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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葱郁的山林之中，隐藏着

一种别具魅力的植物 —— 紫珠

叶（图 1）。植株通常为灌木形

态，枝 繁 叶 茂， 凭 借 蓬 勃 的 生

命力，它在林间格外显眼。紫珠

叶叶片互生，形状多为椭圆形或

是长椭圆形，其边缘有着细密而

规则的锯齿，仿佛是大自然精心

裁剪而成。叶片质地柔软，表面

覆盖着一层细微的绒毛，触感轻

柔，恰似为其披上了一层薄纱 [1]。

春夏之际，紫珠叶绿意盎然，为

山林增添生机。而到了秋季，它

便摇身一变，成为山林中的视觉

焦点。叶片由绿转紫，那大片大

片 的 紫 色 叶 片， 如 同 被 晚 霞 浸

染，绚丽夺目，串串紫色的果实

如珍珠般垂挂，圆润饱满，散发

着神秘而迷人的光泽，紫珠之名

也由此而来。

紫珠叶在我国分布广泛，长

江流域以南的诸多省份都能寻觅

到它的踪迹，如浙江、江西、福

建、广东和广西等地。紫珠叶能

够在温暖湿润、阳光充足且土壤

肥沃疏松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它

为大地编织出一片片紫色的绮丽

景观 [2]。这种独特的植物，不仅

以其外在的美丽装点着自然，更

凭借内在的诸多价值，成为人们

关注与探索的对象。

2. 紫珠叶中主要的化学成分

无数科学家经过深入研究，

发现紫珠叶中的化学成分主要有

黄酮类化合物、萜类化合物和酚类

化合物，具体作用如下。

2.1 黄酮类化合物：抗 氧化的主
力军

黄酮类化合物堪称紫珠叶中

的“明星成分”，在紫珠叶的化学

成分里占据着相当可观的比例。经

过科学测定，不同产地、不同生长

阶段的紫珠叶中，黄酮类化合物含

量虽略有差异，但普遍能达到一定

的丰度 [3]。从结构上细分，紫珠叶

含有诸如木犀草素、芹菜素、大波

斯菊苷、木犀草苷等多种黄酮单

体 [3]，结构式如图 2 所示。

木犀草素，这种黄酮类物质

有着出色的抗氧化性能，能够精准

捕捉并清除体内那些导致细胞老

Ã【图 1】紫珠叶（图片来源于 https://www.xjlz365.com）

Ã【图 2】紫珠叶中化学成分的结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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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病变的自由基，从而为细胞营

