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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藤椒 Zanthoxylum armatum 为近年兴起的特色药食两用产品，而藤椒在花椒商品相关标准中并未收载，对于藤椒的

定义也尚无明确规定。针对藤椒在内的花椒商品的来源进行了考证，分析了藤椒与其他花椒商品的区别和联系，从而提出了

对藤椒定义的思考。对藤椒定义的规定将有助于稳定藤椒的质量，为后续藤椒的质量标准、品质评价研究提供借鉴，为解决

花椒商品中“青花椒”的混用状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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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haracteristic medical and edible products, Zanthoxylum armatum has come into being popular in the past 20 years, but 

it has not been recorded in the relevant standards of Z. bungeanum commodities, and there is no clear regulation for the definition of Z. 

armatum. This paper makes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sources of Z. bungeanum commodities,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Z. armatum and other Z. bungeanum commodit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new definition of Z. armatum. The 

definition of Z. armatum will help to stabilize the quality of Z. armatum,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quality standard and quality 

evaluation of Z. armatum,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olving the mixed situation of Z. schinifolium in Z. bungeanum commod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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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椒为药食两用之品，药用具有温中止痛、杀

虫止痒之功效，主要用于驱寒、除湿、杀虫[1]，《中

国药典》2015 年版收载花椒的成方制剂 9 个，以丸

剂和外用制剂居多。花椒作为食用之品，为“八大

调味品”之一，特别是在川菜中为不可或缺的调味

料[2]。“红花椒”曾是麻味调味品中的一枝独秀，但

近年来，川厨从花椒商品中发掘出了“青花椒”，很

快便以其独特的椒香味成为麻味调味品中的后起之

秀；其中的藤椒则因清香麻鲜味和翠绿的色泽而得

到广泛的使用[3]。随着藤椒受喜爱程度的提高，促

进了川渝地区的藤椒种植业的迅猛发展，藤椒鲜品、

藤椒油等系列产品市场占有率也逐年增加，然而藤

椒在花椒商品的相关标准中并未收载，其定义至今

也无明确规定，导致市场上藤椒的来源混乱，质量

不稳定；藤椒是否与《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中的“青

椒”、川渝地区流通的“青花椒”为同一品种尚未明

晰。因此，本文对藤椒及花椒商品的来源进行考证，

分析了藤椒与其他花椒商品的区别和联系，在此基

础上分别对藤椒作为食品和药品提出明确的定义，

以期为后续藤椒的质量标准、品质评价研究提供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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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为解决花椒商品中“青花椒”的混用状况提供

