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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茶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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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花茶Camellia nitidissima为我国广西地区的少数民族常用药，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等功效。近年来，对于

金花茶开展了大量的化学成分和药理学研究，表明金花茶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多糖、皂苷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该植物及

其提取物具有抗肿瘤、抗炎、抗氧化、调血脂、降血糖、抗肥胖、降血压、抗过敏、抗衰老等药理作用。对金花茶化学成

分和药理研究进展进行了归纳总结，为更好地利用该植物和新药研发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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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mellia nitidissima is common traditional ethnic medicine in Guangxi, which takes effect by clearing away heat and

toxic materials and diuretic detumescence. In recent years, a great number of chem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on Camellia

nitidissima Chi have been carried out, primarily in China. Phytochemical investigations have shown that the plant contains a rich

source of bioactive constituents, including flavonoids, polysaccharides, saponins, and other components.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Camellia nitidissima Chi possesses anti-tumour, anti-inflammatory, antioxidant, hypolipidemic effect,

hypoglycemic, anti-obesity, hypotensive, anti-anaphylaxis, and anti-aging properties. The present paper presents an up-to-date

overview of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Camellia nitidissima Chi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this plant for drug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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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茶Camellia nitidissima Chi为山茶科、山茶

属常绿灌木或小乔木［1］，在山花茶家族中具有唯一

的金黄色花瓣，因此被称为“茶族皇后”［2］。又因为

金花茶诞生于一亿七千万年前，是第四纪冰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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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留下来的原始植物，分布范围小，全世界 90% 野

生金花茶仅分布于中国广西防城港市十万大山的

兰山支脉一带，是世界上稀有的珍贵植物，故有“植

物界大熊猫”的美誉［2］。金花茶的药用历史可追溯

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山茶产南方，

深冬开花，红瓣黄蕊……亦有黄色者”“山茶嫩叶炸

熟水淘可食，亦可蒸晒作饮”［3］；20世纪 50年代开展

广西药用植物调查［4］以后，金花茶才作为中药材开

展现代研究，其拉丁学名也经历了一系列变迁［5-6］；

目前，金花茶符合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的学名是

Camellia nitidissima Chi。金花茶药用具有清热解

毒、利尿消肿的功效，用于咽喉炎、痢疾、肾炎、水

肿、尿路感染、黄疸型肝炎、肝硬化腹水、高血压、疮

疡、预防肿瘤［7］。

金花茶于 2010年被批准进入了卫生部（现为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药食同源”目录，成