造一个相对稳定、健康的生存环

境，极 大 地 减 缓 细 胞 的 老 化 进

程，让机体保持年轻活力。在抗

炎方面，它又能巧妙地干预炎症信

号通路，抑制炎症介质的过度释

放，对咽喉炎、支气管炎等炎症性

疾病有着显著的改善功效 [4]。

芹菜素同样不容小觑。一方

面，它展现出强大的抗菌活性，能

够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

菌等常见致病菌的生长繁殖，有效

抵 御 外 界 病 菌 的 侵 袭；另 一方

面，在心血管保护领域，芹菜素可

以调节血脂、舒张血管，为心血管

系统的正常运行保驾护航，降低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5]。

大波斯菊苷与木犀草苷等黄

酮苷类成分，不仅自身具备抗氧

化、抗炎等功效，进入人体后，还

能在肠道微生物的作用下，逐步代

谢转化，释放出更多具有生物活性

的物质，持续发挥对机体的有益作

用，为人体健康添砖加瓦 [6]。

2.2 萜类化合物：独特功效的来源

萜类化合物是紫珠叶中极具

特色的一类成分，因其多样、复

杂的结构赋予了紫珠叶诸多独特

的药用价值。在紫珠叶所含的萜

类家族中，有单萜、倍半萜、二

萜以及三萜等不同类型，每一种

都有着自己的 “拿手好戏”[7]。

以紫珠萜酮为例，它是紫珠叶

萜类化合物中的典型代表，结构式

如图 2 所示。在心血管系统中，紫

珠萜酮能够调节心肌细胞的兴奋

性，稳定心率，同时，它还可以降

低血液黏稠度，改善血液微循环，

确保心脏以及全身组织器官都能

得到充足的血液滋养，有效预防血

栓形成、心肌缺血等心血管疾病的

发生。在神经系统方面，紫珠萜酮

对神经元具有保护作用，能够减轻

神经炎症，促进神经细胞的修复与

再生，为大脑健康筑牢根基。对于

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等神经系统

退行性疾病，紫珠萜酮也展现出潜

在的改善作用，它像是一把钥匙，

开启了大脑细胞活力的大门，帮助

维持大脑的正常功能 [8]。

此外，像齐墩果酸、熊果酸等

三 萜 类 化 合 物，在 抗 肿 瘤 、抗

炎 和 保肝等领域也都有着出色表

现，它们能够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抑制肿瘤细胞的迁移与侵袭，从多

个环节遏制肿瘤的发展 [9]。在抗

炎过程中，调节机体免疫反应，减

轻炎症对肝脏等器官的损伤，全方

位守护人体健康 [10]。

2.3 酚类化合物：消炎抗菌的能手

酚类化合物是紫珠叶发挥消

炎抗菌作用的关键所在，它的结构

中含有酚羟基，这使得它有独特的

化学活性。从消炎机制来看，酚类

化合物能够干扰炎症细胞内的信

号传导，阻止炎症因子的大量合

成与释放，进而减轻局部组织的

红肿热痛等炎症症状。在皮肤感

染方面，当病菌侵袭皮肤，引发炎

症，紫珠叶中的酚类化合物可以迅

速“奔赴战场”，抑制病菌生长，同

时缓解炎症带来的瘙痒、疼痛，促

进皮肤伤口的愈合 [11]。

在医药研发领域，基于紫珠

叶酚类化合物的消炎抗菌特性，科

研人员正在探索将其开发成新型

外用抗菌药物。与传统抗生素相

比，紫珠叶酚类化合物具有来源天

然、不易产生耐药性等优势，有望

为日益严峻的细菌耐药问题提供

新的思路。在一些皮肤软膏、口腔

护理产品的研发中，紫珠叶提取物

中的酚类成分已经崭露头角，展现

出广阔的应用前景，为守护人体健

康开辟了新的途径 [12]。

3. 揭秘紫珠叶的多重功效
3.1 止血功效：身体的“创可贴”

紫珠叶最为突出的功效之一

便是止血，堪称人体天然的“创可

贴 ”。在 传 统 医 学 的 临 床 实 践

中，它对于吐血、便血和尿血等内

出血症状，以及外伤出血等外出

血 状 况，都 有 着显著 的 止 血 效

果。对于外伤出 血，无 论 是日常

的 擦 伤、割 伤，还是较为严重的

创伤，将紫珠叶鲜叶洗净捣烂后

敷于 创口，或者直接撒上紫珠叶

粉末，再用纱布包扎，便能快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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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对于内出血，可将紫珠叶制成

散剂服用，其药物成分能够在胃肠

道内较快地被吸收，通过血液循环

到达出血部位，发挥止血功效。与

传统的止血方式相比，紫珠叶不

仅止血速度快，而且能有效降低

伤口感染的风险，为伤口的后续愈

合创造良好条件，减轻患者的痛

苦，加快康复进程 [13]。

3.2 清热解毒：炎症的“灭火器”

紫珠叶具备强大的清热解毒

功效。在热毒疮疡方面，当人体皮

肤因热毒侵袭而长出痈疽、疔疮，

局部红肿热痛，甚至化脓时，紫珠

叶可发挥大作用。将其鲜叶捣烂外

敷于疮疡处，能够有效减轻炎症

反应，缓解疼痛，促进脓液排出，

加 速 疮 疡 的 愈 合。对 于 咽 喉 肿

痛，这一常见的上火症状，紫珠叶

也能轻松应对。以紫珠叶入药，配

伍金银花、连翘等中药材，煎水服

用，汤汁入口，便能感觉到一股清

凉之意顺着咽喉缓缓而下，肿痛之

感随之减轻。这是因为紫珠叶中

的黄酮类及酚类等化合物，能够抑

制引发咽喉炎症的病菌，调节机体

免疫反应，从根源上缓解炎症 [14]。

3.3 收 敛 生 肌：创伤修复的“ 加
速剂”

紫珠叶在促进创伤修复方面

有着独特的“加速”本领。从现代

医学研究来看，紫珠叶能够促进细

胞增殖，加速肉芽组织生长，为伤

口愈合提供良好的基础。对于轻

度烧伤、烫伤患者，将紫珠叶制成

药膏涂抹于创面，能够迅速缓解

疼痛，减少渗出，预防感染。这是

因为紫珠叶不仅能抑菌抗感染，其

含有的萜类及黄酮类等成分还能

激活皮肤细胞的修复机制，刺激成

纤维细胞分泌胶原蛋白，让新生的

皮肤组织更快、更有序地生长 [15]。

4. 结语
紫 珠 叶 这 一 源 自 山 林 的 瑰

宝，承载着大自然的馈赠。从其

丰富多样的化学成分，例如黄酮

类、萜类和酚类等，它们各显神

通，为其药用价值筑牢根基。再

到止血、清热解毒、收敛生肌等多

重功效，使其在医疗和护肤等诸多

领域崭露头角，为人类的健康福祉

贡献力量。期待未来科研的持续

深入，能进一步挖掘紫珠叶的潜

力，让它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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