参考，为藤椒产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藤椒及花椒商品来源的考证 

花椒商品根据颜色分类主要有“红花椒”和“青 

花椒”，其中，以四川汉源和茂汶、陕西韩城、山东

泰安、甘肃武都等地区为“红花椒”的代表产区，

而四川金阳和洪雅、重庆江津、云南昭通等地区则

为“青花椒”的代表产区；根据栽培品种分类，主

要有汉源贡椒、正路花椒、大红袍、大红椒、小红

椒、白沙椒、金阳青花椒、江津青花椒、洪雅藤椒

等；根据芸香科花椒属植物来源分类，主要有花椒

亚属中的花椒 Zanthoxylum bungeanum Maxim.、竹

叶花椒 Z. armatum DC.、野花椒 Z. simulans Hance.、

川陕花椒 Z. piasezkii Maxim.，崖椒亚属中的青花椒

Z. schinifolium Sieb. et Zucc. 等[4]。 

1.1  本草考证 

花椒为药食两用之品，其药用历史悠久，在历

代本草文献中均有记载，且有蜀椒、川椒、秦椒、

巴椒、椒、花椒、竹叶椒、蔓椒、崖椒等名称。经

本草考证后发现蜀椒、川椒、秦椒、巴椒、花椒均

为芸香科花椒属植物花椒；竹叶椒则为花椒属植物

竹叶花椒；蔓椒、崖椒尚不明确其指代植物。另外，

根据青花椒植物特征并结合历代本草附图发现蔓

椒、崖椒、竹叶椒也不能指代青花椒[5-6]。因此，可

以认为《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中的青椒（青花椒）

植物古代所用甚少，而花椒、竹叶花椒所用较多，

且尚未有藤椒的记载。藤椒作为花椒商品的组成部

分，是否可指代为历代本草中的蜀椒、川椒、秦椒、

巴椒、椒、花椒、竹叶椒、蔓椒、崖椒，以及是否

具有花椒所具备的温中止痛、止泻、治牙痛、杀虫

止痒之功效[7]，尚需进一步考证和研究。 

1.2  文献考证 

花椒不仅是川产道地药材，更是川菜中不可或

缺的调味品。目前，四川省内栽培的花椒主要为芸

香科花椒亚属的花椒和竹叶花椒，尚未见崖椒亚属

的青花椒[8]。也有学者对四川野生花椒资源进行了

调查与采集，发现花椒属植物有 9 种（含 4 个变种），

其中竹叶花椒所占比例最高（达 66%），其次是花

椒（14.5%），再次为油叶花椒 Z. bungeanum Maxim. 

var. punctatum Huang（7.3%），并在所调查地区（点）

均采集到了竹叶花椒标本[9]，说明竹叶花椒在四川

分布非常广泛。竹叶花椒近成熟尚绿果实作为“青

花椒”商品近年来备受关注，但各地对其称谓有所

不同，如四川大部分地区（含乐山、眉山、绵阳、

雅安、成都等）因其枝叶披散，延长状若藤蔓，称

其为藤椒[10-14]；而四川金阳称其为金阳青花椒[15]。

另外，“青花椒”商品中的江津青花椒、昭通青花椒

2 个品种，其植物来源也为竹叶花椒[10,16]。因此，

可以认为藤椒来源于竹叶花椒，属于花椒商品中的

“青花椒”商品。 

1.3  花椒商品相关标准考证 

《中国药典》2015 年版收载花椒来源于芸香科

植物花椒或青椒的干燥成熟果皮[1]。在食品标准中，

花椒来源于芸香科植物花椒、青椒、竹叶花椒的果

皮[17]。在地方药材标准中，青椒曾收载于《辽宁省

中药饮片炮制规范》1975 年版，来源于芸香科植物

崖椒（即青椒）的干燥果实筛去种子及杂质。竹叶

花椒曾收载于《广西省药材标准》1990 年版，为芸

香科植物竹叶花椒的干燥成熟果实，秋季采收除杂，

阴干使用；也收载于《湖南省药材标准》2009 年版，

为芸香科植物竹叶花椒的干燥成熟果皮，秋季成熟

时采收干燥除去杂质及种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在药典标准、食品标准中 Zanthoxylum schinifolium 

Sieb. et Zucc. 的中文名称为青椒，但其在各植物志

的中文学名则不同，有青花椒、山花椒、青椒子、

香椒子、崖椒等[10]，为统一称谓，本文将涉及到此

拉丁学名的植物中文名以《中国植物志》的正名青

花椒表示[18]。 

综上所述，市场上流通的花椒商品中“红花

椒”主要来源于花椒，而“青花椒”主要来源于

竹叶花椒和青花椒。红花椒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使

用，青花椒的使用则有地区差异，其中以四川、

重庆、贵州、云南及湖南为代表的南方地区使用

的青花椒皆来源于竹叶花椒，而以北京、河北、

安徽、辽宁、吉林及黑龙江等地为代表的北方地

区使用的“青花椒”则来源于青花椒 [6]。竹叶花

椒在南方地区广泛栽培，而青花椒多为野生，因

此市场上流通销售的“青花椒”多为竹叶花椒，

包括金阳青花椒、江津青花椒、昭通青花椒、洪

雅藤椒等。另外，查阅文献报道[19-25]发现部分学

者将《中国药典》2015 年版所收载的青椒当成市

场上流通的“青花椒”，虽冠以青花椒植物的拉丁

名 Zanthoxylum schinifolium Sieb. et Zucc.，但实际

多来源于竹叶花椒植物，引出了“青花椒”的商

品和基原混淆的问题，给科研、学习、生产带来

一些不便和误解，亟待区分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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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藤椒的发展现状 

