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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ark tea belongs to post-fermented tea. The dark tea, as one of China’s six major kinds of tea, 
has been very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of its mellow taste and unique health benefits, and 
it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both in China and the world.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lassification as well 
as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dark tea, and summarized its efficacy of reducing blood fat, relieving 
blood pressure, and preventing cancer.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dark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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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黑茶是一类后发酵茶，黑茶作为中国六大茶类之一，近年来黑茶因其醇厚的口感和独特的保健功效备受

国内外关注。本文综述了黑茶分类、化学成分、降血脂、降血压、防癌等特性与功效，并提出今后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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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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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茶的概念与种类  

茶叶是中华民族重要的饮品之一，近年来几乎发展成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其相关研究越来越多，如

火如荼，大有一日千里之势。 
我国的茶叶按照发酵程度分类，可分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红茶、青茶 6 大茶类。如图 1。

其中黑茶(dark tea)是后发酵的茶，其发酵度为 100%，如图 2。各种类别的茶叶冲泡的茶水，颜色不同如

图 3。 
 

 
Figure 1. Six kinds of tea 
图 1. 6 种茶叶的颜色 

 

 
Figure 2. Six kinds of tea in order of fermentation degree sort 
图 2. 6 种茶叶发酵程度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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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color of six kinds of tea 
图 3. 6 种茶叶冲泡的茶水颜色 

 
黑茶因成品茶的外观呈黑色而得名，茶水颜色深红，味道浓厚。黑茶也是以一定成熟度的鲜叶为原

料，经杀青、渥堆发酵、蒸压等工序制成的一类茶叶的总称，黑茶也称边茶(边销茶)、砖茶，属于我国生

产的 6 大茶类之一。边疆少数民族有“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可见黑茶也是边疆少数

民族每日不可缺少的食品。按地区分类，黑茶可以分为云南普洱茶、湖南茯砖茶、湖北青砖茶、四川边

销茶和广西六堡茶。黑茶的制备工艺流程包含杀青、初揉、渥堆、复揉、烘焙、自然晾置等六道工序。

根据制备工艺流程的区别，黑茶品种可分为紧压茶与散装茶及花卷三大类，紧压茶为砖茶，主要有茯砖、

花砖、黑砖、青砖茶，俗称四砖；散装茶主要有天尖、贡尖、生尖统称为三尖；花卷茶有十两、百两、

千两等[1]。 
近年来，人们对黑茶的品质成分以及药理功效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黑茶具有增加膳食营养、助消化、

解油腻、降脂减肥、抗氧化、降血压、降血糖、抗菌消炎、利尿解毒、预防肿瘤等药理作用。本文总结

了黑茶各方面的研究，并展望了黑茶的发展动态。 

2. 黑茶化学成分研究 

现代分析表明黑茶中含化合物多达 500 种左右，其中有些是人体所必需的成分。如维生素、蛋白质、

氨基酸、脂类、糖类及矿物质元素等。还有部分化合物是对人体有保健和药效作用。如茶多酚、咖啡碱、

脂多糖等。黑茶中丰富的茶多酚，具有消炎、杀菌、治痢疾的作用；这些物质对提高人体免疫系统的功

能发挥着重要作用，起到了养生健体、延年益寿的功效[2]。 

2.1. 黑茶氨基酸含量研究  

黑茶中含有氨基酸尤其是茶氨酸，具有抗疲劳、降血压的功效。茶氨酸还能提高大脑功能，增强记

忆力和学习能力。 
龚雪[3]采用 HPLC 对近 100 个黑茶样品中的 18 种氨基酸和茶氨酸的含量进行检测与分析。结果表

明，黑茶原料越嫩氨基酸含量越高，茶氨酸含量相应也较高，蒸青比传统杀青(锅或滚筒杀青)的茶样氨基

酸含量高；年代越老的样品其氨基酸含量越低；不同的黑茶样品，其氨基酸含量没有明显相关性；各系

列黑茶样品氨基酸组成存在稍有差异。 
Jingming Ning [4]等人通过研究采集世界各地六类茶叶样品(包括绿茶，白茶，黄茶，乌龙茶，红茶，

黑茶)的 436 种样本，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测定六种茶叶类型中的儿茶素、咖啡因、茶氨酸含量，构

建分类评价模型识别方法。结果表明，该方法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咖啡因、茶氨酸、儿茶素等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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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物质的含量，运用模式识别，能够鉴定六类茶叶样品。 

