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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掌握黄精药材商品市场流通现状，在全国选取 ４ 个具有代表性的中药材市场，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收集黄精药材样品 １４６ 份，
测定其杂质、水分、单重、色泽、质地等指标，并结合文献调研，重新对市场上黄精药材商品规格等级进行划分。 结果表明，市场上黄精药
材主要分为大黄精、鸡头黄精、姜形黄精 ３ 种规格，在各规格下依据单重划分为 ３ 个等级。 市场上黄精药材等级划分较为混乱，同时存
在产地信息丢失、加工方法不规范等问题。 通过数据整合分析，初步制定了黄精药材商品规格等级划分表，以期为黄精药材规范化生产
和流通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黄精；规格；等级；市场流通调查；文献调研
中图分类号　 Ｒ ２８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５１７－６６１１（２０２３）１３－０１５７－０６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０５１７－６６１１．２０２３．１３．０３７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ＯＳＩ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ｉ Ｒｈｉｚｏｍａ
ＣＨＡＮＧ Ｈｕｉ１，２，ＺＨＯＵ Ｚｉ⁃ｌｉ３，ＪＩＮ Ｐｅｎｇ⁃ｂｏ１，２ ｅｔ ａｌ　 （１．Ｓｈａａｎｘ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Ｘｉａｎｙａｎｇ，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１２０４６；２．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Ｂｕｃｈａｎｇ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Ｃｏ． Ｌｔｄ．，Ｘｉ’ａｎ，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１００７５；３．Ｓｈａｎｇｌｕｏ Ｄｒｕｇ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ｈａｎｇｌｕｏ，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２６０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ｉ Ｒｈｉｚｏｍａ，ｆｏｕ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ｒａｎｄｏｍ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１４６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ｉ Ｒｈｉｚｏｍａ 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ｕｒｉｔｉｅｓ，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ｕｎｉｔ 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ｌｏｒ，ｔｅｘ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Ｐｏ⁃
ｌｙｇｏｎａｔｉ Ｒｈｉｚｏｍａ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ｉ Ｒｈｉｚｏｍａ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ａ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Ｊｉｔｏｕ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ｅａｃ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ｔ ｗａ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ａｄ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ｉｎｇｌ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ｉ Ｒｈｉｚｏｍ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ｆｕｓ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ｏｓ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ａｔ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ｉ Ｒｈｉｚｏｍａ ｗａｓ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ｌ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ｉ Ｒｈｉｚｏｍ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ｉ Ｒｈｉｚｏｍ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ｅｔ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基金项目　 中医药公共卫生服务补助专项（财社〔２０１８〕４３ 号）；陕西省中医
药管理局项目（２０２１－ＱＹＺＬ－０１，２０２１－ＱＹＰＴ－００１，ＳＺＹ－ＫＪＣＹＣ－
２０２３－０３８）；陕西省科技厅项目（２０２３－ＹＢＳＦ－４１４）。

作者简介　 常晖（１９９０—），男，陕西蓝田人，主管中药师，硕士，从事药用植
物规范化栽培及药材质量标准研究。 ∗通信作者，主任药师，从
事中药标准化栽培与管理、中药资源与鉴定研究。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７－２９

　 　 黄精药材为百合科黄精属植物滇黄精（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ｋｉｎｇｉａｎｕｍ Ｃｏｌｌ．ｅｔ Ｈｅｍｓｌ．）、黄精（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Ｒｅｄ．）
或多花黄精（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ｃｙｒｔｏｎｅｍａ Ｈｕａ）的干燥根茎，按形

状不同，习称大黄精、鸡头黄精、姜形黄精。 黄精具有补气养

阴、健脾、润肺、益肾的功效［１］。 现代研究表明［２］，黄精药材

中主要含有多糖、皂苷、黄酮、生物碱、木脂素、氨基酸等化学

成分，具有降血糖、降血脂、抗肿瘤、抑菌抗炎、免疫调节、抗
氧化、抗衰老、抗阿尔兹海默症、抗动脉粥样化、心肌保护、抗
骨质疏松等药用作用。 黄精药用始载于东汉末《名医别

