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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余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为药食两用的传统药材，在我国中医药及多民族医药中具有广泛且悠久的应用历史。不

同医药体系、民族、地域及时期对余甘子的药用方式及功效认识存在差异。通过对历代本草典籍考证，系统梳理和归纳了余

甘子的名称、基原、产地、用法及功效，并结合国内外文献报道对余甘子的鲜干差异、炮制工艺、道地品质与质量控制等现

代研究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余甘子的临床有效应用、功能产品开发和相关基础研究提供一定的科学参考与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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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yllanthus emblica, a food and medicine homologous traditional herbal medicine, has a wide and long history of appli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ulti-ethnic medicines. Different medical systems, nationalities, regions and periods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medicinal methods and efficacies of P. emblica. The name, origin and efficacy of P. emblica by referring to the 

ancient herbal books we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Combining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reports, the issues of modern 

researches such as fresh-dried difference, processing technology, authentic quality and quality control of P. emblica were discussed,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functional products development, and related basic research of P. emb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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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甘 子 为 大 戟 科 叶 下 珠 属 植 物 余 甘 子

Phyllanthus emblica L.的成熟果实，主产于印度、尼

泊尔及我国西南、东南等地[1]。余甘子始载于晋代

《南方草木状》，作为传统中药材使用最早见于唐代

《新修本草》，具有清热凉血、消食健胃、生津止咳

等功效，主治风虚热气、血热血瘀及消化不良[2]。余

甘子已被印度、伊朗及阿富汗等 17 个国家的传统

医药体系所使用，在我国亦有 18 个少数民族使用。

在藏医药中，余甘子具有“众药之王”之称，与诃子

及毛诃子并称“三大果”，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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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7 年起，余甘子被列入各版《中国药典》，为

我国首批“药食同源”品种之一[3]。 

现代研究表明，余甘子富含酚酸、黄酮以及萜类

成分，具有降血糖、抗动脉粥样硬化、抗氧化、抗炎

及免疫调节等作用，药理活性的多样性和较好的安全

性使其作为药食同源品种的开发备受关注[4-5]。余甘

子的广泛应用，致使不同医药体系对其功能认识及使

用方法存在差异，为进一步深入挖掘基于多民族临床

经验的余甘子功效和潜在应用价值，本文通过古籍考

证，对其释名、基原、用法及功效进行系统梳理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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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此外，本文结合对余甘子功用考证的归纳与分析，

