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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虫茶的历史渊源及药用 
价值与食用安全性研究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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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长沙 410128；2. 湖南农业大学昆虫研究所，长沙 410128） 

摘  要  中国传统虫茶是指用于制作茶叶代用品的某些昆虫的排泄物，主产于我国湖南、贵州和广西的一
些山区，在当地已流传数百年之久，属于当地传统的特色农产品。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尽管对昆虫粪便直

接用于茶用的描述非常罕见，但在古代医学书籍中，昆虫粪便的药用记载非常普遍。从 20世纪 90年代中
期到现在的 20 多年间，中国传统虫茶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多。特别是在虫茶的食品安全性，生物活性物质
种类及其对某些实验动物模拟疾病预防和治疗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已发现了多种生物

活性物质和临床治疗效果或疗效迹象。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国传统虫茶的传承和开发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

主要综述了我国关于虫茶的历史渊源，药用价值和食品安全性的科学研究概貌。时间跨度从公元 992年到
公元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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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origins, medicinal value  
and food safety of Chinese insect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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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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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insect tea is tea made from the excrement of insects. It is mainly produced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Hunan, Guizhou and Guangxi where it has been drunk for hundreds of years and is a recognized local,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 Although descriptions of the use of insect feces to make tea are very rare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records of using insect feces for medicinal purposes are very common in ancient medical books. Publication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insect tea have increased since the mid-1990s. In particular,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areas such as food safety, 

bioactive substances, and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simulated diseases in experimental animals. In addition, a variety of 

bioactive substances and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s or signs have been found. These results provid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sect te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origin, medicinal value and food safety of 

insect tea in China from 992 AD to 2018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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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虫茶的含义 

根据我国古文献的记载，我国民间习惯称谓

的传统“虫茶”，是指用来制作茶叶代用品的某

些特定昆虫的排泄物。这些排泄物是由特定昆虫

取食特定植物，经过昆虫体内消化或发酵后所产

生的。如湖南城步虫茶、广西桂林及龙胜虫茶、

贵州赤水虫茶等，已经在民间普遍或局部地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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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茶品饮用，并已成为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因

此，“虫茶”也可理解为由特定昆虫取食某些特

定植物后，经其昆虫体内消化酶或消化微生物发

酵过程后酿造出来的茶叶代用品，所以“虫茶”

的科学称谓应当为“虫酿茶”（文礼章，2000）。
在我国民间和以往的一些出版物中，虽然人们已

经习惯于把“虫酿茶”称之为“虫茶”“虫屎茶”

或“虫粪茶”，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传

统“虫茶”“虫酿茶”“虫屎茶”或“虫粪茶”，

虽然与“虫”“屎”“粪”有关，但它们绝不是常

人心目中所想象的一般“昆虫”、一般“虫屎”

或一般“虫粪”，例如，虽然家蚕虫粪（蚕砂）

和柞蚕虫粪在我国养蚕地区有大量生产，并且也

可能有许多药用功能，但是，因为养蚕人并不是

以生产蚕粪为目的，同时其副产品蚕粪也没有被

养蚕当地人当作日常代茶品饮用或出售，所以上

述二者并不是我国独有的传统虫茶，如果确有某

些药用功能，当然可被称之为虫粪药，如果将来

被证明蚕粪可以当作日常茶品饮用，则可以被称

之为新型虫茶，但并非传统虫茶。基于这一理念，

本文所述内容仅限于以生产可饮虫茶为目的，并

且已成为虫茶生产地区人们自己当作日常代茶

品饮用或出售的特色农产品。 
由于关于虫茶的一般历史记述和近代民间

传说已有大量文献和多篇综述报告发表（尹建

德，1989；文礼章和郭海明，1997；蒋三俊，2000；
励建荣和周李婷，2005；杨立昌等，2011a，
2011b），所以，本文主要综述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关于虫茶的历史渊源及其药用价值与

食用安全性科学研究方面的新进展。 

2  虫茶及其药用的历史渊源 

中国历来以“药食同源”观念为著称。在古

代文献中，虽然关于直接以虫粪做茶用的描述非

常罕见，但是以虫粪做药用的记载却在历代古医

书中很常见。据作者所查，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

992年，我国最早出版的一本医学巨著《太平圣
惠方》（王怀隐和陈昭遇，1958）。《太平圣惠方》
中涉及人和动物粪药 451处（其中包括“粪”字
426处和“屎”字 25处），涉及虫药 668处，涉

及虫粪药 34处（其中包括“虫蛀屑”字样 6处；
“虫粪”字样 6 处，“蚕砂”字样 22 处）。特别
是有一处记载“用茶笼子上，蛀屑。细研。纳少

许入耳中”。这也是《太平圣惠方》出版 600 年
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的，“此装茶笼

内蛀虫也，取其屎用，蛀屑（主治）聍耳出汁，

日日缴净，掺之”内容的出处（事实上，李时珍

在此记载的后面已经注明了“时珍，出圣惠”字

样）。可见，我国虫粪（包括茶蛀虫粪）做药用

的记载已超过一千年，即早在李时珍时代前 600
余年就已经有了记载，即距今已达 1027 年（公
元 992年-公元 2019年）。 
不仅如此，在继《太平圣惠方》至《本草纲

