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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石斛贮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保鲜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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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铁皮石斛营养丰富，其中含有丰富的多糖、生物碱等功效成分，具有抗肿瘤、抗衰老、增强机体免疫力等作用。正

因为铁皮石斛鲜品营养丰富，致使其在贮藏及运输过程中霉菌极易生长繁殖，且伴随有其他影响品质的理化性质变化。铁皮

石斛鲜品具有干制品不可取代的优势，但针对铁皮石斛的保鲜技术研究非常少，已经无法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对铁皮石斛

鲜品贮藏过程中常见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对保鲜技术研究进展进行分析，阐释铁皮石斛保鲜研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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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石斛 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别名黑节草，为兰科石斛属多年附生草本植

物，具有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的功效。成书于一千

多年前的道家医学经典《道藏》，将铁皮石斛列为“中

华九大仙草”之首，因其具有独特的药用价值和保

健功效，成为历代养生补品，素有“千金草”、“软

黄金”之称，以其植株制成的“枫斗”等产品，应

用价值极高。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铁皮石斛具有抗

肿瘤[1]、抗衰老、增强机体免疫力[2]、扩张血管及

抗血小板凝集等作用，因此在临床中被广泛应用。

铁皮石斛在我国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浙江、

四川等地均有分布，多生长于高温潮湿的热带、亚

热带高山峻岭、悬崖峭壁及岩石缝隙之间，是一种

生长缓慢、自身繁殖能力极低的兰科附生植物，且

十分娇嫩，遇强光、直射光或暴雨、雪冻即会死亡，

水分过多也会使其根部腐烂，甚至整株死亡。由于

铁皮石斛具有巨大的药用和保健价值，导致被长期

掠夺性采挖，致使野生资源严重枯竭。1987 年国务

院颁布《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已将铁皮石

斛列为重点保护野生珍稀药材品种[3]，国家第一批

《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也将其列入其中[4]。

如今对铁皮石斛的过度采挖已使其资源极度匮乏，

价格居高不下，由此使得铁皮石斛人工种植产业得

到发展。 
1  铁皮石斛产业发展现状 

近 10 年，随着传统中医药养生的复兴，铁皮石

斛养生热潮高涨，铁皮石斛产业迅速兴起，主要原

因有以下 3 点：（1）铁皮石斛药用功效确切，使用

人群较广；（2）铁皮石斛以饮片方式进入医院，可

医保报销，使医院用量大增；（3）铁皮石斛鲜品作

为保健食品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铁皮石斛虽可

人工种植，但种植条件苛刻，鲜条产量也一直处于

供不应求的状态。 
为满足我国药品和保健品市场对铁皮石斛的需

求，更好地保护和发展铁皮石斛野生资源，将铁皮

石斛野生变家种，开展良种繁育及栽培技术研究，

建立产业化种植基地，是目前研究的热点。早在

1994 年高立献等[5]首次报道了铁皮石斛无菌播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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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育苗实验研究，此后，对于铁皮石斛的组织培养