对其现代研究和开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探讨，以

期为余甘子进一步的现代药用价值发掘和功能产品

开发提供科学依据与理论支撑。 

1  本草考证 

在印度医药中，余甘子被视为“圣果”，是一味

使用极其广泛的药材[6]。在我国，余甘子已有 1800

年的栽培历史，晋代植物志《南方草木状》[7]最早对

其植物性状、产地、感官味觉及乌发作用进行了描

述。唐代《新修本草》[8]及《千金翼方》[9]对余甘子

的药用功效及使用方法进行了详细记载。随着历代

各民族医家对余甘子临床使用经验的不断积累，对

其功用的认识和记载趋于差异化和多样化。因此，

本文首先基于本草古籍及现代专著的梳理与考证，

主要从余甘子释名、基原及功效 3 个方面进行归纳

总结。 

1.1  释名 

晋代《南方草木状》[7]首载余甘子为音译“菴

（同庵）摩勒”，也译作“庵摩洛迦”“阿末罗果”“阿

摩勒”“阿没勒”等。由于余甘子在古印度的广泛使

用，相关佛教文献中有大量关于余甘子的记载，而

伴随古代中印的文化交流，尤其通过佛教的传播及

作为三勒浆的主要药味之一的余甘子逐渐在中国各

地区应用开来[10]。唐代《新修本草》[8]中载：“一名

余甘”，可视为“余甘子”一名的最早来源。唐代《本

草拾遗》[11]载：“人食其子先苦后甘故曰余甘”。因

此，后代本草中多沿用“菴摩勒”和余甘子，诸如

《海药本草》[12]“摩勒”载：“摩勒果是也”，《本草

图经》[13]载“摩勒”“余甘子也……初觉味苦，良久

便甘，故以名也”；《证类本草》[14]载“庵摩勒”“一

名余甘”；《本草衍义》[15]载“庵摩勒”“余甘子也”；

《本草纲目》[16]载“庵摩勒”“余甘子、庵摩落迦果。

其味初食苦涩，良久更甘，故曰余甘”；《本草品汇

精要》[17]载“庵摩勒”“余甘子”。由此可见，历代

本草以“庵摩勒（摩勒）”及“余甘子（余甘）”视

为同物，且多认为“余甘”之名来源于其感官味觉

先苦后甘之变化。 

余甘子在不同时期、民族及国家所使用的别名

总结归纳见表 1。余甘子在我国民间即有 10 余种俗

名，如滇橄榄、橄榄、喉甘子及望果等。在我国少

表 1  余甘子别名 

Table 1  Variant alias of P. emblica 

类别 名称 来源 文献 

外文译名 阿没勒、阿摩勒、庵摩勒、庵磨罗 北印度语、孟加拉语 18 

阿摩落迦、阿末罗果、庵摩落迦 梵语 

俗名 滇橄榄、橄榄、橄榄子、喉甘子、回甘子、谏果、牛甘果、牛甘子、山甘、

山油甘、土橄榄、望果、味谏、油甘子、油柑、余甘、鱼棵、鱼木果、馀

甘、榆甘子、圆橄榄、杨甘 

汉语 1-2,18-

24 

少数民族

用名 

史洽 阿昌族 25 

尬拉摆、刚兰贝 白族 25 

三仫辟 布朗族 25 

麻夯板、码函 傣族 25 

波苍习卡、滇橄榄、七察哀喜 哈尼族 25 

涩丑、生超 基诺族 25 

佧咱解 拉祜族 25 

阿强神、庵摩勒 傈僳族 25 

赛基 纳西族 25 

阿担巴拉、久如拉、图布徳、朱如拉 蒙古族 25-26 

巴丹、叉盖水、叉几、贡寒、居如热、稀几 藏族 25,27 

阿迷刺、阿米刺、阿米来吉、阿米勒、艾咪乐、艾木来吉、克西如力、破斯提 维吾尔族 25,28 

阿如热 普米族 25 

考夏梅靛、昔梅 佤族 25 

昂荆旦、牛甘果 瑶族 25 

瓦斯呷 彝族 25 

麻甘腮、牛甘果 壮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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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医药应用中，余甘子的名称多来自于少数民

族语的音译名如居如热（藏族）、久如拉（蒙古族）、

阿米刺（维吾尔族）等。余甘子在同一民族使用中

也存在使用多种名称的情况，如维吾尔族中余甘子

可高达 8 种别名。综上，余甘子在多民族医药体系

中的广泛应用导致其名称众多，主要以各民族音译

以及果实感官滋味方式命名，且存在同名异物及同

物异名现象，使用时应加以甄别，以防误用。 

1.2  基原 

晋代《南方草木状》[7]最早描述了余甘子植物

具有“叶细似合昏”“花黄”“青黄果实似李”及“核

圆作六七棱”的植物性状，与现今大戟科叶下珠属

植物余甘子的性状较为相似。唐代《新修本草》[8]对

余甘子叶、花、果实及核的植物性状描述与《南方草

木状》基本一致。五代《海药本草》[12]仅描述余甘子

果实性状：“大小如枳橘子状”。宋代《本草图经》[13]

对余甘子植物整体性状描述更加详细：“木高一、二

丈，枝条甚软。叶青细密；朝开暮敛如夜合，而叶

微小，春生冬凋；三月有花，着条而生，如粟粒，

微黄；随即结实作荚，每条三两子，至冬而熟，如

李子状，青白色，连核作五、六瓣”。首次指出了余

甘子“木高一、二丈”“枝条软”“叶密、春生冬凋”