2.2. 黑茶品质成分及酶活性的变化 

渥堆工艺是黑茶制作过程中重要程序之一。以微生物、湿热作用为主导的渥堆工艺是黑茶品质形成

的关键，经此工艺，黑茶的品质成分获得深刻的转化。除了品质成分的转化，色、香、味的形成外，一

些有害微生物也大量滋生。 
邹瑶[5]以四川黑茶渥堆茶样为原料，采用主成分分析及聚类分析方法探讨四川黑茶渥堆过程中品质

成分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主成分分析所提取的前 2 个主成分可以包括 84.977%的品质成分信息，其

中第 1 主成分以咖啡碱、水溶性果胶含量影响为主，第 2 主成分以茶黄素、茶褐素和氨基酸含量影响为

主。在时期 III (一翻后至出堆时为时期Ⅲ)，四川黑茶品质成分的转化已基本完成，水溶性果胶、咖啡碱、

茶黄素、茶褐素和氨基酸为四川黑茶渥堆中影响品质形成的关键成分。 
李伟[6]等以四川黑茶不同渥堆时期的茶样为研究对象，探索四川黑茶渥堆过程中感官品质的变化及

其影响因子，实验测定各茶样中的茶多酚、儿茶素、茶红素、茶黄素、茶褐素、可溶性蛋白、氨基酸、

咖啡碱、水溶性果胶、可溶性糖和水浸出物的含量，分析四川黑茶渥堆过程中感官品质变化的主要影响

因素。结果显示，对感官品质影响较大的生化成分主要是氨基酸、茶多酚和可溶性糖，其中氨基酸的直

接作用对感官品质产生正面影响，而茶多酚和可溶性糖的直接作用对感官品质产生负面影响。 
刘婷婷[7]采用国家标准测定方法和常用测定方法对四川黑茶渥堆过程中品质成分含量和酶类活性进

行全程监测。结果表明，除咖啡碱含量变化不明显外，茶多酚、儿茶素、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纤

维素、原果胶、蛋白质、氨基酸、水溶性果胶、可溶性糖含量均在渥堆工艺中下降；各种酶活性比刚扎

堆时提高了。四川黑茶渥堆过程中主要品质成分及酶类活性的变化，形成了其品质特征。 

2.3. 微生物作用的研究 

黑茶中微生物以茶叶为底物，通过代谢途径改变茶叶生化成分，形成黑茶特有的主要品质。在传统

加工过程中，渥堆发酵是形成黑茶品质特征的关键，在渥堆过程中，茶叶含有丰富的养分，且温湿度适

宜，各种微生物在其中茂盛生长，种类及其优势种群不断变化，主要微生物种类、微生物分泌的胞外酶

对黑茶品质形成有重要作用。在湿热条件下，微生物为满足自己对碳氮的需求，分泌胞外酶进行酶促作

用，分解、氧化、还原、酯化、异构化反应，使纤维素、果胶、萜烯类、蛋白质等物质转化成各种滋味

成分和香气成分[8] [9] [10]。研究微生物的数量、揭示微生物对黑茶品质、安全的影响，对于优化黑茶的

生产，提高其品质有重要意义。 

2.4. 黑茶中化学成分的研究 

黑茶中化学成分复杂，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气相色谱、质谱等仪器，并采用气相色谱-质

谱联用等方法对黑茶的成分进行测定。黑茶中挥发性化学成分形成黑茶的香气特征，黑茶独特的香型也

是区分各地黑茶品质特征的重要指标之一。顶空固相微萃取用于茶叶香气成分检测[11]，具有简单、快速、

灵敏度高、选择性好的优点[12] [13]。顶空固相微萃取与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可快速分析出茶叶

香气成分的组成[14] [15]。 
袁思思[16]利用蒸馏萃取提取茶叶香气物质，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测定茯砖茶、青砖茶、黑砖茶的

香气成分，并分析 3 种黑茶的香气成分以及感官差异性。结果表明：茯砖茶香气种类丰富，主要以醇类

和酯类为主，检测出(E,E)-2,4-己二烯醛等烯醛类物质；青砖茶有浓郁樟木香，青砖茶的香气物质以酚、

醇、酯类物质为主；而黑砖茶香气平和，检测出少量香气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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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勋[17]利用顶空固相微萃取结合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HS-SPME 与 GC-MS 分析)分别对普洱

