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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梅花 Mume Flos 是中医临床上常用的花类药材之一，含有黄酮类、挥发油、苯丙素类、有机酸等成分，具有抗氧化、

抗抑郁、抗黑色素生成和抗血小板凝集的现代药理作用。对近十几年来梅花主要化学成分及其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进行整理

总结，为明确梅花现代药用价值和制定科学的质量标准评价提供基础，为梅花的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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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lower of plant Prunus mume is one of the most used flower medicinal materials in clinic. Mume Flos contains 

flavonoids, volatile oils, phenylpropanoids, organic acids and so on.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Mume Flos has many modern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such as anti-oxidation, anti-depression, anti-melanogenesis, and anti-platelet aggregation.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main chemical components of Mume Flo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which provides a 

basis for clarifying the modern value of Mume Flos and formulating scientific quality evaluation standard, and provides a basis for 

in-depth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Mume F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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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在我国有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其果实和花

均可作药用。梅多个部位的功效早在东汉时期的《神

农本草经》中即有详细记载；《本草纲目》中更是首

次对梅花的功效进行了详细阐述 [1]。梅花 Mume 

Flos，又名白梅花、绿梅花、绿萼梅，为蔷薇科植

物梅 Prunus mume (Sieb.) Sieb. et Zucc.的干燥花蕾，

初春花未开放时采摘[2]。梅花作为传统的花类药材

之一，广泛应用于医疗保健，具有疏肝和中、化痰

散结的功效，主治肝胃气痛、郁闷心烦、梅核气、

瘰疬疮毒。梅在我国各地区均有栽培，而药用梅花

的道地产区主要为江苏、浙江、安徽等地。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梅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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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化学成分的分离鉴定以及药理活性研究。化学成

