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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核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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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橘核为我国传统中药，通过查阅历代本草著作等相关文献资料，笔者对橘核的炮制历史沿革、现代炮制规范记

载、性味功效、炮制及服用方法、炮制工艺、质量分析、药理作用进行了梳理与总结。结果发现历代橘核的炮制方法主要有清

炒、酒制、酒焙等，现代常用的盐水炙法是在古代青盐拌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全国及各省市炮制规范大多数收载了橘核和

盐橘核。历代所载性味功效与现代基本相符，其味苦性平，归肝、肾经，具有理气、散结、止痛的功效；橘核含有柠檬苦素类、脂

肪酸类、蛋白质和矿物元素等成分，现代常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GC-MS）和薄层色谱法（TLC）等
对橘核进行检测与分析。橘核有抗肿瘤、抗炎镇痛、抗菌等活性，炮制会使其化学成分的含量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总之，目

前关于橘核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橘核及其炮制品的药效物质基础，探究炮制前后化学成分的变化规律及其

与药效活性的相互关系，以阐明炮制机制，为其规范化炮制、质量控制及临床合理用药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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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Citri Reticulatae Semen

CHEN Xin1，WANG Lyu-hong1，MENG Jiang1*，ZHANG Ying2，LIN Hua-jian1，CAO Hui2*

（1.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China；2. College of Pharmacy，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 Citri Reticulatae Semen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our country. By referring to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materials such as the works of ancient and modern materia medica，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processing，quality analysis，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other aspects of Citri

Reticulatae Seme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cessing methods of Citri Reticulatae Semen in the past

dynasties mainly included stir-frying，processing with wine，baking with wine，etc. The modern stir-baking with

salt solution was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he ancient stir-frying with green salt，most of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processing standards contained crude and salt-processed products of Citri Reticulatae Semen. The

properties and flavors of Citri Reticulatae Semen in the past dynasties we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ose in

modern times. It is bitter in taste and neutral in nature. It belongs to the liver and kidney meridians and has the

effects of regulating Qi，dispersing knots and relieving pain. Citri Reticulatae Semen contains limonins，fatty

acids， proteins and mineral elements， etc.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GC-MS）and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TLC）were commonly u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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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 and analyze Citri Reticulatae Semen. Citri Reticulatae Semen has anti-tumor， anti-inflammatory，

analgesic and antibacterial activities，and processing can change the content of its chemical components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 word，the current research about Citri Reticulatae Semen is not enough in-depth，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analyze the material basis of efficacy of Citri Reticulatae Semen and its processed products，

explore the change law of chemical components before and after process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activity，and clarify the processing mechanism for providing scientific basis for its

standardized processing，quality control and clinical rational use.

［Key words］ Citri Reticulatae Semen；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ing specifications； processing

