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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我国别样茶（ＯｔｈｅｒＫｉｎｄｓｏｆＴｅａ）中藤茶的古今应用历史以及现代研究等方面进行调查，为进
一步的深入研究和开发提供参考。藤茶在我国南方民间应用历史悠久，应用范围广泛，具有别样茶的特征。

现代化学研究表明藤茶中主要含有黄酮类成分，以二氢杨梅素含量最高，药理活性研究表明藤茶具有消炎抗

菌、抗肿瘤、保肝、降血糖降血脂等活性。因此藤茶是预防、防治慢性代谢性疾患非常有前景的一个研究对

象。对藤茶进行深入整理研究，不仅能够对我国茶文化多样性研究起到推动作用，也能够为防治慢性代谢性

疾病的新药开发提供线索。

［关键词］　 藤茶；显齿蛇葡萄；别样茶；化学成分；药理活性

藤茶，系葡萄科蛇葡萄属的野生藤本植物：显

齿蛇葡萄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ｇｒｏｓｓｅｄｅｎｔａｔａ（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ＷＴＷａｎｇ［１］。该植物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广东、
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云南、贵州，一

般生长在海拔２００～１５００ｍ的沟谷林中或山坡灌木
丛里

［２］。

藤茶是一种在我国民间流传已久的古茶，在各

地广泛应用且有不同的别称，如：甜茶、甜茶藤（广

西），茅岩莓茶（湖北），田婆茶、龙须茶（广西），

癞痢茶（广东），棒棒茶（贵州），白茶（贵州，广东）

等。其幼嫩茎叶当茶泡饮，具有清热解毒，消炎利

咽、降压减脂、消除疲劳等功效，或全株入药用于

治疗黄疸型肝炎、咽喉肿痛、感冒发热、皮肤过敏、

体癣、疥疮、疮疡肿毒等。

藤茶在我国民间应用历史悠久，应用范围广

泛，具有典型的别样茶特征。笔者在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对藤茶的古今应用历史以及现代研究等

方面进行调查，为藤茶进一步的推广应用和深入

研究奠定基础。

１　藤茶的古今应用情况

１１藤茶的本草记载
据报道，湖南衡东县早在东晋时期就开始饮

用藤茶
［３］。湘西土家族用茅岩莓有 ７００多年历

史
［４］。元代忽思慧所著 《饮食膳要》卷第二之诸

般汤煎中记载：川茶、藤茶、夸茶皆出四川
［５］。

清朝刘善述在 《草木便方》中记载：藤茶叶甘温

消渴，诸气鼓胀月活，丹停气肿下盅毒，利便通

肠代茶喝
［６］。同时，清代周大球的 《棚民谣》中

写到：郎君且坐待阿爷，为君汲水煎藤茶
［７］，反

映出藤茶是明清时入赣移民客家的日常饮用茶。

四川 《大竹县志》记载：茶有藤茶、甜茶、姑娘

茶、老鹰茶等名，而家茶反少，因清有茶税，种

者伐之，以避催科
［８］。《新编中药歌诀》中记载：

甜茶藤味甘淡凉，清热解毒功第一，黄疸肝炎咽

喉痛，目肿痈疖服加洗
［９］
被瑶族人民世代流传和

珍藏的 《评皇券牒》（《过山榜》）中记载：王瑶

子孙采斩竹木，栽种麻豆、苎茄、藤茶、麦、

禾、粟、通客与贩，反映了藤茶在瑶族曾是不可

或缺的经济作物之一。

１２藤茶在我国各地的应用情况调查
如今，藤茶叶有大量生产，销全国，在我国

南方民间，尤其是粤、桂、琼、闽、湘、鄂等省

区的应用广泛（见图 １）。藤茶在各地有不同的别
名，经过初步调查，藤茶在各地的应用情况大致

如下（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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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藤茶在我国的主要分布及应用地区

