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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别样茶是我国古代劳动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的经验总结，是除茶科茶属外另一大类群的茶
饮植物，在预防和治疗慢性疾病方面显示良好的疗效和可靠的安全性，本文在系统整理中国别样茶来源、传统疗效

和现代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对其中１５种别样茶在防治癌症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表明这些别样茶多含有植物
多酚类成分，在癌症的启动、促进和发展的三个阶段均有作用，为其防治癌症的主要物质基础，显示中国别样茶是

预防和治疗癌症很好的研究对象。然而目前研究处于初步阶段，值得进一步深入和系统地研究。

［关键词］　别样茶；癌症；抗肿瘤；预防与治疗；多酚

癌症日益威胁人类的健康，根据 ＷＨＯ报告，
２００８年全球７６０万人死于癌症，占所有死亡人数的
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ｃａｎｃｅｒ／ｅｎ／）。对于大多
数癌症来说，目前还没有非常有效地治疗药物。现

临床上使用的相当多的抗肿瘤药物是天然来源的，

例如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２００６年，批准的半数以上
的抗癌处方药物是天然产物或其衍生物［１］，其中植

物已经成为天然药物的主要来源。

几千年来，传统医药和饮食疗法一直被广泛用

于癌症治疗［２］。在长期民间实践中，大量的抗癌

草药和许多相关处方已经被筛选用于治疗和预防各

种癌症［３］。有超过 ４００种传统中草药与抗癌有
关［２］。其中绿茶、红茶和普洱茶等一批茶饮植物

近年来颇受关注，大量研究表明其中的茶多酚、黄

酮和酚酸等成分对多种癌症有明确的预防和治疗

效果。

另外，作者所在研究团队通过调查整理发现，

除茶科茶属（Ｃａｍｅｌｌｉａ）来源的茶外，在我国民间
还有一批植物作茶饮，这些作茶饮的植物在我国

民间应用已有悠久的历史，我们称之为别样茶

（Ｎｏｎ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Ｔｅａ）。从传统应用来看，中国别样
茶多用于预防和治疗各种慢性疾病方面，且疗效

确切，其中在肿瘤防治方面，近年来也有较多的

活性报道，并显示出吸引人的研究兴趣和开发前

景。因此，为了更好地整理和发掘别样茶的应用

和研究，本文对我国别样茶在抗肿瘤方面的传统

应用和现代研究进行综述，并对其在癌症防治的

可行性进行分析。

１　中国别样茶的简介

别样茶（Ｎｏｎ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Ｔｅａ）是指不属于山茶科
Ｔｈｃａｃｅａｅ山茶属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来源的那些植物，他们在
某个地区和民族范围内作茶饮用已有悠久历史，而

且沿用至今，并仍有商品在市场流通的那些

物品［４，５］。

据初步统计（见表 １），我国别样茶至少有 ３０
种，按植物来源来看，约有２２科，２８属，４０多种
植物；多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地区，饮用部位以叶

为主，兼有花、花蕾、地上部位等。可见中国别样

茶来源具有多样性。

别样茶是我国各民族人民长期与自然和疾病斗

争的经验总结，现代研究已经证明别样茶具有防治

慢性疾病的作用，是开发抗癌、降糖、降脂、减肥

和抗氧化等产品的重要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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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别样茶主要种类及来源

序号 名称 原植物来源 主要成分类型

１ 黄芩茶 黄芩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 黄酮类

并头黄芩Ｓｓ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滇黄芩Ｓａｍｏｅｎａ

粘毛黄芩Ｓｖｉｓｃｉｄｕｌａ

２ 老鹰茶 毛豹皮樟Ｌｉｔｓｅａｃｏｒｅａｎａｖａｒｌａｎｕｇｉｎｏｓｅ等 酚酸和黄酮等

３ 连翘叶茶 连翘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ｕｓｐｅｎｓａ 木脂素、黄酮、苯乙醇及其苷类等

４ 罗布麻茶 罗布麻Ａｐｏｃｙｎｕｍｖｅｎｅｔｕｍ 黄酮类

５ 青钱柳茶 青钱柳Ｃｙｃｌｏｃａｒｙａｐａｌｉｕｒｕｓ 三萜、黄酮和多糖类

６ 石崖茶 亮叶杨桐Ａｄｉｎａｎｄｒａｎｉｔｉｄａ 黄酮类

７ 香风茶 山蜡梅Ｃｈｉｍｏｎａｎｔｈｕｓｎｉｔｅｎｓ 挥发油、黄酮类、生物碱和香豆素等

柳叶蜡梅Ｃｓａ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ｓ

浙江蜡梅Ｃ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８ 藤茶 显齿蛇葡萄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ｇｒｏｓｓｅｄｅｎｔａｔａ 黄酮类