“三月有花着条生”“花如栗粒”及“果冬熟”等特

点，符合植物余甘子的性状。然而，《本草图经》此

处所指“果实冬熟”与《中国植物志》[29]中“果期

7～9 月”具有较大偏差。有学者指出，余甘子花期

和果期依类型和地区不同而具有较大差异，果实早

熟种 7 月，晚熟种 10 月，二次开花者甚至可在 2 月

成熟，但果实总体成熟集中在冬季[24,30]，故为《本

草图经》所述“果实冬熟”提供了一定依据。宋代

《证类本草》[14]承前人述，绘制了余甘子植物性状

图，见图 1-A。 

明代《本草纲目》[16]载：“状如川楝子，味类橄

榄”，并指出“橄榄形长尖，余甘形圆，稍有不同，

叶形亦异，盖二物也”。然而，橄榄与余甘子的混淆

由来已久。北魏《齐民要术》[31]载：“余甘大小如弹

丸，视之理如定陶瓜，入口苦涩，咽之口中乃更甜

美”，其对余甘子果实的形状和感官味觉进行了基本

描述。而其在对“橄榄”的叙述中提及“东岳呼余

甘柯榄同一果耳”，这表明至少在北魏时，已存在将

余甘子和橄榄视为同物的现象。明代《本草品汇精

要》[17]所载余甘子植物性状与《本草图经》[13]相同。

《本草汇言》[32]记载余甘子“与橄榄一物二种也，其

功能主治与橄榄同。如解金石毒，合铁粉捣熟，染

白须发转黑，又特异与橄榄也”，认为余甘子和橄榄

为同一物的差异品种。《野菜博录》[33]载余甘子：“其

树高大枝条甚软，叶青细蜜朝开暮合，花著条而生

如粟粒大”，所绘余甘子图植物性状如图 1-B，均符

合今植物余甘子的性状特点。由此可知，余甘子和

橄榄的植物性状和功用在明代已得到较明确的区

分。清代《植物名实图考》[34]亦绘制了余甘子植物

图（图 1-C），对余甘子枝叶和果实的描绘与余甘子

的性状特点吻合。 

综上分析，历代本草中余甘子的基原植物有 2

种，植物余甘子始见于《南方草木状》，由于果实性

状与味觉感官与橄榄的果实相似，一度发生混淆和

混用，后至明清时期得到明确区分。在大部分本草

记载中，结合植物性状明确以植物余甘子为主，各

自所绘余甘子植物图与《中国传统道地药材图典》

（图 1-D）等现代专著[18,35]所绘基本一致，且基本 

 

       
A-《证类本草》中菴摩勒  B-《野菜博录》中菴摩勒  C-《植物名实图考》中菴摩勒  D-《中国传统道地药材图典》中菴摩勒 

A-P. emblica in Materia Medica Arranged According to Pattern  B-P. emblica in Comprehensive Recording of Potherb   C-P. emblica in Illustrated 

Reference of Botanical Nomenclature  D-P. emblica in Illustrated Classic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uthentic Medicinal Materials 

图 1  本草著作中的余甘子 

Fig. 1  P. emblica recorded in Chinese herbal classics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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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现《中国植物志》[29]中：“叶线状长圆形，先端

平截或钝圆，有尖头或微凹，基部浅心形，托叶三

角形，雄花黄色，蒴果呈核果状，圆球形，绿白色

或淡黄白色”的性状描述，由此确定余甘子药材基

原为大戟科叶下珠属植物余甘子的果实。此外，张

宇等[36]研究发现刺苞省藤 Calamus acanthospathus 

Griffith 的果实在西藏墨脱作为余甘子的代用品。在

维医中，可用 2 倍量的喀布尔诃子作为余甘子的代

用品[28]。也有文献报道栀子常作为余甘子的代用

品，且两者的粉末不易区分，容易混淆[37]。黄辉庆

等[38]应用内转录间隔区 2条形码有效鉴别余甘子及

其混淆品基原植物，为余甘子鉴别提供了技术支持。

因此，余甘子与类似品的易混淆现象由来已久，临

床应用应注意加以区分。 

1.3  功效与用法 

余甘子在印度医药常被用于治疗口干、出血证、

热证及丹毒等症，并具有生发及乌发等功效[6,10]。如

《医理精华》[39]记载：“香附子、余甘子、陀得鸡花、

止泻木树皮以及水线草”组成的复方可治疗出血症；

“余甘子、诃梨勒、长胡椒及白花丹的四味药组”可

治疗痰引起的热病；“余甘子、野葫芦及绿豆加上酥”

构成的复方能够解丹毒；“白莲花、甘草、长胡椒、

青莲花、旃檀和余甘子的汁液与酥油共煎”构成的

复方灌鼻，主治白发等疾病。除此之外，余甘子也

被用来沐浴，如佛教文献《瑜伽师地论略纂》卷五

中描述了余甘子为末以胡麻香油和之可用于洗浴，

《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一载：“复有薰香

洗浴之物，浮砖澡豆芬馥馀甘，持用揩身并将涂发，

能令发白更黑”[10]。 

余甘子在我国作为药物使用初见于唐代《新修

本草》[8]，而至明朝时期余甘子逐渐成为日常食用

果类[6]。经本草考证整理余甘子功效见表 2，主要用

于治疗风虚热气、上气咳嗽，同时可以补益强气、

乌发及解金石毒。在《普济方》[40]中记载到余甘子、

复盆子、菟丝子、五味子及车前子构成的五子丸可

“主通流五脏，润泽血脉，反老成少，补助元阳”，

反映了余甘子补益之效。在一些含有毒性金石类药物

的复方中，余甘子起减毒之效，如《太平圣惠方》[41]

中的“三灵丹”。对于余甘子的解丹石毒之功，宋人

认为“黄金得余甘则体柔，亦物类相感相伏也，故

能解金石之毒云”[16]。中医典籍对于其乌发之用记

载相对较少，有学者认为中医对余甘子生发乌发、

解丹石毒之用大可能取之于古印度或佛教[10]。 

余甘子在我国也是典型的多民族用药，在藏族、

维吾尔族及蒙古族中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42]。经梳

理《中国民族药志》[43]和《中国民族药志要》[44]，

整理余甘子的功效见表 3。除拉祜族与瑶族不采用

果实入药，其他各民族均采用果实入药，且多数用

余甘子治疗咳嗽感冒。除此之外，维吾尔族以余甘

子止吐、止涎、止忧郁症，治疗瘫痪、麻痹、烧伤

以及白内障；彝族以余甘子来解酒及治疗尿闭及蜈

蚣咬伤。综合来看，多个民族对余甘子的功效和应 

表 2  余甘子性味、功效及用法相关本草记载 

Table 2  Records of nature, flavor, efficacy and usage of P. emblica in ancient materia medica 

