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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朴来源于木兰科落叶乔木厚朴 Mag nolia off icinalis

Rehd. et W ils. 和凹叶厚朴 M . biloba ( Rehd. et W ils. )

Cheng ,以干燥干皮、枝皮和根皮入药。厚朴为燥湿化痰、降

气除满的常用中药材, 应用广泛, 已知以厚朴为原料的中成

药配方在 200 种以上, 近期研究还发现厚朴具有抗菌、抗溃

疡、抗痉挛、抗过敏、抗肌肉松弛等功效。以前多为野生, 现基

本以种植品为主。厚朴和凹叶厚朴生长周期长,一般要到种

植后的 16～20 年方可采剥,甚至有理论认为厚朴的采收期

应在种植的 27年后。由于资源保护不利,野生厚朴已濒临枯

竭,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就已被国家定为二类保护植物和

二类保护野生中药材。由于资源的减少, 大批生产年限不足

16 年的厚朴被提前砍伐, 造成厚朴商品整体质量下降, 《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对厚朴有效成分——厚朴总酚的含量规

定也由 3% [1]降到了 2% [2] , 这种情况在国家标准制订的历

史中是罕见的。厚朴商品总体上说是资源不少, 好货难找。与

此同时, 厚朴的价格(合格品)也是稳中有升。

1　分布

　　厚朴主要分布在湖北西部、四川西南部、陕南及甘南; 凹

叶厚朴主要分布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湖南、广西及广东北

部。在大部分地区二者混生。凹叶厚朴皮薄,厚朴皮厚。商品

厚朴主要有三大产区即鄂西、川东为中心的“川朴”产区; 闽

北、浙南为中心的“温朴”产区;湘南的“永道”产区。

2　资源及质量情况

　　在温朴、川朴、永道和其他产区中, 习惯认为“川朴”最

优, “温朴”次之,其他较差。

2. 1　温朴产区:厚朴和凹叶厚朴混生, 以凹叶厚朴为主。产

区包括浙江龙泉、景宁、云和、松阳、庆云、遂昌、缙云等区、县

和福建蒲诚、松溪、政和、福安等县。构成全国最大的厚朴产

区,仅丽水市每年就提供全国 50%以上的厚朴商品。商品习

称“温朴”, 以“老山紫油贡朴”为极品。目前随着野生资源的

日渐枯竭, “老山紫油贡朴”品牌已名存实亡。著名的出口商

品产区、加工集散地龙泉市八都镇, 已基本不能生产厚朴或

提供出口规格厚朴, 也无人加工出口厚朴。八都、安仁、小梅

等传统出口基地现存的几百公顷厚朴大部分为幼龄树, 生长

年限较短, 品质难以达到出口标准。从整个浙江丽水来看, 景

宁、庆元、遂昌、松阳、缙云、云和、青田等地, 厚朴人工抚育生

产起步较早, 发展速度也较快,而且在 1988 年全国滥砍滥伐

时保留了部分资源, 目前基本弥补龙泉厚朴资源减少的缺

口。现在每年调供全国商品 600 吨左右, 保持了全国第一大

产区的地位。温朴的来源比较复杂, 厚朴、凹叶厚朴及几个变

种或变型均有, 来源需进一步考证与鉴定。树龄也由 1～30

年不等。目前浙江丽水现有较大的厚朴连片基地: 景宁县有

梧桐乡高演基地、标溪乡何庄基地、梅歧、大祭、澄照、英川、

张村山脚岭基地等。其中高演基地 ,树龄 15 年的厚朴约占

25% ;山脚岭基地树龄 12年左右的厚朴占一半。云和县有雾

溪乡的水竹洋基地、大源乡基地等。其中水竹洋基地由省、县

医药局和农民共同投资建成,树龄 15 年以上的约占 30% ,

属 族乡。大源乡基地由县移民局投资, 树龄7 年。龙泉市有

八都、小梅、安仁、城北、佳龙等, 其中八都后排岭镇多散种,

树龄近 20 年; 佳龙镇连片,树龄 20 年。龙泉临近闽北, 外来

人口多,加之地方管理不善, 每年几十吨被盗。庆元县有百山

祖、竹口、龙溪、合湖等, 仅百山祖乡黄皮树的厚朴, 树龄为

10 年, 其余均在 10 年以下。遂昌县有石练乡、焦川乡、三井

乡等,其中石练乡大茂坑村的厚朴树龄 15 年, 其余 3～12 年

不等。青田县岭根基地的厚朴, 树龄 5年。松阳县的玉岩、新

处、枫坪、谢村、三都, 均为 1994 年以后种植。缙云县有大洋

镇、括苍山林场、马鞍山、三溪等 ,其中大洋镇的厚朴, 树龄

15 年的占一半, 有林场、乡、村、农民各种所有制形式。这个

镇是一个反季节蔬菜出口基地, 厚朴种植高度在海拔 800～

900 m, 生态环境非常好,是原丽水市药材公司基地。

温朴产区的南方部分由于交通不便, 闽北的穷乡僻壤

里,尚存有 50～60 年的老树,厚朴林的树龄一般也较长。交

通方便的地方树龄一般不超过 12年。大面积连片的厚朴林

很少, 以凹叶厚朴为主, 大都由当地农民承包。盗伐现象严

重,与两湖、浙江形成强烈对比。照此情况看, 一旦闽北交通

条件改善,当地的厚朴资源又将面临一次大规模的破坏。

2. 2　川朴产区: 由湖北西部鄂西地区(古代习称“川东”, 包

括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恩施市、巴东、建始、鹤峰, 宜昌

市的五峰) , 陕西汉中、安康; 重庆市的万县、开县、城口、巫溪

等构成。截止 20世纪 80年代末, 可提供全国商品量的 30% ,

其中恩施州 20% ,其余各地 10%。商品习称“川朴”, 以恩施、

五峰、鹤峰出产的“紫油厚朴”为代表。商品来源为厚朴。“紫

