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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刺及其护肤相关传统知识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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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刺(Ｐｒｉｎｓｅｐｉａ ｕｔｉｌｉｓ)为滇西北多民族地区药食同源的多年生落叶灌木ꎬ被该地区的社区群众广泛使

用于传统文化、医药、食用等方面ꎮ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ꎬ青刺及相关的传统知识面临消失的危险ꎮ 为探讨该

地区青刺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与传承ꎬ该文基于民族植物学野外调研的基础上ꎬ采用天然药物化学

与药理活性测试的方法ꎬ对青刺主要传统功效的物质基础及其护肤活性进行初步研究ꎮ 结果表明:(１)在滇西

北多民族聚居区ꎬ青刺被广泛用于围栏防护或防风固土、皮肤外伤的治疗、食用等多种传统用途ꎻ(２)从青刺不

同部位的提取物中检测到没食子酸、槲皮素等 １０ 个有护肤活性的单体化合物ꎻ(３)青刺嫩叶提取物的总黄酮

含量高于其发酵产物和青刺果提取物ꎻ(４)传统利用频率最高的青刺果油呈现出较好的 ＤＰＰＨ 自由基清除活

性ꎬ不同产地和工艺之间抗氧化活性有差异ꎮ 该研究结果初步验证了青刺传统护肤功效的物质基础及其相关

活性之间的相关性ꎬ为青刺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与传承及深度研发提供了参考ꎮ
关键词: 青刺ꎬ 传统护肤知识ꎬ 功效验证ꎬ 民族植物学研究ꎬ 护肤活性ꎬ 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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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刺(Ｐｒｉｎｓｅｐｉａ ｕｔｉｌｉｓ)是蔷薇科(Ｒｏｓａｅｃａｅ)扁

核木属(Ｐｒｉｎｓｅｐｉａ)的多年生落叶灌木ꎬ多民族以其

药食部位与特性命名为青刺果、青刺尖、鸡蛋果、
打油果(中国药科大学ꎬ１９９６)ꎬ高 １ ~ ２ ｍꎬ为多主

干丛生枝ꎬ绿色硬刺长 ０.８ ~ ２.０ ｃｍꎬ具冬花春实的

生物学特性(和建平等ꎬ２０２０)ꎮ 分布在喜马拉雅

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不丹等

国ꎮ 在中国ꎬ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的高寒山区(海
拔 １ ４００ ~ ３ １００ ｍ)ꎬ以云贵高原西部及西藏地区

为主(Ｍ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ꎻ全国中草药汇编ꎬ１９７５)ꎮ
云南境内在滇西北、滇中、滇东南地区均有分布

(云南省药材公司编ꎬ１９９３)ꎮ 其中ꎬ在滇西北地区

如丽江市、大理白族自治州和迪庆藏族自治州为

青刺在云南的核心分布区ꎬ该区域内最适生长海

拔为 ２ １００ ~ ２ ７００ ｍꎬ生境以山坡、山谷、溪旁、荒
地和灌木丛中较常见ꎮ 青刺的传统使用知识始载

于«滇南本草»:青刺尖ꎬ性散寒ꎬ味苦ꎮ 攻一切疮

毒痈疽、有脓出头、无脓立消、散结核ꎬ嚼细用酒服

(兰茂ꎬ１９７５)ꎮ 在纳西族的«玉龙本草»中也有记

载:青刺嫩茎、叶ꎬ治小儿高热惊风、肺热咳嗽、肺
炎、淋巴结核、咽喉肿痛、风火牙痛、刀伤、骨折、祛
翳明目、疮毒等ꎻ青刺果油可治久咳不止ꎮ (和德

绍ꎬ２０１８)ꎮ 青刺被纳西族称 “阿娜斯”、白族称

“皱达起尖”、彝族称“尼争扭”、纳西族摩梭支系

称“庆娜曼安”、苗族称“考波楂”、普米族称“刺

呐”ꎬ在滇西北已有 ５００ 多年被当作药食同源植物

使用历史(和德绍ꎬ２０１８)ꎮ 该民族地区均用于痈

疮疖肿(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云南省民族药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ꎬ２００９)、外伤治愈、冻疮、干痒、婴儿湿

疹等ꎮ 据«新华本草纲要»记载ꎬ青刺尖茎叶主治

痈疽毒疮、风火牙痛、枪伤、骨折、蛇咬伤(江苏植

物研究所ꎬ１９９０)ꎮ
现代研究表明ꎬ青刺茎中含有左旋 －表儿茶

精、构树宁 Ｆ、槲皮素、异鼠李素、山奈酚、β￣谷甾

醇￣β￣葡萄糖苷、青刺尖木脂醇 ( Ｋｉｌｉｄｈａｒ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８２ꎻ管斌ꎬ２０１３)ꎮ 种仁含油大约 ３５％ꎬ富含黄

酮、多糖、脂肪酸、生物碱等多种活性成分(和琼姬

等ꎬ ２０１６ )ꎮ 青 刺 果 粗 提 物 中 总 黄 酮 含 量 达

７.２０％ ~ ７. ３０％ꎬ油粕中总黄酮含量为 ０. ３７％ ~
０.３８％(詹素琼等ꎬ２０１０)ꎮ 水提取与微生物提取

青刺果黄酮的提取率分别为 ０.３７％和 ０.８８％(安

全等ꎬ２０１７)ꎮ 青刺种子总黄酮含量为(４８０. ９１ ±
３. ８６ ) ｍｇ  ( １００ ｇ ) ￣１ꎬ 粕 的 总 黄 酮 含 量 为

(３７２.８２ ± １.１７) ｍｇ１００ ｇ￣１(高凡丁等ꎬ２０１９)ꎮ
从青刺果实中分离得到 ２４ 个黄酮类化合物ꎬ包括

槲皮素、圣草酚、山奈酚、( ＋) －儿茶素(杨惠等ꎬ
２０１５)、槲皮素￣３￣Ｏ￣β￣Ｄ￣芸香糖甙、槲皮素￣３￣Ｏ￣β￣
Ｄ￣葡萄糖苷、原儿茶酸、芹菜素、山奈酚￣７￣葡萄糖

