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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杏仁的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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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甜杏仁广泛应用于食品工业、医药和保健领域，具有多样的生物活性和药理作用。其多种活性成分如多元酚酸类、

黄酮类、天然维生素 E 和不饱和脂肪酸类物质已被现代研究证实是甜杏仁中重要的药理活性成分。甜杏仁及其提取物具有

抗氧化、抗肿瘤、抗真菌、肝脏保护、抗糖尿病和抗高血脂等药理作用。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甜杏仁及其不同提取物药

理作用的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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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al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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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mond is widely used in food industry, pharmaceutical, and health care fields, with diverse biological activitie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The variety of active ingredients, such as phenolics, flavonoids, natural vitamin E, and unsaturated fatty have 
been confirmed as important pharmacological active ingredients of almond by many modern research. Almond and its extracts have 
multiple pharmacological actions such as antioxidant, antitumor, antifungal, hepatoprotection, antidiabetic as well as anti- 
hyperlipidemia properties. The pharmacological profiles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on the almond and its extracts a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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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杏仁又名杏子、木落子、杏梅仁、甜梅、扁

桃仁，为蔷薇科李属植物杏或山杏部分栽培种味甜

的干燥种子，原植物在中亚和地中海地区有着悠久

的种植历史，在中国、美国、西班牙、意大利、伊

朗、希腊等国家均广泛分布。甜杏仁主要成分是脂

肪酸（包括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氨

基酸、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富含维生素 E）
和矿物质（如钙、镁、钾）等。现代研究表明甜杏

仁中还含有多元酚酸类、黄酮类和天然维生素 E 等

抗氧化活性成分，具有多样的生物活性，并被广泛

应用于食疗保健和在医药领域作为一种补充治疗手

段。据史料记载，甜杏仁油曾在古代中国、印度以

及希腊和波斯的医药界用于治疗皮肤疾病如牛皮癣

和湿疹，改善皮肤干燥、发炎等状况[1]。长期的应

用实践表明杏仁油能够减少手术后皮肤瘢痕形成，

使之恢复光滑。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甜杏仁还具有抗

炎、免疫增强、抗肝细胞毒性、调节血脂以及改善

应激性肠道症状等多种药理作用。含甜杏仁的休闲

食品及饮品越来越被人们所喜爱，其营养价值和医

学价值也就日益得到重视。笔者就近年来国内外对

甜杏仁及其提取物药理作用研究进展进行总结。 
1  清除自由基和抗氧化 

Moure 等[2]采用酸水解法自甜杏仁壳中提取酚

酸类成分，对提取条件如硫酸浓度、水解温度、水

解时间等优化后，可从每 100 g 杏仁壳中得到与

2.2 g 没食子酸（gallic acid）等价的总酚酸成分。

该提取物对 2,2-二苯基 -1-(2,4,6-三硝基 )苯肼

（DPPH）自由基的清除活性显著强于化学合成的抗

氧化剂，其 EC50＜0.5 g/L，对鱼油和鱼油在水中分

散形成的乳浊液等不稳定的脂质体具有抗氧化作

用，且同等价的没食子酸丙酯同样有效。 
Arranz 等[3]通过 DPPH 自由基清除率和脂质氧

化稳定性测试（Rancimat 法）比较了甜杏仁、榛子、

核桃、花生等不同坚果油的抗氧化能力。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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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种测试方法之间存在良好的相关性，且进一步

