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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茶的本草资源学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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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中药本草考证的思路方法，对藤茶的名称、品种来源、传统功效等进行考证，对藤茶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并进行

植物学比较研究，为其植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及临床用药提供依据。古代本草中多以藤茶为正名，但对其基原植物未有记

载，其功效主治等与现代应用基本一致。作为一种应用历史悠久的药茶两用植物，藤茶开发利用前景广阔，目前仅见有地方

标准收载，品种来源还有待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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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research on herbal resource of vine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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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application of the historic edible plants,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vine tea is wide, but now it is only contained by 
local Chinese Materia Medica Standards. We use the thinking method of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for analysis on vine tea recorded in 
different Herbal Works and modern literatures and a comparative study on botany in order to obt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me, the origin, and the traditional efficacy of it and to provide the documentation basis on its clinical use and 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plant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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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茶为传统的药茶，系由葡萄科（Vitaceae）植

物显齿蛇葡萄Ampelopsis grossedentata (Hand. -Mazz.) 
W. T. Wang. 的嫩茎叶加工而成，在传统古籍和现代文

献中有诸多报道。藤茶最早为瑶族所用[1]，在土家族、

云南拉祜族、侗族[2-4]、基诺族等少数民族及客家地区

也有广泛应用，多作民俗茶饮。在广西和贵州某些地

区，除作甜茶使用，药用可治疗感冒发热、咽喉肿痛

等症。现代研究表明，藤茶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多

糖类和多酚类化合物[5]，具有抗肿瘤[6]、抗氧化[7]、

抗炎[8]、调血脂[9]、降血糖[10]、保肝[11]等多种药理作

用。作为已有数百年应用历史的“别样茶”[12]，藤茶

安全性好，临床疗效确切，具有良好的应用开发前景，

已有相关药品和保健品上市。但至今为止，藤茶仅湖

南、福建、广西省地方药材标准中有收载。本文通过

查阅本草古籍和现代文献资料，结合产地调查，对藤

茶的名称、基原、药用品种、功效主治和现代药用情

况等进行考证和综述，为藤茶药用价值的进一步研究

和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名称考证 

有文献报道，藤茶始载于《茶经》[13]，即以“藤

茶”为名，之后的《饮膳正药》[14]《草木便方》[15]、

《棚民谣》[16]、《大竹县志》[17]、《评王券牒书传为

记》（瑶族《过山榜》）[1]等古籍均沿用此名。至近

代，随着传统民族医药的发展，因采收时间、加工

方式等的不同，藤茶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产生

了不同的名称。如藤茶一般最适采摘时节是在端午

前后，因此在有些地方被称为端午茶[18]；而其在加

工干燥后会在表面形成较大的“白点”，形似发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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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名霉茶（莓茶）[19]。在广西瑶族，藤茶被称为甜

茶、藤草、甘茶美[20-22]。在武陵山区土家族，藤茶

被称为灵芝草、长寿藤、藤藤草、茅岩莓[23]。在贵

州梵净山地区，藤茶被称为甜茶藤、白茶、棒棒茶[13]。

在福建西北地区，藤茶作为民间的常用草药，又被

称为白毛猴[24]。在广东英德、连州等地区，藤茶作

为长时间贮存的陈茶，又被称为野藤茶、癞痢茶、

白茶、白茶饼[25]。总的来说，藤茶的同物异名、同

名异物现象较为普遍。 
1.1  同物异名情况 

藤茶在民间应用广泛，在文献中有诸多别名记

载，见表 1。 

表 1  藤茶同物异名情况 
Table 1  Synonym situation of vine tea 

出版年份 名称 出处 

1974 大齿蛇葡萄 《药用植物名录》[26] 

1982 霉茶、大叶山葡萄 《湖北中草药志》 

1984 显齿蛇葡萄、乌敛、红五爪金龙 《广西药用植物名录》[27] 

1987 显齿蛇葡萄、藤茶 《福建植物志》[28] 

1994 甜茶藤、田婆茶 《中国中药资源志要》[29] 

