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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属药用植物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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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梨始载于《名医别录》，有悠久的药用历史。早在古方中就有其与贝母、杏仁、百合等配伍而起到清心润肺、止咳

祛痰的作用。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梨具有抗氧化、抗炎、抑菌、抗溃疡以及抗肿瘤作用。综述了梨属植物的起源分类、化学

成分及药理作用，为明确其药效成分以及作用物质基础提供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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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属 Pyrus L. 植物属于蔷薇科（Rosaceae）梨

亚科（Pomoideae）。在我国已有 3 000 多年的栽培

历史。因营养丰富、口味甘美而被誉为“百果之宗”。

梨性凉，味甘、微酸，入肺、胃经。具有清肺化痰、

生津止渴的功效，主治肺燥咳嗽、热病烦躁、津少

口干、消渴、目赤、疮疡、烫火伤等症[1]。自古以

来，东北的汉、朝、满、回等民族即有“贝母梨”

治疗肺热咳喘等民间验方流传；“贝母炖梨”、“贝母

蒸梨”、“鲜梨贝母汤”等民间食用方是保健佳品。

目前上市的含梨药品及保健品很多，如秋梨润肺膏、

止咳梨浆、雪梨蜜炼枇杷膏等。经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的含梨药品和保健品，以及民间

常用的食疗方见表 1 和 2。本文综述了梨属药用植

物的起源、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研究进展，为该属

植物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1  梨属植物起源 

Pyrus 最早由林奈于 1753 年命名[2]。一般认为

梨的原种起源于 3 世纪的我国西部或西南部的山 

表 1  含梨的药品 
Table 1  Drugs composed of plants in Pyrus L. 

产品名称 配  方 功能主治 批准文号 

贝母梨膏 川贝母、梨 润肺、止咳、化痰 国药准字 Z43020641

川贝雪梨糖浆 川贝母、南沙参、雪花梨 清热润肺、止咳化痰 国药准字 Z20025481

秋梨润肺膏 梨、百合、麦冬、川贝母、款冬花 润肺止咳、生津利咽 国药准字 Z65020126

止咳梨浆 梨清膏、半夏（制）、浙贝母、陈皮、橘红 润肺、化痰、止咳 国药准字 Z37020330

复方梨汁润肺茶 梨汁、麦冬、川贝母、陈皮、款冬花、麻黄、 

苦杏仁、紫苏等 

健脾润肺、止咳化痰 国药准字 B20020878

莱阳梨膏 莱阳梨清膏、陈皮、浙贝母 止咳化痰、生津止渴 国药准字 Z3702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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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3-4]。在漫长的人工驯化过程中，从梨的发源地北

上向东移动，形成了以中国大陆为次生中心的东亚

梨种群（东方梨）；向西移动形成了两个次生中心：

中亚中心和近东中心，产生了西方梨种群[5]。 
迄今为止，已命名的梨属植物种、变种和类型

超过 900 个，但被大多数分类学家所认可的种有 30
个左右。1973 年，Challice 等[6]提出了 22 个基本种

或初始种的分类系统，并将其分为 5 大种群：亚洲

豆梨类、亚洲大中果型梨类、西亚种、非洲种、欧

洲种。在此之后，Aldasoro 等 [7]的研究更正了

Challice 等列出的南欧及北非西洋梨种及其分布。

自此梨属的基本种可能有 20 个，分属于 4 个种群：

亚洲豆梨类、亚洲大中果型梨类、西亚种、北非及欧

洲种（表 3）。前 2 类为东方梨，后 2 类则为西方梨。 
东方梨主要分布于亚洲，绝大部分在中国[8]。

Rehder[9]首次对中国原产的梨属植物进行了较系统 

表 2  含梨的保健品及食品 
Table 2  Healthy products and foods composed of plants in Pyrus L. 

产品名称 配  方 功能主治 批准文号 

力菲牌雪梨枇杷膏 川贝母、雪梨、枇杷、桔梗、沙参、苦杏仁、 

苦杏仁、橘红、远志、生姜、薄荷脑、饴糖 

清咽润喉 国食健字 G20070047 

雪梨蜜炼枇杷膏 雪梨、川贝母、枇杷叶、桔梗、化橘红、苦杏仁、

蜂蜜 

润肺利咽、止咳平喘 国食健字 G2006071 

雪梨蜜炼川贝枇膏 雪梨、菊花、桔梗、川贝叶、沙枇杷、西青果、

甘草、薄荷 

止咳化痰、清肺润燥 国食健字 G20050936 

贝母蒸梨 贝母、梨 化痰止咳、润肺养阴  

川贝酿梨 川贝母、雪梨、糯米、冬瓜条冰糖 润肺消痰、降火除热  

表 3  梨的基本种及地理分布 
Table 3  Primary species of Pyrus L. and thei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种  群 种  名 分布区域 
中国豆梨 P. calleryana Dcne.  中国中部及南部 