分主要包括黄酮类、苯丙素类、有机酸类、挥发性

成分等，已分离鉴定出绿原酸、芦丁、金丝桃苷、

异槲皮苷、乙酸苄酯、苯甲醇、乙酸肉桂酯、丁香

子酚、花青素等化合物。苯丙素类及黄酮类成分具

有丰富的药理活性，例如抗菌、抗炎、抗氧化、抑

制黑色素生成等，是梅花药理活性的物质基础[3]。

其中，绿原酸、异槲皮苷、金丝桃苷在梅花中含量

较高，是目前《中国药典》规定的指标性成分。有

研究用 HPLC 法同时测定梅花中绿原酸、芦丁、金

丝桃苷和异槲皮苷含量来控制梅花饮片品质[4-5]，而

郑毓珍等[6]则以梅花中芦丁、金丝桃苷、异槲皮苷、

槲皮素、山柰酚、异鼠李素共 6 种成分的含量进行

质量控制。此外，不同品种、不同颜色的梅花化学

成分组成有差异，外观性状的差异反映着梅花药材

内部的花色素类以及挥发性成分的差异。目前针对

梅花的质量控制研究较为匮乏，本文通过对梅花化

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的研究进展进行整理与总结，以

期为梅花的质量标准研究提供参考，为进一步开发

与利用梅花这一传统的中药材提供依据。 

1  化学成分 

梅花中的化学成分主要包括黄酮类、苯丙素类、

有机酸类、挥发性成分等，其中以异槲皮苷、金丝

桃苷为代表的黄酮类和以绿原酸为代表的苯丙素类

化合物是目前分离鉴定出的主要化学成分。 

1.1  黄酮类 

黄酮类化合物是中药材常见化学成分，具有多种药

理活性，如抗炎、抗肿瘤、降血糖等[7]。黄酮类物质是

梅花中的主要生物活性组分，与梅花的药理作用密切相

关，主要包括黄酮醇类、黄烷酮类和花色素类化合物。 

1.1.1  黄酮醇类  梅花中黄酮醇类成分的结构特点

是在黄酮基本母核上 3 位上连有羟基或其他含氧基

团。已有研究从梅花中分离鉴定得到的黄酮醇类化合

物总共有 37 种（表 1），化学结构母核如图 1 所示。

张清华等[6]从白梅花中首次分离鉴定了 7 种黄酮类化

合物，包括异鼠李素、槲皮素、异槲皮苷、芦丁、金

丝桃苷、山柰酚-3-O-β-D-吡喃半乳糖苷、异鼠李素- 

3-O-β-D-吡喃葡萄糖苷。王灿灿等[11]从绿萼梅醋酸乙

酯部位中分离鉴定了 8 个新化合物，黄酮醇类成分如

isoquercitrin-6″-O-benzoate、柚皮素、紫云英苷，其中

isoquercitrin-6″-O-benzoate 为新天然化合物。 

1.1.2  黄烷醇类  梅花中的黄烷醇类主要为黄烷- 

3-醇，又称为儿茶素类，在植物中分布较广。Zhang

等[8]建立一种在线高效液相色谱-二极管阵列检测

器–电喷雾电离-离子诱捕-飞行时间-质谱-总抗氧化

能 力 检 测 系 统 （ HPLC-DAD-ESI-IT-TOF-MS- 

TACD）检测系统同时对梅花中抗氧物的鉴定与评

价，从中鉴定了 3 种黄烷醇类化合物结构见图 2，

分 别 为 proanthocyanidins B2 （ 38 ）、 A-type 

proanthocyanidins（39）、epicatechine（40）。

 

图 1  梅花中黄酮醇类化合物母核 

Fig. 1  Chemical structures of flavonoids from Mume F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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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梅花中黄酮醇类化合物 

Table 1  Flavonoids from Mume Flos 

编号 化合物 R1 R2 R3 母核 文献 

 1 alcesefoliside H O-2″,6″-dirhamnosylgalactose OH I  8 