1997 甜茶藤、田婆茶、苦练蛇、藤茶、龙须茶、金丝苦练、大齿蛇葡萄、大齿牛果藤《全国中草药名鉴》[30] 

1997 山甜茶、白菇茶、牛劝须、辣梨茶、甜茶藤、田婆茶 《全国中草药汇编》（第 2 版）[31] 

1999 田婆茶、红五爪金龙、乌敛、苦练蛇、藤茶、龙须茶、金丝苦练 《中华本草》[32] 

2004 野藤茶树、黄花倒水莲、花茶、钻骨风、甜茶藤、藤茶葡萄、渣刚、猪婆藤、

野木通、麻喉子藤 

《湖南药物志》[33] 

2004 显齿蛇葡萄、甜茶藤 《贵州植物志》[34] 

2008 藤茶、茶完 《广西壮族自治区壮药质量标准》[35]

2011 甜茶藤、田婆茶、藤茶 《广西特色中草药资源选编》[36] 

2014 甜茶藤、茅岩莓茶、白茶、苦瓜露、藤婆茶、红五爪金龙 《全国中草药汇编》（第 3 版）[37] 
 

除《湖北中草药志》[19]中记载的霉茶学名为大

叶蛇葡萄外，其他均为显齿蛇葡萄，藤茶别名虽多，

但并未流传为常用名，多以甜茶藤、藤茶、显齿蛇

葡萄等名称较为常用。 
1.2  同名异物情况 

《本草纲目》及《证类本草》等古籍本草中亦

有关于甜藤、甘藤、甘露藤的记载。《证类本草》[38]

曰：“甜藤叶苦，寒，无毒。去热烦，解毒，调中

气，令人肥健。生江南山林下，蔓如葛，小叶尖

长，气辛臭”；《本草纲目》[39]亦称“甜藤、感藤，

甘、感音相近也。又有甜藤、甘露藤、皆此类。

味甘，平，无毒。调中益气，通血气，解诸热，

止渴”。虽上述本草记载的“味甘，无毒，生江南

山林下，去热烦，解毒”等性味功效与现用藤茶

一致，但其“食之令人肥健”与现代文献报道的

藤茶的调血脂药理作用略有不同，且其“气辛臭”，

与《中华本草》[32]记载的“藤茶味甘、淡”明显

不符，说明此处记载的甜藤、甘藤、甘露藤等与

现用藤茶可能并非一物。在广西和贵州等地，藤

茶也作为甜茶使用，在全国可以称为甜茶的植物

有 7 科 8 属 9 种 11 个亚种[40]，藤茶只是其中的一

种，且广西甜茶主要来源于蔷薇科的悬钩子属

Rubus L. 植物[41]。 
早期的《中国茶叶》《茶叶通讯》《茶叶简报》

等茶学类杂志中也有关于“藤茶”[42]、“临海藤

茶”[43-44]、“阔叶藤茶”[45]的茶树引种研究、品

种选育、栽培等的相关报道，其中显示藤茶为浙

江茶区的重要茶树品种，主要为人工引种栽培。

而根据现代调查，显齿蛇葡萄在浙江省并未见有

分布，《浙江植物志》[46]中亦未有藤茶、显齿蛇

葡萄的相关记载。查阅《中国茶学辞典》和《中

国茶事大典》，其中记载“藤茶”原产于浙江临海，

为无性繁殖系品种，适制绿茶[47]；“阔叶藤茶”

为茶树新品系，适制红茶[48]。在安徽省凤阳县，

“藤茶”在当地又叫“韭山藤茶”，其学名为牯岭

勾儿茶 Berchemia kulingensis Schneid，来源于鼠

李科[49]。可见，上述各文献记载的“藤茶”均非

显齿蛇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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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品种来源、分布及植物形态考证 
2.1  品种来源 

