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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部位、产地及采收期对中药挥发油成分的差异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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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药挥发油质量的稳定性是其发挥临床疗效及确保安全性的重要前提。由于中药挥发油的质量受到入药部位、药材

产地、药材采收期、提取工艺、炮制工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挥发油的出油率或所含化学成分出现差异，影响中药

挥发油质量的均一性，进而影响挥发油的疗效。因此，如何把控挥发油的质量是中药挥发油发挥作用的关键。分析了药材不

同入药部位、不同产地和不同采收期对中药挥发油质量的影响，并对《中国药典》2015 年版含有挥发油成分的 196 味中药

按药用部位进行分类，讨论了不同入药部位、产地和采收期对中药挥发油成分的差异性，以期为中药挥发油的开发及中药挥

发油质量标准的建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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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e by location, Origin and harvesting tim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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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bility of volatile oil qua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its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The quality of volatile oi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location, producing area, harvest 
time, extraction process, processing process and so on, which leads to the difference of oil yield or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volatile oil, 
affects the uniformity of volatile oil qua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n affects the curative effect of volatile oil. 
Therefore, how to control the quality of volatile oil is the key to the role of volatile oil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is paper,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arts of medicinal materials, different producing areas and different harvest periods on the quality of volatile oi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analyzed, and the 2015 edition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containing volatile oil was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medicinal parts, and the differences of volatile oil compon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discuss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latile oi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quality standard of 
volatile oi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volatile oi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sition difference; medication site; different producing area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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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挥发油（又称中药精油）主要是从自然界

的芳香类中草药纯植物中提炼出来的，具有药物作

用性质的特殊精油。中药挥发油为多种化合物的混

合物，其中多为萜类及其含氧衍生物，以单萜和倍

半萜的含氧衍生物为主，此外包括脂肪族、芳香族、

含硫含氮等化合物。中药挥发油因其成分高、药效

快、渗透强、毒副作用较低[1]，在抗菌、抗炎、抗

癌、抗病毒、促进透皮吸收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2-4]，因而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中药挥

发油的种类繁多、来源广泛、成分较为复杂，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药挥发油的产业化。中药挥发油

不仅受其药材产地、入药部位、采收期、药材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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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身因素影响，且炮制、提取等加工工艺也对中

药挥发油成分造成不同程度的差异，本实验重点探

讨药材入药部位、产地和采收期等自身因素对中药

挥发油差异性的影响。 
1  中药按入药部位分类 

中药的入药部位有多种，含有挥发油的中药大

多为果实及种子类药材、全草类药材、根及根茎类

药材、花类药材、叶类药材、皮类药材、茎木类药

材、树脂类药材。现行《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收录有 618 味中药，其中含有挥发油的中药有 196
种，且一部中有 38 味中药明确规定了挥发油的含

量，质量分数在 0.12%～10.0%；在植物油脂和提取

物部分，收载了 10 味中药的挥发油并有明确的质量

控制标准[5-6]。现将 196 种含挥发油中药按药材的药

用部位进行了分类，见表 1，并对各入药部位占比

进行统计，见图 1。 

表 1  含有挥发油的中药按药材药用部位分类 
Table 1  Chinese medicine containing volatile oil is classified by medicinal parts 