 2 quercetin-3-O-(2″,6″-dirhamnosyl)-glucoside H O-2″,6″-dirhamnosylglucose OH I  8 

 3 quercetin-3-O-rhamnosyl-(1-2)-galactoside H O-2″-rhamnosylgalactose OH I  8 

 4 quercetin-3-O-neohesperidoside H O-neohesperidose OH I  8 

 5 quercetin-3-O-rhamnosyl-(1-6)-galactoside H O-robinobiose OH I  8 

 6 hyperoside H O-galactose OH I  8 

 7 isoquercitrin H O-glucose OH I  8 

 8 2″-O-acetylrutin H O-2″-O-acetylrutinose OH I  9 

 9 2″-O-acetyl-3′-O-methylrutin H O-2″-O-acetyl OCH3 I  9 

10 quercetin-3-O-(2″-O-acetyl)-glucoside H O-2″-O-acetylglucose OH I  8 

11 quercetin H OH OH I  8 

12 quercetin-3-O-(2″-benzoyl)-glucoside H O-2″-benzoylglucose OH I  8 

13 rutin H O-rutinose OH I  8 

14 kaempferol-3-O-(2″,6″-dirhamnosyl)-glucoside H O-2″,6″-dirhamnosylglucose H I  8 

15 kaempferol-3-O-rutinoside H O-rutinose H I  8 

16 kaempferol-7-O-rutinoside rutinose OH H I  8 

17 trifolin H O-galactose H I  8 

18 isorhamnetin-3-O-sophoroside H O-sophorose  OCH3 I  8 

19 isorhamnetin-3-O-neohesperidoside H O-neohesperidose  OCH3 I  8 

20 isorhamnetin-3-O-rutinoside H O-rutinose  OCH3 I  8 

21 isorhamnetin-7-O-rutinoside rutinose OH OCH3 I  8 

22 isorhamnetin-3-O-galactoside H O-galactose OCH3 I  8 

23 isorhamnetin-3-O-glucoside H O-glucose OCH3 I  8 

24 isorhamnetin H OH OCH3 I  8 

25 isorhamnetin-3-O-rhamnoside H O-rhamnoside OCH3 I 10 

26 kaempferol-3-O-glucoside H O-glucoside H I 11 

27 kaempferol3-O-β-D-galactopyranoside H β-D-galactopyranoside H I 10 

28 isorhamnetin3-O-β-D-galactopyranoside H β-D-galactopyranoside OCH3 I 10 

29 naringenin H H H I 11 

30 mumeflavonoside A H O-(4″-O-acetyl)-D-glucose OCH3 I 12 

31 quercetin-3-O-rhamnopyranosyl(1→6)-galactopyranoside H － － II 10 

32 quercetin-3-O-(2″,6″-α-L-dirhamnopyranosyl)-β-D-galactopyranoside rha － － II 10 