technology；chemical composition；quality evaluation；pharmacological effects

橘核为芸香科植物橘 Citrus reticulata 及其栽培

变种的干燥成熟种子，味苦，性平，归肝、肾经，具有

理气、散结、止痛的功效，用于疝气疼痛、睾丸肿痛、

乳痈乳癖［1］。橘核始载于《日华子本草》［2］。唐代

《千金翼方》［3］记为“橘仁”；宋代《本草衍义》［4］记为

“橘子核”，《圣济总录》［5］记为“橘子仁”；明代《本草

蒙筌》［6］记为“金橘子仁”；清代《幼幼集成》［7］记为

“广桔核”，《本草易读》［8］记为“橘核仁”。故橘核在

历代有橘仁、橘子核、橘子仁、金橘子仁、广桔核、橘

核仁的处方用名。橘核生品理气散结作用较强，可

用于治疗乳痈，经盐制后引药下行，走肾经，疗疝止

痛功效增强［9-10］。目前关于橘核炮制的研究较少，

主要集中于橘核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故本

文从古代炮制历史沿革和现代炮制规范、性味功效

和炮制及服用方法考证、炮制工艺、化学成分、质量

分析、药理研究方面对橘核及其炮制品进行整理与

分析，以期为橘核及其炮制品的开发与利用提供

参考。

1 炮制历史沿革

1.1 古代炮制历史沿革 《日华子本草》记载的“炒

去壳”为最早出现的橘核炮制方法，后世本草记载

中橘核炮制方法有净制、炒制、盐制、酒制和盐酒

制，具体描述见表 1。结果发现清代以前清炒为常

见方法，多为炒制去壳研碎后直接入药，或用酒调

服，至清代出现辅料制，如以酒为辅料的酒炒/酒焙、

以青盐为辅料的青盐拌炒以及以酒和盐为辅料的

盐酒炒。其中历代一直沿用的炒法自清代以后应

用较少，从清代出现的盐炙法一直沿用至今。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简称《中国药典》）和
各地炮制规范收载情况 对历版《中国药典》和全

国各省市炮制规范中关于橘核及其炮制工艺的内

容进行整理与总结，见表 2。关于橘核炮制品种的

收载情况为 1963，1977 年版《中国药典》和 8 个地方

（北京、吉林、山东、上海、天津、甘肃、黑龙江、浙江）
炮制规范仅收载了盐橘核；1990—2020 年版《中国

药典》《全国中药炮制规范》和 13 个地方（山西、江

西、河南、广西、重庆、四川、宁夏、江苏、湖南、贵州、

安徽、陕西、广东）炮制规范均收载了（生）橘核和盐

橘核；2018 年版《湖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仅收载

炒橘核（清炒法）。

表 1 历代橘核炮制的本草记载

Table 1 Records of processing of Citri Reticulatae Semen in past

dynasties

方法

清炒

净制

酒炒

酒炒、酒焙

盐炙

盐酒炒

年代

五代十国

宋

宋

明

明

明

明

明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本草著作

《日华子本草》

《证类本草》

《严氏济生方》

《普济方》

《医学入门》

《本草纲目》

《炮炙大法》

《本草原始》

《本经逢原》

《本草从新》

《本草撮要》

《类证治裁》

《类证治裁》

《笔花医镜》

炮制描述

炒去壳

炒研为末

炒；取仁，炒

炒令黄色，

去壳为末

炒 去 壳 为

末，酒调服

以 新 瓦 焙

香 ，去 壳 取

仁 ，研 碎 入

药；炒研

以 新 瓦 焙

香 ，去 壳 取

仁，研碎入药

以 新 瓦 焙

香 ，去 壳 取

仁，研碎入药

去 壳 焙 香

研碎用

去皮

酒炒良，叶

散乳痈

酒炒、酒焙

青盐拌炒

盐酒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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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橘核在《中国药典》及各地炮制规范中的收载情况

Table 2 Records of Citri Reticulatae Semen in Chinese Pharmacopoeia and processing specifications

1963 年版《中国药典》

1977 年版《中国药典》

1990 年版《中国药典》

1995—2010 年版《中国药典》

2015，2020 年版《中国药典》

1988 年版《全国中药炮制规范》

1984 年版《山西中药炮制规范》

2008 年版《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5 年版《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7 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6 年版《重庆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及标准》

2002 年版《四川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1997 年版《宁夏中药炮制规范》

2002 年版《江苏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10 年版《湖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5 年版《贵州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5 年版《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盐橘核

盐橘核

橘核

盐橘核

橘核

盐橘核

橘核

盐橘核

橘核

盐橘核

橘核

盐橘核

橘核

盐橘核（盐水炒橘核）

橘核

盐橘核

生橘核

盐橘核

橘核

盐炙橘核

橘核

盐橘核

橘核

盐橘核

橘核

盐橘核

橘核

盐橘核

橘核

盐橘核

橘核

盐橘核

取捡净的橘核，与盐水拌匀，稍闷，置锅内用文火炒至微黄色，并有

香气为度，取出，晒干，用时捣碎即得。每橘核 100 斤用盐 2~2.5 斤加适

量开水化开澄清（1 斤= 500 g）
取净橘核，照盐水炙法（附录 19 页）用盐水炒至微黄色并有香气，用

时捣碎

除去杂质，洗净，干燥。用时捣碎

取净橘核，照盐水炙法（附录 7 页）炒干，用时捣碎

除去杂质，洗净，干燥。用时捣碎

取净橘核，照盐水炙法（附录ⅡD）炒干，用时捣碎

除去杂质，洗净，干燥。用时捣碎

取净橘核，照盐水炙法（通则 0213）炒干。用时捣碎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干燥