中药药用部位分类 含有挥发油的中药 

果实及种子类 八角茴香、小茴香、五味子、化橘红、母丁香、肉豆蔻、红豆蔻、花椒、芥子、豆蔻、连翘、吴茱萸、

佛手、余甘子、补骨脂、陈皮、青皮、青果、苦杏仁、荜茇、荜澄茄、草豆蔻、草果、茺蔚子、胡

芦巴、胡椒、荔枝核、南五味子、南鹤虱、枳壳、枳实、柏子仁、栀子、砂仁、鸦胆子、韭菜子、

香橼、益智、蛇床子、葶苈子、紫苏子、黑种草子、蔓荆子、酸枣仁、辣椒、鹤虱、薏苡仁、橘红 

全草类 一枝黄花、三白草、千里光、广藿香、天山雪莲、木贼、仙鹤草、冬凌草、连钱草、青蒿、佩兰、

肿节风、鱼腥草、泽兰、荆芥、茵陈、香薷、积雪草、臭灵丹草、益母草、野马追、麻黄、鹅不

食草、蒲公英、薄荷 

花类 丁香、月季花、西红花、红花、芫花、辛夷、玫瑰花、金银花、荆芥穗、厚朴花、夏枯草、菊花、

梅花、野菊花、密蒙花、款冬花、蒲黄 

叶类 人参叶、九里香、艾叶、牡荆叶、枇杷叶、侧柏叶、桑叶、银杏叶、淫羊藿、紫苏叶、满山红 

根及根茎类 人参、三七、三棱、干姜、土木香、大黄、大蒜、山柰、千年健、川木香、川芎、木香、片姜黄、

乌药、甘松、石菖蒲、北沙参、生姜、白术、白芍、白芷、玄参、半夏、西洋参、当归、竹节参、

延胡索、华山参、防己、防风、红景天、麦冬、赤芍、苍术、两面针、羌活、刺五加、郁金、明

党参、京大戟、细辛、威灵仙、香附、重楼、禹州漏芦、独活、姜黄、前胡、莪术、柴胡、党参、

徐长卿、狼毒、高良姜、续断、紫花前胡、紫菀、蜘蛛香、漏芦、薤白、藏菖蒲、藁本 

皮类 五加皮、白鲜皮、地枫皮、肉桂、关黄柏、牡丹皮、苦楝皮、厚朴、香加皮、黄柏 

茎木类 沉香、忍冬藤、油松节、降香、桂枝、海风藤、紫苏梗、檀香 

树脂类 安息香、苏合香、没药、枫香脂、乳香 

菌藻类 灵芝、昆布 

动物类 穿山甲、蜂胶、蜂蜜、蜂蜡 

其他类 天然冰片（右旋龙脑）、艾片（左旋龙脑）、冰片（合成龙脑）、阿魏 
 

 

图 1  含挥发油中药各入药部位占比 
Fig. 1  The propor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ntaining the volatile oil 

2  不同入药部位对挥发油的影响 
同一药用植物不同药用部位所含挥发油成分也

有差异。通过查阅文献，将中药不同部位经水蒸气

蒸馏法提取出挥发油的差异做了整理，见表 2。 
《中国药典》2015 年版对部分药材的挥发油含

量有明确的规定，例如药典规定八角茴香挥发油含

量不得少于 4.0%，且八角茴香油中反式茴香脑含量

不得低于 80.0%，只有果壳部位符合药典标准。辛

夷皮、心、花蕾都含有挥发油成分，其中辛夷心和

花蕾部位挥发油的含量较高，符合药典不得少于

1.0%的要求，而皮中挥发油含量低于 1.0%，因此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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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药用部位提取挥发油的差异 
Table 2  Differences in extraction of volatile oil from different medicinal parts 

