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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参是大宗药材，传统药用部位为根，地上部分研究较少，而地上部分含有多种化学成分，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

但其利用和研究仅处于初级阶段，合理有效的开发利用还未开展，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党参地上部分综合开发能促进药

用植物资源综合利用、延伸党参产业链、提高其经济价值和药农经济收入并推动地方药材支柱产业发展，因此，地上部分的

综合利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综述了党参地上部分（茎、叶、花）的现有研究和综合利用现状，对其化学成分、生物活性、

在畜牧业和食品中的应用进行了综述，以期为党参地上部分综合利用和党参产业链的延伸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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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donopsis pilosula is a widely us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traditional medicinal parts are the roots, 

while the above-ground parts contain a variety of chemical components. So they are resources with high utilization value, however 

use and research on above-ground parts are only on the initial stage, and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have 

not yet been carried out, which have caused a serious waste of resource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can 

promot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extend the industrial chain of C. pilosula, increase its economic value 

of medical farmers,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illar industry of local medicinal materials. Therefore, the comprehen sive 

utilization of above-ground par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 current status of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above-ground parts 

(stems, leaves, flowers) of C. pilosula a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mainly including its chemical constituents, biological activities, 

and application in animal husbandry and food,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above-ground parts 

of C. pilosula and extension of industrial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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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参的干燥根是我国常用的传统补益类中药

材，已有数百年的药用和食用历史[1-2]。《本草从新》

等历代著作均有党参入药记载[3]，《中国药典》1963

年版就已将党参收录其中[4]。其根含有多糖类、倍

半萜内酯类、聚炔类及苷类等多种化学成分[5]，具

有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疲劳等功效[6]。除了作

为传统中药在临床上使用外，党参还在中兽医药中

有广泛的使用[7-9]。因此，党参栽培面积较大，经济

价值较高[10]。其中，甘肃是最大的党参道地产区，

现种植面积达 3×104 hm2，每年出口量至少 700～

800 t[10-11]。党参地上部分生长茂盛[12]，包括茎、叶、

花，在生产中主要栽培的目标部位为根[13]。通常，地

上部分为根的正常生长提供必要的养分和能量[14]。

除此之外，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而且，

在党参栽培的过程中适当地除去地上部分对其生长

有积极的作用[15]，如适当剪去藤蔓能改善田间通风

透光微环境，调控病害滋生的环境条件，降低根腐

病发病率和病情指数；打顶以及疏花有利于增加产

量、提高质量[16-17]。适当的去除地上部分在生产上

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应用[17]，然而，被去除的地上部

分往往被当作废弃资源，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 

中药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随着中医科学的发

展，中药材及天然药物的需求量正在迅速增加[18-19]。

与此同时，药材种植和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非

药用部位、废弃物及副产物，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

费。因其仍存在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和经济价值，

中药材非常规利用部位和其副产品的利用已成为亟

待探索和迫切解决的重大社会及科学问题[20]。研究发

现党参地上部分（花、茎、叶）仍含有多种化学成

分，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16,21]，但其研究仅处于初

级阶段。对党参地上部分综合利用能提高其经济价

值和产品附加值，在一定程度上延伸党参产业链，

对提高药农经济收入，推动地方药材产业与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22]。本文主要综述了党参地上部分

（茎、叶、花）的现有研究和综合利用现状，旨在为

党参地上部分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1  化学成分 

党参地上部分化学成分相关的研究相对较少，

研究工作主要在国内开展，韩国研究人员也做了相

关工作。早在 1987 年何国耀等[21]就研究了党参茎

叶的化学成分，发现其含有根中所含的多种化学物

质，且氨基酸和无机元素含量高于根。江佩芬等[16]

也开展了类似研究，得到一致结果，证明党参的茎、

叶、花都含有 17 种氨基酸和 22 种微量元素，氨基

酸总量是根的 1.3～5.3 倍，微量元素含量是根的

2.27～3.57 倍。 

通过 GC、GC-MC、NMR 等手段已经检测出了

表 1 所示的 52 种化学物质，其中地上部分所含的

多糖和党参炔苷含量并不比根低，江佩芬等[16]在地

上部分中检测出了较高含量的多糖（9.40%～

22.85%），成铭等[31]在党参叶、花、茎中都检测到了

一定含量的党参炔苷，分别为 0.40、0.22、0.27 mg/g。

蔡兴航等[32]在地上部分中提取得到了较高含量的

皂苷（4.12%）。此外，绿原酸、 radicamine A、

lancemaside、木犀草素等化学成分具有重要的药理

作用和研究价值[33-37]。 

以上研究为利用党参地上部分分离和提取化学

物质如总皂苷、党参炔苷和党参多糖提供了科学依

据，能取代部分用作化学成分提取的根，降低提取

成本，节约中药资源。

表 1  党参地上部分中的化学成分 

Table 1  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above-ground parts of Codonopsis pilosula 