目》的 600多年中，我国各朝代相继出版的许多
医学名著中，也都有虫粪药方的记载，仅在《本

草纲目》中所能查到的就有《幼幼新书》、《蜀本》

《名医别录》、《千金方》、《普济方》、《永类钤方》、

《日华》、《本草纲目拾遗》、《朱氏集验》、《伤寒

类要》、《救急方》、《圣济总录》、《斗门方》、《儒

门事亲》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述这些

药方的来源时，都进行了一一标注。 
近代记述虫茶药用价值的文献比较多，比较

早的记载出现在清代（1906年）《城步县志·卷
五》中：“亦有茶虽粗恶，置之旧笼一、二年或

数年，茶悉化为虫，余名曰虫茶，收贮经久，大

能消痰顺气”（城步县志编委会，1990）。尤其
敬和赵章保（1979）、王远平（1980）及中国林
业科学院（1983）对虫茶有下列描述：虫茶是我
国的土特产，是热带、亚热带地区高温作业人员

的重要饮料，饮后能清凉、去暑、解毒、健脾胃、

助消化、顺气、解表等，虫茶中含有较高的单宁

和维生素 C，在医药上用作收敛剂，对腹泻、鼻
衄、牙根出血等有良好的医疗作用；彭建文等

（1991）对湖南城步虫茶中的粗蛋白、氨基酸、
单宁、维生素 C和矿物质元素 Cu、Fe、P和 Zn
等化学成分作了报道，并指出“湖南省通道侗族

自治县民间侗医至今仍以虫茶作为医疗疮疖和

无名肿毒的敷剂，疗效显著”；尹建德（1989）
指出，喝虫茶不仅清凉甘美，而且有很大的医疗

作用，如能止渴提神、降血压、促消化、治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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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尿、顺气化痰、解毒消肿等。然而，值得指出

的是，上述报道大多局限于描述性传记，并没有

提供科学试验或临床病例验证资料。 

3  虫茶药用价值的科学研究概貌 

值得指出的是，《太平圣惠方》中的“用茶

笼子上蛀屑”（公元 992 年）和李时珍著《本草
纲目》（公元 1578 年）中的“此装茶笼内蛀虫
也，取其屎用，蛀屑（主治）聍耳出汁，日日缴

净，掺之”，分别把“茶”和“虫”连到了一起，

并且明确“取其屎用”和“蛀屑”，但文中并没

有指明出是何地，如何使用，是喝之内用还是涂

之外用，交待不清。况且所说“茶笼”中的茶，

到底是茶树叶，还是其他植物叶，也不清楚。由

此可见，古书上所说的“虫粪药”或“虫屎茶（或

蛀屑）”是否与我们现代局部地区所喝用的“虫

茶”有直接关联，或是否为同一物料，目前还没

有找到确切答案。特别是至 20世纪 90年代之前，
虽然另有一些旧时文献或现代文献记载了虫茶

的某些药用功能，但是大多为民间传说或局部地

区饮民的经验之说，并未见有科学试验结果或临

床应用成功案例作依据。 
可喜的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至今的

20 多年时间里，我国关于传统虫茶的研究，不
仅发表的文献资料在不断增加，而且涉及的研究

内容和研究人员职业范围也在不断扩展。特别是

在关于虫茶的生物活性物质检测以及虫茶对实

验动物某些疾病模型的生物活性功能方面研究

已有长足的进展，并发现了许多种类的生物活性

物质以及具有临床应用价值的疗效结果或疗效

迹象，为我国具有显著地方特点传统虫茶的传承

和扩大应用范围提供了重要依据。 

3.1  虫茶中的各类生物活性物质 

3.1.1  无机矿物质及重金属元素  从表 1 中的
矿物质一栏可以看出，我国各类传统虫茶中都含

有比较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多种矿物质营养元素，

在表 1 所列出的 10 种主要矿物质元素中，虽然
不同地区生产的虫茶种类其各类矿物质元素含

量有所不同，但是，其总体趋势基本一致，如大

多以钾（K）、镁（Mg）、磷（P）、钙（Ca）、
钠（Na）、铁（Fe）、锰（Mn）含量较高，而
锌（Zn）、硒（Se）的含量相对较低。值得指出
的是，由于表 1中的数据是来源于不同作者的报
道，因各作者在其实验中，可能在采样季节和样

点选择以及测定方法和计算方法等方面都存一

定的差异，所以，单凭表 1这些指标数值的大小，
不便评价不同地区或不同类别虫茶之间的总体

优劣。 
我国不同地区生产的虫茶样品中的常见重

金属元素含量见表 1。由表 1可知，不同种类虫
茶中都含有不同程度的重金属元素，由于虫茶是

一类特殊的民间传统饮品，目前并没有被列于我

国普通食品原料名录中，所以对于虫茶中的重金

属含量限制，至今还没有制订国家限量标准或地

方限量标准。此处仅以我国关于《药用植物及制

剂进出口绿色行业标准》（WM2-2001）（关立
忠等，2001）重金属元素限制标准作参照（表 1），
对比表 1中对 6种虫茶样品的测定结果可知，在
6种重金属元素中，有 5种元素（Cu、Cr、Pb、
Cd、As）在 6 种虫茶样品中的含量都低于参照
标准，只有 Hg元素在米白虫茶和紫白虫茶样品
中略高于参照标准，而在其余 4个样品中则低于
参照标准。仅凭以上比对，还是难以肯定各类虫

