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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精产业作为我国中医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源、种植、加工、市场各个环节中都存在问题，只有找到解决

这些问题的对策，才能保证黄精的产业化、规模化和国际化。通过相关文献的查阅分析，以及各个黄精产区的实地调研对影

响黄精产业发展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对相关对策进行研究。对黄精进行规范化种植以及相关产品的综合研究与开发是解决黄

精产业发展问题的 佳手段，是黄精产业未来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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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bjective  molygonati ohizoma=industr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in China, There are a 
lot of problems in the resources, planting, processing, and each aspect in the market, which affect the molygonati ohizoma industry. It 
is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orresponding problem that could ensure the industrialization, large scale,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olygonati ohizoma industry. The corresponding problems are cataloged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which affect molygonati ohizoma 
industry are studied by accessing to a large number of related papers and investigating each molygonati ohizoma producing area. The 
optimal means to solve the problem faced in molygonati ohizoma industry is to plant molygonati ohizoma in a scale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relative products of molygonati ohizoma, which is the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lygonati ohizoma=industry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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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精 molygonati ohizoma 是百合科（Liliaceae）
黄精属 molygonatum Mill. 多种植物根茎的总称，

《中国药典》2010 年版收载了黄精 molygonatum 
sibiricum Red.、滇黄精 m. kingianum Coll. et Hemsl. 
和多花黄精 m. cyrtonema Hua 3 种植物为其原生药，

民间药用更为广泛，将近有几十个种。在我国，对

黄精的药用历史已逾 2 000 年，是中医常用药物之

一。在我国医学典著《神仙芝草经》及《本草纲目》

中有载：“黄精宽中益气，使五脏调良，肌肉充盛，

骨髓坚强，多年不老，以白更黑，齿落更生”。传统

中医学认为黄精性平、味甘，无毒，归脾、肺、肾

经，具有补中益气、润心肺、强筋骨等功能，主治

虚损寒热、肺痨咳血、病后体虚、筋骨软弱。现代

药理学研究证明，黄精具有增强免疫功能、调血脂、

降血糖、延缓衰老等多种药理作用。对黄精化学成

分的研究表明，黄精含有黄精皂苷、烟酸、糖类、

醌类、氨基酸及微量元素等多种成分[1]。 
随着国内外对黄精开发的热度不断升温，特别

是在营养保健、中国老年疾病预防等方面，对黄精

需求越来越大，黄精产业作为传统中医药产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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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但是发展过程中不

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影响黄精产业发展的问题，本

文就影响黄精产业发展的问题进行总结，包括资源、

种植、加工、市场各个环节，以保证黄精产业健康、

稳定、可持续发展。 
N  黄精资源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NKN  分类问题及对策 

自从 Miller（1754 年）建立黄精属以来，迄今已

发表 60 余种，广布于北温带，我国有 40 余种，是黄

精属植物的主要分布中心。由于形态上的过渡性、地

理分布的重叠性使得本属植物的种间区别趋于复

杂，种间划分较困难。因此，黄精属植物资源的分类

一直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正是鉴于上述原因，很

多学者运用各种先进的手段，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

找到一种划分黄精属类别的新方法，如细胞分类学[2]、

花粉形态[3-4]、叶表皮[5]、基因组学[6]等。但由于大部

分学者都是从植物性状、细胞形态等某一方面对少数

几种黄精属植物进行分类研究，缺乏科学性、全面性

和综合性，目前仍然没有一种满意的分类方法，这也

就从根本上限制了黄精产业的发展。 
采用现代方法对全国所有的黄精属植物进行系

统、全面地综合对比研究，从形态学、细胞学、解

剖学、孢粉学、胚胎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各个方面进

行比较分析，并运用聚类分析的方法，探讨各类群

间的系统亲缘关系，确定可行、可靠的分类方法，从

而建立黄精属的分支系统树，是解决黄精属植物分

类的有效途径。 
NKO  入药的种类问题及对策 

《中国药典》2010 年版规定入药的黄精是百合

科植物黄精、滇黄精和多花黄精 3 种植物的干燥根

茎。民间药用有十几种，如分布于四川、云南的对

叶黄精 m. oppositifolium (Wall.) Royle，分布于辽宁、

河北的热河黄精 m. macropodium Turcz.，分布于江

苏、安徽等省的长梗黄精 m. filipes Merr.，分布于陕

西、甘肃、湖南等省的轮叶黄精 m. verticillatum (L.) 
All 和卷叶黄精 m. cirrhifolium (Wall.) Royle，分布于

河南、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的湖北黄精 m. 
zanlanscianense Pamp，分布于云南省的距药黄精 m. 
franchetii Hua 等在民间都有广泛的应用[7-9]，且药效

