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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虫夏草鉴别方法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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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冬虫夏草是麦角菌科真菌冬虫夏草菌 Cordyceps sinensis (Berk.) Sacc.寄生在蝙蝠娥科昆虫幼虫上的子座及幼虫尸体

的复合体。作为一味传统的名贵中药，冬虫夏草具有调节免疫系统功能、抗肿瘤、抗疲劳等多种药理作用。冬虫夏草的掺伪

现象严重，综述冬虫夏草的鉴别方法，为快速、准确地对其进行鉴别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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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identification methods for Cordyc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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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dyceps is a complex of Cordyceps sinensis from Clavicepitaceae fungi parasitized in stroma and body Hepialidae insect 
larvae. As a traditional and rar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ordyceps has several biological activitie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such 
as adjusting human immunity, antitumor, and anti-fatigue. Because of adulterations and counterfeit drug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s for Cordyceps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s for better and accurate distinguishment of the true from the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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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虫夏草为麦角菌科真菌冬虫夏草菌 Cordyceps 

sinensis (Berk.) Sacc.寄生在蝙蝠娥科昆虫幼虫上的

子座及幼虫尸体的复合体。夏初子座出土、孢子未

发散时挖取，晒至六七成干，除去似纤维状的附着

物及杂质，晒干或低温干燥[1]。冬虫夏草作为常用

贵重药材，具有补肾宣肺、止血化痰之功效，用于

肾虚精亏、阳痿遗精、久咳虚喘、劳嗽咯血、腰膝

酸痛且效果显著。由于冬虫夏草人工抚育技术尚未

突破，其来源仅靠野生采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保健意识的逐步增强，其需求量日益增长，

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并还有

继续上涨的趋势。以 4 000 条（头）规格的虫草为

例，2005 年仅 4 万元/kg，到 2012 年 6 月已上涨至

14 万元。由于过度采挖，冬虫夏草的资源频临匮乏，

市场流通的冬虫夏草掺杂造假现象屡见不鲜，其手

段也层出不穷。冬虫夏草的伪品主要有亚香棒虫草

C. hawkesii Gray、蛹虫草 C. militaris (Fr.) Link.、凉

山虫草 C. liangshanensis Zang, Liu et Hu、香棒虫草、

新疆虫草和人工伪品[2]。目前市场上的冬虫夏草造

假主要以伪品和掺杂最为常见。为了鉴别冬虫夏草，

本文对冬虫夏草的鉴别方法进行综述，为快速、准

确地鉴别冬虫夏草提供依据。 
1  性状鉴别 

冬虫夏草虫体表面深黄色至黄棕色，有环纹

20～30 个，近头部的环纹较细；头部红棕色，足 8
对，中部 4 对较明显；气门不明显。子座单生，无

分支，细长圆柱形，表面深棕色至棕褐色，上部稍

膨大；由寄主顶部正上方发出。气微腥，味微苦。

冬虫夏草主要的伪品为亚香棒虫草，二者在性状上

的区别明显。亚香棒虫草虫体表面褐色，头部红褐 

                                         

收稿日期：2012-10-24 
作者简介：元英群（1963—），天津人，副主任中药师，吉林农业大学农学士学位，1987 年 7 月开始工作于天津市药材公司质量部，现任天

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药材公司副经理，主要从事中药鉴定及药源基地建设研究。 
*通讯作者 刘  红（1968—），女，副主任中药师，主要从事中药材鉴别的研究。Tel: (022) 23110638  E-mail: lh2968@163.com



现代药物与临床    Drugs & Clinic    第 27 卷  第 6 期    2012 年 11 月 • 653 •

色或紫黑色，中部足 4 对，不明显，黑色点状气门

明显。子座单生，有的具分支，柄部多弯曲，黑褐

色，由寄主前端发出，呈现包裹头部状。气微香，

味淡。 
冬虫夏草与其他伪品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冬虫

夏草环纹明显；亚香棒虫草的气门为多数，冬虫夏

草的背部有 1 对近头部的气门较明显，而新疆虫草

的气门棕黑色、点状，多数[3]。康帅等[4]对冬虫夏

草和戴氏虫草 C. taii Z. Q. Liang & A. Y. Liu 进行了

生药学鉴别，发现二者在性状等诸多方面有明显区

别，并对冬虫夏草的虫体色泽、环纹、足部以及子

座长出方式等特征进行补充和完善，增加了腹节分

节、残留毛片等鉴别特征，为冬虫夏草与其非正品

的鉴别提供了依据。 
2  显微鉴别 

陈小秋等[3]对冬虫夏草及其伪品亚香棒虫草、

凉山虫草、新疆虫草、阔孢虫草 C. crassispora M. 
Zang，D. R. Yang & C. D. Li 进行了显微鉴别，比较

了 5 种虫草粉末的显微特征，包括体壁细胞表面、

体壁细胞侧面、短刚毛。5 种虫草中只有冬虫夏草

有刺状毛，主要分布在背部及足部；冬虫夏草的短

刚毛排列方式与亚香棒虫草和阔孢虫草明显不同。

谢敏等[5]对冬虫夏草及其易混淆品亚香棒虫草、凉

山虫草进行了显微鉴别，结果发现它们断面和粉末

显微特征有显著区别：冬虫夏草横切面为淡黄色，

中央有明显暗棕色“V”形纹；凉山虫草横切面黄

白色，中央无纹理；亚香棒虫草横切面为黄白色，

中央稍有灰棕色“一”字纹。 
3  理化鉴别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简单的性状鉴