茶在重金属含量方面的安全性，但是，由于虫茶

是一种高浓缩颗粒、在冲泡饮用过程中，实际用

量极低，一般 300-500 mL 的清水仅需投放 0.3- 
0.5 g 即可，而药用植物或其他植物茶，在同样
水量情况下，则至少需用 1.5-2.5 g，也即在同一时
段内，虫茶的用量只有药用植物或植物茶的 1/5。 
3.1.2  有机生物活性元素  表 1“水分及常规有
机物”一栏中列举了 5类虫茶样品中的水分、灰
分及 8种重要有机生物活性元素的含量。由表 1
可知，所测 5类虫茶的水浸出物含量都比较高，
最高达到 41.71%，最低的也有 9.63%，平均达到
30.37%。另外，各类虫茶中除水分以外，含量较
高的有机物主要为粗纤维和蛋白质。除了多酚类

物质在不同类别虫茶中含量相差较大外，其余各

物质的含量则在所测诸种样品中都比较相似或

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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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部分地区虫茶样品中的矿物质、重金属及常规有机物元素含量 
Table 1  Contents of minerals, heavy metals and conventional organic elements in insect tea samples from parts of China 

元素名称 
Element name 

湖南三叶 
虫茶(郭时印 
等，2008) 

Hunan Sanye-  
insect tea (Guo 
 et al., 2008) 

贵州老鹰茶虫茶

(许乾丽等，1999，
2000) Guizhou 
Eagle insect tea 
(Xu et al., 1999, 

2000) 

贵州米白虫茶 
(尚小丽等，

2013a) Guizhou 
Mibai insect tea 

(Shang et al., 
2013a) 

贵州多地虫茶平

均(杨立昌等，
2011a，2011b) 
Average number 
of insect teas in 
Guizhou (Yang 
et al., 2011a, 

2011b) 

贵州仓樟虫茶 
(王芳等，2017) 

Guizhou 
Cangzhang  

insect tea (Wang 
et al., 2017) 

贵州紫白虫茶

(尚小丽等，
2013b) Guizhou 
Zibai insect tea 
(shang et al., 

2013b) 

矿物质(mg/kg) 
Mineral 

      

K 20 378 16 442 15 100 — 28 085 9 800 

Mg 2 023.0 1 560 6 300.0 1 420.0 2 354.9 5 200.0 
P 1 990.9 946.0 2 080.0 924.0 24.9 1 030.0 

Ca 7 379.0 627.2 6 000.0 2 200.0 3 254.0 10 800.0 

Na 351.8 399.2 182.0 — 184.7 640.0 

Fe 452.1 392.7 461.0 332.0 275.1 3 590.0 
Mn 500.0 232.5 576.0 720.0 487.7 750.0 
Zn 144.7 85.0 53.8 59.0 51.6 210.0 

Se 0.135 — 0.097 — 0.070 — 

重金属(mg/kg) 
Heavy metal 

      

Cu (≤20.0)* 17.00 11.67 11.20 12.75 14.90 9.80 

Cr (≤2.50) 0.72 0.84 1.07 — 1.10 1.95 

Pb (≤6.50) 4.46 0.84 2.48 2.15 2.00 2.43 

Cd (≤1.75) 0.49 — 0.26 0.46 1.00 0.46 

Hg (≤0.20) — — 0.210 0.060 0.005 0.260 

As (≤2.00) — — 0.53 0.48 0.20 0.75 

水分及常规 
有机物(%) 

Moisture and 
conventional 

organic matter 

      

水分 
Moisture 

15.47 15.95 10.04 — 9.80 10.08 

蛋白质 
Protein 

12.63 14.26 22.34 — 23.80 9.30 

粗脂肪 
Crude fat 

1.23 1.02 0.87 — 2.80 1.41 

粗纤维 
Crude fiber 

25.38 23.69 25.83 — 26.10 38.33 

灰分 Ash 4.47 6.07 4.81 — 7.90 5.76 

总糖 
Total sugar 

— — 0.31 — 2.80 0.44 

水浸出物 
Water extract 

36.44 26.29 41.71 — 37.80 9.63 

咖啡因 Caffeine 0.14 0.23 0.40 — —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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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Table 1 continued) 

元素名称 
Element name 

湖南三叶 
虫茶(郭时印 
等，2008) 

Hunan Sanye- 
insect tea (Guo 
 et al., 2008) 

贵州老鹰茶虫茶

(许乾丽等，1999，
2000) Guizhou 
Eagle insect tea 
(Xu et al., 1999, 

2000) 

贵州米白虫茶 
(尚小丽等，

2013a) Guizhou 
Mibai insect tea 

(Shang et al., 
2013a) 

贵州多地虫茶平

均(杨立昌等，
2011a，2011b) 
Average number 
of insect teas in 
Guizhou (Yang 
et al., 2011a, 

2011b) 

贵州仓樟虫茶 
(王芳等，2017) 

Guizhou 
Cangzhang  

insect tea (Wang 
et al., 2017) 

贵州紫白虫茶

(尚小丽等，
2013b) Guizhou 
Zibai insect tea 
(shang et al., 

2013b) 

多酚类
Polyphenols 

16.28 7.53 3.92 — — 0.72 

游离氨基酸 
Free amino 

acids 
1.39 6.95 5.81 5.62 2.18 6.16 

第一列括号内数字为《药用植物及制剂进出口绿色行业标准》（WM2-2001）中的重金属元素限量标准。 

The number in parentheses in the first column is the limit standard for heavy metals in the Green Industry Standard for 
Import and Export of Medicinal Plants and Preparations (WM2-2001). 

