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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 药一
“
麻 比 悍

”
的 研 究

*

赵世望
* *

周兆奎
*
”刀正员

,

左辞秋
*
”

*

杨竞生

“
麻比晖

”
是我国有名的传统傣药

。

它

是热带季风区的一种落叶乔木
。

以往的中文

名是
“
印度积

” 、 “
孟加拉苹果

” 、

木桔
。

我们建议中文名用
“
麻比啤

”
为好

,

因为它

与印度
、

泰国缅甸以及英文名的音读大体上

是相通 的
。

我国傣医取
“
麻比晖

”

果
、

茎
、

根
、

叶
、

种子各部入药
。

现在傣医认为它是

难得稀有之品
,

如得此药
,

则另行收藏于特

制药袋中
。

不仅如此
, “

麻比啤
”
是我国进

口藏药品种之一
。

我们最近调查所知
,

在我

国云南南部热区还有为数不多的老龄开花结

果植株
,

可是并未很好利用与保护
。

如果很

好保护利用
,

便可解决部份 傣 药 与 藏药之

需
。

反之
,

不加保护利用
,

长此 以往
,

则有

丧失
“
麻比障

”
种源可能

。

本文调查研究了

有关药用植物学有关问题
,

使其更好保护利

用这一种新的药用植物资源
。

期佛教徒和奢那教 徒 的 文 献 (约在公元前

80 0

—
32 5年) 就提及

“

麻比啤
” ,

又在早

期梵文著作 《Ch a r a k a

—
S a m h ita》中

,

论

述有7 00 种印度药
, “
麻比哗

”
是其中之一

。

传统医药之应用

历 史

“
麻比啤

”
在傣医药中使用甚久

,

保存

百余年的傣医药手稿有记载
,

到底傣医药始

用于何时 ? 还有待后考
。

据说它是小乘佛教

用来象征供奉神的祭品
,

因此它与我国云南

南部小乘佛教历史起源有关
。

它基本上都种

植在缅寺 (傣语称
“

烤
”

) 附近
。

“
麻比晖

”
在 印度的利用记载甚早

。

早

一
、

我国傣医药的应用

“

麻比啤
”
是傣医 常 用 之 药

,

一提便

知
。

傣医主要取幼果入药
,

性平无毒
,

内服

治疗慢性痢疾
,

咽喉肿痛不适
,
口腔溃烂

,

吞嗽不利 , 它的叶及种子外用
,

附方于后
:

方 1 ,

治久痢不愈
,

腹痛腹泻
,

取
“

麻

比哗”
幼果粉米内服

。

方 2 ,

治咽喉肿痛不适
,

吞啡不利
,

取

“
麻比障

”
根煎服

。

方 3 ,

治全身湿疹痰痒
,

取
“
麻比哪

”

叶外用
,

煎洗患处
。

方 4 ,

治麻疯溃烂
,

久不愈 口
,

取
“
麻

比哗
”

种子取油搽患处
。

二
、

国外民间医药的应用

“
麻比啤

”
为印度

、

巴基斯坦
、

斯里兰

卡
、

泰国
、

缅甸民间普通应用
,

幼果取作治

疗慢性痢疾特效药
。

各 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 肠赞西双 版 纳州药品检验所 关祷资西双版纳州民族医药科研所 朴 价朴签云南省药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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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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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 统 医 药 应 用

药用部位 医 药 用 途 剂 型

幼 果
慢性痢疾

、

急性痢疾
、

咽

喉炎
、

增进食欲
、

帮助消
化

、

制菌消炎

糖浆剂
粉 剂
煎 剂

成熟果
滋补心 脑

、

轻泻通便
、

菌
痢后期滋养药

、

清凉饮料 果 汁

,

作
肿菌水真抗身全有喘疹黄哮炎眼秘便川 煎 剂

煎 洗

解毒
、

解蛇毒
、

间歇热
、

心 悸
煎 剂

治痢疾
、

鱼 毒剂

解毒药

翻r u m 》
。

继后葡萄牙植物学家将这种植 物

名订正后划入芸香 科 胶 柑 亚 族 (Bal sa m -

oc it ri n ae )
,

印度积属
, “

麻比哗
”

原植物

学名为A e g le m a r m e lo s (L in n .

