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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水果抑制肝癌HepG2细胞和结肠腺癌Caco-2 

细胞增殖活性评价 
 

刘冬，万红霞，孙海燕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市发酵精制检测系统重点实验室，广东深圳 518055） 

摘要：分别采用 Folin-Ciocalteu法测定了水果提取物的总酚含量，采用亚甲基蓝法测定了其抗人肝癌细胞 HepG2和人结肠腺癌

细胞 Caco-2 增殖的活性，分析了总酚含量与抗HepG2 和 Caco-2 细胞增殖活性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25种水果中李子的总酚含

量最高（1686.08±96.94 mol GAE/100 鲜果），西瓜（83.54±2.10 mol GAE/100 g鲜果）和哈密瓜（79.35±0.76 mol GAE/100 g鲜果）

的总酚含量最低；在可测出抗增殖 EC50值的水果中，李子（18.99±0.06 mg/mL）和番石榴（20.94±0.09 mg/mL）抗 HepG2细胞增殖

的活性最强，梨的活性最弱（389.63±10.82 mg/mL）。李子抗 Caco-2 细胞增殖的活性最强（8.73±0.11 mg/mL），火龙果的活性最弱

（388.07±7.04 mg/mL）。水果的抗HepG2和 Caco-2 细胞增殖活性与其总酚含量相关性显著（R2=0.4147，p<0.01；R2=0.4071，p<0.05），

该相关性表明水果中的多酚具有良好的抗肿瘤细胞增值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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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otal phenolic content and the anti-proliferative activities of the phenolic extracts against HepG2 and Caco-2 cells were 

determined by the Folin-Ciocalteu method and the methylene blue assay, respectivel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otal phenolic content and the 

anti-proliferative activity of the extracts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of these analyses revealed that plum (Prunus salicina Lindl.) had the highest 

total phenolic content (1686.08 ± 96.94 mol gallic acid equivalent (GAE)/100 g of fresh fruit), whereas watermelon (Citrullus lanatus) (83.54 

± 2.10 mol GAE/100 g of fresh fruit) and hami melon (Cucumis melo var. saccharinus) (79.35 ± 0.76 mol GAE/100g of fresh fruit) had the 

lowest phenolic content among the 25 tested species. Among the fruit species with quantifiable anti-proliferative activities (half maximal 

effective concentration (EC50)), plum and guava (Psidium guajava Linn.) showed the strongest anti-proliferative activities against HepG2 cells 

(EC50 values: 18.99 ± 0.06 and 20.94 ± 0.09 mg/mL, respectively), whereas pears (Pyrus spp.) showed the weakest anti-proliferative activity 

against these cells (EC50 value: 389.63 ± 10.82 mg/mL). Plum also demonstrated the strongest anti-proliferative activity against Caco-2 cells 

(EC50 value: 8.73 ± 0.11 mg/mL), while the activity of pitava (Hylocereus undulatus Britt.) was observed to be the weakest (EC50 value: 388.07 

± 7.04 mg/mL). The anti-proliferative activities of fruits on HepG2 and Caco-2 cell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o their total phenolic content 

(R2 = 0.4147, p < 0.01; R2 = 0.4071, p < 0.05, respectively). This correlation indicates the high anti-proliferative effect of fruit polyphenols on 

cancer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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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调查表明，膳食方式与慢性疾病如癌

症、心血管病和早老性痴呆症有密切联系，而膳食摄

入充足的水果可以有效减少这些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
[1~2]。进一步的实验研究证实，水果中多酚类物质和