朝代 古籍 性味 功效 加工炮制 文献 

唐 《新修本草》 苦、甘、寒，无毒 主风虚热气 其中仁亦入药用  8 

唐 《千金翼方》 苦、甘、寒，无毒 主风虚热气 无记载  9 

唐 《本草拾遗》 无记载 主补益强气，力合铁粉用 1 斤，变白不老；取子压取汁，

和油涂头，生发去风痒，初涂发脱，后生如漆 

无记载 11 

五代 《海药本草》 苦、酸、甘、微

寒，无毒 

主丹石伤肺，上气咳嗽；久服轻身，延年长生；凡服乳石

之人，常宜服也 

无记载 12 

宋 《证类本草》 苦、甘、寒，无毒 主风虚热气 无记载 14 

宋 《本草衍义》 无记载 解金石毒 为末，作汤点服 15 

明 《本草纲目》 苦、酸、甘、微

寒，涩 

风虚热气，补益强气；主丹石伤肺，上气咳嗽；解金石

毒，解硫黄毒 

味类橄榄，亦可蜜渍、

盐藏 

16 

明 《本草品汇 

精要》 

苦、甘、寒、泄 主益气强力；治丹石伤肺，上气咳嗽；久服轻身，延年长

生；子汁合油涂发，去风痒；脱后复生如漆黑 

曝干、用实及核中仁 17 

明 《野菜博录》 苦、寒，无毒 无记载 无记载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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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余甘子在民族医药中的功效和用法 

Table 3  Function and usage of P. emblica in ethnomedicine 

民族 功效 使用方法 文献 

藏族 果实用于血热，肝胆病，喉痛，口干，消化不良，腹痛，咳嗽，坏血病，高血压，热型

水肿，尿频等 

干果入丸散服 43-44 

维吾尔族 果实用于腹脘胀满，痢疾泄泻，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可健体，除秽气和止血，止吐，