) C o r r e a 。

“
麻比哗

”
为具刺落叶乔木

,

互生三 出

复叶
,

小叶披针形至椭园状披针形
。

腋生聚

撒园锥花序
。

花 白色
,

粤盘状
,

具 5 线齿
,

花瓣千个
,

长园形
,

雄 蕊 多 达50 个
。

子房

8 一 20 室
,

胚球多数
。

果园球形或椭园形
,

直径 9 一 13 厘米
,

壳木质坚硬
。

种子扁园形
,

外被纤维毛
。

花期 5 一 6 月
,

次年 1 一 2 月

果熟
。

(图 1 )

二
、

植物分布与生境

果 胶
粘合剂

、

防水剂
、

乳化剂 水 溶胶

种 子 治麻疯 种子油

植 物 来 源

一
、

原植物

植物学家林奈
,

早为
“

麻比啤
”
植物命

名
,

颁布于 1 7 5 3年 《L in n a e i Sp e c ie s p la n -

“

麻比哗
”

生长在我国云南南部傣族地

区
,

西双版纳
、

动连
、

耿马境内
。

除此
,

我

国台湾省已引种栽培
。

它分布整个印度以及

尼泊尔
、

巴基斯坦
、

斯里兰卡
、

泰国
、

柬埔

寨
、

马来亚
、

缅甸
、

老挝
、

越南
、

印尼等亚

洲热带国家
。

现在有些美洲热带国家引种栽

培
。

表 2 分 布 地 点

海 拔 结果株

景洪县
, ,

最洪镇
,

曼阁

景洪县
,

景洪公 社
、

曼芒

景洪县
,

最洪镇
、

虽蜂因

景洪县
,

动龙公社
,

城子

景洪县
,

劫龙公社
,

曼京列

孟连县
,

动马公社
,

动阿

耿马县
,

动定公 社
,

土锅寨

动腊县
,

动仑公 社

5 5 0米

5 5 0米

5 5 0米

6 2 2米

6 2 2米

图 1 麻比哗植物 图

1
.

果枝
,

2
.

果实横剖
,

3
.

花枝
, 4 .

花放大
.

“
麻比啤

”

野生植株在印度中部干燥区

可见到
,

混交于热带季雨林中
,

伴生植物有

毛诃 子 (T e r m in a lia fo m e n to s a )
,

诃 子

(T e r m in a lia Ch eb u la )
,

紫薇 (L a g e r s t-

r o em ia p a r v ifo r a )
,

榆 绿 木 (A n o g e is s u s

la tifo lia )
,

印度柿(D io sp手
,

r o s m e la n o e y lo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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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樱桃 (E

u g e n ia d a lbe r g io id e s
)

,

山楼

子 (B
u d ,

·

a n a n ia la tifdia )
,

枣 (Z iz y p h u s

j
u
j
u b a )

,
紫铆 (B

u te a m o n o sp er m a
)

,

白

皮相思树 (A
e a e ia leu eo p hla e a

)
,

止泻 木

(H
o la r rh e n a a n tidy sen ter ie a

)
,

余甘 子

(Phyll
a n th l, 5 e m b le a )

,

沙丁木 (C hlo r o -

x ylo n S w iete n ia )
,

印度红木 (S o y m id a

feb r ifu g a )
,

宽叶桅子 (G a r d e n ia la tifo lia )
,

光叶桅子 (G
a r d e n ia lu e id a )

,

以 及 竹 类

等
。

表 3 分 布 区 气 候

海 拔
地 点

早 季
年平均气温 }绝对最低温

(米 ) 月 份 总雨量

.

��O材O口J任,11�口,二曰叮1二

N 2 1
0
6 2

,

N 2 1
0
3 5 ,

N 2 3
0

3 3
,

N 2 8
0
3 5 ,

N 2 2
0

N 6
0
5 4 ,

E 10 1
0
0 4

,

E 10 0
0
0 4 ,

E 9 9
0
7 ,

E 77
0
12 ,

E 1 0 0
0

0 4 ,

E 2 9
o

52 ,

5 5 2
。

7

年雨

(毫米 )

1 2 0 7 1 1一 4

1 1一 4

1 1一 4

洪龙定一

动一

景大孟一
中国一

.
内hU八OO甘0.印度新德里

缅甸受德勒

斯 里兰卡科伦坡

2 1 7
。

6 6 4 0

82 3

2 3 7 2

1 0一 5

1 1一 4

1 一 2

区一

⋯
一

⋯
一

⋯

药材采制与加工

成
,

维管束穿绕其中
,

螺纹导管外为木质纤

维所包裹
。

(图 2 一 4 )

“
麻比障

”
药材加工简易

,

每年 10 一 12

月采集幼果
,

趁鲜易切
,

先纵切两瓣
,

再横

切成 5 毫米厚的薄片
,

晒干收藏
。

根
、

茎
、

叶
、

花等多鲜用
。

药 材 鉴 别

一
、

药材性状
水

幼果横切片呈半园形
,

有时 2 一 3 片粘

叠
,

片体稍翘扭
,

长 4 厘米
,

阔 2
.