茶、六堡茶和安化黑茶 3 种典型黑茶的香气成分进行分析，并比较 3 者的异同。结果表明：从普洱茶中

鉴定出香气成分 66 种，六堡茶和安化黑茶鉴定出香气成分均为 67 种，其中含有醇类、醛类、酮类、酯

类、酚类、碳氢类、含氮类、杂氧类物质。 
胡琳玲[18]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建立了同时检测黑茶中 16 种多环芳烃化合物的方法。黑茶样品检测

结果表明，在检测出的萘、苊、苊烯、菲、蒽、芘、苯并蒽、屈、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茚并蒽这

11 种多环芳烃化合物中以萘、苊、苊烯、蒽这 4 种物质的含量较高。 
茶多酚是茶叶中含有的一类多酚类物质，是多羟基酚类化合物的总称，是一种天然、高效、安全的

抗氧化剂。研究人员通过各种方法测定黑茶或绿茶中的茶多酚含量，但将黑茶和绿茶中茶多酚含量进行

定量比较的研究文献报道极少。李萌[19]等人用 HPLC 法快速测定茶多酚中儿茶酚类及咖啡因含量。建

立茶多酚中 4 种儿茶素类成分(EGC、EGCc、cE、ECG)和咖啡因的等度洗脱一次进样检测方法。张萌[20]
等人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进行测定螺旋藻和茶多酚中微量元素。准确测定了螺旋藻、

茶多酚中 9 种人体必需微量元素的含量。侯冬岩[21]等人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快速测定绿茶中茶多酚的组

分，说明产地不同，绿茶中茶多酚的含量相差较大。 
普冰清[22]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绿茶、红茶、黄茶、青茶、白茶及黑茶 6 种品种中 13 种茶多酚的

含量进行系统分析比较，结果表明，总茶多酚量与发酵度成反比；恩施玉露中茶多酚总含量显著高于其

余绿茶；凤庆红茶中茶多酚总含量高于其余 2 种红茶；普洱茶茶多酚总含量显著高于安化黑茶。 

2.5. 黑茶指纹图谱研究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红外吸收光谱、紫外分光光度计以及核磁等仪器，进行黑茶指纹图谱

研究，构建指纹图谱的共有模式，可以鉴定和评价黑茶的品种和质量。 
胡燕[23]采用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比较了我国 6 个不同产地来源的 37 个黑茶样品间红外吸收光

谱的差异，并对所得的指纹图谱进行了特征峰的指认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在黑茶的原始红外光谱中

有氨基酸、生物碱、茶多糖、多酚类物质及其氧化产物等化学成分的特征吸收峰；不同产地黑茶样品的

红外光谱在峰位、峰形和峰的强度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别；根据红外二阶导数谱的相似度和聚类分析

可区分不同产地的黑茶样品。 
胡燕[24]以四川省 11 个不同生产厂家的 22 个黑茶样品及我国其他黑茶主产区的 13 个黑茶样品为试

验材料，应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研究四川黑茶的指纹图谱。在合适的条件下构建四川黑茶 HPLC 指

纹图谱的共有模式，确定了 14 个色谱峰为四川黑茶的共有峰；根据构建的四川黑茶的 HPLC 指纹图谱，

可以鉴定和评价除方包茶之外的四川黑茶。胡燕采用二极管阵列——蒸发光散射检测器(DAD-ELSD)串联

的检测技术，建立了我国不同产地黑茶的 HPLC-DAD-ELSD 指纹图谱。该研究建立的黑茶

HPLC-DAD-ELSD 指纹图谱能为我国黑茶的鉴别和质量评价提供参考。 

3. 黑茶药理与功效研究 

3.1. 膳食营养 

黑茶中含有较丰富的营养成份，有蛋白质、氨基酸、糖类、维生素、矿物质等。如茶多酚、咖啡碱、

脂多糖等，对主食为牛、羊肉和奶酪，饮食中缺少蔬菜和水果的少数民族同胞而言，黑茶是每日不可或

缺的生活必需品，是他们人体必需矿物质和各种维生素的重要来源，有生命之茶的说法。黑茶中的氨基

酸种类丰富，黑茶中特有的茶氨酸具有抗疲劳、降血压和增强记忆力的功效。黑茶奇特显著的保健价值，

受到世界各地各界人士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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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助消化、解油腻 

