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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柿叶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功效成分，为了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我国丰富的柿叶资源，文章对国内

外柿叶提取物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研究概况及其开发与利用现状进行了综述，对柿叶有效成分与药理作用的研究

及柿叶功能保健食品的研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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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柿叶为柿树科（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柿树属（犇犻狅狊狆狔狉狅狊）

植物柿（犇犻狅狊狆狔狉狅狊犽犪犽犻Ｌ．ｆ．）的新鲜或干燥叶。其

味苦、性寒，具有抗菌消炎、生津止渴、清热解毒、润

肺强心、镇咳止血、抗癌防癌等多种医疗保健功

能［１］。柿叶中含有丰富的 ＶＣ、芦丁、胆碱、黄酮苷、

胡萝卜素、多种氨基酸及铁、锌、钙等对人体健康有

益的营养成分。据测定，每１００ｇ柿叶中含有蛋白

质１１．０５ｇ，脂肪６．８４ｇ，糖类５４．８４ｍｇ，ＶＣ７０４

ｍｇ，胆碱３１７ｍｇ，芦丁１２１．３４ｍｇ，其中尤以Ｖｃ含

量为高，比一般水果高几倍到几十倍［２］。本文对有

关柿叶提取物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概况及其开发

利用现状进行了综述，旨在为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

柿叶资源，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柿叶医药保健品提供

参考。

１　柿叶的化学成分

１．１　黄酮类化合物

柿叶的主要有效成分是黄酮类化合物。目前已

发现的柿叶黄酮类化合物有黄芪苷、异槲皮素［３］、山

萘酚３ＯβＤ葡萄糖苷、山萘酚、槲皮素、山萘酚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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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αＬ鼠李糖苷、山萘酚３βＤ木糖苷、山萘酚３Ｏ

αＬ阿拉伯糖苷、卢丁、金丝桃苷（槲皮素３半乳糖

苷）和杨梅树皮苷［４］等。

１．２　三萜类化合物

柿叶中含有多种三萜类化合物。从柿叶中分离

鉴定的三萜类化合物有乌苏醇、乌苏酸、齐墩果酸、

白桦脂酸、１９α羟基乌苏酸、１９α，２４二羟基乌苏酸

和熊果苷等［５６］。

１．３　香豆素类化合物

柿叶中的香豆素主要有莨菪亭、６羟基７甲氧

基香豆素等［７］。

１．４　植物甾醇类化合物

柿叶中的植物甾醇主要有菜油甾醇、豆甾醇和

Ｂ谷甾醇
［６］。

１．５　脂肪酸

安秋荣等［８］用ＧＣＭＳ法从柿叶中分离出２１种

脂肪酸，其中鉴定出１９种，占总含量的９８．７２％。

在鉴定出的脂肪酸中，饱和脂肪酸１１种，占柿叶脂

肪酸总含量的７０．７８％，其中以棕榈酸（３０．００％）、

蜡酸 （１９．０１％）、硬脂 酸 （１０．４２％）、肉 豆 蔻 酸

（６．６８％）、花生酸（１．７２％）为主；不饱和脂肪酸８

种，占柿叶脂肪酸总含量的２７．９３％，其中以十八碳

烯酸（２２．２２％）、亚油酸（１．８４％）、十六碳三烯酸

（１．４４％）、亚麻酸（１．２５％）为主。柿叶中的不饱和

脂肪酸（尤其是亚麻酸和亚油酸）具有较高的药用价

值，对心血管疾病有防治作用。

１．６　其他成分

柿叶富含 ＶＣ
［９］、粗蛋白、粗纤维、粗脂肪、钙、

磷、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１０］。ＶＣ 和微量元素含

量在柿叶生长过程中发生季节性变化，ＶＣ 含量与生

长期呈极显著正相关（犘＜０．０１），以５月份的含量

最高［１１］。

２　柿叶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柿叶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

