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

投稿系统网址：http：//gxkx.ijournal.cn/gxkxyxb/ch

0 引言

鳞尾木(Lepionurus sylvestris Bl.)[1]是一种地道的

野生木本蔬菜，每年 3—8月人们采其嫩茎，做汤、炒

食或腌制。因其味道鲜嫩爽口，一直深受百姓喜爱。

鳞尾木不仅可以食用，还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因其

含丰富的营养成分及具有活性的化学成分，被用来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改善肾功能等。随着鳞

尾木的营养、药用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再加上

其本身资源稀少、人为栽培困难[2]，因此具有极高的

开发价值和良好的发展前景。目前，关于鳞尾木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分布地调查研究[3-4]、营养成分研

究[5]、抗氧化活性研究[6-7]、核型研究[8-9]、组织培养研

究[10-11]等，目前还未见有鳞尾木食用、药用价值方面

的综述研究。本文针对鳞尾木这一药食两用植物现

有的研究现状，阐述其生态学特征及分布、食用价

值、药用价值、开发现状等，探讨其所具有的开发价

值与发展前景，拟为鳞尾木的进一步研究利用提供

理论依据。

1 生态学特征及分布

鳞尾木(L.sylvestris Bl.)系山柚子科（Opiliaceae）

鳞尾木属（Lepionurus）灌木或常绿小乔木植物，又名

茎花山柚、山芥蓝、甜菜树[12]。主要分布于热带、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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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中亚热带地区，垂直分布于海拔 800~1 700 m，