录》 ［３］，列为上品，已有 １ ８００ 多年的使用历史。 ２００２ 年，黄
精被卫生部列入《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 ［４］。 目前，
中药企业、食品加工企业等对黄精药材的需求急剧增加，市
场前景广阔。 查阅相关文献，黄精药材商品市场流通相关研

究鲜见报道。 笔者调查了全国 ４ 个大型中药材市场中黄精

药材商品规格等级分类情况和市场流通情况，了解了黄精药

材商品的流通现状，为黄精药材商品规格等级的划分和质量

监督提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此次共采集黄精样品 １４６ 份，其中亳州市场

４５ 份、安国市场 ６６ 份、荷花池市场 １８ 份、玉林市场 １７ 份。
经陕西国际商贸学院马存德主任药师鉴定，均为黄精药材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ｉ Ｒｈｉｚｏｍａ。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取样方法。 样品取自安徽亳州、河北安国、四川成都、
广西玉林四大中药材市场。 每个市场至少选取 ６ 个商铺，每
个商铺中收集所有规格等级黄精药材样品，每份样品不少于

１ ０００ ｇ。
１．２．２　 含杂率。 挑选黄精药材中除黄精药材外的其他物质，
用电子天平进行称重，按下式计算含杂率：含杂率 ＝杂质重

量 ／样品总重量×１００％。
１．２．３　 水分含量。 参照 ２０２０ 版《中国药典》 ［１］中规定的测定

方法执行。
１．２．４　 单重测定。 用电子天平测定每份样品中单个黄精药

材的重量，精确至 ０．００１ ｇ。
１．２．５　 色泽、质地观察。 于自然光下观察各黄精药材样品的

色泽、质地，记录。
１．２．６　 数据处理。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和 ＳＰＳＳ １７．０ 对

测定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１．３　 文献调研方法　 通过查阅历代本草书籍，摘录与黄精药

材商品规格等级相关的文字记载。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市场调查

２．１．１　 市场概况。 通过对全国四大中药材专业市场的实地

安徽农业科学，Ｊ．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Ｓｃｉ． ２０２３，５１（１３）：１５７－１６２ 　 　 　



调查，发现目前药材市场上除按基原将黄精药材分为大黄

精、鸡头黄精、姜形黄精 ３ 种规格外（图 １），尚存在按照单重

划分等级的现象，且存在以切片形式进行流通的现象。 此

外，还存在 ３ 种规格黄精药材混装的混货。 相对而言，亳州

市场和安国市场中黄精药材的规格和等级种类较为丰富。

药材市场中，大黄精的产地为贵州、云南、湖南、广西；鸡头黄

精的产地为云南、贵州、浙江、四川；姜形黄精的产地为江西、
湖南、大别山、河北、云南。 黄精药材的加工方式主要为煮后

晒干。 详见表 １。

表 １　 黄精药材市场调查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ｉ Ｒｈｉｚｏｍａ

规格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等级
Ｇｒａｄｅ

样品份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亳州
Ｂｏｚｈｏｕ

安国
Ａｎｇｕｏ

荷花池
Ｈｅｈｕａｃｈｉ

玉林
Ｙｕｌｉｎ

产地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ｒｅａ

加工方法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大黄精 Ｄａ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一等 １ ６ ２ ４ 贵州、云南、湖南、广西 煮晒
二等 ６ ７ — ３
三等 — ６ — —
统货 ２ ８ ４ —

鸡头黄精 Ｊｉｔｏｕ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一等 ２ ２ — — 云南、贵州、浙江、四川 煮晒
二等 ２ ６ — —
三等 ２ ５ — —
统货 ２ ４ ５ ３

姜形黄精 Ｊｉａｎｇｘ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一等 ３ ２ — — 江西、湖南、大别山、河北、云南 煮晒、柴烘
二等 ６ ５ — —
三等 ６ ２ — —
统货 ７ ７ ７ ７