古籍本草对藤茶产地、性状和功效应用等大多

描述很简单，且无图例，因此较难从中准确判断藤

茶原植物。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对传统中医药的

开发应用，各中草药专著及植物志中关于其来源及

原植物形态的描述逐渐增多，收载的内容也更加翔

实。其中，1971 年出版的《广西植物名录》[50]中第

一次提到了藤茶的来源，即藤茶 Ampelopsis 
cantoniensis (Hook. et Arn.) Pl. var. grossedentata 

Hand. -Mazz. 来源于粤蛇葡萄（广东蛇葡萄）的变

种。1979 年，王文采等[51]对采集的葡萄科植物标本

进行整理，发现了新类群及新组合等，其中首次提

到了显齿蛇葡萄 Ampelopsis grossedentata (Hand. 
-Mazz.) W. T. Wang 这一种名，其植物形态特征与

《广西植物名录》[50]中对藤茶原植物的描述较为相

似。随后出版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52]中收载为

显齿蛇葡萄，即显齿蛇葡萄为粤蛇葡萄（广东蛇葡

萄）变种。本文对文献中记载的藤茶品种进行整理，

共包括葡萄科 3 种植物（表 2）。 

表 2  文献记载的藤茶品种来源 
Table 2  Variety source of vine tea recorded in literature 

药材名 原植物名 植物学名 出处（出版年代） 

藤茶、显齿蛇

葡萄 

显齿蛇葡萄 Ampelopsis grossedentata (Hand. -Mazz.) 

W. T. Wang 

《广西药用植物名录》（1984）、《福建植物志》

（1987）、《贵州植物志》（2004）、《湖南药物

志》（2004）、《福建省中药材标准》[53]（2006）、

《广西壮族自治区壮药质量标准》（2008）、《湖

南省中药材标准》[54]（2009）、《广西特色中

草药资源选编》（2011） 

 显齿蛇葡萄（广东

蛇葡萄变种） 

A. grossedentata [A. cantoniesis (Hook. et 

Arn.) Planvh. var. grossedenta Hand. 

-Mazz.]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1983）、《中国中药资源

志要》（1994）、《全国中草药名鉴》（1996）、

《中华本草》（1999） 

霉茶 大叶蛇葡萄 A. megalophylla Diels et Gilg 《湖北中草药志（二）》（1982） 

甜茶藤、藤茶 广东蛇葡萄变种 A. cantoniensis var. grossedentata  《广西植物名录》（1971）、《药用植物名录》

（1974）、《广西本草选编》[55]（1974）、《全

国中草药汇编》（1997） 

藤茶 显齿蛇葡萄、大叶

蛇葡萄 

A. grossedentata、A. megalophylla  《全国中草药汇编》（2014） 

 显齿蛇葡萄、大叶

蛇葡萄、广东蛇

葡萄 

A. grossedentata、A. megalophylla、A. 

cantoniensis 

《全国中草药名鉴》（中草药同名异物集）[56]

（1996） 

 
由表 2 中可见，不同地区习用的藤茶的基原不

同，如鄂西地区将大叶蛇葡萄作霉茶用，《湖北中

草药志》[19]、《湖北恩施药用植物志》[57]、《土家

族药物志》[58]及相关文献中均有记载。但在当地

进行市场调查时发现，藤茶的主要来源仍然是显齿

蛇葡萄。在广西的部分地区，也将同属的广东蛇葡

萄作藤茶用。地方中药材标准中记载藤茶的唯一来

源为显齿蛇葡萄，但其是否有其他来源还有待进一

步的讨论。 
2.2  分布及植物形态 

藤茶的分布地区，元代忽思慧所著《饮膳正

药》[14]中记载，川茶、藤茶、夸茶皆出四川；据周

大球在《棚民谣》[16]中描述，藤茶在江西客家地区

应用较普遍，《评王券牒书传为记》[1]中也有记载藤

茶在瑶族是重要的经济作物。而对于藤茶的生长环

境则鲜见说明。根据近现代相关文献记载，藤茶喜

温、湿润的环境，分布地区集中于长江流域，多集

中或散生于海拔 200～1 500 m 的山地灌丛中、林

中、岩石上、沟边，包括武陵山脉的湖北恩施、重

庆酉阳、湖南张家界、贵州梵净山，南岭山脉的广

西大瑶山，武夷山脉的福建武夷山、漳州、广东梅

州，罗霄山脉的湖南衡阳、江西武功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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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齿蛇葡萄、大叶蛇葡萄和广东蛇葡萄三者为