别和显微鉴别已不能满足冬虫夏草与其混淆品的鉴

别，理化鉴别能够更准确、直观地得出鉴别结果，

分辨能力强。目前冬虫夏草的理化鉴别方法主要有

紫外吸收光谱、薄层色谱、高效毛细管电泳、近红

外光谱等。 
3.1  紫外吸收光谱 

高明等[6]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鉴别冬虫夏草及

其伪品湖北虫草，结果发现冬虫夏草在 269、206.2 
nm 波长处有最大吸收峰，吸光度值分别为 0.155 4、
0.798 4；湖北虫草在 269.9、262.3、208.2 nm 波长

处有最大吸收峰，吸光度值分别为 0.294 3、0.292 3、
1.486 5，结果提示紫外光谱存在显著差异。代关秀

等[7]采用分光光度法鉴别冬虫夏草和亚香棒虫草，

二者表现出不同的荧光谱，以此可以对冬虫夏草和

亚香棒虫草加以区别。 
3.2  薄层色谱 

朱国强等[8]采用薄层色谱法鉴别冬虫夏草及其

伪品，结果显示薄层色谱中指标性成分尿苷的斑点

与分枝虫草 C. ramosa Teng、亚香棒虫草、蛹虫草、

地蚕 Stachys sie-boldii Miq.均有显著差异，以此可以

进行鉴别。 
3.3  近红外光谱 

王钢力等[9]采用近红外漫发射法对不同产地冬

虫夏草进行鉴别，采用 TQ 定量分析软件，对样品

的青海和西藏产地进行判别分析。结果判别分辨率

达到 100%，表明近红外光谱可以用于冬虫夏草的

鉴别。宋文军[10]采用傅里叶红外光谱法对不同产地

冬虫夏草及其伪品进行鉴别，结果冬虫夏草及其伪

品的红外光谱显示出不同的特征吸收峰，表明此法

可以用于冬虫夏草的鉴别。 
3.4  高效毛细管电泳 

古今等[11]采用高效毛细管电泳对冬虫夏草及

其伪品亚棒虫草和地蚕进行鉴别，比较了三者甘氨

酸、碱性蛋白和酸性蛋白提取液的特征峰，结果显

示冬虫夏草与亚香棒虫草、地蚕的图谱存在明显的

差异。 
4  分子鉴别 

翁榕安等[12]从分子水平对冬虫夏草及其伪品

蛹虫草进行鉴别，分别提取二者的 DNA，采用 PCR
法进行 DNA ITS 测序，结果显示二者 ITS 序列具有

显著差异，其中 ITS1 差异性达 33 131%、ITS2 差

异性达 26 167%，为冬虫夏草的鉴别提供了新的方

法。徐丽等[13]从冬虫夏草及其伪品中提取 DNA，

采用核糖体基因（rDNA）直接测序法进行测序，得

到各样品 18S 序列结果，冬虫夏草与与亚香棒虫草

的 18S 序列相似度为 91.37%；与蛹虫草的 18S 序列

相似度为 91.74%，表明 18S 序列可用于冬虫夏草及

其伪品亚香棒虫草和蛹虫草的鉴别。李奎等[14]采用

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实现了对冬虫夏草的快速鉴定

检测。 
5  其他鉴别方法 

市场上除了以一些与冬虫夏草易混淆的伪品进

行冒充，还以各种手段对冬虫夏草进行处理，以次

充好。如用明矾浸泡及金属粉增加冬虫夏草分量，

针对这些情况也可以采取各种手段进行鉴别，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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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明矾浸泡及施加金属粉的冬虫夏草鉴别要点 
Table 1  Main identification points of Cordyceps treated by alum infusion with adding metal powder 

样  品 眼  看 手  摸 水  试 火  试 鼻闻、口尝

正品 虫体深黄色至黄棕

色，子座深棕色 

手捏稍有弹性 浮于水面或悬浮于水中 微波低温 1 min，

稍有缩小 

气微腥，味微

苦 

明矾水浸泡品 虫体及子座颜色变深 手捏无弹性 在水中大部分下沉 微波低温 1 min，

变膨大 

腥气味减少，

味苦涩 

施加金属粉品 子座黑褐色，对光检

查可见亮星 

手捻有黑土样

物质脱落 

置沸水中有一条黑色绒条

垂直下沉；子座没于水中

 气微腥，味微

苦 

 
6  结语 

冬虫夏草作为传统名贵药材，市场上以假乱真、

以次充好现象时有发生，为了规范药材市场的秩序

和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对其进行有效地、快速地鉴

别非常必要。目前冬虫夏草的鉴别方法已有大量报

道，但大多是性状鉴别和显微鉴别，利用新技术和

从分子水平进行鉴别的研究报道还很少，今后还需

在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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