为“新资源食品”［8］。自此，金花茶功能性保健品的

开发引起了关注。以金花茶为原料的一系列广泛

的健康导向的食品问世，包括口服液［9］、浓缩液［10］、

饮料［11］、速溶茶［12］、酒［13］、微胶囊［14］、含片［15］、棒棒糖

等［16］；基于金花茶的日用品，包括护肤品［17］、沐浴

露［18］、和蚕丝被［19］等；还作为添加剂加入香烟［20］、生

态有机肥料［21］等。

由于金花茶资源分布的局限性，仅日本、美国

对金花茶花的观赏性有少量研究报道［22-24］，日本对

金花茶提取物在代谢综合征方面的药理作用有研

究报道［25］，而国外在金花茶的化学成分研究方面未

见报道。国内对金花茶叶的有效成分、提取工艺、

药效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活性成分研究和临床

疗效研究方面的报道不多。我国金花茶产业仍然

局限于一些花叶原料的初级产品，产品附加值低。

因此，针对金花茶有效活性成分和药理作用进行深

入研究，才能更好地为开发出金花茶医药健康产品

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保障。

1 主要化学成分

金花茶的花、叶中含有多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

物质，是自然界中药用成分较为丰富的植物之一，

主要成分为黄酮、多糖、皂苷。此外，金花茶的花、

叶中还含有茶色素、咖啡因、蛋白质、维生素B1、B2、

维生素C、维生素E、叶酸、脂肪酸、β-胡萝卜素等多

种天然营养成分；含有茶氨酸、苏氨酸等几十种氨

基酸，以及多种对人体具有重要保健作用的天然有

机锗（Ge）、硒（Se）、钼（Mo）、锌（Zn）、钒（V）等微量

元素，和钾（K）、钙（Ca）、镁（Mg）等元素［26］。

1.1 黄酮

黄酮类化合物是天然的植物次生代谢产物，一

般分为黄酮类、黄酮醇、二氢黄酮类、二氢黄酮醇

类、花色素类、黄烷-3，4-醇、双苯吡酮类、查尔酮和

橙酮等 15种。在金花茶黄酮类化合物中，山柰酚类

化合物［27-34］是 1 个大类，包括山柰酚-3，7-O-α-L-二

鼠李糖苷、山柰酚-3-O-β-D-葡萄糖苷、山柰酚-7-O-

β-D-葡萄糖苷、山柰酚-3-O-鼠李糖苷、山柰酚 3-O-

β -D-芸香糖苷等；其次是槲皮素类［27，30］和儿茶素

类［29-30］，分别包括槲皮素-3-O-β-D-葡萄糖苷、槲皮

素-3'-O-β-D-葡萄糖苷和（−）-儿茶素-3-D-吡喃半乳

糖、表儿茶素。此外，金花茶黄酮类化合物中还有

5，7，3'，4'-四甲氧基黄酮［31］、7，3'，4'-三甲氧基-5-羟

基黄酮［31］、5，7，3'，4'，5'-五甲氧基黄酮［31］、芦丁［32］、

香橙素［34］等。

1.2 多糖

糖类是生物体内除蛋白质和核酸外的重要生

物信号分子，按照化学结构可分为均多糖和杂多糖

2大类。在金花茶中多糖的成分分析其结果均比较

接近，韦璐［35］、田晓春［36］、林华娟等［37］采用构成糖分

析、红外光谱（IR）分析、核磁共振（NMR）分析以及

阶梯式部分酸水解分析等手段，发现金花茶粗多糖

组成中多为阿拉伯糖、半乳糖、鼠李糖、葡萄糖、木

糖、甘露糖。

1.3 皂苷

皂苷是广泛存在于植物界和某些海洋生物中

的一种特殊苷类，按皂苷元的化学结构可分为甾体

皂苷和三萜皂苷 2 类。苏琳等［38］对金花茶鲜叶提

取 、初 步 纯 化 、粗 分 离 后 ，采 用 高 效 液 相 色

谱（HPLC）法 进 一 步 分 离 出 皂 苷 ，并 使 用 质

谱（MS）、核磁共振（1H-NMR）、IR法鉴定出4个单体

化合物，分别为人参皂苷Rgl、人参皂苷F1、人参皂苷

F5和越南参皂苷Rl6（vinaginsenoside Rl6）。上述所

得化合物均为首次从金花茶植物中分离得到，其中

人参皂苷Rgl、人参皂苷F5和越南参皂苷Rl6为首次

从山茶属植物中分离得到。戚静［34］结合 1H-NMR、
13C-NMR和MS谱，鉴定到的皂苷有 α-菠甾醇-3-O-

β-D-吡喃葡萄糖苷和豆固酮-7，22-二烯-3-O-［α-L-

吡喃阿拉伯糖基（1→2）］-β-D-吡喃半乳糖苷。

1.4 其他成分

金花茶还富含酸类成分：湛志华［29］和刘鹏［33］分

离鉴定出齐墩果酸；杨蕊［30］分离鉴定出原儿茶酸、

乙基莽草酸、2，4，6-三羟基苯甲酸-4-O-吡喃阿咯糖

苷、绿原酸、cis-14-二十三碳烯酸和棕榈酸；周洁

··576