编号 化学成分 来源部位 文献 

1 α-菠甾醇（α-spinasterol） 茎、叶 23 

2 (22E)-5α,8α-乔二氧麦角甾-6,22-二烯-3β-醇[(22E)-5α,8α-epidioxy-ergosta-6,22-dien-3β-ol] 茎、叶 23 

3 1-亚油酸甘油酯（1-linoleoylglycerol） 茎、叶 23 

4 硬脂酸（stearic acid） 茎、叶 23 

5 3-α-亚麻酸甘油酯 1-O-[α-D-半乳糖基-(1→6)-O-β-D-半乳糖苷][3-α-linolenoylglycerol 1-O-

[α-D-galactopyranosyl-(1→6)-O-β-D-galactopyranoside] 

茎、叶 23 

6 3-α-亚麻酸甘油酯 1-O-β-D-半乳糖苷（3-α-linolenoylglycerol 1-O-β-D-galactopyranoside） 茎、叶 23 

7 3-(7,10,13-十六碳三烯酸)甘油酯半乳糖苷[3-(7,10,13-hexadecatrienoylg-lycerol) 1-O-β-D-

galactopyranoside] 

茎、叶 23 

8 亚油酸（linoleic acid） 茎、叶、混合样品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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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编号 化学成分 来源部位 文献 

 9 棕榈酸（hexadecanoic acid） 混合样品 24 

10 肉豆蔻酸（tetradecanoic acid） 混合样品 24 

11 9,12,15-十八碳三烯醛 l（9,12,15-octadecatriena） 混合样品 24 

12 橄香醇（elemol） 混合样品 24 

13 反式仲丁基丙烯基二硫化物（cis-propenyl sec-butyl disulfide） 混合样品 24 

14 桉叶醇（eudesmol） 混合样品 24 

15 植酮（phytone） 混合样品 24 

16 十六醇（hexadecanol） 混合样品 24 

17 苜蓿素（tricin） 混合样品 25 

18 芹菜素（apigenin） 混合样品 25 

19 琥珀酸（succinic acid） 混合样品 25 

20 柯伊利素（ethylsyringin） 混合样品 25 

21 党参碱（codonopsine） 混合样品 25 

22 党参次碱（codonopsinine） 混合样品 25 

23 codonopsinol 混合样品 25 

24 radicamine A 混合样品 25 

25 党参苷（tangshenosid） 混合样品 25 

26 紫丁香苷（syringin） 混合样品 25 

27 乙酰蒲公英萜醇（taraxeryl acetate） 混合样品 25 

28 黑果茜草萜 B（rubiprasin B） 混合样品 25 

29 丁香苷（syringin） 混合样品 25 

30 木犀草素-5-O-β-D-吡喃葡萄糖苷（luteolin-5-O-β-D-glucopyranoside） 混合样品 25 

31 咖啡酸（caffeic acid） 混合样品 25 

32 (E)-2-hexenyl-a-larabinopyranosyl(1→6)-β-D-glucopyranoside 混合样品 25 

33 α-蒎烯（α-pinene） 叶 26 

34 β-蒎烯（β-pinene） 叶 26 

35 β-水芹烯（β-phellandrene） 叶 26 

36 莰酮（camphor） 叶 26 

37 肉桂酸甲酯（methyl cinnamate） 叶 26 

38 β-石竹烯（β-caryophyllene） 叶 26 

39 律草烯（humulene） 叶 26 

40 β-胡萝卜苷（β-daucosterol） 混合样品 25,27 

41 木犀草素（luteolin） 混合样品 25,27 

42 芹菜素-7-O-β-D-葡萄糖苷（apigenin-7-O-β-D-glucopyranoside） 混合样品 25,27 

43 木犀草素-7-O-β-D-葡萄糖苷-(1→6)-[(6′′′-O-咖啡酸)-β-D-葡萄糖][luteolin-7-O-β-D-glucopyranosyl-