 

游离氨基酸组分  从表 1可知，在所测 6类
样品中，氨基酸总量最高为 6.95%，最低为 2.18%。
杨立昌等（2011）测出了贵州 8个不同产地虫茶
中的 17 种游离氨基酸组分，8 个产地虫茶的平
均氨基酸总量为 5 621 mg/100 g，其中含有 8种
人体必需氨基酸，平均总量为 2 240 mg/100 g，
在 17 种氨基酸中，平均含量最高是丝氨酸，为
516 mg/100 g，最低是蛋氨酸，为 46 mg/100 g。 

粗蛋白的含量  从表 1可知，在所测 6类样
品中，粗蛋白的含量最高为 23.8%，最低为 9.3%。
刘平安等（2009）采用凯氏定氮测定法，结果表
明，在三叶虫茶的原药样品中，粗蛋白的含量为

12.0%；而在三叶虫茶的水提物、碱提物和酸提
物 3种样品中的粗蛋白含量分别为 1.47%、0.57%
和 5.12%，即在这 3种提取物样品中，以酸溶性
提取物样品中的含量为最高。 

脂肪酸及挥发油  研究表明，各类虫茶中都
含有脂肪酸和挥发油，如贵州老鹰茶虫茶含有 6
种脂肪酸（许乾丽等，2000），分别是 C14︰0，
C16︰0，C18︰1，C18︰2，C18︰3和 C20︰1，
其中对人体具有重要作用的 C18︰1和 C18︰2，
含量较高，占总脂肪酸含量的 74.09%；三叶虫
茶含有 6种脂肪酸（肖美凤等，2008），主要为
C16-C24酸，且其脂肪酸以高级脂肪酸及其乙酯
存在，挥发油中含有 C14-C32 的脂肪烃和棕榈
酸乙酯、硬脂酸乙酯、邻苯二甲酸双（2-乙基）

己酯等，主要为高级脂肪烃和高级脂肪酸乙酯。

王芳等（2017）在仓樟虫茶中共检测出脂肪酸
10种，饱和脂肪酸（SAF）5种，占 61.43%，以
C20︰0含量最高，其次是 C16︰0，2种单不饱
和脂肪酸含量为 10.37%，3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含
量为 28.2%，其中人体必需脂肪酸亚油酸的含量
为 16.22%。 

黄酮类化合物  刘平安等（2009）采用可见
差示光谱法，以芦丁对照品为指标，测定了三叶

虫茶中总黄酮的含量为 1.74%；肖美凤等（2009）
用HPLC法同时测定 6批不同虫龄所得三叶虫茶
中的白杨素苷及白杨素（5，7-二羟基黄酮），含
量分别占 2.44%-2.97%和 0.292%-0.546%，可见
黄酮苷和游离黄酮在三叶虫茶中同时存在。何洪

英（2001）研究表明，宜宾老鹰茶虫茶含有黄酮
类化合物，其基本结构为 2-苯基苯并吡喃，老鹰
茶虫茶中还含有其他重要的生物活性物质，如甾

体皂苷、生物碱等，但其具体组成、含量、结构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糖类和苷类  汤灿辉等（2008）采用蒽酮-

硫酸比色法，测定了三叶虫茶的水提液和丙酮液

提取物中的总糖含量，分别为 30.7%和 13.5%。
三叶虫茶水溶性总糖含量为 9.51%（总固体中总
糖含量为 30.6%），平均回收率为 98.4%，
RSD=1.5%（n=6），丙酮总固体中总糖的含量为
13.4%，平均回收率 97.9%，RSD=1.2%（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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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利用差示光谱法（ΔA 法）测定虫茶
中的总糖含量，结果可靠，重复性好，且灵敏度

更高。许光明等（2008）经丙酮提取、聚酰胺柱
色谱分离、重结晶纯化和化学鉴别，首次从三叶

虫茶中分离纯化得到白杨素 -7-葡萄糖苷，用
HPLC归一化法测得其纯度达 99.2 %，三批三叶
虫茶中白杨素苷的平均含量为 2.77%，平均回收
率为 97.3%，RSD为 1.3%（n=5）。 

多酚类化合物的提取方法  许光明等（2007）
探讨了利用离子沉淀法，提取分离三叶虫茶中茶

多酚类物质的最佳提取工艺，并认为三叶虫茶中

多酚类物质用离子沉淀法提取简单有效。邓刚等

（2015）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和福林酚比色法两
种方法测定了广西桂林虫茶中总多酚的含量分