Drug Evaluation Research第45卷 第3期 2022年3月 Vol. 45 No. 3 March 2022

洁［31］分离鉴定出 3-O-乙酰齐墩果酸；戚静［34］分离鉴

定出正十二烷酸。

金花茶中的其他化合物，杨蕊［30］、周洁洁［31］和

刘鹏［33］经分离鉴定，均得到 α-菠甾醇；周洁洁［31］和

刘鹏［33］得到正三十四烷醇和 β-香树脂醇。杨蕊［30］

还分离鉴定出桉脂素、（+）-diasyringaresinol、（+）-

isoeucommin A、erythro-古柯愈创木基甘油-O-4'-松

柏基醚、threo-古柯愈创木基甘油-O-4'-松柏基醚、1，

2-二乙氧基苯和 9-三十一烷烯；周洁洁［31］分离鉴定

出 3β-乙酰氧基-6α，13β-二羟基油酸酯-7-酮和 β-胡

萝卜苷；邹登峰等［32］分离鉴定出肌醇；刘鹏［33］分离

鉴定出 β-谷甾醇和 olibanumol-L；戚静［34］分离鉴定

出 3β-乙酰氧-20-羽扇烷醇、22α-当归酰基-玉蕊醇

A1和黑果茜草萜。

2 药理作用

目前，对于金花茶的药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抗肿

瘤、抗炎、抗氧化、调血脂、降血糖、抗肥胖、降血压、

抗过敏、抗衰老等方面。

2.1 抗肿瘤

He 等［39］研究金花茶正丁醇提取物（JHC-4）对

于离体人胃腺癌细胞系BGC-823和 SGC-7901胃癌

细胞的抗增殖作用。用自噬抑制剂来确定 JHC-4是

否能诱导自噬，25、50、100 μg·mL−1 的 JHC-4 处理

24、48、72 h，通过四甲基偶氮唑盐法（MTT）检测细

胞存活率，评估抗扩散效果和协同抗癌效果；用蛋

白印迹法（Western blotting）确定 JHC-4调控人胃癌

BGC-823和 SGC-7901细胞自噬标志物微管相关蛋

白 1轻链 3-II（LC3-II）的蛋白水平。结果发现，

JHC-4 作用 72 h 后，对 BGC-823 和 SGC-7901 细胞

的半数抑制浓度（IC50）均为（147.62±16.40）μg·mL−1，

在 BGC-823 和 SGC-7901 细胞中，经过 JHC-4 处理

后，LC3-II的蛋白水平以剂量相关的方式被诱导，说

明对人胃癌细胞造成了明显的生长抑制并诱导了

自噬。此外，JHC-4作为一种自噬激动剂，可以协同

增强胃癌细胞对紫杉醇的敏感性。同时，JHC-4可

以通过诱导细胞自噬和凋亡来增强紫杉醇对胃癌

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

Zhang等［40］研究金花茶提取物（CNCE）对离体

A549人肺癌细胞凋亡和增殖的影响。构建 30、60、

120、240 μg·mL−1 CNCE处理后的细胞生长曲线，用

MTT法测定CNCE对细胞增殖、凋亡和细胞周期的

影响、免疫细胞化学方法评估关键凋亡相关酶的表

达。结果发现 CNCE 在 20～160 μg·mL−1浓度范围

内抑制了 A549 肺癌细胞的生长。CNCE 能诱导

A549 细胞凋亡。处于 G0/G1期的细胞比例显著增

加（P＜0.01），而处于 S 期和 G2/M 期的细胞比例相

应减少，表明细胞处于G0/G1期停滞状态。细胞周期

停滞和凋亡诱导作用随着CNCE浓度的增加而逐渐

增强。

Dai 等［41］研究金花茶水提取物（CNFE）对离体

人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细胞系Eca109的化学预

防作用。用100、200、300、400、500 μg·mL−1的CNFE

处理 24、48、72 h，胰蓝排除法测定对Eca109细胞的

抗增殖作用，通过流式细胞仪对细胞凋亡进行量化

并进行DNA细胞周期分析，研究CNFE对细胞凋亡

和细胞周期停止的影响。结果发现死亡细胞的百

分比以时间和剂量相关的方式增加，与未处理的对

照组相比，死细胞的百分比明显增加。在 24、48、72 h，

CNFE 对 Eca109 细胞的 IC50分别为 513.64、326.88、

217.31 μg·mL−1。CNFE 通过诱导细胞凋亡和中断

细胞周期对Eca109细胞起到抗增殖作用。CNFE以

剂量和时间相关的方式抑制了Eca109细胞的生长、

并引起这些细胞的剂量和时间相关的凋亡；用

CNFE处理细胞会导致细胞周期的G0/G1停滞。

Peng等［42］从金花茶的乙醇提取物中发现了1种

新的酰化黄酮苷，即槲皮素 7-O-（6′′-O-E-咖啡酰）-

