传统处理做成花红茶的湖北海棠叶

也表现出较强的抗氧化活性，用自由基清除法和铁

离子还原测定法测定，花红茶的抗氧化性比绿

茶好［３４］。

小鼠实验表明，湖北海棠叶的抗氧化活性与含

有大量的黄酮类化合物有关［３５３６］。通过小鼠肝纤维

化模型研究湖北海棠叶总黄酮的保肝护肝能力，结

果显示，湖北海棠叶总黄酮在实验中的高、中、低

剂量组均对ＣＣｌ４致大鼠肝纤维化及日本血吸虫感染
引起的肝脏病理变化有明显改善作用，作用机制与

其抗氧化作用有关。湖北海棠叶总黄酮能增强组织

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膜免受损伤，抑制大鼠血清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和β１转化
生长因子等具有加重肝纤维化程度的生物因子的表

达，减轻肝纤维化程度［３７］，具有一定的保肝护肝

能力。

４３雌激素样活性

体外实验证明，湖北海棠总黄酮能够促进成骨

细胞增殖，增加成骨细胞的活性，降低破骨细胞抗

酒石酸酸性磷酸酶的活性［３８］。大鼠实验证明，湖北

海棠总黄酮可以降低去势大鼠骨转换率和骨吸收程

度，对绝经后骨质疏松具有防治作用［３９］。其作用机

制与湖北海棠叶总黄酮的植物雌激素活性有关。当

体内雌激素缺乏时，根皮苷与雌激素受体结合，发

挥雌激素作用。

４４其他

小鼠实验表明，湖北海棠叶水煎液具有提高小

鼠耐缺氧、耐低温与小鼠运动耐受能力的作用［４０］。

湖北海棠叶有较强的抗菌、消炎、抗病毒作用［４１］，

有效成分主要为黄酮类化合物，具有良好的开发应

用价值。实验表明，湖北海棠叶对大肠杆菌及金黄

色葡萄球菌有抑制作用。湖北海棠叶水煎剂对体外

培养的ＨＳＶ１病毒的增殖无抑制作用，但对 ＨＳＶ１
病毒感染所致的结膜炎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可明

显减轻其炎症反应，减轻组织病理损伤［４２］。

湖北海棠叶的急性毒性、遗传毒性、大鼠３０ｄ
喂养实验结果均显示，湖北海棠叶属无毒物质［４３］，

可长期饮用。湖北海棠叶已应用于 Ｔ２ＤＭ的临床治
·８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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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无不良反应的报道。

５　讨论与展望

湖北海棠叶是我国的传统天然饮品，在民间有

４００年以上的应用历史，具有清凉消渴、消积化滞
以及和胃健脾的功能，是夏季常用的凉茶。尤其是

湖北地区，“三皮罐”是夏季家家户户必备的凉茶。

湖北海棠叶已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原料，值得对其进

行深入系统地整理研究。

民间长期的饮用历史、现代临床实验证明，湖

北海棠叶无毒副作用，可长期饮用。现代研究表明，

湖北海棠叶含有丰富的黄酮类成分，不含咖啡因。

其黄酮提取物在降血糖、降血脂、抗氧化方面有很

好的潜力，因此长期饮用对慢性疾病有很好的预防

保健效果。

目前，市场上湖北海棠叶的产品形式主要为茶

叶、罐装茶饮料，随着国民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

对保健品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成分明确、机制清

楚的保健品是目前市场上最需要的。总之，系统地

研究湖北海棠叶，制定质量标准，不只局限于传统

别样茶饮品的范围，开发功能成分明确、作用机制

明确的保健食品或药品，是未来湖北海棠叶的发展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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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活性研究［Ｊ］．食品科技，２００８，３３（１１）：１８３１８６．

［３４］王冰芳，张学武．花红茶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研究［Ｊ］．
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０９，３７（３５）：１７６８５１７６８６．

［３５］张欣，费永俊，魏伟，等．湖北海棠叶中黄酮类化合物抗

氧化作用的研究［Ｊ］．农产品加工（学刊），２００８（４）：
３８３９．

［３６］杜幼芹，冯天艳，邓改改，等．湖北海棠叶总黄酮对日本
血吸虫感染小鼠肝纤维化的抑制作用［Ｊ］．中国血吸虫
病防治杂志，２０１１，２３（５）：５５１５５４．

［３７］冯天艳，汪軻植，周继刚，等．湖北海棠叶总黄酮抗ＣＣｌ＿４
所致大鼠肝纤维化作用研究［Ｊ］．中药药理与临床，
２０１２，２８（２）：７２７６．

［３８］薛冰洁，曹丹，周继刚，等．湖北海棠总黄酮对成骨细胞
增殖分化及破骨细胞活性的影响［Ｊ］．中国中医骨伤科
杂志，２０１１（５）：１２１４．

［３９］曹丹，薛冰洁，黄文峰，等．湖北海棠总黄酮对去势大鼠
骨质疏松的影响［Ｊ］．中药药理与临床，２０１１，２７（５）：
５６５９．

［４０］屈克义，胡汉环，杜远义，等．湖北海棠叶煎液药效学实
验研究［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００，１１（２）：１５１６．

［４１］汪軻植，叶建武，余青，等．湖北海棠抗大蒜病毒活性研
究［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０８，３６（８）：３３１４３３１５．

［４２］李祖铭，孔丽华，余玲，等．湖北海棠叶水煎剂对 ＨＳＶ１
病毒性结膜炎治疗作用［Ｊ］．医药导报，２０１４，３３（７）：
８６２８６５．

［４３］郭婕，张天亮，卢连华，等．湖北海棠的毒性研究［Ｊ］．预
防医学论坛，２００８，１４（１１）：１００４１００８．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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