取净橘核，用盐水拌匀，闷透，置锅内，用文火加热至微黄，并有香气

逸出时，取出放凉。每橘核 100 kg，用盐 2 kg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干燥

取净橘核用盐水拌匀，闷透，置锅内，用文火加热至微黄，并有香气

逸出时，取出放凉。每橘核 100 kg，用盐 2 kg

除去杂质，洗净，干燥。用时捣碎

取净橘核，照盐水炙法（附录二）用文火炒至金黄色或微带焦斑、有

香气，取出，放凉。用时捣碎。每 100 kg 橘核，用食盐 2 kg

除去杂质，洗净，干燥。用时捣碎

取净橘核，照盐水炙法（炮制通则）炒至表面呈黄色或微带焦斑。用

时捣碎

除去杂质，洗净，干燥。用时捣碎

取生橘核，用盐水拌匀，稍闷，置锅内用文火炒至微黄色并有香气，

取出，放凉，用时捣碎。每 100 kg 生橘核用食盐 2 kg

除去杂质，洗净，干燥。用时捣碎

取净橘核，照盐水炙法炒干，用时捣碎

除去杂质，洗净，干燥。用时捣碎

取净橘核，照盐水炙法炒干，用时捣碎。每 100 kg 橘核，用盐 2 kg

除去杂质，洗净，干燥。用时捣碎

取净橘核，用盐水拌匀，闷透，置锅内，用文火加热至微黄，并有香气

逸出时，取出，晾凉。每橘核 100 kg，用食盐 2 kg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淘净，干燥

取净橘核，用盐水拌匀，闷透，置锅内，用文火炒至微黄色，并有香气

逸出时，取出放凉。每 100 kg 橘核，用食盐 2 kg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干燥

取净药材，照盐水炙法（附录Ⅰ）炒干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干燥

取净橘核，照盐水炙法（附录一炮制通则）用文火炒至微黄色、有香

气逸出；或取净橘核，加盐水拌匀，闷透，晾干，再照麸炒法（附录一炮

制通则）炒至黄色、有香气逸出。每 100 kg 净橘核，用食盐 1.2 kg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干燥。用时捣碎

取净橘核，照盐炙法①（附录Ⅰ），炒干，呈微黄色，有香气逸出。每

100 kg 橘核，用食盐 2 kg

来源 品种 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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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版《陕西省中药饮片标准》（第二册）

1984 年版《广东省中药炮制规范》

2008 年版《北京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1986 年版《吉林省中药炮制标准》

2012 年版《山东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08 年版《上海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012 年版《天津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1980 年版《甘肃省中药炮制规范》

2012 年版《黑龙江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及标准》

2015 年版《浙江省中药炮制规范》

2018 年版《湖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橘核

盐橘核

橘核

盐橘核

盐橘核

盐橘核

盐橘核

盐橘核

盐橘核

盐橘核

盐橘核

盐橘核

炒橘核

取药材橘核，除去杂质，洗净，干燥

取饮片橘核，照盐炙法（附录Ⅰ）炒干

除去杂质，用时捣碎

取净橘核，用盐水拌匀，闷润，待盐水被吸尽后，用文火炒至微黄色，

并有香气时，取出，摊凉。每橘核 100 kg，用盐 2 kg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及干瘪的核，洗净，干燥。取净橘核，喷淋适量

