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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提取物的有效成分及其应用研究进展 

何跃君，岳永德 

(国际竹藤网络中心，北京 100102) 

摘 要：综述了国内外竹叶提取物在实验和理论方面的研究进展。介绍了竹叶提取物的有效成分，包括黄酮类化合物、 

多糖、矿质元素和其他成分。论述了竹叶提取物有效成分的提取与分离技术。重点探讨了竹叶提取物的生物活性功能， 

如防腐、抗茵、抗氧化作用，以及竹叶提取物的植物源农药开发研究。对竹叶提取物的有效成分及其应用研究前景进行 

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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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Effective Component and Applications of 

Extracts from Bamboo Leaves 

HE Yue-jun，YUE Yong-d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Bamboo and Rattan，Beijing 100102，China) 

Abstract：The progress of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work on bamboo leaves extracts was reviewed．Recently，some effective 

components were found in extracts of bamboo leaves，including flavonoids，polysaccharides，mineral elements and other compo— 

nents．The technology of extrac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effective components from bamboo leaves were introduced．The 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bamboo leaves extracts including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antioxidant function and pesticidal function were highlight— 

ed．Som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re made about future short—term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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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资源的综合利用一直是人们研究开发的 

重点，对植物中有效成分及功能物质的合理开发 

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药用植物及其提 

取物在“替代疗法”方面的广泛应用，人们越来越 

认识到许多传统的药用植物比I临床使用的许多西 

药更好更安全，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开发药 

用植物的热潮。药用植物提取物是现代植物药先 

进技术的载体，是植物药制剂的主要原料。广义 

的药用植物提取物是指以世界范围内的传统草药 

为原料，利用现代植物化学提取分离技术提取分 

离所获得的、具有明确指标成分的单一组分或混 

合组分 。 

竹 子 是 禾 本 科 (Gramineae)竹 亚 科 

(Bambusoideae)多年生常绿植物，有着复杂的次 

生代谢。因竹叶含有许多对人体具有重要作用的 

活性物质，所以竹叶在中国具有悠久的食用和药 

用历史，《本草求真》、《本草逢原》等古代医学著 

作均有大量记载。据记载，竹叶性淡、微涩、寒，味 

甘、苦，具有清热利尿，明目解毒及止血的功能。 

主治烦热口渴，d,JL发热，d,JL疳积，热病不眠，口 

舌生疮，目赤肿痛，疥癣，疮毒，咽喉炎，外伤出血 

等症。20世纪 80年代，就有从竹叶中提取食品 

收稿 日期：2007—12一o3 

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国际竹藤网络中心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06／07一C27) 

作者简介：何跃君 (1981一)，男 (蒙古族)，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博士生，主要从事竹藤化学与竹藤生态研究；联 系电话： 

13264173191：E·mail：yuejunhe1981@163．con 

通讯作者：岳永德 ，男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竹藤化学。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2 生 物 质 化 学 工 程 第 42卷 