中药名称 不同部位  挥发油出油率、色泽、挥发油中鉴定出成分的种类或主要成分含量的差异 
一枝黄花[7] 茎 出油率 0.20% 
 根 出油率 0.24% 
 叶 出油率 0.46% 
八角茴香[8-9] 种子 出油率 1.00%、5.92%，鉴定出 33、55 种化学成分，反式茴香脑占比为 70.52% 
 果壳 出油率 6.50%、5.24%，鉴定出 39、48 种化学成分，反式茴香脑占比为 80.83% 
 茎 出油率 1.7%，鉴定出 51 种化学成分，反式茴香脑占比为 78.25% 
 叶 出油率 2.0%，鉴定出 51 种化学成分，反式茴香脑占比为 75.95% 
丁香[10-11] 花蕾 鉴定出 30 种化学成分，丁香酚占比为 22.67% 
 果实 鉴定出 41 种化学成分，丁香酚占比为 57.13% 
 叶 鉴定出 23 种化学成分，丁香酚占比为 76.80% 
九里香[12-13] 花 鉴定出 42、20 种化学成分，α-姜烯占比为 11.77% 
 叶 鉴定出 32、21 种化学成分，α-姜烯占比为 25.84% 
 果实 鉴定出 31 种化学成分，α-姜烯占比为 37.80% 
广藿香[14] 叶 出油率 3.0%，鉴定出 29 种化学成分，广藿香醇占比为 54.90% 
 茎 出油率 0.6%，鉴定出 31 种化学成分，广藿香醇占比为 44.53% 
 全草 出油率 1.2%，鉴定出 26 种化学成分，广藿香醇占比为 52.39% 
海南广藿香[15] 叶 鉴定出 35 种化学成分，百秋李醇占比为 24.32% 
 茎 鉴定出 17 种化学成分，百秋李醇占比为 33.32% 
乌药[16-18] 块根 出油率 0.35%，鉴定出 56、33 种化学成分 
 根 出油率 0.27%，鉴定出 33 种化学成分 
 茎 出油率 0.023%，鉴定出 22 种化学成分 
 叶 鉴定出 49、62 种化学成分 
肉桂[19-20] 皮 鉴定出 21 种化学成分 
 叶 鉴定出 35 种化学成分 
辛夷[21] 皮 出油率 0.84%，微黄，鉴定出 32 种化学成分，桉叶油素占比为 22.88% 
 心 出油率 5.20%，浅黄，鉴定出 29 种化学成分，桉叶油素占比为 32.01% 
 花蕾 出油率 2.44%，浅黄，鉴定出 34 种化学成分，桉叶油素占比为 28.61% 
青蒿[22] 子 出油率 0.41%，青蒿素质量分数为 2.823 mg/g 
 根 出油率 0.31%，青蒿素质量分数为 0.064 mg/g 
 叶 出油率 0.73%，青蒿素质量分数为 1.155 mg/g 
 花 出油率 2.13%，青蒿素质量分数为 4.976 mg/g 
 茎 出油率 0.15%，青蒿素质量分数为 0.040 mg/g 
细辛[23] 茎（含叶） 芳樟醇占比为 35.9% 
 茎（含花） 芳樟醇占比为 23.3% 
苦楝皮[24] 干皮 鉴定出 47 种化学成分，棕榈酸占比为 38.57% 
 枝皮 鉴定出 62 种化学成分，棕榈酸占比为 27.18% 
 根皮 鉴定出 56 种化学成分，棕榈酸占比为 1.83% 
苦杏仁[25] 根 鉴定出 11 种化学成分 
 茎 鉴定出 36 种化学成分 
 叶 鉴定出 74 种化学成分 
栀子[26-27] 根 鉴定出 59 种化学成分 
 果皮 鉴定出 38 种化学成分 
温郁金[28] 主根 出油率 0.90%，莪术醇占比为 1.19% 
 侧根茎 出油率 0.65%，莪术醇占比为 1.07% 
 块根 出油率 0.39%，莪术醇占比为 1.15% 
 叶 出油率 0.38%，莪术醇占比为 0.70% 
 鲜芽 出油率 0.53%，莪术醇占比为 2.09% 
肿节风[29] 茎 出油率 0.04%，鉴定出 29 种化学成分，α-侧柏烯占比为 0.94% 
 叶 出油率 0.89%，鉴定出 64 种化学成分，α-侧柏烯占比为 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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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中药名称 不同部位 挥发油出油率、色泽、挥发油中鉴定出成分的种类或主要成分含量的差异 
泽兰[30] 茎 鉴定出 9 种化学成分 
 叶 鉴定出 48 种化学成分 
荆芥[31] 叶 出油率 3.57%，鉴定出 14 种化学成分，I-胡薄荷酮占比为 50.63% 
 种子 出油率 2.56%，鉴定出 15 种化学成分，I-胡薄荷酮占比为 40.00% 
 穗 出油率 1.00%，鉴定出 18 种化学成分，I-胡薄荷酮占比为 33.57% 
 梗 出油率 1.00%，鉴定出 15 种化学成分，I-胡薄荷酮占比为 49.02% 
阳春砂仁[32-33] 果实 出油率 1.24%，鉴定出 30、21 种化学成分，乙酸龙脑酯占比为 46.97% 
 种子 鉴定出 20 种化学成分，乙酸龙脑酯占比为 52.39% 
 果皮 鉴定出 31 种化学成分，乙酸龙脑酯占比为 3.87% 
 根 出油率 0.71%，鉴定出 46 种化学成分，未检测出乙酸龙脑酯 
徐长卿[34] 地上部分 出油率 0.02%，鉴定出 22 种化学成分，丹皮酚占比为 59.11% 
 地下部分 出油率 1.58%，鉴定出 14 种化学成分，丹皮酚占比为 84.17% 
高良姜[35] 根 出油率 1.50%，鉴定出 24 种化学成分，1,8-桉叶素占比为 47.39% 
 茎 出油率 0.80%，鉴定出 21 种化学成分，1,8-桉叶素占比为 20.83% 
 叶 出油率 0.50%，鉴定出 16 种化学成分，1,8-桉叶素占比为 3.01% 
益智[36] 全果 出油率 0.97%，鉴定出 23 种化学成分 
 种子 出油率 1.17%，鉴定出 14 种化学成分 
 果皮 出油率 0.73%，鉴定出 14 种化学成分 
紫花前胡[37] 花 鉴定出 43 种化学成分，α-蒎烯占比为 18.86% 
 根 鉴定出 40 种化学成分，α-蒎烯占比为 32.44% 
薤白[38] 鳞茎 鉴定出 13 种化学成分，2,3-二甲基二硫醚占比为 5.89% 
 叶 鉴定出 20 种化学成分，2,3-二甲基二硫醚占比为 3.45% 
薄荷[39] 根 出油率 0.02%，未检测出薄荷醇 
 茎 出油率 0.20%，薄荷醇占比为 69.14% 
 叶 出油率 0.45%，薄荷醇占比为 65.34% 

