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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评价香加皮的主产地及其原植物杠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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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详细调查香加皮原植物杠柳在主产区资源分布现状和蕴藏量，为进一步开发香加皮的天然资源提

供科学的依据。方法采用走访调查和现地取样相结合的方法，对文献记载的香加皮主产区5省市(河北、山西、河

南、山东、天津)21个产地进行实地考察。结果传统观点“出产优质香加皮的兖州”已经不出产香加皮；香加皮的产

地有较大的变化，并以山西、河北一带为主；杠柳叶多为披针形、革质；杠柳呈灌木、蔓生灌木、大藤本状的形态变

化。结论通过考察确定了杠柳目前在主产区的分布情况，并提出了“杠柳叶多为披针形、革质，其植物形态呈多样

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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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加皮来源于萝摩科植物杠柳Periploca

sepium Bunge的干燥根皮，为常用中药材。功效祛

风湿、强筋骨。近年来用于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治

疗口]，效果较好，而且临床需求量越来越大。

《中国植物志》记载：“杠柳为落叶蔓性灌木，长

可达1．5 m。主根圆柱状，外皮灰棕色，内皮浅黄色。

具乳汁，除花外，全株无毛；小枝对生，具皮孔。叶卵

状长圆形，长5～9 cm，宽1．5～2．5 em，膜质。聚伞

花序腋生，着花数朵；花序梗和花梗柔弱；花冠紫红

色，辐状，中间加厚呈纺锤形，反折，内面被长柔毛；

副花冠环状；雄蕊着生在副花冠内面，并与其合生。

菩荚果2枚，圆柱形，长7～12 em。种子长圆形，黑

褐色，顶端具白色绢质种毛。花期5～6月，果期7～

9月。分布于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东、山西、

江苏、河南、江西、贵州、四川、陕西和甘肃等省

区。”[23笔者采用走访调查和现地收样相结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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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香加皮主产区5省市(河北、山西、河南、山东、