苷、芦丁、水仙苷(高凡丁等ꎬ２０１８)、对香豆酸、山
奈酚￣３￣Ｏ￣芸香糖￣７￣Ｏ￣葡萄糖苷、异夏佛塔苷、槲皮

素￣３￣Ｏ￣(６″￣Ｏ￣乙酰基) ￣β￣Ｄ￣吡喃葡萄糖苷、异鼠李

素￣３￣Ｏ￣芸香糖苷、山奈酚￣３￣Ｏ￣芸香糖苷、异鼠李

素￣３￣Ｏ￣葡萄糖苷、矢车菊素、矢车菊素￣３￣Ｏ￣芸香糖

苷、芍药素、芍药素￣５￣Ｏ￣葡萄糖苷、花翠素 ３￣Ｏ￣芸
香糖 苷、 矮 牵 牛 素￣３￣Ｏ￣葡 萄 糖 苷 ( Ｌｉ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青刺中的黄酮类化合物较多ꎬ而且不同的

部位和处理方式使黄酮的含量差异大ꎮ 黄酮有降

压、降脂、抗炎等作用ꎬ也是多酚类物质中常见的

化合物ꎮ 从青刺的果和茎中分离到这些黄酮ꎬ其
中部分化合物的药理活性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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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青刺主要功效成分及其护肤相关活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ｋｉｎ￣ｃａｒ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ｉｎｓｅｐｉａ ｕｔｉｌｉｓ

化合物名称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ｎａｍｅ

药理活性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抗氧化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抗菌
Ａｎｔｉ￣ｓｅｐｓｉｓ

美白
Ｓｋｉｎ

ｗｈｉｔｅｎｉｎｇ

抗炎
Ａｎｔｉ￣
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ｏｒｙ

抗过敏
Ａｎｔｉ￣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抗衰
Ａｎｔｉ￣ａｇｉｎｇ

防晒
Ｓｕｎ ｂｌｏｃｋ

文献来源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ｉｔｅｄ

没食子酸
Ｇａｌｌｉｃ ａｃｉｄ

＋ ＋ ＋ ＋ ＋ 谢晓艳等ꎬ２０１１ꎻ 郑雪花
等ꎬ２０１７

原儿茶酸
Ｐｒｏｔｏｃａｔｅｃｈｕｉｃ ａｃｉｄ

＋ ＋ ＋ ＋ ＋ 姬瑞芳等ꎬ２０１９ꎻ 庾丽峰
等ꎬ２０２０ꎻ 李佳ꎬ２０２１

对羟基苯甲酸
Ｐ￣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ｅｎｚｏｉｃ ａｃｉｄ

＋ ＋ ＋ Ｓｈａｈ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

花青素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

＋ ＋ ＋ ＋ Ｐｈ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ꎻ 李甘ꎬ
２０１９ꎻ 郭朝万等ꎬ２０２１

槲皮素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 ＋ ＋ ＋ 张红娜等ꎬ２０２０ꎻ 冯亚莉
等ꎬ２０２１ꎻ 李阳等ꎬ２０２１ꎻ
司丽君等ꎬ２０２１

山奈酚
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

＋ ＋ ＋ 张红娜等ꎬ２０２０ꎻ 冯亚莉
等ꎬ２０２１ꎻ 李阳等ꎬ２０２１ꎻ
司丽君等ꎬ２０２１

儿茶素
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

＋ ＋ ＋ 洪 姗ꎬ ２０１５ꎻ 李 维 熙
等ꎬ２０１６

芹菜素
Ａｐｉｇｅｎｉｎ

＋ ＋ ＋ 阚伟娟等ꎬ２０１２

芦丁
Ｒｕｔｉｎ

＋ ＋ ＋ 臧志和等ꎬ２００７

　 注: ＋ 代表该化合物具有药理活性ꎮ
　 Ｎｏｔｅ: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对青刺果油进行抗氧化作用研究结果表明ꎬ一
定剂量水平的青刺果油具有升高高血脂大鼠血清

ＳＯＤ 水平的作用ꎬ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活性(张晓鹏

和林晓明ꎬ２００５)ꎮ 采用水提取和微生物提取的方

式对青刺果粗提液进行了 ＤＰＰＨ 自由基的清除作

用ꎬ结果表明青刺果微生物提取液对 ＤＰＰＨ 自由基

的清除作用在相同的稀释倍数下高于水提取液ꎬ表
明微生物提取植物中活性物质具有一定可行性和

优越性(安全等ꎬ２０１７)ꎮ 对青刺果种子、粕、发酵青

刺果种子进行了抗氧化活性研究ꎬ研究结果表明青

刺果的种子和粕都具有较强的清除自由基的能力ꎬ
种子和油粕都具有较好的清除自由基的能力ꎬ并且

清除效果与其酚类物质含量呈量效关系(高凡丁

等ꎬ２０１８)ꎮ 对青刺果叶提取物进行了抗氧化、抗炎

的研究ꎬ结果表明青刺果叶提取物对 ＢＰＨ 大鼠有抗

炎和抗氧化的作用(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此外ꎬ青刺

具有调节免疫、抗菌消炎、降血糖和血脂、抗炎、抗
氧化等药理作用(安全等ꎬ２０１７)ꎮ 通过皮肤化妆品

活性筛选研究ꎬＨＤＦａ 细胞毒性实验显示ꎬ在 １００

μｇｍＬ￣１浓度下ꎬ青刺根、茎、叶、花、种子、茎皮、果
肉、粕、果油的乙醇提取物ꎬ细胞存活率均在 ８０％以

上ꎮ 其中ꎬ青刺种子、花、粕提取物表现出较高的安

全性和一定的促细胞再生功能ꎬ说明青刺提取物表

现出良好的安全性( ＩＣ５０ ＝ ０.２４２ μｇｍＬ￣１)ꎮ 通过

ＤＰＰＨ 抗氧化活性实验表明ꎬ青刺果肉的抗氧化活

性较好(杨立新ꎬ２０１５)ꎮ
在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ꎬ青刺作为一种历史

上长期被当作药食同源的植物ꎬ被广泛使用ꎮ 随

着当地世居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ꎬ生物

多样性的减少伴随传统知识的消失ꎬ使得长期积

累的应用青刺的有效方法也逐渐消失ꎮ 虽然对青

刺化学成分及相关的种植技术等已取得了一定的

进展ꎬ但是对其与护肤相关的主要传统功效物质

基础及其活性尚未得到验证与系统研究ꎮ 为了确

证该地区应用青刺的传统知识是否真实有效ꎬ其
相关护肤的传统功效能否得到实验支持ꎬ本研究

在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青刺的相关研究ꎮ
采用民族植物学的方法进行野外调查ꎬ抢救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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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与青刺相关的传统知识ꎬ并先整理青刺的传