９ 大叶苦丁茶 大叶冬青Ｉｌｅｘ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苯乙醇及其苷类、黄酮类、萜类和酚酸等

扣树Ｉｌｅｘｋａｕｓｈｕｅ

１０ 小叶苦丁茶 粗壮女贞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ｒｏｂｕｓｔｕｍ 萜类、黄酮类等

１１ 广西甜茶 甜茶Ｒｕｂｕｓｓｕａｖｉｓｓｉｍｕｓ 甜茶素、黄酮和酚酸

１２ 多穗柯茶 木姜叶柯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ｌｉｔｓｅｉｆｏｌｉｕｓ 黄酮类

１３ 九节茶 草珊瑚Ｓａｒｃａｎｄｒａｇｌａｂｒａ 黄酮类、萜类、香豆素类、酚酸类等

１４ 菊花茶 菊花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黄酮、三萜和挥发油等

１５ 野菊花茶 野菊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ｉｎｄｉｃｕｍ 黄酮、三萜和挥发油等

１６ 金银花茶 忍冬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有机酸、黄酮类、三萜皂苷类

１７ 山绿茶 海南冬青Ｉｌｅｘ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黄酮、三萜和香豆素类

１８ 黄牛茶 黄连木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酮、三萜类

１９ 花红茶 湖北海棠Ｍａｌｕｓｈｕｐｅｈｅｎｓｉｓ 黄酮类

２０ 决明子茶 决明Ｃａｓｓｉａ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ａ 蒽醌、苯丙吡咯酮、脂肪酸和多糖类

小决明Ｃｔｏｒａ

２１ 山苦茶 山苦茶Ｍａｌｌｏｔｕｓｏｂ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ｕｓ 黄酮、酚酸、挥发油等

２２ 厚壳树茶 小叶厚壳树Ｅｈｒｅｔｉａ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酚酸、萘醒类、氰苷类和黄酮等

２３ 糯米香茶 糯米香Ｓｅｍｎｏｓｔａｃｈｙａｍｅｎｇｌａｅｎｓｉｓ 挥发油、萜类、酚酸等

２４ 苦津茶 苦茶槭Ａｃｅｒｇｉｎｎａｌａｓｕｂｓｐｔｈｅｉｆｅｒｕｍ 酚酸、鞣质类、黄酮类

茶条槭Ａｃｅｒｇｉｎｎａｌａ

２５ 玫瑰茄茶 玫瑰茄Ｈｉｂｉｃｕｓｓａｂｄａｒｉｆｆａ 有机酸、黄酮类、花青苷类等

２６ 绞股蓝茶 绞股蓝ＦｉｖｅｌｅａｆＧｙｎｏｓｔｅｍｍａ 皂苷、多糖和黄酮类

２７ 肾茶 肾茶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ｕｓｓｐｉｃａｔｕｓ 酚酸、黄酮、二萜和三萜等

２８ 凤尾茶 东紫苏Ｅｌｓｈｏｌｔｚｉａ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黄酮、三萜等

２９ 药王茶 金露梅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酚酸、鞣质和黄酮等

３０ 黄杞茶 黄杞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ｉａ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 黄酮类

２　中国别样茶的抗肿瘤活性研究

目前已经挖掘和整理的３０种别样茶中，大部分
具有抗肿瘤作用。其中菊花茶、野菊花茶、决明子

茶、大（小）叶苦丁茶、金银花茶、绞股蓝茶和罗

布麻茶等 ８种别样茶为常见品种，文献多有报道。
另外，花红茶、山苦茶、厚壳树茶、糯米香茶、凤

尾茶、多穗柯甜茶和老鹰茶等７种别样茶尚未见抗

肿瘤的活性报道。因此本文对其它１５种别样茶的抗
肿瘤作用研究报道进行介绍。

２１黄芩茶
黄芩茶为唇形科黄芩（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等

植物的茎叶经加工而成，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

消炎、促消化等作用［６］，主要含黄酮类成分，如野

黄芩苷、黄芩苷和白杨素７ＯβＤ葡萄糖醛酸苷等
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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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茎叶总黄酮对肺腺癌 ＬＡ７９５细胞系和５１８０
瘤株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７］。能抑制人宫颈癌 Ｈｅｌａ
细胞体外生长，具有一定细胞毒性作用［８］。黄芩地