止涎，止胃弱性湿，胆质性忧郁症，瘫痪，麻痹，烧伤，鼻出血，白内障，高血压等 

无记载 43-44 

蒙古族 果实用于血热血瘀，肝胆病，消化不良，腹痛，咳嗽，喉痛，口干 无记载 43-44 

彝族 果实、根、嫩枝及茎皮治疗体虚着风，烦渴，中暑，风湿，咽喉肿痛，陷边疮，冻伤，

杨梅疮，尿闭，蜈蚣咬伤，酒醉，老人咳喘，小儿口疮，羊儿风诸症 

水煎服 43-44 

阿昌族 果主治感冒头痛 鲜用或浸盐水

制备 

43-44 

白族 果和茎皮主治痢疾，喉痛 嚼服 43-44 

布朗族 果治血热，肝胆病，喉痛，口干，消化不良，腹痛，咳嗽，坏血病 嚼服 43-44 

傣族 果治扁桃体腺炎，咳嗽，喉痛，痢疾，感冒 服鲜果 43-44 

基诺族 果主治咳嗽，喉咙疼痛，果、根、叶外洗治湿疹 嚼服或水煎服 43-44 

纳西族 果主治喉咙肿痛，流感 含服 43-44 

普米族 果主治感冒，咳嗽 嚼服或水煎服 43-44 

佤族 果治血热，肝胆病，喉痛，口干，消化不良，腹痛，咳嗽，坏血病 水煎服 43-44 

壮族 果、叶、茎皮主治感冒发热，咳嗽，咽夹炎，肠炎，腹痛，湿疹，疮疡，疣 干果水煎服 43-44 

哈尼族 果实、叶、树皮、根治急慢性肠炎 无记载 43-44 

拉祜族 茎皮主治腹泻 冷开水泡饮或

加水捣烂榨

汁服 

43-44 

瑶族 根治皮肤湿疹 水煎液洗 43-44 

用范围具有共性认识，主要用于治疗肝胆病（藏族、

蒙古族、布朗族、佤族）、胃肠道疾病（藏族、维吾

尔族、蒙古族、布朗族、佤族、壮族、哈尼族）、血

液病（藏族、蒙古族、布朗族、佤族）、皮肤病（彝

族、壮族、基诺族）及体虚（维吾尔族、彝族）、高

血压（藏族、维吾尔族）等。 

《中国药典》2020 年版[45]记载余甘子：“清热凉

血、消食健胃、生津止咳，用于血热血瘀、消化不

良、腹胀、咳嗽、喉痛、口干”。而在本草考证中发

现各个民族中余甘子的许多经典用法未被《中国药

典》2020 年版收录，存在功用的“流失”。现代药理

学研究发现，余甘子具有抗糖尿病、抗高脂血症、

抗衰老、抗疲劳、抗辐射及耐缺氧等作用[2,46]，表明

其现代生物学活性与传统功用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

性。Roy 等[47]发现余甘子提取物对小鼠铅、铝中毒

有缓解作用。Dhir 等[48]证明余甘子干果水提取物可

以缓解小鼠镍中毒。Kumar 等[49]确认余甘子干果在

芝麻油中处理后外用具有促进小鼠毛发生长的效

果。该类研究为余甘子解丹毒、生发乌发传统功用

提供了一定的现代药理学佐证。余甘子作为世界范

围内的多民族用药，存在大量宝贵临床用药经验的

优势，未来可结合实验与临床研究对其相关功效加

以验证，为扩大其临床应用提供更多有效途径。 

2  现代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余甘子是多民族用药及药食同源特色药材的典

型代表。在以上考证古籍启示的基础上，对其现代

应用中出现的关键问题进行梳理与分析（图 2），以

期为更好的开发利用余甘子资源提供研究思路。 

2.1  鲜、干余甘子的功效是否存在差异有待确证 

在历代本草中，明代《本草品汇精要》[17]明确

记载余甘子曝干为用。在唐代，《本草拾遗》[11]中则

记载“取子压取汁，和油涂头”，可推测此处所指为

鲜果取汁。宋代《本草图经》[13]载：“鲜果啖用”，

宋代《本草衍义》[15]中则载：“为末，作汤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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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余甘子现代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Fig. 2  Main problems in modern research of P. emblica 

表明余甘子作为中药具有鲜品和干燥品 2 种使用形

式。结合前文本草考证相关信息，发现我国少数民

族用余甘子也存在以鲜果嚼服、水煎服或干果水煎

服、丸散服等方式。在《中国药典》2020 年版[45]和

大部分地方中药材标准中均采用干燥成熟果实入

药，但在《广东省中药材标准（第一册）》[50]中则收

录了鲜余甘子，以近成熟新鲜果实入药。由此可见，

余甘子在不同地域、医药体系和历史时期中主要以

鲜品和干品 2 种方式入药。 

余甘子果实中含百余种化学成分，在干燥过程

中可能发生多种化合物“质”和“量”的变化[1]。已

有研究表明，余甘子未成熟果实中鞣质含量明显高

于干燥果实，且其中富含的水解鞣质，在酸、碱、

酶等条件作用下可被催化水解为没食子酸及鞣花酸

等成分[51-52]，提示鲜余甘子加工为干品后其鞣质组

分可能发生较大变化。鞣质被认为是余甘子的主要

活性组分之一，且黄酮、寡糖及多糖等类型成分在

鲜品的干燥过程中同样存在质变和量变的可能，这

些成分在余甘子鲜、干品中的差异性为二者功效差

异的形成提供了化学物质基础。而在历代本草中，

鲜见关于余甘子鲜干功效差异的明确论述和记载。

因此，为探索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药效差异性，未来

可基于余甘子的传统功效和主治病证，采用相应的

现代生物学模型开展药效学评价，为其临床有效的

用药形式分区提供科学依据。 

2.2  炮制中值得商榷的问题 

2.2.1  传统炮制方法的现代科学内涵阐释不足  在

历代本草记载中，余甘子的传统炮制方法具有多样

性。宋代《本草衍义》[15]载其干果为末用，明代《本

草纲目》[16]记载蜜渍、盐藏用，明代《本草品汇精

要》[17]将其曝干、取汁用等。就现代应用而言，余

甘子因各民族用法不同，炮制方法也见于酒炙、醋

炙、水煎服和牛奶浸渍等[37,53-54]。 

有学者认为余甘子盐渍后涩味降低，且清热解

毒及生津止痛的效果得以增强，并以其没食子酸、

槲皮素及水溶性浸出物及醇溶性浸出物的量为指

标，优选了盐制余甘子最佳工艺[55]。该研究表明盐

渍前后余甘子中若干成分含量发生显著变化，但未

对功效变化进行实验验证研究。李琦等[56]采用没食

子酸、鞣花酸和浸出物含量为指标，通过星点设计-

效应面优化法进一步优化了余甘子盐炙的炮制工

艺，表明炮制过程中不同加水量、盐比例及炮制温度

对成分含量影响较大。该课题组进一步采用优化工

艺对 8 批广西余甘子进行盐炙，发现炮制后余甘子

中没食子酸和鞣花酸含量增加，表儿茶素含量降低，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余甘子盐炙前后的化学差异[57]。

除盐炙外，罗兰等 [53]通过超高效液相色谱（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UPLC）测定 4

种炮制工艺下余甘子中没食子酸的含量差异，结果

呈现生品＞酒炙≈盐炙＞醋炙＞蜜炙。魏梅梅[37]采

用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法 （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探究水煎与牛奶浸渍炮制

