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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麻 Gastrodiae Rhizoma 为我国传统药食同源中药，在医疗卫生、康养保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梳理天麻名称、

效用、产地、加工炮制历史沿革的基础上，对近年药材生产、资源利用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对当前天麻开发利用面临

的新趋势与新问题进行探讨，建议后续进一步完善天麻药用资源评价体系，挖掘天麻传统用药经验，解析天麻加工炮制科学

内涵，建立药材质量控制、产地溯源、保鲜存储新技术与新方法，为助力高品质天麻生产及其产业现代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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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anma (Gastrodiae Rhizoma)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herb with homology of medicine and food,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public healthcare and wellness.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name, effectiveness, origin, and histor ical 

evolution of processing of Gastrodiae Rhizoma,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production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medicinal 

materials in recent years were summarized. Meanwhile, the new trends and problems dur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Gastrodiae Rhizoma were discussed. It is recommended to improve the future evaluation system of medicinal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and deeply explore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s of traditional medication experience and processing of Gastrodiae Rhizoma, 

and establish new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for quality control, origin traceability, preservation and storage of medicinal materials , 

with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production of high-quality Gastrodiae Rhizoma and its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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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 Gastrodiae Rhizoma 为兰科植物天麻

Gastrodia elata Bl.的干燥块茎[1-3]；广泛分布于中国、

日本、韩国、尼泊尔、印度、俄罗斯等地，我国云

南、四川、贵州、湖北等省是当前栽培天麻药材主

产区[2-4]。天麻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并被认

为“久服益气力”，将其奉为上品药材[5-6]。目前天

麻已被《中国药典》2020 年版收载，并属于“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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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中药材品种，用于治疗头痛晕眩、肢体麻木、

癫痫抽搐等症状[1]。此外，天麻也被日本、韩国、欧

洲药典收录，作为法定药材或保健品使用[7-10]。现代

植物化学和药理学研究发现天麻富含芳香族类、甾

体类、糖类、苷类、氨基酸类等化学成分[10-11]；其

中天麻素、对羟基苯甲醇、巴利森苷、巴利森苷 B、

巴利森苷 C 等是报道较多的药材有效成分，具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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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神、修复神经损伤、改善学习记忆、降血压、

调血脂、抑制炎症、抗癌等功效[11-13]。本文通过文

献考证，以历史朝代为主线，系统梳理了天麻国内

外名称、民族用法、性味功效、加工炮制的历史沿

革。同时结合近年国内外研究成果和文献报道，分

析探讨天麻资源评价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为天麻

传统药用价值的深入发掘及其产业现代化发展提供

理论依据。 

1  本草考证 

1.1  名称考证 

1.1.1  天麻古名探源  历代本草古籍“天麻”名称

记载至少有 18 种。通过不同历史时期药材名称梳

理，其药名变化多反映古人对天麻植物形态特征、

功效特点、药用部位、优良品质的认识与界定。先

秦时期“天麻”一词尚未出现，从秦汉、南北朝、

隋唐至五代十国较长的历史时间，“赤箭”和“鬼督

邮”是本草典籍中使用最多的药材名称[14-17]。通过

文献查阅比对，可以确定“赤箭”名称源自古人对

天麻属植物地上茎部及花序形态的描述与直观感

受[3,16]。现今形态最为接近的物种即为天麻原变型：

红天麻 G. elata Bl. f. elata S. Chow，其植株茎干为

橙红色，并具有黄色和橙红色的花及花序，历史上

该物种也广泛分布于黄河与长江流域，分布区与古

籍记载较吻合[3-4]。古代还用“离母”“合离草”“定

风草”“独摇芝”等称呼天麻[18-19]。上述名称均源自

古人对天麻不同生活史阶段地下、地上性状特征的

认识。如晋代《抱朴子内篇》就有“离母者，下根

如芋魁，有游子十二枚，周环之”的描述，因此“离

母”“合离草”形象反映了处于白麻阶段的天麻形态

特征[20-21]。唐宋本草还描述天麻茎部“有风不动，

无风自摇”，可能是“定风草”“独摇芝”等名称的

由来[17,22]。上述名称一方面反映了处于箭麻阶段的

天麻形态特征，另外也寓意天麻善于疗风去湿。 

“鬼督邮”是宋元之前天麻的又一称谓，最早在

《神农本草经》中作为“赤箭”的别名收录[6]。至魏晋

南北朝时期“鬼督邮”和“赤箭”是否同属一物医家

各有争议[14-16]。魏晋时期《吴普本草》将“鬼督邮”