上部分提取物对前列腺癌２２Ｒｖ１细胞系有明显的抑
制作用，并与其他植物提取物有协同作用［９］。黄芩

叶含有的几种主要黄酮化合物黄芩苷、野黄芩苷等

对恶性神经胶质瘤、乳腺癌、前列腺癌细胞均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而对正常细胞不影响［１０］。

２２藤茶
藤 茶 为 葡 萄 科 显 齿 蛇 葡 萄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ｇｒｏｓｓｅｄｅｎｔａｔａ）的嫩茎叶加工而成。具有消炎抗菌、
抗肿瘤、保肝、降血糖降血脂等活性。主要含二氢

杨梅素等黄酮类成分［１１］。

藤茶提取物在体外对肉瘤细胞 Ｓ１８０、肝癌细胞
Ｈ２２、白血病细胞株 Ｌ１２１０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体
内能明显抑制实体瘤重和延长荷瘤小鼠存活时

间［１２］。藤茶总黄酮能明显抑制体外培养的 ＳＧＣ
７９０１、ＢＥＬ７４０４细胞的生长［１３］，对人乳腺癌细胞

ＭＣＦ７、人前列腺癌细胞 ＰＣ３和人前列腺癌细胞
ＬＮｃａｐ的半数抑制浓度 ＩＣ５０分别为 １９１５、１６３９８、
２７５４μｇ·ｍＬ－１［１４］。另外，二氢杨梅素钠盐在体内
外均明显地抑制人膀胱癌 ＥＪ细胞和小树 Ｓ１８０肉瘤
细胞增殖，其机制可能与诱导细胞周期停滞有

关［１５］。二氢杨梅素在体外对雄性荷尔蒙敏感 ＬＮＣａＰ
和雄性荷尔蒙独立的ＰＣ３人前列腺癌细胞增殖具有
明显地抑制作用，机制是诱导细胞凋亡，而对正常

细胞增殖基本无抑制作用。表明二氢杨梅素是新的

有效、安全的前列腺癌的候选药物［１６］。

２３苦津茶
苦津茶为槭树科植物苦茶槭（Ａｃｅｒｇｉｎｎａｌａｓｕｂｓｐ

ｔｈｅｉｆｅｒｕｍ）或茶条槭（Ａｃｅｒｇｉｎｎａｌａ）的嫩叶经加工而
成，具有清肝明目的功效。主要为鞣质和黄酮类成

分，其中没食子酸含量高达２０％，药理活性主要为
抗氧化、抗肿瘤、降糖和抗菌等作用［１７］。

从茶条槭叶中分离得到的两个化合物槭单宁

（Ａｃｅｒｔａｎｎｉｎ）和没食子酸甲酯，在体外对各种肿瘤
细 胞 （Ａ５４９、 ＳＫＯＶ３、 ＳＫＭＥＬ２、 ＸＦ４９８ 和

ＨＣＴ１５）具有明显细胞毒作用，其 ＩＣ５０值在６７０～
６９８μｍ，其中对皮肤黑色素瘤细胞 ＳＫＭＥＬ２的活
性浓度没食子酸甲酯为 ６７０μｍ，槭单宁为
２２１２μｍ［１８］。化合物 ＧｉｎｎａｌｉｎｓＡＣ对人类结肠癌
（ＨＣＴ１１６）和乳腺癌细胞（ＭＣＦ７）具有抑制增生

作用，ＩＣ５０为２８－５０ｍｇ／ｍＬ，作用机制可能是诱导
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停滞［１９］。