法对余甘子中若干成分含量的影响，发现水煎可使

其没食子酸和柯里拉京含量增加，而牛奶浸渍可使

没食子酸、柯里拉京及鞣花酸含量均减少。 

关于余甘子传统炮制方法中，盐制法研究相对

较多，发现了部分有机酸及鞣质在盐制过程中的变

化规律，为“盐渍后涩味降低”化学机制的阐释提

供了科学依据。该类研究主要集中于若干代表性成

分含量的测定，仍需高分辨的化学成分表征手段进

一步从物质整体性角度开展多组分物质转变研究。

同时，余甘子不同炮制品是否在功效和性味上确实

存在差异性仍需要借助现代药理学方法开展探索，

进而关联物质变化阐释相关炮制方法的现代科学内

涵。此外，酒炙、醋制和牛奶浸渍等炮制方法为少

数民族特色用法，可结合相应民族医药理论与临床

功能主治开展相应的炮制机制研究。 

2.2.2  现代炮制工艺有待规范  经查阅《中国药典》

2020 年版及各版各地方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可见余

甘子现代炮制方法以“除去杂质，干燥”为主（表

4），且无明确炮制工艺规定。已有研究对余甘子“干

燥”工艺进行筛选，如通过考察不同干燥温度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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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地方炮制规范中的余甘子饮片炮制方法 

Table 4  Processing methods of P. emblica in local processing specifications 

地方炮制规范 炮制方法 标准状态 文献 

《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筛去碎屑 其他 58 

《重庆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除去杂质，洗净，干燥 现行标准 59 

《湖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干燥 现行标准 60 

《四川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取余甘子鲜果，洗净，切成片状或块状，低温或真空干燥 现行标准 61 

《甘肃省中药炮制规范》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拣去腐烂变质者，筛去灰屑；如用于配