黑茶具有很强的解油腻、消食等功能，黑茶中的咖啡碱、维生素、氨基酸、磷脂等有助于人体消化

的作用，可以调节脂肪代谢，咖啡碱的刺激作用更能提高胃液的分泌量，从而增进食欲，帮助消化。黑

茶所含有效组分在抑制人体胃肠有害微生物滋长的同时，又能促进人体胃肠有益菌的繁殖生长[25]，由此

呈现良好的改善、调整胃肠的功效作用，中国民间有利用老黑茶治疗腹胀、痢疾、不消食的传统。 

3.3. 降血脂、减肥 

人体血液中脂肪含量高，会使得脂肪沉积在血管壁上，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和形成血栓。黑茶具有良

好的降解脂肪、抗血凝、促纤维蛋白原溶解作用，从而抑制主动脉及冠状动脉内壁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

达到降压、软化血管，防治心血管疾病的目的。 
张聪[26]探索快速简便的黑茶降血脂质量评价方法，对 16 个茶样进行成分检测，利用主成分分析法

构建黑茶降血脂质量的评价模型。通过油酸诱导 HepG2 细胞，建立体外高脂细胞模型，在细胞存活率实

验(MTT 法)的基础上，以细胞内脂质含量为指标验证黑茶的降血脂功效。结果表明：模型预测结果体外

降血脂功效明显。 
刘婷[27]研究 CGMCC No.8730 冠突散囊菌标准化发酵的金花黑茶对大鼠体重和血脂的影响。

CGMCC No. 8730 冠突散囊菌标准化发酵的金花黑茶提取物对 SD 大鼠有控制体重、降低血清中甘油三酯

的功效。刘家奇[28]探讨普洱茶茶粉、黑茶茶粉、六堡茶对高脂饮食诱发的营养性肥胖大鼠的减肥作用。

他将 Wistar 大鼠随机分组。试验大鼠灌胃授试茶样水浸提物 30 d 后采血处死，测定其血清中胰脂肪酶的

活性，并采集腹部脂肪组织进行病理检测。结果表明，普洱茶(熟茶)茶粉、黑茶茶粉、六堡茶对营养性肥

胖大鼠均有不同程度的减肥作用，其中六堡茶的作用最显著。汤艳[29]研究安化黑茶对高脂血症大鼠主动

脉核因子-κB 的影响得到结论，安化黑茶能抑制高脂血症大鼠主动脉 NF-κB 蛋白和基因的表达。汤艳[30]
还研究了黑茶对高脂血症大鼠血脂及炎症因子 TNF-α、IL-6 影响，结果说明黑茶具有降脂、抗炎作用。 

3.4. 降血压 

黑茶具有降血压的作用，其中特有的茶氨酸能通过活化多巴胺能神经元，起到抑制血压升高的作用。

茶叶中的咖啡碱和儿茶素类能使血管壁松弛，增加血管的有效直径，通过血管舒张而使血压下降；茶色

素具有显著的抗凝、促进纤溶、防止血小板黏附聚集，抑制动脉平滑肌细胞增生的作用，还能显著降低

高脂动物血清中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提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并对 ACE 酶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具有降压效果。 
黄文河[31]分析比较黑茶茯砖茶和普洱茶对代谢综合征人群的调理效果。黑茶茯砖茶和普洱茶都有很

好的降血脂、减肥、降血压、降血糖等保健作用，能改善患者病情、提高生活质量，且黑茶茯砖茶效果

更好。黑茶作为一种价格便宜的饮用产品，适宜用于代谢综合征的防治，适合全面推广。 

3.5. 抗氧化 

在正常生理条件下，人体内的自由基不断产生，也不断被清除，处于平衡状态。黑茶中含有丰富的

抗氧化物质如儿茶素类、茶色素、黄酮类、维生素 C、维生素 E、胡萝卜素等，同时含有大量的具抗氧

化作用的微量元素如锌、锰、铜和硒等。黑茶中的抗氧化物质都具有清除自由基的功能，因而具有抗氧

化、延缓细胞衰老的作用[32]。 
郝再彬[33]采用高 10%定量分析用流动注射化学发光法检测茶叶提取液的抗氧化性，研究表明：绿

茶毛尖 > 六堡茶 > 普洱茶，并且随着六堡茶年份的增加其抗氧化性减弱。六堡茶的抗氧性高于普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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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茶叶经发酵后抗氧化性均在 47.21%~51.63%，六堡茶中咖啡因的含量明显低于绿茶。 
刘蓉[34]采用溶液超声波提取法提取出黑茶的乙醇提取物，再用分光光度法测定不同浓度的黑茶乙醇