表１　藤茶在我国各地的主要应用情况

名称／异名 应用地区／民族 主要用途

藤茶 客家（流行于福建泰

宁、将乐等县山区

客家居住地以及三

明市所辖各县）

客家民俗茶饮［７，１０］

莓茶、灵 芝 草、

长寿藤、藤藤草、

茅岩莓

土家族（武陵土家珍

稀名贵品种）
土家医用治疗咽喉炎、口腔

炎症，各种痈肿、便秘［１１］

甜茶、藤草

甘茶美［１２］
瑶族（节日食俗为五

月初五采藤茶泡水

喝）

瑶族浴波植物之一（全株入

药治皮肤病、皮肤瘙痒、湿

疹、皮炎、牛皮癣、痒疮、

漆疮）［１２１４］

藤茶 拉祜族 当地人嗜好的饮料［１５］

藤茶 侗族 饮料茶［１６，１７］

藤茶 基诺族 风火牙痛（生嚼含咽或捣烂

泡水）［１８］

藤茶，甜 茶 藤，

白茶，棒棒茶

贵州梵净山地区 作甜茶用［１９］

藤茶 湖南衡东县 民间用于治疗刀伤、摔伤、

牙痛、口腔溃疡、胃溃疡、

顽固性皮肤病、感冒发烧、

慢性咽炎、体癣、心脏病、

高血压、痔疮、便秘、糖尿

病、解酒毒等十多种病［３］

藤茶，白毛猴 福建（闽西北地区民

间习用草药之一）

风热感冒、咽喉肿痛、失音、

中署、口舌生疮、风火牙痛、

便秘等症（泡开水当茶饮）

对马牙疮、疮疖痈肿、脚湿疹

等亦有一定疗效（外敷、外

洗）［２１］

甜茶藤，田婆茶

《广西本草选编》，

红五爪金龙、乌蔹

《广西药用植物名

录》，苦练蛇、龙

须茶、金丝苦练

广西

治黄疸型肝炎，感冒风热，

咽喉肿痛（水煎服）

急性结膜炎（水煎熏洗）

痈 疖 （水 煎，内 服 或 外

洗）［２２］

野藤茶、癞痢茶

野藤 茶、白 茶、

白茶饼

广东英德

广东连州、南洋

清热解毒、祛风湿、强筋骨

长时间贮存的陈茶用于治疗

急性肠胃炎［２３］

注：另有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的霉茶（别名：藤茶，原植物
为大叶蛇葡萄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ｍｅｇ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ａＤｉｅｌｓｅｔＧｉｌｇ），清热凉血，主治
高血压病，头昏目眩等［２０，２４］。

２　现代研究概况

２１化学成分研究
２１１黄酮

藤茶中主要含有黄酮类成分（见图２），目前已
从中分离得到将近２０个黄酮类成分（见表２），其中
以双氢杨梅素含量最高。

表２　藤茶中的黄酮类成分

序号 中文名 英文名 参考文献

１ 双氢杨梅素 Ｄｉｈｙｄｒｏｍｙｒｉｃｅｎｔｉｎ ２５，２６，２７

２ 杨梅素 Ｍｙｒｉｃｅｔｉｎ ２６，２７，２８

３ 杨梅苷 Ｍｙｒｉｃｉｔｒｉｎ ２７，２９

４ 杨 梅 素３ＯβＤ半 乳

糖苷

Ｍｙｒｉｃｅｔｉｎ３Ｏβ
Ｄｇａｌａｃｔ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２９

５ 藤茶素 Ｇｒｏｓｓｅｄｅｎｔａｔａｓｉｎ ３０

６ 藤茶苷 Ｇｒｏｓｓｅｄｅｎｔａｔａｓｉｄｅ ３１

７ ６，７二羟基３′甲氧基４′，
５′亚甲二氧基异黄酮

６，７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３′ｍｅｔｈｏｘｙ４′，
５′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ｄｉｏｘｙｉｓｏｆｌａｖｏｎｅ ３２

８ ６，７二羟基３′甲氧基
４′，５′亚甲二氧基异黄
酮６ＯβＤ葡萄糖苷

６，７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３′ｍｅｔｈｏｘｙ４′，
５′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ｄｉｏｘｙｉｓｏｆｌａｖｏｎｅ
６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３２

９ ６，７二羟基３′甲氧基
４′，５′亚甲二氧基异黄
酮６ＯαＬ鼠李糖苷

６，７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３′ｍｅｔｈｏｘｙ４′，
５′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ｄｉｏｘｙｉｓｏｆｌａｖｏｎｅ６
ＯαＬｒｈａｍｎ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３２

１０ ６，７二羟基３′甲氧基
４′，５′亚甲二氧基异黄
酮６ＯβＤ吡喃木糖基
（１６）βＤ葡萄糖苷

６，７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３′ｍｅｔｈｏｘｙ４′，
５′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ｄｉｏｘｙｉｓｏｆｌａｖｏｎｅ６
ＯβＤｘｙｌ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１６）
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

３２

１１ 槲皮素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２６

１２ 花旗松素 Ｔａｘｉｆｏｌｉｎ ２６

１３ 槲皮素３ＯβＤ葡萄糖苷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３Ｏβ
Ｄ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２６

１４ 橙皮素 Ｈｅｓｐｅｒｅｔｉｎ ３３

１５ 山柰酚 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 ３３

１６ 芹菜素 Ａｐｉｇｅｎｉｎ ３３

１７ 洋芹苷 Ａｐｉｉｎ ２６

１８ 芦丁 Ｒｕｔｉｎ ３４

２１２有机酸及甾体
目前从藤茶中分离得到的有机酸类化合物有没

食子酸，棕榈酸等，分离得到的甾体有 β谷甾醇，
齐墩果酸等

［２６，２７，３３，３４］。

２１３多糖
研究表明藤茶中含有水溶性多糖，此外还分得

两种含蛋白质的复合多糖ＡＧＰ３、ＡＧＰ４［３５，３６］。
２１４其他

王华夫等用ＧＣ和ＭＳ系统测定显齿蛇葡萄中的
香气组成，鉴定出２８种香气成分，占香精油总量的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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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藤茶中部分黄酮类结构