令人满意。 
对此，为更加合理利用和扩大药用资源，解决

黄精药用资源的不足，应对入药的黄精品种资源加

以整理和确定，以便有效利用药源。加强这些品种

在原植物种类与形态、药材性状及组织结构，以及

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尤为重要。 
O  黄精种植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OKN  良种繁育问题及对策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近十几年来对黄精

多种功能的深入研究，天然保健与功能食品的开发

研制，黄精药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野生资源量急

剧下降，采集野生黄精不但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更

破坏了生态环境和黄精野生资源。由此人们逐渐开

始对黄精的野生驯化变家种的育种进行探索研究。

很多科学工作者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但对黄精的高

产、高效、优质栽培技术研究甚少，研究深度也不

够，对黄精繁殖方式主要集中在根状茎繁殖与种子

繁殖上[10]。但是，采用根茎繁殖，品种更新速度慢、

易感染病毒病，多代繁殖后品种退化严重；同时用

种量大，每公顷需黄精 2 250 kg，需大量采挖野生

黄精，对种源和环境破坏严重。采用种子繁殖，存

在生长周期长（从播种到采收需 4～5 年），种子发

芽、成苗率低等问题。因此，常规繁殖方法已不适

应黄精产业迅速发展的需求。 
因此对于黄精的组织培养、细胞培养、转基因

工程等生物技术以及工厂化的无土栽培技术等研究

迫在眉睫[11]。通过组织培养可以快速繁殖优良品

种、优良类型和珍贵种质资源，脱除各类病毒，幼

化复壮植物，并且可以直接诱变和筛选出具抗病、

抗盐、高赖氨酸、高蛋白等优良性状的品种，对于

保存种质资源，避免基因的丢失和毁灭具有重要意

义。通过这种方法能为黄精驯化栽培提供充足优质

的种源，促进黄精产业的发展；同时减少因大量采

挖野生黄精对生态环境和黄精资源的破坏。 
OKO  栽培问题及对策 

随着黄精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近几年来黄精

价格不断提高，应用领域不断扩大，更多的药农开

始种植黄精，但是药农普遍认为黄精好种，不用过

多管理，凭借经验对待黄精生长的各个环节，田间

管理极差；连续种植，造成黄精连作现象十分普遍，

连续种植也使病虫害增加，药农又没有应对的办法，

也使黄精种植陷入了恶性循环；普遍存在滥施肥、

滥用除草剂等现象，使部分黄精药材重金属含量和

农药残留量超标，进而影响黄精药材的产量和质

量，很难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严重限制了黄精的

应用[12]。药农分散种植、不愿过多投入，土地分散，

使统一种子规格、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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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统一采收、统一加工实施起来存在困难，很

难控制重金属超标和农药残留[13]。 
长期的无性繁殖及种源的自繁、自留导致了植

株的混杂、老化，无种子质量标准，且优良品种选

育研究极少，导致种质退化、抗逆性差、植株病毒

化严重，由此引起减产现象。植株间良莠不齐、品

质变异较大，导致药材质量不稳定，严重影响了黄

精临床应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因此，黄精栽培应严格按照 GAP 的要求对栽

培生产的一系列环节加以严格控制。如栽培基地的

环境，包括地理地质条件、气候因子、土壤环境、

大气环境、水质等与黄精生长繁殖有关的客观条件；

栽培管理，包括栽培制度、选种、育种、种子处理、

播种和移栽、种子种苗、大田施肥、田间管理、病

虫害防治等，以及适时采收、产地加工等技术环节；

研究黄精生长发育规律、生物学特性，以及制定黄

精栽培的标准操作规程（SOP）[14]。 
P  黄精加工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PKN  初加工问题及对策 