包括扩张血管（软化血管）、降脂降压、抗氧化、止血、

疗疮等多种功效。

２．１　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柿叶提取物能使麻醉狗冠脉血流量平均增加

７８．３％，冠脉阻力下降４９．３％；可抑制氯化钾引起

的离体家兔大动脉的收缩，抑制率为７５．１％；对离

体兔心和在体蛙心均有增强冠状动脉血流量的作

用［１２１４］。另外，由柿叶黄酮制成的注射液，能使家兔

耳静脉扩张、冠脉血流量增加３０％～４０％，试验狗

降压３５％～４０％、心冠脉流量增加３３％～３６％
［１５］；

另据报道，柿叶醇提取物能改善麻醉狗心脏泵功能，

降低心肌耗氧量，改善全身血液循环［１３］，还能显著

提高家兔红细胞电泳率，使全血和血浆比粘度下降，

纤维蛋白原减少，即具有一定的活血化瘀作用［１６］；

可增加小鼠对窒息性缺氧的耐力，对大鼠急性心肌

缺血有一定的保护作用［１７］。吴小南等［１８］以鲜嫩柿

树叶为原料制成柿叶茶，将４５只 Ｗｉｓｔａｒ大鼠分为３

组观察饮喂柿叶茶２个月后的血脂变化情况发现，

柿叶茶对于高脂饮食诱导的血清甘油三酯和胆固醇

升高有明显的降低作用，说明其有一定的降血脂作

用。

心肌细胞凋亡是多种心血管疾病发生与演变的

细胞学基础。晚期糖基化终产物（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ｇｌｙｃａ

ｔｉｏｎＥ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ＧＥｓ）是在高血糖条件下，还原

糖和蛋白质发生非酶糖基化反应后形成的一系列具

有高度活性的产物。ＡＧＥｓ参与糖尿病、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衰老等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其主要作用

是改变机体内许多蛋白质的结构及功能，导致细胞

代谢紊乱，引起许多生物活性物质的作用失去平衡，

进而导致血液高凝状态、动脉顺应性降低、舒张功能

减弱［１９］。前人的研究证实，缺氧复氧和ＡＧＥｓ均可

以诱导乳鼠心肌细胞凋亡［１９］，而柿叶黄酮对缺氧复

氧和ＡＧＥｓ诱导的乳鼠心肌细胞凋亡均有明显的抑

制作用。成纤维细胞是组成动脉血管外膜的主要细

胞，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在血管阻塞性疾病的发生发

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２０］。晚期氧化蛋白产物（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ＯＰＰ）主要是

在氧化应激过程中，由激活的中性粒细胞里的髓过

氧物酶产生的次氯酸和氨胺等氯化氧化剂作用产

生［２１］。ＡＯＰＰ的结构和生物学活性与晚期糖基化

终产物（ＡＧＥｓ）相似，ＡＧＥｓ和 ＡＯＰＰ均可明显刺

激血管外膜成纤维细胞的增殖［２０，２２］；最近的研究表

明，血浆中ＡＯＰＰ的水平与颈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程

度密切相关，说明ＡＯＰＰ在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的

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２３］。Ｈａｎ等
［２４］报

道，柿叶黄酮具有明显地清除自由基的效应；Ｃｈｅｎ

等［２５］报道，来源于柿叶中的５种黄酮成分能够明显

抑制人中性粒细胞中过氧化物的产生和蛋白质的酪

氨酰磷酸化，表明柿叶黄酮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

推测柿叶黄酮通过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ＡＧＥｓ和 ＡＯＰＰ诱导的成纤维细胞的增殖
［２０，２２］。

欧阳平等［２０，２２］的研究也证明，柿叶黄酮能明显抑制

由ＡＧＥｓ和 ＡＯＰＰ刺激的血管外膜成纤维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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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根据以上结果认为，柿叶黄酮可作为一种具