同科同属植物，《广西本草选编》[55]、《贵州植物

志》[34]、《中国植物志》[59]及《福建植物志》[28]

附图（图 1），三者在形态特征上较为相似。根据

《中国植物志》[59]的记载和相关文献报道，将三者

分布、生长环境等进行比较，见表 3。 
 

 
A-《广西本草选编》甜茶藤 A. cantoniesis var. grossedentata  B-《福建植物志》显齿蛇葡萄 A. grossedenta  C-《福建植物志》大叶蛇葡萄 A. 
megalophylla；D-《中国植物志》广东蛇葡萄 A. cantoniensis 

A-A. cantoniesis var. grossedentata recorded in Herbal Selection of Guangxi  B-A. grossedenta in Flora of Fujian  C-A. megalophylla in Flora of 

Fujian  D-A. cantoniensis recorded in Flora of China 

图 1  不同本草著作中的藤茶 
Fig. 1  Pictures of vine tea recorded in different herbal works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表 3  显齿蛇葡萄、大叶蛇葡萄、广东蛇葡萄的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n A. grossedentata, A. megalophylla, and A. cantoniensis 

植物 药用部位 生境 分布[59] 

显齿蛇葡萄 茎叶、全株 生沟谷林中或山坡灌丛，海拔 200～1 500 m 江西、福建、湖北、湖南、重庆、广东、

广西、贵州、云南 

大叶蛇葡萄 叶、嫩枝 山谷或山坡林中，海拔 1 000～2 000 m 甘肃、陕西、湖北、四川、贵州、云南 

广东蛇葡萄 根、全株 生山谷林中或山坡灌丛，海拔 100～850 m 安徽、浙江、福建、台湾、湖北、湖南、

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

 

从图 1 和表 3 可知，显齿蛇葡萄、大叶蛇葡萄

和广东蛇葡萄在形态上较为相似，而经加工后更加

难以区分，且三者在产地、化学成分及功效主治方

面也有相同之处。在产地调查和实验中发现，除了

产地因素外，采摘时间、入药部位以及加工方式等

的不同都会导致有效成分二氢杨梅素的量出现较大

差异，最终影响相关产品的质量甚至疗效。因此，

各地区藤茶惯用品种的合理性以及原植物来源问题

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2.3  易混品种检索表 

现参考《中国植物志》 [59]，拟定出显齿蛇葡萄、

大叶蛇葡萄、广东蛇葡萄检索表。 
1. 小枝、叶柄和花序轴均无毛 卷须 3 分支； 

2. 小叶片较小，长 2～5 cm，宽 1～2.5 cm…………………

显齿蛇葡萄 A. grossedentata 

2. 卷须 2 分支；小叶片较大，长 4～12 cm，宽 2～6 

cm………………………………大叶蛇葡萄 A. megalophylla 

1. 小枝、叶柄和花序轴披长柔毛或短柔毛 

3. 小枝圆柱形，有纵棱纹，小叶干时下面带浅黄褐色，

边缘通常有不明显波状锯齿，顶生小叶通常较侧生小叶宽

阔，倒卵圆形或卵圆形…………广东蛇葡萄 A. cantoniensis 

3  药用部位及加工方式考证 
在本草古籍和现代中草药论著中，收录的藤茶

的药用部位不尽相同。作为民间日常的饮用茶，藤

茶入药的记载初见于清代刘善述的《草木便方》[15]

“藤茶叶甘温消渴”，以叶入药。《中国中药资源志

要》[29]、《全国中草药名鉴》[30]、《贵州植物志》[34]