制软膏剂时，要除去核 

现行标准 62 

法对余甘子中 7 种主要化学成分的影响，发现其最

佳干燥温度为 60 ℃，且自然晒干与烘干导致其总

化学信息产生显著差异[46]。此外，研究表明自然阴

干、真空冷冻干燥和不同温度下热风烘干等炮制方

法影响了余甘子中绿原酸、柯里拉京及多糖等化学

成分含量，并导致其降血糖生物活性呈现显著性差

异[1]。结合已有研究可知，余甘子炮制工艺参数（余

甘子的鲜干、炮制辅料、炮制时间等）在《中国药

典》2020 年版以及各省市炮制规范中标准的缺失，

易造成饮片品质差异较大，影响临床有效性的发挥。

因此，可将“传统功效-活性成分-炮制工艺”进行关

联评价，深入挖掘三因素间的内在关系，在优选余

甘子功效质量标志物（quality marker，Q-Marker）

的基础上，确立合理、规范、可控的现代炮制工艺。 

2.2.3  余甘子是否去核有待商榷  部分本草古籍记

载中，余甘子使用时存在用核与去核 2 种情形。唐

代《新修本草》[8]：“其中仁亦入药用”，明代《本草

品汇精要》[17]：“用实及核中仁”，直言核仁入药。

在明代《普济方》[63]条目“饮灵丸”中记载：“去核

二味各一两半”，指出去核入方，此处可推测因为余

甘子核仁坚硬，不便粉碎入丸散，故强调去核入药。

然而，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16]引《新修本草》

评论道：“又苏恭言其仁可入药，而未见主治何病，

岂亦与果同功耶？”，对去核与不去核 2 种使用方

式在功效上的差异提出了疑问。结合表 4 可知，在

《中国药典》2020 年版及大部分地方炮制规范中，

仅《甘肃省中药炮制规范》[62]记载：“配制软膏剂时

去核”。在《中国藏药植物资源考订·下卷》[64]中记

载：“去核取果肉”，指出藏药中余甘子去核为用。

而今，在 81 个使用了余甘子的中成药中有 10 个处

方明确要求去核[65]。综上，古今对于余甘子使用时

是否去核的记载十分有限且未作详细说明，在现今

中成药及藏成药的实际生产中亦存在用法不一，故

余甘子是否去核使用有待商榷。 

现代研究表明余甘子果核中富含木质纤维素和

多种脂肪酸[66-68]，与余甘子肉的化学组成存在显著

差异。罗传红等[65]从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角度探究

余甘子果肉与果核的差异性，发现余甘子果核占药

材的 25%～53%，平均占比为 41%，其中多酚类活

性成分丰度远小于果肉，且不具抗菌作用。然而，

在该项研究中发现余甘子果核中脂肪酸类成分较

高，并认为临床实际中是否需要去核使用仍有待系

统研究确认。与此同时，葛双双[66]研究发现余甘子

核油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提示其果核仁存在一

定的药理活性，存在去除核仁造成余甘子部分功效

的减弱和缺失的可能性。 

鉴于已发现的余甘子鞣质、黄酮等活性成分主

要集中于果肉，去核使用可能为去除质次部分，增

强整体药材有效率与疗效。然而，目前关于余甘子

核仁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初步证实了核中

所含化学成分的功能性，其是否与余甘子的功效具

有关联性仍需进一步探究。因此，在保持用法一致

的情况下，从余甘子清热凉血及生津止咳等主要传

统功效入手，系统比较其去核与不去核的现代药理

作用差异，可为余甘子药材在中药及藏药成方制剂

生产中的合理使用提供参考，并为余甘子资源的充

分利用提供依据。 

2.3  道地品质问题 

本文经考证相关古籍和专著归纳余甘子产地见

表 5。明代《本草品汇精要》首次指出余甘子的道

地产区为“戎州”，主要涉及现今四川、云南和贵州

等地[17]。然而，在其它所考证的古籍中，少见其明

确的关于道地性的记载。晋代《南方草木状》[7]首次

指出余甘子产“九真”，即今越南中部。后代本草可

发现记载存在相似，多以“余甘子产地为岭南交、

广、爱等州”记载，现今包括广东、广西和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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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历代本草中余甘子产地记载 

Table 5  Records of the origin of P. emblica in ancient materia medica 

朝代/年 古籍 产地 文献 

晋 《南方草木状》 出九真  7 

唐 《新修本草》 生岭南交、广、爱等州  8 

 《千金翼方》 生岭南交、广、爱等州  9 

 《度母本草》 居如热生于热带 70 

五代 《海药本草》 生西国 12 

宋 《本草图经》 生岭南交、广、爱等州，今二广诸郡及西川，蛮界山谷中皆有之 13 

 《证类本草》 生岭南交、广、爱等州 14 

 《本草衍义》 盖西方亦有 15 

明 《本草纲目》 今二广诸郡及西川、戎、泸、蛮界山谷皆有之；泉州山中亦有之 16 

 《本草品汇精要》 生岭南交广爱等州及西川蛮界山谷中皆有之；道地为戎州 17 

 《野菜博录》 生山谷中 33 

清 《岭南风物记》 庵摩勒出广州府 78 

 《植物名实图考》 生闽粤及四川 34 

2009 《袁滋<云南记>考略》 泸水南岸有余甘子树 69 

省东部、福建省西南部、越南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

区。可见，古籍所指产地，应为现今中国南岭之南及

越南中部一带。除此之外在《袁滋<云南记>考略》[69]

有：“泸水南岸有余甘子树”。《度母本草》[70]载：“居

如热生于热带”。《海药本草》[12]言“生西国”即印

度。《植物名实图考》[34]载：“生闽粤及四川”。《中

国传统道地药材图典》[35]中言明道地产区是戎州，

与《本草品汇精要》[17]记载一致，提示明代医家多

认为“戎州”为余甘子的道地产区。 

在我国，余甘子的产区随其种质的变化而发生

变迁，虽然已选育了一批优良品种，但不同品种及

产区余甘子的质量仍然参差不齐，其道地性有待系

统研究[71-72]。吴玲芳等[73]对不同产地余甘子以磷钼

钨酸/干酪素分光光度法测定总鞣质含量，发现不同

产地余甘子药材总鞣质含量具有差异性。另有相关

研究借助 HPLC 指纹图谱或多成分定量表征分析，

证实了余甘子黄酮及酚酸在不同产地间也存在一定

差异[74-76]。不同品种及产地余甘子在多类型化学成

分上存在的差异性可能综合导致其功效的不同[77]。

本草古籍中记载的戎州余甘子现今是否仍具有道地

性值得商榷。毛胜男[46]发现高没食子酸含量的余甘

子集中于贵州、云南及四川地区，呈现散落环状分

布。《中国药典》2020 年版以没食子酸为余甘子的

指标性成分，故一定程度上体现戎州余甘子的品质

优势，但相关研究仍缺乏系统的药效学比较。因此，

基于化学与生物学整合评价遴选余甘子现代优质品

种及产区对其传统道地性阐释具有重要意义，并可

为优良品种选育及临床有效性提供保障。 

2.4  质量控制方法有待提升 

没食子酸含量为余甘子质量控制与鉴别的主要

标准之一[45]。然而，没食子酸并非余甘子的特有成

分，不具备专属性。有报道指出余甘子在贮藏过程中

没食子酸含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水解鞣

质在加热回流的提取过程中会向没食子酸转化[46,51]。

没食子酸在余甘子中的非专属性及其含量易变性，

使得测定没食子酸含量时可能存在较大误差，从而

影响了余甘子质量控制的准确性。因此，有必要进

一步寻找具备专属性、含量稳定性且与功效相关的

化学指标成分来判断余甘子质量。 

刘昌孝院士[79-80]于 2016 年提出中药 Q-Marker

的概念，聚焦于中药质量的本质内涵，从有效性完

整表达、特有性和专属性要求及质量传递和溯源等

角度统领中药质量研究。已有学者立足于余甘子的

植物亲缘、传统药性和功效、临床新应用、化学成

分可测性、多酚类成分转化特性及药食同源特性对

其 Q-Marker 进行了综合预测分析，认为可将余甘子

多酚类、黄酮类、有机酸类、多糖及氨基酸类等成

分作为其 Q-Marker[2]。另有学者基于余甘子中酚酸

及黄酮类成分，借助网络药理学方法，构建“成分-

靶点-通路”交互网络进行成分有效性分析，认为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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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子中木犀草素、槲皮素、山柰酚等化合物可作为

