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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叶榕化学成分药理活性及质量标准研究进展小叶榕化学成分药理活性及质量标准研究进展

胡文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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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叶榕属桑科榕属乔木，是我国的传统中草药，具有清热祛湿、止咳平喘、活血化瘀、抗炎抑菌等功效。目前

市场上以小叶榕为主要成分的咳特灵片、咳特灵胶囊在镇咳类药物中占较大优势。小叶榕化学成分丰富，研究发现主要包

括三萜类、黄酮类、酚酸类等物质。然而目前对其叶、根、树皮等中有效成分的确定以及其发挥药效的机制仍不明确，国

内外对小叶榕药理活性的相关研究仍不足，小叶榕质量控制标准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小叶榕作为药用植物的开发。

因此本篇文献汇总了近年来关于小叶榕药理活性研究相关成果，为小叶榕未来更好的研究开发及应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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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cus macrocarpa, an arbor of the genus Ficus mulberry family,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which has the 
effects of clearing heat and dispelling dampness, relieving cough and asthma,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removing stasis, anti-
inflammatory and bacteriostatic. At present, the cough terine tablets and cough terin capsules with Ficus macrocarpa as the main 
component have a great advantage in antitussive drugs on the market. Ficus macrocarpa is rich in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the 
study discovered that it mainly includes triterpenoids, flavonoids, phenolic acids and other substances. However, at present,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ctive ingredients in its leaves, roots, bark, etc. and the mechanism of their medicinal effect are still unclear, 
there is still insufficient research on the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of Ficus macrocarpa at home and abroad, and Ficus macrocarpa 
has a single quality control standard, which limits the development of Ficus macrocarpa as a medicinal plant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results of recent research on the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of Ficus macrocarpa, which 
lays a foundation for bett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Ficus macrocarpa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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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引言引言

小叶榕（Ficus microcarpa）为桑科榕属雅榕，常见于

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小叶榕作为我国南方的主要植物品种

之一，其数量较多，分布广泛，例如我国的广东、广西、

福建、台湾和海南等地。小叶榕通常生于海拔 900—1600

米密林中或村寨附近，是我国的传统中药植物，也是重要

的园林景观植物 [1]。小叶榕喜温暖、潮湿及阳光充足的环境，

适宜在疏松、肥沃、湿润的土壤生长。小叶榕属于常绿乔

木，高 15—20 米，胸径 25—40 厘米，具有发达的气生根。

树皮深灰色，有皮孔，小枝粗壮，无毛。叶狭椭圆形，基

部楔形，叶柄短。榕果成对腋生或 3—4 个簇生于无叶小枝

叶腋，雄花、瘿花、雌花同生于一榕果内壁，花果期 3-6 月。

小叶榕作为我国民间常用的中草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

具有清热解毒、止咳化痰、祛湿止痛、活血等功效。小叶

榕的干叶、气生根和树皮用于多种疾病的民间传统疗法，

在治疗支气管炎、流感、扁桃体炎及心血管疾病、抗炎抑

菌等方面有显著效果 [2]。目前小叶榕相关研究多为其叶、根、

树皮等的化学成分提取分离、有效成分确定、药效鉴定等。

近来对小叶榕的有效成分、药理研究及质量标准研究增加，

对相关研究进行汇总和比较为小叶榕的更深入开发应用奠

定基础。

2 2 小叶榕叶、气生根、树皮、树干、果的化学成分小叶榕叶、气生根、树皮、树干、果的化学成分

小叶榕化学成分丰富，包括黄酮类、三萜类、酚酸类、

脂肪族化合物等众多化学成分，其叶、气生根、树皮、树

干及果等部位均含有许多活性成分。

2.1 小叶榕叶的化学成分

小叶榕入药主用其叶，有研究明确小叶榕叶为其化痰

止咳作用的最佳入药部位，小叶榕叶中主要含三萜类、黄

酮类、齐墩果酸、脂肪族化合物和甾体化合物等，在心血

管疾病治疗、抗炎抑菌和抗肿瘤等方面有显著效果。最早

研究报道从小叶榕的叶子中提取分离出了脂肪族化合物、

甾体化合物、羽扇烯乙酯、无羁萜、粘霉醇、表木栓醇、

蒲公英醇和石竹素等 [3]。近来报道小叶榕叶乙醇提取物中

发现了新的黄烷类化合物和倍半萜酸 [1]。国内对小叶榕中

总黄酮的分离纯化研究的较为清楚。小叶榕总黄酮的提取

工艺较多，包括水提醇沉提取法，超声波乙醇浸提法等，

纯度和产率较高，是提取小叶榕黄酮类物质的有效途径 [3]。

小叶榕干浸膏为小叶榕干燥叶制得，具有止咳、祛痰、抗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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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喘等药效，是止咳类药物中西复方制剂咳特灵的主要成