VC通过抗氧化、调节免疫、调控细胞增殖和凋亡、调

控癌基因和抑癌基因表达、调节激素代谢和抗菌抗病

毒等机制发挥抗肿瘤作用和抑制心血管病等慢性疾病

的发生[3]，其中多酚含量与抗肿瘤活性成显著正相关

性且贡献率在 90%以上[4]。 

国内外已有许多有关水果抗肿瘤活性的研究报

道。国外 Sun等[4]对美国最经常消费的 11 种水果提取

物抗 HepG2 细胞增殖的活性进行了研究。国内李武等
[5]对热带 12 种水果提取物抗肝癌 HepG2 细胞增殖活

性进行了研究，吴丹玲等
[6]
研究了荔枝、龙眼和余甘

子等 3 种热带水果的抗肝癌 HepG2 细胞增殖的活性；

另外有关石榴、葡萄、苹果等抗肿瘤活性的研究也有

报道[7~9]。这些报道多是对某种或某几种水果提取物的

抗肿瘤细胞活性进行研究，迄今尚未见全面评价在我

国经常消费的主要水果对肿瘤细胞增殖抑制活性的研

究报道。 

水果中的多酚类物质除了少数以苷元形式可直接

在小肠被吸收外[4,10]，大约有 90%直接进入结肠，经

肠道微生物酶降解后在肠道发挥抗氧化抗肿瘤作用或

在结肠吸收进入体内代谢而发挥抗肿瘤作用[11]。为

此，本文选用分别代表人体物质吸收和代谢的结肠腺

癌 Caco-2 细胞（与人体结肠上皮细胞生物学功能相

似）和肝癌 HepG2 细胞（与人体肝细胞生物学功能相

似）作为水果抗肿瘤活性的评价标准，对我国南北方

普遍消费的 25 种常见水果的抗肿瘤活性进行全面系

统评价，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水果的营养保健理论，

也为消费者合理健康的食用水果和预防肿瘤、心血管

病、心脏病等疾病的发病风险提供科学的实验和理论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料 

1.1.1  材料与试剂 

25 种水果均在最佳采摘时间采摘于各种水果的

中国主产区，采摘后于最佳食用时间进行抗增殖活性

评价研究。其中，荔枝（桂味，高州产）、龙眼（石峡，

泉州产）、杨桃（广州产）、番木瓜（陵水产）、火龙果

（钦州产）、香蕉（钦州产）、菠萝（湛江产）、番石榴

（台湾产）、黄皮（湛江产）、批杷（莆田产）、芒果（陵

水产）、橙子（赣州产）、橘子（四会产）、李子（贵定

产）、杏（喀什产）、猕猴桃（宝鸡产）、西瓜（南宁产）、

哈密瓜（吐鲁番产）、梨（莱阳产）、苹果（红富士，

烟台产）、葡萄（吐鲁番产）、石榴（临潼产）、桃子（秦

安产）、油桃（双河产）、白甜瓜（吐鲁番产）。 

没食子酸、Folin-ciocalteu 试剂、HEPES、非必需

氨基酸(100×)、青链霉素混合液(100×)，胰岛素、氢化

可的松、William’s Medium E培养基、台盼蓝，购自

美国 Sigma-Aldrich 公司；高糖 DMEM 培养基、胎牛

血清（FBS）、Hank’s平衡盐溶液（HBSS，1×）、0.05%

胰酶-EDTA，购自美国 Life-Technologies 公司；Caco-2

结肠腺癌细胞株和 HegG2 肝癌细胞株，均购自美国

ATCC (American Type Culture Collection)。其它试剂均

为国产分析纯。 

1.1.2  主要器设备 
HERA cell 240 型 CO2细胞培养箱，美国 Thermo

公司；DM IRB型荧光倒置显微镜，德国 Leica 仪器公

司；Spectra Max M5e 多功能酶标仪，美国 Molecular 

Devices 公司；HR25850 飞利浦组织捣碎机，珠海飞利

浦电器有限公司；T25 digital ULTRA-TURRAX 匀浆

器，德国 IKA 公司；5180 R 型冷冻离心机，德国

Eppendorf 公司。 

1.2  方法 

1.2.1  水果多酚的提取  

按照文献方法[4]并做改进。具体方法为：将水果

洗干净，沥干水，水果多酚的提取做三次平行实验，

每次平行称取水果的可食用部分鲜重 100 g，加入预冷

的 80%丙酮（1:2，m/V），用组织捣碎机搅拌 3 min，

在冰浴条件下，高速匀浆 5 min。匀浆液经 Whatman 1

号滤纸过滤，得滤液。滤渣加入 200 mL预冷的 80%

丙酮，冰浴条件下高速匀浆 5 min，过滤，滤渣再次

加入 200 mL预冷的 80%丙酮匀浆 5 min，过滤。合并

三次滤液，滤液在 45 ℃条件下旋转蒸发至 10 g以下，

将浓缩液用超纯水定容至 25 mL，分装成 1 mL/管，

于-80 ℃贮存备用。 

1.2.2  总酚含量的测定  

Folin-ocalteu 法[4]。配制没食子酸标准溶液，37 ℃

水浴解冻样品，12000 r/min 离心 15 min，分别取提取