研究证实了其自由基清除和抗氧化活性成分主要为

天然维生素 E、多元酚酸类物质。 
Barreira 等[4]采用多种化学和生物化学法对 10

个不同品种的甜杏仁提取物进行细胞膜中脂质过氧

化损伤模型抗氧化能力评估，结果表明虽然不同品

种间存在明显差异，但在试验条件下所有受试样本

均具有有效的 DPPH 自由基清除活性、还原能力、

抑制 β-胡萝卜素脱色能力，并对由 2,2-偶氮二异丁

基脒二盐酸盐（AAPH）诱导的氧化应激性红细胞

溶血、脑细胞中硫代巴比妥酸反应物的生成具有相

应的抑制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感染和炎症过程会导致机体的氧

化应激反应，并涉及多种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癌症、

糖尿病等的发病，其中包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的氧化且在该过程中脱辅基载脂蛋白

（apolipoprotein，apoB-100）的氧化性结构修饰是一

早期的关键性步骤。Chen 等[5]检测了从甜杏仁皮中

得到的多元酚酸类成分或槲皮素分别与还原性的维

生素 E、维生素 C 联用对这一过程的影响。结果显

示在与 0.12～2.00 μmol/L 没食子酸等价条件下，酚

酸类成分使色氨酸的氧化减少了 6.7%～75.7%，在

90 min 后将 LDL-C 的整体极性提高了 21.0%～

81.5%，且以上两种作用均呈一定的量效关系，从

而减少了 apoB-100 的氧化性结构修饰、稳定了

LDL-C 的组成。进一步试验表明联合应用维生素 E、
维生素 C 具有协同或累加效应：维生素 C 的加入会

延长氧化进程的延迟时间，而维生素 E 则会促进提

高 LDL-C 的整体极性。 
Yanagisawa 等[6]使用 20 ℃温水浸泡 24 h，自

干燥的美国加州产甜杏仁中提取酚酸性成分，以

Foline-Ciocaluteu 法测定其总酚酸的量为（746±96）
μg/g，且证实其多存在于杏仁皮中。进一步试验表

明该提取物对 DPPH 自由基清除能力与（2.2±0.8）
mmol/L 维生素 C 相当；可使 LDL-C 的氧化延迟时

间较对照组增加（5.69±0.94）倍；全杏仁和单纯的

杏仁皮均可抑制 LDL-C 中溶血性磷脂胆碱的产生，

但去皮后的甜杏仁则无此作用。另以人脐静脉内皮

细胞介导的 LDL-C 的氧化测试中，分别采用脂质过

氧化物测定法（LPO）、硫代巴比妥酸反应法、琼脂

糖凝胶电泳法评定氧化程度，结果显示以上 3 种方

法中 LDL-C 的被氧化水平分别降低了 46.2%、

70.9%、77.0%，与对照组差异显著。 

2  抗突变、抗肿瘤 
有人应用小鼠骨髓嗜多染红细胞和有核细胞-

微核率检测法，研究甜杏仁潜在的抗突变作用[7]。

实验显示甜杏仁对环磷酰胺和丝裂霉素分别诱导的

较高微核率有明显降低作用，且特殊环境下嗜多染

红细胞比有核细胞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差异均非常

显著。结果表明甜杏仁具有抗突变，保护染色体损

伤，促进 DNA 修复作用。 
Davis 等[8]给 6 周龄的 F344 雄性大鼠 sc 氧化偶

氮甲烷 15 mg/kg、每周 2 次以建立结肠癌模型，试

验期间分别给予含有预先设定的全杏仁、甜杏仁果

肉、甜杏仁油的不同治疗性饲料，考察它们对模型

大鼠体内结肠癌前病变隐窝病灶（ACF）的影响。

26 周后在处死大鼠前 1 h 给予溴代脱氧尿苷，处死

后进行 ACF 和细胞更新周期标记指数（labeling 
index，LI）的病变细胞转归评估。结果显示 3 组含

甜杏仁饲料的实验组较对照组的 ACF 和 LI 值均显

著降低 30%～40%，从而提示食用甜杏仁会降低结

肠癌风险、且这一作用极可能需要杏仁中的脂质类

成分参与。 
3  肝细胞保护 

与其他一些慢性疾病一样，氧化和羰基化应激

反应是糖尿病并发症致病机制中的重要有害因素。

为此Dong等[9]制得4种不同的甜杏仁皮提取物并对

其保护肝细胞的潜力进行考察。结果显示 4 种提取

物虽然与对照用的儿茶素、表儿茶素作用强度有所

差异，但均可有效对抗由过氧化叔丁醇诱导的脂质

微粒过氧化和肝细胞凋亡；显著降低由 Fe2+参与催

化、Cu2+、H2O2 诱导的蛋白质羰基化水平；减少由

乙二醛或甲基乙二醛诱导的谷胱甘肽耗竭型肝细胞

的凋亡以及活性氧（ROS）的生成。因此对氧化应

激模型和羰基化作用模型等不同途径所产生的肝细

胞毒性，4 种甜杏仁提取物均显示有效的保护作用。 
4  解酒 

Messiha 等[10]采用稀释后的杏仁油，对雌性小

鼠短期 ip 3.2 g/(kg·d)、共持续 7 d，同时以乙醇为对

照，考察其对小鼠肝脏乙醇脱氢酶、乙醛脱氢酶和

心脏乳酸脱氢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杏仁油对心

脏乳酸脱氢酶功能无显著影响，但对于肝脏乙醇脱

氢酶、乙醛脱氢酶的功能干预同乙醇具有相反的效

果。在古代，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喝酒之前吃点

甜杏仁，不容易醉倒，更不会一醉不醒”。该研究结

果以现代药理学的方法证实了甜杏仁具有一定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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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功效。 
5  降血压 

刘宁等[11]分别采用复合蛋白酶、碱性蛋白酶、

中性蛋白酶、风味蛋白酶、木瓜蛋白酶以及新型的

蛋白水解酶（Proleather FG-F）等水解杏仁蛋白，

以 HPLC 法检测水解产物对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ACE）的抑制活性，同时考察水解产物的体外消化