中记载藤茶以全株入药，《中华本草》[32]、《湖南药

物志》[33]则记载其入药部位为茎叶或根。《全国中

草药汇编》[37]中记载其入药部位仅为茎叶。《福建

省中药材标准》[53]、《湖南省中药材标准》[54]中规

定藤茶药材为藤茶嫩枝叶经加工而成。《广西壮族自

治区壮药质量标准》[35]中则规定藤茶以地上部分入

药。可见藤茶全株均可入药，但其主要活性成分二

氢杨梅素等因药用部位的不同而量差异极大[60]。研

究表明，二氢杨梅素主要集中于藤茶叶中，不同部

位二氢杨梅素的量高低顺序为叶＞茎＞根[61]。 
藤茶多为采收后鲜用或切段晒干（烘干）后备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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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32-33,54]，《全国中草药汇编》[37]中记载藤茶春夏季

采收，洗净鲜用，或切段晒干，或采收其嫩叶经

过杀青、揉捻、烘干制成类茶饮料。《湖北中草药

志》[19]中记载霉茶的加工方式为夏季采摘嫩枝叶，

在沸水中稍烫一下，即时捞起，沥干水分，摊放通

风处吹干，至表面现有星点白霜时即可烘干收藏备

用。《福建省中药材标准》[53]记载在宁化县民间，

于每年清明节开始，采摘显齿蛇葡萄的嫩枝叶部位，

洗净，用开水烫后，捣成泥团，手工制成圆形小饼

块，干燥，保存，此为当地群众家家户户必备药之

一，且有贮存愈久，功效愈佳之说[53,62]。《广西壮族

自治区壮药质量标准》[35]记载将显齿蛇葡萄除去杂

质，洗净，稍润后再切段，干燥。 
本草古籍记载藤茶的加工较为简单，近年也有

文献报道采用微波辐照、文火炒至 5 成干并揉至有

少许白色浆汁析出后烘干、100 ℃沸水煮捞杀青后

迅速取出揉至有少许白色浆汁析出后烘干等方法，

其中经微波加工所制的藤茶中二氢杨梅素的量最

高[63]。同时，干燥方式也会影响藤茶中有效成分的

的量，报道显示烘箱烘干方式得到的藤茶中二氢杨

梅素量明显高于自然晾干的藤茶，即采用烘箱烘干

的方式能有效提高藤茶有效成分的量[64]。而作为传

统的“类茶”，随着茶叶加工技术的不断改进，藤茶

类茶产品的加工方式也逐渐发展。传统的制茶工艺

可分为手工加工和机械加工，多经过采收、摊放、

杀青、揉捻、烘干等步骤。也有采用改进技术进行

加工的报道，如将藤茶摊放后，进行捞青、脱水、

解块、二青、揉捻、再解块、成型干燥等工艺，其

中将原有的杀青工艺改为捞青工艺，减少了藤茶制

品中的苦涩物质，且滋味浓醇、回甘持久[65]；也有

将藤茶和药用担子菌进行混合发酵，通过药用担子

菌的降解与转化能力，改善藤茶的味道[66]。 
4  性味及功效考证 
4.1  性味归经 

藤茶的性味归经，文献资料中多有简单描述，

见表 4。 

表 4  藤茶的性味归经 
Table 4  Tropism of property and flavor of vine tea 

记载名 性味归经 出处 

藤茶 味甘，性温 《草木便方》 

 味甘、淡，性凉 《新编中药歌诀》[67] 

 味微甘、苦，性凉，归肝、肺、肾经 《全国中草药汇编》 

甜茶藤 味甘、淡，性凉 《中华本草》 

 味甘、淡，性凉，归肝、胆、肺经 《广西壮族自治区壮药质量标》《广西特色中草药资源选编》 

显齿蛇葡萄 味甘、淡，性凉，归肺、肝、胃经 《湖南省中药材标准》《湖南药物志》 

 味甘、淡，性凉 《中国中药资源志要》 

 味微甘、苦、涩，性寒 《福建省中药材标准》 
 

综上所述，大多文献记载藤茶味甘、淡、微涩，

性凉，归肺、肝、胃经，功能主治与性味基本吻合，

为指导藤茶临床应用研究提供中医药理论依据。 
4.2  功效主治与临床应用 

藤茶最初多在民间用作日常的饮用茶，清•刘善

述《草木便方》[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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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周大球《棚民谣》[16]载：“郎君且坐待阿爷，为君