统护肤功效ꎮ 基于民族植物学调研的基础上ꎬ采
用天然药物化学和药理学的手段ꎬ探讨青刺的传

统护肤功效及其物质基础ꎮ 拟探讨以下几个问

题:(１)在滇西北地区青刺的传统利用有哪些传统

知识ꎻ(２)具体有哪些活性指标与护肤相关的传统

功效一致ꎻ这些护肤相关的传统功效有哪些物质

基础支撑ꎻ(３)能否尽可能为潜在的与护肤相关的

前期应用提供参考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民族植物学野外调查

参与式观察:在纳西族社区进行调研过程中ꎬ
通过参与式观察法对青刺的传统加工使用方式及

文化用途等方面进行观察和记录ꎮ
关键人物访谈:运用民族植物学的野外调查

方法ꎬ对 １４ 个地区包括鲁甸乡鲁甸村、新主村、九
河乡的河源行政村、龙蟠乡鲁南村、金山乡、维西

县塔城镇、宁蒗县永宁镇、石鼓镇、鸣音乡、大东

乡、白沙镇、拉市镇、龙山乡、太安乡及剑川县城集

市进行实地考察(图 １)ꎬ对 １３ 个地区 ８４０ 位信息

报告人进行访谈ꎮ 信息报告人受教育情况为 ５４％
小学毕业ꎬ３１％为初中毕业ꎬ１５％为高中毕业ꎮ 通

过在广大少数民族社区访谈大量的信息报告人ꎬ
能够了解青刺的实际应用状况ꎮ 根据前期初步调

查结果发现ꎬ在各少数民族社区青刺果油和青刺

嫩尖普遍被以食用油和野生蔬菜食用ꎮ ５０ 岁以上

的当地传统医生用青刺果油治疗各种皮肤疾病ꎬ
６０ ~ ７０ 岁的当地传统医生每年要治疗几百位病

人ꎮ 因此ꎬ本研究以关键人物访谈为主ꎬ关键人物

１４４ 人ꎬ包括 ７２ 位传统医生和 ４２ 位传统药材种植

人员和 ３０ 位社区公认的生活经验丰富的老人ꎬ其
余都是药食用过青刺果油和青刺尖的当地少数民

族村民ꎮ 在社区长老和村长的帮助下ꎬ访谈的内

容包括植物名称、用法、用途、使用部位等ꎮ
民族植物学编目:编目内容包括物种学名、使

用民族、当地名、利用部位、功效及用法、凭证标本

号ꎮ 凭证标本(编号:１３１５３０５)保存于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ＫＵＮ)ꎮ
１.２ 传统功效验证

１.２.１ 材料、仪器与试剂　 材料:青刺果油(样品 １)
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采集于丽江市永胜县ꎻ青刺果、青

刺嫩叶、发酵青刺嫩叶、青刺果油(样品 ２)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采集于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ꎻ青刺果油(样
品 ３)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购于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

县ꎮ 青刺标本采集于野外调查的社区ꎬ经中国科

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立新高级工程师鉴定为蔷

薇科扁核木属植物青刺(Ｐｒｉｎｓｅｐｉａ ｕｔｉｌｉｓ)ꎮ
试剂:芦丁标准品、ＤＰＰＨ 购自 Ｓｉｇｍａ 公司ꎮ

乙酸乙酯、甲醇、乙醇、乙腈、ＮａＮＯ２、ＡｌＣｌ３、ＮａＯＨ
均为分析纯ꎮ

仪器:旋转蒸发仪(上海爱朗仪器有限公司)、
ＫＱ￣５００Ｅ 型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

公司)、ＵＶ￣５５００ＰＣ 分光光度计(上海元析仪器有

限公司)、１２６０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ＨＰＬＣ[安捷伦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ꎮ
１.２.２ 提取与分离 　 将青刺嫩叶干样、青刺果、发
酵青刺嫩叶粉碎后过筛ꎬ称取 １００ ｇ 样品ꎬ加入过

量 ７０％乙醇超声提取ꎬ提取温度为 ３０ ℃ꎬ时间 １
ｈꎬ重复 ３ 次ꎬ过滤得到提取液ꎬ旋转蒸发后配置成

１ ｇｍＬ￣１的浓缩液ꎮ
１.２.３ 总黄酮含量测定 　 ( １)标准曲线:以芦丁为

标准物质ꎬ精确量取 １０ ｍｇ 芦丁标准品定容至 ５０
ｍＬꎬ配置成 ２００ μｇｍＬ￣１的芦丁标准液ꎬ取 ０、０.２、
０.４、０.８、１.２、１.６、２ ｍＬ 标准芦丁溶液ꎬ将其分别置

于试管中ꎬ加入 ０.３ ｍＬ ５％ ＮａＮＯ２后摇匀并静置 ６
ｍｉｎꎬ加入 ０.３ ｍＬ １０％ ＡｌＣｌ３摇匀并静置 ６ ｍｉｎꎬ加
入 ４ ｍＬ ４％ ＮａＯＨꎬ使用 ６０％乙醇定容至 １０ ｍＬꎬ
摇匀后静置 １２ ｍｉｎꎬ在 ５１０ ｎｍ 处测定吸光值ꎬ以
吸光值为纵坐标ꎬ标准溶液中芦丁的质量浓度为

横坐标 作 坐 标 曲 线ꎮ 标 准 曲 线 方 程 式 为 ｙ ＝
０.００８ ７ｘ－０.００２ １(Ｒ ＝ ０.９９９ ７)ꎮ

(２)样品总黄酮含量测定:取 １ ｍＬ 样品溶液

于试管中ꎬ加入 ０.３ ｍＬ ５％ ＮａＮＯ２后摇匀并静置 ６
ｍｉｎꎬ加入 ０.３ ｍＬ １０％ ＡｌＣｌ３摇匀并静置 ６ ｍｉｎꎬ加
入 ４ ｍＬ ４％ ＮａＯＨꎬ使用 ６０％乙醇定容至 １０ ｍＬꎬ
摇匀后静置 １２ ｍｉｎꎬ在 ５１０ ｎｍ 处测定吸光值ꎮ 根