防腐剂、杀菌剂和叶绿素等研究报道。近年来有 

学者在竹叶提取物中又发现了其他对人体有益的 

活性物质 ，包括黄酮类化合物、酚酸类化合物、生 

物碱、生物活性多糖、氨基酸肽类、蒽醌类、萜类内 

酯等 j，其中黄酮类化物、酚酸类化合物、蒽醌 

类化合物、萜类内酯和生物碱等都有着较强的生 

物活性作用 J。人们对竹叶提取物中黄酮类化 

合物的存在及其生物活性、生物活性多糖等有效 

成分比较关注，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抑菌杀菌、消 

炎、消肿、降血脂以及清除氧自由基等功能，已受 

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和研究 J。一些植物黄酮类 

提取物在食品、药品和化妆品中已得到了一定的 

应用 ’ 。了解竹叶提取物的有效成分及其应用 

现状对合理利用与开发竹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1 竹叶提取物的有效成分 

近年来，人们围绕竹类主要化学成分的分析 

及其提取物开发利用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据 

报道，竹叶提取物有效成分含有黄酮类及其苷类、 

活性多糖类、特种氨基酸及其衍生物等与人体生 

命活动有关的化合物；含有锰、锌、硒、锗、硅等多 

种能活化人体细胞的元素，以及以醛、醇为主的芳 

香成分等。 

1．1 黄酮类化合物 

竹叶黄酮为竹叶提取物中的主要活性成分， 

具有类似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谷胱甘肽过氧 

化物酶(GSH—Px)的作用，能清除人体内活性氧 

自由基，防止生物膜脂质被超氧自由基和羟基 自 

由基氧化，具有防止血管硬化，改善脑组织营养， 

改善心血管及脑神经系统功能以及抗癌、抗衰老、 

预防老年性痴呆症等重要生理和药理作用。竹叶 

中黄酮类化合物含量丰富，总黄酮含量平均在 

2％左右。张新申等 采用梯度洗脱及柱色谱法 

对竹叶中的有效活性成分黄酮进行了分离、提纯 

研究，发现不同的竹叶其黄酮含量不同。从构效 

关系上看，竹叶总黄酮的生理活性超过银杏叶总 

黄酮。竹叶黄酮类化合物的有效成分主要是黄酮 

糖苷和香豆素类内酯。竹叶中的黄酮糖苷大多为 

碳苷，即糖基是通过 C—C键与黄酮环相连，键能 

较强。4种主要的竹叶碳苷黄酮分别是荭草苷、 

异荭草苷、牡荆苷和异牡荆苷。 

1．2 生物活性多糖 

多糖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植物中，是多种中 

药的有效成分之一，具有多种生物活性，是理想的 

免疫增强剂，它能促进 T细胞、B细胞、NK细胞等 

免疫细胞的功能，还能促进白介素、干扰素、肿瘤 

坏死因子等细胞因子的产生‘1。。，从而引起生物学 

家、药理学家和化学家的极大兴趣。竹叶多糖是 

竹叶中一种含量极其丰富的营养物质，对人体具 

有独特的保健功效，是一种具有多种生理功能和 

开发价值的植物活性多糖。El本从20世纪 60年 

代起就对竹叶多糖进行了深入研究，证实竹叶多 

糖具有明显的药用效果 。近年来，国内外对赤 

竹(Sasa longiligulata)和箬竹(Indocalamus latifo— 

lius)叶做了较详细的研究，发现它们的水提取物 

具有抗肿瘤作用，其主要有效成分是多糖类化合 

物。研究发现，竹叶含有活性多糖，其含量按干青 

叶计，一般 100 g干青叶在 100～200 mg之间。竹 

叶活性多糖有确切的抗癌活性，如从箬竹叶热水 

提取物中分离的活性多糖由木糖、阿拉伯糖和半 

乳糖组成，又如最近从毛竹叶中提取得一种中等 

分子质量的酸性杂多糖，主要由鼠李糖、阿拉伯 

糖、木糖、甘露糖、葡萄糖和半乳糖等 6种单糖组 

成 的 多糖，其 分 子 质 量 分 布 范 围 为 10。～ 

10 ，经临床实验或动物实验均证明它们有 

抗癌活性 。 

1．3 矿质元素 

竹叶提取物中含有很多微量元素，是人体正 

常发育必需的。从现代医学观点分析认为，竹叶 

提取物中所含有的矿物质元素，能活化人体细胞， 

具有一定的生理和药理作用。竹叶中含有大量的 

硅元素，具有通便、改善人体血色素和促使人体身 

心爽健作用，钙能促进人体骨骼的生长。锗具有 

通过消除活性氧自由基及抑制脂质过氧化而达到 

消炎、抗癌和防衰老的功能；锌和硅既可增强生物 

体的免疫能力，也可与锗协同作用，从而增强竹叶 

的药理活性  ̈。通过对竹叶进行矿质元素测定， 

检 出 刚 竹 (脚 llostachys viridis)、 毛 竹 

(Phyllostachys pubescens)和 雷 竹 (Phyllostachys 

praecox)含有 20多种矿质元素，其中，富含人体必 

需的Fe、Ca、si等常量元素和 Zn、Mn、Cu、Mo、V、 

Ni等微量元素。周兆祥等 。̈。在 6种竹叶中测得 

ca、Si、Mg、Fe、Mn、Zn、Cu、Ni等矿质元素。 

1．4 芳香成分 

竹叶挥发油是一种良好的天然香料，其香气 

具有典型的绿叶特征，接近瓜、果、茶的香型，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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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在香料、医药 、食品等方面 