33 quercetine3-O-(2″-O-acetyl)-β-D-glucopyranoside  H Ac H III 12 

34 Quercetine3-O-(6″-O-acetyl)-β-D-glucopyranoside H H Ac III 12 

35 Isorhamnetin3-O-β-D-glucopyranoside CH3 H H III 12 

36 Quercetine3-O-(6″-O-benzoyl)-β-D-galactopyranoside  H benzoyl － Ⅳ 12 

37 Isorhamnetin3-O-β-D-galactopyranoside CH3 H － Ⅳ 12 

 

图 2  梅花中黄烷醇类化合物 

Fig. 2  Flavanols from Mume Flos

38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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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花青素类  花青素为黄酮类多酚化合物，

在中药中广泛分布，大部分花青素类化合物有抗

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作用[13]。花青素类化合物存在

于梅花花冠细胞中导致其呈现五彩缤纷的花色。

Zhao 等 [14-15]通过对不同梅花品种花青素苷分子结

构的研究，分离鉴定了 3 个花青素类化合物的结构

（图 3），化合物信息见表 2，并推测红色梅花的红色

色素为花青素和/或芍药色素或其苷类，白色色素则

为黄色或无色的黄酮及其苷类，粉红色花色色素为

花青素-3-糖苷[17]。

 

图 3  梅花中花青素类化合物母核及其取代基 

Fig. 3  Chemical structures of anthocyan from Mume Flos

表 2  梅花中花青素类化合物 

Table 2  Anthocyan from Mume Flos 

编号 名称 文献 

41 花青素-3-O-(6″-O-α-吡喃鼠李糖基-β-吡喃葡萄糖苷) 16 

42 花青素-3-O-(6″-O-没食子酰-β-吡喃葡萄糖苷) 16 

43 花青素-3-O-(6″-O-E-阿魏酰-β-吡喃葡萄糖苷) 16 

1.2  苯丙素类成分 

梅花中简单的苯丙素类衍生物与糖或多元醇结

合，以苷或酯的形式存在，化合物结构母核见图 4。

主要有绿原酸（化合物 44～47）、咖啡酰奎宁酸（化

合物 53～55）及其异构体等，绿原酸是其中含量较

高的成分[18]；《中国药典》2015 年版增加了以绿原

酸作为梅花的指标性成分，对梅花的质量评价体系

进一步规范。张伟等[19]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不

同产地梅花中绿原酸含量的区别，建立了梅花药材

中绿原酸含量测定方法，可为梅花药材质量控制提

供依据。梅花中还有较多的苯丙酸衍生物及其酯类

和苷类，日本学者相继从梅花中分离鉴定了大量的

苯丙素酰化糖苷类，化合物 mumeoses A～V、prunse 

I～III 等，且具有较好的生物活性。具体化合物见

表 3。

 

图 4  梅花中苯丙素类化合物母核 

Fig. 4  Chemical structures of phenylpropanoids from Mume Flos 

41                     42                       43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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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梅花中苯丙素类化合物 