β-D-吡喃葡萄糖苷，检查其在离体人淋巴瘤U937细

胞中的细胞毒性活性，U937 细胞用此化合物在 0、

10、25、50、100、200、400 mmol·L−1下处理 24 h，接着

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结果发现，此化合物

抑制了U937细胞的增殖，其 IC50值为 140.1 mmol·L−1；

且早期凋亡细胞的百分比明显与对照组相比有所

增加，表明新的酰化黄酮苷能抑制 U937 细胞的增

殖并诱导其凋亡。

2.2 抗炎

Wang 等［43］使 用 离 体 培 养 的 小 鼠 巨 噬

RAW264.7细胞对分离出的化合物的抗炎活性进行

评估，通过基于 1H-NMR的代谢组学方法，鉴定从金

花茶花中分离出的化合物 3-肉桂酰三叶草苷（3-

CT）。用 0.625、1.25、2.5、5、10、20、40 μmol·L−1的 3-

CT，通过MTT法检测RAW 264.7细胞的细胞毒性，

用 0.3125、0.625、1.25、2.5、5、10 μmol·L−1 的 3-CT

进行一氧化氮（NO）检测，用 0.625、1.25、2.5、5、

10 μmol·L−1 的 3-CT 定 量 实 时 聚 合 酶 链 式 反

应（PCR）分析。结果发现，24 h 内 RAW264.7 细胞

的生存能力没有下降，因此 3-CT对RAW264.7细胞

没有细胞毒性。在所有测试浓度下，3-CT对NO的

产生都有抑制作用。3-CT 可以抑制 RAW264.7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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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一系列炎症细胞因子的表达，在mRNA水平和蛋

白质水平都有抑制作用。

田宁等［44］对金花茶多糖的抗炎作用进行了研

究，进行基底节脑出血模型构建，将 C57BL/6 小鼠

随机分为假手术组、脑出血组和金花茶多糖组，脑

出血后即刻 ig金花茶多糖并连续给药 3 d。接着进

行神经功能缺陷评分，旷场与黏附移除实验，伊文

思蓝染色和水肿实验，免疫荧光检测，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ELISA）检测，定量 PCR 及免疫荧光检测。

实验结果显示金花茶多糖可提高小鼠神经功能评

分，改善运动功能而对感觉功能无影响；减轻脑水

肿与保护血脑屏障；抑制小胶质细胞的激活、抑制

炎症因子表达，同时促进小胶质细胞从 M1型转化

为M2型。

2.3 抗氧化

An 等［45］研究了金花茶叶片（CNC）提取物对

H2O2诱导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以及对离体人神经

母细胞瘤（SH-SY5Y）细胞的保护作用及其内在机

制。实验结果证实，醋酸乙酯部位（CLE）50～200

μg·mL−1处理后，可显著提高 H2O2处理的 SH-SY5Y

细胞存活率，并以相反的“U”形方式减少乳酸脱氢

酶（LDH）的渗漏。通过染色证实，CLE减弱了H2O2

诱导的 SH-SY5Y细胞的凋亡。CLE质量浓度 100、

150 μg·mL−1处理降低了细胞内的活性氧（ROS）水

平，并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氢

酶（CAT）活性，从而显著缓解 H2O2 诱导的氧化

应激。

2.4 调血脂

应 娜 等［46］对 于 减 轻 非 酒 精 性 脂 肪 性 肝

病（NAFLD）引起的脂代谢异常机制进行了研究，将

C57BL/6 小鼠随机分为 6 组：对照组、NAFLD 模型

组、金花茶粉末低剂量组、金花茶粉末高剂量组、金

花茶水提物低剂量组、金花茶水提物高剂量组，检

测小鼠的体质量、脂肪质量、血清生化指标、肝组织

中极低密度脂蛋白受体（VLDLR）、过氧化物酶体增

殖物激活受体-α（PPAR-α）与磷酸化腺苷酸激活蛋

白激酶（p-AMPK）蛋白的表达水平变化。结果发

现，低剂量金花茶粉末与水提物均可以显著降低

NAFLD小鼠血清中三酰甘油（TG）、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ALT）和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水平，其