5厘米
,

厚约 2 毫米
,

质坚易碎
,

皮紫色
,

果片淡紫

色
,

有 6 一 7 个椭园形室孔
,

种子常块
,

味

甜而滑涩
。

二
、

显微特征

幼果横切面 (直径2
.

5厘 米)
,

外果皮

由一层横长方形表皮细胞居外
,

下皮为 7 一

8 层粗六角形厚壁细胞组成
,

油室分布于其

中
,

正园形
,

果肉为多层椭园形薄壁细胞组

三
、

薄层层析

生物碱薄层层析
:

取幼果
、

根
、

茎
、

茎

皮各 5 克
,

加0
.

5 %盐酸溶液40 毫 升
,

水浴

上加热 1 小时
,

取滤液加氨水至 PH 10 一 n
,

氯仿提取液供亲脂性生物碱 点样
。

水层部

份
,

正丁醇提取
,

供亲水性生物碱点样
。

两

种样品用中性层析氧化铝
, 16 0 目

,

软 板
。

展开剂
:

¹ 亲脂性生物碱
,

氯仿一甲醇一水

(9
. 5 : 0 . 3 : 0 .

2) , º 亲水生物碱
,

氛仿一

正丁醇一冰醋酸 ( 7 : 2 : 1 )
。

紫 外光

(上海科艺光学仪器厂 ) 253 7入显色
。

幽体薄层层析
:
取幼果

、

根
、

茎
、

茎皮

各 5 克
,

加乙醇50 毫升
,

回馏 1小时
,

取滤

液加水便成 70 %的醇溶液
,

加等量石油醚振

摇
,

取 乙醇层浓缩
,

分两份
,

取一份加95 %

乙醇溶解
,

取滤液供检幽体类化合物
,

硅胶

G F254 作吸附剂
,

展开剂
:
环已烷一乙酸乙

醋 ( 9 : 1 ) , 10 %磷钥酸 乙 醇 溶 液显色

体 药
、

藏药 多 咬全 果或 片视 为药材 淡用或丈 易
。

云南医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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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麻比啤横切 面图

室油

一 分泌绷色

图 3 麻比呀果皮油室

螺绪楷

黝粗缄

术质纤维

图 4 麻比零果肉维管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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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
八

绿

八

川日川口

色
兰

口

。紫

岁
。紫。,

O兰 。兰

八价曰�沙附
”

沙

喊
紫 。‘

自黄
n别

绿

V像

弓二
八曰村丫‘

兰

日八划
尸

兰

八口日训日u,

A : 1 2 3 3
: C :

自比犷
.

一护

图 5 麻比哗薄层 层检图

A
.

亲脂性生物硷
,

B
.

亲水性生物硷
,

C
.

香豆精
,

D
.

枯油
,

E
.

山醉

1
。

幼果
,

2
.

根
,

3
。

茎
,

4
。

皮
,

5
。

叶

(见图 5 )
。

香豆精薄层层析
:

取制好的角体样品
,

加 5 %的盐酸
,

取 酸 不 溶物加乙酸乙醋溶

解
,

置分液漏斗中加 5 %氢 氧 化 钠 溶液振

摇
,

抛去碱液
,

用水洗去乙酸乙醋至中性
,

供点样
。

吸附剂
.
酸性层检氧化铝

, 16 0目
,

软板
。

展开剂
:
石 油 醚 一乙酸乙醋 ( 5 :

2 )
,

紫外光 (上海科艺光学仪器厂 ) 2 5 3 7

入显色 (见 图 5 )
。

精油薄层层析
:

取叶 2 克
,

加石油醚20 毫

升 (沸程60 一90 oC )
,

浸泡过夜
,

取提取液

供点样
。

吸附剂
:

中性层检氧化铝
, 12 0目

,

硬板 G
。

展开剂
:

苯一乙酸乙醋 ( 9 : 1 )
,

5 %香英兰素浓硫酸液显色 (见图 5 )
。

化研究工作报导
,

经历了70 多年而不衰
。

对
“

麻比埠
”
的果实

、

种子
、

根
、

茎
、

叶等各部化

学成分进行了研究
,

这对我们综合利用
“

麻

比哗”
打好基础

。

(表 4 )

栽 培 要 点

植物化学成份

“
麻比哗

” 的植物化学成份研究工作
,

手头资料始见于1 9 10年欣枚尔 (S e h im rn e l)

从其叶得挥发油 0
.