液及各浓度的标准液 100 L至已加入 400 L去离子

水的试管中，摇匀，加入 100 L Folin-Ciocalteu试剂，

混匀，放置6 min，加入 1 mL 7%的 Na2CO3 溶液和 0.8 

mL 去离子水，混匀，在室温下反应 90 min，在酶标

仪上于 760 nm 测定OD 值。总酚含量用（平均值±SD）

mol没食子酸当量(GAE)/100 g 鲜果来表示。 

1.2.3  细胞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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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o-2 细胞接种在高糖 DMEM 培养基中生长，

培养基中含有 10%胎牛血清（FBS）、10 mM Hepes 缓

冲液、1%非必需氨基酸、100 U/mL 青霉素和 100 

g/mL链霉素。细胞在 5% CO2，37 ℃条件下培养。

待细胞进入对数生长期后用 0.05%胰蛋白酶置于

37 ℃培养箱中消化传代。HepG2 细胞接种在 Complete 

Medium 培养基中生长，培养基中含有 5%胎牛血清

（FBS）、10 mM Hepes 缓冲液、5 g/mL胰岛素、0.05 

μg/mL氢化可的松、100 U/mL青霉素和 100 g/mL链

霉素。细胞在 5% CO2，37 ℃条件下培养。待细胞进

入对数生长期后用 0.05%胰蛋白酶置消化传代。实验

所用的细胞在第 10~30 代之间。 

1.2.4  水果提取物对 HepG2 和 Caco-2 细胞毒

性作用 

细胞毒性实验参照文献方法[12]进行并稍作改进。

100 L HepG2（或 Caco-2）单细胞悬液接种到 96 微

孔透明板中（4×10
4个/孔），5% CO2、37 ℃培养24 h

后，吸出生长培养基，1×PBS 清洗贴壁细胞，加入 100 

不同浓度的水果提取物（不同浓度提取物用生长

培养基稀释制备），设空白对照组（只加入生长培养

基）。5% CO2、37 ℃培养24 h，吸出提取物，1×PBS

清洗贴壁细胞，加 50 L/孔亚甲基蓝溶液（1×HBSS

含 1.25%戊二醛和 0.6%亚甲基蓝），5% CO2、37 ℃

培养 60 min，吸出亚甲基蓝溶液，将微孔板轻轻浸入

去离子水中清洗三次至洗净细胞表面吸附的染料。将

96 孔板倒置在纸巾上控干水分，加 100 L/孔洗脱液

（含 49% 1×PBS、50%无水乙醇、1%冰醋酸）。将 96

孔板室温旋转震荡 20 min，置于 Spectra Max M5e 多

功能酶标仪中测定 570 nm处的 OD 值。如果样品组比

对照组的 OD 值显著性减少即判断为水果提取物有细

胞毒性。 

1.2.5  水果提取物抗HepG2和Caco-2细胞增殖

活性  

抗细胞增殖活性实验所用的水果浓度设在没有

细胞毒性的范围内。抗增殖实验参照文献方法[12]并稍

作改进。100 L HepG2（或 Caco-2）单细胞悬液接种

到 96 微孔透明板中（2.5×10
4 个/孔），5% CO2、37 ℃

培养 4 h（Caco-2 细胞培养 6 h），吸出生长培养基，

加入 100 L不同浓度的水果提取物（不同浓度提取物

用生长培养基稀释制备），设空白对照组（只加入生长

培养基）和控制对照组（只加入不同浓度的空白提取

液）。5% CO2、37 ℃培养72 h，吸出提取物，1×PBS

清洗贴壁细胞，亚甲基蓝染色测定 OD 值（染色和测

定步骤同 1.2.4）。 

%100)OD/OD1(  值空白对照组值样品组细胞抑制率  

样品组 OD值达到空白对照组 OD值 50%时的样

品浓度为抗增殖活性的半有效抑制浓度（EC50），EC50

值越低表示抗增殖活性越高。 

1.2.6  统计分析 

数据结果以平均值±SD 表示，实验数据的显著性

检验和相关性分析分别运用 SPSS 11.0 统计软件的

one-way ANOVA法（p<0.05 视为有显著性差异）和双

变量相关进行分析（p<0.05视为显著性相关）。 

2  结果与讨论 

2.1  水果总酚含量 

 
图 1 25种中国主要水果总酚含量 

Fig.1 Total phenolic content of 25 fruit species that are commonly 

consumed in China 

注：没有共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水果总酚含量见图 1。25 种水果中，李子的总酚