 
夷皮不适用于单独作为挥发油提取的药用部位。荆

芥药材叶、种子、穗、梗 4 个药用部位挥发油含量

均符合药典规定不低于 0.6%的要求，且胡薄荷酮含

量也都符合药材干燥品中不少于 0.020%的要求。文

献表明从药材不同部位提取所得挥发油有较大差

异，且大多数果实及种子类中药和全草类中药有

较高含量的挥发油。通过比较药材主要药用部位

和其他药用部位可以发现，中药挥发油集中在其

主要药用部位，其他部位挥发油含量都远低于主

要药用部位，但主要药用部位挥发油中有效成分相

对含量并非一定高于其他药用部位（如丁香[10-11]、

九里香[12-13]、温郁金[28]）。对于大部分全草类中药

而言，叶部位所含挥发油普遍高于其他部位，但也

存在具体某一部位挥发油含量和活性成分极低，如

全草类中药薄荷根部位挥发油含量极低，且未检测

出有效成分薄荷醇。 
3  不同产地中药提取挥发油的差异 

药用植物的生长受地方气候、温度、土壤等诸

多因素的影响，药用植物的生长也直接影响到其挥

发油的成分、含量，导致挥发油质量的差异[40]。现

将不同产地中药经相同提取方法（大多为水蒸气蒸

馏法）所得挥发油的差异做了整理，见表 3。 
文献表明生姜、花椒、姜黄各产地挥发油的含量

都符合药典规定的要求，但香附 3 个产地挥发油含量

均未达到 1.0%的标准，可能受到药材采收期、栽培方

式、提取工艺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挥发油含量的降低。

中药挥发油受产地的影响，其成分、含油量等确实有

一定的差异，但产生该差异的原因较为复杂，存在着

道地药材提取所得挥发油的质量并非一定高，如细辛

为东北地区道地药材，其挥发油主要药理活性成分为

甲基丁香酚，但辽宁细辛挥发油中甲基丁香酚含量却

比四川、云南、湖南等南方地区细辛挥发油中甲基丁

香酚含量都要低[54]。因此，不能完全地认为道地药材

所含挥发油就一定优于其他地区药材。 
4  不同采收期对中药挥发油的影响 

药用植物挥发油性有效成分的含量决定着中药

挥发油品质的好坏，而挥发油有效成分的含量与药

物的采收期有着密切的联系，药材不同年限采收、

不同生长时期采收、不同时刻采收在一定程度都影

响着挥发油有效成分的含量[63]。现将药材不同采收

期经相同提取方法（大多为水蒸气蒸馏法）所得挥

发油的差异整理如下，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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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产地中药提取挥发油的差异 
Table 3  Differences in extraction of volatile oil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different producing areas 