(1→6)-[6′′′-O-caffeoyl]-β-D-glucopyranoside] 

混合样品 25,27 

44 木犀草素-7-O-β-D-龙胆二糖苷（luteolin-7-O-β-D-gentiobioside） 混合样品 25,27 

45 绿原酸（chlorogenic acid） 混合样品 25,27 

46 新绿原酸（neochlorogenic acid） 混合样品 25,27 

47 对羟基苯甲酸葡萄糖苷（p-hydroxybenzoic acid glucoside） 混合样品 25,27 

48 紫菀皂苷（aster saponin） 混合样品 28 

49 foetidissimoside 混合样品 28 

50 lancemaside 混合样品 28-30 

51 党参炔苷（lobetyolin） 混合样品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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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物活性 

2.1  抗氧化 

氧化应激可以诱发人体多种疾病，同时也是人

体衰老和多种疾病的重要诱因，外源的抗氧化剂可

以有效消除或减轻氧化损伤[37-38]。植物的茎、叶、

花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近年来类似的研究较多，

如铁皮石斛叶[38]，菊花的花、茎、叶[39]，丹参叶[40]

等，对自由基和活性氧都有强清除能力[41]。党参地

上部分作为天然植物材料也不例外，其清除自由基

的相关研究如表 2 所示。Yang 等[22]研究了党参叶水

提物和醇提物的抗氧化活性且和根做了比较，其水

提液质量浓度为 200 μg/mL 时 1,1-二苯基-2-三硝基

苯肼（2,2-diphenyl-1-picrylhydrazyl，DPPH）自由基

的清除率可达 92.24%，和 2,2′-联氮- 双-(3-乙基苯并

噻 唑 啉 -6- 磺 酸 ) 二 铵 盐 [2,2′-azino-bis(3-

ethylbenzothiazoline-6-sulfonic acid)，ABTS]自由基

的清除率达到 99.21%，对铁离子有强还原能力；且

在 1.5 mg/mL 以上和维生素 C 抗氧活性相当。 

表 2  党参地上部分的生物活性 

Table 2  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above-ground parts of C. pilosula 

研究材料 生物活性 材料处理方式 实验结果 文献 

茎 保护肾脏 石油醚和乙醇提取物纯化的

单体 

抑制促炎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 α 的释放对肾脏缺血/再灌注损伤有保护

作用 

19 

叶 抗氧化、抑菌活性 水提物、乙醇提取物 有效清除 DPPH、ABTS 自由基；对细菌有抑制作用，强抗氧化活性、

抑菌活性，且高于根的活性 

22 

茎、叶 抗氧化 利用乙醇提取获得皂苷 强抗氧化活性，对 DPPH 自由基、羟基自由基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最

大清除率 

32 

叶 抗氧化、抑菌活性 甲醇提取物 强抗氧化活性，有效清除 DPPH、ABTS 自由基；对细菌有抑制作用 41 

叶 抗氧化 水提物 强抗氧化活性，有效清除 DPPH 自由基 42 

茎 抗氧化 水提并纯化出 2 种多糖 强抗氧化活性，调节抗氧化防御系统，对细胞氧化应激反应有保护作用 43 

茎、叶 免疫调节功能 饲料添加剂 含有大量多糖、氨基酸等物质，对免疫有促进作用，提高鸡免疫力 44-45 

茎、叶 调脂 乙醇提取并分离纯化出单体 调脂、抑制脂肪积累，对胰脂肪酶活性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46 

 