油厚朴”原本是厚朴中的精品。按传统采收加工方法,一般树

龄要求达到 20 年方可采剥, 产出厚朴色紫、肉厚、味浓、渣

少。同时据浙江林业大学、丽水市林科所、景宁县林科所,历

经10 年研究发现,这 3 处厚朴种质明显优于其他产区[ 3]。但

这 3 处厚朴资源破坏严重,已无法大量、稳定的提供货源。

习惯认为川朴质量最优,故其资源破坏的也最严重。重

庆市的万州和开县资源已破坏殆尽;而川朴产区的巴东到重

庆一线,恰是三峡库区所在, 国家规定“三峡库区内一草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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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可擅动”。因此,今后川朴的产区将缩小到五峰、鹤峰、恩

施一线。同时这一线的种质资源全国最优。恩施种植厚朴的

历史具说已有 500年, 以恩施市的双河乡较为集中, 有上坝

村、下坝村、中岭村等 9 个村办林场, 另外还有太白庙林药

场、硝坡洞林药场、省中医药研究院长岭岗实验场等大型种

植基地。可惜的是在 1988 年的大规模砍伐中所剩无几, 其中

长岭岗基地已荡然无存。现有厚朴林,大多为1990 年以后营

造。但据统计, 恩施每年出产厚朴 20万公斤。鹤峰县基本没

有大规模连片种植。农民一般是在自己的山地小规模种植,

保护得力。全县每年产出量不会少于 5万公斤,其中树龄达

到 12～15年的占 25%以上。

川朴的另一个产区是宜昌市的五峰县, 与鹤峰接壤, 县

内有原中国药材公司的一个川朴基地——香党坪林药场, 品

种以厚朴为主, 间有凹叶厚朴。立地条件好, 土层深厚; 为棕

壤和棕黑壤。树龄 3～20年不等, 树龄梯级分布合理, 现存最

大树胸径 40 cm 以上,皮厚 0. 8 cm(干货)。五峰县产区比较

集中, 大多在香党坪周边,年产厚朴 10 万公斤, 其中 15 年以

上树龄的 20%～25%。

湖北浠水厚朴多是计划经济时期湖北省的鄂东基地, 来

源为凹叶厚朴, 不属于“川朴”范围。四川都江堰等地也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开始发展的人工林,其来源为凹叶厚朴, 也

同样不属于“川朴”范围。

2. 3　永道产区:以湖南永州地区道县为中心, 产区包括永州

(冷水滩)、零陵、道县、双牌、江华、江永、宁远等县、区。商品

以“双牌”厚朴知名。品种是从广西引种的凹叶厚朴。是全国

厚朴资源最丰富的产区。而且近几年以每年几千亩的速度造

林。道县为国家计划经济时代六大厚朴基地之一,产品号称

“道州——老山紫油厚朴”。保护工作很好, 甚至在 1988 年全

国滥伐厚朴的狂潮中, 也未出现盗伐现象。最高年份生产干

货 17 万公斤( 1983 年)。存土面积占全国的 10% , 整个产区

每年提供商品量超过全国的 25%。据产区介绍,该省出产的

厚朴, 经湖南省有关部门检测, 总酚含量比其他产区高出

1. 7%～4. 89%。习用经验认为,湖南省厚朴品质普遍偏差,

但永道地区厚朴树龄普遍较长,对品质起了一定弥补。

2. 4　其他产区: 厚朴的其他产区两广、江西等地受地理位置

及气候、海拔等多方面影响, 商品在市场上和销区普遍不被

看好,认为品质最差, 资源蕴藏量也较少。大规模商品货源基

地不容易形成。

3　采收及加工

　　川朴产区一般采用水绰发汗法,其他地区几乎均采用直

接发汗法。但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农民加工方法趋于简单化,

水绰发汗法几乎不用; 直接发汗法往往也是时间、温度达不

到要求。是商品品质下降的另一个原因。值得一提的是, “厚

朴环剥技术”曾在湖北浠水鄂东基地试验成功。但现在已废

弃不用。

4　结语

　　根据以上情况,解决目前厚朴商品质量普遍下降的问

题,可以从种质、生长年限和产地加工三方面着手。首先是优

化种质, 优育并推广优良品种 ;其次, 加强资源保护, 各产区

在采收时应有计划地控制采收年限,避免树龄达不到年限的

厚朴林的砍伐;第三, 开展产地加工方法对品质影响的研究,

因地制宜采用最适宜的加工方法,保证商品不会因加工不当

而降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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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W 为样品的质量) ,结果见表 1。
表 1　样品中总黄酮及多糖的含量( n= 5)

Table 1　Detemination of total flavone and

polysaccharide in samples ( n= 5)

检测项目 含量/ %　 RSD/ %　

总黄酮 　　2. 542 　　2. 637

多糖 11. 546 0. 719

3　讨论

微波技术应用于植物细胞破壁, 大大地加快了反

应速度,有效地提高了收率 [ 4]。本实验采用微波技术

从肉苁蓉中提取总黄酮和多糖, 并对其含量进行了测

定,结果表明反应时间缩短,提取效率提高。可望在有

效成分提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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