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叶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北京军区军医学校 �石家庄 � � � ��� � 于新蕊 � 曲 军 丛月珠

摘要 中国茶叶约含� �� 多种成分
,

主要为嗦吟生物碱
、

多酚类化合物
、

多种维生 素及 矿 物 质

等
,

具有广泛的药理活性
。

今综述近年来茶叶在抗癌
、

抗氧化
、

降血脂及抗动脉粥样硬化
、

抗凝

血及抗血栓
、

防龋和抗艾滋病毒等方面的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

茶叶为山茶科植物茶的芽叶
,

其药用价值 历史悠久
。

《神农本草经 》记载了久服茶叶能
“
安心益气

,

轻身耐老
” 。

现代随着对茶叶成分
、

药理作用的深入研究
,

发现茶叶的医疗作

用范围广泛
,

具有抗癌
、

抗氧化
、

降血脂及抗动脉粥样硬 化
、

抗� �� 等作用
。

� 茶叶的化学成分

�
�

� 茶叶中含嚓岭类 尘物碱
,

以咖啡碱为主
,

含最一般 为� � � � �
,

并含微量的可可豆碱
、

茶碱和黄傈岭〔�〕
。

绿茶中总多酚含量在 � � � �� �
,

绿茶制成红茶后
,

多酚类含量明显下降
,

仅为原来含量的 �� �
,

多酚类化合物主要为儿茶素
、

表儿茶素
、

没食子酞表儿茶素
、

没食子

酸表没食子儿茶素等
。

在茶叶的生长过程中
,

嫩叶中多酚类含量 比老叶中高
。

咖啡因的含量

也从嫩到老有下降的趋势
,

我国听产的各种市售茶叶
,

一般含咖啡因约 � � � � �
,

多酚类约

� � � �� �
。

茶叶的主要活性成分为嚓吟类生物碱及多酚类化合物〔
”〕

。

�
�

� 茶叶含有多种维生素
,

以 �族维生素最为丰富
,

且 �嘱一 ��吠溶于茶汤
。

并富 含 � � ��
,

绿茶中� �� �含量高达 � � � � � �
,

与肝脏及柠 檬中� �� � 含量 相 当
。

据专家们测 试
,

一 般成

人所需 � �� � 量约为�� 一�� � � � �
,

如每天饮用茶叶 � � �
,

就可 以全部 满足人体 需 要〔�〕
。

此

外尚含有丰富的� �� �
、

� � � �
、

� � � �及� � � � 原 �日
一
胡萝 卜素 �

。

�
�

� 茶中矿物质含量较高
,

前不久对全国 �� 多个产茶省主要茶类的 ��� 个样品进行 分 析
,

干茶及茶汤中的钾
、

钙
、

镁
、

锰
、

铁和铜的平均含量为 �
�

�� �
、

�
�

��  
、

�
�

�� �
、

��  !件� � �
。

� � �协 � � � 和 ��
�

� 协� � �
。

其 中镁和锰在头泡茶汤中的浸 出率分别为 � �
�

��和 � �
�

� � 〔魂〕
。

此外
,

茶叶中还含有微量元素硒和氨基酸等〔� 〕
。

� 茶叶的药理作用

�
,
� 抗癌作用

�

日本学者报道
,

绿茶有抑制癌细胞扩散的功效
,

他们调查发现居住 在 绿茶

区以绿茶为主要饮料的居民死 护癌症者明显少于其它地区
。

大量研 究结果证明亚硝基化合物

� � � � � 是动物的强致癌物
,

也是人类肿瘤的可疑病因之一
。

实验研究发现
,

茶叶可 有效

阻断� � �在体内外的合成
,

早明显 的量效反应关系
,

从而提示了茶叶防癌的 可能性
。

据报

道
,

茶叶在预防肝癌
、

胃癌
、

肺癌 方面显示 一定的作用
。

�
�

�
�

� 预防肝病抑制肝癌的作用
�

茶叶提取物中含有儿茶素
、

� �� � 和咖啡因等
,

故呈现有

预防肝病活性
,

而且安全无副作用
。

例
�
将� �� �盯雄性大鼠分成

�
� 盐水组 � � �半乳糖胺

诱发的肝病组
� �
�半乳糖胺加茶叶提取物组

, �组给药后
,

每只大鼠分别取血测 定 � � �
、

� ��
、

和 � ��
,

结果上述 �个参数在 如茶叶提取物组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地被抑制〔“〕
。

李缓等〔�〕报道绿茶不 仅
�

�抑制 � � �
�
致肝 癌

,

而且还 盯抑制 � � �
,

以外的某些化学致癌

物所致的肝癌
。

用 �
�

�� 一 � � � � � � �浓度 即能防止百草枯和葡糖氧化 酶 � 。
�

� 一 � � � � � � �� 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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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细胞
,