Table 3  Phenylpropanoids from Mume Flos 

编号 化合物 取代基 R 母核 文献 

44 1-CQA R1＝R3＝R4＝R5＝H，R2＝caffeoyl 1 8 
45 3-CQA R1＝R2＝R4＝R5＝H，R3＝caffeoyl 1 20 
46 4-CQA R1＝R2＝R3＝R5＝H，R4＝caffeoyl 1 20 
47 5-CQA R1＝R2＝R3＝R4＝H，R5＝caffeoyl 1 20 
48 3-O-caffeoylquinic acid methyl ester R1＝CH3，R2＝R4＝R5＝H，R3＝caffeoyl 1 21 
49 ethyl chlorogenate R1＝CH2CH3，R2＝R4＝R5＝H，R3＝caffeoyl 1 21 
50 3-FQA R1＝R2＝R4＝R5＝H，R3＝feruloyl 1 8 
51 5-FQA R1＝R2＝R3＝R4＝H，R5＝feruloyl 1 8 
52 5-pCoQA R1＝R2＝R3＝R4＝H，R5＝p-coumaroyl 1 8 
53 methyl 5-caffeoylquinic acid R1＝CH3，R2＝R3＝R4＝H，R5＝caffeoyl 1 8 
54 4-O-feruloyl-5-O-caffeoylquinic acid R1＝R2＝R3＝H，R4＝feruloyl，R5＝caffeoyl 1 8 
55 4-O-benzyl-5-O-caffeoylquinic acid R1＝R2＝R3＝H，R4＝benzyl，R5＝caffeoyl 1 8 
56 caffeic acid R1＝OH，R2＝H 2 8 
57 isoferulic acid R1＝OCH3，R2＝H 2 8 
58 caffeoylglyceride R1＝OH，R2＝glycerol 2 8 
59 3-O-caffeoylshikimic acid R1＝OH，R2＝shikimic acid 2 8 
60 (E)-caffeic acid R1＝OH，R2＝H 2 22 
61 (E)-ferulic acid R1＝OCH3，R2＝H 2 22 
62 (E)-p-coumaric acid R1＝H，R2＝H 2 22 
63 eugenyl glucoside R1＝OCH3，R2＝O-Glc，R3＝H 3 10 
64 chavicol-β-D-glucoside R1＝H，R2＝O-Glc，R3＝H 3 10 
65 estragole  R1＝H，R2＝OCH3，R3＝H 3 23 
66 cinnamyl alcohol R1＝R2＝H，R3＝OH 3 24 
67 caffeoylglucoside I R1＝caffeoyl，R2＝R3＝R4＝R5＝H 4 8 
68 caffeoylglucoside II R1＝R3＝R4＝R5＝H，R2＝caffeoyl 4 8 
69 caffeoylglucoside III R1＝R2＝R4＝R5＝H，R3＝caffeoyl 4 8 
70 feruloyl-6-O-glucoside R1＝R2＝R3＝R4＝H，R5＝feruloyl 4 8 
71 mumeoses A R1＝R2＝R3＝R5＝R6＝R7＝H，R4＝acetyl 5 21 
72 mumeoses B R1＝R2＝R3＝R4＝R6＝H，R5＝R7＝acetyl 5 21 
73 mumeoses C R1＝R2＝R3=R6=H，R4＝R5＝R7＝acetyl 5 21 
74 mumeoses D R2＝R3＝H，R1＝R4＝R5＝R6＝R7＝acetyl 5 21 
75 mumeoses E R2＝R3＝H，R1＝R4＝R5＝R6＝R7＝acetyl 5 21 
76 mumeose F R1＝R2＝R3＝R4＝H，R5＝R6＝R7＝acetyl 5 22 
77 mumeose G R1＝R3＝R4＝R6＝H，R2＝R5＝R7＝acetyl 5 22 
78 mumeose H R1＝R3＝R6＝R7＝H，R2＝R4＝R5＝acetyl 5 22 
79 mumeose I R1＝R2＝R3＝H，R4＝R5＝R6＝R7＝acetyl 5 22 
80 mumeose J R3＝H，R1＝R2＝R4＝R5＝R6＝R7＝acetyl 5 22 
81 mumeoses P R1＝R2＝R3＝R5＝R6＝H，R4＝R7＝acetyl 5 25 
82 mumeoses Q R1＝R3＝R4＝H，R2＝R5＝R6＝R7＝acetyl 5 25 
83 mumeoses R R1＝R2＝R3＝R4＝R5＝H，R6＝R7＝acetyl 5 25 
84 mumeoses S R1＝R3＝R4＝R5＝H，R2＝R6＝R7＝acetyl 5 25 
85 mumeoses T R1＝R2＝R3＝R4＝acetyl，R5＝R6＝R7＝H 5 25 
86 mumeoses U R1＝R3＝R4＝H，R2＝R5＝R6＝R7＝acetyl 5 25 
87 mumeoses V R1＝R3＝H，R2＝R4＝R5＝R6＝R7＝acetyl 5 25 
88 p-coumaroyl-3-O-sucrose R1＝R2＝R3＝R4＝R5＝R6＝R7＝H 5 8 
89 6′-O-acetyl-3-O-p-coumaroylsucrose R1＝R2＝R4＝R5＝R6＝R7＝H，R3＝acetyl 5 8 
90 2″,4″,6″-tri-O-acetyl-3-O-p-coumaroylsucrose R1＝R2＝R3＝R5＝H，R4＝R6＝R7＝acetyl 5 8 
91 2″,3″,4″-tri-O-acetyl-3-O-p-coumaroylsucrose R1＝R2＝R3＝R7＝H，R4＝R5＝R6＝acetyl 5 8 
92 4′,6′,2″,3″,4″,6″-O-hexa-acetyl-3-O-p-coumaroylsucrose R1＝H，R2＝R3＝R4＝R5＝R6＝R7＝acetyl 5 8 
93 1′,6′,2″,3″,4″,6″-O-hexa-acetyl-3-O-p-coumaroylsucrose R2＝H，R1＝R3＝R4＝R5＝R6＝R7＝acetyl 5 8 
94 prunse I R1＝R2＝acetyl，R3＝H 6 9 
95 prunse II R1＝acetyl，R2＝R3＝H 6 9 
96 Prunes III R1＝R3＝H，R2＝acetyl 6 26 
97 4′,2″,3″,4″,6″-O-penta-acetyl-6-O-p-coumaroylsucrose R1＝H，R2＝R3＝acetyl 6 9 
98 mumeic acid-A R1＝H，R2＝OH，R3＝C7H5O 7 21 
99 mumeic acid-A methyl ester R1＝CH3，R2＝OH，R3＝C7H5O 7 21 