有较大用途  ̈。从竹叶中共检出 144种挥发性 

化合物，以醛、醇、呋喃、酮类为主，C ～C。中等链 

长的含氧化合物占主导地位，是竹叶清香的物质 

基础，其中C 化合物起了关键作用，重要的 C 成 

分有( )一2一己烯醛、(Z)一3一己烯醇，2一乙基一呋 

喃，己醛和己烯等 。用水蒸气蒸馏和 GC—MS 

联用技术  ̈，对毛竹叶挥发性成分进行提取、分 

离、鉴定，共获得 67个色谱峰，鉴定了其中53种 

成分，占挥发性成分总量的94．13％。张英等  ̈

对阔叶箬竹、毛金竹(P Uostachys nigra var．heno． 

his)和四季竹(Oligostachym lubricum)的竹叶精油 

和头香，利用 GC—MS—DS进行了研究，分别检出 

风味化合物57种、68种和 82种，其中22种为 3 

种竹子所共有，约占总挥发物的60％ ～70％。 

1．5 其他成分 

由于人工合成色素大多数对人体有害，在世 

界范围内都对其使用进行严格限制，而天然食用 

色素在安全性能上比合成色素大得多，长期使用 

是无害的，因此人们对天然色素越来越感兴趣 ，研 

制开发天然色素、食用色素是大势所趋。竹叶提 

取物中的叶绿素无毒害、无气味。叶绿素铜钠盐 

呈蓝黑色粉末状，无臭或稍带有特殊气味。在我 

国叶绿素及其衍生物的制取主要以蚕砂为原料， 

由于蚕砂含有较多的脂质。因此，对叶绿素及其 

衍生物的精制带来了很大困难。但竹叶不同，它 

不仅有丰富的原料来源，而且竹叶中所含脂质物 

较少，易于精制，是当今提取叶绿素及其衍生物的 

最好原料 j。 

在考察竹叶提取物保健功能因子的过程中， 

发现氨基酸和短肽也是竹叶的有效成分之一。有 

人对竹叶氨基酸进行分析发现：共有 16种氨基 

酸，在测得的l6种氨基酸中苏氨酸、缬氨酸、蛋氨 

酸、异亮氨酸、亮氨酸、苯丙氨酸、赖氨酸这7种氨 

基酸为人体必需氨基酸，具有重要的生理意义。 

竹叶提取物中 一OH—Lys，有比赖氨酸 Lys更高的 

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可能具有特殊的生物学意 

义，此点有待深入研究 。 

2 竹叶提取物有效成分的提取与分 

离 

2．1 竹叶总黄酮的提取分离 

竹叶总黄酮的提取方法，主要有水提法、有机 

溶剂提取法、大孔树脂法、超临界 CO 萃取法、微 

波法、超声波法等，而以醇提酯萃法、超声波法使 

用较多。许刚等 曾用水浴法和超声提取法两 

种方法对竹叶黄酮的提取进行了研究，发现用超 

声提取法效果优于水浴法。何春雷等 采用热 

水提取和乙醇提取两种方法提取竹叶黄酮，结果 

表明，乙醇提取法的黄酮浸出量明显高于水提法。 