含量（1686.08±96.94 mol GAE/100 g）最高，其次是

石榴（1411.20±114.71 mol GAE/100 g）和黄皮

（1407.09±65.75 mol GAE/100 g），其它水果的总酚

含量高低依次是番石榴（1223.87±57.75 mol GAE/100 

g）、红葡萄（1063.95±69.33 mol GAE/100 g）、杨桃

（810.43±65.52 mol GAE/100 g）、苹果（677.20±37.50 

mol GAE/100 g）、荔枝（633.01±39.17 mol GAE/100 

g）、杏（569.18±12.82 mol GAE/100 g）、橘子

（54.96±9.19 mol GAE/100 g）、橙子（515.22±9.63 

mol GAE/100 g）、枇杷（507.54±23.01 mol GAE/100 

g）、猕猴桃（404.54±16.46 mol GAE/100 g）、龙眼

（393.76±35.55 mol GAE/100 g）、梨（262.23±25.38 

mol GAE/100 g）、木瓜（257.22±6.52 mol GAE/100 

g）、菠萝（240.13±6.94 mol GAE/100 g）、桃子

（227.16±5.10 mol GAE/100 g）、香蕉（184.71±14.87 

mol GAE/100 g）、油桃（176.98±16.36 mol GAE/100 

g）、芒果（169.75±7.80 mol GAE/100 g）、火龙果

（ 149.30±4.82 mol GAE/100 g ） 和 白 甜 瓜

（111.61±9.95 mol GAE/100 g），西瓜（83.5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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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 GAE/100 g）和哈密瓜（79.35±0.76 mol GAE/100 

g）的总酚含量最低，且无显著性差异（p>0.05）。 

Wolfe等人
[13]

对美国消费的25种主要水果总酚含

量的测定结果表明，野生蓝莓和黑莓的总酚含量最高，

瓜类（甜瓜、哈密瓜和西瓜）的总酚含量最低。李武

等人[5]对我国 12 种热带水果总酚含量的测定结果表

明，杨桃的总酚含量最高，鳄梨的总酚含量最低。本

文与Wolfe等人的15种相同种类水果总酚含量之间的

相关性极显著（R
2=0.8904，p<0.01），但其中石榴、

梨、菠萝、桃子、油桃和芒果的总酚含量差异较大。

本文与李武等人的 8 种相同种类水果总酚含量之间的

相关性极显著（R
2
=0.7782，p<0.01），但其中杨桃、

菠萝、火龙果和芒果的总酚含量差异较大。总酚含量

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水果的产地\品种以及采摘时

间和贮存时间等因素不同造成的。本文所研究的 25

种水果均在最佳采摘时间采摘于各种水果的中国主产

区，采摘后于最佳食用时间进行抗增殖活性评价研究，

这样可以保证所研究对象的可比较性，研究结果对消

费者的指导意义也更具有确定性。 

 

2.2  水果提取物对 HepG2 细胞的毒性和抑制

增殖活性  

水果提取物的对 HepG2 细胞的毒性和抑制增殖

活性结果见表 1。由表 1 可知，25 种水果的提取物对

HepG2 细胞有毒性的浓度各不相同，本研究抗细胞增

殖活性实验所用的水果系列浓度均设置在没有细胞毒

性的提取物浓度范围内，这样可以保证水果提取物样

品的 HepG2 细胞抗增殖作用不是由其本身的细胞毒

性作用引起的，而是由样品的抗肿瘤作用所引起的（以

下水果提取物对 Caco-2 细胞的毒性和抑制增殖活性

同此）。由表 1 还可见，李子和番石榴具有最高的抗

HepG2 细胞增殖活性，两者的抗增殖活性相近

（p>0.05）；葡萄的抗增殖活性次之；其它水果的抗增

殖活性高低依次是荔枝﹥橘子≈黄皮﹥石榴≈猕猴桃

﹥杏﹥苹果﹥杨桃﹥白甜瓜﹥橙子﹥哈密瓜﹥菠萝﹥

油桃﹥龙眼﹥梨；枇杷、木瓜、桃子、香蕉、芒果、

火龙果、西瓜和桃子的抗增殖活性很低，在本实验条

件下其抗增殖 EC50值均未测出。 

表 1 25 种水果提取物抗 HepG2 细胞增殖的 EC50值 

Table 1 EC50 values of 25 fruit extracts for prevent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HepG2 cell 