有潜在治疗心血管疾病能力的药物先导物加以研究

开发［１９］。

２．２　对血液的影响

柿叶能使小鼠出血时间缩短４４．７％，凝血时间

缩短３４．３％，用药４ｄ后小鼠出血时间缩短６２．５％，

凝血时间缩短７０％（犘＜０．０５）
［１５］。兔血浆再钙化

试验表明，凝血时间缩短８０％，可能主要是通过钙

离子的作用［６］。内服柿叶粉可显著增强毛细血管的

弹性［１５］。

以柿叶粉为主的复方止血４号（４份柿叶粉和１

份生大黄粉），对治疗上消化道出血有较好效果［２６］。

直接口服柿叶粉，对治疗胃溃疡出血、肺结核出血、

支气管扩张咳血、肿瘤放疗出血、功能性子宫出血、

痔瘘出血、眼底出血、红斑狼疮出血、尿血等皆有疗

效［２７］。

２．３　抗氧化作用

以柿叶茶和高脂饲料饲养 Ｗｉｓｔａｒ大鼠２个月，

与空白对照组（自来水和普通饲料饲养）比较，柿叶

茶可降低ＬＰＯ（血清质过氧化物）含量和提高ＳＯＤ

（红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酶活性，说明柿叶茶有一

定的清除氧自由基的抗氧化作用［１８］。

柿叶提取物中抗氧化有效成分主要是酚类、鞣

质类和黄酮类化合物［２８２９］。Ａｎ等
［３０］在分离柿叶多

酚类物质和测定其生物活性时发现，柿叶提取物能

抑制葡萄糖苷转化酶和酪氨酸酶活性，从而抑制葡

萄糖和酪氨酸的氧化分解。柿叶黄酮的体外抗氧化

作用 研 究 表 明，柿 叶 黄 酮 可 以 清 除 羟 自 由 基

（·ＯＨ），抑制·ＯＨ所致的小鼠组织及肝线粒体、

微粒体中丙二醛（ＭＤＡ）的产生，减少小鼠红细胞溶

血，减轻肝线粒体膨胀程度［３１］；Ｈａｎ等
［２４］研究发

现，柿叶黄酮具有明显清除自由基的效应，能明显抑

制人中性粒细胞中过氧化物的产生。据此认为，柿

叶黄酮具有明显的抗氧化作用，柿叶黄酮有望成为

很有潜力的新型天然抗氧化剂［２４］。

２．４　抗菌作用

柿叶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葡萄球菌、肺

炎球菌、卡他球菌、大肠杆菌、流感杆菌均有抑制作

用。给发热家兔腹腔注射可产生解热作用，而对正

常体温无影响。动物试验证明其无毒，也不引起溶

血，不影响末梢血象［１５］。纪莉莲等［３２］以柿叶提取物

对７种常见的食品腐败菌及致病菌（大肠杆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荧光假单胞菌、鼠伤寒沙门氏菌、枯草

杆菌、蜡状芽胞杆菌、普通变形杆菌）进行抑菌试验，

结果表明，柿叶具有较强的拮抗食品腐败菌与致病

菌的活性，分离与鉴定出柿叶中起抑菌作用的活性

成分是挥发油、总黄酮、香豆素和有机酸。

２．５　抗癌作用

柿叶茶对亚硝胺类所诱发的小鼠前胃鳞状上皮

增生和癌变有一定的阻止作用［３３］。据报道，每日用

柿叶粉三钱泡水饮用，结果使４６例食管重度增生病

人半年后好转１０例，稳定３０例，６例无效，无１例

发生癌变［１］。

２．６　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

柿叶提取物能明显抑制抗体的形成，并能有效

防止淋巴细胞对羊红细胞（ＳＲＢＣ）的溶血作用；大剂

量使用对移植物抗宿主反应（ＧＶＨ）及刀豆素 Ａ

（Ｃｏｎｃｏｎｖａｌｉｎａ，ＣｏｎＡ）诱导兔心脏血淋巴细胞转化

有抑制作用，小剂量则无明显影响。这表明柿叶提

取物具有抑制体液免疫及保护羊红细胞膜下不致溶

血的作用，大剂量时有抑制细胞免疫的作用［３４］。

２．７　降糖作用

以柿叶提取物给糖尿病小鼠灌胃３０ｄ后测定

小鼠血糖，结果与对照组比较血糖明显下降。可见

柿叶提取物可明显降低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的血

糖［３５］。

２．８　对特异性皮炎的抑制作用

给特异性皮炎模型小鼠（ＮＣ／Ｎｇａｍｉｃｅ）灌胃口

服柿叶提取物或其主要成分紫云英，可明显抑制小

鼠皮炎的发展，小鼠搔抓行为减少，血清ＩｇＥ下降，

使炎性细胞浸润下降、肥大细胞脱颗粒释放减少，表

皮过度角化症状明显减轻［３６］。给特异性皮炎模型

小鼠灌胃口服柿叶提取物２５０ｍｇ／ｋｇ或紫云英甙

１．５ｍｇ／ｋｇ，小鼠的皮炎症状明显减轻，继续口服柿

叶提取物可明显阻止其皮炎的进一步发展［３７］。

２．９　预防贫血和减肥美容的作用

柿叶有预防贫血、降脂减肥和美容的作用［３８］。

江维克等［３９］报道，由柿叶、灵芝等制成的“双优乐”