分之一。小叶榕干浸膏化学成分复杂，具有牡荆苷、异牡

荆苷、荭草苷、异荭草苷牡荆素 -7 －葡萄糖苷等化合物 [4]。

2.2 小叶榕气生根的化学成分

小叶榕除了叶以外，其气生根榕树须具有活血止痛、

清热解毒等功效，近来研究还发现榕树须具有抗血栓的作

用 [5]。从小叶榕的气生根中提取和分离的化学成分相对较

多，包括黄酮、酚酸类 [6]。报道称从小叶榕的须中提取分

离了新的三萜类化合物，2 个新的化合物 α-tocospiros A 和

α-tocospiros B, 还有一种维生素 E (tocopherol)
[3]。有研究采

用硅胶柱和 Sephadex LH-20 柱色谱方法从小叶榕气生根

的 95% 乙醇提取物的二氯甲烷部位分离鉴定了 12 个化合

物，包括 7 个三萜类成分：3β －羟基 -11 －羰基－乌苏烷

-12 －烯、3β －乙酸酯 -11 －羰基－乌苏烷 -12 －烯、齐

墩果酸、3β －羟基 - 齐墩果烷 -11,13 (18) －二烯 -28 酸、

白桦酸、pyracrenic acid、platanic acid;4 个黄酮类成分：

isowigtheone、myrsininone A.derrone、alpinumisoflavone;1
个酚酸类成分：原儿茶酸甲酯。化合物 3β －羟基 - 齐墩

果烷 -11,13 (18) －二烯 -28 酸、pyracrenic acid 和原儿茶酸

甲酯为首次从榕属植物中分离得到；化合物 3β －羟基 -11

－羰基－乌苏烷 -12 －烯、platanic acid、isowigtheone、
myrsininone A.derrone、alpinumisoflavone 为首次从小叶榕

