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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中国供稿

西柚的学名叫葡萄柚，因为拥有比普通柚子更
高的营养价值和酸甜的口感，直接食用又肉嫩多汁，
一直以来是很受人们欢迎的水果。但值得注意的是，
西柚却是公认的“药物公敌”，与已知的近百种心血
管药物有相互作用。如果在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同时
服用，会给患者带来不同程度的用药隐患。

西柚，是美味，也可能是“毒药”。

西柚为何成为“隐形杀手”

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
是药食相互作用。

通常情况下，当我们在同时服用某些药物和食
物时，药效的活跃性和有效性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
影响。

这种影响既可以产生协同效应，比如促进药效吸
收，药效增强；也可以产生拮抗作用，比如药效降低，
或者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产生额外的毒性作用等。

如果不慎错误食用了药物和食物，或者缺乏有
关用药安全的相关知识都可能产生不良相互作用。

简单来说，食物与药物是“相爱相杀”的关系。
早在1989年，临床医学实验在乙醇和药物的相

互作用研究中就发现了西柚汁与药物存在的相互作
用。当高血压患者同时服用降压药“非洛地平”5mg
和200ml西柚汁后，非洛地平的血药浓度和生物利
用度增加高达2—4倍，患者血压显著下降，出现头
晕眼花等副作用。

究其原因，是西柚含一种叫做呋喃香豆素的成
分。这种原本是西柚为了自我保护、抵御昆虫啃食而
进化出的物质，在进入人体后，成了抑制肝脏中
CYP3A4酶的活性的罪魁祸首。

要知道，药物之所以经由肝脏代谢，正是
CYP3A4酶在发挥作用，它参与药物的代谢，能够催
化将药物排出人体外的反应。而当它被抑制时便分
解不了药物，导致药物在体内蓄积，无形中增加了药
物剂量，极大增强了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

简单来说，患者在吃药的同时吃西柚，相当于持
续摄入远超过正常剂量的药物。此外，还有一些药物
受到的影响是完全相反的，吃西柚会使药物的有效
浓度降低。

西柚中还含有黄酮类物质，它会抑制小肠粘膜
上皮细胞的有机阴离子转运肽（OATP），限制药物
的吸收，导致体内药物浓度减少，疗效变差，尤其对
于依赖转运的药物（如非索非那定）疗效发挥影响非
常大。

在这样的机制之下，服药期间同时食用西柚便
成了一件相当冒险的事：

当服用降压药的高血压患者吃了西柚后，由于
药效吸收增多，血压随之迅速下降，就会出现头晕眼
花、腿软冷汗和心悸等症状。

而当服用抗组胺药物的过敏患者吃了西柚后，
会减少药物进入血液，导致药物吸收显著减少，药物
作用被减弱，治疗效果就差很多。

并且已经有研究表明，引起药物不良反应的程
度会随着西柚的食用量增多而增大，因此由西柚引
起的药食相互作用需要格外警惕。

哪些药物应避免与西柚同服

由于CYP3A4酶参与了现今使用近半数药物的
代谢，所以受西柚影响的药物种类很广泛。在《加拿
大医学会会刊》中发表的论文曾指出，已发现有85
种药物可与西柚发生不良反应，其中45种甚至会导
致严重的副作用。

西柚+部分降压药
目前报道最多的与西柚有明显作用的降压药是

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即常见的非洛地平缓释片（波
依定）、硝苯地平控释片（拜新同）等。

它们与西柚合用易引起低血压，轻则头晕、心

慌、乏力，重则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脑卒中。
西柚+部分降脂药
常见的降脂类药物有辛伐他汀片（舒降之）、阿托

伐他汀钙片（立普妥）等，它们都是通过CYP3A4代谢。
与西柚同时食用，西柚汁可以阻断这些酶的作

用，增加体内药物的量，会增加肝脏和肌肉损伤，非
常容易引起肌痛、肌炎及横纹肌溶解症等不良反应，
并且有研究显示，30%的横纹肌溶解患者甚至会出
现急性肾衰竭等症状。

西柚+部分脑血管药
尼莫地平片（尼膜同）是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

偏头痛的常用药物，食用西柚会抑制药物中二氢吡
啶的氧化代谢，两者同时摄入会导致血药浓度增加，
可能导致全身性低血压，引发不良反应。

西柚+部分抗心律失常药
常见的抗心律失常药包括盐酸胺碘酮片（可达

龙）、硫酸奎尼丁片等，与西柚同服会增强药物毒性，
导致尖端扭转型室速，这是较为严重的一种室性心
律失常，甚至会危及生命。

西柚+部分镇静催眠药
常用于镇静催眠的地西泮（安定）、咪达唑仑等

药物，与西柚同服会增加药物的吸收，从而增强催眠
镇静的作用，加大眩晕和嗜睡的概率。

同理，抗焦虑药物如丁螺环酮和西柚同服，同样
会影响药物疗效。

西柚+部分消化系统用药
如果正在服用奥美拉唑镁肠溶片（洛赛克）、多

潘立酮片（吗丁啉）这类消化系统药物，食用西柚也
会干扰负责在消化系统中分解代谢药物的消化酶。

西柚+部分抗组胺药
用于治疗过敏症状的抗组胺药，比如非索非那

定片（莱多菲）、特非那定（名敏迪）等，通过转运体移
动到人体细胞中，西柚汁可以阻断转运蛋白的作用，
减少体内药物的量，可能导致药物效果降低或不起
作用。

食用西柚同样可以增加血药浓度，引起头晕、心
悸、心律失常等症状。

西柚+部分免疫抑制剂
例如环孢素软胶囊（新山地明）、他克莫司（普乐

可复）等免疫抑制剂，在服药期间食用西柚会因代谢
酶受到抑制使血药浓度增高，高血压、糖尿病、高钾
血症以及粒细胞减少症的发生率显著提高。

除此以外，部分抗肿瘤药如达沙替尼（施达赛）、
厄洛替尼（特罗凯）、依维莫司（飞尼妥）等，和抗血小
板药物，如氯吡格雷、替格瑞洛等，也会因食用西柚
增加不良反应的出现概率。