余甘子的主要 Q-Marker，为余甘子的 Q-Marker 的

深入研究提供了有益方向[81]。笔者认为，应在 Q-

Marker 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提升余甘子整体化学物

质的表征方法，进行“传统功效-生物活性-多维化学

物质”关联分析，筛选活性成分，并探索其在饮片

及制剂生产过程中化学成分转化和传递规律。此外，

可进一步通过中药血清药物化学及药物体内过程分

析，明确入血成分，结合药物动力学特性分析潜在

发挥作用的效应成分（群），遴选出余甘子中具有“特

有性”“有效性”和“可测性”的 Q-Marker，为余甘

子饮片及产品的质量控制提供科学支撑。 

3  结语 

余甘子历史悠久、应用广泛，其别名众多，主

要以多民族音译以及果实感官滋味方式命名，历代

本草常收录为菴摩勒及余甘子等。经过考证发现历

代本草中所用余甘子的主流基原与现今基本一致，

为大戟科叶下珠属植物余甘子。余甘子道地产区见

于戎州，涉及现今云南、贵州及四川等地区。唐代

《新修本草》首次对余甘子的药用功效进行了详细描

述。考证发现余甘子常用于风虚热气、上气咳嗽、

补益强气、生发乌发、解金石毒，少数民族亦用来

解酒、治疗咳嗽感冒、尿闭、蜈蚣咬伤、肝胆病、

胃肠道疾病、血液病、皮肤病、高血压病及体虚等。 

在余甘子的现代研究与开发中存在若干关键问

题，如鲜干异用的科学内涵阐释不足、使用时核仁

的取舍不一、炮制工艺有待规范、各地品种间质量

参差不齐、质量评价方法有待提升等，限制了现代

余甘子药材的临床应用以及资源利用和相关产品的

开发。本文通过对余甘子的本草考证，明确了余甘

子名称、基原、功用，并结合对余甘子功用的分析

归纳，对其现代研究和开发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

析，为余甘子进一步的现代药用价值发掘和应用提

供科学依据与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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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17 日，第 9 届西部科技期刊发展论坛暨第 26 届京津沪渝科技期刊主编/社长研讨会在山西太原隆重开幕，

来自全国 20 余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的 500 余名线下线上刊届同仁和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一流科技期刊发展大计，

共谋出版深度融合，服务科技创新之路。本论坛暨研讨会由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指导，西部科技期刊联盟及京津沪科技期刊

学会共同主办，重庆市科技期刊编辑学会承办。旨在持续推动西部及京津沪科技期刊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的提升，服务科

技创新与科技发展。 

出席本次论坛暨研讨会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创新部部长刘兴平，山西省科协副主席郝建

新，重庆市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温相勇，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理事长、北京林业大学期刊编辑部主任张铁明，浙大学报

（英文版）前总编、BDM 负责人张月红，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Light 学术出版中心主任、Light：

Science & Applicants 执行主编白雨虹，以及西部科技期刊联盟学会和京津沪科技期刊学会负责人，全国部分期刊社、期刊中

心、编辑部的社长、主编、主任等。天津市科技期刊学会副理事长、天津中草药杂志社总经理兼总编陈常青，天津中草药杂

志社总编助理潘明佳，中草药中英文版编辑部主任助理时圣明参加了本次论坛。陈常青总编主持了大会报告，时圣明助理在

分论坛上作报告。 

天津中草药杂志社陈常青总经理兼总编担任大会报告主持人，并对专家报告给予精彩点评。在“高品质期刊建设”分论

坛中，中草药中英文版编辑部主任助理时圣明作了“提高文章质量，建设高品质期刊—以《中草药》为例”的报告，山西科

技期刊学会副理事长冀伦文为其颁发了证书；论坛反响热烈，与会人员发言踊跃，结合本刊在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和遇到的问

题，为科技期刊的发展建言献策，讨论中大家纷纷对《中草药》的办刊经验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从中学习

了很多的成功经验，收获颇丰。天津市科技期刊学会部分理事单位的期刊负责人也一同参加了本次大会。大家互相交流学习，

为建设一流期刊学习了丰富的办刊理念。 

（本刊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