近 20 年来，四川乐山、眉山、绵阳等地大力发

展藤椒种植业，其中眉山市洪雅县种植面积已达

0.57 万公顷，并成功选育出了“洪雅藤椒”品种，

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誉名为“中国藤椒之乡”[26]；

乐山峨眉山市以及绵阳市的藤椒种植面积也达到

上千公顷[25,27]。另外，部分特色产区的藤椒先后被

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如乐山市“峨眉山藤椒”

和“黑竹沟藤椒”、眉山市“洪雅藤椒”等[25,28]。随

着藤椒产业的发展，藤椒文化也得到传承发扬，如

中国第 1 个以展示藤椒文化的博物馆（中国藤椒文

化博物馆）在眉山市洪雅县修建完成，已于 2010

年 2 月 9 日正式向世人开放[29]。 

目前，藤椒作为食品主要有鲜品及其加工品（藤

椒油）2 种形式。藤椒鲜品作为调味料已广泛添加

至川菜菜肴中，并形成了一种新的的川菜风味——

藤椒味，促使川菜的“麻”味又呈现出新的风貌。

以藤椒鲜果为原料制成的藤椒油与花椒油相比，成

分更丰富，“麻、香”味更加浓郁，口感亦更加丰

满[30]。随着食品工业的不断发展，涌现出一批深受

欢迎的藤椒油品牌，如建华、幺麻子、万弗等，并

广泛销往全国各地，藤椒油也因此被更多人所认识

和喜爱[25]。 

虽然藤椒作为花椒商品中的特色产品备受欢

迎，但在花椒商品的相关标准中并未收载藤椒，其

定义至今也无明确规定，导致市场上藤椒的来源混

乱，质量参差不齐，因此有必要将藤椒及花椒商品

进行深入区别分析。 

3  藤椒及花椒商品的区别 

3.1  花椒商品规格 

目前，所售花椒商品有“红花椒”“青花椒”“藤

椒”“竹叶花椒”等。不同花椒商品来源于不同的植

物，其采收时间、产地分布、性状也有所不同，具

体见表 1 和图 1、2。

表 1  花椒商品不同规格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specifications of Z. bungeanum 

商品名称 植物来源 采收 产地分布 性状描述 

红花椒 花椒 秋季采收成熟果实，晒干除去种

子及杂质 

全国大部分地区 果皮外表面红色、紫红色或棕红色，散有

多数疣状凸起的油点，内表面淡黄色；

香气浓郁，味麻辣而持久 

青花椒 青花椒 

 

秋季采收成熟果实，晒干除去种

子及杂质 

安徽、河北、北京及东

北 3 省等北方地区 

果皮外表面灰绿色或暗绿色，散有多数油

点和细密的网状隆起皱纹，内表面类白

色；气香，味微甜而辛 

竹叶花椒 

 

夏末秋初采收近成熟尚绿果实，

晒干除去种子及杂质 

四川、重庆、贵州、云

南、湖南等南方地区 

果皮外表面青绿色或暗绿色，散有多数疣

状凸起的油点，内表面黄绿色；气清香，

味辛麻 

藤椒 竹叶花椒 

 

夏末秋初采收近成熟尚绿果实，

鲜用或干燥除去种子及杂质 

四川地区 鲜果外表面绿色，散有多数凸起饱满的油

腺；气清香浓郁，味辛麻 

干品果皮外表面青绿色或暗绿色，散有多

数疣状凸起的油点，内表面黄绿色；气

清香，味辛麻 

竹叶花椒 竹叶花椒 

 

秋季采收成熟果实，晒干除去种

子及杂质 

四川、重庆、贵州、云

南、湖南等南方地区 

果皮外表面暗红色至棕褐色，散有多数疣

状凸起的油点，内表面淡黄色；气清香，

味辛麻 

 

 

红花椒（花椒）            青椒（青花椒） 

图 1  药典花椒商品 

Fig. 1  Z. bungeanum commodities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鲜藤椒              青花椒              竹叶花椒 

