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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三种药用植物的民间利用及抗菌活性
汪　 萌１ꎬ 左国营２ꎬ 唐金凤２ꎬ 许又凯１ꎬ 唐建维１ꎬ 李　 仁１ꎬ 胡华斌１∗

( １.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ꎬ 云南 勐仑 ６６６３０３ꎻ ２.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ꎬ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２ )

摘　 要: 结合民族植物学和药理学的研究方法ꎬ对西双版纳地区傣族、哈尼族和基诺族等 ３ 个少数民族民间

利用番石榴(Ｐｓｉｄｉｕｍ ｇｕａｊａｖａ)、余甘子(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和水柳(Ｈｏｍｏｎｏｉａ ｒｉｐａｒｉａ)的传统知识进行调查研

究及体外抗菌活性实验ꎮ 结果表明:番石榴和余甘子在村寨中较为常见ꎬ当地少数民族将其种植于庭院中ꎬ常
作为果蔬食用ꎬ食用番石榴嫩叶可缓解拉肚子的症状ꎬ治疗腹痛、腹泻ꎮ 水柳生长在水边ꎬ傣族会将其叶作为

腌酸鱼的配料之一ꎮ 根据文献记载ꎬ番石榴、余甘子和水柳的叶部位作为药使用时ꎬ常煎水外洗ꎬ治疗皮肤瘙

痒ꎮ 对这 ３ 种药用植物叶部位采用 ８０％乙醇浸泡制备的提取物进行体外抗菌实验ꎬ结果显示番石榴、余甘子

和水柳 ３ 种药用植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埃希菌均有较好的抑菌和杀菌活性ꎬ其最小抑菌浓度 ＭＩＣ 在

９８~３９０ μｇｍＬ￣１之间ꎬ最小杀菌浓度 ＭＢＣ 在 ９８~７８１ μｇｍＬ￣１之间ꎮ 番石榴和水柳叶对铜绿假单胞菌有一

定抑菌和杀菌活性ꎬ其 ＭＩＣ 和 ＭＢＣ 范围均为６ ２５０~１２ ５００ μｇｍＬ￣１ꎮ 由此可见ꎬ这 ３ 种药用植物的民间利用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药用开发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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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位于我国云南省南部ꎬ世居 １３ 个少数

民族ꎬ具有丰富的植物资源ꎬ当地少数民族也具有丰

富的利用植物的经验、知识和技术ꎮ 因此ꎬ西双版纳

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民族植物学的研究热区ꎮ 但到目

前为止ꎬ对包括西双版纳在内的中国西南地区民族

植物学研究多数集中在药用植物传统利用的发掘、
地理分布和分类上ꎬ结合民族民间传统应用进行的

有目的的药理学研究较少(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６)ꎮ 这使民

族植物学被误解为是一门纯粹的社会科学ꎬ民族植

物学其实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性

学科(淮虎银等ꎬ２００５)ꎮ 在民间利用经验的基础上

对药用植物进行有目的的药理学研究ꎬ能够增大发

现特定生物活性物质的概率(裴盛基ꎬ２００７)ꎮ
本研究选取桃金娘科的番石榴(Ｐｓｉｄｉｕｍ ｇｕａｊａ￣

ｖａ)、大戟科的余甘子(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和水柳

(Ｈｏｍｏｎｏｉａ ｒｉｐａｒｉａ)等 ３ 种西双版纳民间利用的药用

植物为研究对象ꎬ在体外抗菌活性实验解释和验证

西双版纳民间利用这 ３ 种药用植物传统知识的合理

性ꎬ为发现潜在具有开发价值的药用植物提供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民族植物学方法

１.１.１ 文献研究法　 以«云南民族药志»(１ꎬ２ꎬ４ 卷)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ꎬ２００８ꎬ２００９ꎬ２０１２)和«中国傣

族医药彩色图谱» (林艳芳等ꎬ２００３)等专著为研究

对象ꎬ总结归纳傣族、哈尼族和基诺族对番石榴、余
甘子和水柳等 ３ 种药用植物叶部位的用药经验ꎮ
１.１.２ 调查区域及抽样方法　 共选取西双版纳 ８ 个

乡镇 １５ 个村寨作为本次调查研究区域ꎬ其中傣族村

寨 ７ 个ꎬ哈尼族 ５ 个ꎬ基诺族 ３ 个ꎮ 采用滚雪球抽样

方法ꎬ通过各村村长帮助下ꎬ利用熟悉的人向不熟悉

的人逐步扩大调查范围ꎬ共调查年龄在 １５ ~ ９０ 岁的

信息报告人 ７０ 名ꎮ
１.１.３ 访谈方法　 本次调查采取半结构式访谈和关

键人物访谈相结合的方式ꎬ对番石榴、余甘子和水柳

等 ３ 种药用植物在民间的利用情况进行访谈ꎮ
１.２ 提取物的制备

番石榴、余甘子和水柳等 ３ 种药用植物的叶部

位均采集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ꎮ 将 ３
种药用植物叶部位洗净晒干后粉碎ꎬ各称取 ３０ ｇꎬ用
８０％乙醇浸泡 ３ 次ꎬ合并滤液ꎬ在 ５５ ℃减压旋转蒸