中药名称 产地 挥发油出油率、色泽、挥发油中鉴定出成分的种类或主要成分含量的差异 
大蒜[41] 贵州麻江 鉴定出 16 种化学成分，大蒜素占比为 2.94% 
 贵阳 鉴定出 20 种化学成分，大蒜素占比为 1.51% 
 云南 鉴定出 18 种化学成分，大蒜素占比为 2.30% 
 山东 鉴定出 20 种化学成分，大蒜素占比为 2.57% 
 重庆 鉴定出 18 种化学成分，大蒜素占比为 2.34% 
丁香[42] 印度尼西亚 出油率 1.76%，鉴定出 27 种化学成分 
 广东 出油率 1.62%，鉴定出 22 种化学成分 
 云南 出油率 1.57%，鉴定出 23 种化学成分 
 广西 出油率 1.67%，鉴定出 21 种化学成分 
 海南 出油率 1.68%，鉴定出 24 种化学成分 
小茴香[43] 湖北 出油率 1.39%，鉴定出 20 种化学成分，反式茴香脑占比为 68.95% 
 新疆 出油率 1.80%，鉴定出 21 种化学成分，反式茴香脑占比为 35.57% 
 内蒙古 出油率 2.24%，鉴定出 17 种化学成分，反式茴香脑占比为 79.70% 
 四川 出油率 1.29%，鉴定出 18 种化学成分，反式茴香脑占比为 84.75% 
 江西 出油率 1.64%，鉴定出 18 种化学成分，反式茴香脑占比为 65.22% 
 广西 出油率 1.40%，鉴定出 18 种化学成分，反式茴香脑占比为 71.16% 
木香[44] 云南 出油率 2.10%，鉴定出 45 种化学成分，去氢木香内酯占比为 25.36% 
 四川 出油率 1.80%，鉴定出 45 种化学成分，去氢木香内酯占比为 20.70% 
 甘肃 出油率 1.20%，鉴定出 43 种化学成分，去氢木香内酯占比为 18.79% 
 广东 出油率 1.50%，鉴定出 43 种化学成分，去氢木香内酯占比为 23.07% 
 广西 出油率 1.30%，鉴定出 45 种化学成分，去氢木香内酯占比为 23.12% 
 湖北 出油率 1.60%，鉴定出 45 种化学成分，去氢木香内酯占比为 16.30% 
 湖南 出油率 0.80%，鉴定出 46 种化学成分，去氢木香内酯占比为 16.53% 
艾叶[45] 云南 出油率 0.18%，鉴定出 58 种化学成分，樟脑占比为 9.33% 
 四川 出油率 0.33%，鉴定出 52 种化学成分，樟脑占比为 4.36% 
 湖北 出油率 0.19%，鉴定出 48 种化学成分，樟脑占比为 17.39% 
生姜[46] 广西 出油率 0.21%，鉴定出 63 种化学成分，莰烯占比为 6.84% 
 山东 出油率 0.16%，鉴定出 58 种化学成分，莰烯占比为 14.50% 
仙鹤草[47] 浙江 鉴定出 27 种化学成分，棕榈酸占比为 22.23% 
 湖南 鉴定出 27 种化学成分，棕榈酸占比为 13.53% 
 广西 鉴定出 13 种化学成分，棕榈酸占比为 41.25% 
白芷[48] 四川 出油率 0.05%，鉴定出 57 种化学成分，1-十二醇占比为 31.95% 
 浙江 出油率 0.02%，鉴定出 51 种化学成分，1-十二醇占比为 26.31% 
 河北 出油率 0.03%，鉴定出 30 种化学成分，1-十二醇占比为 36.21% 
 河南 出油率 0.02%，鉴定出 39 种化学成分，1-十二醇占比为 31.59% 
 安徽 出油率 0.03%，鉴定出 45 种化学成分，1-十二醇占比为 31.98% 
 山东 出油率 0.03%，鉴定出 32 种化学成分，1-十二醇占比为 36.37% 
延胡索[49] 陕西 出油率 0.24%，鉴定出 35 种化学成分，4-甲氧基-2-羟基苯乙酮占比为 24.52% 
 江苏 出油率 0.22%，鉴定出 30 种化学成分，4-甲氧基-3-羟基苯乙酮占比为 18.43% 
防风[50] 安徽 鉴定出 16 种化学成分，人参炔醇占比为 9.61% 
 云南 鉴定出 14 种化学成分，人参炔醇占比为 59.15% 
 河北 鉴定出 24 种化学成分，人参炔醇占比为 37.67% 
 内蒙古 鉴定出 19 种化学成分，人参炔醇占比为 6.69% 
 黑龙江 鉴定出 12 种化学成分，人参炔醇占比为 60.87% 
花椒[51] 陕西 出油率 2.52%，鉴定出 46 种化学成分 
 四川 出油率 5.48%，鉴定出 34 种化学成分 
 甘肃 出油率 5.50%，鉴定出 34 种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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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3 
中药名称 产地 挥发油出油率、色泽、挥发油中鉴定出成分的种类或主要成分含量的差异 