别为 0.43%和 0.12%，并认为用福林酚比色法测
得多酚含量明显高于紫外分光光度法。 
维生素 C和维生素 E  彭建文等（1991）报

道，三叶虫茶中维生素 C含量为 15.0 mg/100 g；
而文礼章等（1996）报道，三叶虫茶中维生素 C
的测定结果为 37.2 mg/100 g；郭时印等（2008）报
道，三叶虫茶中维生素 C含量为（133±11）mg/100 
g，这可能与不同作者的样品来源不同有关。三
叶虫茶中维生素 E含量为（52.1±8.0）mg/100 g，
并认为三叶虫茶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含量与
常规茶叶相当。 
叶绿素  汤灿辉等（2012）采用丙酮研磨法

提取叶绿素，利用可见分光光度法，结合 Arnon
法（丙酮法）测定了三叶虫茶中的叶绿素含量。

结果表明，三叶虫茶中叶绿素的含量为 0.21%，
平均回收率为 99.3%，RSD=2.3%（n=6），认为
本方法准确，测定结果稳定可靠，重现性好，适

合工业生产中对原料的快速分析。 

3.2  动物模型病理实验 

3.2.1  三叶虫茶抗大鼠溃疡性结肠炎的有效部

位  许光明等（2009）用 8%的乙酸给大鼠灌肠，
建立溃疡性结肠炎动物模型，观察大鼠结肠病理

组织学损伤情况，计算结肠黏膜伤指数（CMDI）。
结果表明，三叶虫茶能明显减少炎细胞浸润，对

溃疡性结肠炎有明显的抵抗作用。 

3.2.2  三叶虫茶有效部位抵抗大鼠溃疡性结肠

炎的作用机制  林艳等（2008）用 8%醋酸灌肠，
建立大鼠溃疡性结肠炎动物模型，观察大鼠结肠

病理组织学损伤情况，计算结肠黏膜损伤指数

（CMDI）。结果表明，三叶虫茶所含白杨素苷成
分部位和水溶性成分部位都能明显减少炎细胞

浸润，对大鼠溃疡性结肠炎有明显的防治作用。 
3.2.3  三叶虫茶不同极性部位对溃疡性结肠炎

模型大鼠的改善作用  章莹等（2016）用 80%
乙醇提取三叶虫茶得到总浸膏，用水分散后依次

用三氯甲烷、乙酸乙酯进行萃取，挥干得相应部

位浸膏。采用 2，4，6-三硝基苯磺酸（TNBS）
法复制溃疡性结肠炎大鼠模型，24 h后给药，每
天 1次，连续 14 d，观察大鼠结肠组织病理变化，
对结肠黏膜损伤指数（CMDI）进行评分；测定
血清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和丙二醛
（MDA）含量。结果表明，三叶虫茶乙酸乙酯
部位可减轻结肠脂质过氧化反应，对 TNBS致溃
疡性结肠炎动物模型大鼠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3.2.4  三叶虫茶对肾性高血压大鼠的神经免疫

调节机制  陈晓阳等（2006）采用“两肾一夹法”
制造肾性高血压模型（2KIC-RHR），观察三叶虫
茶在降血压过程中对血浆神经肽含量、细胞因子

水平的影响，探讨了三叶虫茶降血压的作用机

制。结果表明，三叶虫茶能降低肾性高血压模型

（2KIC-RHR）血压，并对血浆神经肽含量和细
胞因子水平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并认为这可能是

三叶虫茶降血压作用的主要途径和机制之一。 
3.2.5  三叶虫茶对大鼠模型的降血糖作用  诸
凤丹等（2010）在研究三叶虫茶对链脲佐菌素
（STZ）糖尿病大鼠模型的降血糖作用实验中发
现，三叶虫茶及三叶海棠浸提液均可降低 STZ
糖尿病大鼠模型的血糖、血清 TC、TG、LDL-C、
肝功能指标的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
（AST）、总胆红素（TBIL）和乳酸脱氢酶（LDH）
含量，同时升高血清胰岛素（INS）水平和血清
HDL-C 含量，胰腺和肾脏组织观察均有好转。
表明三叶虫茶及其产茶植物三叶海棠具有较明

显的降血糖作用，且三叶虫茶效果好于三叶海

棠，其机制与其促进 INS 分泌和调节脂质代谢



5期 文雅峰等: 中国传统虫茶的历史渊源及药用价值与食用安全性研究概貌 ·963· 

 

 

有关。 
3.2.6  三叶虫茶及三叶海棠叶浸提液对小鼠胃

肠运动功能的影响  诸凤丹等（2009）采用小鼠
离体肠管运动实验法研究了三叶虫茶及三叶海

棠叶浸提液对小鼠胃肠运动功能的影响情况。实

验发现，三叶虫茶浸提液能显著增强离体肠管运

动的张力，但连续饮用三叶虫茶 14 d 对小鼠并
未使胃排空和肠推进运动显著增强，这说明，三

叶虫茶虽能促进肠管肌肉的收缩运动，但并不会

减少食物在消化道中停留的时间，反而加强了消

化的机械强度，使消化酶接触的底物更多，使肠

管内容物消化更彻底，使吸收更全面；同时能兴

奋胃肠道平滑肌，使其收缩加强，紧张性增加，

从而有利于胃肠积气的排除，缓解脾满胀痛等

症状。 
3.2.7  不同浓度虫茶对 SD 大鼠的胃损伤预防效

果评价  邓潇潇和赵欣（2013）对购买的一种虫
茶进行了 SD模型大鼠胃损伤预防效果试验。该
研究通过酶联免疫法测定各组大鼠血清中 IL-6
和 TNF-α细胞因子水平，观察到 1 000 mg/kg灌
胃浓度的虫茶组大鼠的 IL-6和 TNF-α细胞因子
水平低于低浓度组和对照组。通过解剖观察到