据芦丁标准曲线的线性方程式计算样品溶液中总

黄酮质量浓度ꎮ
１.２.４ 液相色谱分析　 色谱条件:色谱柱为 ２０ ＲＢＡ×
ＳＢ－Ｃ１８ ４. ６ ｍｍ×２５０ ｍｍꎻ流动相 Ａ 为水ꎬＢ 为乙

腈ꎬ进行梯度洗脱(表 ２)ꎻ流速为 １ ｍＬｍｉｎ￣１ꎻ柱
温为 ３０ ℃ꎮ
１.２.５ ＤＰＰＨ 自由基清除能力　 用甲醇溶解青刺提

取物ꎬ稀释成一定浓度ꎻ 用乙酸乙酯溶解青刺果油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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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野外调查社区分布图
Ｆｉｇ. １　 Ｆｉｅ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表 ２　 液相色谱洗脱程序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ＨＰＬＣ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ｅｌｕｔｉｏｎ

时间
Ｔｉｍｅ
(ｍｉｎ)

流动相 Ｂ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ａｓｅ Ｂ

(％)

流速
Ｆｌｏｗ

(ｍＬｍｉｎ ￣１)

０ ９０ １

１０ ８０ １

２５ ７５ １

３０ ７５ １

３５ ５０ １

４０ ５０ １

４５ ２０ １

４８ １００ １

稀释成一定浓度ꎮ 分别取 １ ｍＬ 不同浓度的样品

溶液于试管中ꎬ加入 １ ｍＬ ２ ´１０ ￣４ｍｏｌＬ￣１的 ＤＰＰＨ
溶液ꎬ混合均匀ꎬ避光反应 ３０ ｍｉｎ 后在 ５１７ ｎｍ 处

测定吸光度ꎮ 设立相应的空白组和样品对照组ꎮ
通过公式计算样品 ＤＰＰＨ 清除率:

ＤＰＰＨ 清除率(％) ＝ [Ａ空白 －(Ａ样品 － Ａ对照)] /
Ａ空白×１０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青刺传统药食及护肤知识

青刺在滇西北地区遍布于田野和山间ꎮ 通过

对纳西族为主的 ５ 个民族社区的民族植物学野外调

查ꎬ并在关键信息人社区传统医生的带领下ꎬ采集

了社区中使用的青刺样品标本 ２４ 个ꎮ 以拍摄数字

图像的方式记录青刺的资源形态和生境信息(图 ２)ꎮ

通过民族植物学调查ꎬ对滇西北地区少数民

族青刺植物资源利用的传统知识ꎬ包括使用民族、
当地名、使用部位、传统应用疾病等方面进行了整

理(表 ３)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滇西北地区是典型的少数民

族杂居之地ꎬ有以纳西族为主的 ５ 个少数民族ꎮ
该地区有丰富的植物资源ꎬ聚居的少数民族对植

物利用有独特的认识ꎬ积累了丰富的药食植物知

识ꎮ 青刺在滇西北地区被以纳西族为主的 ５ 个少

数民族使用ꎬ他们对青刺植物具有丰富的传统利

用知识ꎮ 各少数民族利用青刺包括了食用、药用、
护肤这三方面的用途ꎬ根据使用部位可分为叶、果
实和根(表 ３)ꎮ 青刺冬天开花ꎬ开花数量多ꎬ果实

不及开花的数量(图 ２:Ａ)ꎬ青刺果未成熟时为绿

色ꎬ成熟后变为暗紫红色ꎬ表面有白色粉霜(图 ２:
Ｂ)ꎮ 当地人把从地下挖出的根清洗后晒干ꎬ煎煮

入药ꎮ 食用青刺的嫩尖是当地主要的野生木本蔬

菜之一ꎬ青刺夏季发新枝叶ꎬ当地人采摘嫩尖后作

新鲜蔬菜食用(图 ２:Ｃ)ꎬ在当地市场均有售卖ꎮ
嫩尖做凉拌、菜汤、素炒、荤炒均可食用ꎮ 为了四

季都能食用ꎬ也会将嫩尖制成腌菜ꎬ长期保存ꎬ有
较好的保鲜效果和去火清热之效(图 ２:Ｄ)ꎮ 各少

数民族会在春季野外采摘青刺果ꎬ洗去表皮后晒

干ꎬ榨油食用(图 ２:Ｅ)ꎮ 青刺果榨油后的粕常用

来喂食家禽ꎮ 目前ꎬ被当地企业开发为高原特色

食用油ꎮ 但是ꎬ青刺也被大量栽培ꎬ因其具腋生刺

采摘困难ꎬ野生采集耗费大量人力ꎮ 青刺有很高

的药用价值ꎬ传统医生主要利用根部和叶进行各

种疾病的治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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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花ꎻ Ｂ. 果ꎻ Ｃ. 茎和叶ꎻ Ｄ. 发酵嫩叶ꎻ Ｅ. 果油ꎮ (杨立新拍摄)
Ａ. Ｆｌｏｗｅｒｓꎻ Ｂ. Ｆｒｕｉｔｓꎻ Ｃ. 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ｌｅａｖｅｓꎻ Ｄ. 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 ｔｅｎｄｅｒ ｌｅａｖｅｓꎻ Ｅ. Ｏｉｌ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ｅｄ ｂｙ ＹＡＮＧ Ｌｉｘｉｎ)

图 ２　 青刺及传统药食部分
Ｆｉｇ. ２　 Ｐａｒｔｓ ｆｏｒ ｆｏｌｋ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ｏｆ Ｐｒｉｎｓｅｐｉａ ｕｔｉｌｉｓ

　 　 青刺的护肤主要利用部位是果实ꎮ 其果实在

食用、药用、护肤这三个方面均有应用价值ꎮ 当地

传统医生将果实用于治疗疾病ꎬ当地社区成员对

果实具有大量的传统使用基础ꎮ 除苗族外ꎬ在滇

西北地区的其他 ４ 个民族中均有果实使用的案

例ꎮ 果实在当地社区主要用于进行压榨青刺果

油ꎬ青刺果油在滇西北民族社区具有很高的使用

频率ꎮ 滇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生活在高海拔地区ꎬ
聚居地的海拔在 ２ ４００ ~ ２ ６００ ｍ 之间ꎬ紫外线和光