张胜帮等 采用超声波一醇提一酯萃法，研究了提 

取淡竹(P llostachys glauca)叶中黄酮类化合物 

的各种影响因素，表明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 

溶剂 >回流温度 >超声时间 >超声强度 >回流时 

间 >溶剂浓度 >固液比。陆志科等 选择 6种 

大孔吸附树脂，比较其对竹叶黄酮的吸附性能及 

吸附动力学过程。研究发现 AB-8树脂较宜于竹 

叶黄酮的提纯，经 AB一8树脂吸附分离后，提取物 

中黄酮含量提高 1倍以上。李瑶等 在对竹叶 

中黄酮的乙醇提取条件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采 

用大孔吸附树脂吸附法对纯化条件进行了比较， 

研究表明，AB一8树脂为纯化的最适树脂。李洪 

玉等 将竹叶水煎煮液经大孔 树脂柱 色谱， 

70％ 乙醇洗脱，减压浓缩，用乙醇或丙酮溶解浓 

缩液，过滤，减压浓缩滤液至浸膏再经真空干燥， 

得黄色粉末，其中竹叶黄酮含量达到 40％ 以上。 

朱宏莉等 在竹叶总黄酮的提取中，得到溶剂浓 

度和料液比是影响提取效率的两个主要因素，而 

溶剂种类及提取时间对提取效果影响相对较小。 

通过正交试验，获得了竹叶总黄酮的最佳提取条 

件为：60％丙酮、料液比1：40的条件下回流浸提 

3 h，所得黄酮粗提液经过 X一5大孔吸附树脂与聚 

酰胺树脂联用而得到纯化，使得最终竹叶总黄酮 

含量可达 78．97％ 。 

2．2 竹叶活性多糖的提取分离 

毛燕等 对毛竹叶、枝多糖提取的对比研 

究，得出溶剂体积、提取时间、次数 3因素对提取 

多糖得率均有不同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提 

取次数。在毛竹叶与枝的对比实验中，叶的多糖 

得率远远高于毛竹枝的多糖得率，两者已达到了 

显著的差异。周跃斌等 。。通过正交试验设计优 

化工艺条件，考察了水提条件下不同浸提温度、浸 

提时间、浸提固液比、浸提次数对多糖提取率的影 

响。结果表明，影响竹叶多糖提取率因素的主次 

关系依次是固液比、浸提次数、时间、温度，最佳提 

取工艺条件为 80℃，浸提 90 min，固液比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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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提 3次。比较水提法、超声波提取和微波提取 