盐水，拌匀，闷润 1~2 h，至盐水被吸尽，置热锅内，用文火炒至表面微黄

色，并有香气逸出时，取出，晾凉。每 100 kg 净橘核，用食盐 2 kg

除去灰土等杂质。用适量水将盐溶解并滤过，取滤液喷淋于橘核

内，拌匀，稍润，置锅中，用文火炒至变焦黄色时，取出，晾凉。用时捣

碎。每 100 kg 橘核，用盐 2 kg

取净橘核，用食盐水拌匀，闷润至盐水被吸尽，置锅内，文火炒至表

面微黄色，有香气逸出时，取出，放凉。每 100 kg 橘核，用食盐 2 kg

将原药除去杂质及灰屑，洗净，干燥，用盐水拌匀，稍闷，炒至微具焦

斑，并有香气逸出，筛去灰屑。每橘核 100 kg，用食盐 2 kg（加开水 5 kg

溶化）
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干燥。置锅内加热，炒至微显火色，随即

喷淋盐水，炒至微干，取出，放凉。每橘核 100 kg，用盐 1 kg

除去杂质，用盐水拌匀，炒成黄色，出锅，摊开，晾凉。配方时捣碎。

每橘核 100 kg，用大青盐 2 kg

取食盐，加适量水溶解，滤过；取盐水与净橘核拌匀，待盐水吸尽，用

文火炒至表面微黄，微具焦斑，并有香气逸出时，取出，摊凉，即得。每

100 kg 橘核，用食盐 3 kg

取橘核饮片，照盐水炙法炒至表面微黄色，微具焦斑时，取出，摊凉。

用时捣碎。每橘核 100 kg，用盐 2 kg

取净橘核，照清炒法（附录Ⅲ）炒至表面微黄色或微焦黄色。用时捣碎

续表 2

来源 品种 工艺

由表 2 可知，全国及各省市炮制规范记载的橘

核炮制工艺基本相同，大多数为盐炙法（拌润炒

法），个别省份有所不同，如 2012 年版《天津市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记载为喷炒法，2005 年版《贵州省中

药饮片炮制规范》除记载盐炙法（拌润炒法）外，另

有盐水拌润麸炒法；2018 年版《湖北省中药饮片炮

制规范》则记载为清炒法。橘核炮制所使用盐的种

类，除 1980 年版《甘肃省中药炮制规范》为大青盐

外，其余均采用食盐；橘核与盐用量比多为 100∶2，

少数不同，如 1963 年版《中国药典》记为 100∶2~2.5，

2012 年版《黑龙江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及标准》记

为 100∶3，2005 年版《贵州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记

为 100∶1.2，2012 年版《天津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记为 100∶1。关于橘核炮制程度的判断，1963，1977

年版《中国药典》，1988 年版《全国中药炮制规范》和

12 个地方（山西、江西、广西、宁夏、江苏、贵州、安

徽、北京、山东、上海、黑龙江、广东）的炮制规范中

规定为用文火炒至微黄色（或略带焦斑）并有香气；
5 个地方（河南、浙江、吉林、甘肃、湖北）炮制规范的

炮制程度记为文火炒至颜色加深（焦黄色或微黄

色、微具焦斑）；1990—2020 年版《中国药典》和 4 个

地方（重庆、四川、湖南、陕西）炮制规范中仅规定炒

干即可；此外，2008 年版《北京市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还规定了闷润时间在 1~2 h。综上分析，在历版

《中国药典》和各地炮制规范中，橘核炮制品主要有

橘核和盐橘核。橘核的炮制工艺为除去杂质，洗

净，干燥；盐橘核的炮制工艺多为取净橘核用盐水

拌匀，闷透，置锅内，用文火加热至微黄，并有香气

逸出时，取出放凉。每橘核 100 kg，用盐 2 kg。

2 橘核性味功效、炮制及服用方法考证

橘核性味最早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

“味苦，平，无毒”［12］。后又增加了“苦温”的描述，如

明·缪希雍在《本草经疏》［16］记载：“味苦温而下气”，

清·张璐《本经逢原》［14］：“苦温无毒”。关于橘核功

效的描述最早为理气、止痛，如《日华子本草》记载：

“治腰痛，膀胱气，肾疼”［2］，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记

载“主治肾疰腰痛，膀胱气痛，肾冷”［12］。明代后期

又增加了疏肝的功效，如倪朱谟《本草汇言》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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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肝、散逆气、下寒疝”［17］，清·陈其瑞《本草撮要》