值得注意的是，地上部分的抗氧化活性显著高

于根。抗氧化活性一般和样品中含量较高的多酚、黄

酮、皂苷类成分有一定的关系，党参茎、叶的抗氧化

活性可能与皂苷含量密切相关[38,40-42]，也可能还和多

糖有一定的关系。Zou 等[43]通过离子交换色谱法得到

了 2 种果胶多糖，通过调节肠道细胞的代谢表现出

了一定的抗氧化活性，能影响机体抗氧化防御系统，

保护肠细胞免受氧化应激诱导的氧化损伤和细胞活

力抑制作用。强抗氧化活性是党参地上部分综合利

用的一个很大优势，可以考虑将其作为抗氧化剂应

用于多个领域，如化妆品、保健品、食品等。 

2.2  抑菌 

一般来说，皂苷、黄酮、多糖类物质具有一定的

抑菌活性[19,42-43]，党参地上部分总黄酮、多糖和皂苷

含量较高[47]，研究发现，党参叶的甲醇提取物、水提

物、乙醇提取物对常见的细菌如食源性疾病致病菌

大肠杆菌、枯草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有一定的

抑制作用[22,41]，见表 2。Bhardwaj 等[41]研究了党参叶

提取物对细菌、霉菌和酵母的抑制作用。此外，这些

菌株与常见的食源性疾病和食品腐败有一定关系，

因此，党参地上部分提取物在抑菌方面有一定的应

用前景，如抑制食源性致病菌和食品腐败菌。 

2.3  免疫调节功能 

党参多糖对人和动物都具有较强的免疫调节作

用[48-49]，对免疫器官有促进发育和保护作用，能激

活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的增殖，提高机体抗体水平，

能够刺激免疫细胞分泌多种细胞因子 [49]。而党参

茎、叶、花中多糖含量较高，党参叶中高达 0.42～

0.49 mg/g，茎中高达 0.28～0.34 mg/g，花中高达

0.20～0.26 mg/g[21,31]，见表 2。武志勇等[44]发现党参

茎叶黄芪粉添加在鸡饲料中能单独及协同聚羟基脂

肪酸酯显著刺激 T 淋巴细胞增殖，增加抗体效价。

免疫对人类身体健康和动物正常生长发育至关重

要，党参地上部分有一定的免疫调节作用，其免疫

调节功能值得后期继续研究，尤其是天然植物免疫

调节方面的研究可以适当地降低抗生素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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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2.4  调脂 

谢敏等[23]以党参茎、叶为研究材料分离出了8个

具有调脂活性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对胰脂肪酶活

性具有抑制作用，抑制率可达 15%～31%。胰脂肪酶

在脂质代谢中起着重要作用，对脂肪酶具有抑制作

用，可以减少人体对脂肪的吸收。与此相关的体内研

究还未见报道，但很多植物天然提取物本身就具有

较强的调脂功能，在党参茎、叶中还检测到了其他具

有调脂作用的化学物质如植酸[27,46]，见表 2。因此，

党参地上部分在调脂方面可能有一定的研究和利用

价值。 

3  毒性研究 

何国耀等[50]利用小鼠对党参茎、叶的急性毒性

做了研究，结果表明其对小鼠肝肾组织和细胞生长

没有明显的毒性反应，体质量有所增加。利用公鸡研

究了慢性毒性，发现其对公鸡的血液生化指标无明

显影响，解剖和电镜观察都没有见异常，因此，党参

茎叶的毒性甚微，安全范围很大，为党参茎叶资源的

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田昆等[51]做了党参花粉

的急性、亚急性、蓄积毒性研究，将花粉按照 25 g/kg

的剂量为安全剂量，安全系数为 100，在该剂量范围

内党参花粉安全无毒、无慢性蓄积毒性作用。因此，

党参茎、叶、花毒性很小，安全性高，可以作为其在

其他领域研究的依据和参考，尤其为食品行业和畜

牧养殖行业开发利用的可行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4  在畜牧业中的应用 

党参茎、叶作为党参种植过程产生的废弃资源，

成本低廉，在畜牧业中应用能大大地降低成本，还

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长性能和饲料利用率，从而

提高经济效益，在畜牧业推广应用中具有较好前景。

其在畜牧业中的应用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党参地上部分在畜牧业中的应用 

Table 3  Application in animal husbandry of above-ground parts of C. pilosula 

研究材料 使用方式及用量 研究对象 实验结果 可能的作用机制 文献 

茎、叶 以 0.1%比例加入

饮水 

鸡 增强免疫作用 协同植物血凝素刺激 T 淋巴细胞增殖 47 

茎、叶 3%～10%添加入

日粮 

肉鸡 提高生长性能 提高免疫功能和饲料转化率 49 

茎、叶 2%辅以其他粮食 鸡 提高饲料中蛋白质利用率 党参茎叶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包括氨