1 000 mg/kg灌胃浓度的虫茶（90.8%胃损伤抑制
率）具有最强的胃损伤抑制效果。并且观察大鼠

的胃液量和胃液 pH值，发现 1 000 mg/kg灌胃
组大鼠的胃液分泌量和 pH值分别低于和高于低
浓度组和对照组。实验中，高浓度灌胃浓度的虫

茶具有更强的胃损伤抑制效果。 
3.2.8  虫茶总黄酮对 CCl_4 诱导小鼠肝损伤的

预防效果  王睿和孙鹏（2015）通过对 CCl4诱
导急性肝损伤小鼠的血液和肝脏指标的分析，结

果表明，贵州虫茶黄酮有较好的肝损伤预防效

果。虫茶黄酮可以使 CCl4诱导的肝损伤小鼠血
清中的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
乳酸脱氢酶（LDH）、丙二醛（MDA）和甘油
三酯（TG）含量下降，升高血清中的还原型谷
胱甘肽（GSH）含量。同时，虫茶黄酮还可以使
肝损伤小鼠肝脏中的MDA和TG含量下降，GSH
含量上升，且 100 mg/kg浓度虫茶黄酮的效果更
显著，能够接近常用的肝病治疗药物水飞蓟的

效果。 
3.2.9  虫茶粗多糖对四氯化碳诱导小鼠肝损伤

预防效果  王睿等（2015）对虫茶粗多糖进行了
对动物肝损伤的预防效果实验，通过小鼠组织病

理切片观察证明，虫茶粗多糖可以减轻 CCl4对
肝脏组织的破坏，保护肝细胞。虫茶粗多糖灌胃

小鼠肝组织中的炎症相关基因 iNOS 和 COX-2
被下调，低于对照组小鼠，并且 100 mg/kg浓度
虫茶粗多糖可以比 50 mg/kg 虫茶粗多糖更多的
下调 iNOS和 COX-2的 mRNA表达。这些实验
结果证明了虫茶粗多糖具有很好的肝损伤预防

效果。 
3.2.10  虫茶多酚对乙酰氨基酚致小鼠肝损伤的

预防效果  孙鹏等（2016）研究了虫茶粗多酚对
乙酰氨基酚致小鼠急性肝损伤的预防效果。结果

表明，在诱导肝损伤后，粗多酚可以增加小鼠的

体质量和减小肝脏质量，降低肝指数。粗多酚还

可以上调肿瘤坏死因子-α、锰超氧化物歧化酶、
铜锌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过

氧化物酶 mRNA 的表达和下调核转录因子

（nuclear factor-κB，NF-κB）、一氧化氮合酶异
型、环氧化酶的表达。 

3.3  虫茶体外抗氧化作用的生物化学试验 

3.3.1  虫茶及其原料茶苦丁茶水提物的体外抗

氧化效果比较  赵欣和李贵节（2015）对贵州虫
茶及其原料之一苦丁茶对 DPPH-、H2O2-OH 和
O2-自由基的清除能力进行了检测。在 1.0 mg/mL
处理浓度下，虫茶对 DPPH-、H2O2、-OH和 O2-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分别为 100%、43.6%、59.3%
和 95.3%；苦丁茶原料茶对这些自由基的清除能
力低于虫茶，为 81.3%、19.6%、35.5%和 67.6%。
通过进一步的计算得出，虫茶对清除 DPPH-、
H2O2、-OH和 O2-自由基所需样品量的 IC50分别

为 0.257、1.128、0.940和 0.325 mg/mL，低于原
料茶苦丁茶。结果表明，该虫茶抗氧化能力高

于其原料茶，抗氧化效果与样品作用浓度呈正

相关。 
3.3.2  虫茶醇提取物对超氧阴离子和羟基自由

基的清除作用  敖纯（2010）对老鹰茶虫茶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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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物对超氧阴离子和羟基自由基的清除作用进

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老鹰茶虫茶 40%乙醇提取
物得率为最高。超氧阴离子的清除趋势、活性不

一。清除 OH的提取物能力的溶剂浓度依次为无
水乙醇>20%乙醇>80%乙醇>60%乙醇>40%乙
醇。结果表明，无论是何种浓度乙醇提取物都表

现出了良好的清除超氧阴离子和羟基自由基的

能力。各种浓度相比之下，20%乙醇提取物对超
氧阴离子清除能力较好，无水乙醇提取物对羟基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较好。 
3.3.3  虫茶粗多酚的抗氧化、抗突变和体外抗肝