照强度强ꎬ气候环境寒冷干燥导致该地区皮肤易

出现晒伤、开裂、晒斑、麻疹等皮肤方面的问题ꎮ
研究表明ꎬ多形性日光疹在云南省的患病率高于

慢性光化性皮炎ꎬ好发于中年女性ꎬ高海拔地区患

病率高于低海拔地区(邓丹琪等ꎬ２００８)ꎮ 青刺果

油是新生儿湿疹的必需品ꎬ纳西族人将新鲜果实

榨取的油涂抹在新生婴儿的皮肤上可防止婴儿湿

疹ꎮ 当地人将青刺果油涂抹在暴露的皮肤上防止

皲裂和晒伤ꎬ冬天可预防冻疮和润泽皮肤ꎮ 当地

彝族女性有盘发的传统ꎬ头发乌黑长直ꎬ难打理ꎬ
彝族女性将青刺果油用作护发精油ꎬ保持头发柔

顺和乌黑亮丽ꎮ 随着青刺果油的价值不断被发

掘ꎬ当地青刺果油的初级加工作坊也不少ꎮ
２.２ 青刺不同部位的功效成分

从民族植物学调查结果看出ꎬ青刺的果实、
叶、根在少数民族社区中的应用范围均很广泛ꎮ ５
个少数民族都非常认同青刺的功效ꎮ 其中ꎬ叶的

用途与果实有相似之处(表 ３)ꎬ在护肤方面的传

统应用也很多ꎮ 为了逐步深入研究青刺的各部位

的功效ꎬ本研究选择了青刺的果实和嫩叶ꎬ用现代

实验方法首先验证其传统应用中的护肤功效ꎮ
根据对青刺植物化学和药理学相关文献进行

研究发现ꎬ青刺不同部位的化学成分虽然在化合

物类型上具有统一性ꎬ但化学组成差异较大ꎮ 在

青刺果中分离鉴定的化合物以三萜甾体类为主

(刘云环ꎬ２０１９)ꎻ在青刺叶中分离的化合物以有机

酸为主(胡君一ꎬ２００６)ꎻ而从青刺的乙醇提取物中

分离鉴定的化合物则以黄酮醇为主 (刘嘉萍ꎬ
２０１９)ꎮ 青刺不同部位的药理特性也是青刺在传

统中被多样性使用的主要因素ꎮ 青刺不同部位的

水提取物对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变形杆菌、卡拉

双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酿酒酵母

菌和黑曲霉具有不同的抑制活性ꎬ 导致各部位抑

６４９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表 ３　 滇西北地区不同民族对青刺的护肤相关传统应用编目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ｎｓｅｐｉａ ｕｔｉｌｉ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Ｙｕｎｎａｎ

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当地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使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

炮制方法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护肤相关的传统功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ｓｋｉｎ￣ｃａｒｉｎｇ

使用方法
Ｕｓａｇｅ ｍｅｔｈｏｄ

信息报
告人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纳西族
Ｎａｘｉ

Ａ ｎａ ｓｉ 果实
Ｆｒｕｉｔ

榨油、水煎服
Ｐｒｅｓｓ ｏｉｌꎬ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防紫外线晒伤ꎬ婴儿湿疹、皮肤开裂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ＵＶ ｓｕｎｂｕｒｎꎬ ｂａｂｙ ｅｃｚｅｍａ ａｎｄ
ｃｈａｐｐｅｄ ｓｋｉｎ

外擦、内服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ｕｓｅꎬ

ｏ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叶
Ｌｅａｆ

煮水、发酵、水煎服、捣
服、酒服、晒干
Ｓｔｅｗꎬ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ꎬ ｍａｓｈꎬ
ｌｉｑｕｏｒꎬ ｄｒｉｅｄ

跌打损伤、活血消肿(骨折)、抗炎、枪伤、冻疮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ｅｄｅｍａꎬ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ꎬ ｇｕｎｓｈｏｔ ｗｏｕｎｄꎬ ｃｈｉｌｂｌａｉｎ

内服、外敷
Ｏ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根
Ｒｏｏｔ

根皮煮水
Ｄｅｃｏｃｔ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ｂａｒｋ

抗炎、痈疮疖肿、跌打损伤、痔疮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ꎬｃｕｒｅ ｃａｒｂｕｎｃｌｅ ｓｏｒｅ ｆｕｒｕｎｃｌｅ ｓｗｏｌｌｅｎꎬ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ｈａｅｍｏｒｒｈｏｉｄｓ

内服、外敷
Ｏ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２７

纳西族
摩梭支系

Ｍｏｓｕｏ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Ｎａｘｉ

Ｑｉｎｇ ｎａ
ｍａｎ ａｎ

果实
Ｆｒｕｉｔ

榨油
Ｐｒｅｓｓ ｏｉｌ

护肤(防阳光暴晒、干燥皱裂、拖疡、丘瘆、斑块、皮肤
烧伤、皮肤溃烂)ꎬ护发(预防折断、脱发)
Ｓｋ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ｕ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ꎬｄｒ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ｐꎬ ｅｃｔｈｙｍａꎬ ｕｒｔｉｃａｒｉａꎬ ｐｌａｑｕｅꎬ ｓｋｉｎ ｂｕｒｎꎬ ｓｋｉｎ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ｓ)ꎬ ｈａｉｒ ｃａｒｅ (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ｈａｉｒ ｂｒｅａｋ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ｒｉｃｈｏｍａｄｅｓｉｓ)

外擦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ｕｓｅ

１６２

白族
Ｂａｉ

Ｚｏｕ ｄａ ｑｉ 叶
Ｌｅａｆ

与蜂蜜糖炒
Ｓａｕｔｅ ｗｉｔｈ ｈｏｎｅｙ

跌打损伤、活血消肿(骨折)ꎬ抗炎(咽喉肿痛、痈疽
毒疮)ꎬ消热(湿热口疮)ꎻ枪伤ꎬ痔疮ꎻ清热解毒ꎬ蛇
咬伤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ｅｄｅｍａꎬ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 ｓｏｒｅ ｔｈｒｏａｔ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ｕｎｃｌｅ
ｓｏｒｅ ｆｕｒｕｎｃｌｅ ｓｗｏｌｌｅｎ)ꎬ ｈｅａｔ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ｈｏ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ｉｄ
ａｐｈｔｈａ)ꎬ ｇｕｎｓｈｏｔ ｗｏｕｎｄꎬ ｈａｅｍｏｒｒｈｏｉｄｓꎬ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ｃａｔｉｎｇꎬ ｓｎａｋｅｎｉｂｂｌｅ

