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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多酚的研究进展

陈继英
,

郭嘉林
,

张存彦
,

王成港
,

王春龙
泉

天津药物研究院 制剂研究 中心
,

天津

茶叶系山茶科植物茶树的干燥嫩叶或叶芽
,

是一种传统

的药食同源的天然保健饮品
。

茶叶中含有咖啡碱
、

茶多酚
、

维

生 素类
、

矿物质
、

氨基酸和脂 多糖等物质
,

其 中茶多酚
,

是茶叶的主要生理活性成分
。

近年来
,

大

量 的研究发现
,

茶多酚具有抗肿瘤
、

降血脂
、

抗动脉粥样硬

化
、

强心
、

抗心律失常
、

抗衰老和抗菌等多种生物活性
,

并且

揭示这些生物活性均与其抗氧化作用有关
。

主要概述近年来

有关茶多酚的药理
、

毒理和药动学方面的研究
。

组成成分

茶多酚是天然植物茶叶中分离提纯的 多种酚类化合

物的复合体
,

约占茶叶干物质总量的 一
。

茶多酚类

化合物包括黄烷醇
、

黄烷双醇
、

类黄酮和酚酸 类物质
。

黄烷

醇即通常所称的儿茶素
,

约 占茶多酚的
。

儿茶素主要包

括 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醋
、

表没食子儿茶素
、

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酷
、

表儿茶素
、

没食

子儿 茶素和儿茶素
,

其 中 含量最高
,

约 占儿茶素 的
‘ 。

药理作用

抗氧化 茶多酚是一种优 良的天然抗氧化剂
,

奥 田拓男

以大 鼠肝线粒体和微粒体模拟体内脂质过氧化试验
,

结果

一卜 的抑制效果 比 和 高 倍和 倍
。

何碧

烟阁等以猪油为实验油采用活性氧法
,

对茶

多 酚
、 , 一

二叔丁基对 甲酚 和叔丁基对苯二酚

的抗氧化性能进行了比较研究
。

实验结果表明

的 对猪油 的抗氧化稳定因子 为
,

略大于等量

的茶多酚 一
,

二者都明显优于 一
。

茶多

酚 中等浓度各成分 间 的抗 氧化力强 度 存 在 差 异
,

依 次为
。

茶多酚是一种高效的复合抗氧

化剂
,

其抗氧化性与各组份之间的协同作用密切相关
,

最佳

组合为
。

而且茶多

酚和其他抗氧化剂也存在协同作用
,

如
、 、

类胡萝 卜素

及谷胧甘肤等
。

这些协同作用增强了茶多酚的抗氧化效果
。

目前
,

大量的实验研究表明
,

茶多酚具有的抗肿瘤
、

抗衰

老和调血脂等多种药理活性都与茶多酚的抗氧化特性有着

密切的关系
,

因此有必要了解其抗氧化机制阁
。

直接清除活性氧 自由基 茶多酚结构中富含酚经基
,

可提供活泼氢使 自由基灭活
,

本身被氧化形成含有邻苯二酚

结构的 自由基而具有较高稳定性
,

因此茶多酚是一种能提供

氢的 自由基清除剂
。

茶多酚对无机 自由基
· 、 一 和

等活性氧 以及有机 自由基包括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产

物
·

和
·

等起着不 同的抗氧化效果 —预防性抗

氧化和链阻断式抗氧化作用 ’
。

收稿 日期
一 一

作者简介 陈继英
,

女
,

广东人
,

在读硕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药物制剂学
。

通讯作者
一 〕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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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 体内产生的 自由基极易侵害

细胞脂质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形成脂 自由基
,

从而引起脂质过

氧化反应
。

茶多酚不仅可清除链引发阶段的
· 、

等 自

由基
,

而且还是断链型抗氧化剂
,

可清除链反应 中间产物脂

过氧 自由基和烷氧 自由基
,

从而阻止脂 自由基的传播扩增
。

此机制在解释茶多酚具有调血脂和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等心

脑血管方面的药理作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茶多酚与诱导氧化的过渡金属离子络合 茶多酚具有

