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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古籍考证，采用民族植物学编目的方法，收集和整理山茶属植物在《四库全书》10 部古籍中的传统

命名、资源分布状况、使用部位、炮制方法和护肤功效等方面的相关知识，为山茶属植物护肤产品的研发提供

古代医学理论支持和技术支撑。结果表明: 古籍中记载的山茶属植物有山茶、油茶、滇山茶、茶梅、茶和普洱

茶共计 6 种; 叶片是使用最多的部位; 炮制方法以煎煮和捣制为主; 护肤功效中以治疗痈疮、脓肿提及频率最

高。山茶属植物多被古人用于治疗皮肤科的疑难杂症，研究结果为山茶属植物的绿色、天然、功效良好的护肤

产品研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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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ancient books，to provide the ancient medical theoretical sustain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kin care products of Camellia． Methods: Traditional
knowledge about the traditional naming，resource distribution，used parts，processing methods and skin care
effects of Camellia plants in 10 ancient books of The Si Ku Quan Shu were collected and arranged by the methods of
cataloging of ethnobotany． Results: There are 6 kinds of Camellia plants in ancient books，such as Camellia ja-
ponica，Camellia oleifera，Camellia reticulata，Camellia sasanqua，Camellia sinensis and Camellia assamica，

leaves are the most widely used part，decocting and tamping are the most widely used processing methods，the ef-
ficacy of skin care is highest in treating sore sores and abscesses． Conclusion: Camellia plants were used by the
ancients to treat the difficult diseases of the skin，which can provide an in-depth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de-
velopment of skin car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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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早期所使用的美容护肤品主要以天然动植

物资源为主要原料，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便于大

批量生产的化学合成产品在化妆品市场中占有较大

的市场份额。由于化学合成的化妆品存在易刺激、
易过敏及含有重金属等方面的安全隐患，目前以天

然植物和人工种植的中草药作为原料的天然护肤品

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山

茶属 ( Camellia) 植物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茶叶

是广泛嗜好的饮料; 种子含油量高，是食用油及工

业用油的主要来源，其中部分品种可供药用和观

赏。现代研究结果表明山茶属植物也具有一定的护

肤功效，对皮肤炎症、唇部干燥和脱屑等有辅助治

疗作用，且安全性好［1］。但对其在中国古籍中记

载的传统利用知识研究较少。本文利用民族植物学

编目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古籍文献中有关山茶属植

物的种类、传统利用方法和历史渊源进行考证，为

山茶属植物的保护和相关产品开发提供传统知识和

护肤文化的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在《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对山

茶属植物记载考证的基础上，收集和整理 《四库

全书》中的《本草纲目》、《普济方》、《神农本草

经梳》、《滇南本草》、 《仁端录》、 《赤水元珠》、
《证治准绳》、 《御纂医宗金鉴》、 《景岳全书》和

《续名医类案》共 10 部医学古籍中山茶属植物的

传统知识，重点集中在其护肤功效方面的相关内

容。应用民族植物学编目的方法，通过诗词和药方

分析，归纳和统计该属植物的传统命名、分布或道

地考证、使用部位、炮制方法和护肤功效等方面的

内容，并按山茶属植物在以上古籍中出现的频率作

为指标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和研究。

2 结果与分析

2. 1 形态分布和应用考证

对《中国植物志》［2］中山茶属植物现代分布和

古籍《四库全书》中该属植物的古代分布进行整

理。山茶属植物古今主要分布于我国南部地区，且

有向南迁移的趋势。山茶属植物在 《中华大典·
生物学典·植物分典》中被归为双子叶植物纲总

部 ( Dicotyledoneae) ，藤黄目部 ( Cutiferales) ，山

茶科分部 ( Theaceae) ，结合山茶属植物在古籍和

《中国植物志》中的描述，将山茶属植物在古籍中

的种 类 考 证 为 6 种，即 山 茶 ( Camellia japonica
Linn. ) 、 油 茶 ( C. oleifera Abel. ) 、 滇 山 茶