连翘[52] 山西 出油率 0.91%，β-蒎烯占比为 63.61% 
 河南 出油率 1.29%，β-蒎烯占比为 66.60% 
 河北 出油率 1.03%，β-蒎烯占比为 41.03% 
 江西 出油率 0.56%，β-蒎烯占比为 36.28% 
佛手[53] 广东 出油率 0.13%，鉴定出 45 种化学成分 
 四川 出油率 0.33%，鉴定出 34 种化学成分 
 浙江 出油率 0.28%，鉴定出 36 种化学成分 
细辛[54] 辽宁 鉴定出 17 种化学成分，甲基丁香酚占比为 13.19% 
 延边 鉴定出 25 种化学成分，甲基丁香酚占比为 47.58% 
 黑龙江 鉴定出 27 种化学成分，甲基丁香酚占比为 24.34% 
 安徽 鉴定出 23 种化学成分，甲基丁香酚占比为 8.89% 
 四川 鉴定出 16 种化学成分，甲基丁香酚占比为 17.22% 
 云南 鉴定出 25 种化学成分，甲基丁香酚占比为 34.56% 
 湖南 鉴定出 16 种化学成分，甲基丁香酚占比为 21.18% 
枳壳[55] 江西新干 鉴定出 67 种化学成分，柠檬烯占比为 55.60% 
 江西樟树 鉴定出 77 种化学成分，柠檬烯占比为 46.00% 
 湖南 鉴定出 79 种化学成分，柠檬烯占比为 37.70% 
 四川 鉴定出 86 种化学成分，柠檬烯占比为 49.50% 
厚朴[56] 云南 出油率 0.35%，鉴定出 45 种化学成分，β-桉叶醇占比为 20.20% 
 贵州 出油率 1.15%，鉴定出 59 种化学成分，β-桉叶醇占比为 14.30% 
 河南 出油率 0.98%，鉴定出 56 种化学成分，β-桉叶醇占比为 23.20% 
 四川 出油率 0.35%，鉴定出 45 种化学成分，β-桉叶醇占比为 30.90% 
 浙江 出油率 1.40%，鉴定出 22 种化学成分，β-桉叶醇占比为 32.60% 
香附[57] 江苏 出油率 0.98%，鉴定出 82 种化学成分，α-香附酮占比为 19.00% 
 安徽 出油率 0.64%，鉴定出 73 种化学成分，α-香附酮占比为 9.30% 
 河南 出油率 0.93%，鉴定出 81 种化学成分，α-香附酮占比为 17.00% 
姜黄[58] 四川 出油率 8.00%，鉴定出 31 种化学成分，芳姜黄酮占比为 56.00% 
 海南 出油率 7.00%，鉴定出 33 种化学成分，芳姜黄酮占比为 43.54% 
 泰国 出油率 9.50%，鉴定出 26 种化学成分，芳姜黄酮占比为 51.65% 
 越南 出油率 9.00%，鉴定出 25 种化学成分，芳姜黄酮占比为 55.60% 
高良姜[59] 广东 1,8-桉叶素占比为 51.08% 
 云南 1,8-桉叶素占比为 30.98% 
 海南 1,8-桉叶素占比为 14.49% 
 福建 1,8-桉叶素占比为 19.76% 
 广西 1,8-桉叶素占比为 56.66% 
野菊花[60] 湖北 出油率 0.70%，黄绿色，鉴定出 32 种化学成分 
 河北 出油率 0.50%，蓝色，鉴定出 32 种化学成分 
 河南 出油率 0.50%，浅黄色，鉴定出 37 种化学成分 
鹅不食草[61] 湖南 鉴定出 77 种化学成分；2,6,6-三甲基-二环 [3.1.1] 庚-2-烯-4-醋酸乙酯占比为 35.05% 
 江苏 鉴定出 28 种化学成分；2,6,6-三甲基-二环 [3.1.1] 庚-2-烯-4-醋酸乙酯占比为 48.40% 
 浙江 鉴定出 77 种化学成分；2,6,6-三甲基-二环 [3.1.1] 庚-2-烯-4-醋酸乙酯占比为 2.86% 
蜂胶[62] 河南 出油率 3.75%，黄色，鉴定出 61 种化学成分，大黄酚占比为 1.55% 
 山东 出油率 3.00%，淡黄色，鉴定出 40 种化学成分，大黄酚占比为 13.60% 
 江西 出油率 3.73%，淡黄色，鉴定出 19 种化学成分，大黄酚占比为 19.53% 
 内蒙古 出油率 3.74%，淡黄色，鉴定出 33 种化学成分，大黄酚占比为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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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采收期对中药挥发油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different harvest time on volatile oi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药名称 采收期 挥发油出油率、色泽、挥发油中鉴定出成分的种类或主要成分含量的差异 
