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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nt of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of the camellia oil is high, and also contains the physio-
logically active components such as tea soap, tea polyphenol, squalene and the like.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the main components of camellia oil,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harma-
cological research and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a-
mellia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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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茶油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很高，还含有山茶皂甙、茶多酚、角鲨烯等生理活性成分。本文在全面总结

山茶油主要成分的基础上，对药理研究情况做系统的综述，为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山茶油提供了有价值的

参考，加快了山茶油应用的前进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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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山茶油(camellia oil)，又名茶籽油、茶树油[1]，是从山茶科油茶树种子压榨而成，是我国特有的木本

油脂，油茶生长主要集中在浙江、湖南、广西、海南等省，其中海南地理位置优越，其制得的茶油产自

山茶的一个品系——山柚，通常又被称为“山柚油”，相对其它地区，海南山茶籽油营养价值更加丰富

[2]。茶油作为一种天然植物油，在食用方面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同时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为了进一

步了解茶油的药理作用，笔者根据对山茶油成分组成，分析其功能特性以及对临床应用最新进展加以综

述，为山茶油进一步利用提供参考借鉴。 

2. 茶油的主要成分 

2.1. 山茶皂苷 

皂甙的结构主要由配基、糖体、有机酸三部分组成，是一种性能优良的非离子型天然表面活性剂，

因其具有抗渗、抗炎、镇痛、抗癌等生理活性和较强的发泡、乳化、分散等作用，被广泛应用于制造各

类乳化剂、洗涤剂、杀虫剂等[3]。研究还发现茶皂素能杀菌、抗病毒外，还可以解酒毒、抗氧化、降血

脂、促进植物的生长[4]。 

2.2. 茶多酚(Tea Polyphenol, TP) 

茶多酚即茶鞣质，是黄烷醇类(通常称之为儿茶素)、花色苷类、类黄酮类和酚酸类等酚类物质的总称，

其中黄烷醇类中的儿茶酚是茶多酚的主要成分。吕建云[5]等同时对山茶油、油茶籽油、花生油和橄榄油

中功能性成分的含量采用比色法和气相色谱法进行测定，结果发现与其它油品相比，茶多酚含量最高的

是山茶油。茶多酚具有抗氧化、抗肿瘤、抗动脉粥样硬化、强心、抗心律失常、防治脑缺血再灌注损伤、

抗龋护齿、抑菌等多种药理作用[6]。同时 TP 因黄烷醇类物质和抗氧化、抗菌生物活性，能抑制细菌滋

生，防止腐败变质，延长食品贮藏保鲜期，被人们视为是一种纯天然、安全无毒的食品添加剂，被推广

应用在食品(括水产品、肉类及肉制品、果蔬等)贮藏保鲜[7]。在化工领域，茶多酚的抑菌性、抗氧化性

及抑制氧化酶、除异味作用，常用作抗氧剂、保质剂，防止化妆品和日用化学品变质。胡秀芳[8]等发现

茶多酚可以防皮肤衰老、去皱消斑、预防粉刺、抗炎消肿、抗过敏反应及治疗皮肤烧创伤，能起到保养

滋润肌肤、治疗皮肤疾病的作用。 

2.3. 脂肪酸 

山茶油由油酸、亚油酸、亚麻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和少量的饱和脂肪酸组成，具有比较强的抗氧化作

用和良好的储存稳定性。其中油酸为人体脂肪组织中最重要，也是最丰富的脂肪酸，多存在于植物体内，

被营养学界称为“安全脂肪酸”，长期食用可滋养皮肤，延缓衰老，增强记忆力，对高血压、高血脂及

心脑血管等疾病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2.4. 角鲨烯 

角鲨烯是一种多酚类活性成分，具有良好的富氧能力，能抵抗机体缺氧引起的各种疾病，同时能消

除人体自由基，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加速机体组织修复，从而增强机体免疫能力、促进伤口愈合。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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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角鲨烯还具有抗癌、抗肿瘤、抗氧化等生物活性，广泛应用于医药、食品和化妆品等工业领域[9]。
在医药领域，角鲨烯对白细胞减少症、感染、湿疹、烫伤等疾病的临床效果良好。在食品工业，角鲨烯