记载：“行肝气，消肿散毒，腰肾疼痛”［15］。关于橘核

的服用方法主要在明代记载，多为酒服之，认为酒

能够提高其药效，如《本草纲目》记载：“炒研，每温

酒服一钱，或酒煎服之；炒研，每服一钱，胡桃肉一

个，擂酒服，以知为度；炒研五钱，老酒煎服，或酒糊

丸服，甚效”，《本草汇言》“取橘核数两作末，每早、

中、晚各服一次，每次用药末一两，食前酒调下；白
水煎服”。总而言之，橘核性味功效、炮制及服用方

法的多记载于明清时期的本草著作，历代本草对橘

核的性味描述为“味苦平、温、无毒”，古人认为苦能

泄、能燥、能坚阴，故而认为橘核有疏肝、疏逆气、润

肾坚肾等作用；平/温药性平和，温偏于治寒证，认为

橘核可治寒疝、腰肾冷痛等。见表 3。

3 炮制工艺研究

关于橘核的盐炙炮制工艺报道较少，有研究选

择醇溶性浸出物和柠檬苦素、诺米林的含量为评价

指标，采用正交试验综合评分法优选得到盐橘核最

佳炮制工艺为净橘核加入食盐水（水与盐用量比为

10∶1）拌匀，闷润 30 min，于 100 ℃炒至微黄色（每

100 kg 橘核用盐 2 kg）［24］。也有学者以橙皮苷含量

和水浸出物含量为评价指标，通过正交试验优选其

盐制工艺为橘核加盐水浸润 0.5 h，于（160±10）℃
炒制 4 min，盐用量为药材质量的 1%［25］。说明目前

盐橘核炮制工艺研究都是选择个别化学指标进行

评价，优选的工艺各不相同，且均为实验室小试，未

进行药效学验证和放大工艺验证，不能真正反映大

生产的实际情况。

4 化学成分研究

橘核的化学成分主要有柠檬苦素类、脂肪酸

类、蛋白质和矿物元素（Ca，Fe，Zn，Cu，Pb）等［26-32］，

部分化学成分信息见表 4。

5 质量分析研究

5.1 液相色谱技术 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可用

于化学成分的检测，且结果准确可靠。已有研究采

用 HPLC 同时测定多批橘核中多个化学成分的含

量，从而建立了橘核中柠檬苦素、诺米林和黄柏酮

的质量分数分别不低于 0.57%，0.36%，0.05% 的质

量控制标准［33-34］；通过分别建立橘核 HPLC 和超高

效液相色谱法（UPLC）指纹图谱，确定了 17 个共有

峰，指认了其中 5 个成分（柚皮苷、橙皮苷、柠檬苦

素、诺米林、黄柏酮），并通过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

和偏最小二乘法 -判别分析找到黄柏酮、柠檬苦素、

诺米林为样品间特征成分标记物［28，35］。还有研究表

明橘核炮制后柠檬苦素和诺米林的含量均有所下

降，不同炮制方法的下降程度排序为盐炙>清炒>麸

炒［33，36］。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 -四极杆 -飞行时间串

联质谱法（UPLC-Q-TOF/MS）比较橘核盐制前后的

表 3 历代本草所载橘核性味功效、炮制及服用方法

Table 3 Nature，flaour，efficacy，processing and taking methods of Citri Reticulatae Semen recorded in ancient herbal medicine literature

朝代

五代十国

明

明

明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本草著作

《日华子本草》[2]

《本草纲目》[12]

《本草经疏》[16]

《本草汇言》[17]

《本草易读》[8]

《本经逢原》[14]

《本草撮要》[15]

《本草崇原》[18]

《本草分经》[19]

《本草便读》[20]

《本草择要纲目》[21]

《医林纂要》[22]

《本草备要》[23]

性味

-

味苦，平，无毒

味苦温而下气

-

苦，平，无毒

苦温无毒

味苦

气味苦平，无毒

-

-

苦平无毒

-

-

功效

治腰痛，膀胱气，肾疼

主治肾疰腰痛，膀胱气痛，肾冷

入肾与膀胱，除阴寒所生之病也

疏肝、散逆气、下寒疝

消阴卵之肿痛，除小肠之疝气，止肾疰

之腰痛，疗酒之风鼻

治腰痛疝在下之病

功专行肝气，消肿散毒，腰肾疼痛

主治肾疰腰痛，膀胱气痛，肾冷

治疝痛、腰肾冷痛

核乃入肝疗疝

治腰痛溃疝在下之病

润肾、坚肾

行肝气，消肿散毒

炮制及服用方法

-

炒研，每温酒服一钱，或酒煎服之；炒研，每服一

钱，胡桃肉一个，擂酒服，以知为度；炒研五钱，老酒

煎服，或酒糊丸服，甚效

-

取橘核数两作末，每早、中、晚各服一次，每次用药

末一两，食前酒调下；白水煎服

水煎

去壳焙香研碎用

酒炒良，叶散乳痈

-

-

-

凡用须以新瓦焙香，去壳取仁，研碎入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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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时，发现盐制（闷润加热烘干）后圣草枸橼苷、

