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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藤茶是近几年我国南部省份兴起的一种特色茶饮植物。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藤茶中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和多

糖类活性成分，具有消炎抗菌、提高免疫力、保肝护肝、降血糖降血脂等功能，是预防、防治慢性代谢性疾患非常

有前景的一种特色植物。该文就藤茶的食用历史与安全性进行了文献综述，同时就其产业化开发利用提供了系列思

路，拟为其植物资源的合理利用及产品开发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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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pelopsis grossedentata is a characteristic tea plant that has garnered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Modern scientific research has confirmed its high levels of active compounds, including flavonoids and 

polysaccharides. Furthermore, this plant exhibits diverse functions, including anti-inflammatory, antibacterial, immunomodulatory, 

hepatoprotective, hypoglycemic, and lipid-lowering effects. Thus, A. grossedentata is a promising botanical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hronic metabolic diseases.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thorough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history and safety of A. 

grossedentata consumption, for which various perspectives on it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re presented, with the aim of 

establish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this resource and to facilitate produc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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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茶，在植物分类上属于葡萄科蛇葡萄属显齿

蛇葡萄（Ampelopsis grossedentata），野生资源主要

分布于我国南部如两湖、两广、江西等山区和少数

民族分布较多的地区 [1,2] 。藤茶原本属于一种藤本植

物，散乱攀缘在荒坡、路旁、灌丛之中，经人工栽

培干预后变成半直立状植物（方便采摘幼嫩茎叶）。

由其幼嫩茎叶制成的代用茶，因各地采摘时间、

加工方式、风俗习性以及产品外观形状等的不同，

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藤茶又有不同的称谓，

如端午茶、霉茶、张家界霉茶、茅岩霉茶、甜茶、

甘茶美、灵芝草、长寿藤、藤藤草、茶藤、白茶、

棒棒茶等，如果制作成茶饼，又称白茶饼 [3-5] 。因

其干燥茎叶中含有丰富的总黄酮（25.0%~47.0%）

而被称为“黄酮之王”。本文就其食用历史及食用

中的安全性进行综述，并就产业化开发利用提供

系列思路。

1  藤茶的史籍记载及食用历史

近年来，随着藤茶研究的深入、人工栽培面积

的扩大以及深加工产品的陆续开发推广，不少学者

对藤茶的史籍记载及食用历史进行了不少考证。许

利嘉等 [6] 、冉京燕等 [7] 已经分别在《中国现代中药》、

《中草药》上发表了“别样茶 - 藤茶的古今应用历

史初步调查”和“藤茶的本草资源学研究概况”。

之后，张友胜等 [8] 又在《张家界莓茶》一书中进行

了详细的考证。系列考证结果表明，藤茶史籍记载

和食用历史悠久。元代忽思慧 [9] 所著《饮膳正要》

为目前发现的正式记载藤茶食用与功效的第一本历

史书籍，距今已有 694 年。之后，清代中叶川东地

方性药学巨著《草木便方》 [10] 又将其收录。在解放

后的中草药汇编或著作中，最早记录藤茶的是广西

植物名录 [11] （第二册 . 双子叶植物），此书首次提出

藤茶［Ampelopsis cantoniensis (Hook. et Arn.) Pl. var. 
grossedentata Hand.-Mazz.］为粤蛇葡萄（广东蛇葡