通常被制成润滑剂，可用于食品加工机械，具有安全卫生、热稳定性高、抗氧化性强及润滑性良好等特

点[10]。在化妆品行业，常用于润肤剂、保湿剂，与角鲨烯抗氧化、抗紫外线、润肤等作用密切相关[11]。
在烟草行业方面，韦建玉等[12]将烟草内源角鲨烯与外源角鲨烯减害技术相结合，清除了卷烟主流烟气中

固相自由基、气相自由基及 7 种常规有害成分，奠定了角鲨烯在烟草减害中的应用理论和技术基础，为

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2.5. 其他成分组成 

山茶油除了以上介绍的山茶皂苷、茶多酚、脂肪酸、角鲨烯等主要成分外，还有维生素 E、天然抗

氧化活性物质等物质和微量元素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茶油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可达到 510~750 
mg/kg，可改善皮肤的弹性，使皮肤光彩发亮。皮肤组织细胞中被视为衰老标志的是产生一种被称作“脂

褐质”的物质，并随年岁的增大而增多。维生素 E 可减少脂褐质的形成，消除体内自由基，对预防衰老

有极重要的意义。总之，茶油中的维生素和 Mg、Ca、Zn 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对调节机体免疫系统，

维持机体正常生命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3. 山茶油的综合药理研究 

3.1. 调节血脂 

沈晓俊[13]等通过建立试验性大鼠高脂血症模型的基础上，分别按设计要求用山茶油灌胃，实验结果

表明，山茶油可降低血清中 TG 和 TC 水平，并有剂量越大作用效果越好的趋势，但剂量不能过高，相比

于高剂量在低中剂量下对血脂水平有一个很好的降低作用，而且血清中 TG 对山茶油更为敏感，下降效

果相比 TC 而言更为显著。郭浪[14]等研制的茶油–大蒜精油复方软胶囊(内容物中茶油占 96.8%，每粒软

胶囊中含茶油 242 mg)，临床研究表面能显著降低大鼠高脂模型的血清中 TC、TG 和 LDL-C 水平，而且

能显著升高 HDL-C 水平。 

3.2. 抗炎作用 

林朝悦[15]等观察茶油及茶多酚对角叉菜胶致大鼠足跖肿胀的模型抗炎作用及其机制，发现了在炎症

的后期茶油和较低浓度茶多酚对肿胀产生了抑制影响，而且茶油能够提高 SOD 活性，可抑制炎症过程中

氧自由基的释放，减少炎症损伤，可见茶油良好的抗炎和抗氧化作用。蔡素琴[16]探讨了生姜混合茶油填

塞伤口对剖宫产术后感染伤口愈合的临床疗效，在回顾 18 例剖宫产术后感染运用此方法的患者，均得到

了很好的临床疗效，伤口经过此方法处理完全愈合，且伤口平均愈合时间较之于报道的感染伤口愈合时

间缩短，提示了山茶油的抑制炎症或减轻炎症的作用。官玲燕[17]等报道了生姜与茶油联合治疗压疮的临

床疗效研究，结果表明生姜与茶油联合应用治疗压疮疗效显著，茶油抗炎、抑制炎症反应的作用正在临

床上逐步得到认同。 

3.3. 抗菌作用 

茶多酚是山茶油主要的生理活性成分之一，经研究证实，茶多酚具备广谱而强效的抗菌作用，对革兰氏

阳性、革兰氏阴性细菌有显著的抑制作用[18]。蒋玲艳等研究茶油的抑菌性，结果显示茶油溶液对常见的细

菌、真菌和霉菌均有明显的抑菌作用，而且具有很高的稳定性。李桥妹[19]等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

为实验菌，研究山茶油抑菌机理，发现山茶油可以损伤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细胞膜，菌体细胞膜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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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被破坏，从而使菌体走向死亡结果表明山茶油具有较好的抑菌效果。王林果等[20]分别用丙酮和乙酸乙

酯作为溶剂，对粗制的金黄色茶油和精致的无色茶油的抗菌性能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两种茶油都具有