西柚+部分抗糖尿病药物
例如瑞格列奈，在服药期间食用西柚会导致二

者相互作用，可引起低血糖。

其他橙柚类水果该不该吃

西柚作为四大柑橘类群（甜橙类、宽皮柑橘类、
柠檬类、葡萄柚和柚类）之一，与柑、橘、橙、柚类都有
亲近的宗族和亲缘关系。

那么，是不是代表服药期间食用此类水果，都会
发生类似的反应？答案是肯定的。

虽然除西柚外，其他柑橘所含呋喃香豆素成分
相对较低，对CYP3A4酶活性的影响轻微，但由于不
同药物的代谢途径、比例各不相同，体内酶和转运体
的数量也因人而异，所以还是慎重食用为好。

为了保证用药安全，药师通常建议服药前后72
小时内，都不要食用西柚，也尽量不要在短时间内大
量摄入橙柚类、柑橘类水果。

由于药食相互作用通常各不相同，一般在药品
的说明书【禁忌】、【相互作用】或【注意事项】中，都会
明确标注西柚（葡萄柚）或者其它水果与药物配伍产
生的影响。

服药之前仔细阅读说明书，或向医生或药师咨
询，才能为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

吃石榴美容不可信
不要迷信石榴营养丰富，
两类患者要少吃

□中国消费者报李建报道

眼下，很多“流量网文”说吃石榴特别是石
榴籽能美容，而且附上“科学道理”。

国家健康科普专家、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
养师、山西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程景民：目
前来看，石榴中比较有特色的活性成分主要是
一些多酚类抗氧化物质，如花色苷、花黄素类、
鞣花酸等。通常来说，不同品种的纯石榴(籽食
汁液)中总多酚含量大约在0.2%至 1.0%之间。
除了果肉和籽，石榴皮中的多酚类物质含量也
较高。同时，也确有一些动物实验表明，多酚有
抗氧化、防衰老的作用。

不过就石榴而言，消费者如果喜欢饱满多汁
的石榴，偶尔多吃几口无妨，但要寄希望于这些
抗氧化物质来美容“减龄”，就有些异想天开了。

两类患者少吃石榴

程景民表示，石榴本身的糖含量其实并不
低，在13%左右，比香蕉的总糖量还高一点，甚
至有些品种的石榴糖含量更高。因此，高血糖和
糖尿病人群最好少吃石榴，如果特别喜欢，可以
选择在上下午加餐时各吃100克左右(大约一个
或一个半中等大小的石榴)，同时搭配少许坚
果，这样更有助于平稳血糖。

需要注意的是，一口气喝下一大杯鲜榨石
榴汁的做法，其实是不太“安全”的。有数据显
示，石榴汁的血糖负荷(GL)值为 21，而GL>10
就说明对血糖影响较大。因此，这样“喝石榴”很
容易造成血糖飙升。

石榴及其加工产品在某些商业推广中还被
宣称有“独特的健康作用”，其中预防前列腺癌和
促进心血管健康的说法流传较广，有些保健功能
甚至还有国外研究成果“佐证”。石榴真的如此神
奇吗?

程景民表示，从现有文献来看，确实有国外
科学家将石榴中提取的抗氧化物质用于抑制前
列腺癌细胞生长及改善心血管健康方面的试验，
但这些试验样本量很小，需要进一步论证研究。

没必要迷信“营养丰富”

石榴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为4.9克/100
克，这个数据在水果中比较可观，能促进胃肠的
机械运动，帮助排便，预防便秘，促进肠道健康。
另外，石榴富含矿物质钾，含量约为231毫克/
100克，和公认的补钾水果香蕉钾含量相当。而
充足钾含量的摄入有助于稳定血压，对需要控
血压的消费者来说，算是“友好型”水果。

除此之外，石榴所含的抗氧化成分如没食
子酸、绿原酸、咖啡酸、原儿茶酸、儿茶素及香豆
酸等，虽然没有网传的美容等功效，但多摄入酚
类物质，有助于抗氧化和抗炎。

不过，石榴也有明显的营养短板，就是它的
维生素C含量不高。《中国食物成分表》数据显
示，石榴中的维生素C含量只有8毫克/100克，
和香蕉的维生素C含量一样，虽然是苹果的近3
倍，但比起橙子和猕猴桃等水果相差甚远。

程景民分析认为，石榴和其他水果一样可以
成为均衡饮食的一部分，但没必要迷信它“营养丰
富”。

吃石榴，建议注意以下几点:
适量吃。膳食指南推荐人们每天吃200克

至350克水果。换算成石榴，大约是1至两个。最
多不要超过两个，最好是两天1个。

不吃籽。石榴籽无法被消化，口感不好，更
不能美容，最好吐掉。如果嫌麻烦，可以买软籽
石榴。

巧搭配。石榴虽然好吃，但不能光盯着这一种
吃。尽量吃不同种类的水果来增加食物多样性，如
应季的苹果、葡萄等，一起搭配吃，营养更丰富。

西柚何以成为“药物公敌”
已发现有85种药物可与西柚发生不良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