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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桃仁为蔷薇科植物桃或山桃的种子，具有活血祛瘀、润肠通便、止咳平喘等功效。目前对桃仁的研究仍主要集中于

其活性成分苦杏仁苷的测定及其质量控制，而对其他单体成分的药理作用机制仍不明晰。综述桃仁在传统理论指导下的现代

研究进展，包括其性味、炮制、配伍、质量控制，以及其化学成分和药理、毒理等方面的研究。建议对桃仁提取物中的单体

成分在心血管保护、神经保护、免疫调节、抗肿瘤以及肝肾保护等药理作用机制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为其资源开发和临

床应用提供更详实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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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review is to summarize the advances in studies on Persicae Semen, a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 the fields of 
nature and flavor, preparation, quality control, chemical composition,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Persicae Semen and its extracts 
present variou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such as cardiovascular protection, neuroprotection, immunoregulation, antitumor effects 
and hepatic and renal protection. Though amygdalin, one of the main components in Persicae Semen, had been well studied, the 
activities and mechanisms of other potential active ingredients should also be more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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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仁 Persicae Semen 收录于《中国药典》2010
年版，为蔷薇科植物桃 Prunus persica (L.) Batsch 或

山桃 P. davidiana (Carr.) Franch. 的干燥成熟种子[1]。

其性平，味苦、甘，有小毒，归心、肝、大肠经，

具有活血祛瘀、润肠通便、止咳平喘等功效[2]。本文

综述近年来桃仁在中医药理论及现代化学、药理研

究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旨在为桃仁的药物开发与临

床应用提供参考。 
1  性味 

桃仁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气味苦，平，

无毒”。陈修园注释其“气平主降，味苦主泄”[3]。

后世医家对桃仁性味的记载多沿用本经的观点（如

《本草经集注》）。直到明清时期，中医药理论进入集

大成阶段，方出现少数本草著作提出桃仁“性温”

（如《本草纲目》）、“性寒”（如《万病回春》）等不

同观点。对于平性药，部分学者认为虽然其药性相

对缓和，却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或温或凉的偏性，

方能“以偏纠偏”[4]。李军伟等[5]综合历代本草文

献对桃仁属性及其功效主治的记载，认为桃仁偏于

凉性。但桃仁作为相对公认的平性药，却具有对寒

热不同证型的动物模型的心血管系统“双向调节”

的保护作用，有别于寒性药代表丹参、益母草与热

性药代表川芎[6]。因此，桃仁宜归入平性药。 
2  炮制 

桃仁饮片主要炮制方法有净制、燀制和炒制。

张仲景《金匮玉函经》提出“去皮尖”的制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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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本草纲目》则根据不同临床需要加以区分：