癌效果  赵欣和王强（2015）对苦丁茶叶制虫茶
粗多酚（KMICP）的抗氧化、抗突变效果和对人
肝癌 SMMC-7721 细胞体外抗癌效果进行了观
察。25、50、75和 100 μg/mL浓度 KMICP处理
下，对 DPPH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分别为 27.8%、
46.6%、85.9%和 99.8%。1.25 和 2.5 mg/皿浓度
的 KMICP 对 MNNG（N-甲基-Nʹ-硝基-亚硝基
胍）诱发突变表现出的 49.5%和 78.1%的抗突变
能力，对 AFB1（黄曲霉毒素 B1）诱发突变的抑
制效果也达到 54.8%和 76.4%。KMICP对体外生
长的 SMMC-7721细胞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抑制作
用，浓度达到 150 μg/mL后，癌细胞的生长被完
全抑制。通过 RT-PCR 检验可以观察到 KMICP
处理 SMMC-7721 细胞后，癌细胞的Bax、IκB-α、
TIMP-1和 TIMP-2表达上升，Bcl-2和 NF-κB表
达下降，且高浓度的 KMICP较低浓度对基因表
达的影响更为明显。该实验结果提示，虫茶粗多

酚具有很好的体外抗氧化抗突变和抗癌效果。 
3.3.4  虫茶粗多酚对 HepG2 人肝癌细胞的凋亡

诱导效果  周雅琳等（2015）采用 MTT法对苦
丁茶叶制虫茶粗多酚对癌细胞的体外生长抑制

作用进行了分析，然后进一步采用ＲT-PCＲ检
测对苦丁茶叶制虫茶粗多酚的癌细胞凋亡诱导

效果进行了实验。经过 25、50和 100 μg/mL的
虫茶粗多酚处理癌细胞 48 h，HepG2人肝癌细胞
的增殖被抑制，其中 100 μg/mL的虫茶粗多酚表
现出最高的抑制率（72.8%）。虫茶粗多酚也可
以通过上调 caspase-3、caspase-9、p53、p21、E2F1、
p73和下调 HIAP-1、HIAP-2基因的 mRNA的表

达对 HepG2 癌细胞起到显著的凋亡诱导效果。 
3.3.5  虫茶对 TCA8113 人舌鳞体内外癌细胞生

长和肿瘤转移的抑制作用  冯霞等（2013）对市
售贵州虫茶沸水提取物对 TCA8113 人舌鳞癌细
胞体外抗癌效果和体内抗转移效果进行了癌细

胞体外增殖抑制（MTT）试验、反转录-聚合酶链
反应法（RT-PCR）检测和 BALB/c小鼠模型肿瘤
转移实验，结果表明，在 50、100和 200 μg/mL
３种不同浓度的虫茶试验中，以 200 μg/mL浓度
的虫茶表现出对 TCA8113 人舌鳞癌细胞体外增
殖具有最强的生长抑制效果（81%）。通过以上
３种不同浓度的虫茶对该癌细胞的 mRNA 表达
影响的研究也表明，200 μg/mL 浓度的虫茶比
100 μg/mL和 50 μg/mL虫茶具有更强的细胞诱
导凋亡效果，而且随着虫茶浓度增加，促凋亡基

因 Bax、caspase-3和 caspase-9的 mRNA表达增
强，而原癌基因 Bcl-2 表达减弱。通过 BALB/c
小鼠肿瘤转移的研究表明，虫茶也能抑制由

26-M3.1结肠癌细胞诱导的肿瘤转移。 
3.3.6  虫茶对 MCF-7 人乳腺癌细胞的体外抗癌

效果  张静和赵欣（2014）通过癌细胞体外增殖
抑制（MTT）试验、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法
（RT-PCR）检测、DAPI荧光染色分析和Western 
blot 分析，研究了市售贵州虫茶沸水提取物对
MCF-7（人乳腺癌细胞）的体外抗癌效果。结果
表明，虫茶沸水提取物对 MCF-7 人乳腺癌细胞
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且抑制效果随样品质量浓

度增加而增加。以 200 μg/mL 浓度处理 MCF-7
人乳腺癌细胞时，表现出很强的抑制率（78%）。
以 100 μg/mL和 50 μg/mL浓度处理MCF-7人乳
腺癌细胞时，癌细胞生长抑制率分别为 43%和
11%。DAPI染色分析显示，与 100和 50 μg/mL
浓度相比，使用 200 μg/mL浓度的虫茶对 MCF-7
细胞有更强的诱其凋亡的能力，可使促凋亡基因

Bax、caspase-3和 caspase-9的 mRNA和蛋白质
表达得到增强，而使抑制凋亡的原癌基因 Bcl-2
表达减弱。 

3.4  虫茶治疗人体疾病的临床试验 

关于用虫茶治疗人体疾病的临床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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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少见，至今仅见伍菊英（1997）关于“三叶
虫茶治疗溃疡性结肠炎 31例疗效观察”的 1篇。
该临床资料报告的 31 例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患者
均为门诊病人，其中男性 22 例，女性 9 例，年
龄最大的 68岁，最小的 21岁，多数为 41-45岁，
平均年龄 44岁，病程最长的达 10余年，最短的
1.5 年，以 2-3 年者为多见。全部患者均无肠外
表现，患者经常规治疗后效果不佳，病情时轻时