柠檬苦素、诺米林、黄柏酮含量升高，且柠檬苦素、

黄柏酮、诺米林炮制前后差异较大［37］。

5.2 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GC-MS） 应用 GC-

MS 分别对橘核油、不同产地不同采收年份茶枝柑

橘核油脂进行分析，结果鉴定得到了 10 种脂肪酸，

包括 6 种共有成分，其中不饱和脂肪酸质量分数达

81.02 %，主要为亚油酸和油酸［29-30］；还有研究利用

超声波辅助提取得到橘核油，鉴定出了 7 种脂肪酸，

其中总不饱和脂肪酸质量分数达 59.85%［31］；此外，

还有研究利用 GC-MS 检测了橘核中粗脂肪和粗蛋

白，以及钙、铁、锌等矿元素含量［32］。

5.3 其他 除上述技术，还有其他方法可应用于橘

核化学成分的检测，如薄层色谱法（TLC）等［34］。在

研究橘核饮片质量标准时，按 2015 年版《中国药典》

对橘核盐制前后进行性状描述，显微鉴别，TLC 鉴

别，水分测定，浸出物含量测定，HPLC 测定指纹图

谱、柠檬苦素和诺米林含量测定，制定了橘核生品

及盐炙品的质量标准草案，为橘核饮片的质量控制

提供了有效手段［38-39］。

6 药理研究

6.1 抗肿瘤作用 橘核中柠檬苦素类化合物抗肿

瘤活性显著。柠檬苦素、诺米林可激活肝脏及小肠

黏膜上谷胱甘肽（GSH）转移酶，作为解毒酶的诱导

剂从而有效抑制苯并芘诱导的肿瘤［40］。柠檬苦素

和黄柏酮对化学诱导的大鼠结肠癌具有化学预防

作用，抑制结肠肿瘤的概率达 65%~92%［41-42］。通过

对二羟甲基丁酸（DMBA）诱导颊囊肿瘤田鼠肿瘤

标志物组织多肽抗原（TPA）的测定，证明柠檬苦素

可有效抑制田鼠颊囊肿瘤细胞增殖［43］。柠檬苦素

在体内能显著抑制人乳腺癌细胞 MCF-7 的生长，且

存在剂量效应关系［44］；还可有效抑制人肝癌细胞株

SMMC-7721 细 胞 生 长 ，且 呈 明 显 时 效 和 量 效 关

系［45］；亦有研究表明其可能通过诱导半胱氨酸天冬

氨酸蛋白酶（Caspase）-7 活性的增加而预防雌激素

敏感的乳腺癌［46］。柠檬苦素、诺米林和柚皮苷具有

促宫颈癌细胞 HeLa 凋亡的作用，且能明显抑制

HeLa细胞增殖和迁移［47］。

6.2 镇痛抗炎作用 橘核有较好的镇痛抗炎作用。

通过小鼠耳廓肿胀模型和角叉菜胶致大鼠足肿胀

模型动物实验，证实柠檬苦素类物质具有显著抗炎

作用，而小鼠福尔马林实验和扭体实验则说明其具

有镇痛作用［48］。橘核生品及盐炙品均能显著减少

用乙酸、热板法刺激引起的小鼠扭体次数，表明二

者均具有显著镇痛作用，且证实了盐制品镇痛作用

较生品强［49-50］；对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所致的炎症

模型均具显著抑制作用，且盐橘核作用强度较生品

明显增强，提示橘核盐炙后抗炎镇痛作用增强［50］。

6.3 抗菌作用 橘核的有效活性成分柠檬苦素具

有较强的抗菌效果。通过对柑桔中柠檬苦素和诺

米林化合物进行抗菌活性试验可知，其有较强的抗

真菌活性，但对细菌生长的抑制作用非常微弱［51］；
柠檬苦素化合物对枯草芽孢杆菌和地衣芽孢杆菌

的生长有一定抑制作用［52］；橘核中柠檬苦素化合物

还可有效抑制落花生柄锈菌［53］。

6.4 其他 橘核中柠檬苦素、诺米林和黄柏酮均具

有较强昆虫拒食活性［54］、杀灭幼虫［55］、抗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HIV）［56］和抗氧化作用［51，57］。柠檬苦素和