柯汉梨（台湾野梨）P. koehnei Schneid.  中国南部、台湾 

朝鲜豆梨 P. fauriei Schneid.  朝鲜半岛 

日本豆梨 P. dimorphophylla Makino.  日本 

亚洲豆梨类 

杜梨 P. betulaefolia Bunge.  中国中部、北方、东北地区南部 

川梨 P. pashia D. Don.  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中国南部 

砂梨 P. pyrifolia Nakai.  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印度和巴基斯坦 

日本青梨 P. hondoensis Nakai et Kikuchi  日本 

亚洲大中果型梨 

秋子梨 P. ussur iensis Max.  中国北部、朝鲜、西伯利亚 

桃叶梨 P. amygdaliformis Vill  地中海地区、南欧 

胡颓子梨 P. elaegrifolia Pall.  土耳其、欧洲东南部 

P. glabra Boiss.  伊朗南部 

柳叶梨 P. salicifolia Pall.  伊朗、俄罗斯 

叙利亚梨 P. syriaca.Boiss.  非洲东北部、以色列、伊朗 

西亚种 

变叶梨 P. regelii Rehd.  阿富汗、俄罗斯 

P. bourgaeana Decne (P. manorensis Trab.) 墨西哥、阿尔及利亚 

P. spinosa Forssk. 南欧、安纳托利亚 

西洋梨 P. communis L.  西欧、欧洲南部、土耳其 

雪梨 P. nivalis Jacq.  西欧、中欧、南欧 

北非及欧洲种 

P. cordata Desv. 欧洲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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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类并描述了 12 个种；陈嵘[10]最早将中国梨的

分类进行了全面介绍，描述了 9 个种：岭南梨 P. 
lindleyi Rehd.、川梨 P. pashia D. Don、杜梨 P.  
betulaefolia Bge.、秋子梨 P. ussuriensis Maxim.、豆

梨 P. calleryana Dcne.、褐梨 P. phaeocarpa Rehd.、
砂梨 P. serotina Rehd.、白梨 P. bretschneideri Rehd.、
麻梨 P. serrulata Rehd.。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愈德浚等[11-12]在广泛调查了中国梨属植物，先后发

现了 5 个新种：滇梨 P. peusodopashia Yu、新疆梨

P. sinkiangensis Yu、河北梨 P. hopeihensis Yu、木梨

P. xerophila Yu、杏叶梨 P. armeniacaefolia Yu。加之

陈嵘所描述的 8 个种（P. lindleyi 除外），目前被中

国植物学家所认可的原产于中国大陆的梨属植物共

有 13 种[13]；原产于中国台湾的有柯氏梨（台湾豆

梨）P. koehnei Schneid.、台湾鸟梨 P. taiwanensis 
Iketani et Ohashi.[14]。此外，还有原产于东亚主要分

布于日本、朝鲜半岛的其他梨属植物[14]：朝鲜半岛

的除砂梨、秋子梨外还有朝鲜豆梨 P. fauriei 
Schneid.；原产于日本的野生种有日本豆梨 P. 
dimorphophylla Makino 和日本青梨 P. hondoensis 
Nakai et Kikuchi。 

目前我国先后培育出梨的栽培品种约8 000种，

极大丰富了梨属植物的种质资源[15]。全国各省市自

治区均有分布，主产区为河北、山东、辽宁、湖北、

江苏、安徽、四川、甘肃等省[16]。栽培较多的品种

有：白梨系统（鸭梨、雪花梨、秋白梨、砀山酥梨、

苹果梨、金花梨、锦丰梨、金川雪梨、黄花梨等[17]），

砂梨系统（黄金梨、新雪、大果水晶、横山梨、雪

梨），秋子梨系统（京白梨等）。 
2  化学成分 
2.1  多酚类 

梨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主要是酚酸和黄

酮类，如熊果苷[18]、绿原酸、儿茶素和香豆酸等。

梨中主要的多酚类化合物及其结构见图 1 和表 4。 
2.2  三萜及甾醇类化合物 

对西洋梨枝进行提取分离，从醋酸乙酯层得到

胡萝卜苷；石油醚层得到羽扇豆醇、β-谷甾醇、白

桦脂醇、白桦脂酸；乙醚萃取部分得到氢醌[28]。另

外，从雪花梨醋酸乙酯层分离得到 β-谷甾醇、胡萝

卜苷 2β, 19α-二羟基熊果酸、齐墩果酸及熊果酸[29]。 
2.3  酚酸酯类化合物 

从豆梨中分离得到 2 个酚酸酯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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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梨中多酚类物质的骨架结构 
Fig. 1  Skeleton structures of polyphenols in plants of Pyru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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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梨中主要多酚类物质 
Table 4  Main polyphenols in plants of Pyrus L. 