饮料，具有纠正贫血、祛斑美容的作用；由于柿叶含

有大量的ＶＣ、多种氨基酸和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

故长期服用柿叶能滋润皮肤、保持皮肤健美，因而具

有很好的美容作用［１１］。临床观察表明，外用“柿叶

祛斑膏”有增加皮肤滋润和细腻的作用［４０］。柿叶对

黄褐斑也具有良好的疗效，以柿叶为主的“柿皇祛斑

茶”治疗面部黄褐斑８１例，总有效率达９１％
［３８］；“柿

叶祛斑膏”治疗面部黄褐斑２４７例，显效者占６８％

以上［４０］。此外，“柿叶祛斑膏”对面部其他色素异常

（如妇女雀斑等）也有良好的治疗效果，用此膏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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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例皮肤过敏刺痒和２例扁平疣患者，效果明显
［４０］。

２．１０　其他作用

用柿叶复方治疗慢性肾炎蛋白尿３例，效果较

好［４１］。柿叶复方也可治某些病毒感染及老年慢性

支气管炎、慢性前列腺炎等［４２］。另用柿叶治疗烧伤

及乳糜尿［４３４５］效果也较好。柿叶保健茶对高血压、

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和某些妇女病均有较好的疗

效，并且不会引起失眠、不会增加心脏及肾脏的负

担［４６］。

３　柿叶的开发利用现状

柿叶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功效成分，而且

柿叶产品食用安全无毒。因此，柿叶的开发利用前

景广阔，目前主要利用柿叶加工制成柿叶茶、柿叶保

健茶、柿叶奶茶、柿叶饮料、柿叶晶等多种功能保健

食品。

３．１　柿叶茶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柿叶茶的国家，其

民间早就有将柿叶当茶叶的习惯［４７］。柿叶茶与传

统的红茶、绿茶、花茶不同，不含茶碱、咖啡因，晚上

喝柿叶浓茶时，不会因兴奋而引起失眠和增加心脏、

肾脏负担，是纯天然绿色健康饮料［４８］。柿叶茶的基

本加工工艺流程为：柿叶采收→选择、修整→清洗→

沥干→漂烫→冷水浸泡→烘炒与熏蒸→晒干→切碎

（０．５～１．０ｃｍ）→包装→成品。

３．１．１　采　收　关于柿叶的采收期不同学者持不

同观点，一般认为应在７月中旬至９月中旬为宜，因

为该时期柿果已座牢，柿叶较大且厚，在此时期采叶

不但不影响果实生长，反而有利于通风透光。但马

建锁［４９］认为，柿叶的主要成分维生素和黄酮类的含

量随季节变化，以秋叶中含量较高，特别是近脱落时

含量最高，因而须在秋季采叶；而杨文如［５０］则认为，

嫩柿叶的营养成分较高，应该选择６～１０月份的嫩

柿叶为柿叶茶原料。

３．１．２　选择与清洗　柿叶采收后要进行选择与清

洗。挑选叶厚、微黄、无虫害、无霉斑、无机械损伤的

柿叶，剪去叶柄，只留下叶片。用冷水洗去叶片上的

泥沙和杂质。如果洗不干净，可用稀碱液清洗以去

除叶片表面的附着物，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沥干。

３．１．３　烫漂与冷水浸泡　柿叶在７０～８０℃的热水

中热烫２ｍｉｎ，脱涩。将烫后的柿叶立即置于ｐＨ值

为７的软水中浸泡３～５ｈ，浸泡过程中每隔１～１．５

ｈ翻动一次，浸泡以用手检查觉得柿叶组织中的一

些胶质基本软化为度。

３．１．４　烘炒与熏蒸　将捞出沥干的柿叶揉搓，使柿

叶不再成树叶状而形成棒状，揉搓时可将其撕开，撕

成的叶块大小要均匀，这样揉搓的茶叶既均匀又无

碎末。将搓好的柿叶，置大锅中烘炒，注意炒热、炒

匀，防止炒焦、炒糊。然后在锅中加适量的水，以水

渗入但不滴水为宜。边加水边搅拌，加好水后，立即

盖好锅盖进行熏蒸，熏至柿叶有香味时，便为初制

品［５１］。

３．１．５　晒　干　将熏蒸后的湿茶叶摊放在阴凉通

风处以脱水，严禁阳光直晒，以免破坏养分。晾至半