提取物对羟基自由基、自由基的抑制率以及还原能力。结果表明，黑茶乙醇提取物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性。 

3.6. 抗癌 

癌症是当前世界上引起人类死亡率极高的疾病之一。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先

后发现茶叶或茶叶提取物对多种癌症的发生具有抑制作用。宋鲁彬[35]采用现代药物筛选的尖端技术-高

通量筛选技术对黑茶进行肿瘤细胞模型 SGC7901 的高通量筛选研究，结果发现，所有的黑茶对消化道肿

瘤细胞的生长都有良好的抑制作用。黑茶中含有两种抑制活性物质，其中对 SGC-7901 细胞株具有抑制

能力的物质的极性要比对 HCT-8 细胞株具有抑制能力的物质极性低一些。黑茶具有对两种细胞株抑制的

功能可能是多种物质成分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中低极性的物质抑制能力较强。 
茶褐素作为黑茶中重要的功能成分，是一类溶于水而不溶于乙酸乙酯和正丁醇等有机试剂的褐色高

聚物，属于多酚类物质，具有酚类物质特性。韩驰[36]的研究表明，茶色素能诱导醌还原酶和谷胱甘肽硫

转移酶的活性，显著降低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的存活率和抑制小鼠 S180 细胞的生长，表明茶色素有抗肿

瘤作用。 

3.7. 降血糖 

黑茶中的茶多糖复合物是降血糖的主要成分。茶多糖复合物通常称为茶多糖。宋励修[37]通过测定比

较分析不同种类茶叶中茶多糖含量。结果表明，在不同制备工艺茶叶中，青茶和黑茶的茶多糖含量较高，

而黄茶和红茶的含量较低；在不同产地绿茶中，浙茶茶多糖含量比较高，而徽茶的含量较低；在不同熏

花种类中，素茶茶多糖含量较花茶高。 
石玉涛[38]研究迎霜茶多糖和云南大叶种茶多糖对四氧嘧啶致糖尿病小鼠的降血糖作用。对正常小鼠

和本实验高血糖小鼠分别进行灌胃实验 14 d，进行糖耐量试验。结果表明：迎霜茶多糖和云南大叶种茶

多糖均能较好地降低糖尿病小鼠血糖水平，表现出一定的量效关系；2 种茶多糖能提高糖尿病模型小鼠

的葡萄糖耐量，具有明显的降血糖作用和一定的增强免疫调节能力的作用，迎霜茶多糖效果优于云南大

叶种茶多糖。 
叶琼仙[39]采用白叶单枞黑茶的 60%乙醇提取物，在 α-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的导向下，经 D101 大孔

吸附树脂柱层析获得活性流分，进一步采用高速逆流色谱法(HSCCC)进行分离纯化研究。结果显示，黑

茶 60%乙醇提取物具有较显著的 α-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 

4. 展望 

近年来，黑茶因其醇厚的口感和独特的保健功效备受国内外关注，如：湖北省咸宁市三山川(长青川)
茶叶有限公司在慈禧太后喝过的黑茶传统工艺基础上，传承创新，制备出醇厚清香、回味绵长的黑茶，

颇受广大军民喜爱。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黑茶未来研究方向是：1) 对黑茶保健功效研究再深入，

包括黑茶降脂、抗氧化、防癌等功效，以及如茶多酚、茶黄素、茶红素等的研究；2) 结合机械自动化理

论、计算机控制等知识可以实现黑茶初制全部机械化生产；3) 研究黑茶品质的调控技术、开发出不同品

质(色、香、味)的黑茶新产品；4) 结合黑茶保健功能研究开发黑茶深加工方面新保健食品和药品。如：

茶多酚饼干，儿茶素糖块等；5) 利用 3D 打印技术，将带茶香的茶叶打印成各种艺术品，如：人体造型、

花鸟鱼虫等，供人们收藏、展示、观赏，并放置成熟到一定程度后，还可以饮用或当保健品食用。 
总之，黑茶对人体有诸多保健防病、延年益寿的功效，开发优质的物美价廉的黑茶产品、保健品和

药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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