3种方法对竹叶多糖提取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超 

声波浸提的提取率高于水提法和微波浸提，分别 

提高 21．3％ 和 23．6％。高梦祥等 在单因素 

试验的基础上，采用正交试验，研究了固液比、微 

波功率、提取时间等因素对竹叶多糖提取量的影 

响，得出了竹叶多糖提取工艺的最佳参数组合为： 

以水为提取剂，固液比为 1：50(g：mL)，提取时间 

为6 min，微波功率为 800 W，在此条件下竹叶多 

糖的提取量为 36．77 mg／g。王晋等 根据所提 

取淡竹叶多糖的测定结果得出，超声法提取多糖 

具有提取时间短、提取量多、无须加热，避免淡竹 

叶多糖分解的优点。 

2．3 竹叶叶绿素和蛋白质的提取分离 

竹叶所含的叶绿素对开发天然食品色素有一 

定的价值，但叶绿素的稳定性较差，在使用过程中 

颜色容易发生变化，不便应用。将叶绿素浸膏经 

过进一步反应，可制取多种叶绿素衍生物如：叶绿 

素铜钠、脱镁叶绿甲酯乙酸、叶绿素铜和叶绿素铁 

钠 。竹叶叶绿素对紫外光、常见氧化剂 (如 

H，0 )、Fe 均具有较强的耐受性，在温度 70℃ 

以下以及近中性或偏碱性介质环境中性质基本稳 

定，遇 Cu 、zn 离子分别生成蓝绿色絮状沉淀和 

灰绿色颗粒状沉淀。马自超 和郑君秀等 将 

竹叶原料经预处理、有机萃取、浓缩、皂化、分离、 

调酸、铜代、过滤、成盐和干燥后得到成品，所提取 

的叶绿素铜钠盐产品符合国家食品添加剂标准， 

得率为0．25％ ～0．3％。杨国恩等 用无水乙 

醇提取竹叶叶绿素的最佳工艺条件是原料颗粒度 

0．85～2．00 mm、料液比 1：5、浸提温度 70℃、浸 

提时间7 h。钟爱国E 37]研究了利用超声波萃取鲜 

竹叶中叶绿素的新方法。以分光光度计定量测定 

所萃取的叶绿素。结果表明，与常用的有机溶剂 

提取法相比，超声波萃取法不仅萃取率高、速度 

快、效率高，而且是室温提取，无需加热，节约能 

源。 

李勇等 选用竹叶进行植物叶蛋白分离提 

取及副产物的利用研究，对粗蛋白分离提取研究 

表明，最佳提取工艺条件为：温度 11 oC、pH值 9、 

料液比1：20(g：mL)、提取时间 30 min。采用上 

述工艺流程，其他条件按酶的最适条件考虑，进行 

酶解工艺研究，发现其蛋 白质提取率从原来的 

29％ E升到 49．21％ 

3 竹叶提取物生物学功能研究 

3．1 竹叶提取物抑茵、防腐作用 

植物是生物活性化合物的天然宝库，其产生 

的次生代谢产物超过 40万种 。其中大多数化 

学物质如萜烯类、生物碱、类黄酮、甾体、酚类、独 

特的氨基酸和多糖等均具有抗菌活性和防腐作 

用。植物提取物一直以来是开发天然防腐剂的重 

点，已有很多的研究发现大量的植物提取物具有 

防腐抗菌的作用 加J，不同的溶剂提取竹叶对抑菌 

作用有影响，同一溶剂不同竹子提取液抑菌效果 

有差别，说明不同竹种化学成分也存在差异。供 

试菌浓度、供试菌本身对竹叶提取物和浓度的敏 

感性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特定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揭示。 

杨卫东等H 比较不同溶剂提取方法对淡竹 

和箬竹抑菌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淡竹、箬竹乙 

醇 一水提取物对 白假丝酵母菌 (~ndida albi— 

can$)、酿酒酵母菌(Saccharomyces cerevisiae)、大肠 

杆菌 (Escherichia coli)、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5 

种微生物有抑菌作用，但抑菌效果不明显，淡竹和 

箬竹丙酮、乙酸乙酯提取液抑菌效果显著，乙酸乙 

酯的抑菌效果最明显，表明脂溶性提取液比水溶 

性提取液的抑菌效果要强，说明丙酮、乙酸乙酯可 

以比较有效地从竹叶中提取具有抑菌活性的化学 

成分，其中乙酸乙酯最好。陆志科等H 研究发 

现，不同竹种及不同生长期的竹叶抗菌活性不同， 

麻竹叶的抗菌活性强于毛竹、茶杆竹(Pseudosasa 

amabilis)、箬竹、四季竹(Oligostachym lubricum)、 

苦竹 (Pleioblastus amarl~)、早竹、高节竹 (Phil— 

lostachys prominens)等其他竹叶，7月和 11月中旬 

采摘的竹叶的乙醇提取液的抗菌活性较高。陈彦 

等  ̈研究表明，华西箭竹(Sinaraundinaria nitida) 

叶提取液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黑 曲霉 (Aspergillus 

niger)、酿酒酵母和大肠杆菌等均有抑制效果，而 

不同浓度的箭竹叶提取物溶液对供试的枯草芽孢 

杆菌、鼠伤寒沙门氏菌(Salmonella typhimurium) 