诺米林具有较好的抗氧化能力［58］。诺米林还可降

低骨吸收活性，对体外破骨细胞分化有明显的抑制

作用，表明含诺米林的中药制剂在预防骨代谢疾病

方面有潜在应用价值［59］。

7 总结与展望

历代本草中橘核的炮制方法包括清炒、酒炙和

表 4 橘核的部分化学成分信息

Table 4 Information of some chemical compositions in Citri

Reticulatae Semen

种类

柠檬苦素

核苷

黄酮

植物甾醇

脂肪酸

名称

柠檬苦素

柠檬酸

黄柏酮

诺米林

去乙酰闹米林

腺苷

橙皮苷

柚皮素

橙皮素

柚皮苷

β-谷甾醇

单棕榈酸甘油

棕榈油酸

棕榈酸

十七烷酸

亚油酸

油酸

硬脂酸

花生四烯酸

花生酸

分子式

C26H30O8

C26H30O10

C26H30O7

C28H34O9

C26H32O8

C10H13N5O4

C28H34O15

C15H12O5

C16H14O6

C27H32O14

C29H50O

C19H38O4

C16H30O2

C16H32O2

C17H34O2

C18H32O2

C18H34O2

C18H36O2

C20H32O2

C20H40O2

CAS

1180-71-8

99026-99-0

751-03-1

1063-77-0

3264-90-2

58-61-7

520-26-3

480-41-1

520-33-2

10236-47-2

83-46-5

542-44-9

373-49-9

57-10-3

506-12-7

60-33-3

112-80-1

57-11-4

506-32-1

50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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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炒等，但沿用下来的仅有盐炒法，即现今的盐炙

法，2020 年版《中国药典》及全国各省市炮制规范均

收载了盐橘核，说明盐橘核具有较长的临床应用历

史和较好的临床效果。但目前关于盐橘核炮制方

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相关研究也仅限于比较炮制

前后个别成分的含量变化及其抗炎镇痛的药效比

较，研究不太深入，致使橘核盐炙前后药效物质不

明确、炮制机制不清晰，因此有必要加强橘核的炮

制机制研究。笔者认为应充分利用现代先进技术

手段如柱色谱法、制备液相、高速逆流色谱（HSCC）
等分离手段，在药效指导下进行化学成分的分离、

鉴定和制备；采用谱效相关、亲和超滤、成分敲除等

技术确定药效物质基础。在药效物质明确的前提

下，利用 LC-MS 等检测手段分析橘核炮制前后化学

成分的差异以及其成分发生量变、质变的机制，结

合成分体内吸收作用过程和药效的相关性，找出橘

核炮制前后的质量标志物。再根据成分变化引起

其所作用的机体靶蛋白表达水平和机体自身内源

性生物标志物的改变，进而影响相关信号通路而达

到治疗作用，最终阐明炮制原理和作用机制。

通过对橘核炮制历史沿革及现代炮制规范的

整理，发现橘核古代炮制多去壳为末、炒去壳为末，

而历版《中国药典》及全国各省市炮制规范中则记

载为用时捣碎，现代的捣碎是否和古代的去壳为末

效果一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历版《中国药

典》和全国各省市炮制规范中对盐橘核炮制工艺参

数和火候的表述过于广泛，缺乏量化指标和参数，

且目前盐橘核炮制工艺优选的评价指标较为单一，

无法科学衡量工艺的优劣，故有必要结合盐橘核功

效相关的药效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建立“成分-药效”

关联评价体系，比较古代去壳/炒去壳为末和现代捣

碎的关系，科学合理地优选盐橘核炮制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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