２４九节茶
九节茶为金栗兰科植物草珊瑚 （Ｓａｒｃａｎｄｒａ

ｇｌａｂｒａ）的枝叶，又叫肿节风、草珊瑚等。具有抗菌
消炎，祛风除湿，活血止痛等作用，主要成分为黄

酮类、萜类、香豆素类、酚酸类等［２０］。

药理实验表明九节茶具有明显的抗恶性肿瘤和

增强非特异性免疫作用，在体内、体外对Ｓ１８０肉瘤
和肝癌ＨｅＰＡ腹水瘤的抑制作用并对巨噬细胞和特
异性免疫功能的有影响［２１］，与化疗药合用增效率为

１１２％ ～３９８％；与放疗合用增效率为 １７７％ ～
２６７％，能起增效作用［２２］。草珊瑚除对体内、外对

小鼠肝癌 ＨｅＰＡ２２和胃癌 ＦＣ均具有抗肿瘤作用，
并可增加荷瘤鼠免疫器官指数及外周血白细胞

数［２３］。在临床应用方面，草珊瑚制剂对胰腺癌、直

肠癌、肝癌、食管癌等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以及白血

病、鼻部肿瘤和腹腔肿瘤并腹水的治疗等多种肿瘤

均有疗效，其中对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治疗效果较

好，临床治疗结果统计显示草珊瑚对胰腺癌有效率

７０％，胃癌有效率 ６７７％，直肠癌 ５９１％，肝癌
４４％，食管癌４０９％［２４］。

２５石崖茶
石崖 茶 为 山 茶 科 杨 桐 属 植 物 亮 叶 杨 桐

（Ａｄｉｎａｎｄｒａｎｉｔｉｄａ）的叶加工而成，具有消炎、解
毒、止血和降压等功效，主要成分为黄酮类，如山

茶苷 Ａ、山茶苷 Ｂ、表儿茶素、槲皮苷、芹菜
素等［２５］。

亮叶杨桐提取物在剂量为５００ｍｇ·ｋｇ－１时对小鼠
肉瘤Ｓ１８０的抑瘤率为６４％，对艾氏腹水癌（ＥＡＣ）
小鼠的生命延长率为５１２％［２６］。石崖茶黄酮对羟自

由基清除率达６７２％，能显著提高小鼠超氧化物岐
化酶（ＳＯＤ）活力和降低肝匀浆中过氧化脂质（ＬＰＯ）
含量，有明显的体内抗氧化及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的

作用［２７］。从石崖茶中分离得到的三个黄酮成分：芹

菜素、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ｎｉｎｓＡ和Ｂ，体外对Ａ４３１人表皮癌细
胞系具有明显地抑制生长作用，并呈浓度依赖性，

ＩＣ５０值分别为 ９０９、１２５、２１０μｍ
［２８］。进一步研

究表明，化合物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ｎｉｎＡ对人肝癌细胞 ＨｅｐＧ２
和人乳腺癌细胞ＭＣＦ７增值具有剂量依赖性抑制作
用，并明显增加Ｇ０／Ｇ１期细胞群，促进两种癌细胞
的早期凋亡［２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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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悬钩子甜茶
悬钩子甜茶为蔷薇科甜茶（Ｒｕｂｕｓｓｕａｖｉｓｓｉｍｕｓ）

的叶，有清热润肺、祛痰止咳的功效，主要含有甜

茶素、黄酮和酚酸等成分。

药理研究表明广西甜茶总黄酮在体外对肿瘤株

Ｓ１８０，Ｈ２２，Ｌ１２１０的增殖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
中对Ｈ２２抑制作用最强，ＩＣ５０为４６３１μｇ·ｍＬ

－１［３０］，

对小鼠肉瘤Ｓ１８０或肝癌Ｈ２２移植瘤有不同程度的抑
制作用，且对小鼠体质量、脾脏及胸腺质量均无明

显影响［３１］。另外悬钩子的浆果因含有大量没食子酸

而具有抑制血管生成作用［３２］。

２７黄杞甜茶
黄 杞 甜 茶 为 黄 杞 甜 茶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ｔｉ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ａｎａ）的叶，具有清热解毒、生津止渴、解
暑利湿等功效。主要含有黄酮类成分，如落新妇苷、

异落新妇苷和黄杞苷等［３３］。

药理实验表明黄杞茶在抗促癌初级筛选的 ＥＢＶ
ＥＡ表达试验中有强的抑制作用。体内试验表明黄杞
茶在实验结束２０周后仍显示强的抑制活性。经口给
药对肺癌亦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小鼠体重未见异