没有表现出抗微生物作用。操海群等 研究了 

毛竹叶提取物对小麦赤霉菌(Fusarium graminea— 

rum)、苹果炭疽菌(Colletotrichum gloeosporioides) 

的抑制作用，表明毛竹粗提物经萃取分离的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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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酯组分具有较强的抑菌作用，乙酸乙酯组分进 
一 步通过硅胶柱层析分离后，初步判断抑菌有效 

成分为苯酚类化合物。黄占旺等 研究发现毛 

竹叶提取物有一定抑菌效果，对细菌抑制作用最 

强，对酵母菌抑制作用次之，对霉菌作用不明显。 

毛竹叶提取物具体抑菌成分以及抑菌物质稳定性 

尚未进行试验，有待进一步研究。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安全健康消费意 

识不断增强，防腐剂的使用要求更为严格，竹叶提 

取物作为天然食品防腐剂也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 

迎。日本大阪中岗食品技术研究所从竹叶中提取 

出一种高效、天然、可食用、无毒副作用的防霉防 

腐剂，实验结果表明：按千分之三的比例把这种防 

霉防腐剂添加到各类食品或饲料中，就能有效地 

抑制乳酸菌(1actic acid bacteria)、枯草芽孢杆菌 

(Bacillus subtilis)和霉菌的繁殖，从而防止食品或 

饲料的发霉变质。还可以把这种防霉防腐剂兑成 

千分之一浓度的水溶液，浸泡或喷洒蔬菜、水果、 

肉品以及饲料原料，也能起到防霉防腐效果。 

Chuyen等 对一种山白竹叶进行了非常系统的 

研究，利用水、甲醇、二乙醚、丙酮和乙酸乙酯5种 

溶剂对竹叶进行提取，发现除了水提物抑菌效果 

较弱外，甲醇和丙酮提取物有较强抑菌效果，而二 

乙醚和乙酸乙酯提取物有很强抑菌活性。通过对 

粗提物碱性、酸性、中性和酚类等4个组分抑菌效 

果的对比研究，发现酸性和酚类组分抑菌效果很 

强。研究同时还发现酸性组分中起抑菌作用的不 

仅有游离酸类而且也有钠盐。黄文等 研究发 

现竹叶提取液对大肠杆菌有较好的抑制效果，但 

对霉菌和酵母的抑制效果较弱。因此，比较适合 

添加到主要由细菌引起变质的食品中。另外，pH 

值对竹叶提取物的抑菌效果有明显的影响；竹叶 

提取物有很好的热稳定性，而且经过高温处理后 

抑菌效果明显加强。因此，更适合添加到需进行 

高温处理的食品中。 

3．2 竹叶提取物抗氧化作用 

自由基氧化及其产生的中间产物严重破坏生 

物膜、酶、维生素、蛋白质及活细胞功能，其中一些 

还是公认的致癌物 ，现已明确许多疾病都与自 

由基有关；而自由基在食品和化工产品氧化中的 

作用更是众所周知，所以有关抗氧化剂清除自由 

基的研究得到普遍关注，然而合成抗氧化剂往往 

有毒副作用。为了减轻自由基的危害，目前寻找 

资源丰富、有效成分含量高、保健功能突出、价廉 

的抗氧化剂倍受关注 卜 。 

竹叶提取物中的抗氧化有效成分主要是水 

溶、醇溶性物质。研究表明，竹叶中的天然黄酮类 

化合物、多糖和氨基酸等具有显著的抗氧化活性， 

黄酮是竹叶提取物中抗氧化作用的有效成分，黄 

酮含量越高，抗氧化能力越强。郑德勇等_5。。测定 

了23种丛生竹叶提取物清除 l，1一二苯基苦基苯 

肼(DPPH)自由基的能力(清除50％ 自由基时的 

提取物浓度 即 IC 。)，发现竹叶黄酮是较强的 

DPPH自由基清除剂，但竹叶提取物中除总黄酮外 

尚有其他物质具有清除 DPPH的作用。而且竹叶 

黄酮纯度与其 Ic∞值也无对应关系。宋仲容 

等 对不同溶剂毛竹叶提取物的抗氧化能力做 

了比较研究，发现抗氧化作用与黄酮含量并不完 