外敷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根
Ｒｏｏｔ

根皮煮水
Ｄｅｃｏｃｔ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ｂａｒｋ

抗炎、跌打损伤、活血消肿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ꎬ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ｅｄｅｍａ

外擦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ｕｓｅ

果实
Ｆｒｕｉｔ

榨油
Ｐｒｅｓｓ ｏｉｌ

跌打损伤、活血消肿(骨折)ꎬ抗炎(咽喉肿痛)ꎬ消热
(湿热口疮)ꎬ痔疮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ｅｄｅｍａꎬ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 ｓｏｒｅ ｔｈｒｏａｔ) ꎬ ｈｅａｔ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ｈｏ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ｉｄ ａｐｈｔｈａ)ꎬ ｈａｅｍｏｒｒｈｏｉｄｓ

外擦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ｕｓｅ

８３

普米族
Ｐｕｍｉ

Ｃｉ ｎａ 果实
Ｆｒｕｉｔ

水煎服、榨油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ꎬ ｐｒｅｓｓ ｏｉｌ

跌打损伤、活血消肿(骨折、扭伤、肿痛)ꎬ抗炎(疮疖
痈疽、肿痛)ꎬ抗菌(黄水疮)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ｅｄｅｍａ ( ｃａｔａｃｌａｓｉｓꎬ ｓｐ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ꎬ ａｎｔｉ￣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 ｃａｒｂｕｎｃｌｅ ｓｏｒｅ ｆｕｒｕｎｃｌｅ ｓｗｏ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ꎬ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ｃｏ ( ｉｍｐｅｔｉｇｏ)

外擦、内服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ｕｓｅꎬ

ｏ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８２

彝族
Ｙｉ

Ｃｈｕ ｌｕｏ 叶
Ｌｅａｆ

水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抗炎(痈疽疮疡)、跌打损伤、风火虫牙、毒蛇咬伤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 ｃａｒｂｕｎｃｌｅ ｓｏｒｅ ｆｕｒｕｎｃｌｅ ｓｗｏｌｌｅｎ)ꎬ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ｓａｐｒｏｄｏｎｔｉａꎬ ｓｎａｋｅｎｉｂｂｌｅ

外擦、内服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ｕｓｅꎬ

ｏ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４４

苗族
Ｍｉａｏ

Ｋａｏ ｂｏ ｚｈａ 叶
Ｌｅａｆ

水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抗炎(小儿咽喉炎)、抗菌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 ｓｐｈａｇｉｔ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ꎬ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ｃｏ

内服
Ｏ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根
Ｒｏｏｔ

根皮煮水
Ｄｅｃｏｃｔ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ｂａｒｋ

抗炎(骨髓炎)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 ｏｓｔｅｏｍｙｅｌｉｔｉｓ)

内服
Ｏ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４２

菌效果差别较大的原因除与采样的时节有关外ꎬ
青刺不同部位的结构差异引起的化学成分差异是

不同部位抑菌效果差别较大的主要原因(张荣先

等ꎬ２００７)ꎮ 这说明青刺不同部位的化学成分差异

会导致其具有不同的功效ꎬ是青刺能够在传统使

用中具有多样性的物质基础ꎮ
本研究结果中ꎬ３ 种青刺植物的乙醇提取物对

应的总黄酮含量如表 ４ 所示ꎮ 由表 ４ 可知ꎬ青刺植

物不同部位、不同处理方式的总黄酮含量不同ꎬ其
中ꎬ青刺嫩叶提取物的总黄酮含量达到最高ꎬ为
(１１.７３±０.１９) ｍｇｇ￣１ꎬ发酵后的青刺嫩叶提取物

总黄酮含量仅为(１.２４±０.０１) ｍｇｇ￣１ꎮ 研究结果

显示ꎬ发酵能显著影响青刺嫩叶中的总黄酮含量ꎬ
可能是发酵过程中ꎬ 微生物的活力和产生的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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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青刺不同部位总黄酮含量(ｎ＝ ３)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ｏｔａｌ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Ｐｒｉｎｓｅｐｉａ ｕｔｉｌｉｓ (ｎ＝ ３)

样品名称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ａｍｅ

平均值±标准误差
ｘ±ｓｘ

(ｍｇｇ ￣１)

果提取物 Ｆｒｕｉ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 ８.９３ ± ０.０５

嫩叶提取物 Ｔｅｎｄｅｒ ｌｅａ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 １１.７３ ± ０.１９

嫩叶发酵提取物
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ｅｎｄｅｒ ｌｅａｖｅｓ

１.２４ ± ０.０１

嫩叶发酵水提取物
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ｅｎｄｅｒ ｌｅａｖｅｓ

１.３０ ± ０.０２

黄酮含量产生了影响ꎮ
本研究以青刺植物不同部位和处理方式提取

物为样本ꎬ通过 ＨＰＬＣ 分析鉴定其黄酮类物质组

成ꎬ４ 种青刺提取物共鉴定得到 １０ 个黄酮类化合

物(表 ５ꎬ图 ３)ꎮ 其中ꎬ青刺果提取物中鉴定得到 ６
种黄酮类化合物ꎬ青刺茎叶提取物中鉴定得到 ８
种黄酮类化合物ꎬ青刺茎叶发酵提取物中鉴定得

到 ９ 种黄酮类化合物ꎬ表明青刺乙醇提取物中含

有多种黄酮类化合物ꎮ
本研究发现青刺含有与护肤相关的丁香酸、

橙皮苷、柚皮素、槲皮苷、木犀草素 ５ 种化合物ꎮ
这些化合物的药理活性如下:丁香酸有抗氧化、抗
菌、抗炎、内毒素等药理活性(Ｈａ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
橙皮苷有抗菌、抗炎、抗过敏等药理活性(Ｐａｒｈｉｚ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柚皮素有抗氧化、抗菌、抗炎等药理活

性(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槲皮苷有抗氧化、抗炎、
抗菌、抗衰老等药理活性(冯亚莉等ꎬ２０２１)ꎻ木犀