稳定性。结果表明，Proleather FG-F 和碱性蛋白酶

对杏仁蛋白有较好的水解效果，其水解产物对 ACE
抑制率较高，IC50 分别为 1.24、0.98 mg/mL。模拟

胃肠消化实验结果表明，在消化酶的作用下杏仁蛋

白水解物仍具有较强的 ACE 抑制活性，从而推测食

用杏仁可能具有一定的降血压效果。 
6  调节血糖水平和胰岛素分泌 

Jenkins 等[12]设计了一项随机、对照的交叉试验

以研究甜杏仁对非糖尿病高血脂患者胰岛素分泌的

影响。将 27 名受试者随机分为 3 组，分别给予 3
种等热量的控制饮食、维持 1 个月，所有受试者于

第 0、2、4 周采集空腹血样并在第 4 周末进行 24 h
尿量采集。结果显示在基线和治疗组之间空腹血糖、

胰岛素水平差异无显著性，但以测定 24 h 尿 C 肽排

泄量作为胰岛素分泌的标记物表明，全剂量甜杏仁

组为（73±3）g/d 和半剂量甜杏仁组为（37±2）
g/d，较对照组的 24 h 胰岛素分泌明显降低。 

Josse 等[13]评估了甜杏仁对餐后血糖水平的影

响。9 名健康受试者分别在餐前给予 30、60、90 g
甜杏仁且控制饮食中含有等量的可利用糖类成分，

于餐后 0、15、30、45、60、90、120 min 采集血样

检测并计算血糖曲线下面积的增量。结果表明添加

不同剂量甜杏仁均会导致餐后血糖指数降低，且呈

明显的剂量相关性：高、中、低剂量组餐后血糖指

数分别为（45.2±5.8）%、（63.0±9.0）%、（105.8±
23.3）%。 
7  调节血脂 

Jenkins 等[14]设计一项研究以考察甜杏仁联合

其他食物成分对血脂的调节作用。治疗组饮食中除

甜杏仁外尚含较多的植物甾醇、大豆蛋白和黏性纤

维；对照组饮食中则主要是基于全麦谷物的低脂食

品。分别于 0、2、4 周抽取空腹血样测定血脂水平，

结果两组均可降低LDL-C；治疗组降低（35.0±3.1）%，

作用强度显著强于对照组的（12.1±2.4）%，同时

降低 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30.0±
3.5）%。 

王晖等[15]采用大鼠高脂模型，观察在高脂饲料

中添加不同剂量甜杏仁的降脂作用。低、中、高剂

量组分别添加质量分数为5%、10%、15%的甜杏仁， 
28 d后可使大鼠血清中LDL-C、TG水平明显降低，

且低、高剂量组的TC水平明显降低，但对大鼠体质

量影响不明显。说明在食物中添加甜杏仁一定程度

上可以降低血中LDL、TG和胆固醇水平，可能对预

防与高血脂有关的一系列疾病有积极作用。 
Jenkins 等[16]用随机、交叉试验进一步研究了甜

杏仁的调节血脂作用。17 名高血脂患者随机分为全

剂量甜杏仁组、半剂量甜杏仁组和对照组，在持续

3 个月的治疗期结束时测定血脂水平。结果显示两

治疗组较对照组显著降低总胆固醇（TC）、LDL-C、
TC/HDL-C、LDL-C/HDL-C，升高 HDL-C。通过对

LDL-C 中共轭二烯和 α 脂蛋白的测定可以证实

LDL-C 的氧化水平明显降低，且作用强度呈现一定

的剂量相关。通过以上治疗后受试者的整体冠心病

10 年期 Framingham 风险评分由 11%下降至 10%，

该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8  减肥 

有研究证实人的胃促生长素（ghrelin，一种胃