显著的抗菌性能，而且茶油抑制微生物成分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在特殊环境依然能发挥抑菌作用。 

3.4. 抗氧化作用 

蒋立勤[21]等研究茶油对小鼠脂肪代谢、血糖和体内抗氧化作用的影响，以雄性 C54 小鼠作为实验

对象，进行高脂饮食诱导，结果发现山茶油能缓解高脂诱导下小鼠的血糖升高，提高体内的抗氧化水平。

徐俐[22]等对油茶籽油抗氧化及对自由基清除作用研究中，发现高温贮藏后从油茶籽油中提取的酚类物质

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对 DPPH、羟基自由基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有良好的清除作用。同时茶油富含

抗氧化剂茶多酚，也是其贮藏性能较好于其他油类的原因之一。 

3.5. 调节血糖 

杜彦霞[23]等探讨茶油结合饮食运动干预对糖调节受损者血清脂肪酸含量的影响，将社区 243 例糖调

节受损者随机分为茶油干预组 89 例、非茶油干预组 76 例和对照组 78 例，茶油干预组给予食用油为茶油

结合个体化的饮食运动干预，非茶油干预组只给予个体化的饮食运动干预，食用油不改变，对照组不给

予任何干预，研究结果显示，茶油结合饮食运动干预可以很好地改善居民血清中脂肪酸的含量，对血糖

的改善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在糖尿病发生之前的高危阶段对人群进行干预可以更好地提高人们的健康水

平，延缓甚至阻止糖尿病的发生。朱静芬[24]等研究膳食补充单不饱和脂肪酸对 2 型糖尿病的干预效果，

并首次利用茶油对糖尿病人进行干预，研究结果显示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茶油有利于改善糖尿病患者的

糖脂代谢情况，提示了山茶油具有良好的调节血糖作用。 

4. 山茶油的综合应用 

4.1. 日常食用方面 

茶油成分包括不饱和脂肪、油酸、亚油酸、亚麻酸等活性成分，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远超过菜油和

花生油，为各种食用油之冠。茶油油酸中 n-6 与 n-3 比例为 4:1，符合国际营养的相关标准[25]，而且山

茶油各营养成分的比例均符合人体营养所必须需要的适宜比例。它的另一个优势是油点(即加热时能使油

脂冒烟的最低温度)高，在日常烹饪下厨时不会产生过多的油烟。油烟是国内外公认的肺癌的风险因素之

一。有研究发现，在制作煎炸食物时应首先选山茶油，因为其他植物油煎至 120℃时，便会产生少量苯、

芘等有害健康的物质；而茶油在煎到 150℃时，也不会有此变化[26]。因此，山茶油因独特的营养成分和

食疗双效的优势，常被誉为“油中之王”、“东方橄榄油”。 

4.2. 护肤应用方面 

在现如今琳琅满目的化妆品当中，植物天然及草本精华类化妆护肤品成为现代人的“新宠”。随着

人们对山茶油成分的深入分析和有效提取，山茶油在护肤品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据现代药理研究，山茶

油中的油茶皂素、茶多酚、黄酮类化合物、油酸、天然维生素 E 等活性成分在护肤方面发挥着抗氧化、

锁水保湿、防晒抗衰老的作用，而且山茶油与人体皮脂成分很相似，能被人体肌表皮肤很好地吸收，有

利于皮肤组织的修复，对皮肤无过敏性和刺激性，应用于化妆品被消费者和业内人士所看好。 

5. 研究建议 

随着人们对茶油的研究的不断深化，山茶油良好的营养价值和特殊的保健功能为人们所认识，茶油

的独特功效正在慢慢被挖掘，茶油现已被广泛应用于生活的诸多领域，但是得认清的是，当前我国在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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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的研究和应用上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尤其是在茶油的药用价值研究上存在短板不足，山茶油不仅在中

药典籍中有大量记载，而且在民间中以偏方的形式得到应用，这些偏方在传承过程中表现出了不俗的疗

效，但是山茶油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机制仍然不甚明确，阻碍了山茶油应用的前进脚步。因此，对茶油的

成分进一步研究，挖掘山茶油的其它临床功效，这些仍然是我们待努力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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