６４％，主要为反２己烯醛、乙酸顺３己烯酯、三甲
基吡嗪、苯乙醛、α萜品醇、水杨酸甲酯、香叶醇、
紫罗酮、顺茉莉酮、雪松醇、６，１０，１４三甲基地
十五烷酮等

［３７］。

２２现代药理作用
近十年来藤茶各种药理活性作用被报道，总结

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２２１抗菌、抗炎镇痛作用　已有１１篇文献报道藤
茶抗菌抗炎镇痛方面的作用。藤茶提取物具有明显

的抗炎镇痛作用，对大肠杆菌、枯草杆菌以及常见

呼吸道致病菌均有抑制作用，对黑曲霉，黄曲霉，

青霉及交链霉有不同程度的抑制效果
［３８，３９］。临床观

察显示，藤茶能治疗轻症或稍偏重的急性咽炎风热

证，治疗咽喉肿痛，改善儿童咽喉肿痛的病状

体征
［４０，４１］。

２２２降血糖及降血脂作用　已有１５篇文献报道藤
茶有降血脂、降血糖方面的作用。藤茶及其总黄酮

能够明显降低高脂饮食大鼠血脂，抑制动脉粥样硬

化，对高脂血症、心血管系统疾病有一定的预防作

用。同时对多种动物模型有明显的降低血糖作用，

而对正常小鼠血糖无明显影响
［４２，４３］。

２２３保肝作用　藤茶总黄酮具有降酶退黄的保肝
作用，对小鼠肝损伤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能够通

过减少肝组织Ⅰ、Ⅲ型胶原的生成，发挥抑制肝纤
维化作用

［４４，４５］。

２２４抗氧化　藤茶能有效降低小鼠体内脂质过氧
化水平，清除自由基，增强机体抗氧化能力。藤茶

的降血脂和保肝作用机制可能部分与藤茶抗氧化作

用有关
［４６，４７］。

２２５抗肿瘤及抗病毒　藤茶及其提取物抗肿瘤抗

病毒活性较好
［４８，４９］。藤茶总黄酮体外对多种肿瘤细

胞的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也有报道藤茶多糖具

有体内抑制Ｓ１８０小鼠肿瘤生长的作用。藤茶能防止
敏感细胞感染ＨＩＶ１，显著降低ＨＩＶ１Ｐ２４抗原的表
达。藤茶总黄酮及双氢杨梅素对乙型肝炎病毒

ＨＢｓＡｇ和ＨＢｅＡｇ具有抑制作用，对 ＨＢＶＤＮＡ也有
一定的抑制作用。

２２６其他作用　藤茶还具有提高免疫抑制小鼠的
细胞免疫功能

［５０］，促进口腔黏膜溃疡愈合
［５１］。防

感，醒酒等作用
［５２］。将藤茶添加在鸡和猪的饲料中

还能改善生产性能
［５３］。

２２７毒性　急性毒性试验结果表明，藤茶总黄酮
长期用药对大鼠无明显毒性

［５４，５５］。

３小结与讨论

３１藤茶在我国民间饮用历史非常悠久，例如湘西
土家族应用历史已有７００多年。迄今仍被广泛应用，
说明藤茶在医疗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足以证明其

安全性和有效性。

３２目前藤茶在我国的应用非常普遍，在客家中已
形成 “藤茶文化”。在土家族、瑶族、侗族、基诺

族等均有广泛应用，这符合别样茶的定义。藤茶在

各地各自起源，在各地的名称不同，但用法相近，

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茶文化的多样性。

３３在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的霉茶原植物为同属
植物大叶蛇葡萄。据报道，大叶蛇葡萄在湖北应用

较为广泛，主要用于治疗高血压，该植物主要也含

有黄酮类成分
［５６］，与显齿蛇葡萄中成分接近，但两

种植物在应用上有明显区别。因此值得对同属的这

两种植物的化学成分等进行深入比较，以进一步明

确有效成分。

３４藤茶已在民间有较大规模试用，不仅作为保健
茶被长期饮用，且内服外洗能够治疗多种疾病。但

其临床观察及疗效物质基础研究均不够深入。例如，

现代化学成分研究表明，藤茶主要含有二氢杨梅素

等黄酮类成分，值得一提的是藤茶中亦含有水溶性

多糖，多糖是否为藤茶的有效成分值得进一步探讨。

因此有必要对藤茶进行深入研究，以进一步明确其

疗效物质基础。

３５现代药理活性研究表明藤茶及其总黄酮在抗氧
化，降血糖、降血脂等方面有较好的活性，由此可

见藤茶是防治慢性代谢性疾患的一个非常有前景的

研究对象。因此对藤茶进行深入研究，必定能够为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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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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