萄）的变种。显齿蛇葡萄［Ampelopsis grossedentata 
(Hand. -Mazz.) W.T.Wang］这一种名则是由王文采

先生在“葡萄科的新发现”一文中提出。随后我国

出版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12] 也将其收载为显齿

蛇葡萄，并记录“显齿蛇葡萄为粤蛇葡萄（广东蛇

葡萄）变种”。之后，我国出版的《广西医药研究

所植物园药用植物名录》 [13] 、《全国中草药汇编 [14] 、

《福建植物志》 [15] 、《贵州植物志》 [16] 、《中国中药资

源志要》 [17] 、《中华本草》 [18] 、《湖南药物志》 [19] 、《桂

本草》（第 1 卷） [20] 均将藤茶予以收录记载。其中，《中

华本草》首次在别名中将藤茶与霉茶叶联系一起，

《全国中草药汇编（第 3 版）》首次将茅岩霉茶与

藤茶联系起来，但是记录中用的是“茅岩霉茶”而

不是现在宣传的“莓茶”。由此可见，在近 700 年前，

藤茶就已记录于史籍之中并已在民间开始食用，食

用历史悠久；解放后我国出版的比较著名的中草药

汇编或著作均给予了收录，藤茶是一种传承使用性

很好的资源。

2  藤茶健康效应的物质基础与食用安全性

2.1 藤茶健康效应的物质基础

藤茶是一种兼具营养和功能的茶饮植物，是一

种自带健康效应的特色资源。其健康效应的物质基

础主要包括营养成分和活性成分两个方面。

2.1.1 营养成分

藤茶的营养成分，主要体现在藤茶含有较丰富

的水溶性蛋白质和游离氨基酸等含 N 物质以及较

丰富的矿质元素等方面 [21] 。尽管藤茶中绝大多数蛋

白质（约占干物重总量的 11.0%~15.0% 左右）不

溶于水，能溶于水的蛋白质仍可达到干物质量的

0.8%~1.0% ；另外，幼嫩藤茶叶中还含有总量高达

2.0%~5.0% 干物重的游离氨基酸。水溶性蛋白质和

游离氨基酸不仅给藤茶饮品提供丰富的滋味成分，

同时也提供了一定的功能物质基础。在目前藤茶叶

中含有的异亮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蛋氨酸、苯

丙氨酸、苏氨酸、色氨酸、缬氨酸、天冬氨酸、谷

氨酸、丝氨酸、甘氨酸、丙氨酸、酪氨酸、半胱氨酸、

脯氨酸、γ- 氨基丁酸等 17 种游离氨基酸中，最值

得引人重视的就是藤茶含有 γ- 氨基丁酸和蛋氨酸等

特殊氨基酸。γ- 氨基丁酸，是中枢神经系统中很重

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

组成氨基酸，有利于促进睡眠、延缓脑衰老；同时

对促进肾机能改善和保护、抑制脂肪肝及肥胖症、

活化肝功能等具有一定的作用 [22] 。蛋氨酸又名甲硫

氨酸，是一种无法被人体自身合成，须由外部获得

的人体必需氨基酸。缺乏蛋氨酸缺乏便会导致人体

蛋白质合成受阻，造成机体损害 [23] 。

长期以来，无机元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是一个

十分引人注目的重要课题。与蛋白质、脂肪等有机

物不同 , 任何一种无机元素均不能由人体组织合成 ,
必须通过食物、水、空气及药物等渠道进入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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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茶中含较丰富的无机元素，目前已检测 N、P、K、

Na、Ca、Mg、Fe、Al、Cu、Mn、F、Zn、Se、Cr、
Co、Pb、I 共 17 种宏量和微量元素，总量可占干

物重的 2.0%~5.0%。尤其是在湖南、湖北等一些富

硒地区生长的藤茶，其 Se 含量也很高，一般产品

硒含量均在 0.21 mg/kg 以上 [2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行业标准《富硒茶》NY/T 600-2002 的要求，