常变化。黄杞茶的０００２５％水提取液对肝脏结节形
成的抑制率约为６０％，表明对肝脏亦有效［３４］。从黄

杞茶中分离得到的三个黄酮苷：（２Ｒ，３Ｒ）３，５，
７， ４′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ｘｙｆｌａｖａｎｏｎｏｌ３Ｏ（３″Ｏｇａｌｌｏｙｌ）ａＬ
ｒｈａｍｎ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１），（２Ｒ，３Ｒ）３，５，７，３′，４′
ｐｅｎｔａｈｙｄｒｏｘｙｆｌａｖａｎｏｎｏｌ３Ｏ（３″Ｏｇａｌｌｏｙｌ）ａＬｒｈａｍｎ
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２），（２Ｒ，３Ｒ）３，５，７，３′，４′ｐｅｎ
ｔａｈｙｄｒｏｘｙｆｌａｖａｎｏｎｏｌ３Ｏ（３″Ｏｐ（Ｅ）ｃｏｕｍａｒｏｙｌ）ａＬ
ｒｈａｍｎ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３），对ＨｅｐＧ２细胞和ＨＴ２９人结
肠癌细胞增殖具有明显地抑制作用［３５］。

２８香风茶
香风茶，又叫食凉茶，为柳叶蜡梅（Ｃｈｉｍｏｎ

ａｎｔｈｕｓｓａ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ｓ）、山腊梅（Ｃｎｉｔｅｎｓ）或浙江腊梅
（Ｃ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的叶，具有清火解毒、防治感冒、
助消化等作用，主要含有生物碱、黄酮、香豆素等

成分［３６］。

药理实验表明柳叶蜡梅提取物可明显抑制人胃

癌ＳＧＣ７９０１细胞生长，并呈现剂量依赖性效应，其
机制可能与细胞凋亡相关［３７］。

２９药王茶
药王茶为蔷薇科植物金露梅（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或银露梅（Ｐｇｌａｂｒａ）的叶和花。具有清热、健胃、
调经的功效，主要含有单宁和黄酮类成分［３８］。目前

活性研究较少，已有专利显示金露梅水提物与其他

植物的水提物混合已经被制作成为一种医药制剂，

此制剂具有抗氧化、排毒、抗肿瘤及恢复人体体内

平衡的作用［３９］。

２１０青钱柳茶
青钱柳茶为胡桃科青钱柳属植物青钱柳

（Ｃｙｃｌｏｃａｒｙａｐａｌｉｕｒｕｓ）的叶加工而成，又名青钱李、
山麻柳、摇钱树、甜茶树、山化树、一串钱等，为

我国所特有［４０］。其味甜，具有生津止渴、清热解

暑、降血糖、降血压和延年益寿的作用，又称为甜

茶、神茶等［４１］。主要含有有机酸、黄酮、多糖和三

萜类成分［４２］。

青钱柳多糖在 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４００μｇ·ｍＬ－１浓
度条件下，均可极显著性抑制人宫颈癌ＨｅＬａ细胞和
人胃癌 ＭＧＣ８０３细胞生长［４３］；对人脐带内皮细胞

ＨＵＶＥＣ细胞生长有一定影响，但增殖抑制率不高；
在抑癌作用最高的浓度处（２００μｇ·ｍＬ－１），青钱柳
多糖对 ＨＵＶＥＣ细胞的生长没有影响［４４］。另外，青

钱柳茶乙醇提取物的低极性部分对乳腺癌和肺癌细

胞株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注：实验数据未发表）。

２１１山绿茶
山绿 茶 是 由 冬 青 科 植 物 海 南 冬 青 （Ｉｌｅｘ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的干燥叶经加工炮制而成。具有清热解
毒、消肿止痛、活血通脉的功效。主要用于降血压、

降血脂、降胆固醇及冠心病、脑血管意外所致的偏

瘫，以及风热感冒、肺热咳嗽、咽喉水肿、扁桃体

炎、痢疾等病症［４５］。山绿茶主要化学成分为黄酮

类、三萜苷类、三萜酸类及香豆素类等［４６］。

从山绿茶中分离得到的三萜化合物３β，１９α二
羟基乌苏１２烯２４，２８二羧酸能够抑制ＨｅｐＧ２细胞
的增殖，并使细胞大量累积于Ｇ１期，进入Ｓ期的细
胞减少，通过影响凋亡蛋白表达诱导细胞凋亡［４７］。

ｉｌｅｘｇｅｎｉｎＡ可显著抑制大鼠体内癌细胞生长，对移
植性肝癌所造成的肝功能损伤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下调 ＶＥＧＦ和 ＭＶＤ的表达水平
有关［４８］。