“桃仁行血宜连皮尖生用，润燥和血，宜汤浸去皮尖

炒黄用”。现代研究表明，在生用、燀、炒、蒸等桃

仁炮制品以及桃仁皮中，抗凝血、抗血栓、抗炎、

肠胃推进等功效以生品为 佳，燀、炒、蒸等加热

处理后以上药效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除此之外，

桃仁皮亦具有明显的活血、抗炎作用，不宜作为非

药用部位去除[7]。 
苦杏仁苷（amygdalin）是桃仁的有效成分之一，

其本身无毒，但经过桃仁本身或肠道菌群中的苦杏

仁酶分解后产生的氢氰酸为剧毒，是造成桃仁毒副

反应的主要成分，因此口服给药与其他给药途径相

比毒性 大[8]。如在沸水中煎煮时间在 30 min 以内，

桃仁中的苦杏仁苷量基本未变，而 1 h 后其量开始

明显下降。因此从杀酶保苷的角度出发，桃仁在煎

剂沸腾后的煎煮时间不宜超过 30 min，建议后下[9]。

而对于同为蔷薇科植物种子、且均采用苦杏仁苷作

为主要有效成分的苦杏仁，常见的炮制方法有干热

（炒法）和湿热（燀法、燀炒法、蒸法）等，其中燀

后再炒对苦杏仁酶的杀灭效果与其他方法相比无显

著差异，其毒性略低但也不显著[10]。该研究对桃仁

炮制方法的研究与应用也有一定参考意义。 
综上，需要根据桃仁入药的具体目的和给药途

径来决定桃仁的炮制和煎煮方法。用于止咳平喘，

需要采取杀酶保苷的方法保护有效成分苦杏仁苷，

而出于润肠通便等目的，由于其主要作用成分为桃

仁油，出于安全考虑，则建议通过高温久煎降低药

材毒性。如用于制备注射剂，应尽可能减少桃仁中

苦杏仁苷的损失，而通过口服给药，则更需要考虑

安全性。 
3  配伍 

药物功效的侧重可通过其配伍环境的改变而

发生相应变化，这是中医药组方的特点和优势。桃

仁作为活血化瘀药，临床上常与理气药枳壳[11]、香

附[11]、木香[12]等药配伍主活血行气，与活血化瘀

药红花[11]、赤芍[11]、水蛭[12]相须而用使活血化瘀

功效增强，配伍泻下药大黄[12]泄热逐瘀，配伍温

里药桂枝[12]、干姜[13]可活血通脉，配伍消食药山

楂[13]可活血导滞等。 
在探寻方剂经典与名家用药配伍规律的现代研

究当中，亦可采用数据挖掘方法和关联规则发掘核

心药群以及药物之间相关联系[11]。采用 Clementine 
11.1 数据挖掘系统，基于关联规则（Apriori 算法）

对王清任《医林改错》中涉及桃仁的复方进行统计

发现，与桃仁配伍置信度 高的为理气药枳壳，体

现王清任遣方用药时“气通血活”的思想；用于活

血化瘀，桃仁常配伍红花、赤芍、地龙、川芎；补

血养血常配伍当归；补气健脾常配伍甘草、黄芪、

党参、白术等[11]。 
4  化学成分 

桃仁的主要成分有脂肪油类、苷类、蛋白质和

氨基酸、挥发油、甾体及其糖苷等。其中不饱和脂

肪酸以 9-十六碳烯酸、9-十八碳烯酸、9,12-十八碳

二烯酸、9,17-十八碳二烯酸为主，约占脂肪酸总量

的 50%[14]。苷类以苦杏仁苷、野樱苷（prunasin）
等氰苷为主要有效成分，此外还分离出扁桃酸-β-
龙胆二糖苷、扁桃酸-β-D-吡喃葡萄糖苷、苄基-β-
龙胆二糖苷、苄基-β-D-吡喃葡萄糖苷等成分[15]。桃

仁总蛋白中可分离出清蛋白、球蛋白、醇溶蛋白、

谷蛋白等部分，其中清蛋白量达 86.83%[16]，且具有

良好的溶解性、泡沫稳定性、乳化稳定性以及较低

的凝胶质量浓度[17]，提示桃仁可作为清蛋白的良好

来源；而必需氨基酸的量占桃仁 17 种氨基酸中的

28.04%[16]。萜类及挥发油主要有苯甲醛、苯甲酸、

苯甲醇、α-氧代苯乙腈、罗勒烯[18]、柠檬烯以及樟

脑[19]等。甾体有豆甾醇乙酸酯等[20]。 
5  质量控制 

在桃仁的质量控制方面，国内文献多以苦杏仁

苷的量作为评价桃仁质量的指标，并采用高效液相

色谱法进行定量测定[21]。根据《中国药典》2010 年

版规定，桃仁干燥品中苦杏仁苷量不得少于2.0%[1]。

但苦杏仁苷广泛存在于蔷薇科植物的种仁中[22]，缺

乏较强的专属性，而现代药理学研究也表明桃仁中

的有效成分不仅仅为苦杏仁苷，因此通过中药指纹

图谱从整体上反映桃仁成分的多重指标，则有望为

桃仁提供更加有效的质量及药效综合评价依据。 
从药材的整体色谱图入手，选用超高效液相色

谱（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UPLC）
从 15 个桃仁样品中分离并鉴定了 α-[(6-O-β-glucopy- 
ranosyl-β-D-glucopyranosyl) oxy]-(s)、phenylmethyl- 
6-O-β-galactopyranosyl、苦杏仁苷、扁桃酸苷甲酯、

苯甲酸和阿福豆苷等 12 个共有峰作为特征峰，作为

桃仁特征指纹图谱的共有模式[23]。 
在建立指纹图谱综合评价桃仁品质的同时，也

可通过数学建模进一步对各项指标的影响权重进行

量化。对于桃仁的石油醚提取部分，以 GC-MS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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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出油酸甲酯等 6 个主要色谱峰，建立 GC-MS 指