序号 化合物名称 骨架 取代基 文献 

1 绿原酸 B R=OH 19-20 

2 对香豆酰奎尼酸 B R=H 19-20 

3 阿魏酸 A R=OCH3, R′=H 21 

4 咖啡酸 A R=OH, R′=H 21 

5 cryptochlorogenic acid G R2=caf, R1=R3=H 22 

6 新绿原酸 G R3=caf, R1=R2=H 22 

7 对香豆酸 A R=R′=H 23 

8 熊果苷 D R=Glu 18 

9 槲皮素 E R3=H, R1=R2=R4=R5=OH 19 

10 槲皮苷 E R1=R2=R5=OH, R4=O-Rha, R3=H 19 

11 异槲皮苷 E R1=R2=R5=OH, R4=O-Glu, R3=H 19 

12 山柰酚 E R1=R3=H, R2=R4=R5=OH  24 

13 异槲皮素-3-O-葡萄糖苷 E R4=O-Glu 25 

14 异槲皮素-3-O-芸香糖苷 E R4=O-rutinoside 26 

15 异槲皮素-3-O-丙二酰葡萄糖苷 E R4=O-malonyl glucoside 26 

16 对香豆酰苹果酸 C  26 

17 二咖啡酰奎尼酸 G R2= R3=caf, R1=H 26 

18 异鼠李素-3-O-葡萄糖苷 E R1=H, R2=OH, R3=OCH3, R4=O-Glu, R5=OH 25 

19 异鼠李素-3-O-鼠李葡萄糖苷 E R1=H, R2=OH, R3=OCH3, R4=O-Rha, R5=OH 25 

20 异鼠李素-3-O-鼠李半乳糖苷 E R1=H, R2=OH, R3=OCH3, R4=O-Rha-Gal, R5=OH 25 

21 异鼠李素- 3-O-芸香糖苷 E R1=H, R2=OH, R3=OCH3, R4=O-rutinosid, R5=OH 26 

22 异鼠李素-3-O-半乳鼠李糖苷 E R1=H, R2=OH, R3=OCH3, R4=O-Gal-Rha, R5=OH 26 

23 异鼠李素-3-O-丙二酰半乳糖苷 E R1=H, R2=OH, R3=OCH3, R4=O-malonyl  
galactoside, R5=OH 

26 

24 异鼠李素-3-O-丙二酰葡萄糖苷 E R1=H, R2=OH, R3=OCH3, R4=O-malonyl glucoside, 
R5=OH 

26 

25 槲皮素-7-O-木糖苷 E R2=R4=OH, R1=R3=H, R5=O-Xyl 27 

26 儿茶素 F R1=R3=OH, R2=R4=H 19 

27 表儿茶素 F R2=R3=OH, R1= R4=H 19 

28 无色花青素 F R1=R3=R4=OH, R2=H 19 

29 原花青素  由不同数量的儿茶素或表儿茶素聚合而成 19 

 
protocatechuoylcalleryanin-3-O-β-glucopyranoside、
3′-hydroxybenzyl-4-hydroxybenzoate-4′-O-β-gluco-
pyranoside，结构式见图 2[30]。 
2.4  羽扇豆醇酯类 

Tomosaka 等[31]从日本豆梨中分离得到了 6 种

羽扇豆醇及其酯类，结构式见图 3。 
2.5  多糖类 

目前对于梨多糖的研究较少，仅限于对杜梨多

糖的研究[32-33]：运用超声、微波及水浴等不同方法

分别对杜梨果实及叶片中多糖进行提取，得到的多

糖分别在 10%及 15%左右。 
3  药理活性 
3.1  抗氧化、抗溃疡 

梨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如原花青素、儿

茶素、绿原酸、槲皮素等[34]，其结构中的酚羟基使

其对活性氧等自由基具有较强的捕捉能力，能抑制

脂质过氧化，减少或阻止组织中氧化反应的进行[35]。

另有研究发现，梨中所含的原花青素具有良好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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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catechuoylcalleryanin-3-O-β-glucopyranoside  R = glucosyl 
3′-hydroxybenzyl-4-hydroxybenzoate-4′-O-β-glucopyranoside  R = H 