草素有抗氧化、抗菌、抗炎、抗辐射等药理活性(王
后苗等ꎬ２０１５ꎻ刘淼等ꎬ２０２１)ꎮ
２.３ 青刺传统功效的抗氧化活性验证

３ 种青刺提取物的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结果

如图 ４:Ａ 所示ꎬ青刺果、青刺嫩叶对 ＤＰＰＨ自由

基均有一定的清除能力ꎮ 当相同的青刺提取物浓

度为基准的条件下ꎬ浓度在 ０.１２５ ~ １ ｍｇｍＬ￣１之

间时ꎬ青刺果提取物和青刺嫩叶提取物的清除能

力都高于 ９０％ꎬ说明青刺果提取物和青刺嫩尖提

取物在 ０.１２５ ｍｇｍＬ￣１的浓度时就有较好的清除

率ꎬ分别为(９５.５３±０.５２)％和(９３.５３±０.３５)％ꎬ并
且随着浓度的增加清除效果也越好ꎮ 发酵前后样

品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的清除都表现不俗ꎬ而发酵后

青刺茎叶在各浓度清除 ＤＰＰＨ自由基的能力略

低于同等浓度下未发酵的样品ꎮ ３ 种青刺提取物

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的清除效果与其总黄酮含量变

化呈现一定的相似性ꎮ 由此推测ꎬ清除 ＤＰＰＨ自

由基的主要活性物质是其黄酮类物质ꎮ
抗氧化活性是评价植物油护肤活性的重要指

标之一ꎮ ３ 个不同海拔的青刺果油对 ＤＰＰＨ自

由基的清除作用结果如图 ４:Ｂ 所示ꎬ不同海拔的

青刺果油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均有一定的清除能力

且随着浓度的增加呈量效关系ꎮ 当相同青刺果油

浓度作为基准的条件下ꎬ浓度在 ３０ ~ ２００ ｍｇｍＬ￣１

之间时ꎬ样品 ２ 和样品 ３ 的清除能力相差不大ꎻ浓
度为 ３０ ｍｇ  ｍＬ￣１ 时ꎬ 样 品 １ 清 除 率 较 高ꎬ 达

(５２.８６±１.０４)％ꎬ是样品 ３ 的 １.２７ 倍左右ꎬ是样品

２ 的 １.２５ 倍左右ꎮ 这说明不同海拔高度的青刺果

油抗氧化能力有一定差异ꎮ 当浓度为 ２００ ｍｇ
ｍＬ￣１时ꎬ青刺果油样品 １ 和样品 ３ 对 ＤＰＰＨ自由

基的清除能力强于浓度为 ２５ μｇｍＬ￣１的没食子

酸ꎬ抗氧化活性高达(９６. ６８ ± ０. ６７)％ꎮ 说明青刺

果油具有较强的清除 ＤＰＰＨ自由基能力ꎮ
以青 刺 果 油 样 品 的 质 量 浓 度 为 横 坐 标ꎬ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率为纵坐标ꎬ得到线性回归方

程ꎬ求得青刺果油样品的清除 ＤＰＰＨ自由基 ＩＣ５０

值ꎬ３ 个不同海拔的青刺果油样品对 ＤＰＰＨ自由

基的清除能力从大到小排序为样品 １ ( ＩＣ５０ 值为

０.０１６ ８ ｇｍＬ￣１) >样品 ３( ＩＣ５０ 值为 ０. ０３０ ９ ｇ
ｍＬ￣１) >样品 ２( ＩＣ５０值为 ０.０３２ ２ ｇｍＬ￣１)ꎮ ＩＣ５０值

越小ꎬ表明对 ＤＰＰＨ的清除能力越好ꎮ 其中ꎬ样
品 １ 的 ＩＣ５０值最小ꎬ说明样品 １ 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

清除能力相对较强ꎬ样品 ２ 的 ＩＣ５０值最大ꎬ说明样

品 ２ 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能力相对较弱ꎮ 这可

能是因为不同海拔高度的青刺果中抗氧化类物质

的累积量不同ꎮ 刘颖等(２０２０)对 ４ 种新资源食品

油ꎬ２ 种高端食用油和 ５ 种普通植物油共 １１ 种植

物油全油的抗氧化活性做了比较ꎬ１１ 种植物油的

ＩＣ５０值最小为杜仲籽油 ０.０２３ ｇｍＬ￣１ꎬ最大为茶叶

籽油 ０.３９８ ｇｍＬ￣１ꎬ其中常用做护肤基底油的有

美藤果油( ＩＣ５０值为 ０.０５５ ｇｍＬ￣１)和橄榄油( ＩＣ５０

值为０.２４０ ｇｍＬ￣１)ꎮ 然而ꎬ本文中的青刺果油样

品 １ 的 ＩＣ５０值达到了 ０.０１６ ８ ｇｍＬ￣１ꎬ比这 １１ 种

植物油都小ꎮ 比较结果表明ꎬ青刺果油相对这 １１
种油有抗氧化护肤活性的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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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青刺不同部位传统主要护肤功效化合物分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Ｐｒｉｎｓｅｐｉａ ｕｔｉｌｉｓ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化合物名称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ｎａｍｅ

保留时间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ｍｉｎ)

提取物 Ｅｘｔｒａｃｔ

青刺果
Ｆｒｕｉ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

青刺茎叶
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

青刺茎叶
发酵提取物
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ｖｅｓ

青刺茎叶
发酵水提取物

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ｖｅｓ

１ 没食子酸 Ｇａｌｌｉｃ ａｃｉｄ ５.９ － ＋ ＋ ＋

２ 原儿茶酸 Ｐｒｏｔｏｃａｔｅｃｈｕｉｃ ａｃｉｄ １０.１ ＋ ＋ ＋ ＋

３ 丁香酸 Ｓｙｒｉｎｇｉｃ ａｃｉｄ ２４.０ ＋ ＋ － －

４ 对羟基苯甲酸 Ｐ￣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ｅｎｚｏｉｃ ａｃｉｄ １５.６ ＋ － ＋ ＋