从而保护肝脏的正常代谢〔�〕
。

研究表明
,

绿茶的有效抗癌成分主要为其水溶部分
,

体外试验表明
,

绿茶的儿茶素及黄

酮类成分
,

可使大 鼠肝细胞微粒体的细胞色素� �� 。系统中的许多酶活性受抑制
,

并 呈 量效

关系
,

这些成分可能与绿茶的抗癌能力有关
。

�
�

�
�

� 预防胃癌的作用
�
强致癌物�

一
亚硝基化合物在人类胃癌

、

食道癌等恶性肿瘤发病中

的作用已受 到广泛 重视
,

人体接触� 二亚硝基化合物的主要途径是 内源性合成
。

胃癌 的 病因

学研究显示
,

胃内� 一亚硝基化合物的合成可能存在两条机理� � � 和� � �
,

实 验 证 明
,

茶

叶提取物对体内� � � 和 � � � 过程都有明显的抑制效果
。

�
�

��� 茶叶水提取物 相 当 于 绿 茶

� � �
。

在 胃癌高发区
,

如果高危人群每天三餐后饮用绿茶达到上述摄入量
,

就可能达 到完全阻

断体内过程的亚硝基化合物合成之 目的。〕
。

绿茶中含有� �� �
、

� �� �和茶多酚等多种亚硝化

抑制刘
。

云雾茶中 含�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茶 多 酚 达 � �
�

��
,

氨基酸 为
�

�

� �
,

茶叶提取物的阻断作用明显强于同量� ���
。

乌龙茶的抗癌试验表明〔�〕
,

能明显降低�
一
甲基一� 尹一硝基一� 一亚硝基肌诱发大鼠胃肠道

恶性肿瘤的发生率
。

杨延桐〔‘“〕
,

用毛尖茶对甲基戍基亚硝胺诱发的大鼠食管癌作用实验证明
�

毛尖 茶有明

显的抑制食管上皮增生癌变的作用
。

每天用 �
�

� � � � � 的茶叶泡水给大鼠饮用 �� 个月
,

发现食

管癌的发生率与对照组有极显著差异 �尸� �
�

� � � �
,

癌瘤的数目和大小也有明显 差 异
,

茶

叶组平均数目�个
。

最大瘤体直径 � � �
,

而对照组平均瘤体数为 �� 个
,

最大的直径 为 �� � �
,

癌瘤 发生时间两组相差 �� 周
。

�
�

� 抗氧化作用
�
脂质过氧化与某些疾病的病理过程或衰老密切相关

,

自由基和 不 饱和脂

肪酸
、

类脂质产生脂质过氧化反应
,

� � � 是其代谢产物
。

试验表明�� 幻
,

茶儿茶 素 对 组织

中过氧化脂质的形成有明显的对抗作用
,

体外试验给茶儿茶素后
,

� � � 可降低 �� � 左右
。

大鼠染锡矿尘后
,

肺组织脂质过氧化物水平和谷胧甘肤过氧化酶活性均 显著 高 于 对照

组
,

肺组织增生亦趋于活跃
,

锡矿尘引起的这些反应与强致癌物� 一� � � 相似
,

染锡 矿尘大

鼠饮绿茶后
,

肺组织� � � 含量及� �� 一� � 活性均低于单纯染锡矿尘组
,

这说明绿茶能直接

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
。

结果提示
,

适当摄入绿茶作为抗氧剂对降低锡矿工人肺癌高发可能具

有重要意义〔�� 〕
。

茶叶的防癌抗癌作用
,

已为动物实验和流行病学研究所证实
。

� � � � � �等〔, �〕认 为
,

茶

叶 的防癌抗癌作用主要与其抗氧化能力有关
。

茶叶抗氧化的有效成分主要为茶多酚类
、
� �� �

、

� ��� 及硒
,

其中占茶叶干物 �� 纬� ��  的儿茶素清除自由基的作用最强
,

每 �� �� 儿茶 素可

清除 �� �� 的自由基
。

�
�

� 降血脂及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
动物实验表明茶叶中儿茶酚类及其氧化物对 动 脉粥样

