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 论 中 药 材 产 地

天津中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0 0 0 0 5)丁贵祯
.

摘要 分析了历代本草对中药材产地的记述和认识
;

论述了产地生态对中药材品质影响的客观实

质及
“
道地

”
产地的沿革及品种分化的原因

;

探讨了植物性药材的地域性分布特点与药性药效的

关系 ; 指出开展中药材产地的研究的重要意义
。

中药
,

包括植物药
、

动物药和矿物药
,

均来自自然界
,

在长期的生存竟争及与 自然界双

向选择的过程中
,

与产地生境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

各种中药材均占据其特定的分布区
,

而不同产地的同一药材药效迥异
。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药材与产地的联系
,

并有诸多论述
。

现

代植物化学和药理学研究亦表明
,

产地的土壤气候等生态因素对中药药效起着重要作用
,

近

些年来
,

随着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
, “
中药地理学

” 〔 1〕 “ 天然药物地理学
” 〔幻等概念纷纷提

出
,

今天
,

研究药材与产地环境因素的关系
,

探索中药各类群的 自然分布规律
,

对于寻找新

药及扩大新药源
,

合理布局中药材的栽培生产及模拟生态系统进行人工驯化均是十分必要的
。

1 古人对中药材产地的认识

早在周代
,

《 诗经 》 ( 公元前
,

世纪 ~ 公元前 4 03 年 ) 中就有
“ 山有枢

,

限有榆
”
的记

述
。

《神农本草经 》 〔 3〕载日
: “ 土地 所出

,

真伪陈新
,

并各有法
” ,

说明产地的重 要 性
。

宋 《 本草衍义 》 〔 4〕亦云
: “

凡用药必择所出土地所宜者
,

则药力具
,

用之有据
。

… …若不推

究厥理
,

治病徒费其功
,

终亦不能治人
” “

说明产地在临床用药上门重要性
。

清代徐大椿在

《 药性变迁论 》 中曰 : “ 当时初用之始
,

必有所产之地
,

此乃本生之土
,

故气厚而力全
,

以

后移种他方
,

则地气移而力薄矣
” 。

指出栽培引种药材需模拟野生了性态环境的重要性
。

诸家

本草对每一味药材的产地 均有详细的记载
。

《 神农本草经 》 即有 “
生川泽

” “
生山谷

”
等记

述
。

《 神农本草经集注 》如指出40 多种药材的最佳产地
,

以 “
第一

” “
最 佳

” “
最 胜

”

“
为 良

” “
为胜

”
等名之

,

如地黄
, “

生成阳黄土地者佳
” 。

唐代 《 外台秘要 》 〔 5 〕中 ( 药所

出州土 ) 项上记述 了唐代六道一百三十三州出产的 5 19 种药材
。

这可能是
“
道 地 药材

” 一词

形成 的基础
,

至明代 《 本草品汇精要 》 〔 6〕始有
“
道地

” 一词
,

在该词项下
,

指出药材的最佳

产地
,

经过儿千年的用药实践和人种药理学经验
,

已逐渐形成了许多带域气候
,

土壤等特征

的
“
道地药材

” 。

如浙药
,

川药
、

广药
、

怀药
,

关药等 `

2 产地对药材影响的客观实质

产地刘药材药效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

产地本身就是一个多因素的复合体
,

其中温度
,

湿

度
、

土壤
、

光照
、

大气以及生物之间种群竟争等综合地影响着药材的品质
。

如高 温 高 湿的土

壤环境有利于无氮物质的合成
,

而不 利于蛋 白质和生 物碱的合成 ; 而高温低湿 的环境有利于

蛋白质
,

生物碱的积累
,

而不利于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的合成
。

如黄茂
,

在干早的土壤上生长

多出现
“
鞭杆茂

, “ 而湿 润 的 土壤则加大
“
鸡爪茂

”
的比例

。

生态环境对药材影响的结果
,

从遗传学角度可分为环境饰变和可遗传变异 2个层次
。

生理生化变异是药材对变化的 生 态环

境所做出的反映
,

其结果是产生不同的化学型
,

直接影响药材 的品质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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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生态条件 的变化而分化为宽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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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4种生 态
了

汽
” 〕 。

!刁 种延胡索〔8 〕泰山产的生物碱含 腊 (叔胺类 。
.

臼%
,

季胺类 0
.

57 % ) 高

于浙江金华扮 丈叔胶类 。
.

5 6%
一

季肤 歹芝。
.

3。 % ) 同一种当归〔 2拜 t肃 产 挥 发油含量 ( 。
.

65 % )

高于 四川 ( 紫 0
.

4 : % 白 0
.

28 % ) 等
。

引种栽培是人为地改变药材产地 及生态环境
,

进行定 向

培育
,

如荡荷
,

山野生变为宝种
,

植株由湿生夏绿性草本变为半木生态型
,

薄 荷油含量 由0
.

17 %

上升到 10 %
。

其它如人参
,

地黄等经过长期栽培驯化
,

形成遗传性状稳定的栽培品种
。

3 中药材
“
道地

”
产地的沿革与新种的分化

中药材录佳产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

而是在沿袭的同时
,

处于 变化之中
。

其始终重复着

一个确认一沿袭一变革一发展一肯定的模式
。

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

3
.