重，反复发作，31 例中有 5 例患有原发性高血
压，血压最高者为 23.6/13.3 kPa。治疗方法是，
全部病例均采用处理后的三叶虫茶治疗，将三叶

虫茶分袋包装，每袋 5 g，每次 1袋，首先用开
水浸泡煮沸后服，以后可继续反复用开水泡服，

每天上、下午各服用 1包，20 d为 1个疗程，一
般服 1-2个疗程。在治疗过程中对其腹泻（每日
大便次数）、大便性质（糊状、粘冻、脓血）、

腹胀、腹痛、食欲、血压及有无其他不良反应进

行观察。治疗结束后，复查大便常规和结肠镜检

查。治疗结果显示，31 例中，痊愈 4 例，显效
15例，有效 9例，无效 3例，总有效率为 90.32%。
5例伴有高血压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均未另
外应用降压药，其血压基本恢复正常。31 例患
者服药（三叶虫茶）后都未出现不良反应。 

4  虫茶的食用安全性评价 

文礼章等（2004）通过Wistar大鼠经口急性
毒性试验、蓄积毒性试验、小鼠胸骨髓微核试验、

小鼠精子畸形试验和鼠伤寒沙门氏菌、哺乳动物

微粒体酶（Ames）试验，对三叶虫茶进行了安
全性毒理学评价。结果表明，大鼠经口急性毒性

试验、蓄积毒性试验、Ames 试验、小鼠胸骨髓
微核率、小鼠精子畸形率均在法定文件《中国食

品安全性评价程序与方法》允许范围之内，据此

认为，三叶虫茶属实际无毒级物质。 
易定宏等（2007）通过清洁级 SD大鼠的 30 d

灌胃喂养试验，研究了三叶虫茶对其试验动物的

多项生物学和生理学指标的影响情况。结果显

示，在大鼠体重及体重增长、进食量及食物利用

率、血液学指标（即各组雌雄大鼠血红蛋白、红

细胞压积、血小板总数、白细胞分类、雌鼠红细

胞总数、雄鼠白细胞总数）、生理生化指标（即

雌雄鼠各项生化指标丙氨酸转氨酶 ALT、天冬
氨酸转氨酶 AST、总蛋白 TP、白蛋白 ALB、胆
固醇 CHO、三酰甘油 TG、尿素氮 BUN、肌酐
Cr、血糖 GLU）、脏器（即各组雌雄大鼠肝脏、
脾脏、肾脏和雄鼠睾丸）的绝对重量和脏器/体
重（肝/体、脾/体、肾/体及雄鼠的睾丸/体）比值
等方面，经各剂量组（即灌胃不同三叶虫茶剂量

组）与相应对照组（不灌胃三叶虫茶组）之间的

单因素方差分析后，均未发现二者之间有显著差

异，并经进一步取大鼠的肝、肾、脾、胃、十二

指肠、睾丸、卵巢作病理切片检查，也未发现灌

胃组的各组织有某种病变。可见，三叶虫茶 30 d 
喂养对大鼠的健康与生理组织并无明显的不良

影响。 
杨立昌和乙引（2010）对贵州息烽野生白

茶虫茶进行了生物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经过小

鼠急性毒性试验、Ames 微生物试验、小鼠骨髓
嗜多染红细胞微核试验，Pb、Cr、Cd 等采用原
子吸收光谱法测定。结果表明，小鼠经口 LD50 > 
5.0 g/kg（BW），属实际无毒范围，Ames微生
物试验及小鼠骨髓嗜多染红细胞微核试验均

为阴性，常见污染物 Pb、Cr、Cd、Hg、As和 F
含量分别为 2.10、0.45、0.54、0.08、1.08 和
19.20 mg/kg，均低于国家茶叶卫生标准（GB2762- 
2005，NY659-2003）。 

5  展望 

虫茶（或称虫屎茶）做药用的记载在我国虽

然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但真正用于临床的报道却

非常少，特别是至今为止，仍然没有被列入我国

中药药材的名录中，也没有被列入我国普通食品

名录中，在中医临床上，也没有被临床医生在中

药处方单中所应用。可喜的是，自 20世纪 90年
代中期以来，我国科研人员对虫茶的研究有了长

足的进展，特别是在关于各类虫茶中所含的生物

活性物质种类、虫茶对动物疾病模型的生物活性

试验和虫茶体外抗氧化作用的生物化学试验以

及临床试验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显现出了非常令

人鼓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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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文所收集的资料综述可知，各类虫茶在

预防或治疗溃疡性结肠炎、降低肾性高血压和高

血糖、抑制癌细胞增殖等方面都表现出了良好的

效果。虽然已有各类药物或方法对上述 4类现代
人群的常发性疾病和疑难疾病进行治疗和预防，

但是其效果仍然满足不了患者的要求。今后，如

果能有更进一步的生理生化机理和临床应用科

学研究能够证明，某类虫茶或称虫屎茶（或其内

含物）确有抵御人体溃疡性结肠炎、限制人体癌

细胞增多和降低高血压或高血糖的功能，那么，

中国虫茶，这样一类曾经被医药界或官方权威或

大众所鄙视和遗弃数百年之久的，且被冠以“虫

屎茶”这样一个不雅之名的自然“浪儿”，必将

成为增进未来人类健康的福音，即便难以成为官

批正规医药品或正规代茶品，也必将成为现代那

些崇尚自然、崇尚生态，并愿意远离那些合成化

学品的民间人士喜爱的茶药兼用“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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