邻苯二酚结构
,

有较强的络合金属离子的性能
。

过渡金属如铁
、

铜等是许多 自由基产生过程的催化剂
。

如
,

介导脂质过氧

化
,

也是
·

等自由基产生的媒介物
,

而茶多酚可鳌合
,

使之形成无活性的铁复合物
,

从而影响氧化过程
。

激活细胞内抗氧化防御系统 细胞内存在抗氧化防御

系统
,

可及时清除体内过剩的 自由基
,

维持 自由基的动态平

衡
。

这些抗氧化防御系统主要包括抗氧化酶 超氧化物歧化酶
、

过氧化氢酶
、

谷胧甘肤过氧化物酶
、

谷胧甘肤硫转

移酶等 和一些低分子化合物
、

和谷胧甘肤等
,

而茶

多酚在抗氧化作用上与以上物质具有协同作用
,

能够更好地

发挥防御系统的作用
,

维持体内自由基的动态平衡
。

调血脂 茶多酚能较全面的调整血脂尤其是降低血清

甘油 三 脂
、

总 胆 固醇 和 低密度脂 蛋 白胆 固醇
一

的含量
,

升高高密度 脂蛋 白
。

胆 固醇
一

水

平
,

提高 活性
,

抑制脂质过氧化物酶
,

使血戮度
、

血小板聚集率和 红细胞压积 下降
,

凝血时间延长
,

脱

辅基蛋 白 脱辅基蛋 白
。。 , 。。 、

动脉硬

化指数 和
一

冠心指数 超于正常水平
,

从而对预防和

治疗动脉粥样硬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

何冰等应用茶多酚对实

验性高脂血症大鼠的降脂作用进行了研究
,

结果表 明
,

茶多

酚具有降低高血脂大鼠 及 含量
、

提高
一

含量

及卵磷脂胆 固醉乙酞转移酶活性的作用
,

同时
,

能明显阻碍

高脂血症大鼠血浆及肝脏中 的形成
,

且能抑制血小板

聚集
。

另外茶多酚是低密度脂蛋 白氧化的强抑制剂
,

能有效

地抑制 的氧化修饰
,

对动物粥样硬化形成的影响因素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柯荣胜等图研究了茶多酚对高脂血症患

