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6                   现代药物与临床    Drugs & Clinic    2010 年第 25 卷第 6 期 

桃仁化学成分与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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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桃仁又名桃核仁，含有多种营养成分和生物活性物质，既是益智食品，也是传统的活血化瘀中药，并且

临床疗效显著。目前对桃仁的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研究不够深入，已经分得脂肪酸、蛋白质、甾醇及其糖苷类、

黄酮类、酚酸类等化合物，证明其具有抗凝血、抗血栓、预防肝纤维化和增强免疫力等药理作用。综述了近年来

对桃仁的化学成分与药理活性研究进展，为进一步研究和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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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ersicae Semen，there are various nutrients and bioactive compounds．Furthermore，Persicae Semen 
is also a kind of TCM medicinal materials with good clinical effects．At present，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Persicae Semen are not yet very clear and systematic．Till now，many 
compounds have been separated，including fatty acid，protein，sterols，glycosides，and phenolic acid．Present study 
has found the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Persicae Semen，including anticoagulation，antithrombotic，liver fibrosis 
prevention and immunity enhancement．This review introduces the advances in research of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Persicae Semen，and ma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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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仁又名桃核仁，来源于蔷薇科（Rosaceae）
植物桃  Prunus persica（L.）Batsch.或山桃  P. 
davidiana（Carr.）Franch.的干燥成熟种子。桃仁

功效为活血祛瘀，润肠通便，用于经闭、痛经、症

瘕痞块、跌扑损伤、肠燥便秘，为中医活血化瘀要

药，临床功效卓著，汉族及其他部分少数民族药方

中均有应用。在血府逐瘀汤（《医林改错》）、生化

汤（《傅青主女科》）、桂枝茯苓丸（《金匮要略》）、

桃核承气汤（《伤寒论》）等医家名方中均重用桃仁，

2010 年版《中国药典》中以桃仁为主药的中药制剂

有大黄蟅虫丸、中风回春丸、化症回生片、加味生

化颗粒、茵香橘核丸、桂枝茯苓丸、桂枝茯苓胶囊、

颈复康颗粒、跌打丸、产复康颗粒、金嗓散结丸共

11 首成方，其中 9 首主要功效为活血化瘀。桃仁中

的主要化学成分为脂溶性物质、蛋白质、甾醇及其

糖苷类、黄酮类、酚酸类等，其药理作用主要包括

抗凝血、抗血栓、预防肝纤维化和增强免疫力等，

其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显著疗效近年来受到广泛关

注。就近年来对桃仁的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研究进

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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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学成分 

桃仁中的脂溶性成分约占桃仁干质量的 50%，

蛋白质类成分约占 25%，多糖约占 1.83%[1]。此外桃

仁中还含有氰苷类、甾体类、黄酮类及其糖苷类化

合物和微量元素等。目前对桃仁中化学成分的研究

较少，特别是对其中的小分子成分，而对已明确的

成分缺乏系统研究，仅部分学者对油脂类成分进行

过较系统的研究。 
1.1  脂肪酸类 

桃仁中含有复杂的脂肪酸类成分，可分为棕榈

酸、硬脂酸、油酸、亚油酸 4 种，其中不饱和脂肪

酸（油酸和亚油酸）的量为 85%～93%[2-7]。也有研

究显示，桃仁中油酸和亚油酸的平均总量达

93.06%[2]，姜波等[5]的分析结果是桃仁中不饱和脂肪

酸的量为 92.44%；芮和恺等[7]研究显示，桃仁中的

脂溶性成分主要由长链脂肪酸组成，且不饱和脂肪

酸占 43.5%。裴瑾等[3]通过 GC-MC 分析，得出桃

仁脂溶性成分中的饱和脂肪酸主要为庚酸、辛酸和

十六碳酸，不饱和脂肪酸主要为 9-十六碳烯酸、

9,12-十八碳二烯酸、9,17-十八碳二烯酸和 9-十八

碳烯酸的结果。不同研究显示，桃仁中脂溶性成分

的组成及含量有一定差异，裴瑾等[2-3]研究发现桃仁

中不饱和脂肪酸油酸、亚油酸的平均总量为 93.06%，

而姜波[5]等研究发现桃仁中棕榈酸为 6.20%、硬脂酸

为 1.9%、油酸为 74.53%、亚油酸为 17.9%。此外，

Da Silva 等[6]还对桃仁中的油酸和棕榈酸成分进行

了 1H-NMR 和 13C-NMR 研究，从化学结构上阐明了

桃仁油的特性，从而证明了其可作为食品添加剂。 
1.2  苷类 

桃仁中含有氰苷 [8-13]，其中苦杏仁苷的量为

1.5%～3%，还含有微量的野樱苷[14]。 
1.3  甾醇及其糖苷 

采用 GC 和 GC-MS 等技术分析显示，桃仁中

的不皂化物以甾醇为主，如在杨晓静等[15]的研究中，

鉴定了豆甾烯醇乙酸酯、β-谷甾醇乙酸酯、菜油甾醇

乙酸酯、豆甾醇乙酸酯和燕麦甾醇乙酸酯等 5 个甾醇

乙酸酯，以及羽扇醇乙酸酯、24-亚甲基环阿屯烷醇

乙酸酯 2 个三萜醇乙酸酯化合物。另外桃仁中还含有

24-亚甲基环木菠萝烷醇、柠檬甾二烯醇、7-去氢燕

麦甾醇、β-谷甾醇、菜油甾醇、β-谷甾醇-3-O-β-D-
吡喃葡萄糖苷、菜油甾醇-3-O-β-D-吡喃葡萄糖苷、β-
谷甾醇-3-O-β-D-(6-O-棕榈酰基)吡喃葡萄糖苷、β-