只要硒含量在 0.25~4.00 mg/k 范围的茶叶即属于富

硒茶，因此，藤茶中有相当多地方的产品均可进行

富硒藤茶功能声称。

2.1.2 活性成分

藤茶对人体的保健作用，除部分营养成分起作

用外，主要是通过其富含的黄酮类化合物和多糖两

类活性成分来实现的。其一，藤茶幼嫩茎叶中富

含黄酮类化合物尤其是二氢杨梅素。众多实验数据

表明，藤茶干燥幼嫩茎叶中总黄酮含量一般可达到

30.0% 以上，最高可达 47.2% [2,6] 。其中单体化合物

二氢杨梅素在总黄酮中又占绝对地位，一般可占总

黄酮的比例达 70.0%~80.0%。和其它黄酮类化合物

一样，二氢杨梅素具有止咳祛痰、解痉消炎，防止

上呼吸道感染、广谱杀菌抑菌、抗氧化、清除自由

基、防止肝功能退化、对酒精性肝损伤有预防和治

疗作用、能提高机体免疫力、降低血液粘度、预

防高血脂症、降血糖、对部分癌瘤细胞有抑制作

用等系列生理活性，对人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

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等功能性疾病的预防和治

疗有明显作用 [25-32] 。藤茶为什么是一个自带健康效

应的特色资源，就是因为其含有特别高的黄酮类化

合物。幼嫩的藤茶鲜叶经加工后，表面可呈现出一

层厚厚的“白霜”，“白霜”就是藤茶中富含的活性

成分—二氢杨梅素在叶表面的结晶。当人们加工藤

茶叶时，通过揉捻工艺，藤茶叶中完整的细胞结构

被破坏，存在于细胞液中的二氢杨梅素慢慢地渗透

到细胞表面，干燥后就会形成略带淡黄色的白色

结晶，最后在藤茶叶表面形成一层“白霜”。如果

将“白霜”置于显微镜下，则可看到不同大小的

柱状晶体。其二，除黄酮类活性成分之外，藤茶

幼嫩茎叶中还含有较多的多糖类活性物质。黄耀

宗等 [33] 对来自湖南张家界地区的相同季节、不同

地点的 7 批样品中的多糖含量进行了检测。幼嫩

茎叶中的总多糖含量为 8.21~10.97 mg/g、粗老茎叶

则为 28.31~33.71 mg/g。罗祖友等 [34] 从藤茶中分离

出两种水溶性多糖并对其中的 AGP-3 进行了初步鉴

定，结果表明 AGP-3 是由半乳糖、甘露糖和葡萄

糖组成的。黄耀宗 [35] 则对藤茶中的多糖进行了系统

的分离纯化得到三个多糖组分 AGP-0a、AGP-2a 和

AGP-3a，并对其结构进行了解析。结果表明，三

种多糖的重均分子量分别为 6.77、44 和 277 ku，总

糖含量分别为 85.67%、83.11% 和 85.49%。其中，

AGP-0a 为中性多糖，AGP-2a 和 AGP-3a 为酸性多

糖。三种多糖均表现出对 DPPH 自由基、羟自由基、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的清除作用以及对 LPS 诱导

RAW264.7 巨噬细胞引发的炎症反应均具有浓度依

赖性的抑制作用。至于藤茶中是否含有其它特别的

活性成分，目前未见相关报道。

2.2 藤茶的食用安全性

藤茶食用历史悠久，多年的食用结果已初步证

实其是安全的，而现代毒性研究则进一步科学地阐

明了其安全性。阮祥春等 [36] 将藤茶提取物（黄酮）

制成混悬液对小鼠进行急性毒性实验，结果表明，

0.5、1.0、2.0 和 5.0 g/kg 剂量的藤茶黄酮对小鼠均

无急性毒理作用，说明藤茶提取物（黄酮）是一种

无毒的物质。钟正贤等 [37] 以 1.5 和 0.3 g/kg 剂量、

连续 12 周给大鼠灌服藤茶黄酮，通过比较动物的

外观行为、血液学和生化学指标以及病理检查等实

验，最终得出了长期服用藤茶总黄酮对大鼠无明显

毒性的结论。钟礼云等 [38] 以每天相当于藤茶干重5.5、
11 和 22 g/kg 的提取物剂量对大鼠连续灌胃 90 d 的

实验，通过测量动物体质量、食物利用率以及血常

规、血生化指标和组织病理学检查等，同样发现连

续服用藤茶水提物是安全的。

由于藤茶中的主要活性功能成分为二氢杨梅

素，也有科研人员直接用二氢杨梅素进行安全性实

验。苏东林等 [39] 以受试样品最大使用浓度、受试动

物最大灌胃容量为试验用量，即用 Wistar 大鼠口服

灌胃纯度大于 95% 的二氢杨梅素 5.0 g/kg，在 14 d
观察期内，其感官表现、行为表现以及之后的动物

解剖，均未发现异常，由此证明了二氢杨梅素毒副

作用不明显。另外，在藤茶开发过程中，不少第三

方权威机构对此也进行了试验证明。湖南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对藤茶进行了安全性毒理学评价试验 [8] ，