6 %
,

其中含柠 檬 烯 (
。
l-

lim o n e n )
,

直至 19 5 0 年还有
“

麻比障
, ,

植

“
麻比啤

”
植株分布在我国热带及亚热

带南部
。

适应性很强
,

可忍耐短暂的一 5 “
C

的低温
,

对高温也有一定的抵抗性
,

例如景

洪县有一株老龄树经大火烧去地上部份
,

仅

留下土 内根系
,

继后萌出新枝
,

长成大树
,

高达 8 米
,

结果累累
。

它能适应干早脊薄
、

低窿诏译环境
,

能渡过漫长的早季
。

种子繁殖
,

即采即播
, 3 一 5 月种子成

熟
, 6 月播种

,

一年出圃移栽
。

种子油份丰

富
,

播种后防虫蚁
。

高 产 品 种可用芽接繁

殖
,

成活率可达 100 %

种植方式可采取零星种植
,

也可成片栽

培
,

植距 3 只 3 米
,

5 年开花结果
, 1 5年盛

果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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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化 学 成 份

类别 化 学 成 分 构

茵芋硷 (Sk im m ia o in e ,

即日
一

fag a rin e)

胡乐平 (ho PloP i幻e)

印权宁 (ae ge le n in e即Y
一

fag a x in e )

二甲丙烯基哈击芸酚〔o一 (3
,
3一d im ethyla llyl)

V 一 1

V 一 2

根皮
、

根
、

茎皮
、

叶

根皮
、

茎皮

根
、

茎皮(0
.

3% )
,

叶

叶
ha lfo din o l〕

印权硷 (ae ge lio e)

N一 2 一 乙氧基一 2 一( 4 一甲氧苯基) 乙基 肉桂

F一 1 千叶(O
。

2% )

院胺 〔N一 2 一
etho x y一 2 一 ( 4 一m etho x yphen yl)

ethy le in n am a m id e〕
丁一 2

N一 2 一 甲氧基一 2 一〔卜
(3’

,

3, 一二甲基丙
烯氧基 )苯基〕乙基肉桂酞

一〔4 一 (3 , ,
s ,
一d im ethy

c i””a m a m id e
}

N 一 2 一甲氧基一 2

桂阶胺

自醉碱 (D ieta m n i力 e)

胺 {N一2一m etho x y一 2

la llylo x y)Phe n y〕e th yl
-

一 ( 4 一甲氧苯基) 乙基 肉

F一 3

F一 4

木贾万

N 一( 2 一独一 2 一对 甲氧苯 乙基 )苯酞胺
(tem b am id e )

根果香 豆精 (eo u m ar in )

6
,
7 二 甲氧基香豆精( 6

C O U

,
7 一d im etho x y

-

m a rin )

砚

班一 1

伞形花内酷(u m b ellifer o 刀e)

马宁(m a rm in )

东友碧内酿 (seo p oletin )

茵芋贰 (s lti m m in )

金皮烯(a u ra Pten e)

补骨阳素(p so r ale n )

花椒毒素 (x a n tho to x in )

花椒毒醇 (x a n tho to x o l)

前胡内醋 (im p era to r in )

别欧芹素 (a llo im p er a to rin )

前胡醉(d ee u r si幻 0 1)

木扭醉(ae g eli刀0 1)

印权素(m arm esin )

可一 2

砚一 3

硕一 4

可一 5

矶一 6

租一 1

粗一 2

硕一 3

顶一 4

皿一 5

植一 1

飞一 2

正

根
、

茎皮(0
.

06 % )
,

果

根
、

未熟果实

根
、

果

根
、

果

果
、

根

根皮

果

果肉 (0
.

0 0 6% )

果 (0
.

0 0 3 % )

茎皮(0
.