与栽培技术研究也越来越多[5-8]，对其快速繁殖技术

也有了突破性的研究[9-13]，移栽的成活率也有极大的

提高[10,14]，这些研究为成功进行大规模的人工种植铁

皮石斛奠定扎实的基础。铁皮石斛的人工大规模种

植是在 1996 年第十届福建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浙江

天皇野生植物实业公司宣布研究栽培成功并建立了

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铁皮石斛栽培生产基地，并推出

铁皮枫汁晶保健品[15]。2002 年浙江天皇药业有限公

司人工栽培的铁皮石斛达到 100.0 hm2，成为当时世

界上 大的铁皮石斛培育基地，而在 2004 年其铁皮

石斛培育基地面积达到 167.1 hm2[16]。广西省桂平市

宏森铁皮石斛种植有限公司 2006 年在广西桂平市西

山区建立了“西草园”铁皮石斛种植基地，截至 2011
年该基地面积达到 3.3 hm2。2011 年浙江省丽水市

大规模铁皮石斛种植基地项目开工，总建设面积为

8.7 hm2。2011 年深圳市晟泰投资公司与广东光宇生

物公司签订合作项目 5 年投资 5 亿元种植铁皮石斛。

云南省作为铁皮石斛种植栽培的主要区域之一，铁

皮石斛的种植面积扩展较迅速，从 2010 年的 333.3～
400 hm2迅速发展到 2012 年的约 1 000 hm2。广东省

饶平县鼓励推广种植铁皮石斛，目前已建成以广东

永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永生源）为龙头的公司，

铁皮石斛种植生产基地建设成效显著，截至目前，

永生源建立的一期近 66.7 hm2符合国家 GAP 标准的

种植基地，年生产能力 3 000 多万株，但并不能满足

市场的需求，其二期约 133.3 hm2的种植基地正在建

设中，200 hm2种植基地的建成，将成为广东省乃至

全国 大的铁皮石斛集约化、高密度、标准化的种

植基地。广东永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建项目有

望在连续 3 年每年新增铁皮石斛鲜品 30 吨。 
由此可见，近 10 年来虽然铁皮石斛产业迅速发

展，但产业规模不大，产品影响力不够，从全国角

度看，只能算是刚刚起步。 
2  铁皮石斛鲜品优势 
2.1  铁皮石斛鲜品营养丰富 

多糖、生物碱、铁皮石斛素等是铁皮石斛的主

要功效成分，目前市场上铁皮石斛的加工品以铁皮

石斛枫斗为主，其加工过程大致需要经过整理、烘

焙、卷曲加箍及干燥 4 个工艺步骤，在整个加工环

节，涉及到烘培及干燥，这必定会对一些热敏性的

营养物质产生破坏，或降低其量。有研究表明，铁

皮石斛鲜品中总生物碱及还原糖的量高于干品，多

糖量二者未见明显差别；薄层色谱分析结果显示，

二者的水溶性成分薄层斑点有明显区别[17]。 
2.2  中医对鲜品中药的推崇 

从中药的发展史看，其临床应用有干药和鲜药，

虽然鲜药不及干药使用广泛，但是鲜药含有大量的

自然汁、丰富的天然活性物质，防治某些疾病，清

热养阴之力优于干药，具有干药不可及的独到作用。

中医用鲜药治病，已有数千年的历史[18]，具有独特

的疗效，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鲤鱼胆、活蝓等

记载。以后的历代医家如张仲景、李时珍等都应用

鲜活药材治病。全国高等院校教科书《中药学》中

收载了多种可以鲜用的中药，如生姜、竹叶、马齿

苋、石斛、生地、蒲公英、地龙、葱白、芦根等[19]。

鲜中药独特的性味功能是不能用一般中药代替的。

中药鲜用是几千年来大量临床实践的经验总结，也

是中医的特色之一。 
传统鲜药的应用是现采鲜用，虽然疗效独到，

但受到环境条件的限制，在应用时往往因为季节、

地区和没有保鲜手段等原因而放弃。鲜药的推广和

临床使用也因此受到影响。久而久之，鲜药治病之

法逐渐淡出了医药专业人士及大众的视线，鲜药在

中药的应用中难于发挥其应有作用。目前，大多数

的中药房以及医院很少备有鲜活药材。对此，许多

专家学者不断呼吁，鲜药应用亟需继承发展[18]。中

药的鲜用是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有其开发前景及

价值，值得认真研究并加以发掘。 
2.3  可避免假冒伪劣铁皮石斛产品 

铁皮石斛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由此铁皮石斛

的各种制品也广受欢迎。作为夏季进补的佳品，近

期铁皮石斛制品销量攀升。然而，目前市场上的铁

皮石斛制品存在产地不正宗、品质不纯正、有效成

分含量低等以次充好的现象。 
以“铁皮枫斗”产品为例，其是由铁皮石斛经

干制加工而成，但受经济利益驱动，目前市场上出

现了不少以次充好的“铁皮枫斗”制品。据调查，部

分“铁皮枫斗”产品实际是紫皮、铜皮、硬脚铁皮、

水草、刚节、虫草等非铁皮石斛冒充。还有一些商

家，用岩珠等外形类似石斛的草药等仿制。生鲜的

石斛因为种类不同会有形状、色泽方面的差别，消

费者只要稍作了解就能够轻松分辨出是不是铁皮石

斛。不过，经过烘焙、卷曲等工序制作而成的“枫

斗”早已“面目全非”，其原料究竟是铁皮石斛还是

其他种类的石斛，单凭肉眼观察已无法分辨。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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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能通过品尝，根据口感来判断石斛的品种。就