100 5-O-(E)-p-coumaroylquinic acid ethyl ester R1＝CH2CH3，R3＝H 7 21 
101 (S,R)-1-O-caffeoylglycerol R＝H 8 22 
102 (S,R)-1-O-feruloylglycerol R＝CH3 8 22 

1.3  挥发性成分 

梅花为理气药，挥发性成分是其散发香气的物

质基础，临床上梅花被广泛应用于治疗精神类疾病，

挥发性成分被认为是梅花发挥疏肝理气作用的活性

成分之一[27]。梅花挥发油化学成分包括醛类、酯类、

有机酸、醇类和脂肪类化合物，采用气相色谱-质谱

法对挥发油成分进行分离和鉴定，如苯甲醛、苯甲

酸苄酯、二十一烷、二十三烷、棕榈酸和 3-烯丙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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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氧基苯酚等[25]。也有学者针对梅花花香的挥发性

成分进行分析，主要成分为乙酸苄酯、丁香子酚、

苯甲醛、苯甲醇和乙酸肉桂酯等化合物[23-24,28-34]。

酯类化合物在梅花花香成分中含量最高，其中乙

酸苯甲酯相对百分含量最高；一些重要的共有成

分乙酸己酯、丁子香酚、乙酸苯甲酯和 α-蒎烯等

化合物的存在是导致梅花品种花香相似的主要原

因[24]。赵印泉等[31]通过顶空–固相微萃取与气相

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不同品种梅花挥发性成分

差异进行比较，发现苯基/苯丙烷类芳香族的化合

物含量占比较高，其中苯甲醛、苯甲醇和乙酸苯

甲酯等是梅花挥发物的主要成分；并对梅花不同

开花时间段不同花器官释放的香气成分进行分

析，结果表明花瓣主要释放芳香族化合物和脂肪

酸衍生物，雄蕊主要释放芳香族化合物，单萜化

合物在花萼、花盘及雌蕊中[35]。具体成分见表 4。 

表 4  梅花中挥发性成分 

Table 4  Volatile components from Mume Flos 

编号 化合物 分子式 文献 

103 乙酸苄酯 C9H10O2 30 

104 丁子香酚 C10H12O2 30 

105 苯甲醇 C7H8O 26 

106 肉桂醇 C9H10O 26 

107 乙酸肉桂酯 C11H12O2 26 

108 苯甲酸苄酯 C14H12O2 26 

109 苯甲醚 C7H8O 23 

110 苯甲醛 C7H6O 19 

111 β-蒎烯 C10H16 28 

112 莰烯 C10H16 28 

113 2-壬烯-1-醇 C9H18O 34 

114 庚基过氧化氢 C7H17O2 34 

115 二十一烷 C21H44 36 

116 二十三烷 C23H48 36 

117 棕榈酸 C16H32O2 36 

118 3-烯丙基-6-甲氧基苯酚 C10H12O 36 

119 β-紫罗兰酮 C13H20O 31 

120 乙酸己酯 C8H16O2 27 

121 乙酸-2-己烯酯 C8H14O2 27 

122 壬醛 C9H18O 27 

123 癸醛 C10H20O 27 

124 α-蒎烯 C10H16 27 

125 4-(2-丙烯基)苯 C15H26O 27 

126 雪松醇 C15H26O 36 

127 α-松油醇 C10H18O 36 

128 D-柠檬烯 C10H16 36 

129 叶绿醇 C20H40O 36 

130 雪松烯 C15H24 23 

131 莰酮 C10H16O 23 

132 松脂醇 C20H36O2 11 

1.4  有机酸及其他化合物 

梅花中的有机酸类化合物含量较低，主要为草

酸、酒石酸、醋酸、D-扁桃酸、苦杏仁酸、柠檬酸

和苹果酸[37]，脂肪酸主要为肉豆蔻酸、棕榈油酸和

油酸；从梅花中鉴定了 17 种氨基酸，如天门冬氨酸、

谷氨酸和赖氨酸；微量离子中钾的含量远远高于钙、

镁、钠、铁和锌[38]。见图 5 和表 5。 

 

图 5  梅花中分离得到其他类化合物结构 

Figure 5  Other chemical components isolated from Mume 
Flos 

表 5  梅花中分离得到其他类化合物 

Table 5  Other chemical components isolated from Mume Flos 

编号 化合物 取代基 文献 

133 D-扁桃酸 － 21 

134 苦杏仁酸 －  8 

135 benryl glucopyranoside R＝H 10 

136 benzyl alcohol xylosy(1-6) glucoside R＝xyl 10 

2  梅花的药理作用 

古代药用梅花主要用于疏肝解郁、开胃生津、

解毒祛秽；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梅花具有抗抑郁，抗

氧化，干扰黑色素形成，抑制醛糖还原酶活性，抑

制凝血酶诱导的血小板聚集及其他作用。 

2.1  抗抑郁作用 

有研究发现，梅花乙醇提取物对模型小鼠具

有一定的抗抑郁作用，其抗抑郁作用的物质基础

可能是乙醇提取物中的黄酮类化合物；作用机制

可能与促进脑内单胺类递质释放，调节下丘脑-垂

体-肾上腺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HPA）轴功能、改善氧化应激及抑制炎症反应，

调节 HPA 轴功能有关[39-42]。此外，有学者从梅花

醋酸乙酯萃取部位分离纯化鉴定出 8 个化合物，

并能显著提高皮质酮诱导人神经母细胞瘤

（SH-SY5Y）细胞的存活率，初步推测绿萼梅具

有解郁功效的物质基础是黄酮类化合物，如金丝

桃苷、异槲皮苷等 [11]；且目前已有研究表明金丝

桃苷和异槲皮苷具有抗抑郁作用[43-44]，含有金丝桃

苷的抗抑郁药物是老年患者的首选药。 

133                    134                   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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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抗氧化作用 