纹图谱，并辅以数学模型，设定不饱和脂肪酸量、

苦杏仁苷量，以及其品种和产地的权重系数，对桃

仁的药效加以预测[24]。 
6  药理作用 
6.1  心血管保护 

作为活血化瘀药，桃仁及其提取物具有增加局部

血流量、降低血液黏度、改善血液流变学等作用[25]，

而具体机制研究则有待进一步深入。桃仁水煎液能使

瘀热、寒瘀证大鼠的全血黏度、红细胞压积、红细胞

电泳时间、卡松曲服应力等指标下降而趋于正常[6]，

且能抑制瘀热证大鼠血浆环腺苷酸单磷酸-蛋白激酶

A（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dependent protein 
kinase-A，cAMP-PKA）通路，增强寒瘀证大鼠血浆

cAMP-PKA 通路，即对 cAMP-PKA 信号通路具有双

向调节的作用，从而减轻血管损伤[26]。 
进一步研究发现，桃仁水提液能使寒瘀证大鼠

小动脉收缩，从而减轻其心脏等脏器损伤；并能使

瘀热证大鼠小动脉舒张[27]。桃仁还能抑制瘀热证大

鼠血管内皮细胞凋亡，并减弱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的表达、

增强 B 细胞淋巴瘤/白血病基因 2（B cell lymphoma/ 
leukemia-2，Bcl-2）蛋白及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 B，NF-κB）蛋白的表达[28]。 

桃仁石油醚部分可降低急性心肌梗死大鼠心电

图 ST 段的抬高，且能抑制血清中肌酸磷酸激酶

（creatinine phosphokinase，CPK）、乳酸脱氢酶（lactic 
dehydrogenase，LDH）的浓度，降低心肌梗死的面

积，对抗心肌缺血。而其水提部分虽能降低梗死面

积，但对 CPK 和 LDH 的上升无明显抑制作用[29]。 
在抗凝血作用方面，桃仁水提物、苦杏仁苷、

桃仁脂肪油对血小板聚集的抑制强度依次递减[30]。

桃仁醇提物亦可抑制血小板聚集，其石油醚部分以

及从中分离出的棕榈酸和油酸则可显著延长凝血酶

时间[31]。 
6.2  神经保护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不少活血化瘀药具有一定

营养及保护神经、防治脑部退行性病变的功效。桃

仁水提物和胆碱酯酶抑制剂他克林（tacrine）均可

使大鼠海马区细胞外乙酰胆碱浓度上升，其中桃仁

水提物对胆碱酯酶的抑制作用时效长达 6 h，长于他

克林。桃仁水提物对于中央胆碱能系统的长效作用

使其有望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症药物的开发[32]。 

采用桃仁提取物改善鼠类学习记忆能力的行为

学及其机制研究多有报道。桃仁乙醇提取物能改善

小鼠的东莨菪碱造成的记忆获得障碍（避暗错误减

少）、氯霉素造成的记忆巩固障碍（避暗潜伏期延

长）、静脉滴注 40%乙醇造成的记忆再现障碍（水

迷宫时间缩短），且能提高小鼠大脑匀浆中的超氧化

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活性、降

低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量，推测是通

过促进脑内氧自由基的清除从而改善小鼠学习记忆

功能的[33]。ig 给予桃仁醇提物后，D-半乳糖造成的

亚衰老模型大鼠脑内及血清中乙酰胆碱酯酶

（acetylcholine esterase，AchE）活性降低、SOD 和

过氧化氢酶（catalase，CAT）活性提高、MDA 量

降低，学习记忆能力增强[34]。此外，还有文献报道

桃仁醇提物能使脑组织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活性提高[35]。而

以桃仁为君药的桃仁红花煎[36]、桃仁复苏汤[37]等方

剂也有类似疗效。 
而从桃仁正丁醇提取物中分离出的苦杏仁苷具

有潜在的神经营养作用，可通过细胞外调节蛋白激

酶（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ERK1/2）
的磷酸化，激活 ERK1/2 通路而诱导嗜铬细胞瘤细

胞株 PC12 的轴突生长并向神经元分化，并上调其

神经元细胞标记物 β-微管蛋白（β-tublin）和神经生

长相关蛋白（growth associated protein-43，GAP-43）
的表达。加入 ERK 上游的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细
胞外调节蛋白激酶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extracellular signal-related kinase，MEK）的