干时轻轻揉搓成茶叶状，再晾干。

３．１．６　包装与贮存　柿叶茶要求存放于干燥通风

处，切忌受潮。柿叶茶在室温下摊放６个月，其 Ｖｃ

几乎全被破坏损失；而采用包装贮藏６个月的柿叶

茶，其Ｖｃ的保存率达到８１．１％
［５２］。

在此基础上，覃洁［４８］研制出保健型柿叶奶茶，

冉翠香［５３］研制出虫草柿叶茶，孟国良等［５４］研制出荞

麦柿叶茶，王同阳［５５］研制了柿叶茶酒等，这些是具

有不同风味及保健效果的优良产品。

３．２　柿叶口服液

柿叶口服液对治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和胃出

血、肺结核咯血等有一定疗效［５６］。其加工工艺为：

柿叶→预处理→破碎→浸提→过滤→调配→灌装→

灭菌→检验→成品。

３．２．１　预处理　柿叶的预处理包括柿叶选择、烫

漂、晒干等。柿叶的采摘时间、选择和清洗与制作柿

叶茶一样。杨俊能［５７］认为，柿叶的烫漂条件为１００

℃沸水热烫１５ｓ。热烫处理后及时将柿叶捞出并立

即用冷水冷却，待柿叶冷透后晾在通风处风干或在

２５～３８℃的低温条件下烘干，再将柿叶用粉碎机打

碎，并密封保存。

３．２．２　浸提与过滤　取干柿叶质量５倍的水加热

至沸，然后将柿叶浸入沸水中浸泡１２～２０ｍｉｎ，滤

出第一遍汁，余下的柿叶渣再用同样方法进行第２

次浸提，共浸提３次，将３次滤汁混合。为减少柿叶

浸提过程中Ｖｃ的损失，可用０．５％～１．０％的明胶

水溶液浸提，之后再用柠檬酸及钠盐缓冲液调节浸

提液ｐＨ值至６．０～６．５
［５７］。为了使浸提液中的蛋

白质等高分子化合物析出，可以将浸提液进行冷冻

处理，之后再澄清３６～４８ｈ，然后吸取上清液用板

框过滤机进行精滤［５１］。

３．２．３　调　配　调配时一般加入甜味剂和酸味剂，

如糖、蜂蜜、柠檬酸、香精等。杨俊能［５７］得出的最佳

配方（质量分数）为：浸提液３５％，蔗糖１０％，苹果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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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０％，谷氨酸钠０．１５％，氯化钠０．３０％，蜂蜜

１．０％，香精０．０５％。

３．２．４　灌　装　灌装采用７０～８０℃热灌装，并立

即封口。灌装封口后于１２１ ℃高温灭菌１５～２０

ｍｉｎ。

３．２．５　微生物检验　对柿叶饮料成品还要依据食

品微生物检验国家标准进行微生物检验。微生物指

标为：细菌总数＜１００／ｍＬ，大肠杆菌≤６０／Ｌ，致病

菌不得检出。

３．３　柿叶晶

柿叶晶饮用方便，具有止咳祛痰、活血降压的功

效，是一种优良的保健食品［５８］。用柿叶加工柿叶

晶，其配方为：柿叶１ｋｇ，蔗糖１．５ｋｇ，乙醇（食品

级）适量。工艺流程为：煎液→浓缩→加糖→制粒→

干燥→包装。

３．４　其他柿叶产品

广州白云山中药厂的科技人员对柿叶进行了深

入研究，用柿叶制成对心脑血管疾病有良好疗效的

中成药“脑心清”，现已成为防治心脑血管病的首选

药物之一［５９］。此外，将柿叶粉作为降氟添加剂添加

到茶叶中，均匀混合后成为低氟砖茶（柿叶粉质量占

低氟砖茶质量的０．０１％～２％）
［６０］。

３．５　存在问题与对策

目前有关柿叶有效成分与药理作用之间关系的

研究较少，而这对柿叶制剂的进一步开发非常重要。

目前柿叶仅作为偏方使用，对柿叶产品的开发较少

（常见的有柿叶茶和柿叶饮料），而且产品缺乏购买

说服力。所以，今后应注重研究柿叶有效成分与药

理作用之间的关系，加强柿叶复方药剂的开发和临

床应用及柿叶系列产品的研发，开发出有效成分与

药理作用关系明确、疗效显著、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柿

叶产品，以便更充分地利用我国潜力巨大的柿叶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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