06 % )
,

根

根
、

茎皮

根
、

果
、

木

扫带用(seOP
a r on e) ⋯ 果

|
l

|
|刻
ee

||州了|刻|

||
一l

|
|||引|||川|we|川州

l
|

, ,

⋯芦T (r u t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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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

类别
! 成一 几云 学 虎 分 } 结 构 ! 存 在 部 位

化

d 一柠橄烯(d
一

lim o o en e )

a一菲兰烃(a
一
Phyllan d rere )

按树脑(ei”e ul e )

香茅醛(e itr o n e llal)

柠禅醛 (eitr a l)

对伞花烃(p一
eym e n e)

香 豆醛(eu m in a ld ehyd e )

蛇麻困醉(luPe o l)

。。

} 日一谷 菌醉 (日一sito s te r o l)

田 }

】
Y一谷 菌醉‘丫一

s‘to ste r o l)

叫 。一谷 “哪一D 一 , ‘糖贰

叶 (0
。

6% )

叶 (油中 3 5% )
,

小枝(3 0% )
,

果皮

叶 (油中 3 % )小枝

叶 (油中2 1 % )

叶 (油中 1 0% )

叶 (油中 17 % )

叶 (油中 5 % )
,

小枝(4 0一4 5 % )

叶
、

茎皮
、

根

果 (0
.

0 0 1 2 5% )
,

木
、

叶

果

叶
、

果

嘴类

果果粘液质 (m u e ilag e)

果胶质 (pe
e tin )

还元绪
、

总箱

L 一限李特 (L一
r ham rio se)

D 一半乳精 (D 一 g a la oto se)

半乳摘醛胶 (D 一 ga lae tu ro n ie a eid )

精醛酸(u r o n ie ae id )

L一阿精 (L一
a r a bin o se )

杯质(ta n n in )

拱(性没食子酸(Pyr o ga llo l)

间苯三酚 (ph lo r o g lu e i幻0 1)

邻苯三酚 (Py roc a teeh o l)

没食子酸(g a llie ae id )

油脂

软脂酸(p a lm itie ae id )

硬脂酸(ste a r ie a e iol)

油酸(o le ie a e id )

亚油酸 (lin o le ie a e id )

亚麻艘 (11刀 o len ie ae id )

果 (分别为3
。

7% 及 4
.

6% )

果 内
、

果实树胶(6
。

5% )

果 (按果内计2。%
,

按树胶 计
7 0% )

果 (按果实树胶计70 % )

果 肉(2 5
。

7% )

果 (树胶中 6
.

5 %至 1 0
.
7% )

极嫩叶 (8
.

1 % )
,

老叶(1
。
5 % )

果

精类
、

褚陇徽

果果

裸质与阶

果

种 子(3 2 ~ 34 % )

种仁油 (总酸中3 3% )

种仁汕 (总酸 中8
.

3% 或1
.

5 乡百)

种仁油 (总酸 中2 8
.

7 ~ 3 8 乡‘)

种仁油 (总酸中 17 ~ 3 3
。

8 % )

种仁汕 (总酸 中7
.

6 ~ 1 0
.

3 % )

脂肪酸

臀}
。查桨幕瑟嗯}乞靠P

一半“’
、

L一阿’
、

”

臀⋯
。!生, C

种子

果 (7 6
.

8 ~ 1 8 2p p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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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构 式 中 取 代 基 的 说 明

编 号一竺一旦月一一一三暨一一
-
匕

_

一_
_ _ _ 胜

_ _ ⋯ R 3

H

C H

CH Z CH = C (CH s ) 2

C H 3

HH

万一 1

那一 2

丁一 3

万一 4

y一 1

V 一 2

取一 1

砚一 2

矶一 3

硕一 4

砚一 5

可一 6

姐一 1

飞一 2

粗一 3

租一 4

姐一 5

祖一 1

植一 2

l

X

CH s

C ZH s

CH 3

CH 3

}江

CH ZCH : C (CH 3 ) 2

H

H

} I

OC H :

王王

H

H

H

H

手I

C H ZCH : C (CH 。) 2

于I

O丁I

0 11

O一芦丁糖

H

OC H 3

OH

OH

O 一葡萄糖

O一C H ZCH : C (CH 3 )C H ZCH ZCH : C (CH 3 ) :

H

OC H 3

OH

OCH Z CH : C (CH 3 ) 2

O H

O H

l不

H

C H

H

OC H 3

结 语
〔2 〕

〔3 〕

“
麻比哗

”

是我国传统傣药
。

它是我国

药用植物新资源
。

从大量资料看来它与佛教

发展有其渊源 ; 傣族与藏族医药应用上与印

度传统应用有不少相似之处
。

本文提供药材

初步标准
,

以及植物生态分布
、

栽培等资料

供保护利用参考
。

我们建议责成医药部门委

托有关社队保护结果母株
,

与此 同时应支持

医药及植物学科研部门引种增殖一定数量植

株
。

〔本文承曾育麟 同志审阅
,

特此致谢 !〕

〔4 〕

〔5 〕

〔6 〕

〔7 〕

〔8 〕

〔9 〕

〔1 0〕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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