如何区分真假铁皮石斛产品，可从 3 方面进行鉴定：

产品所用铁皮石斛的原产地、种植环境以及生产质

量控制。但这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很难对这 3 方面加

以鉴别，铁皮石斛加工成“枫斗”后只看外表已经

无法分辨出石斛的种类。 
3  铁皮石斛贮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铁皮石斛采后仍然是一个活体，根据贮藏方法

不同，其在贮藏过程中会出现霉变、变味、失水等

问题。 
3.1  霉菌的生长繁殖 

由于铁皮石斛营养丰富，加上种植地区多为高

温潮湿的热带、亚热带，其组织破损处（两头）极

易引起霉菌繁殖，形成霉斑。霉菌菌丝会进一步生

长繁殖并逐渐由两头向中间扩散， 终使鲜品铁皮

石斛失去商品价值，甚至是食用价值。 
3.2  乙醇味及酸味 

利用真空包装袋密封包装的铁皮石斛鲜品，在

室温下经过一定时间的贮藏后，会产生微弱的酸

味及乙醇发酵味，且随着贮藏时间延长，酸味加

重。这可能与铁皮石斛的采后生理代谢及无氧呼

吸有关。 
3.3  失重 

同样贮藏温度（5 ℃）和湿度（70%）下，经

过包装后的铁皮石斛在贮藏 90 d 后失重率在 10%
左右，而未经过包装的铁皮石斛失重率则达到

54%。在低温及室内贮藏时二者差异不显著。此外，

风冷式冷库对未包装处理的铁皮石斛失重率的影

响更显著。 
3.4  冷凝水 

由于铁皮石斛的呼吸作用及蒸腾作用，包装环

境中容易凝聚水珠，经长期观察发现，与水珠接触

过的铁皮石斛更容易滋生霉菌及腐烂变质。 
3.5  其他问题 

铁皮石斛在贮藏一段时间后，失去原有的脆度

及多汁的口感，取而代之的是纤维化口感非常严重，

产生的原因可能与铁皮石斛的正常生理代谢及微生

物的生长繁殖有直接关系。 
此外，无氧环境中，除会产生乙醇味及酸味外，

铁皮石斛还会出现变色现象，有氧环境且适当的相

对湿度环境下，则会出现出芽现象。 
4  铁皮石斛保鲜方法研究 

有报道，铁皮石斛随着种植年份的增加，其功

效成分如生物碱、多糖等的量会逐渐增加，但 2 年

生铁皮石斛与 3 年生铁皮石斛在各功效成分上无显

著差异[20]，综合考虑种植成本及功效成分，种植户

及种植企业一般会选择种植 1～2 年进行采收。铁皮

石斛每年的春天萌发新芽，冬天可采收当年的新铁

皮石斛鲜条，采收期可从当年 11 月持续至来年 5
月份左右。若过了 5 月份，开花之后，仍未采收，药

效成分的量会持续下降，茎接近干枯，药用价值极

低。所以每年铁皮石斛鲜条的供给只有 6～7 个月，

影响了鲜铁皮石斛的销售，特别是在南方沿海经济

发达城市，进入 7 月份是铁皮石斛鲜品的消费旺季，

所以如果能在非采收季节供应足够的铁皮石斛鲜

品，无疑将对占领市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起到举

足轻重的作用。 
借鉴果蔬等农产品的成熟保鲜方法，目前已经成

功应用于中药鲜药保鲜的方法包括气调贮藏[21]、辐照

保鲜[22-23]、冷冻[17,24]或冷藏、密封冷藏、除氧[25]及真

空保鲜[26-29]、应用保鲜剂保鲜[30]等。但是中药品种

多，每个品种的来源不同、成分不同、理化性质不

同，其保鲜方法也大不相同。 
铁皮石斛作为一种中药，相关研究报道基本上

以国内文献为主。国内对于石斛类中药常用的保鲜

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4.1  传统保藏法 

中药鲜药的传统保藏法主要包括鲜条法和沙藏

法[31-32]。鲜条法是使用活体植株，强制预设通风道，

通风清水加湿，降低植株体的生理活性，可以使铁

皮石斛的保藏期延长至 1 个月左右。沙藏法即将活

体植株藏于沙堆中，随用随取，效果较好，保藏期

可在 1 个月以上。两种保藏方法都是鲜食中药材的

主要保藏方法，都是采用活体植株保藏，并结合一

定湿度和温度保藏，通过降低植株的生理活性以延

长保质期。其主要缺点在于两者都只适用于少量保

藏，保藏期限短，容易腐烂变质，且需要较大的保

藏空间，不适合现代化集约化生产。 