分泌的酰化生长激素）水平受体质量下降的正向调

控，能将体质量维持在一个稳定状态[17]。它还能剂

量相关地减弱瘦素（leptin，一种肥胖度调节蛋白）

对摄食的抑制作用。而瘦素表达及分泌量的增加会

显著降低动物体质量和进食量，同时加强机体能量

的分解代谢及产热反应。 
Wien 等[18]设计了一项前瞻性、随机研究，65

名肥胖症患者在减肥期间补充大量营养物质的控制

性增重饮食，并定期摄入一定量甜杏仁，24 周后测

定受试者血浆样本，考察其对受试者空腹血浆中胃

促生长素和瘦素水平的调控作用。结果显示，受试

者平均空腹胃促生长素浓度显著升高，而瘦素的浓

度显著降低，且总脂肪量降低幅度达 20%～30%。

提示定期摄入一定量甜杏仁对减肥具有相当的积极

作用且不受所摄入的大量营养物质的影响。 
9  对皮肤的抗炎、保湿作用 

Amon 等[19]对 218 名慢性、炎性皮肤病患者使

用一种含有甜杏仁油的保湿剂以评价其治疗效果，

受试患者中 65%为牛皮癣、19%为特异性皮炎、另

外 16%为其他类型的炎性皮肤病。在 2 次/d、使用

2 周后 97%以上患者的皮肤炎性和干燥状况得以显

著改善，皮肤的柔滑性、水合作用以及该制剂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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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性均较好，未发生与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 
10  抗真菌 

皮肤丝状菌是一类嗜角质可水解角蛋白的真

菌，其中一些会导致癣菌病和相应的感染，马发癣

菌 Trichophyton equinum 多感染马科动物，并可能导

致大范围疫情爆发。Pisseri 等[20]将 60 匹感染了马

发癣菌的纯种马随机分为 2 组，另设 5 匹未受皮肤

真菌感染的同种马作为对照组。对 2 个治疗组分别

给予 25%甜杏仁油和 2%的抗真菌药物恩康唑洗剂，

30 d 后经临床体征和发癣菌培养的综合考察表明 2
个治疗组马匹的感染均得以彻底治愈，无一例显示

原有真菌性的感染加重。 
Molyneux 等[21]通过向培养介质中添加叔丁基

过氧化物以诱导黄曲霉 Aspergillus flavus Link 的氧

化应激反应从而产生峰值的黄曲霉素（aflatoxin），
并使其在随后的培养期内维持高水平。在向其中加

入含有天然抗氧化剂甜杏仁的提取物后，黄曲霉素

的生物合成受到了显著抑制。该结果表明甜杏仁中

所含有的可水解性鞣质、多元酚酸类和黄酮类成分

能够缓解黄曲霉的氧化应激反应，从而显著减少具

有强致癌作用的黄曲霉素的生成。 
11  驱虫 

由于化学杀虫剂具有致癌、致畸和高残留性，

易污染环境，所以许多欧美国家已颁布法规明确限

制其使用。近年来一些害虫对许多常规杀虫剂产生

了抗药性也促使人们对植物来源的天然杀虫物质予

以关注。 
在热带地区，鞘翅目长蠹科谷蠹 Rhyzoperfha 

dominica Frabricius 是谷物的主要虫害之一。Nikpay
等[22]试验了甜杏仁油、甘菊油和椰子油分别在 2.5、
3.5、5.0、7.0、10.0 mL/kg 时对谷蠹的驱灭效果。