混生于常绿阔叶林中。尼泊尔、锡金、印度东北部、

缅甸、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均有分

布。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东南部与广西西南部，

多见于河谷密林或石缝间隙中，常被当地居民当作

一道味道鲜美的野菜食用。

其叶互生，叶形多样，倒卵形，长圆形，披针形或

卵形，长 10（5.5）~16（25）cm，宽 3（1.5）~7（9）cm，顶

端短渐尖，基部阔楔形或渐狭；侧脉 8~10对，通常中

脉和侧脉在下面凸起；叶柄长 2~5（8）mm。总状花

序1~8个生于叶腋，长2~5 cm，花序轴直立、俯垂或下

垂，果序轴长达 6 cm；苞片阔卵形，长 4~5（7.5）mm，

宽 3~5（8）mm，顶端渐尖或具细尖，每个苞片内着生

3朵花，无小苞片；花淡黄色，花梗长1~2 mm；花被直

径2~4.5 mm，花被管长0.5 mm，花被裂片卵形，开展，

顶端急尖；雄蕊着生于花盘的外侧，约与花被管等

长，花药椭圆状，长 0.5 mm；花盘杯状，具裂缺；雌蕊

长约 1 mm。核果橙红色，长 9~16 mm，直径 6~10

mm，基部具宿存花盘；果梗长2~2.5 mm[13]。

2 鳞尾木的食用价值

2.1 主要营养成分含量

膳食纤维不仅有利于缓解便秘，还有利于心血

管健康和体重控制以及降低2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

与人类健康关系密切[14]。粗纤维是膳食纤维的一部

分，据报道，鳞尾木的嫩茎叶中含有粗纤维 18.8 mg/

g，略高于一般蔬菜[15]。蛋白质是一切生物体细胞和

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人体内的酶、激素、抗体等活

性物质都是由蛋白质组成的，是生命活动所依赖的

物质基础，其又构成了营养成分的重要部分[16]。鳞尾

木中含有粗蛋白 64.2 mg/g，远高于荠菜（29 mg/g）、

菠菜（26 mg/g）、大白菜（15 mg/g）等。维生素C可缓

解白癜风、降低癌症发病率，是一种优良的抗氧化

剂，鳞尾木嫩茎叶中含有 0.56 mg/g的Vc，高于荠菜

（0.43 mg/g）、菠菜（0.32 mg/g）及大白菜（0.31 mg/g）。

2.2 矿质元素含量

矿质元素占人体体重的 4.7%，是维持机体正常

生理功能的必需营养元素[16]。鳞尾木嫩茎叶中矿质

元素含量丰富，含有P、S、K、Ca、Mg、Na等常量元素

和 Fe、Zn、Cu、Mn 等微量元素[17]。其中 K 含量为

0.596 mg/g，远高于Na含量(0.003 mg/g)。这种高钾

低钠的特征，对于预防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

有积极意义。其他元素的含量，如P、Ca、S的含量较

高，分别为0.185 mg/g、0.108 mg/g、0.091 mg/g。总体

来看，鳞尾木的矿质元素含量要略低于一般蔬菜。

2.3 氨基酸含量

氨基酸是构成动物营养所需蛋白质的基本物

质[18]。鳞尾木嫩茎叶中至少含有 17种氨基酸[15]，其

中包括 7种人体必需氨基酸，氨基酸总量达到 30.28

mg/g，其中必需氨基酸占37%，各种氨基酸的含量均

高于荠菜、菠菜及大白菜。尤其是谷氨酸和门冬氨

酸含量最高，分别为3.85 mg/g和2.94 mg/g。谷氨酸

是脑组织生化代谢中的重要氨基酸，参与许多生理

活性物质的合成[19]。同时谷氨酸和门冬氨酸还是鲜

味氨基酸，使其食用部位味道鲜美爽口。

近年来，中国野菜的营养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

研究成果，野菜的营养价值毋庸置疑。野菜不但和

蔬菜一样含有人体必需的糖、脂肪、蛋白质、维生素、

无机盐、微量元素和植物纤维等营养物质，而且其中

的大多数营养成分，如胡萝卜素、抗坏血酸和核黄素

含量均高于常见蔬菜[20]。绝大多数野菜具有医疗保

健价值，含有治病的活性物质。食用野菜，可补充营

养、防老抗衰和治病防病[21]。鳞尾木作为当地一道鲜

美野菜，有缓解糖尿病、高血压等功效[22]，但是还有更

多的食用、药用价值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发掘。

3 鳞尾木的药用价值

在 205种野菜中，兼有食用和药用价值的有 170

种左右，约占总数的 83%[23]。长期以来，食用野菜因

其富含药用价值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关

注[24]；野菜含有一定比例的水分、灰分、粗蛋白、粗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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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粗纤维和碳水化合物，而且其提取物具有清除