中低剂量金花茶水提物显著降低NAFLD小鼠肝组

织中VLDLR表达水平，显著提高p-AMPK与 PPAR-α

蛋白表达水平（P＜0.05），说明金花茶水提物能减轻

NAFLD引起的脂代谢异常，缓解NAFLD小鼠肝脏

脂质病变。

2.5 降血糖

Wang等［47］利用 2型糖尿病小鼠模型对金花茶

的降血糖作用进行了研究，糖尿病小鼠被随机分为

5组：模型组、阳性对照组、醋酸乙酯/二氯甲烷提取物

组、正丁醇提取物组和粗提物组，剂量为100 mg·kg−1，ig

方式给药，每天 1次，持续 5周。结果发现，与模型

组比较，3组金花茶提取物都能显著改善小鼠的行

为表现、体质量，减少水和食物的摄入。醋酸乙酯/

二氯甲烷提取物在给药后的第 1周显著降低了空腹

血糖水平。在较长时间的给药后，粗提物也显示出

显著的降糖效果，说明这 3种提取物都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空腹血糖水平。

2.6 抗肥胖

Zhang等［48］研究了金花茶提取物（Cnfe）通过脂

质水平调节和肠道微生物群的调控，对于高脂肪饮

食引起肥胖症的潜在抗肥胖作用。大鼠被随机分

为 2组：高脂饮食组（HFD）和正常脂肪饮食（NFD）

组。再将HFD组大鼠随机分为 4组：第 1组 ig喂食

补充了蒸馏水的 HFD；第 2 组为高剂量（HDG）组，

通过 ig喂食补充了 Cnfe的 HFD 300 mg·kg−1·d−1；第

3 组为中剂量（MDG）组 ig 补充了 Cnfe 的 HFD

150 mg·kg−1·d−1；第 4组是低剂量（LDG）组，ig补充了

Cnfe的HFD 75 mg·kg−1·d−1。每周记录 1次体质量和

食物摄入量。在最后 3 d收集粪便并储存在−80 ℃。

研究结果表明，Cnfe通过降低食欲和减少高脂肪饮

食引起的肥胖，显著降低了体质量的增加，减少食

欲和减少高脂肪食物的摄入。此外，Cnfe恢复了正

常的脂质代谢，并改善了高脂肪大鼠的胰岛素敏感

性和葡萄糖耐量。

2.7 降血压

李航等［49］研究了金花茶 4种提取物对高血压的

作用，随机将大鼠分为 6组：模型对照组、95%乙醇

提取物（JHC-1）组、未脱色的二氯甲烷醋酸乙酯粗

提物（JHC-2）组、脱色的二氯甲烷提取物（JHC-3）

组、正丁醇金花茶提取物（JHC-4）组和阳性对照（卡

托普利）组。其中模型对照组给予 2 mL生理盐水，

每日 1次 ig，连续 4周；阳性对照组以 15 mg·kg−1·d−1

连续 ig卡托普利，每日 1次，连续 4周；其余各组按

100 mg·kg−1·d−1分别 ig金花茶 4种提取物，连续 4周。

观察动物血压、体质量、心率。结果显示，JHC-3组及

JHC-4组与模型组比较，大鼠血压和心率均有非常

显著的降低（P＜0.001），说明金花茶提取物具有降

低血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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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抗过敏