混货 Ｍｉｘｅｄ ｇｏｏｄｓ 统货 ６ ６ — — 大别山 煮晒
小计 Ｔｏｔａｌ ４５ ６６ １８ １７ — —

注：Ａ．大黄精；Ｂ．鸡头黄精；Ｃ．姜形黄精。
Ｎｏｔｅ：Ａ．Ｄａ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Ｂ．Ｊｉｔｏｕ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Ｃ．Ｊｉａｎｇｘ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图 １　 药材市场中 ３种不同规格黄精药材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ｉ Ｒｈｉｚｏｍ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２．１．２　 含杂率、水分。 ４ 个中药材市场含杂率为 ０ 的有 １１４
份，占总数的 ７８． ０８％。 其余 ３２ 份均有杂质，平均含杂率

０．７８％，最大值为 ３．９３％。 如图 ２ 所示，黄精药材中的杂质主

要为须根、竹枝、竹叶、泥块。 各样品的水分含量均在药典规

定的合格范围内（≤１８．０％）。
２．１．３　 色泽、质地。 ３ 种规格黄精药材的色泽和质地存在一

定的差异，大黄精呈淡黄色至黄棕色，质硬而韧；鸡头黄精呈

黄白色或灰黄色，半透明，质坚实而柔软；姜形黄精呈灰黄色

或黄褐色，粗糙。 同一规格下，不同等级黄精药材的色泽和

质地差异不甚明显。
２．１．４　 各药材市场黄精药材商品单重分布。 依据市场上的

划分情况，对四大市场中每一组黄精单重进行分析，结果发

现（图 ３～６），各规格黄精药材在一等、二等和三等的单重上

大体呈现依次减小趋势，但不同等级之间存在数据交叉，表

图 ２　 黄精药材中常见的杂质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ｍｐｕ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ｉ Ｒｈｉｚｏｍａ

８５１ 　 　 　 　 　 　 　 　 　 　 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２３ 年



明不同规格黄精药材单重存在一定差异，由大到小依次为大

黄精＞姜形黄精＞鸡头黄精。 同一规格下，不同等级黄精药材

的单重范围存在交叉现象，相对混乱。

图 ３　 亳州药材市场大黄精（Ａ）、鸡头黄精（Ｂ）和姜形黄精（Ｃ）单重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ｉｎｇｌ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Ａ），Ｊｉｔｏｕ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Ｂ）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ｘ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Ｃ）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ｚｈｏｕ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ｈｅｒｂ ｍａｒｋｅｔ

图 ４　 安国药材市场大黄精（Ａ）、鸡头黄精（Ｂ）和姜形黄精（Ｃ）单重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ｉｎｇｌ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Ａ），Ｊｉｔｏｕ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Ｂ）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ｘ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Ｃ）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ｇｕｏ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ｈｅｒｂ ｍａｒ⁃
ｋｅｔ

图 ５　 荷花池药材市场大黄精（Ａ）、鸡头黄精（Ｂ）和姜形黄精（Ｃ）单重分布

Ｆｉｇ．５　 Ｓｉｎｇｌ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Ａ），Ｊｉｔｏｕ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Ｂ）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ｘ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Ｃ）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ｈｕａｃｈｉ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ｈｅｒｂ
ｍａｒｋｅｔ

９５１５１ 卷 １３ 期　 　 　 　 　 　 　 　 　 　 　 　 　 　 　 　 　 常 晖等　 黄精药材商品市场流通调查研究



图 ６　 玉林药材市场大黄精（Ａ）、鸡头黄精（Ｂ）和姜形黄精（Ｃ）单重分布

Ｆｉｇ．６　 Ｓｉｎｇｌ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Ａ），Ｊｉｔｏｕ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Ｂ）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ｘ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Ｃ） ｉｎ ｔｈｅ Ｙｕｌ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ｈｅｒｂ ｍａｒｋｅｔ