图 2  梨中酚酸酯类物质的结构 
Fig. 2  Structures of phenolic acid esters  

in plants of Pyrus L. 
 

 
lup-20 (29)-ene-3β-yl eicosanoate      R = CO(CH2)18CH3 
lup-20 (29)-ene-3β-yl docosanoate     R = CO(CH2)20CH3 
lup-20 (29)-ene-3β-yl tetracosanoate    R = CO(CH2)22CH3 
lup-20 (29)-ene-3β-yl hexacosanoate    R = CO(CH2)24CH3 
lup-20 (29)-ene-3β-yl octacosanoate    R = CO(CH2)26CH3 

lupeol                            R = H  

图 3  梨中羽扇豆醇类物质的结构 
Fig. 3  Structures of lupeol in plants of Pyrus L. 

溃疡效果，并且认为其抗溃疡效果与其抗氧化作用

有关[36]。另外，研究发现经水提、脱色、脱蛋白、

透析，醇沉后所得的杜梨多糖对羟基自由基、超氧

阴离子及 DPPH 自由基均有较好的清除作用，并呈

现一定量效关系[37]。 
3.2  抗炎作用 

平贝雪梨膏是以贝母与梨配伍而成的一类清咽

类保健食品，对其进行抗炎活性考察，结果显示其对

于二甲苯及角叉菜胶所引起的炎性肿胀均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38-39]。在此基础上，课题组研制出了以平贝

母与雪花梨配伍的保健品——平贝雪梨饮。二者配伍

具有良好的抗炎活性，且能够降低炎症组织渗出液中

前列腺素 E2（PGE2）与丙二醛（MDA）水平[40]。Huang
等[29]对雪花梨的醋酸乙酯层进行了系统分离，从中分

离得到几种三萜及甾醇类化合物 β-谷甾醇、胡萝卜

苷、2β, 19α-二羟基熊果酸、齐墩果酸、熊果酸，并进

行了抗炎活性考察，结果表明各化合物均显示一定的

抗炎活性，其中以 β-谷甾醇的活性最强。 
3.3  镇咳、祛痰、平喘 

采用氨水和二氧化硫引咳法、酚红祛痰和毛细

管排痰法对中药复方制剂川贝雪梨膏进行实验，结

果表明其具有明显的镇咳、平喘、祛痰作用，能明

显延长小鼠的咳嗽潜伏期，也可明显地延长豚鼠的

引喘潜伏期[38-39]。另外，应用猪鬃刺激引咳法、气

管段酚红法、毛细管排痰法等研究秋梨润肺含片止

咳祛痰的作用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秋梨润肺含片

中、高剂量均能显著增加小鼠气管酚红排量，并能

显著增加大鼠呼吸道痰液分泌量[41]。 
3.4  抑菌作用 

实验发现苯醌是梨幼枝发挥抑菌活性的主要

物质[42]。另外，木梨幼叶对几种常见微生物进行

抑菌实验，结果表明木梨幼叶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

球菌、大肠杆菌、枯草杆菌及青霉菌有较好的抑菌

作用[43]。从西洋梨枝中分离得到的羽扇豆醇、β-
谷甾醇、白桦脂醇、白桦脂酸、氢醌均具有一定的

抑菌作用[28]。 
3.5  抗癌作用 

以肝癌实体瘤 H22移植小鼠为模型，研究杜梨果

实热水提取物体内抗肿瘤作用，结果表明其对 H22

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使荷瘤小鼠的脾脏、胸腺指数

明显升高[44]。药理实验表明从西洋梨枝中分离得到

的氢醌对腹水瘤 S180细胞的抑瘤率为 47.5%[29]。 
4  结语 

梨作为止咳平喘的佳品从古至今被广泛应用，

具有悠久的民间药用历史，“梨膏糖”、“贝母炖梨”

等一直沿用至今。川贝雪梨膏更作为中药保护品种

已被《中国药典》收载。近年来，对于梨的化学成

分及药理活性研究主要在单体成分水平，如三萜类

具有明显的抗炎活性，原花青素的抗氧化以及甾醇、

氢醌的抑菌作用等，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完善，

应继续深入研究。梨丰富的品种资源以及在抗炎、

抗溃疡、抑菌、抗癌方面的药理作用使得其在保健

品及药品方面的开发前景广阔。今后应当进一步研

究不同梨品种的功效和作用物质基础，开发出更多

更好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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