图 2  竹叶花椒来源相关花椒商品 

Fig. 2  Z. bungeanum commodities derived from Z. armatum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49 卷 第 4 期 2018 年 2 月 

   

·990· 

3.2  花椒商品活性成分 

花椒商品作为药食两用之品，“麻、香”是其主

要的风味特征，体现“麻、香”的化学成分也是其

主要的活性成分[31]。花椒商品中的香味物质主要为

挥发油，包含烯类、醇类、酮类、醛类、酯类等

成分[32]；而麻味物质主要是一类链状不饱和脂肪酸

酰胺类物质，并以山椒素类为代表成分[33]。Zhang 等[34]

研究发现花椒商品对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循环系

统疾病的治疗以及抗炎、镇痛、抗肿瘤、抗氧化、

抗菌杀虫方面具有较强的药理活性。另有学者认为

发挥花椒药理活性的主要成分为其香味物质和麻味

物质，其中香味物质具有抑菌、杀虫、镇痛、平

喘、抗炎、抗肿瘤、抗动脉粥样硬化、抑制平滑

肌收缩等作用[31,35-38]；而麻味物质则具有麻醉、镇痛、

驱虫、调节糖脂代谢紊乱、保护胃肠道等作用[39-40]。 

迄今为止，已发现花椒属植物果实中的香气成

分达 130 多种[41]。花椒商品因植物来源、产地、采

收的不同，花椒香气成分组成及含量也有所不同，

具体见表 2。结合表 2 对比分析花椒商品中相对量

在 1%以上的香气成分可以看出来源于花椒植物的

“红花椒”以柠檬烯量最高，来源于青花椒的“青花

椒”以爱草脑量最高，而来源于竹叶花椒植物的“青

花椒”“竹叶花椒”“藤椒”以芳樟醇量最高。 

对于麻味物质，国内外学者已从花椒中提取并

表 2  花椒商品主要香气成分 

Table 2  Main aroma components from Z. bungeanum commodities 

花椒商品 植物来源 主要香气成分（质量分数＞1%） 含量最高成分 文献 

红花椒 花椒 柠檬烯、芳樟醇、乙酸芳樟酯、月桂烯、桉树醇、4-萜烯醇 柠檬烯 42 

青花椒 青花椒 爱草脑、芳樟醇、右旋-大根香叶烯、石竹烯、β-榄香烯、乙酸芳樟酯 爱草脑 43 

竹叶花椒 芳樟醇、乙酸芳樟酯、(−)-4-萜品醇、右旋-大根香叶烯、α-松油醇 芳樟醇 44 

藤椒 竹叶花椒 芳樟醇、柠檬烯、桧烯、月桂烯、右旋-大根香叶烯、石竹烯 芳樟醇 45 

竹叶花椒 竹叶花椒 芳樟醇、柠檬烯、α-松油醇、α-蒎烯、γ-萜品烯、β-罗勒烯、石竹烯 芳樟醇 46 

 