水果名称 EC50值/(mg/mL) 毒性/(mg/mL) 水果名称 EC50值/(mg/mL) 毒性/(mg/mL) 

李子 18.99±0.06a >25 哈密瓜 223.52±6.57k >400 

番石榴 20.94±0.09ab >30 菠萝 240.41±9.78l >400 

葡萄 22.27±0.34b >30 油桃 275.27±5.80m >400 

荔枝 26.01±0.40c >40 龙眼 358.46±6.97n >400 

橘子 33.32±0.76d >60 梨 389.63±10.82o >400 

黄皮 35.87±0.47d >60 桃子 NQ >250 

石榴 45.32±1.58e >400 枇杷 NQ >400 

猕猴桃 47.78±2.65e >120 火龙果 NQ >400 

杏 60.47±2.03f >80 木瓜 NQ >400 

苹果 90.96±0.94g >120 香蕉 NQ >400 

杨桃 111.22±2.51h >400 芒果 NQ >400 

白甜瓜 120.13±1.77i >280 西瓜 NQ >400 

橙子 208.60±1.62j >280    

注：没有共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NQ 表示水果抗增殖活性太低而在本实验条件下不能定量。 

Sun等人[4]对美国消费的 11种主要水果抗 HepG2

细胞增殖活性 EC50值的测定结果表明，蔓越莓的抗增

殖活性最强（14.5±0.5 mg/mL），桃子的活性最弱

（156.3±5.1 mg/mL）。与本文相同种类的水果中，抗

HepG2 细胞增殖活性的高低依次为苹果（49.4±1.6 

mg/mL）、葡萄（71.0±2.2 mg/mL）、香蕉（110.1±2.5 

mg/mL）和桃子（156.3±5.1 mg/mL），而橙子、菠萝

和梨的抗增殖 EC50值未能测出。 

李武等人[5]用 MTT 法对国内的 12 种热带水果抗

HepG2 细胞增殖活性 EC50 值的测定结果表明，杨桃

的抗增殖活性最强，木瓜的活性最弱。与本文相同的

水果中，抗 HepG2 细胞增殖活性的高低依次为杨桃

（31.79±1.12 mg/mL）、番石榴（33.60±0.76 mg/mL）、

荔枝（45.12±0.89 mg/mL）、龙眼（49.87±1.17 mg/mL）、

火龙果（61.62±1.62 mg/mL）、菠萝（62.69±0.91 

mg/mL）、芒果（63.66±0.98 mg/mL）和木瓜（66.9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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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mL）。 

水果提取物的抗 HepG2 细胞增殖活性与其总酚

含量之间的相关性极显著（R
2
=0.4147，p<0.01）（见

表 2），但其中总酚含量相对较高的枇杷却未测出抗

HepG2 细胞增殖 EC50 值；白甜瓜的总酚含量相对较

低，其抗 HepG2 细胞增殖活性却较高。水果的抗增殖

活性与其总酚含量的相关性与李武等人[5]的研究结果

一致，李武等研究的 12 种热带水果抗 HepG2 细胞增

殖 IC50 值与其总酚含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R
2=0.8847，p<0.05）。而 Sun 等人[4]研究的 11 种水

果抗 HepG2 细胞增殖 EC50 值与其总酚含量之间的相

关性不显著（R
2=0.4150，p>0.05）。 

表 2 水果总酚含量与抗 HepG2 和 Caco-2细胞增殖 EC50值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total phenolic content and EC50 values of fruit extracts for the prevention of proliferation of HepG2 

and Caco-2 cells 

 总酚含量 抗HepG2增殖EC50值 抗Caco-2增殖EC50值 

总酚含量 
Pearson相关性a 1 -0.644** -0.638* 

显著性（双侧）  0.004 0.026 

抗HepG2增殖

EC50值 

Pearson 相关性a -0.644** 1 0.820** 

显著性（双侧） 0.004  0.007 

抗Caco-2增殖

EC50值 

Pearson相关性a -0.638* 0.820** 1 

显著性（双侧） 0.026 0.007  

注：a 表示相关系数 R，**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2.3  水果提取物对 Caco-2 细胞的毒性和抑制