者血脂和 载脂蛋 白水平的影 响
。

结果表明
, 口 茶多酚 。

具有 明显 降低高血脂症 患者 血清
、 、 一 、

,

升高
一 、

的作用
,

其疗效优于 吉非罗齐
。

在茶多酚对血液成分影响的临床研究 中发现
,

茶多酚不但可有效降低受试者的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醋及

提升高密度脂蛋 白水平
,

而且还对外周血的血细胞 包括红

细胞
、

白细胞和血小板等 计数无显著影响
,

并具有轻微降低

纤维蛋 白原的作用
。

上述结果表明
,

天 次
,

每次 茶

多酚
,

不仅安全
,

而且相当有效
。

抗病毒
、

抗菌作用 进行茶多酚抗流感病毒 型 的实

验研究 中发现
,

茶多酚与流感病毒 混合培养条件下
,

具

有显著降低病毒活性
、

抑制病毒增殖的作用
,

其作用随药物

浓度的增加而相应增强川
。

张国营等用绿茶及茶多酚对人轮

状病毒进行 了细胞培养试验
,

结果表明
,

绿茶和茶多酚稀释

质量浓度分别在 和 时
,

表现对该病毒的完全抑

制作用
,

使正常细胞不受病毒侵袭
。

此外
,

还发现茶多酚与来

硒酸钠联合对 抗原表达具有抑制作用 日本学者研究

还发现茶多酚类物质是一种新型
一

逆转录醉的强抑制

剂
,

可能在对艾滋病的治疗起一定作用
。

茶多酚作为一种广谱
、

强效
、

低毒的抗菌药已 被世界上

许多国家的学者所公认
。

在众多的抗菌试验中
,

人们发现它

对普通变形杆菌
、

金黄色葡萄球菌
、

表皮葡萄球菌
、

变形链球

菌
、

肉毒杆菌
、

乳酸杆菌
、

霍乱弧菌和 口 腔变链菌等许多致病

菌
,

尤其是对肠道致病菌具有不同程度的抑制和杀伤作用
。

同时它还能有效地防止耐抗生素的葡萄球菌感染
,

对于溶血

素也具有抑制活性
。

此外
,

茶多酚对能引起人体皮肤病的病

原真菌
,

如头部白癣
、

斑状水泡白癣
、

汗状泡白癣和顽癣等寄

生性真菌也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

茶多酚还可 以对肠道内的

有益菌起着保护作用
。

抗肿瘤作用 据国内外文献报道
,

茶多酚在体外表现为

抗突变作用
,

能抑制啮齿类动物由致癌物引发的皮肤
、

肺
、

前

胃
、

食道
、

胰腺
、

前列腺
、

十二指肠
、

结肠和直肠肿瘤等
。

目前

认为
,

茶多酚抑制肿瘤的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抗氧化
、

清

除 自由基
。

②阻断致癌物的形成和抑制体内的代谢转化
。

茶

多酚能阻断具有强致癌作用的亚硝基化合物在体内的合成
,

进一步抑制亚硝基胺类化合物的致癌作用
。

③抑制具有促癌

作用 的酶的活性
,

如抑制端粒酶的活性而实现其抗癌活性
。

④提高机体免疫力
。

⑤对肿瘤细胞多药耐药性的逆转作用
。

⑥对 孔道 线粒体通透性改变孔道 开放的影响
。

推测茶

多酚可能直接作用于 孔道的蛋 白质组份
,

从而调控线粒

体通透改变孔道的开放
,

保护线粒体免遭破坏
。

⑦抑制肿瘤

细胞 的生物合成
。

茶多酚在肿瘤细胞中可诱使

双带断裂
,

表现出茶多酚浓度和 双带断裂程度之间的

正相关关系
。

因而可抑制肿瘤细胞 的合成
,

进一步抑

制肿瘤的生长和增殖
。

其他作用 茶多酚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
,

具有显著的

抗氧化作用
,

可消除人体内产生过多的 自由基
,

保护细胞膜

的结构
,

减缓人体衰老
,

延长人体寿命
。

茶多酚对皮肤具有独

特的保护和治疗作用
,

能有效的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损

伤
,

还有防衰去皱
、

清除褐斑
、

预防粉刺
、

防止水肿和抗过敏

等作用
。

此外茶多酚还具有改善慢性肾功能衰竭和肾小球肾

炎的作用
,

以及调节免疫的作用
。

毒性作用

急性毒性作用 宋小鸽等对小 鼠进行 了茶多酚的急

性毒性实验
,

结果发现茶多酚的 。。为
,

毒性极

低
,

是一种安全的药物
。

长期毒性作用 对家犬 以 大
、

中
、

小 个剂量分别连

续饲喂茶多酚
,

观察到服药前
、

服药中和停药后家犬的

活动情况
、

毛发
、

粪便
、

心电图
、

血尿常规
、

各项生化指标均未

见异常
,

从而提示茶多酚毒性极低
,

是一种安全的药物川
。

杨

解人等做了类似的实验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

并且认为茶多酚

对家犬无毒反应剂量大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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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多酚的药动学