谷甾醇-3-O-β-D-(6-O-油酰基)吡喃葡萄糖苷、菜油

甾醇-3-O-β-D-(6-O-棕榈酰基)吡喃葡萄糖苷、菜油

甾醇-3-O-β-D-(6-O-油酰基)吡喃葡萄糖苷等。 
1.4  黄酮及其糖苷 

桃仁中黄酮及其糖苷主要有 (+)-儿茶酚、柚皮

素、洋李苷、山柰酚及其葡萄糖苷、二氢山柰酚、

槲皮素葡萄糖苷等。 
1.5  蛋白质和氨基酸 

桃仁中含有包括相对分子质量为 2.13×104 的白

色蛋白 PR-A、PR-B 等在内的多种蛋白质。还含有

丝氨酸、苏氨酸、甘氨酸、谷氨酸等 16 种常见氨基

酸和 γ-氨基丁酸、L-色氨酸[16]。 
1.6  其他成分 

桃仁中含有大量挥发性成分[17-19]，主要为苯甲

醛，占总挥发油的 57.068%；另外还含有壬酸、2-
甲基-己醛、2-戊基-呋喃、十三碳烷等。桃仁中还含

有 K、Na、Ca、Zn、Fe、Mn、Mg 等 12 种微量元

素[16]，以及多种维生素类成分。 

2  药理作用 

2.1  抗血栓、抗凝血、预防心肌梗死和肝纤维化等 
桃仁的水提物能预防肝纤维化的形成[20-22]，对

肝脏的过氧化损伤也有较好的防护作用。汪宁等[23]

的研究发现，桃仁的醋酸乙酯和乙醇提取物均能缩

短二磷酸腺苷（ADP）诱导的血小板聚集所致肺栓

塞引起的呼吸喘促时间，且醋酸乙酯提取物有显著

的抗血栓作用。桃仁石油醚提取物可能对心肌缺血

损伤有改善作用，并对急性心肌梗死有较好的防治

作用[24]。另外，从桃仁中分离的三油酸甘油酯具有

抗凝血活性。总之，桃仁的抗凝血、抗血栓、预防

肝纤维化等作用，对肝脏过氧化损伤具良好的防护

作用，对心肌缺血损伤和脑部血管活性有改善作用，

对急性心肌梗死有较好的防治作用，这在一定程度

上印证了桃仁的活血化瘀传统功效。 
2.2  提高免疫力和抗肿瘤 

桃仁水提物对机体的免疫功能有良好的增强作

用[24]。近年来许多学者[25-31]对桃仁中的总蛋白或单

一蛋白质成分进行了大量药理研究，结果表明，桃

仁蛋白无急性和长期毒性。桃仁蛋白具有提高免疫

力和抗肿瘤的作用。王亚贤等[27]和吕跃山等[29]的研

究表明桃仁蛋白的免疫调节作用是通过降低血清中 
IL-2、IL-4 两种细胞因子的水平来实现的。桃仁蛋

白还具有显著的的抗肿瘤作用，该作用是通过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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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突抗原递呈功能与影响相关基因的表达来实现

的；也有研究表明桃仁蛋白 A 通过抑制细胞周期蛋

白 B1，使肿瘤细胞分裂停留于 G2 期，从而抑制

肿瘤细胞的增殖以实现抗肿瘤作用的，还可以抑制

组织蛋白酶 D 的表达，从而抑制肿瘤浸润转移；

还有研究显示桃仁蛋白的抗肿瘤作用是通过提高 
IL-2、IL-4 水平来实现的。 

桃仁蛋白为桃仁中的大分子物质，药理活性主

要为增强免疫力和抗肿瘤，还具有抗炎作用，且其

对免疫系统与对肿瘤的影响之间或许存在一定的相

关性[27-28, 30-33]。从目前研究可见，桃仁蛋白有很高

的研究、开发价值，其药理活性有待深入研究。 
2.3  抗炎、抗氧化 

桃仁的水提物还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桃仁蛋

白对炎症引起的血管通透性亢进具有抑制作用。有

研究者通过对桃仁中多糖的研究发现，桃仁多糖

对·OH－  和·O2
÷ 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同等浓度

下对·O2－ 的清除率明显高于对·OH－ 的清除率[4, 34]。 

3  小结 

桃仁是祖国医学活血化瘀药物，为常用中药，

药理活性明确，临床疗效确切，已广泛应用于成方

制剂中。由于桃仁的化学成分较复杂，目前国内外

对其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的尝试性研究报道不少，

但均不够深入和系统。大多数基础及临床研究采用

的桃仁制剂是粗制剂（如水煎液），具体作用的物质

基础及活血化瘀作用机制仍不清楚，近几年才出现

对其蛋白质、脂类、多糖和小分子成分的药理作用

研究，但是还不够广泛与深入，很多方面研究还存

在较大分歧。因此，今后应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

对桃仁化学成分与药理活性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

探讨，明确桃仁中的各种成分，特别是极有可能具

有活血化瘀功效的小分子类物质，以期为阐明桃仁

药理活性作用的物质基础及对桃仁的全面开发打下

良好的基础。 
随着对桃仁有效化学成分的进一步深入分析和

研究，桃仁在药理、临床及其他多种领域的作用将

日渐凸显，对其开发和利用必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

景，并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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