结果表明藤茶对小鼠的急性经口毒性试验属无毒

级，三项遗传毒性试验（Ames 试验、小鼠骨髓细

胞微核试验和小鼠精子畸形试验）结果为阴性，与

对照组相比，90 d 喂养试验中的所有检测项目均未

发现异常。

现
代
食
品
科
技



现代食品科技                                           Moder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4, Vol.40, No.7

 366 

综合而言，藤茶及其活性成分二氢杨梅素是一

种无任何毒副作用的植物资源和活性成分，在饮用

方式和数量上面没有特别限制。正因为此，国家卫

生计生委在 2013 年第 16 号公告中批准了显齿蛇葡

萄叶可以作为新食品原料进行开发。公告中没有对

食用人群、食用量和注意事项进行明确规定。言外

之意，藤茶暂时未发现明确的毒副作用，任何人都

可食用，适量即可，食用时不存在禁忌注意事项等

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成

人每天应该喝 1 200~1 500 mL 水，按此推算，在

日常饮用藤茶时，可以用 50% 的水即 600~750 mL
的水，分成 4~5 次，每次用 4~5 g 藤茶进行冲泡，

因此正常人群饮用藤茶，每天饮用量一般控制在

15~20 g/d 即可。

3  藤茶的开发利用

随着藤茶研究的深入、栽培种植面积的扩大，

对藤茶产品的应用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也逐渐变得

日益重要。近年来，尽管目前藤茶仍处于开发利用

的初级阶段，但深加工、精加工产品开始引起不少

企业的关注甚至投资生产。根据藤茶资源的实际情

况、现有研究进展以及目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笔

者认为，藤茶至少可以作为保健食品、普通食品或

者普通食品基料、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日用

化妆和清洁品、中药材、特殊用途（植物种子生长

调节剂）等七大类产品进行开发利用。

3.1 保健食品

根据藤茶的生理功能以及“保健食品检验与评

价技术规范”（2003 年版）中所述功能分类，藤茶至

少可以按照清咽功能、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

功能、增加免疫力功能、辅助降血脂功能、抗氧

化功能 、辅助降血糖功能等功能声称的保健食品

进行开发。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企业查询国产保健食品，目前，用藤茶（包括显

齿蛇葡萄、茅岩莓茶等实质等同的原料名列）作

单方或复方原料成功获得保健食品批文的产品有 8
个，功能声称包括“清咽功能”、“对化学性肝损

伤有辅助保护功能”、“增加免疫力功能”和“辅

助降血脂功能”4 类 [8] 。

3.2 普通食品或者普通食品基料

按照目前我国食品生产许可（SC）分类原则，

藤茶作为普通食品或者普通食品基料至少可以开发

成“茶叶及相关制品”大类中的“代用茶产品”小

类、“饮料”大类中的“固体饮料和其它饮料类”

两个小类、糖果制品、果冻、挂面等产品。另外对

照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的“食品功能类别”，藤

茶中的提取物也可以开发为食品添加剂中的“抗氧

化剂”和“护色剂”；藤茶中的多糖（藤茶胶）可

开发成增稠剂或稳定剂。

3.3 中药材

从 2006 到 2016 年，藤茶陆续进入了多个省份

或地区的中药材目录，可以直接开发成中药材予以

销售。如《福建省中药材标准》、《广西壮族自治区

壮药质量标准》、《湖南省中药材标准》和《实用土

家族药物》都将藤茶予以收录。

3.4 饲料添加剂

藤茶及其活性成分不仅对人体具有系列生理功

能，在猪、鸡、兔、鱼等畜禽水产的养殖过程中提

高动物机体免疫力、增强生产性能、促进生长、抗

氧化、改善动物产品品质等方面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大量实验证明，藤茶中的二氢杨梅素可以直接添加