硬化及高血压和高血糖脂均有良好的防治作用
。

儿茶酚类可控制胆固醇的氧化
,

使酸败物形成

量减少
,

抑制脂质物在血管壁的沉积
。

茶叶还能阻止食物中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
,

减少血清胆

固醇含量及保持脂质在动脉壁的进入和移出的正常平衡
,

乌龙茶能降低脂蛋白脂肪酶的活性
,

促进肾上腺素诱致的脂解酶活性
,

对降低大鼠脂质水平和治疗高血脂症都具有显著作用〔� �〕
。

茶叶多糖还能与脂蛋 白醋酶结合
,

促进动脉壁的脂蛋白醋酶入血而起到抗动脉粥样硬化

的作用〔�。〕
�

�
�

� 抗凝血及抗血栓作用
� 王淑如等〔’“〕报道茶叶多糖具有抗凝血及抗血栓作用

。

茶叶多糖

� � �



体内
、

体外均可显著延长血凝时间
,

并延长凝血酶元时间 , 灌胃给药
� �� � � � � �

,

小 鼠凝

血时间延长 � �� � , �� � � � � �家兔凝血酶元时间延长�� �
。

茶叶多糖还可显 著延长血栓 形成

时间
,

缩短血栓长度
,

起到抗血栓的药理作用
。

灌胃给药 �� � � � � �
,

可抑制家兔实验性血栓

形成
,

血栓形成时间明显延长
,

血栓长度缩短 , 血小板数减少�� �
,

血小板粘附率降低 ��  
,

全血粘度及血浆粘度 分 别降 低 �� �和 �� �
,

红细胞压积降低 ��  
,

血沉增加��  
,

灌胃给

药�� � � � � �
,

豚鼠纤维蛋白溶 解 酶活力增加” �
。

�
�

� 防龋作用〔�� 〕
�
茶多酚是一类以儿茶素为主体的营养物氧化作用的酚性化合物

,

茶中儿

条素含量占茶多酚的�� �
。

现代研究证实
,

茶单宁对病原菌的生长
、

发育有抑 制 或 杀 灭作

用
。

变形链球菌为主要致龋菌
,

茶和儿茶素明显影响变形链球菌的生长
、

产酸和对玻棒的粘

附
。

而且随着茶浓度的上升
,
对变链菌的生长抑制愈明显

,

儿茶素的最佳抑菌浓度在 �
�

�� 纬

� �
�

� �之间
。

�
�

� 对� �� 逆转录酶的抑制作用〔�� 〕
�
绿茶提取物主要含�种多酚类化合物

,

即没食 子酞表

没食子儿茶素 �� � � � �
、

没食子酞表儿茶素 �� �� �
、

表没食子儿茶素 ( E C G )及表儿

茶素 ( E C )
。

在筛选抗H IV 化合物中
,

发现绿茶提取物可抑 制H IV 二逆 转 录 酶 的 活性
。

E G C G 及E C G 是H IV 逆转录酶的强抑制剂
,

I C
。。

分别为0
.0066及0

.
84卜m o l/ L

,
E G C G 的

抑制作用 比治疗艾滋病首选药A Z T 的三磷酸化合物A Z T T P 还要强
。

动力学研究表明
,

E G C G 是H IV 逆转录酶底物dT T P 的非竞争性抑 制剂
,

是模 板(rA )
、

(
d T

)

1 2 一 1 5 的混合型抑制剂
。

综上所述
,

茶叶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
,

不但具有预防肝癌
、

胃癌
、

肺 癌
、

抗 氧 化 的作

用
,
而且还有降血酷

、

抗动脉粥样硬化
、

杭血栓
、

抗艾滋病病毒等作用
,

是一种很有开发前景

的天然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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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少鹤等〔的对40 例急
、

慢性支气管炎服药前

后不良反应进行了临床观察
:
给病人皖贝胶囊5粒

,

3 次/d
,

用药7d
,

治疗前后进行血
、

尿常规检 查
、

肝功能 (血胆红素定量
、

血清白蛋白
、

球蛋白
、

谷

一
忿. 尸, , , . . . . . . r . . . . . . . . , 曰. . r .

一
, , ”

.
,

.
,

.

今 考

一丙转氨酶 )
、

肾功能 ( 血尿素氮及肌醉 ) 测定
。

结

果显示
,

除个别病人在急性发作时 白细胞总数及中

性粒细胞分类增高外
,

其余各项检查结果均在正常

范围之内
,

说明皖贝对血浆及肝
、

肾功能近期无毒

副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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