２．２　 历代黄精药材商品品质评价文献调研

２．２．１　 历代黄精药材商品规格分类。 古代本草鲜见有关黄

精药材规格的记载。 近现代专著对黄精商品规格等级的划

分，一般根据药材基原不同分为大黄精、鸡头黄精、姜形黄精

３ 种规格。 不同规格黄精药材下不分等级，均为统货。 另也

有根据黄精药材加工方法不同，将黄精商品规格分为生黄

精、熟黄精、生黄精片。 此外黄精商品还有不分规格等级统

称统货。 具体见表 ２。 目前市场上的黄精商品规格分类基本

上与上述著作中所述相同。

表 ２　 黄精规格等级变迁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ｉ Ｒｈｉｚｏｍａ

年份 Ｙｅａｒ 规格等级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ｅ 出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１９９５ 按商品经营实际情况分姜形黄精、鸡头黄精、滇黄精 ３ 个品别编述。 姜形黄精规格
等级：广东连县产品过去有挑选肥大的熟黄精称为大黄精出口，现生熟黄精均为统
庄，不分等级。 鸡头黄精规格等级：均为统庄。 滇黄精规格等级：均为统庄

《中药材商品规格质量鉴别》 ［５］

１９９６ 根据性状不同分姜形黄精、鸡头黄精及大黄精。 习惯上以姜形黄精最佳 《中国药材学》 ［６］

１９９９ 黄精商品不分等级，均为统货，要求货干，油润，肉实饱满，无霉变及僵皮 《５００ 味常用中药材的经验鉴别》 ［７］

２００１ 黄精商品规格：①生黄精，按药材性状分为大黄精、鸡头黄精、姜形黄精。 ②熟黄精，
凡蒸熟成黑色者均属本类。 ③生黄精片，为厚约 ０．５ ｃｍ 的饮片

《现代中药材商品通鉴》 ［８］

２００３ 商品一般为统货 《最新中草药真伪鉴别实用大全》 ［９］

２．２．２　 历代黄精药材品种评价。 宋代以前本草书籍鲜见有

关黄精药材品质评价的描述，仅描述了黄精药材性状，称其

“虽燥，并柔软有脂润”。 宋代《本草图经》中开始对黄精品

质进行评价，认为黄精药材“以嵩山（河南登封市地区）、茅山

（江苏省句容市地区）者为佳”。 清代《植物名实图考长编》
中记载“黄精，峨山（今四川省峨眉山）产者，甚佳。”民国《药

物出产辨》中记载“形象菱角肉，色黑”“湖南产之正黄精，一
片纯甜，切开肉纹亦有别”。 现代《中药材商品规格质量鉴

别》认为黄精“以个大，肥厚，体重质坚实而柔软；生黄精表面

棕黄色，断面黄白色，糖性足；熟黄精以个大，肥厚蒸透至内

外乌黑色，质柔润，气香，味纯甜不刺喉者为佳。”总体上看，
均以个大、肥润为佳，详见表 ３。

表 ３　 历代黄精品质评价

Ｔａｂｌｅ 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ｉ Ｒｈｉｚｏｍａ ｆｒｏｍ ｐａｓｔ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时期 Ｐｅｒｉｏｄ 品质评价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出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南北朝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虽燥，并柔软有脂润 《本草经集注》 ［１０］

唐代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虽燥，并柔软有脂润 《新修本草》 ［１１］

宋代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以嵩山（河南登封市地区）、茅山（江苏省句容市地区）者为佳 《本草图经》 ［１２］

清代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黄精，峨山（四川峨眉山）产者，甚佳 《植物名实图考长编》 ［１３］

民国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形象菱角肉，色黑；湖南产之正黄精，一片纯甜，切开肉纹亦有别 《药物出产辨》 ［１４］