近年来
,

国内外研究者对茶多酚的药动学也进行 了一系

列的研究
,

并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成果
。

等 〕发

现肠道微生物群对茶多酚在体内的分解代谢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

对茶多酚中的 在人体内的生物转化的研究

中发现 在受试者的血浆和尿液 中检测 到 的原形和

它的主要代谢产物
‘ , 产

刃
一 ,

它们的半衰期分

别是 士 和 士 〔‘ , 〕。

给志愿者静脉注射

去咖啡因的绿茶 后
, 、

和 的

血浆浓度符合二室模型 〕。

它们的 相半衰期 团分别是
、

和
,

清 除 率 分别 是
、

和

八
· ,

表观分布容积分别为
、

和
。 、

的
、

跳 ,

中央 室与周 围室 间的分布速率常

数 相似
,

但 的 比 ,

高 倍
,

提示 更易分

布于周围室
。

的 日较长
,

较小
,

提示 比

和 在体内能停留更长时间
。

展望

研究显示饮用绿茶后血液中儿茶素浓度较低
,

生物利用

度不高
。

但有研究发现 口 服茶多酚制剂后茶多酚的生物利用

度较高
。

市场上 以茶多酚为主要原料的药品有心脑健片及胶

囊
,

主要用 于治疗心脑血管系统的疾病
,

剂型单一
,

适用症较

少
。

因此
,

开发生物利用度高和适用症广的茶多酚新制剂是

现阶段研究茶多酚的热点课题
。

〕 。 , 。

,

〔〕 亡 , ,

幻 。 ,

,

〔〕 一
集美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 一

〕
口工 心 “一 二 国外医学

·

药学分
册

, , 一

」
,

〕
,

中华肾脏病杂志
, 一 ,

〕
, , , 。

即 仁〕
几妇 中国 中药杂 志

, ,

一

〔 〕
, , ,

〕 , 了 欢 ,

叼耐 中国疗养医学
, , 一

〕
, , , 一

〕 茶
叶科学

, , 一

, ,

福建
茶叶

, 一

〔〕
, , , 。

一

〕 〔卫 人

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抬疗
, , 一

〔 〕
, , , 。

仁 〕
, , 一

〔 〕
一

, ,

〔〕以 尺 五
, ,

一

, ,

〕 工 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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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方便
、

快 捷
、

可视化 的 基 地生产 全过程
、

透

明化展示
,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

指导
,

也充分展示企

业 的诚信
、

自信
,

大 大增进基地 实施 的可 信

度
。

展示的内容包括 基地执行的 规范
、

基地生

产进展的全过程
、

监测的各种参数的图形显示
、

基地

各典型阶段及当前风貌 的视频展示
。

让 网站

成为 的宣传阵地
、

基地风貌的展示窗 口
、

与同行和协作伙伴交流 实施的园地
。

工作的

质量和进展 以 图形方式动态展现
,

不仅可 以使管理

者和操作者都清楚 的看到基地种植 的工作和进展
,

还可以使管理置于更广泛的监督之下
。

基于 的

系统结构和规范而完整 的文档管理
、

查询为管理者

提供了另一种可视化和准确 了解工作状况的手段
。

对气候
、

大气
、

水质
、

土壤
、

病虫害及有害物等因素的

监测尽可能的采用集 中管理和 自动 半 自动化的方

式
,

以使数据真实
、

可靠
、

及时
、

高效
。

构建并逐步完善以集中数据库为数据分析
、

数据挖掘子系统 我 国数千年 的中药材种植史为我

国的中药材种植 的科学化
、

规范化提供 了坚实的基

础
,

它也是 当前实施 的基本保证
。

然而要使中

药种植在更高的台阶上继续发展
,

中医 中药大步的

走 向世界
,

那么基于充分的科学数据积累
、

分析
、

挖

掘并与传统经验和历史数据相融合则是必经之路
。

该子 系统将使 支撑 系统成为一个融管理
、

控

制
、

辅助决策为一体的完整系统
。

力图以实际数据为

依据
,

经过不断的数据积累
、

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
,

不断优化
、

规范
、

标准化药材种植的管理和质量保障

规程
,

并为种质的筛选与优化
、

基地生态环境的优选

和保护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

展望

近年来
,

实施技术是 国内一个研究热点
,

国家也一直在大力推动企业信息化建设
,

实践表明
,

信息化可以大大加快企业现代化的步伐
。

只要大胆

采用信息技术
,

同样可 以有力推动 实施 的不

断深化
。

只是必须从中药材种植企业的实际出发
,

走

出一条适合于该行业特点的信息化之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