增殖活性 

水果提取物的对 Caco-2 细胞的毒性和抑制增殖

活性结果见表 3。可见，李子具有最高的抗 Caco-2 细

胞增殖活性，荔枝的抗增殖活性次之；其它水果的抗

增殖活性高低依次是番石榴﹥杨桃﹥葡萄﹥白甜瓜≈

黄皮﹥石榴﹥枇杷﹥桃子≈梨﹥火龙果；油桃、龙眼、

木瓜、橘子、猕猴桃、杏、苹果、橙子、哈密瓜、菠

萝、油桃、龙眼、木瓜、香蕉、芒果和西瓜的抗增殖

活性很低，在本实验条件下其抗增殖 EC50 值均未测

出。 

表 3 25 种水果提取物抗 Caco-2 细胞增殖的 EC50值 

Table 3 EC50 values of the 25 fruit extracts for the prevention of proliferation of Caco-2 cells 

水果名称 EC50值/(mg/mL) 毒性/(mg/mL) 水果名称 EC50值/(mg/mL) 毒性/(mg/mL) 

李子 8.73±0.11a >15 龙眼 NQ >400 

荔枝 11.77±0.97b >30 木瓜 NQ >400 

番石榴 15.93±0.40c >45 橘子 NQ >90 

杨桃 31.61±1.06d >80 猕猴桃 NQ >200 

葡萄 59.25±2.24e >70 杏 NQ >60 

白甜瓜 112.16±7.25f >250 苹果 NQ >70 

黄皮 118.38±4.37f >140 橙子 NQ >250 

石榴 158.37±7.55g >180 哈密瓜 NQ >120 

枇杷 232.27±3.42h >400 菠萝 NQ >120 

桃子 272.63±13.19i >400 香蕉 NQ >60 

梨 289.09±9.66i >400 芒果 NQ >200 

火龙果 388.07±7.04j >400 西瓜 NQ >180 

油桃 NQ >400    

注：没有共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NQ 表示水果抗增殖活性太低而在本实验条件下不能定量。 

水果提取物的抗 Caco-2 细胞增殖活性与其总酚

含量之间的相关性显著（R
2=0.4071，p<0.05）（见表 2），

但水果的总酚含量与其抗 Caco-2 细胞增殖活性强弱

的顺序存在一定的差异，如白甜瓜的总酚含量相对较

低，但其抗 Caco-2 细胞增殖的活性却较高。 

水果的抗增殖活性与其总酚含量之间虽具有显著

的正相关性，但除总酚含量以外，水果多酚的抗增殖

活性还受到多酚的组成种类（黄酮类、花青素类或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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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类等）及其不同酚类间的协同作用以及其他植物化

学成分的影响。因此，不能单从多酚含量的高低来推

测其生物学活性
[4, 14]

。另外，水果中某种或某类多酚

的抗肿瘤活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3  结论 

3.1  25 种水果提取物中李子的总酚含量最高

（ 1686.08±96.94 mol GAE/100 g 鲜果），西瓜

（83.54±2.10 mol GAE/100 g 鲜果）和哈密瓜

（79.35±0.76 mol GAE/100 g 鲜果）的总酚含量最低。

在抗增殖活性中，李子（18.99±0.06 mg/mL）和番石

榴（20.94±0.09 mg/mL）抗 HepG2 细胞增殖的活性最

强，梨的活性最弱（389.63±10.82 mg/mL）。李子抗

Caco-2 细胞增殖的活性最强（8.73±0.11 mg/mL），火

龙果的活性最弱（388.07±7.04 mg/mL）。 

3.2  水果提取物的总酚含量与其抗 HepG2 细胞增殖

活性之间的相关性极显著（R
2=0.4147，p<0.01）；与

其抗 Caco-2 细胞增殖活性之间的相关性显著

（R
2=0.4071，p<0.05），表明水果中的多酚具有良好

的抗肿瘤细胞增值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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