１９６２ 年 黄精以根茎肥大，色黄白，断面平坦透明者为佳 《陕西中药志》 ［１５］

１９６３ 年 以块大、色黄、断面透明、质润泽，习称“冰糖渣”者为佳 １９６３ 版《中国药典》 ［１６］

１９７７ 年 以块大、肥润、色黄、断面半透明者为佳 １９７７ 版《中国药典》 ［１７］

１９９５ 年 以个大，肥厚，体重质坚实而柔软；生黄精表面棕黄色，断面黄白色，糖
性足；熟黄精以个大，肥厚蒸透至内外乌黑色，质柔润，气香，味纯甜不
刺喉者为佳。 瘦弱，糖性少，色暗者为差次。 习惯认为姜形黄精质量
最好，其次为鸡头黄精，大黄精质量较次

《中药材商品规格质量鉴别》 ［５］

１９９６ 年 以块大，肥润，色黄，断面透明者为佳 《中国药材学》 ［６］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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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时期 Ｐｅｒｉｏｄ 品质评价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出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１９９９ 年 以个大肥厚，体重质坚而柔软者为佳。 生黄精以表面棕黄色，断面黄
白色，糖性足，习称“冰糖渣”；熟黄精以个大，肥厚蒸透至内外乌黑
色，质柔润，气香，味纯甜而不刺喉者佳。 反之，外形瘦弱，糖性少，色
暗者为次。 在 ３ 种黄精商品中，习惯认为以姜黄精为最佳，鸡头黄精
次之，大黄精最次

《５００ 味常用中药材的经验鉴别》 ［７］

２００１ 年 黄精以个大，肥厚，体重质坚实而柔软，生黄精表面棕黄色，断面黄白
色，糖性足；熟黄精以个大，肥厚蒸透至内外乌黑色，质柔润，气香，味
纯甜不刺喉者为佳。 瘦弱，糖性少，色暗者为差次

《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玉竹黄精》 ［１８］

２０１０ 年 以根茎肥大，色黄白断面角质，光亮者佳。 黄精炮炙后色泽鲜明者佳 《中华药海》 ［１９］

２０１０ 年 以块大，肥润色黄、断面透明者为佳。 北京习以“鸡头黄精”为优 《金世元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 ［２０］

２．３　 黄精药材商品规格等级的划分　 将市场上收集到的所

有大黄精、鸡头黄精、姜形黄精的单重数据按不同规格汇集

到一起，绘制频率分布直方图（图 ７）。 按 ３ ∶ ３ ∶ ４的比例划

分，大黄精单重的分位点分别为 ３２．６４ 和 ９．５０ ｇ；鸡头黄精单

重的分位点分别为 ５．６９ 和 １．３３ ｇ；姜形黄精单重的分位点分

别为 ５．５９ 和 ３．３４ ｇ。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结合文献调研结

果，制定市场中黄精药材商品等级划分表，见表 ４。

图 ７　 市场中大黄精（Ａ）、鸡头黄精（Ｂ）和姜形黄精（Ｃ）单重的频率分布

Ｆｉｇ．７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Ｄａ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Ａ），Ｊｉｔｏｕ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Ｂ）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ｘ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Ｃ）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表 ４　 市场中黄精药材等级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４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ｉ Ｒｈｉｚｏｍ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规格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单重 Ｓｉｎｇｌｅ ｗｅｉｇｈｔ∥ｇ
一等

Ｆｉｒｓｔ ｃｌａｓｓ
二等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ｌａｓｓ
三等

Ｔｈｉｒｄ ｃｌａｓｓ
大黄精 Ｄａ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３２．６４ ９．５０～３２．６４ ＜９．５０
鸡头黄精 Ｊｉｔｏｕ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５．６９ １．３３～５．６９ ＜１．３３
姜形黄精
Ｊｉａｎｇｘ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ｇ