白术[64] 10 月中旬 出油率 2.55%，苍术酮占比为 38.58% 
 10 月下旬 出油率 2.80%，苍术酮占比为 44.28% 
 11 月上旬 出油率 2.95%，苍术酮占比为 51.25% 
 11 月中旬 出油率 1.75%，苍术酮占比为 52.31% 
 11 月下旬 出油率 1.40%，苍术酮占比为 38.65% 
连翘[65] 7 月上旬 出油率 1.52%，β-蒎烯占比为 46.90% 
 7 月中旬 出油率 1.88%，β-蒎烯占比为 49.70% 
 7 月下旬 出油率 1.71%，β-蒎烯占比为 49.20% 
 8 月中旬 出油率 1.68%，β-蒎烯占比为 44.90% 
 8 月下旬 出油率 1.56%，β-蒎烯占比为 49.70% 
 9 月上旬 出油率 1.16%，β-蒎烯占比为 47.90% 
 10 月上旬 出油率 1.33%，β-蒎烯占比为 49.20% 
 10 月下旬 出油率 0.49%，β-蒎烯占比为 48.90% 
甘松[66] 7 月 出油率 5.00% 
 8 月 出油率 5.00% 
 9 月 出油率 3.30% 
 10 月 出油率 3.00% 
黄丝郁金[67] 10 月 出油率 1.64% 
 11 月 出油率 1.89% 
 12 月 出油率 2.15% 
 次年 1 月 出油率 2.16% 
 次年 2 月 出油率 2.18% 
辽藁本[68] 8 月中旬 出油率 4.88% 
 9 月上旬 出油率 5.03% 
 10 月中旬 出油率 5.34% 
 10 月上旬 出油率 5.87% 
 10 月中旬 出油率 6.25% 
 11 月上旬 出油率 5.92% 
海南姜黄[69] 10 月中旬 出油率 8.0%，芳姜黄烯占比为 49.26% 
 11 月下旬 出油率 6.0%，芳姜黄烯占比为 33.79% 
 次年 1 月中旬 出油率 5.0%，芳姜黄烯占比为 33.61% 
 次年 3 月上旬 出油率 6.7%，芳姜黄烯占比为 44.83% 
鱼腥草[70] 4 月中旬 甲基正壬酮占比为 11.28% 
 5 月上旬 甲基正壬酮占比为 10.75% 
 6 月上旬 甲基正壬酮占比为 11.86% 
 6 月中旬 甲基正壬酮占比为 11.60% 
 7 月中旬 甲基正壬酮占比为 17.44% 
 8 月中旬 甲基正壬酮占比为 26.96% 
 9 月中旬 甲基正壬酮占比为 11.82% 
 10 月中旬 甲基正壬酮占比为 12.22% 
羌活[71] 7 月上旬 出油率 1.30% 
 8 月上旬 出油率 1.60% 
 8 月下旬 出油率 2.50% 
 9 月下旬 出油率 2.80% 
 10 月下旬 出油率 3.00% 
辽细辛[72] 5 月 甲基丁香酚占比为 49.04% 
 6 月 甲基丁香酚占比为 56.25% 
 7 月 甲基丁香酚占比为 56.67% 
 8 月 甲基丁香酚占比为 49.96% 
 9 月 甲基丁香酚占比为 65.28% 
 10 月 甲基丁香酚占比为 68.70% 
广藿香[73] 6 月 出油率 0.80%，广藿香醇占比为 40.84% 
 7 月 出油率 0.70%，广藿香醇占比为 42.62% 
 8 月 出油率 0.60%，广藿香醇占比为 31.40% 
柴胡[74] 5 月中旬 出油率 0.019%，总皂苷占比为 0.75% 
 6 月中旬 出油率 0.021%，总皂苷占比为 0.58% 
 7 月中旬 出油率 0.035%，总皂苷占比为 0.54% 
 8 月中旬 出油率 0.031%，总皂苷占比为 0.52% 
 9 月中旬 出油率 0.028%，总皂苷占比为 0.43% 
 10 月中旬 出油率 0.023%，总皂苷占比为 0.66% 
 11 月中旬 出油率 0.013%，总皂苷占比为 0.62%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51 卷 第 20 期 2020 年 10 月 • 5402 • 