２１２连翘叶茶
连翘叶茶为木犀科连翘属植物连翘（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

ｓｕｓｐｅｎｓａ）的嫩叶加工而成，其味苦，性寒，功能主
治为：清热解毒，主治心肺积热［４９］。在我国河北、

河南、陕西、山东、山西等地，民间均有将连翘叶

作为保健茶饮用的习惯。连翘叶里含有连翘苷、连

翘酯苷、芦丁、右旋松脂酚等化学成分，与连翘果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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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十分类似，但连翘叶里相关成分的含量远高于连

翘果实，其中连翘苷含量差别约１０倍以上，连翘酯
苷差别５～１０倍［５０］。

连翘叶茶提取物具有明显的抗氧化等作

用［５１，５２］。连翘叶乙醇提取物（００５～０５ｍｇ·ｍＬ－１）
在体外可明显抑制食管癌细胞 ＴＥ１３、ＴＥ１、Ｙｅｓ２
和Ｅｃａ１０９的增殖，诱导 ＴＥ１３细胞凋亡，其机制
可能与其通过Ｃａｓｐａｓｅ依赖性的内源途径诱导细胞凋
亡有关［５３］。

２１３黄牛茶
黄牛茶为藤黄科（Ｇｕｔｔｉｆｅｒａｅ）黄牛木属黄牛木

（Ｃｒａｔｏｘｙｌｕｍ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的嫩叶加工而成。别名
雀笼木。主要含有 酮、三萜类、苯甲酮类成分，

具有止血、消肿、去毒、清热解暑、化湿消滞之功

效。主治肚痛腹泻、黄疸病、感冒发热、咳嗽声嘶

等症［５４］。

黄牛木提取物具有抗氧化的活性，显示了很高

的抑制蛋白质糖化和过氧化物、过（氧化）亚硝酸

盐（ＯＮＯＯ－）清除活性［５５，５６］。从黄牛木中分离到 ７
个 酮类化合物进行体外细胞毒活性测试，结果与

喜树 碱 的 抗 癌 活 性 相 比 较，其 中 化 合 物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ｏｎｅＡ对乳腺癌（ＭＣＦ７），宫颈癌（Ｈｅｌａ），
肠癌（ＨＴ２９）和 ＫＢ细胞系具有较强的生长抑制活
性［５７］。同样，采用上述方法测试了从黄牛木中分离

得到的１１种化合物对４种人肿瘤细胞的细胞毒活
性，结果表明未稠合成环的异戊烯基基团的

ｃｅｌｅｂｉｘａｎｔｈｏｎｅ对４种癌细胞有较强的抑制作用［５８］。

２１４玫瑰茄茶
玫瑰茄茶为锦葵科木槿属植物玫瑰茄（Ｈｉｂｉｓｕｎｓ

Ｓａｂｄｒｉｆｆａ）的花萼，又名山茄、苏丹红、美丽纳，集
天然色素、食品原料和药用植物于一身［５９］。主要含

有花青素、酚酸和γ生育酚等成分。
玫瑰茄花的酸性化合物木槿原儿茶酸能抑制人

前髓性白血病 ＨＬ６０细胞的生存，并与剂量、时间
相关［６０］。玫瑰茄花青苷 ０～４ｍｇ·ｍＬ－１处理 ＨＬ６０
细胞能明显地诱导其凋亡，增加ｐ３８与ｃＪｕｎ磷酸化
作用、细胞色素Ｃ释放、还增加ｔＢｉｄ、Ｆａｓ、ＦａｓＬ表
达，有望开发成为新的化学预防剂［６１］。从玫瑰茄花