全成正比关系；并通过进一步的定性实验，证明黄 

酮并不是竹叶提取物中的惟一的抗氧化有效成 

分，还有其它的抗氧化有效成分，比如氨基酸、鞣 

质等。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广泛存在于需氧细胞 

中，是生物体抗氧化防御体系中最重要的酶，类 

SOD活性已成为抗衰老药物和抗衰老保健食品 

的一个重要指标。张英 采用邻苯三酚(PR)自 

氧化法测定 SOD活性，旁证了竹叶提取物优良的 

类 SOD活性，并用昆明种小鼠作为试验对象，研 

究了毛金竹叶提取物抗衰老的生物学效应，结果 

表明，竹叶提取物能显著增强小鼠对非特异性刺 

激的抵抗能力，对一些氧化酶活性有显著的诱导 

作用，说明竹叶提取物具有一定的抗衰老作用，可 

以作为一种抗衰老功能因子的新资源加以研 

究_5 。章荣华等 研究发现竹叶提取物可增强 

SOD和 GPx的活性 ，直接淬灭 自由基，从而恢复 

老年机体 自由基代谢的平衡。另外，机体在衰老 

过程中可出现肾上腺功能的减退，这主要由下丘 

脑一垂体一肾上腺轴功能减退所引起。本实验中 

竹叶提取物组老龄大鼠肾上腺皮质中Vit C含量 

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竹叶提取物对肾上腺皮质 

功能具有上调作用。 

3．3 竹叶提取物在植物源农药方面的应用 

由于化学合成的农药对人体产生或多或少、 

直接或间接的副作用，以植物为原料进行植物源 

农药的研制与开发已成为世界各国农药研发的热 

点。植物源农药的研究与开发是当前农药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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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活跃的研究方向，一方面从植物中探寻新的 

活性先导化合物，通过类推合成进行新农药的开 

发；另一方面通过植物杀虫作用方式的研究，探寻 

新的杀虫作用靶标，通过生物合理设计开发新型 

环境友好农药 5 。操海群等 研究表明，毛金 

竹、白纹短穗竹 (Brachystachyum densiflorum)、苦 

竹、巨县苦竹乙醚提取物对萝 卜蚜拒食活性较强， 

其中，白纹短穗竹和巨县苦竹提取物拒食作用较 

为稳定。供试竹提取物质量浓度为 10 g／L对萝 

卜蚜均具有较强的触杀作用。巨县苦竹、孝顺竹 

(Bambusa multiplex)、白纹短穗竹等提取物对棉 

铃虫幼虫的生长发育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 

明显激活了试虫中肠消化酶的活性。对棉铃虫幼 

虫生长发育抑制作用大的竹叶提取物，其对试虫 

中肠消化酶活性的激活作用也强。这正是昆虫通 

过增加代谢酶活性来克服因外源物的加入所引起 

的体内正常代谢平衡失调，从而维持正常生命活 

动的结果 。甲醇粗提物对桃蚜有很好的触杀 

效果，对小菜蛾成虫有产卵忌避效果，对小菜蛾二 

龄幼虫有较强的拒食活性 。 

3．4 竹叶提取物在其他方面的应用 

已有研究表明，竹叶提取物具有明显的抗血 

栓形成作用和竹叶提取物能提高动物的整体抗缺 

氧能力。周琦等 研究发现，竹叶提取物静脉给 

药可显著提高胶原蛋白一’肾上腺素混合诱导剂所 

致肺血栓小鼠的存活率；明显抑制家兔颈总动脉 

血栓形成；显著降低小鼠优球蛋白溶解时间，减轻 

小鼠全血凝块质量；其体外给药能显著延长家兔 

凝血酶、凝血酶原、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延长血浆 

复钙时间。叶玲等 利用 5Ca跨膜测量技术和 

冠脉结扎法研究了慈竹(Dendrocalamus affinnis) 