抑制剂 PD98059 后，免疫荧光染色显示神经元细胞

纤维状肌动蛋白（fibros actin，F-actin）和微管相关

蛋白 2（microtubule associated protein 2，MAP2）的

表达均显著下调，ERK1/2 磷酸化也受到抑制[38]。 
6.3  免疫调节 

桃仁及其提取物对于免疫系统具有双向调节的

作用。针对免疫低下的状况，桃仁能提高机体的免

疫功能。其中桃仁水提物可提高寒凝血瘀证模型大

鼠的肝巨噬细胞数量，有助于提高寒瘀证大鼠的免

疫功能[39]。桃仁醇提物能上调 D-半乳糖造成的亚急

性衰老大鼠的胸腺指数和脾脏指数，提示桃仁醇提

物能防止免疫器官的萎缩[34]。桃仁总蛋白能明显促

进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刺激下肿瘤坏

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的产生，但

对白细胞介素-2（interleukin-2，IL-2）的分泌则无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46 卷 第 17 期 2015 年 9 月 

   

·2652· 

明显作用[40]，对 LPS 诱导的 B 细胞转化功能也没

有协同刺激作用[41]。腹腔注射桃仁总蛋白能使小鼠

的抗体形成细胞数量和血清溶血素半数溶血值

（serum 50% hemolytic value，HC50）明显增加。推

测桃仁总蛋白能作为抗原启动免疫应答[41]。 
而对于免疫亢进所引起的炎症反应，桃仁则具

有一定的调节免疫、抑制机体炎症反应的作用。桃

仁乙醇提取物能抑制体外环境下刀豆蛋白A和 LPS
刺激的脾细胞增殖，且能抑制卵清蛋白刺激下小鼠

体内脾细胞增殖以及血清中免疫球蛋白 G
（immunoglobulin G，IgG）、IgG1 和 IgG2b 抗体的

表达[42]。而从桃仁醇提物中分离出的 2 个酚类化合

物也被证实能抑制人肥大细胞对组胺、TNF-α、IL-6
的释放[43]。此外，苦杏仁苷也可减少 LPS 刺激下小

鼠 BV2 小 胶 质 细 胞 中 的 环 氧 合 酶 -2
（cyclooxygenase-2，COX-2）和诱导型一氧化氮合

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mRNA
表达，进而抑制前列腺素 E2 和 NO 的生成，从而减