萼中分离的 Ｄｐ３Ｓａｍ能剂量相关地经由 ＲＯＳ介导
的线粒体功能异常途径诱导 ＨＬ６０细胞凋亡［６２］。玫

瑰茄富含多酚的提取物能质量浓度相关地诱导８种
细胞凋亡，其中对人胃癌 ＡＧＳ细胞最为敏感，ＩＣ５０
为０９５ｍｇ·ｍＬ－１［６３］。玫瑰茄水提物对人胃癌细胞和

乳腺癌细胞具有细胞毒性和诱导凋亡的作用［６４，６５］。

另外，玫瑰茄叶在体内外对人前列腺癌细胞具有促

凋亡作用［６６］。

２１５肾茶
肾茶为唇形科肾茶属植物肾茶（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ｕｓ

ｓｐｉｃａｔｕｓ）的全草，又叫猫须草，其味苦、凉，民间
用于治疗急、慢性肾炎，膀胱炎，尿路结石及由结

石引起的尿频、腰痛等症。主要含有黄酮类、二萜、

酚酸、三萜以及挥发油等类成分，如咖啡酸、迷迭

香酸等。

肾茶所含有的多种黄酮类成分和二萜类成分体

外对小鼠肝转移性结肠癌细胞 ２６Ｌ５有细胞毒活
性［６７］，肾茶醇水提取物能够诱导细胞凋亡，机制可

能是通过阻断 Ｂｃｌ２通路［６８］。肾茶地上部分的甲醇

提取物对鼠肝转移结肠癌细胞 ２６Ｌ５的细胞毒性
（ＥＤ５０，７３６μｇ·ｍＬ

－１），并从氯仿和乙酸乙酯萃取

部分分离得到 １０种新型二萜和 １６种已知化合物，
他们的２６Ｌ５细胞毒性，ＥＤ５０值在１０～９０μｇ·ｍＬ

－１

范围内［６９］；另外 ５种高度氧化二萜 ｎｏｒｓｔａｍｉｎｏｎｅＡ
和 ｎｏｒｏｒｔｈｏｓｉｐｈｏｎｏｌｉｄｅＡ等也都显示出微弱的肝转移
结肠癌２６Ｌ５细胞毒性和 ＨＴ１０８０纤维肉瘤细胞毒
性［７０］。肾茶中的橙黄酮能够剂量依赖地逆转 Ｐ糖蛋
白过表达细胞 ＡＭＬ２／Ｄ１００对长春新碱的耐受，其
化疗增敏作用比分别比５，７，３′，４′四甲氧基黄酮
和３，７二羟基３′，４′二甲氧基黄酮强了 １０和 １８
倍［７１］。肾茶的石油醚、氯仿、甲醇和水提取物的抑

制血管生成活性，其中甲醇提取部分具有最高的抑制

血管生成活性９３２８±１２４％，还发现甲醇部分具有
清除ＤＰＰＨ自由基活性，ＩＣ５０为０２８６ｍｇ·ｍＬ

－１［７１］。

３　讨论

３１茶饮是预防慢性疾病的有效方式
随着人类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的改变，各种慢

性疾病患者愈来愈多，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

担。慢性疾病大多起病隐蔽，不易觉察，同时也很

难 “药到病除”，需要长期治疗。茶饮的方式是易

于被人们接受的保健和生活方式，因此通过茶饮加

以调整既可以降低医疗负担，也易于推广。

一种植物能够历经数百年被长期作为茶饮，必

然有它的内在道理：一方面需要具有适口感，易被

群众接受，并以茶饮的方式日常饮用；另一方面需

要具备 “调节情志，预防疾病，使躯体处在一个健

康的状态”的作用［５］。通过对传统疗效的整理发现，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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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茶是我国各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的经

验总结，历史上在保护健康、预防疾病方面起了重

要作用，别样茶口感均较好，如味苦的 “苦丁茶”

类；味甜的多穗柯甜茶、悬钩甜茶、藤茶和青钱柳

甜茶等；对多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具有预防和治疗

作用，如癌症、 “三高”之高血脂、高血糖和高血

压等疾病，并且相对于传统的茶，基本不含有咖啡

因等兴奋作用的生物碱，对睡眠无影响［７２］。

３２中国别样茶中多含有多酚类成分，是寻找防治
癌症药物的重要资源

　　植物多酚广泛分布于药用和饮食植物中，具有
对人体有益的多种生物活性，在癌症防治方面显示

了强有力的作用。近年来，对多酚类化合物进行了

大量的抗氧化和抗肿瘤体内、外活性研究。充分的

临床证据表明多酚类成分对控制和预防癌症具有廉

价、广泛适用、易接受的优点。从上述对部分中国

别样茶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这些别样茶大多含有植

物多酚类成分，特别是黄酮、鞣质和酚酸等成分含

量较高。这些成分已经或多或少有抗肿瘤的活性报

道，如黄芩苷、二氢杨梅素、没食子酸和迷迭香酸

等成分的抗肿瘤作用研究较多，而其他很多成分的

活性尚未深入研究。

从功用角度来说，别样茶是介于药用和食用的

一个独特的范畴，长期的饮用历史已显示其可靠地

安全性和确切地有效性，所含有的植物多酚具有的

抗氧化和抗肿瘤作用表明中国别样茶在癌症防治方

面具有良好地可行性。因此是一类防治癌症的有前

途的资源，值得深入和系统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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