叶、麻竹(Dendrocalamus latiflorus)叶、毛竹叶等竹 

叶提取物对大鼠细胞膜钙通道钙内流、外溢以及 

对心肌缺血的影响。发现竹叶提取物能阻滞细胞 

膜 PDC钙通道钙离子内流；能促进已流人心、肝、 

肺、动脉等多种内脏器官细胞中超载的钙离子外 

溢；对大鼠急性心肌缺血有保护作用，可抑制结扎 

冠脉引起的心电图改变。付晓春等 ̈ 研究表明， 

竹叶提取物可明显延长常压缺氧条件下的小鼠存 

活时间，延长亚硝酸钠、氰化钾、利多卡因中毒后 

的小鼠存活时间，延长夹闭气管小鼠心电消失时 

间，明显延长断头小鼠的喘气时间。 

唐莉莉等 研究了竹叶多糖对小鼠移植瘤 

的抑制作用。实验结果表明，竹叶多糖对动物移 

植性 s 加肿瘤有抑制作用，抑制率可达 50％。 

50％ 一70％ 醇沉组分抑瘤活性最大，且能显著 

提高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日本从箬竹 

叶提取的多糖体 Bamfolin粉末，其有效成分是一 

种多糖，对肝腹水瘤AH39有 100％ 的抑制作用， 

对鼻咽癌、上腭癌、腹腔癌、胃癌、卵巢癌、食道癌 

和肉瘤等均有不同程度的疗效，而且长期服用对 

肝脏、血液均无副作用 。 

最近国外药理研究认为 ，叶绿素衍生物具 

有各自的生理学性质，如叶绿素铁钠具有抗菌、抗 

病毒、抗过敏和促进组织再生的作用，是一种良好 

的造血细胞复合剂。对各种原因引起的白细胞减 

少症及各种贫血有治疗作用。以竹叶为原料制取 

的叶绿素铜钠盐是叶绿素铜钠盐 A和叶绿素铜 

钠盐 B的混合物，这种叶绿素的盐类对光和热较 

为稳定，对醇、水和油有良好的溶解性，已被广泛 

地应用在食品、饮料和化妆品工业。叶绿素铜钠 

盐已被大多数国家认定为天然色素添加剂，应用 

在果味水、果味奶、果子露、汽水、糖果和罐头等生 

产上。叶绿素铜和叶绿素铁钠用于着色剂和除臭 

剂，可与杀菌剂洁尔灭、卤卡班等并用作祛臭化妆 

品；并用于肥皂、矿物油、蜡和精油的着色。 

4 竹叶提取物研究展望 

竹叶提取物有效成分含黄酮、多糖、氨基酸、 

微量元素，有优良的抗氧化、抗衰老、增强免疫力 

等生物学功效。目前，我国研发的竹叶黄酮保健 

药品、竹叶啤酒和竹叶饮料已经上市，受到国内外 

广泛关注。竹叶是一种资源量大而且廉价的林业 

资源，我国竹叶资源丰富，且基本处于未开发利用 

状态。随着人们对竹叶活性成分功能性和营养性 

的深入研究，以及提取工艺的不断完善，竹叶的有 

效化学成分将在医药、保健品、食品、饮料及其它 

行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可望成为银杏叶的 

部分替代品。竹叶资源的开发利用可变废为宝， 

提高林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同时，还要进一步进行竹叶化学成分的研究。 

由于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了竹类植物在进 

化和利用方面的复杂性。我国竹叶提取物的化学 

成分研究起步晚，基础薄弱。这就必然影响到对 

竹叶资源的利用。而现代分离、纯化和定性定量 

分析手段，将为竹叶化学成分的研究提供一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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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工具。随着竹叶化学研究的深入，竹叶提 

取物有效成分的利用必将展现更加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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