发仪浓缩得到浸膏ꎬ于－２０ ℃下保存备用ꎮ
１.３ 体外抗菌实验

１.３.１ 实验菌株 　 金黄色葡萄球菌 (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３ꎬ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ｕｒｅｕｓ)、大肠埃希菌 (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ꎬ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铜绿假单胞菌(ＡＴＣＣ２７８５３ꎬＰｓｅｕｄ￣
ｏｍｏｎ ａ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和白色念珠菌(ＡＴＣＣＹ０１０９ꎬＭｏ￣
ｎｉｌｉａ ａｌｂｉｃａｎ)均由云南省临床检验中心提供ꎮ
１.３.２ ＭＩＣ 及 ＭＢＣ 测定　 设置样品浓度范围为 ９８ ~
１２ ５００ μｇｍＬ￣１ꎬ采用微量液体培养基倍比稀释法测

定各样品的最小抑菌浓度 ＭＩＣ 值(唐金凤等ꎬ２０１６)ꎮ
确定 ＭＩＣ 值后ꎬ用接种环取 ＭＩＣ 前 ３~５ 孔的培养物ꎬ
接种到 ＭＨ 培养基上ꎬ于 ３５ ℃恒温箱培养 ２４ ｈꎮ 通

过活菌计数法观察实验结果ꎬ当菌落数小于 ５ 个时对

应的样品浓度即为此药的最小杀菌浓度 ＭＢＣ 值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调查结果

番石榴、余甘子和水柳均为木本植物ꎬ从表 １ 看

５６１ 期 汪萌等: 西双版纳三种药用植物的民间利用及抗菌活性



表 １　 三种药用植物在西双版纳的利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ｒｅ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

植物名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ｎａｍｅ

当地名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ｎａｍｅ

部位及用途
Ｐａｒｔｓ ｕｓｅｄ ａｎｄ ｕｓｅ

文献记载 (叶部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 (Ｌｅａｆ)

番石榴
Ｐｓｉｄｉｕｍ ｇｕａｊａｖａ Ｌｉｎｎ.

Ｄ:ｍａ ｌｉ ｇａｎꎻ ｇｕｏ ｓｕ ｄａｎ
Ｈ:ｍａ ｌｉ ｇａｎꎻ ｄｉｅ ｍａ
Ｊ:ｍａ ｌｉ ｇａｎꎻ ｍａ ｇｕｉ

果:生吃ꎻ嫩叶:生吃 / 泡水 / 加红糖煮ꎬ治拉肚子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ｒｅ ｅａｔｅｎ ｒａｗ ａｓ ｆｒｕｉｔꎻ Ｙｏｕｎｇ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ｒｅ
ｅａｔｅｎ ｒａｗ ｏｒ ｂｏｉｌｅｄ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嫩叶煎汤内服ꎬ治腹痛、腹泻、菌
痢ꎻ叶适量ꎬ煎水外洗ꎬ治皮肤
瘙痒
Ｙｏｕｎｇ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ꎻ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ｒｅ ｂｏｉｌｅｄ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ｋ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余甘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 Ｌｉｎｎ.

Ｄ:ｇａｎ ｌａｎ ｇｕｏꎻ ｍａ ｈａｎ ｂｅｎｇ
Ｈ:ｇａｎ ｌａｎ ｇｕｏꎻ ｘｉ ｑｉａ ｈａ　
Ｊ: ｇａｎ ｌａｎ ｇｕｏꎻ ｓｅｎ ｃｈａｏ

果:生吃ꎬ煮食ꎬ泡酒ꎻ树皮:肉剁生的配料ꎬ煮猪
肺吃可清肺ꎻ根:泡水可降血压ꎻ叶:煮食清痰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ｒｅ ｅａｔｅｎ ｒａｗ ａｓ ｆｒｕｉｔ ｏｒ ｃｏｏｋｅｄ ａｓ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ｏｒ ｄｒａｎｋ ａｓ ｗｉｎｅꎻ Ｂａｒｋｓ ａｒｅ ｅａｔｅｎ ｒａｗ ａｓ
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ｇꎻ Ｒｏｏｔ ａｒｅ ｂｏｉｌｅｄ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ｆｏｒ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
ｓｉｏｎꎻ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ｏｋｅｄ ｆｏ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全株治扁桃体炎ꎻ叶适量ꎬ煎水外
洗ꎬ治皮肤瘙痒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ｉ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ｍｙｇｄａｌｉ￣
ｔｉｓꎻ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ｒｅ ｂｏｉｌｅｄ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ｋ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水柳
Ｈｏｍｏｎｏｉａ ｒｉｐａｒｉａ Ｌｏｕｒ.