( C. reticulata Lindl. ) 、茶梅 ( C. sasanqua Thunb. ) 、
茶 〔C. sinensis ( L. ) O. Ktze. 〕 和 普 洱 茶

〔C. assamica ( Mast. ) Chang〕。
( 1) 山茶 山茶在《广群芳谱》［3］中被称为茶

花、月丹、滇茶、蜀茶和照殿红，在 《分类草药

性》［4］则称红茶花。据《本草纲目》［5］记载: “山茶

产南方。树生，高者丈许，枝干交加。叶颇似茶

叶，而浓硬有棱，中阔头尖，面绿背淡。深冬开

花，红瓣 黄 蕊。其 叶 类 茗，又 可 作 饮，故 得 茶

名”。古人食用或将其叶作茶饮用，如 《救荒本

草》［6］曰: “山茶嫩叶炸熟水淘可食，亦可蒸晒作

饮”。
( 2) 油茶 油茶的命名有: 《农政全书》楂［7］，

《本草纲目拾遗》梣树［8］，《陆川本草》茶子心［9］。
油茶的植物形态及利用，在 《黔江县志》中有所

描述［10］: “油茶为叶似栀子春间花后结果，如桃曰

茶叶色青味澄熟，亦可食。夏开花结子大如李，为

油子去壳榨解为油，十月花色白香清不畏霜雪葢一

议，之花之实亦移性之異者也，其油可食可灯亦可

烛”。
( 3) 滇山茶 滇山茶因其较高的观赏价值，

备受古人喜爱。据 《滇海虞衡志》［11］记载: “滇南

茶花甲于天下，昔人称七绝，而明巡按邓漾以十德

表之称，十德花此花宜第一”; 《学圃杂疏》［12］曰:

“吾地山茶重宝珠，有一种花大而心繁者以蜀茶

称，然其色类殷红。尝闻人言，滇中绝胜。余官莆

中，见士大夫家皆种蜀茶，花数千朵，色鲜红，作

密瓣，其大如杯”。
( 4) 茶梅 茶梅因其与梅同时开放，且叶似

山茶而得此名。 《花镜》［13］: “茶梅，梅花也。因

其开于冬月正从芳凋谢之候，若无此花点缀一二，

则子月几虚度矣。其叶似山茶而小，花如鹅眼钱而

色粉红，心深黄，亦有白花者，开最耐久，望之雅

俗可人”。《三才图会·草木图会》［14］记载: “茶梅

有白与粉红二种，子出者单叶用接，十一月中花如

鹅眼钱开，且耐久望之推素”。
( 5) 茶 高元睿［15］和陆羽等［16］对茶的形态进

行了描述: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

至数十尺; 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
茶艺的著作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

实如拼榈，蒂如丁香，根如胡桃”。茶的产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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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品种与品质亦不相同。 《茶谱》［17］云: “近时