≥５．５９ ３．３４～５．５９ ＜３．３４

３　 讨论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市场上的黄精药材主要以基原不同

分为大黄精、鸡头黄精、姜形黄精 ３ 种规格，３ 种规格下再依

据单重分成 ３ 个等级。 但尚存在 ３ 种规格混合的混装货、等
级标准不一致、产地信息丢失、加工方法不规范等问题。 该

研究经系统的数据分析，同时也基于四大药材市场的数据和

文献调研结果，对黄精药材商品的规格等级标准进行了划

分，以期为规范市场经营、促进黄精药材规格等级标准化提

供参考依据。
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是规范药材市场、促进中药饮片和

中成药标准化生产的重要依据。 上述文献调研结果表明，当
下市场对黄精规格等级的划分与传统本草书籍中基本一致，
均以基原划分规格，以单重划分等级，这是对传统中药质量

评价体系的优良传承。 此次市场调查发现有少量 ３ 种规格

药材混合的混装货，虽然都属于黄精药材，但混装货质量的

均一性、稳定性均较难控制。 现代研究表明，３ 种不同规格黄

精中的糖类成分［２１－２３］、皂苷类［２４］、黄酮类［２４］、呋喃类成

分［２５］、氨基酸类成分［２６］等均存在差异，故未来在中药饮片和

中成药生产中应选择固定规格等级的黄精药材，以保障其质

量和疗效的稳定性。
产地不明确也是当前市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而现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２７］中第五十八条规定药品经

营企业销售中药材应当标明产地，故需要加强市场监督。 产

地也是影响中药材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道地药材”的质量

往往优于其他产地所产药材，文献调研结果也表明古人认为

黄精“以嵩山（河南登封市地区）、茅山（江苏省句容市地

区）、峨山（今四川省峨眉山）、湖南产者，甚佳。”近些年，诸
多学者对不同产地黄精药材质量差异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
如赵欣［２８］对全国 ８ 个产地的黄精药材进行质量评价，发现陕

西汉中的黄精质量相对较好；焦劼等［２４］对全国 ３３ 个产地的

黄精药材依据《中国药典》规定进行了检测，发现不同产地中

黄精质量最优为广东韶关市的多花黄精。 王晓丹等［２９］ 对不

同产地的黄精以多糖为指标进行了比较，认为泰山产黄精质

量最好。 涂明锋等［３０］对 ８ 个产地收集的多花黄精中多糖、黄
酮、多酚、浸出物、Ｃｕ、Ｓｅ、Ｐｂ、Ｃｄ 的含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

不同产地的多花黄精化学成分含量均存在一定的差异。 虽

然不同产地的黄精药材存在一定差异，但随着黄精被列入

“药食同源”目录，食品保健行业对黄精的需求量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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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末，市场对黄精的需求已达到

１８ ０００ ｔ［３１］，而黄精属于多年生植物，生长周期为 ３～４ 年，故
市场目前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另据中药材天地网统计数

据显示近几年黄精药材的价格依然呈上涨趋势［３２］。 综合诸

多因素，目前市场暂未按产地对黄精药材进行等级区分，以
后可在黄精资源充足的情况下划定道地产区。

加工方法也是影响中药材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调查

中发现，市场上存在少量通过“柴烘”加工而成的黄精药材，
其色泽和质地均不如“煮晒品”。 《中国药典》 ［１］ 关于黄精的

加工方法明确表述为“置沸水中略烫或蒸至透心，干燥”，建
议参照药典标准执行黄精药材的加工。 另外，药材市场中也

有黄精趁鲜切片药材出售，呈不规则纵切片，表面黄色，切面

白色，略呈角质，有许多凸起的线段状纤维点，形似生姜片。
２０２１ 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中药

饮片生产企业采购产地加工（趁鲜切制）中药材有关问题的

复函》（药监综药管函〔２０２１〕３６７ 号） ［３３］ 中，鼓励中药饮片生

产企业采购产地趁鲜切制中药材用于中药饮片生产，以减少

中药材经干燥、浸润、切制、再干燥的加工环节，但产地加工

企业应具备全质量管理体系，并遵循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公布

的趁鲜切制加工指导原则。 如何对中药材趁鲜切制品进行

分类定级和监督管理，仍需要根据临床应用实际情况开展相

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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