Ｄ:ｇｕｏ ｈａｉ ｙｉ
Ｈ: ｐａ ｈｕｏ
Ｊ:ｍｅｉ ｂｅｎｇ

叶:腌酸鱼ꎬ药用ꎻ树皮:肉剁生的配料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ｏｒ ａ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ꎻ
Ｂａｒｋｓ ａｒｅ ｅａｔｅｎ ｒａｗ ａｓ 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全株治肺炎、泌尿系统感染ꎻ鲜叶
适量ꎬ煎水洗或捣碎敷治各种皮
肤瘙痒ꎬ疥疮肿痛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ｉ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ｏｒ ｕｒｉｎ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ꎻ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ｒｅ ｐｏｕｎｄｅｄ ｏｒ ｂｏｉｌｅｄ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ｋ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注: Ｄ. 傣族ꎻ Ｈ. 哈尼族ꎻ Ｊ. 基诺族ꎮ
　 Ｎｏｔｅ: Ｄ. Ｄａｉꎻ Ｈ. Ｈａｎｉꎻ Ｊ. Ｊｉｎｕｏ.

表 ２　 三种药用植物的抗菌活性 (单位: μｇｍＬ￣１)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ｎｉｔ: μｇｍＬ￣１)

菌种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ｓｔｒａｉｎ

番石榴
Ｐｓｉｄｉｕｍ ｇｕａｊａｖａ

余甘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

水柳
Ｈｏｍｏｎｏｉａ ｒｉｐａｒｉａ

阳性对照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ＩＣ / ＭＢＣ ＭＩＣ / ＭＢＣ ＭＩＣ / ＭＢＣ ＭＩＣ / ＭＢＣ

ＳＡ １９５ / ３９０ １９５ / ３９０ ３９０ / ７８１ １ / ２

ＥＣ ９８ / ９８ ９８ / １９５ ９８ / １９５ ２ / ２

ＰＡ ６ ２５０ / １２ ５００ １２ ５００ / － ６ ２５０ / ６ ２５０ １ / ２

ＭＡ — /— —/— —/— １６ / ３２

　 注: ＳＡ. 金黄色葡萄球菌ꎻ ＥＣ. 大肠埃希菌ꎻ ＰＡ. 铜绿假单胞菌ꎻ ＭＡ. 白色念珠菌ꎻ阳性对照:万古霉素(金黄色葡萄球菌)ꎬ阿米卡星(大肠埃希菌和铜绿假单胞
菌)和氟康唑(白色念珠菌)ꎻ“－”表示其值>１２５００ μｇｍＬ￣１ꎮ
　 Ｎｏｔｅ: ＳＡ.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ｕｒｅｕｓꎻ ＥＣ: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ꎻ ＰＡ.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 ａ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ꎻ ＭＡ. Ｍｏｎｉｌｉａ ａｌｂｉｃａｎꎻ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ｎｃｏｍｙｃｉｎ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ｕｒｅｕｓ)ꎬ ａｍｉｋａ￣
ｃｉｎ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 ａｎｄ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 ａ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 ａｎｄ ｆｌ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 (Ｍｏｎｉｌｉａ ａｌｂｉｃａｎ)ꎻ “－”: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 １２ ５００ μｇｍＬ￣１ .

出ꎬ番石榴(ｍａ ｌｉ ｇａｎ)和余甘子( ｇａｎ ｌａｎ ｇｕｏ)的当

地名在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ꎬ哈尼族和基诺族中是

通用的ꎮ 据云南植物志记载ꎬ“ｍａ ｌｉ ｇａｎ” 为云南临

沧地区的民间叫法ꎬ“ ｇａｎ ｌａｎ ｇｕｏ”为整个云南地区

民间对余甘子果实的俗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所ꎬ１９９７ꎬ２００６)ꎬ由此可见ꎬ外来文化对当地少数民