所尚者为长与之罗岕，疑即古倾渚子筍然，圿故有

数处，今惟洞山最佳。若钦之松罗，吴之虏丘，杭

之龙井，味者亦少以乱真多，耳往时士人皆重天

地，然饮之略多，令人胀蒲。浙之产曰雁宕、大

盘、金华、日铸，皆与武夷相伯仲。钱唐诸山，产

茶甚多，南山尽佳，北山稍劣。武夷之外，有泉州

之清源，倘以好手制之，亦是武夷亚匹，惜多焦

枯，令人意尽。楚之产曰宝庆，滇之产曰五华，庐

之产口六安，及灵山高霞，朱溪青惊鹤赣，石门龙

泉之类，但有都佳其他，山林所种在处，有之旦以

未经品面，终不入品，遂使草木有炎凉之感，良可

惜也”。
( 6) 普洱茶 普洱茶的命名在 《南越志》中

为皋芦、瓜芦、过罗、拘罗和物罗， 《本草拾遗》
中是皋芦，《本草纲目》中为苦登

艹 和瓜芦 《南越笔

记》为苦艼。因其味苦气香，成为款待客人的佳

品。弘景《苦菜注》曰: “南方有瓜芦，亦似茗。
若摘取其叶，作屑煮饮，即通夜不睡。煮盐人惟资

此饮，而交、广最所重，客来先设，乃加以香之

物”。
2. 2 炮制方法

对古籍中记载山茶属植物的使用部位频率进行

统 计， 结 果 显 示 叶 70. 15%、花 13. 43%、籽

5. 97%、根 1. 49% 和未知使用部位 8. 96%。表明

在古籍中使用部位最多的是叶，另有 8. 96% 无明

确的使用部位记载。炮制方法中 ( 图 1 ) ，主要以

煎煮和捣制为主，其次是炒制、烧制、泡酒、嚼

烂、蒸、浆水浸和香油调制。

图 1 古籍中山茶属植物炮制方法的频率比较

Fig. 1 Frequency diagram of processing methods of
Camellia plants in ancient books

山茶属植物的炮制方法主要与其使用部位和使

用目的有关。通常，对花和叶等部位的处理，以浸

泡和煎煮 2 种水制法为主。如《滇南本草》［18］记载

了对花的使用， “气味甘、微辛。此花煎汤服之。
无花，叶亦可，但不如花之神效也”; 叶的使用，

《续名医类案》［19］中曰: “腊茶叶，浸米泔水洗净，

以药傅之，神效名”。对叶部位的处理方法还可用

烧制和炒制 2 种火制法。如 《本草纲目》记载用

茶叶烧熏治疗痘痒的使用方法; 《普济方》［20］云:

“莪茂锉、炒怀香子、炒茶叶、各半两，右为散每

服三钱，水一盏、盐二钱、葱白二寸、煎六分和滓

空心服十便良方”。
2. 3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主要以内服 ( 57. 81% ) 为主，包括

含服、醋服、食用、汤服、酒服、水服和果汁调服

7 类 ( 图 2) ，其中又以汤服和酒服频率最多; 以

外用 ( 42. 19% ) 为辅，包括外洗、外敷、外熏和

鼻吸 4 种 ( 图 3) ，外用主要以外敷为主。

图 2 古籍中山茶属植物内服类型的频率比较

Fig. 2 Frequency diagram of oral type of Camellia
plants in ancient books

图 3 古籍中山茶属植物外用类型的频率比较

Fig. 3 Frequency diagram of external type of Camellia
plants in ancient books

外用 多 辅 以 其 他 药 用 植 物 或 盐 油 使 用。如

《本草纲目》云: “茶叶烧熏痘痒，马齿苋 ( Portu-
laca oleracea L. ) 灰、败茅末灰、黄绢、海螵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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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牛 屎、荞 麦 ( Fagopyrum esculentum Moench. )

灰、大豆 〔Glycine max ( Linn. ) Merr. 〕、赤小豆

( Vigna umbellata ) 、豌豆 ( Pisum sativum Linn. ) 、
绿豆〔Vigna radiata ( Linn. ) Wilczek〕并研，傅烂

痘及痈”; 《证治准绳》［21］: “丹痒用茶叶掺些盐与

香油，以手摩热于丹上揩之”。
内服中较为特色的是选用葱汤、温酒、生姜水

和温醋辅以调服。《普济方》: “苍术半斤、去皮净

炒葛根四两、甘草二两、炙右为细末、每服二钱水

一盏半，煎至七分去滓温服、或加葱白三寸一方、
苍术米泔浸炒，甘草生用，或入山茶葱汤调下亦可

服药，讫 欲 出 汗 者，须 衣 被 盖 之，酒 调 亦 妙”;