到饲料原料中作抗氧化剂使用，以代替目前大量使

用的 BHT（2,6- 二叔丁基 -4- 甲基苯酚）、TBHQ（叔

丁基对苯二酚）等化学合成的抗氧化剂，减少化学

合成抗氧化剂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将二氢杨梅素

直接添加于动物饲料用于动物生产，不但提高动物

肌肉品质，提高动物机体免疫力，同时具有抑制杀

灭多种病原菌的作用。因此，藤茶及其提取物可

申报为新饲料添加剂，申请类别可以选择“抗氧化

剂”、“防霉剂”和“其它”进行选择申报，既可以

申报为营养性饲料添加剂，也可以申报为一般饲料

添加剂。

3.5 日用化妆清洁品

自从藤茶以“藤茶提取物”的名称首次收录在

允许使用的化妆品原料名称目录（2015 版）之后，

2020 年版又以“显齿蛇葡萄提取物”的名义进行了

收录。因此，藤茶提取物可以开发成日用化妆清洁

品，如功效型的面膜、面箱、牙膏、濑口水等。目前，

市场上也有不少添加了藤茶提取物的日用化妆清洁

品在市场上销售，其功能主要集中于抗氧化、美白、

嫩肤等功效上，但由于其在产品中的添加量一般为

0.1%~0.5% 左右，对于藤茶产业的整体发展并未起

到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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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植物种子生长调节剂
二氢杨梅素是藤茶中的主要活性成分，其不但

对动物细胞（包括人体）具有系列保健调节作用，

同样对植物细胞具有系列生理调节作用。广东省农

业科学院农业基因生物研究中心将二氢杨梅素作为

植物种子生理调节剂应用于水稻、蔬菜种子进行了

系列实验，结果表明二氢杨梅素在种子浸泡发芽时

能够提高种子发芽率，作为叶面肥进行喷施时还能

够提高稻谷千粒重，减少穗萌发生。藤茶活性成分

可以开发成植物种子生长调节剂或者叶面肥料、穗

肥等特殊产品而应用于农业生产。目前，广东省农

业科学院农业基因研究中心开发了“水稻种子穗萌

抑制剂”、“水稻种子寿命延长剂”、“种子应激医生”

和“种子活力激活剂”等 4 个产品，大面积使用后

的效果很不错。

4  结论与展望 

藤茶是近几年我国南部省份兴起的一种特色茶

饮植物，由于生长迅速，当年栽培当年受益，种植

效益高，人工栽培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全国人工种植面积超过了 20 万亩，其中

湖南省张家界地区已经超过 15 万亩，湖北省恩施

地区超过 5 万亩。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藤茶中含有丰

富的黄酮类和多糖类活性成分，具有消炎抗菌、提

高免疫力、保肝护肝、降血糖降血脂等活性功能，

是预防、防治慢性代谢性疾患非常有前景的一种特

色植物。根据藤茶的食用历史与安全性的文献综述，

在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及产品开发方面应该明确以

下观点：

（1）藤茶史籍记载和食用历史悠久。早在 694
年前元代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就有记载并已在

民间开始食用，在食用时并无任何禁忌，尤其在近

代众多医药著作中更是有详细说明。藤茶不是现代

科技培育的新资源，而是历史悠久的传统资源在现

代科技的加持下的挖掘利用。

（2）藤茶及其活性成分二氢杨梅素是一种无任

何毒副作用的植物资源和活性成分，在食用数量和次

数上面没有限制。食用藤茶时主要应该关注的一是不

能食用过期藤茶或者受到污染的藤茶，二是要因人面

异，藤茶在中医范畴属于“性寒”原料，对于部分虚

寒体质的人要尽量控制食用藤茶的数量和次数。

（3）按照现有法规法律，尽管藤茶可以作为保

健食品、普通食品或者普通食品基料、食品添加剂、

饲料添加剂、日用化妆和清洁品、中药材原料、特

殊用途等系列产品进行开发利用，但仍需要根据植

物部位的不同、成分的不同以及原料地域性的不同

有针对性去开发产品，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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