1 产地的扩大新产区的发现
:

由于古代交通不便
,

开始时对药材产地的了解有一定局限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新产区不断被发现
,

新产区的药材可能优于 旧产地者
,

因而最佳产地亦发

生变化
。

如地黄
, 《 神农本草经集注 》 云 : “ 生咸 阳 ( 即今陕西咸 阳 ) 黄土地者佳

” 。

唐 《 新

修本草 》 谓 :

从彭城 ( 即今江苏铜 山 ) 干地黄最好
,

明 《 本草品汇精要 协中地黄 ( 道地 ) 项

下记载
:

今怀 庆 ( 即河南必阳一带 ) 者为胜
,

这 以后
,

才一直 以怀地黄道地药材
。

3
.

2 原产地野生环境变化
,

使 品种灭绝
,

而次就于新产区
,

如人参原产山西上党者为 道 地

药材
, 《 水草纲 目 》 记载

: “
_

卜党… … 民 以人参为地方害
,

不 复采取
,

今所用皆是 辽参
。

《 植物名实图考 》 曰 : “
若 以辽东

,

新罗所产者
,

皆不及上党
,

今以辽东
,

吉林 为 贵
,

新

罗次之
。 “

说明古代 以山西上党所产人参为最佳
,

但由于人们大量采挖及野生 态 环 境 的破

坏
,

而致使灭绝
,

只好以吉林人参为最优
。

其实古人云人参产山西上党不过是 党 参 而 已
。

3
.

3 药材的生态变异及新种分化
:

中药材
,

特别是植物性药材
,

对产地生境的主要适应 对

策就是生态变异
,

这种变异是新种分化的最初形式
,

它可能导致两方面的结果
:

一是 品质退

化 , 一是新优品种的产生
。

当一种药材迁移到一个新的环境或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时
,

首先作

出细胞遗传的
,

形态结构的或生理生化方面的变异
,

从居群内变异开始
,

根据纂因流的作用
,

逐 渐 形 成独特的生态型
,

地方宗及地理宗
,

地理宗之间在地域上呈现连续状态
,

当地理隔

离机制形成后
,

则
一

导致新种问世
。

当新种的疗效优于原种时
,

则取代原种
,

戍为新 的优质药材
。

4 植物性药材的地域分布及规律性

同种药材在不同产地则 药 效 迥异
,

而在不同的地域及生态位上
,

又规律性分布着不 同

的药材
。

随着植物区系地理学
,

中药地理学及天然药物地理学的发展及学科间的相互渗透
,

研究药用植物区系地 理以至于化学成分地理及疗效地理 已成为 可 能 和 必 要
。

T a k h t aj
a n

将世界植物划分为 6个区 8个亚区 34 个地 区和 1 48 个植物省
。

周荣汉等 〔” 〕根据我国气候特点
,

土壤和植被类型 以及植物 自然分布情况将中国药物植物划分成 8个区 2。个地 区
。

在 各 植 物

区域上
,

药效药性与产地在宏观上是存在联系的
,

日本人 〔` “ 〕分析的 53 味热性药中
,

只 在南

方分布的有 15 种
,

北方分布的有 5种
,

其余集中在中部地 区
,

47 种寒性药中
,

只在南方生长 的

有 3种
, 2种在北方生长

,

其余分布于中部
。

而只在南方生长的 1 8种药材中
,

有 15 种是 热性

药
。

李广骥〔 1 , 〕付中药药性与其地理分布做过统计分析
,

结采表明
:

热 ( 温 ) 性药和平性药

以我国偏南和中部地 区 ( 北卫 2 5一 4。℃ )
,

主要属中国一 日卞森林植物亚区的华东
、

华中
,

华

西和滇
、

黔
、

桂地区 ) 分布较多 ; 而寒性药则无一定分布规律
。

只在南部地 区生长的 35 种药

材中
,

平性药较多 ( 2 0种 占51
.

1% )
,

南北各地均产的 80 种药材 中寒 (凉 )性药较多
,

( 45 种

占5 6
.

3%
。

) 另据报道
,

新疆河漠地区热性药较多
,

在青藏高原则对寻找 高山不适
,

风 湿性

关节炎等方面的药物有希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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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展中药材产地研究的意义

5
.

1 通过研究中药材的自然分布及其产地的生态地质历史
,

揭示近缘类群的 J戊分
,

功 效在

水平及垂直分布上的变化规律
,

用于指导新药寻找及扩大新药源
,

及药材生产上的合理布局
。

5
.

2 用沿续与变异的思想
,

对历代本草中药材的优 良
.异

,

种及道地产区进行客观分析
,

依人种

药理学经验及现代植物化学和药理学证据确定优 良品种及最佳产区
,

发展道地药材的生产
。

5
.

3 研究
“ 道地

”
产区的土壤及生态因子的特征及与药材药效间的关系

,

进而模似生态 系

统进行栽培驯化
,

满足药材生长所需的最佳生态条件
,

创造高产优质药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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