梅花的提取物中富含多酚物质，自由基清除能

力及还原力较强[45]。有研究比较梅花水提物，乙醇

提取物和甲醇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乙醇提取物总

黄酮和总酚含量高于水提取以及甲醇提取物，抗氧

化活性最高，DPPH 自由基清除活性最强[46]。梅花

总黄酮具有优良的生物抗氧化能力和显著的黄嘌呤

氧化酶抑制活性，清除 DPPH 自由基的能力强于竹

叶黄酮，但弱于维生素 C 和芦丁，可作为潜在的抗

氧化应激和预防高尿酸血症的膳食功能因子[47]。另

从梅花乙醇提取物中分离纯化得到 3 种绿原酸异构

体（化合物 45～47），结构上在奎宁酸分子上与咖

啡酸酯化的不同位置对绿原酸异构体的抗氧化活性

没有影响；酚类化合物是梅花乙醇提取物抗氧化活

性的来源[20]。有学者首次从梅花中分离得到化合物

prunes III，具有显著的 DPPH 自由基和超氧物的清

除作用[26]。 

2.3  抑制酪氨酸酶活性，干扰黑色素形成 

梅花中总黄酮含量较高，对酪氨酸酶活性有明

显抑制作用，且呈量效关系，可能通过抑制酪氨酸

酶活性来干扰黑色素的生物合成，减轻皮肤色素沉

着，改善肤色[10]。另有研究表明以绿原酸为代表的

同系物是其主要功效成分，且绿原酸具有较强的酪

氨酸酶抑制作用[48]。绿原酸广泛存在于花类药材

中，具有抗菌、抗病毒、抗炎、抗癌、保护心血管、

降脂降糖、调节免疫、抗氧化、抗紫外线及抗辐射

等作用[49]。苯丙素酰化糖苷类是近几年日本学者从

梅花中陆续分离鉴定得到的，Nakamura 等[21]从梅

花中首次分离出 5 个苯丙素酰化糖苷类化合物，

mumeoses A-E，以及 3 个酰化奎宁酸类似物 mumeic 

acid-A（98）mumeic acid-A methyl ester（99）和

5-O-(E)-阿魏酰奎宁酸甲酯（100）、酰化奎宁酸类似

物能有效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尤其是 5-O-(E)-阿魏

酰奎宁酸甲酯（100）具有很强的抑制酪氨酸酶活性

作用。 

2.4  抑制醛糖还原酶的活性 

从梅花甲醇提取物中分离鉴定了 2′′-O-乙酰芦

丁和 2′′-O-乙酰基-3′-O-甲基芦丁结构及其他几种黄

酮类化合物[9]，能抑制醛糖还原酶的活性。梅花中

5 种新的苯丙素酰化糖苷类（mumeoses F～J）以及

29 种化合物，酰化奎宁酸类似物具有显著抑制醛糖

还原酶的作用，mumeic acid-A 具有强大的抑制作用

（IC50=0.4 µmol/L）[22]。从梅花中分离得到 7 个化合

物 mumeoses P～V，并表明 mumeoses C、D 和 R

能显著抑制醛糖还原酶活性[25]。 

2.5  抑制凝血酶诱导的血小板聚集 

Yoshikawa 等[9]从梅花甲醇提取物中分离鉴定

了 prunse I 和 prunse II 结构，这 2 种化合物都能明

显抑制凝血酶诱导的血小板聚集。 

2.6  其他作用 

梅花提取物可治疗细尘引起的皮肤损伤，可使

受损皮肤细胞的 IL-36G 基因表达恢复正常水平[50]。

绿萼梅煎汤汁用于阴道清洗，对于伴有臭味的子宫

颈炎患者具有收敛溃疡面和除臭的作用[51]。绿萼梅

能疏肝和胃、理气化痰[52]；以绿萼梅为君药的梅香

健胃饮一定程度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53]；梅花入肝

经以舒肝气，可用于肝经所过之妇科疾病，如泌乳

素增高所致经前乳胀、泌乳、更年期心烦失眠等病

症[54]。 

3  结语 

自古以来梅花被认为具有美容美白、疏肝解郁、

理气和胃、调节神经的功效，是中医临床上一类重

要的理气解郁药，气味清香，具有疏肝和中，化痰、

散结的功效，拥有悠久的用药历史。同时，梅花在

民间常用来制做梅花茶、梅花粥、梅花汤，以及梅

花饼等[55]。因此，梅花既具有药用价值，也有食疗

保健之用处，是传统的药食两用的中药。梅花中主

要成分黄酮类、挥发性成分、苯丙素类、有机酸和

糖苷类等，具有抗氧化、抗抑郁、抗黑色素生成，

抗血小板凝集等作用[3]，但其作用机制需要深入研

究。同时，梅花提取物及其活性成分具有成为治疗

抑郁症以及皮肤病药物的潜力；梅花提取物也被应

用于美容护肤品中[18, 56]。 

除了关于梅花的药理活性研究，还有很多关于

花色、香气等性状的研究。由于园艺品种的培育，

使得梅花得以分布于全国各地，但对于不同品种梅

花的成分差异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不同梅花商品

规格等级制定需要更合理的科学依据，因此需要加

强关于梅花药材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的研究，以期

为梅花的开发利用，更好地发挥其生态、经济价值

提供理论及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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