基酸和微量元素 

52 

茎、叶 2%辅以其他饲料 鸡 提高鸡蛋维生素 A 和胡萝卜素

等品质 

党参茎叶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 53 

茎、叶 混入饲料 蛋鸡 提高产蛋率、产蛋量、饲料转

换率，降低鸡蛋胆固醇含量 

党参茎叶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可能有

类似党参的补益作用 

54 

茎、叶 10%～30% 猪 显著地提高猪机体免疫功能和

饲料转化率 

党参茎叶含有多种矿物元素和氨基酸 55 

茎、叶 混入干饲料 仔猪 增重，降低料肉比，提高饲料

转换率 

可能党参茎叶有类似党参根的补益作用，

增强食欲，增加采食量，促进生长 

56 

 

4.1  提高鸡饲料利用率、改善生长性能、生产性能

和鸡蛋品质 

郭福存等[52]研究了党参茎、叶在饲料中的添加

对鸡日粮中蛋白质代谢的影响，结果表明党参茎、

叶可以使鸡蛋白质留存率提高，这表明党参茎叶在

饲料中的添加有利于提高鸡的生产性能。武志勇等[44]

对党参茎、叶黄芪粉在体外、内对提高鸡细胞免疫

和体液免疫作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对照

组，党参茎、叶黄芪粉在体外对鸡外周血 T 淋巴细

胞有显著的细胞增殖作用，免疫 4 周后 5 个实验组

血清新城疫血凝抑制抗体效价显著增加均高于药物

对照组、免疫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因此，添加适量

的党参茎叶可以提高鸡的免疫功能，为党参茎、叶作

为饲料添加剂改善鸡生长性能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饲料中添加党参茎、叶还可以提高饲料转换

率，显著增加鸡体质量，马志明[45]研究了党参茎、

叶对肉鸡生长性能的影响，实验组增重率高出对照

组 8.30%～10.30%，料质量比降低 9.10%～11.90%，

证明党参茎、叶能显著地提高肉仔鸡机体免疫功能

和饲料转化率，大大地降低农户的养殖成本。郭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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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等[53]和何国耀等[54]还证明了党参茎、叶在饲料中

的添加可以提高鸡蛋品质，相对于对照组，实验组

蛋黄维生素 A、胡萝卜素的含量提高，蛋黄胆固醇

含量降低 15.18%，还能提高产蛋率和产蛋量。 

由此可知，在饲料中适量的添加党参茎、叶能

提高饲料转化率，鸡的生产性能、生长性能和鸡蛋

品质，且因其廉价还能大大降低养殖成本，在鸡养

殖中有可观的应用前景，同时，将其开发成饲料或

饲料添加剂还能增加党参茎、叶的利用率提高其经

济价值，达到利益双收的目的。 

4.2  提高猪饲料利用率并改善生长性能 

董占莲[55]研究了党参茎、叶对猪生长性能的影

响，各实验组的增重率提高 8.40%～21.80%，表明

在猪饲料中添加党参茎、叶能显著地提高猪生长性

能和饲料转化率。王建国等[56]研究了党参茎、叶对

断奶仔猪的增重实验，研究表明，党参茎叶对断奶

仔猪有显著增重作用，尤其在小母猪第 2 阶段的增

重很明显，可达 42.0%～52.0%；第 1 阶段不太明

显；对公猪增重率达 9.40%～15.95%，这可能是因

为在饲料中添加党参茎、叶可以促进猪的食欲，增

加采食量从而提高猪的体质量，降低料肉比，降低

饲养成本[57]。 

5  在食品中的应用 

因党参茎、叶含有大量的氨基酸、维生素、微

量元素、糖类物质等营养成分，近年来其在食品行

业中的研究逐渐增多，表 4 列出了现有的党参地上

部分在食品中的应用研究。1992 年我国学者江佩芬

等[16]就提出了将党参茎、叶作为保健品或饮料的可

能性，韩国学者 Park[42]也研究了党参叶作为保健食

品材料应用的可能性。研究表明党参叶含有灰分

9.72%，碳水化合物 65.09%，粗蛋白 18.02%，粗脂

肪 1.34%，总皂苷 97.51 mg/g，葡萄糖 2.46%，果糖

4.17%，蔗糖 4.84%；对 DPPH 自由基有强清除力。

Yang 等[22]和陈垣等[58]参照绿茶的加工方法将党参

叶加工成茶，参照玫瑰花茶工艺将党参花加工成党

参花茶[59]，并研究了其营养成分、抗氧化活性和抑

菌活性，为党参叶保健茶和党参花茶的研发做了初

步探索。此外，武永福等[60]也研究了党参叶茶的工

艺并申报了专利。此外，国内也有学者将其作为食

品材料添加在其他食品中，如党参茎、叶保健饮料[61]