汲水煎藤茶”。四川的《大竹县志》[17]：“茶有藤茶、

甜茶、姑娘茶、老鹰茶等名，而家茶反少”。 
对于藤茶的药用功效，周登成的《新编中药歌

诀》[67]中记载：“甜茶藤清热解毒，用于黄疸肝炎

咽喉痛，目肿痈疖”。而现代的全国性中草药书目中，

对藤茶功效主治的记载则更为详细。《中国中药资源

志要》[29]记载：“藤茶清热解毒，用于黄疸，风热

感冒，咽喉肿痛，痈疖”。《全国中草药名鉴》[30]载：

“藤茶可用于急性结膜炎”。《全国中草药汇编》[37]、

《中华本草》[32]中记载藤茶有清热解毒、利湿消肿，

平肝降压、活血通络的功效，适用于高血压病、头

昏目胀、目赤肿痛、痈肿疮疖、痢疾、泄泻、小便

淋痛等症。湖南、福建、广西省中药材标准中记载

的藤茶功能主治也多与上述文献一致。 
除上述主要功效外，藤茶在不同地区及民族均

有其独特应用。湖南衡东县民间将藤茶用于治疗刀

伤、摔伤、牙痛、口腔溃疡、胃溃疡、顽固性皮肤

病、慢性咽炎、体癣、心脏病、痔疮、糖尿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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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毒等[68]。福建西北一带将其用于失音、中暑、口

舌生疮、风火牙痛、马牙疮、脚湿疹等症[24]。广东

英德、连州等地用其祛风湿、强筋骨，并将长时间

贮存的藤茶用于治疗急性肠胃炎[25]。瑶族中将藤茶

全株入药用来治疗皮肤瘙痒、湿疹、皮炎、牛皮癣、

痒疮、漆疮等[20-22]，基诺族中则将其生嚼含咽或捣

烂泡水用来治疗风火牙痛[69]。 
纵观本草文献的记载，藤茶应用范围较为广泛，

但目前关于其临床应用的报道较少，且多将其用于

咽喉炎及皮肤病的治疗。华捷等[70]对藤茶饼治疗儿

童咽喉肿痛及藤茶冲剂治疗小儿上呼吸道感染[71]