王永奇等［50］对金花茶提取物抗过敏作用进行

了研究，将大鼠随机分组（即正常组、模型组、孟鲁

司特钠组）及各样品的低、高剂量组。采用 ELISA

法测定致敏大鼠血清免疫球蛋白 E（IgE）和白三烯

含量。采用细胞计数法检测大鼠全血和肺泡灌洗

液中嗜酸性粒细胞数量。通过病理学检查，观察肺

组织炎症反应程度。实验结果显示，金花茶叶的水

提物、醋酸乙酯萃取物、凹脉金花茶种子的醇提物

明显降低大鼠血清 IgE和白三烯水平，减小肺组织

炎症面积，说明这3种金花茶提取物具有抗 IgE介导

的 I型过敏反应作用。

2.9 抗衰老

卢春毅等［51］对金花茶抗衰老作用进行了研究，

建立大鼠亚急性衰老模型后，给予高、低浓度金花

茶 ig干预，然后检测肝脏和睾丸组织超氧化物歧化

酶（SOD）活性，丙二醛（MDA）含量及 Bax、bcl-2

mRNA 表达水平。结果发现，与衰老模型组比较，

高、低浓度金花茶组肝脏和睾丸组织 SOD 含量和

bcl-2 mRNA表达显著升高（P＜0.05），且MDA含量

和Bax mRNA表达明显下降（P＜0.05）。高、低浓度

金花茶组间比较，上述指标有统计学差异（P＜

0.05），说明金花茶能减慢肝脏和睾丸细胞的凋亡，

对延缓机体衰老有重要作用。

3.10 安全性

彭亮等［52］对金花茶鲜叶的毒理学安全性进行

了研究：采用小鼠急性经口毒性试验；遗传毒性的

Ames 试验、小鼠骨髓细胞微核试验和小鼠精子畸

形试验，亚慢性毒性的大鼠 90 d喂养试验。实验结

果显示，急性毒性试验中，该样品属无毒级；遗传毒

性试验中，该样品无遗传毒性；亚慢性毒性试验中，

各样品组大鼠每周及总的体质量、增加的体质量、

进食量和食物利用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表明该样品对大鼠的体质量增长和食物利

用率无明显影响；各样品组大鼠在实验中期和末期

的各项血常规指标及 9项血液生化指标均在正常范

围，且与对照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各样品组大

鼠脏器质量和体质量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综上，各项研究结果均未提示金花茶样品

有毒。

4 结语

金花茶是广西特色药用植物［53］，近年来对金花

茶的研究多集中在药理作用方面，对其化学成分的

研究较少，限制了该药用植物的深度研究以及在临

床上的应用。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

品安全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监督检验中心等权

威机构检验表明：金花茶含有 400多种营养物质，现

阶段对于金花茶化学成分的研究多体现在黄酮类

活性成分、氨基酸和微量元素类营养成分上，皂苷

和多糖及其他活性成分的研究较少。其中黄酮类

化合物具有多种生物学功效，如抗氧化、降血糖、抗

癌、抗肿瘤等，以茶多酚类的抗氧化作用最为突出，

并构成其他功能的基础。此外，金花茶的黄酮类化

合物在抗菌、抗炎、增强人体免疫功能、治疗骨质疏

松、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方面也都有功效，具体表

现为黄酮类化合物可以清除自由基、螯合金属离子

等。金花茶中的皂苷类成分对人体的新陈代谢也

起重要的生理作用，可以抑制血清中脂类氧化、抑

制过氧化脂质生成，降低血清中胆固醇的含量，抑

制过氧化脂质对肝脏的损伤，防止动脉硬化，因而

具有抗衰老的作用。同时皂苷还具有免疫调节作

用，增强机体免疫力。皂苷对核酸和蛋白质合成有

促进作用，可增加肝、肌肉组织中蛋白质与DNA的

含量，提高机体的耐力，因而具有抗疲劳的作用，皂

苷还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并具有消肿抗炎的

作用。梁机等［54］测定了 8种金花茶叶的茶多酚和游

离氨基酸含量，并与市售茶叶作对照，表明普通金

花茶也适宜制茶。

目前市面上金花茶产品多以茶产品和保健品

为主，而药品较少［55］。因此，有必要在金花茶具体

活性成分检测、质量控制和采收加工方面进行深入

研究，促进金花茶产业上一个新台阶。针对不同病

症筛选出不同的质量标志物，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

体系，从而为金花茶资源的进一步利用、质量控制

与评价以及新药研发奠定基础。

利益冲突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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