结果经高剂量精油 10.0 mL/kg 处理后的谷物在 24 h
内 95%的虫害得以控制。3 种精油的作用强度虽无

显著差异，但随着谷物储存期的延长而降低，高剂

量组谷物种子成活率有所降低。 
目前认为，精油类化合物作用于昆虫的章鱼胺

神经系统，是章鱼胺受体的选择性拮抗剂，而脊椎

动物体内不存在章鱼胺受体，因此精油的抗昆虫活

性对哺乳动物具有良好的选择性[23]。 
12  过敏反应 

一些天然植物蛋白可以作为变态反应原诱发人

体产生变态反应，尤其对患有过敏性鼻炎、花粉热

等过敏性疾病的人群体更为明显。但也有报道表明

无既往过敏性鼻炎、哮喘病等疾病史的健康人对于

杏仁也可以产生过敏性反应，且很可能对同科同属

的其他植物果实（如樱桃、杏、李子等）存在交叉

性过敏反应[24]。 
肌动蛋白结合蛋白（profilin）是一种低相对分

子质量的、具有泛过敏性的结构蛋白，其广泛存在

于蔷薇科李属、梨属以及其他科植物的坚果、花粉

和一些蔬菜中。Tawde 等[25]采用聚脯氨酸亲和色谱

法自甜杏仁粉末的水溶性提取物中制得天然肌动蛋

白结合蛋白，以免疫标记法和酶联免疫吸附

（ELISA）测定法考察天然肌动蛋白结合蛋白及其重

组体与 IgE 的反应性。结果显示天然肌动蛋白结合

蛋白及其重组体与杏仁过敏受试者血清样本中 IgE
在两种测定方法中的反应模式相近，且均呈较高的

阳性反应。该研究提示甜杏仁中的天然肌动蛋白结

合蛋白作为一种次级变应原，在体内与 IgE 结合后

的重组体可能会对该类过敏性反应特异性诊断和相

关的结构研究有所帮助。 
在该研究小组的另一项实验中，采用相同的方

法确认在甜杏仁中存在的酸性核糖体蛋白为除肌动

蛋白结合蛋白之外的另一新的植物源性变态反应

原。而这一蛋白也存在于镰孢属大刀镰孢 Fusarium 
culmorum Sacc 中，已被确认为是一种经空气传播的

变态反应原，在这两种来源的核糖体蛋白之间存在

着相当数量的交叉过敏反应[26]。 
13  结语 

甜杏仁具有悠久的种植和食用历史，自古以来

就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被广泛应用于医药界作为多种

疾病的补充治疗手段。现代药理研究进一步证实它

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和药理作用，尤其是能够显著降

低 TC、LDL-C，升高 HDL-C，同时还能显著降低

TC/HDL-C、LDL-C/HDL-C 和 LDL-C 的脂质氧化

水平，并且对血糖水平和胰岛素分泌具有一定的调

节作用，从而全面降低冠心病的风险因素，拥有极

高的心血管疾病保健和治疗价值。 
目前国内外对甜杏仁的研究较多，但主要集中

在食疗保健和药理作用等方面，对其有效成分或有

效部位的提取、分离及与之相关的药理作用机制和

确切的构效关系、量效关系研究尚处于起步和探索

阶段。这就较大程度地限制了甜杏仁的制剂研发及

其临床应用的开展，未能充分发掘其对心血管疾病

的治疗潜力。随着对活性成分、药理作用及其作用

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入，甜杏仁及其提取物一定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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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疗保健和医药应用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服务

于人类的健康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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