的疗效进行了临床观察。结果显示，治疗组疗效显

著且未见不良反应。徐爱良等[72]对显齿蛇葡萄冲剂

治疗急性咽炎风热证的临床观察显示，藤茶治疗轻

症或稍偏重的急性咽炎风热证有较好疗效，与夏桑

菊颗粒剂疗效相当，且其对咽痛的起效时间及缓解

时间快于夏桑菊。董明姣等[73]将藤茶提取有效成分

制成散剂治疗化脓性皮肤病，并与氧氟沙星凝胶作

对照观察，两组有效率和治愈率无显著性差异，但

治疗有效天数和治愈天数差异显著。戴巧玲等[74]将

藤茶涂膜剂用于治疗小儿湿疹，并与氧化锌软膏进

行对照，疗效观察显示藤茶涂膜剂临床治疗优于氧

化锌软膏。 
壮医中亦有藤茶复方外用治疗皮肤病的记载。

《广西特色中草药资源选编》[36]中甜茶藤与天星木

根、勒鸭脚、芦根配伍水煎洗患处，用于痧麻大热

大渴；与土常山根、天星木根水煎洗患处治疗痈疮

溃烂；与救必应、水杨梅木水煎洗患处治疗稻田性

皮炎。近现代根据市场需求，也有将藤茶中添加营

养素或进行复配后进行保健饮料及含片等产品开发

的报道。如藤茶与普通茶叶，包括各类绿茶、红茶、

乌龙茶等进行配伍后可改善口感[75]；与药食同源的

物料如甘草、罗汉果、胖大海、金银花、薄荷等配

伍制成功能性饮料[76]，利咽护嗓效果很好且特别适

合有饮茶习惯的患者；藤茶浓缩汁加入麦芽糖醇、

山梨糖醇等辅料经混合，制成低热量、具有保健功

能的藤茶含片[77]。 
4.3  用法用量 

藤茶药用时，可内服和外用。内服多煎汤或泡

茶服，干品用量为 15～60 g，鲜品则倍量。如《湖

南药物志》[33]、《湖南省中药材标准》[54]载：“显齿

蛇葡萄 15～30 g 煎汤内服，鲜品倍量”。《湖北中草

药志》[19]载：“霉茶干品 15～30 g 泡茶服”。《广西

特色中草药资源选编》[36]中甜茶藤全株 15～60 g 水

煎服。《福建省中药材标准》[53]载：“9～15 g，适量

开水泡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壮药质量标准》[35]载：

“中医及壮医内服为 15～30g。外用时多适量煎水冲

洗患处”[35,53-54]。 
5  结语与讨论 

藤茶首载于《茶经》，之后的本草古籍及现今各

中草药书籍中均以藤茶为正名，以其原植物为显齿

蛇葡萄。但本草类古籍中并未对蛇葡萄属植物不同

物种进行形态学描述和细致划分，且无图例，各地

植物志及中药材标准中虽有记载，也多根据当地实

际应用情况制定，地域性较强，同物异名及同名异

物现象较为严重。我国葡萄科蛇葡萄属植物大约有

17 种[59]，并有多个变种，除了白蔹为常用的中药品

种外，其他多为民间应用，各种间同名现象也较为

常见，且该属植物多具有活血化瘀、消炎止痛、止

血、清热解毒等功效[78]，不排除民间有将藤茶跟其

他品种混用的现象。因此，从保证药效，避免可能

的不良反应的角度出发，需要对藤茶的药名进行统

一和标准化。 
在藤茶功效主治方面，古籍本草及现今各中草

药书籍中的记载与现代药理学的研究结果较为一

致，藤茶具有清热解毒、利湿消肿、平肝降压、活

血通络等功效。虽近年来对藤茶药理作用的研究较

多，藤茶在临床也能发挥很好的治疗作用，但其广

泛的药理作用及其作用机制还未阐明[79]，传统功效

以及药用价值也还未得到充分的挖掘，这些问题均

值得重视并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藤茶作为传统的药茶两用植物，从最初的代茶

饮、类茶产品的上市再到药用逐步进入临床，随着

研究的深入，其保健和药用价值也在不断被挖掘，

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近些年，藤茶及其活性成分二

氢杨梅素的国家自然基金资助项目已达 16 项之多。

最新临床研究显示，藤茶中活性成分二氢杨梅素能

改善糖代谢和脂代谢，在非酒精性脂肪肝中发挥良

好的抗炎作用[80]。国家卫生计生委也于 2013 年 12
月发布了关于批准显齿蛇葡萄叶等 3 种新食品原料

的公告。除了食用药用，作为天然防腐剂，藤茶同

样具有广泛的开发前景。据报道，显齿蛇葡萄叶及

其提取物具有广谱抑菌作用，并对猪肉、牛奶、西

瓜和豆浆都有防腐作用[81]。但迄今为止，未见有对

藤茶基原的考证及其商品调查整理的报告。现在市

场上，也因未有全国统一的药材标准，藤茶来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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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及产地等鱼龙混杂，其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为了

更好地开发利用藤茶和有效控制其产品质量，应当

加大藤茶药材质量标准的研究，尽快建立国家标准，

明确其生境和道地产区、来源品种以及采收加工和

评价标准等。针对部分区域，野生资源采摘过度，

野生资源逐渐萎缩，野生藤茶供不应求，应加强对

藤茶的人工培育种植技术的研究，同时还需对地方

习用品种进行系统的化学成分及药效学物质基础比

较研究，以扩大药源及保持藤茶药材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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