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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药材基源：为山

茶科植物茶Camellia sinensis（L.）O.Kuntze［Thea sinensis L.］

的根。 拉丁植物动物矿物名：Camellia sinensis（L.）O.Kuntze

［Thea sinensis L.］ 采收和储藏：全年均可采挖，鲜用或晒干

。 【原形态】茶 常绿灌木，高1-3m；嫩枝、嫩叶具细柔毛。

单叶互生；叶柄长3-7mm；叶片薄革质，椭圆形或倒卵状椭

圆形，长5-12cm，宽1.8-4.5cm，先端短尖或钝尖，基部楔形

，边缘有锯齿，下面无毛或微有毛，侧脉约8对，明显。花两

性，白色，芳香，通常单生或2朵生于叶腋；花梗长6-10mm

，向下弯曲；萼片5-6，圆形，被微毛，边缘膜质，具睫毛，

宿存；花瓣5-8，宽倒卵形；雄蕊多数，外轮花丝合生成短管

；子房上位，被绒毛，3室，花柱1，顶端3裂。蒴果近球形或

扁形，果皮革质，较薄。种通常1颗或2-3颗，近球形或微有

棱色。花期10-11月，果期次年10-11月。 【生境分布】原产

我国南部，现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地广为栽培。 采集者退散 

【化学成份】新鲜根含水苏糖、棉子糖、蔗糖、葡萄糖、果

糖等糖类，并含少量多酚化合物（黄烷醇等）。叶、枝、茎

都含黄烷醇（Flavanol）与咖啡碱（Caffeine），含量都是从叶

到茎，自上而下依次减少，茎含多量l-表儿茶精

（l-Epicate-chin）。 【性味】苦；凉 【归经】心；肾经 【功

能主治】强心利尿；活血调经；清热解毒。主心脏病；水肿



；肝炎；痛经；疮疡肿毒；口疮；汤火灼伤；带状疱疹；牛

皮癣 【用法用量】内服：煎汤，15-30g，大量可用至60g.外用

：适量，水煎熏洗，或磨醋涂患处。 【附方】治牛皮癣：茶

树根一至二两。切片，加水煎浓。每日二至三次空腹服。（

《全展选编。皮肤科》） 【各家论述】《救生苦海》：治口

烂，茶树根煎汤代茶，不时饮。 【临床应用】 百考试题－全

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1.用于风湿性、高血压性及肺

原性心脏病，对改善症状有一定效果。据12例观察，一般服

药3-7天后心悸、气短及睡眠不好等即逐步改善；尿量增多，

约3-5天开始浮肿逐渐消退；血压恢复正常，胸透复查，心脏

阴影较治前有明显缩小或改善。未见不良反应或中毒现象。

是否可代替洋地黄类制剂，有待进一步研究。用法：挖取10

年以上的茶叶树根（愈老愈佳），洗净切片，每剂1-2两，加

适量糯米酒及清水置于瓦罐或瓷罐中以文火煎熬；亦可先用

水煎成浓汁后再加糯米酒煮，无糯米酒单用水煎亦可。风湿

性心脏病加枫荷梨1两、万年青2钱，高血压性心脏病加锦鸡

儿1两，共煎。每晚睡前顿服。 2.治疗冠心病： 老茶树根1两

，余甘根（PhyelanthusemblicaL.）1两，茜草根5钱，每日1剂

，水煎服。每周服药6天，连服4周为一疗程。观察20例，服

药二疗程。结果有心绞痛的17例中，显效6例，改善8例，基

本无效3例，合并高血压者12例，显效3例，改善7例，基本无

效2例。心悸、胸闷、头晕、头痛、气急、肢麻等自觉症状，

半数以上病例消失或有不同程度的减轻。部分病例尿量增多

，食欲、睡眠转佳。心电图不正常的14例中，显效2例，好

转4例，无变化7例，加重1例。胆甾醇200mg%的8例中，7例

有不同程度的下降（4例下降值为20-40mg%，3例下降10mg%



以下），1例上升（20mg%）。副作用：服药过程中部分病人

觉胃部不适，恶心。 3.治疗心律不齐： 用复方茶树根片观察

冠心病、心肌炎后遗症等所致的心律不齐（包括室上性早搏

、室性早搏、窦性心动过缓等）共30例，结果显效（症状消

失，听诊恢复正常，心电图在正常范围）13例，有效（自觉

症状与听诊或心电图好转）7例，无效10例。有效病例半数以

上在2-4周内获效。初步观察，以对室上性早搏、室性早搏疗

效较着，而对窦房阻滞、Ⅲ房室传导阻滞及持久性房颤等似

无效果。制剂及用法：复方茶树根片每片含老茶树根煎膏

粉285mg（相当生药5g），路丁10mg，B6 5mg.一般每次2片，

日服3次；部分病例于无效后增加至每次3片或4片。服后一般

无明显副作用，部分病员引起失眠，少数患者觉胃脘不适，

但加用胃舒平后即可缓解，能继续服药。 【摘录】《中华本

草》 更多信息请访问：执业药师网校 百考试题论坛 百考试题

在线考试系统 百考试题执业药师加入收藏 相关推荐： 2010年

中药鉴定中药材：茶叶 2010年中药鉴定中药材：茶条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