轻炎症反应[44]。 
6.4  抗肿瘤 

桃仁的部分成分已被证明具有一定的抗肿瘤

作用。桃仁总蛋白能促进荷 S180 肉瘤小鼠的 IL-2、
IL-4 分泌，使 CD4+/CD8+值上升，抑制体内肉瘤的

生长[45]，并能作用于肿瘤细胞的 G1 期及 S 期，诱

导细胞凋亡[46]；与环磷腺苷联用，也可使 CD4+和

CD8+细胞数量上升，使其比值恢复到正常水平[47]。

利用基因芯片技术，发现从中分离出的单体桃仁蛋

白 A 能上调溶菌酶、LPS 结合蛋白干细胞因子等

基因的表达，并能抑制细胞周期蛋白 B1、组织蛋

白酶 D 等基因的表达[48]。有关桃仁蛋白 A 的具体

抗肿瘤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药理实验证实。 

苦杏仁苷早在 19 世纪末便被人们尝试作为抗

肿瘤药物，但其确切疗效却一直受到质疑。Milazzo
等[49]总结了人工合成的苦杏仁苷类似物 Laetrile 临

床疗效的相关研究，指出“没有切实的临床证据证

明Laetrile或苦杏仁苷能使癌症患者获益”。而Kwon
等[50]则指出 Laetrile 疗效的不稳定与苦杏仁苷的差

向异构体 neoamygdalin 有关，并报道桃仁提取出的

右旋苦杏仁苷对前髓细胞性白血病HL-60细胞系有

一定的细胞毒作用，能协同 β-葡萄糖苷酶诱导

HL-60 细胞凋亡，使其凋亡小体出现、染色质浓缩，

以及核小体 DNA 断裂。Zhou 等[51]也指出单用苦杏

仁苷对肝癌细胞 HepG2 并无显著抑制效果，而联合

β-D-葡萄糖苷酶则能增强后者的抑制作用。 
除了苦杏仁苷，从桃仁中分离出的野樱苷、扁

桃酸-β-龙胆二糖苷、扁桃酸-β-D-吡喃葡萄糖苷、苄

基-β-龙胆二糖苷、苄基-β-D-吡喃葡萄糖苷等苷类成

分（图 1）也能显著抑制促癌剂（佛波酯加 EBV-EA
阳性血清）对携带 E-B 病毒的淋巴母细胞进行的早

期抗原激活的抑制效果，且对小鼠皮肤二步致癌模

型的发病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其抗肿瘤效果与其

糖苷键所连结的取代基有关（CN＜COOH＜H），其

中苄基-β-龙胆二糖苷的抗肿瘤效应 为显著[15]。 
6.5  促进黑色素合成 

桃仁可通过上调酪氨酸酶活性而促进黑色素的

生成。桃仁醇提物对酪氨酸酶的激活率达 28%，是

通过增加酶促反应体系的 大转化速率而增加黑色

素的生物合成，并不影响底物与酶的结合[52]。进一

步研究发现，桃仁醇提物是通过促进酪氨酸酶翻译

后过程的调节，即促进无色素性黑素瘤细胞系

YUGEN8 的酪氨酸酶蛋白的成熟来上调酪氨酸酶的

活性，表现为该蛋白可抵抗 H 内切糖苷酶的水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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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桃仁中部分苷类化合物结构 
Fig. 1  Chemical structures of glycosides from Persicae S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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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并有部分可从内质网输出到远隔部位[53]。因此，

临床上选用桃仁治疗白癜风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6.6  保护呼吸系统 

桃仁和杏仁均含有苦杏仁苷，因此常常联用

以发挥止咳平喘的作用。桃仁中所含的苦杏仁苷

水解生成的氢氰酸小剂量可镇静呼吸中枢，使呼

吸运动趋于平缓而止咳[54]，而含苦杏仁苷的桃仁

提取液在 ip 给药后能一定程度地降低矽肺模型大

鼠血清铜蓝蛋白的量和肺干质量，以及肺组织胶

原纤维的量[55]。 
6.7  肝、肾保护作用 

含苦杏仁苷的桃仁注射液可提高肝组织胶原酶

的活性、抑制肝贮脂细胞的活化、促进胶原的分解，

减轻肝窦毛细血管化程度，从而增加肝血流量，减

轻肝损伤[56]。桃仁的乙醇提取物可使 CCl4 所致急性

肝损伤小鼠血清中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和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的活性、肝匀浆

中 AST 活性以及 MDA 量降低，并使 SOD 活性及

谷胱甘肽（glutathione，GSH）量提高，推测桃仁提

取物是通过抗脂质过氧化而实现保肝功效的[57]。 
桃仁可上调单侧输尿管梗阻的慢性肾脏纤维化

模型大鼠上皮细胞钙黏蛋白（E-cadherin）、α-平滑

肌肌动蛋白（α-smooth muscle actin，α-SMA）的表

达，下调纤维黏连蛋白（fibronectin，FN）表达，

从而改善肾小管上皮细胞转分化，减缓肾间质的纤

维化[58]。其水提液能舒张瘀热证大鼠小动脉，具有

一定肾保护作用[39]。 
6.8  毒理 

桃仁中苦杏仁苷的代谢产物氢氰酸具有阻滞细

胞呼吸、抑制呼吸中枢、刺激黏膜等毒性[59]。苦杏

仁苷对大鼠的半数致死量（LD50）为 522 mg/kg，
大鼠在 ig 给药 80 min 后出现后腿及臀部共济失调

等神经症状，继而出现鼻和爪发绀、呼吸困难、大

小便失调、昏迷、抽搐并死亡[60]。除此之外，桃仁

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生殖毒性。虽然大剂量（9～17.5 
g/kg）桃仁对昆明种小鼠无母体毒性或胚胎毒性，

即不影响其存活率，但具有致突变和致畸作用，表

现为小 鼠 骨髓嗜 多 染红细 胞 （ polychromatic 
erythrocytes，PCE）微核发生率与健康对照组的差

异具有显著性，胎鼠出现弓背、卷尾、骨化不全、

同窝大小不一致等外观畸形及骨骼畸形现象[61]。该

研究为孕妇忌服桃仁的传统观点提供了新的依据。 

7  结语 
桃仁作为活血化瘀常用药，具有悠久的临床应

用历史。而借助当代化学与药理学的研究方法，更

多的药用价值将被发掘。但就目前而言，国内有关

桃仁的药理学研究仍较多地着眼于不同极性提取部

分的层次，对其单体成分药理作用的量效、构效关

系研究则还多局限于苦杏仁苷；而国外（主要为日

本、韩国）则侧重于对桂枝茯苓丸、桃红四物汤等

我国经典方剂的整体药理研究。因此，有必要对桃

仁众多单体、成分群以及常用配伍的相关成分（群）

进行初步药效筛选和评价，并选取有药用潜力的单

体深入研究其量效关系、构效关系及安全性，以便

充分开发和利用桃仁药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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