５ 花青素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 ４７.２ ＋ ＋ ＋ ＋

６ 槲皮素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４４.９ － ＋ ＋ ＋

７ 山奈酚 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 ４６.７ － ＋ ＋ ＋

８ 橙皮苷 Ａｕｒａｎｔｉａｍａｒｉｎ ３９.２ － － － －

９ 儿茶素 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 １４.６ ＋ ＋ ＋ ＋

１０ 柚皮素 Ｎａｒｉｎｇｅｎｉｎ ４５.３ － － ＋ ＋

１１ 芹菜素 Ａｐｉｇｅｎｉｎ ４７.１ － － － －

１２ 槲皮苷 Ｑｕｅｒｃｉｔｒｉｎ ４０.６ － － － －

１３ 木犀草素 Ｌｕｔｅｏｌｉｎ ４５.８ － － － －

１４ 芦丁 Ｒｕｔｉｎ ３８.９ ＋ ＋ ＋ ＋

　 注: ＋ 代表该化合物在分析样品中被检测到ꎻ－ 代表该化合物在分析样品中未被检测到ꎮ
　 Ｎｏｔｅ: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ａ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ꎻ－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青刺资源及其传统知识的多样性

通过对青刺进行民族植物学野外调查研究发

现ꎬ青刺被滇西北地区的多个民族广泛使用ꎬ作为

当地少数民族社区利用频率较高的高山植物资源

之一ꎬ青刺不仅在该地区具有丰富的传统知识即

以不同炮制方法、使用部位与药食类型体现ꎬ而且

具有不同民族对同一种植物资源利用呈现多样化

的特征ꎮ 虽然从种苗到收获期的时间较长ꎬ但是

青刺作为一种珍贵的高山植物资源ꎬ目前在政府

的支持和推动下ꎬ已基本实现大面积种植ꎮ 然而ꎬ
青刺从种子种植到收获需要 ７ 年时间ꎬ青刺植株

一般开花盛多而坐果率却较低ꎬ多数情况坐果率

不到开花数量的一半ꎬ需要开展种子生物学及木

本油料生物学方面的深度研究ꎬ探讨缩短青刺结

果周期与数量的种子生物学和繁殖生物学等方面

的问题ꎮ 在滇西北 １４ 个社区的 ８４０ 个关键信息人

中ꎬ掌握青刺相关传统知识的群体年龄基本为 ５０
岁及以上ꎬ社区中年轻一代对青刺相关的传统知

识ꎬ特别是对药用知识方面知之甚少ꎬ不到 ３０％的

年轻人掌握食用和产业化种植方面的知识ꎬ结合

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中的第三条规定即遗

传资源惠益分享的要求和国家乡村振兴的政策ꎬ
需要在社区水平进一步推动青刺资源及其传知识

的保护与利用ꎮ
３.２ 青刺传统功效物质基础与护肤活性分析

本研究以青刺相关的传统知识为线索ꎬ采用

现代实验科学及相关护肤指标对传统护肤知识进

行验证ꎬ如以青刺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作为指标ꎬ
即对其传统护肤的主要利用部位进行抗氧化活性

测试ꎮ 实验结果显示青刺果油的 ＩＣ５０值极小ꎬ表现

出较强的清除 ＤＰＰＨ自由基的能力ꎬ并且这种清

除能力还随着浓度的增加而增加ꎬ呈现出良好的

量效关系ꎬ验证了青刺的传统应用的安全性和皮

肤化妆品活性ꎮ 青刺中含有的多种化合物如芦

丁、原儿茶酸、花青素、丁香酸、橙皮苷、柚皮素、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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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ｆｒｕｉｔ.

图 ３　 青刺不同部位功效化合物分析波谱图
Ｆｉｇ. ３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Ｐｒｉｎｓｅｐｉａ ｕｔｉｌｉｓ

皮苷、木犀草素等化合物ꎬ具有显著的抗氧化活

性、美白、防晒、抗菌、抗过敏、抗衰老等护肤活性ꎮ
从青刺传统利用部位中发现的以上多种化合物类

型及其对应的护肤活性ꎬ为青刺的传统护肤功效

提供了相应的物质基础支撑ꎮ 以上化合物的活性

与青刺传统功效如抗菌、消炎等记载高度一致ꎬ说
明滇西北地区中的各民族同胞把青刺作为干燥、
创伤性皮肤护理ꎬ对于高山民族对生态环境的认

知、适应及应对具有民族生态学的意义与价值ꎮ
本研究结果不但揭示了滇西北地区纳西族地区应

用护肤植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ꎬ而且说明了传统

护肤知识与现代皮肤化妆品活性之间的一致性ꎬ
该地区利用青刺的传统护肤知识与以上研究结果

具有很好的相关性ꎮ 支持了传统知识具有科学价

值和现实合理性的观点ꎬ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两

者具有统一性的观点ꎮ 本研究为青刺资源及其相

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与传承及深度利用ꎬ提供了民

族植物学和民族生态学的方法与思路ꎬ为进一步

研发青刺资源提供了前期应用基础研究ꎮ
３.３ 传统功效验证的民族植物学方法探讨

具体传统文化背景、绿色环保型的化妆品正

迅猛发展ꎬ并呈现激烈竞争的态势ꎬ滇西北地区少

０５９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３ 卷



Ａ. 青刺不同部位提取物的 ＤＰＰＨ 自由基清除活性ꎻ Ｂ. 青刺果油不同浓度的 ＤＰＰＨ 自由基清除活性ꎮ
Ａ. ＤＰＰＨ 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Ｐｒｉｎｓｅｐｉａ ｕｔｉｌｉｓꎻ Ｂ. ＤＰＰＨ 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Ｐ. ｕｔｉｌｉｓ
ｏｉｌ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图 ４　 青刺的 ＤＰＰＨ 自由基清除活性
Ｆｉｇ. ４　 ＤＰＰＨ 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ｉｎｓｅｐｉａ ｕｔｉｌｉｓ

数民族在融合了汉族中医药知识后ꎬ结合各民族

所处的特定自然地理环境积累起来的民族药食用

知识和实践即这些源于各民族“天然实验室”中的

传统药食知识ꎬ为现代化妆品原料的研发提供了

知识原型ꎬ为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提供

了十分重要的指导性信息ꎮ 随着生产和生活方式

的改变ꎬ这些植物的多样性及其传统知识正面临

消失的危险ꎬ亟须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与收集整

理并进行功能性验证等应用基础性工作(杨立新ꎬ
２０１５)ꎮ 本研究从民族植物学和天然药物化学的

视角ꎬ为植物功能为导向的传统知识研究ꎬ以及资

源植物的保护与传统知识的传承提供了有力的证

据和案例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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