鉴定出结构的成分达 30 种[47]，其所含酰胺类成分

的种类和量也因花椒商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48]。有

学者采用 HPLC-MS 分析花椒中麻味物质主要为羟

基-γ-山椒素，而青花椒中却无此成分[49]。另有学者

对不同产地的“红花椒”（花椒）和“青花椒”（竹

叶花椒）的 HPLC 指纹图谱进行分析，发现“红花

椒”指纹图谱含有 11 个共有峰，而“青花椒”（包

括四川金阳青花椒、重庆江津青花椒、云南昭通青

花椒、四川洪雅藤椒）指纹图谱有 10 个共有峰。进

一步对比分析“红花椒”和“青花椒”的特有峰，

经质谱鉴定推断为不饱和五烯酰胺，即羟基-γ-山椒

素或 2′-羟基-N-异丁基-2,4,8,10,12-十四烷五烯酰胺

及其同分异构体[23]。因此，可以认为花椒各商品中

麻味物质种类存在差异，是否含有羟基-γ-山椒素可

作为区分“红花椒”和“青花椒”的依据（化学成

分层面）。 

4  藤椒定义的思考 

藤椒在四川省眉山市种植历史悠久，在清朝嘉

庆版《洪雅县志》（公元 1813 年）中已有对藤椒的

记载，距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43]。峨眉山市也发

展藤椒种植业 40 余年，当地尚存 20 年以上树龄的

藤椒。目前，藤椒主要用于食品，且多使用新鲜果

实（包括果皮和种子）。对于其采收时期、采收方式

因地而异，大部分地区（如四川绵阳、乐山、眉山

等地）采收藤椒时节均为夏末秋初，待藤椒果实尚

绿近成熟时采收。采收的藤椒多鲜用，多数用于制

取藤椒油，少部分冷藏后作为保鲜藤椒用于菜品调

味，极少数藤椒阴干便于长期保存。四川金阳也是

在夏末秋初时采收藤椒尚绿近成熟果实，但采收后

的处理方式不同，于阳光下晒干去除种子使用，且

极少使用鲜品。但竹叶花椒成熟果实色泽暗红，而

花椒的成熟果实色泽更红艳，品相更佳，这可能是

竹叶花椒主要以绿色的近成熟果实而非暗红色的成

熟果实作为“青花椒”“藤椒”商品流通于市场的原

因之一。而对于青花椒植物的成熟干燥果实，其颜

色为灰绿色或暗绿色，仅在市场上作为“青花椒”

商品使用。 

藤椒的香味清新带着柑橘香，麻味循序渐进，

回味悠长，形成了独特的巴蜀味道，这就是藤椒的

“麻香”。近年来，藤椒在餐饮行业广受欢迎。然而

作为花椒商品中重要的部分，藤椒却未收载于中国

食品标准及地方标准中，造成现在市场上藤椒的来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49 卷 第 4 期 2018 年 2 月 

   

·991· 

源混乱，质量参差不齐，因此，对于藤椒的相关标

准的制定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查阅相关食品标准，确定藤椒在食品中的

定义为“本品为芸香科植物花椒属竹叶花椒及其栽

培品的近成熟新鲜果实，夏末秋初采收尚绿的近成

熟果实除去杂质鲜用”。本定义明确了藤椒的植物来

源为花椒属竹叶花椒及其栽培品；其使用的是新鲜

果实，而不是花椒、青椒、竹叶花椒的果皮。 

竹叶花椒的干燥成熟果皮为地方性药材竹叶花

椒，收载于《广西省药材标准》1990 年版中，具有

散寒、止痛、驱蛔之功效；藤椒植物来源与竹叶花

椒药材一致，其果皮所含挥发性化学成分基本一致，

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可能与二者的采收时间不同

相关。结合药材标准，确定藤椒在药品中的定义为

“本品为芸香科植物花椒属竹叶花椒及其栽培品的

近成熟果实；夏末秋初采收尚绿的近成熟果实，干

燥除去种子及杂质”。本定义明确了藤椒的植物来源

为花椒属竹叶花椒及其栽培品；其使用的是在夏末

秋初采收近成熟尚绿的成熟果实，而不是花椒、竹

叶花椒在秋季采收红色的成熟果实。然而，藤椒作

为药材是否具有竹叶花椒的药理作用有待进一步分

析验证。 

5  结语 

本文对藤椒在食品和药品中的应用进行重新定

义，明确了来源于竹叶花椒及其栽培品，夏末秋初

采收尚绿的近成熟新鲜果实或近成熟的干燥果皮称

为藤椒，而其暗红色成熟干燥果皮称为竹叶花椒；

另外，来源于青花椒植物的成熟果实称为青花椒。

定义明确后可以进一步将市场上主要流通的“青花

椒”商品，即南方地区所的“青花椒”（包括金阳青

花椒、江津青花椒、昭通青花椒），与北方流通的“青

花椒”、花椒相关标准中青椒以及植物青花椒进行有

效区分，避免了青花椒名称的混乱使用。笔者认为，

对藤椒的来源和采收加工方法进行规定将有助于稳

定藤椒的质量，为后续藤椒的质量标准、品质评价

研究提供借鉴，为解决花椒商品中“青花椒”的混

用状况提供参考，为藤椒产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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