族的生活交流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ꎮ 番石榴和余

甘子在村寨中较为常见ꎬ当地少数民族将其种植于

庭院中ꎬ常作为果蔬食用ꎮ 在 ７０ 名信息报告人的调

查中ꎬ７９％的信息报告人能够认知番石榴果实可作

为水果食用ꎬ３９％能够提供番石榴嫩叶用于缓解拉

肚子症状的信息ꎻ７６％的信息报告人认为余甘子果

实可食用ꎬ２９％的信息报告人用余甘子树皮作为肉

剁生的配料ꎻ能够准确说出水柳用途的信息报告人

仅占 ２６％ꎬ这可能与水柳的生境(水边)及其用途

(傣族用其叶作为腌酸鱼的配料之一ꎬ树皮用于肉

剁生)有关ꎮ 根据文献记载ꎬ番石榴、余甘子和水柳

的叶部位作为药使用时ꎬ常煎水外洗ꎬ治疗皮肤瘙痒

(林艳芳等ꎬ２００３)ꎮ 番石榴在民间与文献记载中的

使用方式相同ꎬ食用其嫩叶可缓解拉肚子的症状ꎬ治

６６ 广　 西　 植　 物 ３７ 卷



疗腹痛、腹泻ꎮ
２.２ 抗菌活性结果

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３ 种药用植物的叶部位对金

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埃希菌均有较好的抑菌活性和

杀菌活性ꎬ其 ＭＩＣ 在 ９８ ~ ３９０ μｇｍＬ￣１之间ꎬＭＢＣ
在 ９８~７８１ μｇｍＬ￣１之间ꎮ 番石榴和水柳叶对铜绿

假单胞菌有一定抑菌和杀菌活性ꎬ其 ＭＩＣ 和 ＭＢＣ
范围均为６ ２５０ ~ １２ ５００ μｇｍＬ￣１ꎮ 在实验设置浓

度条件下ꎬ３ 种药用植物在实验测定浓度下对白色

念珠菌没有效果ꎮ

３　 讨论与结论

番石榴属于西双版纳传统栽培植物ꎬ具有较广

的生态幅ꎬ繁殖能力极强ꎬ在该地区的物质和文化生

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ꎬ已被当地少数民族风土

驯化(禹平华等ꎬ１９８５)ꎮ 民族植物学对其在西双版

纳地区民间传统利用的调查有很多ꎬ其根、叶、树皮

和果实均具有很高的药用和食用价值 (潘玉梅ꎬ
２００６ꎻＡｂｄｏｌｂａｓｅｔ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ꎻ顾玮等ꎬ２０１４)ꎮ 余甘子

初食感酸涩ꎬ稍后觉甜(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ꎬ
２００６)ꎬ基诺族会有意识将其驯化栽培ꎬ常出现在作

为基诺族日常生活资料重要补充的庭园中(王洁如

和龙春林ꎬ１９９５)ꎮ 其树皮和果实既可作为调味品

食用ꎬ也可作为治疗呼吸道及肠胃类疾病的药用植

物(龙春林等ꎬ１９９９ꎻＡｂｄｏｌｂａｓｅｔ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ꎻ顾玮等ꎬ
２０１４)ꎮ 现代药理学对余甘子果食部位的研究较

多ꎬ其药理活性强ꎬ治疗范围广ꎬ不良反应少ꎬ营养价

值高ꎬ故已被国家卫生部列入首批药食兼用名单

(刘延泽等ꎬ２０１３)ꎮ 水柳为西双版纳地区傣族常利

用的水生植物ꎬ其嫩茎叶可作为调味品食用ꎬ全株代

茶ꎬ具有治疗腹泻的药用价值(方利英ꎬ２００６ꎻ李秦

晋ꎬ２００７)ꎮ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一种常见于皮肤表面的细

菌ꎬ容易引起局部化脓性感染(袁文常ꎬ２０１３)ꎮ 大

肠埃希菌为条件致病菌ꎬ在机体抵抗力下降时ꎬ易引

起泌尿系统、腹腔、下呼吸道等多部位感染(陈刚

等ꎬ２００９)ꎮ 抗菌实验表明ꎬ番石榴、余甘子和水柳

的叶部位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埃希菌均有较好

的抑菌和杀菌活性ꎬ番石榴和余甘子叶的抗菌活性

与许多文献报道的结果相似ꎬ余甘子叶的主要抗菌

成分集中在乙酸乙酯层ꎬ番石榴叶中的主要抑菌成

分是以槲皮素为代表的黄酮类化合物 (王芳等ꎬ

２００７ꎻ钟振国和曾春兰ꎬ２００８ꎻ邵萌等ꎬ２００９)ꎮ 水柳

叶的抗菌活性研究少有报道ꎮ
由此可见ꎬ这 ３ 种药用植物的民间利用是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和药用开发价值ꎮ
致谢　 感谢西双版纳州各乡镇少数民族同胞给

予的支持和帮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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