4.2  冷藏法 

冷藏法是目前应用 为广泛的方法，贮藏温度

在 0～5 ℃。有研究表明，将新鲜的中药采收后洗

净、按规格整理，用聚乙烯薄膜袋，按每袋 0.5～2 kg
的包装量封袋，放入冷冻柜内（0 ℃左右）保存，保

藏期限可以控制在 2～3 个月[31,33]。主要优势在于保

鲜时间较长，保存期质量稳定，清洁卫生，省时省

力等，特别适宜大、中或基层医院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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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速冻低温保鲜 
袋装冷冻法是在冷藏保鲜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一种保鲜方法，主要区别在于冷藏温度。有研究

采用速冻保鲜结合聚乙烯袋装技术[34-35]，对石斛分

别进行了保鲜方法的实验和保鲜前后的化学成分测

定和药效学比较。结果显示使用聚乙烯包装袋直接

封口，−30 ℃速冻，−18 ℃保藏，可以在保持基本

成分和药效的基础上，使石斛保鲜贮存期达 6 个月

至 1 年。郝近大[17]对生姜、地黄及石斛的速冻保鲜

方法研究取得新进展，可保持鲜药原有形态、药效

成分及药效，但对解冻后的产品品质变化未作报道。 
从目前研究现状分析， 有效的保藏方式为速

冻保藏，但这一方法存在以下 2 个方面的缺点：（1）
解冻后的品质急剧下降，特别是铁皮石斛等石斛类

鲜品解冻后，表皮色泽变暗，脆度降低，冷冻伤害

严重，且在常温下极易发生霉变、腐败等现象；（2）
速冻保藏的铁皮石斛对其销售和运输都提出较高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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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石斛保鲜技术研究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1）研究铁皮石斛有效的保鲜技术，可延

长鲜品的保存期，如能将保鲜期延长 6 个月，则可

为市场全年提供鲜品铁皮石斛。此外，在采收旺季，

特别是南方高温、高湿天气居多，储存不当，就会

引起铁皮石斛大量霉变、腐烂，这对于名贵的铁皮

石斛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现有的保鲜方法还不

能完全解决保鲜中存在的所有问题，所以，行之有

效的保鲜技术的研究对减少铁皮石斛损失具有重大

的意义。（2）在当今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年代，人

们越来越追求自然的、未经加工的产品，铁皮石斛

鲜品完全符合现代人的饮食和消费习惯，铁皮石斛

鲜品消费市场潜力巨大。（3）近几年，铁皮石斛种

植企业的增多、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以及种植技术水

平的提高使得铁皮石斛的产量年年攀升，在这个新

兴市场，企业也需要时间来开拓市场，铁皮石斛的保

鲜技术可以给企业消化库存提供宝贵的时间。（4）由

于每一味药材的形态、有效成分和药效作用都有自身

的特点，必须有针对性地开展保鲜技术研究工作。 
解决铁皮石斛的保鲜问题应该综合考虑采收、

前处理、包装、保藏条件及安全等因素，使得铁皮

石斛能够尽量保持原有的药效、色泽、脆度及水分

含量。 
此外，随着食品工业、制药工业所使用的先进

的保鲜、提取、分离、干燥等技术运用到中药鲜药

制剂的生产中，鲜药制剂也将是保证鲜药药效的一

种有效方法，也可满足部分鲜药保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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