中分离得到 [7]。

2.3 小叶榕树皮、树干、果的化学成分

另外榕树皮中存在三萜类化合物，脂肪醇，类固醇，

香豆素，黄烷，异黄酮、4 －羟基苯甲酸酯和类胡萝卜素

样化合物，在治疗糖尿病、溃疡、烧灼感、出血、麻风病、

瘙痒、肝病和牙痛上具有效果 [3，8]。小叶榕的树干中分离

到单萜类化合物、酚类化合物 , 木酚素和 γ －内酯。小叶榕

的果子被报道分离出了 β －香树素乙酯、β －香树素、谷

物混合物酸、2α －羟基熊果酸、石竹素、β 谷甾醇和 3、4

－二羟苯甲酸等化学成分 [3]。

3 3 小叶榕药效活性研究小叶榕药效活性研究

小叶榕的药效活性与其含有的化学成分密切相关。黄

酮类化合物是小叶榕中的主要化学成分，研究证明，黄酮

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抗过敏、抗菌消炎、降血糖、抗病毒、

抗肿瘤、抗病毒、保胃护肝等作用，还具有降血脂、止血、

抑制血小板聚集等众多药理活性 [9]。小叶榕中也含有丰富

的三萜类化合物，其具有显著的抗炎、抗病毒、抗肿瘤、

免疫调节等药理活性 [10]。酚酸类成分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活

性，小叶榕气生根中的总酚酸具有显著的抗氧化活性 [6]。

小叶榕中也含有齐墩果酸，齐墩果酸具有抗炎、抗氧化、

降血糖、降血脂、抗病毒、抗肿瘤、护肝、解肝毒作用 [11]。

由于小叶榕含有的化学成分复杂，目前其药理活性研究多

使用小叶榕粗提物，小叶榕药效物质基础及药效相关作用

机制相关研究并不十分全面。下面从小叶榕在抗炎止咳、

抗血栓降脂、抗氧化及抗病毒等方面的药理活性研究等方

面进行探讨。

3.1 小叶榕的抗炎止咳作用

小叶榕具有止咳祛痰、抗炎平喘等药效，在治疗呼吸

道系统疾病中具有很大功效 [12]。近来研究表明，小叶榕治

疗呼吸道系统疾病的药效机制涉及炎症反应调节。小叶榕

叶总黄酮具有一定的抗炎镇痛作用 [13]，以小叶榕为主要成

分的咳特灵片、咳特灵薄膜衣片和咳特灵胶囊的基础上研

制的新剂型复方小叶榕含片也具有较好的镇痛和抗炎作用
[14]。小叶榕水提取物、乙酸乙酯部位均能发挥镇咳、祛痰、

抗炎等功效，且小叶榕乙酸乙酯部位的镇咳、祛痰药效优

于其水提取物。乙酸乙酯萃取部位主要含黄酮类化合物，

因此黄酮类成分可能是小叶榕镇咳、祛痰、抗炎的主要有

效成分 [15]。有研究结果发现，小叶榕抗炎有效成分在小叶

榕叶水提物的乙酸乙酯层萃取部位，且采用硅胶层析法和

重结晶法从有效部位化学成分群中分离到了 10 个单体化合

物，其中 6 个化合物对 LPS（脂多糖）诱导的小鼠腹腔巨

噬细胞 RAW264.7 炎症模型的生长抑制作用显著，药效显

著的单体成分为苯甲酸、3, 5 －二甲氧基 -4 －羟基苯甲酸、

对羟基苯乙酸、水杨酸、3, 5 二甲氧基 -4 －羟基－苯乙酮、

邻羟基苯丙酸 [16]。

小叶榕干浸膏为小叶榕干燥叶制得，具有止咳祛痰、

抗炎平喘等药效，在治疗呼吸道系统疾病中具有很大功效，

小叶榕干浸膏处理组对小鼠咳嗽潜伏期有不同程度的延长，

均能不同程度地抑制小鼠的咳嗽次数，可能与降低咳嗽敏

感性有关。小叶榕处理也能显著增加小鼠排痰量，表现出

平喘疗效 [12]。秦飞 [17] 等人在研究小叶榕对慢性支气管炎中

慢性咳嗽的治疗作用机制中发现，小叶榕干浸膏能改善慢

性支气管炎大鼠的咳嗽、呼吸困难、倦怠、体质量增长停

滞等病理现象，其高剂量组使慢性支气管大鼠肺组织支气

管周围炎症减轻，间质炎及气肿改变也较轻。小叶榕干浸

膏治疗大鼠慢性支气管炎可能与小叶榕干浸膏显著降低大

鼠肺部组织匀浆的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水平，

升高白细胞介素 -4(IL-4)、白细胞介素 -10(IL-10）水平有

关。IL-4、IL-10 水平与气管炎症密切相关，有研究发现支

气管炎症治疗前后，血清中 IL-4、IL-10 的含量有显著变

化，但 IL-4、IL-10 水平影响气管炎症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
[12]。有研究发现小叶榕能改善过敏性哮喘豚鼠的哮喘症状、

减轻肺组织病变，其机制可能与调节参与炎症反应的细胞

因子有关。免疫球蛋白 E(IgE）是介导 I 型超敏反应的重要

介质，研究结果提示小叶榕可能通过降低血清中 IL-4 含量

使得血清 IgE 的水平降低，降低白细胞介素 -5(IL-5）水平

减少炎症因子嗜酸性粒细胞（EOS)、嗜酸性细胞阳离子蛋

白（ECP)、白三烯等释放，降低白细胞数量，从而改善过

敏性哮喘症状 [18]。研究发现小叶榕叶对炎症介质一氧化氮

（NO）和 TNF-α 的释放有抑制作用，从而发挥抗炎作用。

该研究使用脂多糖刺激 RAW264.7 巨噬细胞建立体外炎症

模型，该模型NO和TNF-α含量显著增加，小叶榕叶水提物、

乙酸乙酯部位和水相部位处理降低了巨噬细胞培养液中 NO

和 TNF-α 的含量 [19]。

3.2 小叶榕的抗血栓作用

榕树须是小叶榕的气根，具有活血止痛、清热解毒等

功效。有研究发现榕树须水提、醇提或水提物经乙酸乙酯

水洗脱部位均有抗脑血栓作用，总黄酮是榕树须含量较多

的成分 [5]。研究发现榕树须总黄酮作用于小鼠能明显恢复

胶原蛋白栓塞引起的小鼠跛行等脑栓塞症状，延迟电刺激

大鼠颈动脉引起的栓塞发生，具有一定的抗脑血栓疗效和

抗血栓作用。榕树须总黄酮能显著延长血瘀小鼠的凝血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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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降低其纤维蛋白原含量，改善寒凝血瘀小鼠凝血功能。