黄精 早的加工方法见于我国南北朝时期的

《雷公炮制论》[15]，雷公曰：“凡来得以溪水洗净后

以己至子，刀切薄片，曝干用”。唐代《千斤翼方》

描述：“九月末挖取根，拣肥大者来日熟蒸，微曝干

以蒸，待再曝干，食之如蜜，即可停”，此方法即称

为“重蒸法”。现在加工黄精常采用的是将黄精放入

锅内，加清水至黄精被浸没，火烧煮，在煮的过程

中及时添水，煮熟至透心后的黄精根茎晒至 5 成干，

放入蒸笼内隔水蒸约 4 h，取出再晒。如此反复蒸晒

多次，直至表面呈黑色，内部呈黑棕色，再将浓缩

液淋在黄精上，拌匀后再蒸， 后晒或烘干，置荫

凉处存放。目前对于黄精的初加工演变未有详尽的

报道，有的是传统加工方法，也有的是根据当地药

用习惯，全国各地方加工方法不够统一，多数都是

根据经验，没有具体的科学数据，药农一般凭经验

掌握，即煮或蒸到黄精根状茎能被大拇指指甲掐入

为度，或掰开断面，看到近透心时即可。目前已有

的黄精炮制研究多侧重其炮制前后某种或几种混合

成分指标的比较[16]，由于炮制工艺不规范，其研究

结果说服力不强、可信度差。 
因此，综合考虑药材的内在质量和药材的外官

美感与口感，建立规范科学的炮制方法势在必行。

通过严格控制蒸、煮时间和直接干燥温度，对黄精

加工过程中黄精多糖、总糖、皂苷、水浸出物、乙

醇浸出物、正丁醇浸出物、颜色、品味的变化进行

对比分析，确定黄精 佳产地加工方法，制定饮片

质量标准，既能体现中药多成分、多层次、多靶点

的作用特点，又可以活性混合物量综合评判制备工

艺、控制产品质量，具有科学性和创新性[17]。 
PKO  深加工问题及对策 

由于黄精具有抗衰老、抗肿瘤、抗辐射、提高

和改善记忆、降血糖、调血脂、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抗炎、抗病原微生物、免疫调节等药理作用，自古

以来，老百姓就将其用于防病治病、营养保健和美

容。目前市场上常见的黄精产品主要有黄精饮片、

黄精丸、当归黄精膏、黄精赞育胶囊、十一味黄精

颗粒、益元黄精糖浆、黄精冲剂、蚁黄精胶囊；黄

精茶、黄精酒、黄精酥、黄精糖；黄精保湿焕肤面

贴膜、美白中药面膜素等[18]。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黄精的产品开发还处

于初级阶段，产品存在“短、小、乱”的现象，

即只是原植物简单加工的短线产品，且产品杂乱，

没有市场主导产品，生产工艺及制剂技术水平较

低，研究开发技术平台不完善，创新能力较弱。

在天然药物的研究开发中，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肝炎、肿瘤、糖尿病等的新药研制，一直是国内

外医药产业研究的热点。而黄精在提高机体免疫

能力、抗肿瘤、抗衰老、抗病毒、降糖等方面的

作用已为现代医学所证实。因此，研制具有良好

免疫调节作用的新免疫调节药、抗 HIV 病毒、抗

肿瘤、抗衰老新药，应成为今后黄精开发研究的

主要方向。因此，黄精的深加工必须从黄精的有

效成分和药理活性研究出发，在研制新药的同时，

兼顾保健食品和化妆品的研究，实现黄精的综合

利用。 
Q  黄精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QKN  中药材匮乏问题及对策 

黄精市场需求量逐年增加，除国内消费市场外，

黄精出口韩国、日本等国家，久畅不衰，价格稳中

有升，市场缺口很大。而文献查阅与资源调查显示，

随着全国各地黄精野生资源采挖量减少和在药

物、保健食品和保健化妆品等领域的开发，目前市

场黄精干品年供应量远未达到需求量，并且还有拉

大的趋势。资源匮乏问题已经成为黄精产业发展的

瓶颈。黄精资源匮乏的原因主要是目前黄精药材仍

以野生为主，种植不成规模；主产区资源锐减，采

挖量少；生长周期长，产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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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黄精的规范化种植是解决黄精资源匮

乏问题的有效途径。通过黄精的规范化种植，既能

缓解黄精资源匮乏的瓶颈问题，又能得到安全有效

的黄精原料药，实现黄精产业的标准化、现代化和

国际化。 
QKO  市场杂乱问题及对策 

随着黄精需求量的逐渐增大，黄精的价格逐年上

涨，受到利益驱使，各种黄精伪品混入市场，严重影

响了黄精市场的健康发展。黄精常见伪品有苦黄精，

主产于甘肃、东北各省；大玉竹，主产于湖南。 
为了规范黄精市场，提高黄精的市场准入标准

势在必行。首先要运用现代科技提高黄精的鉴别手

段；其次要加大对黄精假药的打击力度，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黄精市场健康、有序、繁荣发展。 
R  结语 

黄精产业作为我国中医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健康、可持续发展与我国中医药的发展息息

相关。对黄精进行规范化种植以及相关产品的综合

研究与开发是解决黄精产业发展问题的重要手段，

是黄精产业未来的发展之路。通过黄精 GAP 种植

基地的建设，在此基础上对黄精进行深度加工，形

成黄精道地药材的产业化、规模化、国际化，实现

对黄精的综合性和系统性开发。生产的高质量黄精

除满足药材原料需求外，还可开发其新剂型、新适

应症和各种功能性保健品和化妆品等，从而辐射和

带动“制药、食品、美容、园林、旅游”等相关领

域的发展，丰富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

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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