和复硒养气茶[62]等。党参花是良好的蜜源材料，党

参花蜜含有皂苷、多糖等物质，品质独特，口感绵

润，浓稠香醇[63-64]；除有蜂蜜的特性外，更益于补 

表 4  党参地上部分在食品中的应用 

Table 4  Application in food of above-ground parts of C. pilosula 

研究材料 产品形式 产品名称 文献 

叶 茶 党参叶茶 22,58,60 

花 茶 党参花茶 59 

茎、叶 保健饮料 党参茎叶保健饮料 61 

叶 保健茶 复硒养气茶 62 

花 蜂蜜 党参花蜂蜜 63-65 

花 峰花粉 党参蜂花粉 66-71 

 

中、益气生津，对脾胃虚弱、气血两亏、体倦无力、

妇女血崩、贫血有辅助疗效，适于体虚、胃冷、慢

性胃炎、贫血者[65]。蜂花粉是蜜蜂采集蜜源植物花

蕊花粉，是蜜蜂为农作物授粉的副产物之一。党参

蜂花粉中还含有大量的多糖、多不饱和脂肪酸、酶

类，党参蜂花粉所含蛋白质高达 234.46 mg/g，较其

他蜂花粉高出很多，有抗衰老、抗氧化、抗疲劳、

提高免疫力、增强骨髓造血功能、护肝等功效[66-71]。 

中草药非传统药用部位因含有大量类似于根的

生物活性物质在保健品和食品中的研究与应用越来

越多[72-73]，如杜仲叶和花的开发利用研究，将杜仲

叶加工成杜仲叶茶[74-75]；魏媛媛[76]和朱丽蓉等[77]研

究了杜仲雄花茶的工艺及抗氧化活性。目前，杜仲

叶茶和杜仲雄花茶已经上市，且杜仲叶已被纳入药

食同源名录，其经济价值和发展前景乐观[78-79]。杜

仲叶和花的研究和开发为党参茎、叶、花未来的发

展方向提供了参考。由此看来，党参地上部分的综

合利用可以和食品行业联系起来，具有较高的经济

开发潜力，未来发展前景乐观。 

6  总结与展望 

随着需求量的增加，目前中药野生资源正在急

剧减少，中药农业种植过程中大宗药材的非传统药

用部位往往被丢弃，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中药材

非药用部分的综合利用正处于初级阶段，是目前研

究的热点。党参作为重要的药用植物，其地上部分

具有较高利用价值但是截至目前并没有合理的开发

利用。为促进资源合理利用，延伸党参产业链，提

高其经济价值，增加药农经济收入，加快地方药材

支柱产业发展，本文综述了党参地上部分（茎、叶、

花）的现有研究和综合利用现状，旨在为相关研究

和应用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党参地上部分开发

价值较高，已经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化学成分

检测及分离、生物活性、在畜牧业和食品中的应用。



 中草药 2021 年 7 月 第 52 卷 第 13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1 July Vol. 52 No. 13 ·4061· 

   

总体而言，其研究起步较晚，开发利用仍处于初级

阶段，虽然何国耀等[21]在 1987 年就开展了研究，但

是至今对其开发利用还在探索阶段。 

党参地上部分含有多种天然植物化学物质，具

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增强免疫力等重要生物活性，

且在畜牧业中可以提高饲料利用率、提高生产和生

长性能、提高畜产品品质等优势，其未来有望能在

多个行业和领域开发利用，发展前景较为乐观，尤

其经济开发价值较高。建议党参地上部分综合利用

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1）应用于畜牧业中，将其

开发成饲料或以一定的比例添加在饲料中；（2）将

其开发成动物生长调节剂如免疫功能增强剂；（3）将

其开发成食品抗氧化剂或保鲜剂或与化妆品领域结

合开发成具有抗氧化、抗衰老功能的产品；（4）将

其作为分离和提取化学物质的原材料替代党参根，

如提取党参多糖、党参炔苷、皂苷、木犀草素等化

学物质，降低生产成本，合理利用中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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