结果提示榕树须总黄酮通过干扰内源性凝血系统因子的活

性，抑制纤维蛋白生成，减少血栓发生 [5]。小叶榕的己烷

提取物已被证明通过其对抗低密度脂蛋白氧化，增强高密

度脂蛋白合成和抑制脂质过氧化的作用，对高胆固醇血症

大鼠具有降血脂和抗氧化作用 [20]。

3.3 小叶榕的抗氧化作用

小叶榕具有许多抗氧化活性成分，包括黄酮类、酚酸类、

齐墩果酸等化合物。有研究结果表明福州小叶榕叶总黄酮

提取物具有清除 DPPH 自由基的能力，随着总黄酮浓度的

增大其清除自由基的能力也逐渐增大，且当总黄酮提取物

有效物浓度达到 0.0445mg/m L 时。其清除自由基的能力与

维生素 C 的清除能力相差不大 [21]。也有研究发现小叶榕气

生根首部的总酚酸、总黄酮含量最高，其抗氧化活性首部

最强，中部次之，尾部较弱。小叶榕抗氧化活性与总酚酸

含量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存在显著线性相关，与黄酮类化

合物含量也具有相关性 [6]。

3.4 小叶榕的抗病毒作用

体外实验表明小叶榕水提取物具有较好的体外抗乙型

肝炎病毒作用。2.2.15 细胞是公认的体外评价抗 HBV 药

物细胞模型，小叶榕水提取物能显著抑制 2.2.15 细胞分泌

HBsAg 和 HBeAg，抑制其表达乙肝病毒抗原，这可能与小

叶榕中黄酮类物质的抗病毒作用有关 [22]。研究发现，小叶

榕中的酚类化合物包括槲皮素 3，7-O-α-L －鼠李糖苷和芦

丁具有抑制 SARS-CoV-2 病毒主蛋白酶的潜力 [23]。有研究

结果表明，小叶榕叶提取物对抑制流感病毒、腺病毒、鼻

病毒等病毒无效，但对疱疹病毒有效。小叶榕叶乙醇提取

物的乙酸乙酯层萃取部位得到的化合物中，phaseic acid 对

HSV-1、HSV-2 病毒均有抑制作用 [1]。

4 4 小叶榕质量标准研究小叶榕质量标准研究

以小叶榕叶水提物小叶榕干浸膏为主要成分的咳特灵

片和咳特灵胶囊收载于《中国药典》2020 版一部的成方制

剂和单味制剂中，具体内容包括处方、制法、性状、鉴别、

检查、含量测定、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等。小叶榕干

浸膏质量标准附于咳特灵片、咳特灵胶囊质量标准项下。

目前小叶榕干浸膏的鉴别采用薄层色谱法试验，检查其水

不溶物和测定其乙酸乙酯浸出物，质量控制标准单一，不

能准确反映其量效关系。小叶榕干浸膏粉的含量测定则采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牡荆苷和异牡荆苷的总量。因此，

小叶榕干浸膏的质量标准有待提高，需要加强对其药效物

质的研究，明确其药效成分。最近有研究采用高效液相色

谱法建立了小叶榕干浸膏及咳特灵胶囊的HPLC指纹图谱，

并对指纹图谱的主要色谱峰进行了鉴定，并鉴别出了 14 个

化合物组分，包括表儿茶素、香豆酸、阿福豆素、牡荆素

-7 －葡萄糖苷、荭草苷、异荭草苷、牡荆苷、牡荆素葡萄

糖苷、已牡荆素吡喃葡萄糖苷、异牡荆苷等。通过比较小

叶榕干浸膏及咳特灵胶囊的 HPLC 指纹图谱，表明两者均

有标识的 14 个色谱峰，且各色谱峰相对保留时间差异小，

这为小叶榕干浸膏及其制剂的整体质量控制提供了一定的

依据，并能反映其药效成分 [24]。建立小叶榕质量控制方法，

提高其质量标准，有利于小叶榕药材来源的筛选和生产工

艺优化，保证小叶榕相关药品质量和治疗效果，从而在长

远上产生更多的市场效益。

5 5 讨论讨论

中医药治疗疾病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小叶

榕作为我国岭南常用中草药，也具有很长的应用历史和明

确的治疗效果 [9]，是咳特灵片、咳特灵胶囊等著名中成药

的主要成分，在市场上占绝对优势。小叶榕含有的化学成

分复杂，目前已知有 200 多种，但其药理活性研究多使用

小叶榕粗提物，无法准确反映其化学成分与药理药效之间

的明确关系，限制了小叶榕资源的开发及质量控制水平的

提升 [2]。中药化学成分的分离和鉴定是中药现代化的基础，

中药化学成分的研究则是中药开发利用的关键。因此，系

统建立小叶榕有效成分及指纹图谱，促进其质量标准能准

确反映其量效关系，从而为后续小叶榕的药效开发奠定扎

实的基础，同时，结合现代药物化学和药理学，对小叶榕

化学成分的药理活理作用进行深入研究，建立小叶榕化学

成分和药理活性数据库，能更清晰直观地反映其药效作用

机制，促进小叶榕药物活性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市场化，从

而造福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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