天津)21个产地进行实地考察，认为应重新评价香

加皮的主产地及其原植物杠柳。

1重新评价“兖州一带香加皮质量最佳”的传统观点

河北、山西、河南、山东4省为香加皮的主产

区[3]，并且业界普遍认为山东兖州一带的香加皮质

量最佳E43；以山西、河南产量最大[5]。基于上述观点，

对4省1市21个产地：河北(涞水、易县、龙关、蔚

县、宣化)、山西(灵丘、繁峙、原平、宁武、榆次、潞城、

阳泉)、河南(南阳、焦作、开封、新乡)、山东(泰安、长

清、费县、兖州)及天津(蓟县)进行了考察，特别对兖

州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考察。结果在香加皮质量最佳

的兖州没能发现一棵杠柳。因此曾被多种中药文献

沿用的观点“兖州一带香加皮质量最佳”也就失去了

参考价值和实际意义。对河南开封的考察结果与上

述情况相类似，开封地区以黄土和沙土壤为主，十分

适宜杠柳的生长，也是此次重点考察的对象。但考察

结果是在本地很难见到杠柳，只能在农民家的坟地

可以见到少量分布。故开封被认为主产地的观点也

就不存在了。河南新乡为典型的平原，荒地被开垦为

良田，已不存在杠柳的生存空间，故也未能见到杠

柳。在考察河北龙关时，发现当地植被较少，破坏明

显，未见到杠柳。因此，根据对4省1市21个产地的

考察情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杠柳目前的分布情

况与多年来业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有出入。以前认为

平原也是杠柳的分布区，由于开荒种田的破坏，目前

杠柳在平原很难见到；香加皮的产地也有较大变化，

山东兖州和河南开封、新乡及河北龙关已不出产香

加皮；目前杠柳在山西、河北两省较多；具体分布于

山西、河北的荒地、山区，河南的焦作、南阳和山东泰

安、长清、潞城一带，但总的分布面积逐渐减少。至于

药材香加皮在何地出产的质量最佳和最适宜杠柳生

长的土质、气候环境等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2杠柳叶的形态变化

《中国植物志》详细描述了杠柳的形态：“杠柳为

落叶蔓性灌木，长可达1．5 m。⋯⋯，叶卵状长圆形，

膜质，长5～9 cm，宽1．5～2．5 cm，顶端渐尖，基部

楔形，叶面深绿色，叶背淡绿色．．．⋯·,,E23。而《中国高

等植物图鉴》对杠柳的形态描述：“蔓性灌木，具乳

汁⋯⋯，叶对生，膜质，卵状矩圆形⋯⋯-E63。但对主产

区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天津进行考察发现：17个

产地杠柳叶多为披针形，一般长5～10 cm，宽1．5～

2．5 cm，偶尔也见到卵状披针形的叶，但未见到“卵

状长圆形的叶”。核对了《中国植物志》杠柳的版图，杠

柳版图的植物形态与实际考察见到的植物形态并无

差异。叶的质地多为革质。这与《天津植物志》和《中药

大辞典》对杠柳叶的描述比较接近。《天津植物志》对

杠柳叶的描述：“杠柳叶对生，多革质，披针形或卵状

长圆形⋯⋯-E73。《中药大辞典》的描述：“杠柳叶对生；

披针形或长圆状披针形⋯⋯，，[3。。见图1。

图1杠柳花枝A(来自《中国植物志》)、B(目采集)

和杠柳革质叶(C)

Fig．1 Flowering branch of P．sepi射m A(from

Flora Reipublicae Popularis Sinica，

B(from selfpicking，and leather-

texture leaves of P．sepium(C)

3杠柳的生长形态变化

杠柳为落叶蔓性灌木，在我国分布广泛，多达

13省，其生长环境复杂：既可以生长在广阔的平原，

又能生存于荒山、沙地及林缘和沟坡；杠柳既可生长

在气候湿润的江苏，也可生长在气候干燥的陕西、贵

州，且抗旱性强，能在年降雨量大于200 mm的沙丘

上生长，同时还有极强的抗涝能力Es3；在土质方面，

杠柳能在透气性极差的黏土中生长，也可在黄土、沙

土、小砂石中生存。通过对主产区4省1市21个产

地(4个产地没见到)进行实地考察，发现了杠柳生

长形态的多样性：呈现出灌木、蔓生灌木、大藤本的

形态变化。具体情况见表1。

由表I可知，河南南阳、河北易县、天津蓟县、山

西潞城、山西榆次5个产地都有藤本状杠柳的分布，

有的藤茎直径在4 cm以上，其长度常超过2 m，且

在河南南阳、天津蓟县、河北易县见到了有长达5～

10 m的大藤本状杠柳，同时还发现大藤本状杠柳多

伴生槐树、壳斗科植物(麻栎、蒙古栎)、酸枣等可被

缠绕的乔木和较大的灌木植物；山东费县、山西原

平、山西灵丘、河北蔚县、河北宣化、山西宁武、山西

阳泉7个产地有灌木状杠柳的分布，在其周围多伴

生着麻黄、甘草、狭叶柴胡、鬼蒺藜、河朔芫花等旱生

植物。山东长清、河南焦作、山西繁峙、山东泰安、河

北涞水6个产地分布着蔓生灌木状杠柳，且其周围

多伴生着牡荆、小叶榆、酸枣等可被攀援的灌木。由

此可见，杠柳的植物形态未必都是蔓生灌木状，有些

地方还分布着大型藤本和矮小的灌木。综合各地杠

柳生长的土质、气候特征及相伴生植物的不同，可以

得出这样的结论：生长在红、黄湿润土质及伴生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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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大灌木的杠柳多呈大藤本状；生长在干燥黄土、

沙石土及伴生耐旱草本植物的杠柳多呈灌木状，一

般高不超过1 m；生长在气候较湿润、肥沃黄土及伴

生矮小灌木的杠柳多呈蔓生灌木状。可见杠柳有较

强的适应能力，不同的土质、气候等生长环境造成其

生长形态多样性。

4结语

人为的环境破坏导致杠柳的生存空间逐渐变

小，其产地分布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优质香加皮的

产地兖州没有杠柳，即香加皮在兖州已经消失，这种

现象应该引起业界重视；杠柳在我国分布较广，有较

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能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生长，具

有极强的抗旱和抗涝能力，其生长形态、叶的形状、

叶的质地呈多样性；杠柳是重要的固沙植物和常用

的药用植物，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随着药

材香加皮新的药理作用不断被发现，特别是其优良

的强心作用在临床上已受到高度重视，香加皮的用

量日趋增加。故为了保证香加皮的质量和药源能满

足临床需要，又不破坏宝贵的野生资源，应尽早确定

最佳香加皮的产地并研究杠柳的最适宜生长环境，

为进一步建立香加皮GAP基地或利用现代生物技

术生产香加皮的药物活性物质奠定基础，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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