《御纂医宗金鉴》［22］: “荆穗、薄荷、芩茶叶、石

膏生用、芷川芎、引用生姜水煎服”; 《本草纲

目》: “用乳香三两、茶叶四两，共研为末，加冬季

鹿血和成丸子，如弹子大。每服一丸，温醋化下”。
2. 4 护肤功效

图 4 结果显示，山茶属植物护肤类型包括火

疮、水肿、痈疮脓肿、美白、减肥、润发、蛇虫咬

伤、热痱、皮肤炎症和疥癣共 10 类。其中以治疗

痈疮脓肿的出现频率较高，《证治准绳》、《御纂医

宗金鉴》、 《景岳全书》、 《赤水元珠》、 《证治准

绳》和 《仁 端 录》均 提 到 痈 疮 脓 肿 的 功 效，如

《景岳全书》记载: “茶叶要多，拣去粗梗，入滚

水一渫即捞起，再拣去梗，湿铺床上，用草纸隔一

层令儿睡上一夜，则脓皆乾［23］”。美白与润发的功

效也是特色之一，如 《本草纲目》曰: “面黄者，

好食茶叶，每日食榧子七枚，以愈为度，杨起简便

方”; 《本草纲目》云: “山茶子，摻髪解月直”。

图 4 古籍中山茶属植物护肤功的效频率比较

Fig. 4 Frequency diagram of skin protection efficacy of
Camellia plants in ancient books

表 1 为根据古籍记载整理得到的山茶属植物护

肤药方。护肤药方用于治疗脓疮、痱子、疥廯等皮

肤疾病，且多使用山茶属植物叶部位，通过研磨、
研制、煎煮、调膏、烧制的处理方法，以外用的方

式达到护肤的效果。

表 1 经典护肤药方分析

Tab. 1 Analysis list of classic skin care prescription

药方名 主治功效 使用部位 炮制方法 用法 护肤类型

疥药神效散 各种疥癣、脓疮 未知 粉末油调 外敷 治脓疮疥廯

龙脑散 小儿热痱、痱疮 叶 研制 外敷 小儿热痱

溺白散 疳疮 叶 煎煮 外洗 脓疮

秘传茶叶方 烂疮、痘烂出脓 叶 修剪+沸水烫 外敷 脓疮

蠼螋伤药膏 蠼螋伤 叶 调膏 外敷 蛇虫疮伤

茶油清洗法 水肿 籽 未知 外洗 利水消肿

茶叶烧薰法 痈疮烂痘 叶 烧制 外熏 脓疮

茶叶韭菜汁 雷头风 叶 粉末 内服 湿毒肿块

祛痘汤 疮痘 叶 煎煮 内服 脓疮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将山茶属植物在古籍中记载种类考证为

6 种，即山茶、油茶、滇山茶、茶梅、茶和普 洱

茶。对山茶属植物古今分布进行考证和比较，得出

山茶属植物古今主要分布于我国南部地区，且有向

南迁移的趋势。据古籍记载，对山茶属植物的命名

多与其形态有关，如山茶因叶似茶且可饮而得此

名，茶梅也因其与梅同时开放，且叶似山茶而得此

名。古人对山茶属植物叶的使用较多，炮制方法较

为简单方便，主要以煎煮和捣制最多。并辅以盐、
油、醋、酒、葱和生姜等配方外用或内服，是古代

山茶属植物使用的特色之一。就护肤功效而言，古

人多用山茶属植物治疗痈疮脓肿。
本研究所考证的 6 种山茶属植物，目前在中国

被大量种植及制成商品交易，具有较广阔的市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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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现代对这 6 种植物的利用与古籍所记载的使用

方法基本一致，茶和普洱茶利用其叶作为饮料，油

茶则利用其籽榨油，山茶、滇山茶和茶梅具有园艺

观赏价值多用于园林绿化。对于山茶属植物护肤功

效的现代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山茶油 ( 油茶籽

油) 上。山茶油中含有茶油皂素、茶多酚、黄酮

类化合物、维生素 E 等天热活性成分，能够渗透

皮肤表层，对皮肤无刺激和过敏性。古籍记载的护

肤药方中，多使用如煎煮、捣制和烧制等较为简易

的方法对该属植物叶部位直接炮制，相较于目前工

业上对油茶油的提取工艺而言，更为简单高效。本

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开发山茶属植物提

供理论支持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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