DPPH•、BHT自由基的活性，并有抑制细菌菌性的作

用[25]，食用野菜的提取物还能显著防止血红蛋白和低

密度脂蛋白氧化，降低丙二醛产生[26]。一些药食两用

的野菜不仅富含维生素和众多微量营养物，而且还

可用于治疗孩童疾病、系统器官疾病、感冒头痛等疾

病，并具备保健身体的功能[27]。野菜还具备抗菌、肝

保护和抗癌的功效[28]，但调查发现，一些野菜正在退

化消失[29]。鳞尾木这一道地野菜在逐渐被人们赏识

的同时，其越来越多的药用价值也随之被发现，影响

力和关注度越来越高，势必会引起一场开发热潮。

3.1 鳞尾木多糖类物质的提取及功效

多糖是一类广泛存在于动植物和微生物细胞中

具有生物活性的大分子物质，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

基、调节免疫力、抗肿瘤和抗病毒等生物活性[30]。杨

申明等[31]采用苯酚-浓硫酸法测定了鳞尾木多糖的含

量，并通过正交试验优化了多糖的提取工艺，结果表

明，鳞尾木多糖的最佳提取工艺参数为料液比（1∶50

g/mL），超声时间（30 min），超声温度（40℃），在此条

件下的多糖平均提取率为 2.70%。同时，以Vc为对

照，研究了所提取的多糖对·OH、DPPH·和O2
--·的清

除效应，可分别达到78.99%、75.65%和87.40%，说明

鳞尾木多糖对它们有较强的清除能力。

3.2 鳞尾木总黄酮物质的提取及活性

黄酮类化合物是一类天然产物，是许多中草药

的有效成分，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和重要的药用价

值，可作为食品、化妆品的天然添加剂，有抗炎、抗病

毒、利胆、强心、镇静和镇痛等作用[32-33]。采用乙醇回

流法提取鳞尾木中总黄酮并通过正交试验优化后得

到其最佳提取工艺为乙醇浓度 85%，料液比 1∶40 g/

mL，提取温度80℃，提取时间180 min，在此条件下得

到鳞尾木总黄酮的平均提取率为 1.67%。并通过比

色法测定了其对·OH、DPPH·和O2
--·的清除效应，当

总黄酮质量浓度为 0.009 3~0.046 5 mg/mL时，其对

它们的清除率可达 88.39%、91.47% 和 46.29%，同样

说明鳞尾木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34]。

3.3 高含量甜味功能因子艾杜醇

艾杜醇是一种糖醇甜味剂，具有安全、无毒、低

热、性能稳定、水溶性好等特点，作为食品可避免人

体摄取过多高热量的蔗糖等糖类甜味物质产生肥胖

症、高血压、糖尿病、龋齿，甚至诱发某些癌症等不良

后果，用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改善肾功能

等疾病[35]。艾杜醇除了作为一种甜味剂应用于食品

工业外，还可作为合成树脂的增塑剂、结构单元和医

药活性剂、优良溶剂、渗透剂、保水剂等，应用于化学

工业、化妆品、医药等领域[36]。目前我国艾杜醇原料

的来源主要依靠进口，刘锡葵等[37]发明了一项专利，

提供了一种制备艾杜醇的新植物资源，即以鳞尾木

为植物原料制备艾杜醇的新方法。具体以鳞尾木为

原料粉碎，用 3~10倍乙醇浸泡，浸提 3~5次，每次 3~

5 h，过滤并合并滤液，滤液减压回收至原料重量的

1/5以上，冷却至 4~20℃，静置 10~48 h，析出白色结

晶，离心过滤或直接过滤，并用无水乙醇洗涤至无

色，自然干燥得天然甜味剂艾杜醇。鳞尾木中高含

量的艾杜醇可为鳞尾木的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3.4 其他

柳建军等[6]通过石油醚提取鳞尾木的嫩芽叶，经

反复柱层析分离得到 10个化合物，运用光谱和化学

的方法分别鉴定为 13b(S)-hydroxy-17c-ethoxypheao-

phorbide a，Diisobutyl phthalate，十八酸单甘油酯，二

十四酸，三十烷醇，油酸甲酯，亚麻酸甲酯，二十八

烷，三十二烷和油酸。师楠[10]以鳞尾木不同器官和组

织为外植体，研究不同细胞分裂素浓度对芽萌发的

影响；同时以鳞尾木胚乳、胚轴、叶片为外植体，研究

了在愈伤组织诱导、分化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子及

其有效浓度范围。结果表明，诱导腋芽萌发的培养

基为 MS+6-BA(0.5 mg/L)+NAA(0.1 mg/L) +3% 蔗

糖+3%椰乳；诱导愈伤组织的最佳外植体为胚轴；诱

导愈伤组织的最佳培养基为MS+2，4-D(0.05 mg/L) +

2%蔗糖+3%椰乳；愈伤组织分化的培养基为MS+6-

BA(2.0 mg/L) +IAA(0.1 mg/L) +2%蔗糖+3%椰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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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鳞尾木的开发现状

鳞尾木分布在云南东南部与广西西南部，常见

生长于河谷密林或石缝间隙中[38]；但是鳞尾木人工育

苗难，种植成活率低，对鳞尾木的栽培仿生实验显

示，砂壤+石砾类型的土壤相对适宜鳞尾木的生长，

其林下仿生栽培效果明显优于野外栽培，并表明鳞

尾木的生长需要一定的遮阴环境[39]；其市场价格也高

于寻常野菜且供不应求，在广西，鳞尾木主要分布在

田阳、那坡、扶绥、龙州等县[40]。由于生境独特，自然

繁殖困难，野生资源十分缺乏，且野外采集的供应量

和商品性不稳定，很难满足现有市场的需求，对其进

行人工栽培是必然的趋势。目前关于鳞尾木的研究

较少，鳞尾木的生产还停留在农民自采自销阶段，优

良的食用、药用价值使其作为经济作物拥有很大的

开发潜力。

5 结论

综上所述，鳞尾木这一味道鲜美的特色野菜具

有十分丰富的营养成分，含有较多的艾杜醇并具有

良好的抗氧化活性，拥有特殊的药用价值。现有的

文献里面，并未见有关鳞尾木在地区间的活性成分

比较研究，相关的药理作用更是寥寥无几，而且关于

鳞尾木的优良种质资源培育研究目前处于空白阶

段。对广西鳞尾木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并在

调查的基础上对鳞尾木的引种驯化、选育种、栽培管

理、生理生化、分子生物学、营养学及药用活性等方

面进行系统研究，以获得一套完整的技术，可以为鳞

尾木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以

促进中国原料植物药的研究和生产，推动中国民族

医药事业的飞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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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dible，Medicinal Value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Lepionurus sylvestris Bl.

ZHU Chenghao1，2，TANG Jianmin1，GAO Limei1，ZOU Rong1，SHI Yancai1，WEI Xiao1

(1. Guangxi Institute of Botan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lin，Guangxi，541006，China；2. College of

Pharmacy，Guilin Medical University，Guilin，Guangxi，541004，China)

Abstract：Lepionurus sylvestris Bl. is a rare woody wild vegetable，which is mainly produced in the dense forest

or stone gap between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Yunnan and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Guangxi. In the local area，its

tender stem is a delicious wild dish with rich nutrients and special medicinal value. But its resources are scarce，

man-made damage is serious，and natural cultivation is difficult，which is bound to cause a development boom. In

this paper，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distribution，nutrient composition，active ingredient research of the

Lepionurus sylvestris Bl. are briefly described. Combined the nutrition and medicinal value of wild vegetables，

Lepionurus sylvestris Bl. has been explored to have a very high development prospect. We hope to provide som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of Chinese APIs and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Lepionurus

sylvestris Bl.

Key words：Lepionurus sylvestris Bl.，medical value，edibl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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