挥发油的含量和化学成分与药用植物的生长阶

段密切相关[75]，因此药材的采收时期对药材内挥发

油成分会有直接的影响，且药材采收期与药材的药

用部位有一定程度的关系。果实类药材一般在果实

成熟时期采收，种子类药材在种子完全发育成熟时

采收；根及根茎类药材一般在秋、冬季节植物地上

部分即将枯萎到初春发芽前采收最适宜；全草类药

材大多在生长最旺期，如初花期或花蕾期采收；叶

类中药材大多在植株生长旺盛期、花未开放或果实

种子尚未成熟前采收[76]。大多数含挥发油中药若以

挥发油含量作为质量评价指标，其采收期与药典中

注明的采收期基本一致，但药典中注明的采收期大

多按季度来算，时间跨度过大，而药材中挥发油含

量或成分可能在几天时间内发生明显变化。如药典

中注明艾叶采摘时间为夏季花未开时采摘，经实验

发现艾叶挥发油含量及主要成分含量在端午节前

1～2 周最高，而后呈现下降趋势，因此艾叶最佳采

收期应为端午节前 1～2 周[77]，比《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中规定的采收期更为精确。 
5  讨论 

中药挥发油受药材的入药部位、产地、采收时

期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导致挥发油品质的不均一。

从药材的入药部位来看，同一药用植物不同部位提

取所得挥发油在挥发油含量和主要成分含量上有着

明显的差异，虽然主要药用部位的含油量相对较高，

但药效成分含量可能不及其他部位，且存在挥发油

分布极不均匀的情况，因此在中药挥发油的生产中

不能一味地将主要药用部位作为挥发油的提取对

象，在大规模的挥发油生产中也应考虑是否可以剔

除提取效率低的部位，以避免能源的浪费；从药材

产地来看，各产地药材提取所得挥发油也不尽相同，

且药材的道地性不能完全决定其挥发油的品质，因

此不能传统地认为道地药材挥发油质量就一定优于

其他产区，而因从各个产区对药材挥发油的质量进

行多方位考察；从药材的采收期来看，采收时期的

不同会直接影响到挥发油的成分，采收期范围跨度

过大也容易造成挥发油质量的不均一，因此合理缩

短药材采收期范围能有效减少中药挥发油的差异。

综合以上分析，在挥发油的生产过程中，应结合出

油率、有效成分含量、提取效率等多方面因素考虑，

精确入药部位的选择、细化产地造成的差异、缩短

采收时期的范围，减少挥发油质量的差异，并根据

挥发油的实际应用，选择合适的药材、合适的制备

工艺，以达到其最大的药用价值。另外，挥发油的

质量稳定均一，不仅是临床用药安全的保障，并且

跟中药挥发油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为确保挥发油

质量的稳定均一，必须从药材的入药部位、采收时

期、炮制工艺、提取技术、品种产地等多方面因素

综合筛选，规范各项操作，并建立起完善的中药挥

发油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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