描述为：“茎如箭、赤色无叶、根如芋”的植物，该描

述与天麻的植物形态较为相似[15]。但南朝《本草经集

注》对“鬼督邮”代名“赤箭”提出质疑[16]。因“督

邮”为汉代官名，专司巡视监察之职[22]。天麻、徐

长卿等在古代作为专主鬼病（多指精神类疾病）的

一类药材，均被冠以“鬼督邮”的称谓[19,23]。现代

植物分类学及本草考证认为“鬼督邮”可能是古人

对兰科药用植物天麻、萝藦科药用植物徐长卿及金

栗兰科植物银线草或类似植物的统称[23]。 

“天麻”是目前最常见的药材称谓，该名称最早

出现于《雷公炮炙论》，表明早在南朝刘宋时期“天

麻”一词已被中国古代制药领域所使用[24]。宋金元

明时期“天麻”和“赤箭”在不同本草专著中被单

独或混合使用。宋代官修本草《开宝本草》《嘉祐本

草》主要收录“赤箭”一名[25-26]。《本草衍义》按不

同条目收录“天麻”与“赤箭”，并认为“赤箭，天

麻苗也，然与天麻治疗不同”[27]。宋代本草学代表

性著作《证类本草》亦将“天麻”和“赤箭”归为

不同药材进行收录[28]。元代《珍珠囊补遗药性赋》

与《汤液本草》主要使用“天麻”一词[29-30]。明代

李时珍通过历代本草著作的收集整理在《本草纲

目》中将“天麻”和“赤箭”作为同一药材的不同

名称进行收载和说明[19]。明清之后中药方剂中“赤

箭”一词使用渐少，明代《景岳全书》及清代《本

草崇原》《本草备药》《本草从新》等著作均采用“天

麻”为药材主要或唯一名称[31-34]。清代《临证指南

医案》涉及医治中风、晕眩、痰等症状的药方中多

使用“明天麻”作为药材名称[35]。《本草害利》就

“明天麻”的涵义进行了解释和备注，指出天麻“明

亮者佳”[36]。因此“明天麻”反映了优质天麻药材

经采收、加工、炮制后所呈现出的色泽白亮状态。

目前“天麻”和“明天麻”在诸多方剂和医案文献

中均已被广泛使用。 

除文字描述，历代本草著作中原植物绘图有助

于厘清天麻的药物基原[37-40]。从宋代开始，天麻手

绘图逐渐在各类本草典籍中出现，尽管多数绘图较

粗略，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天麻的基本形态特征（图

1-A～G）[19,28,37-38]。17 世纪初《本草纲目》传入日

本，当地本草学家通过对书中天麻原植物进行采集、

移栽与实地观察，绘制了植物彩图呈现当时药用天

麻形态特征，发现药用天麻茎杆及花序颜色至少可

分为橙红色和蓝绿色 2 种（图 1-H）[39]。详实的图

谱与《本草纲目》形成有益互补，为明清之后天麻

植物来源的确定，红天麻及其变种入药历史的研究

提供重要佐证（图 1-I）[40]。 

1.1.2  天麻在少数民族中的称谓  除传统中药，民

族药中天麻的名称也有较多变化。苗族和彝族可能

是开发利用天麻历史较久的少数民族。宋金元时期

《珍珠囊补遗药性赋》和《汤液本草》中明确指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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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宋代《本草图经》与《证类本草》中绘制的赤箭和天麻  E-明代《本草纲目》中的天麻  F、G-清代《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天麻配图  H-

日本江户时代《本草图谱》中的天麻彩绘图  I-《中国本草彩色图鉴》中的天麻彩图 

A—D-illustrations of Chijian and Tianma in Illustrated Classic of Materia Medica (Ben Cao Tu Jing) and Materia Medica Arranged According to Pattern 

(Zheng Lei Ben Cao) was publ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  E-illustration of Tianma in the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was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F, G-illustrations of Tianma in Illustrated Reference of Botanical Nomenclature (Zhiwu Mingshi Tukao) was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H-

Tianma illustrations in the HonzōZufu during Edo period  I-Tianma illustration in the Color Atla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图 1  本草著作中的“赤箭”与“天麻” 

Fig. 1  “Chijian” and “Tianma” recorded in herbal literatures

风草”为天麻药材的苗名[29-30]。此外，“洋芋有”和

“高立日”也是我国苗族地区天麻的民间称谓，分别

为苗语“Yangwit vied”和“Ghok wouf hind”的音

译[41]。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地民族植物学调查发现，

天麻在彝族中至少有 2 种以上的发音和彝文表述方

式，彝族将“天麻”也做“天马”象征着神圣、美

好、祛除百病的意愿[42]。《全国中草药汇编》记载的

天麻别名“木浦”源自云南少数民族地区[43]。“东彭”

“挂补门”“昌开”和“毛泽儿”主要是藏族、傈僳

族、怒族族和阿昌族对天麻的称谓[39]；其他天麻相

关民族药名见表 1[41]。 

1.1.3  天麻国外译名考证  日本、韩国、尼泊尔等

也是天麻的传统药用国家，其天麻药材植物来源与

中国相同[7-10]。英文报道中“Tian ma”和“Tianma”

的表述应用较多，为“天麻”汉语拼音的直译[10]。

部分文献或著作中也见“Chijian”“Red arrow”或 

表 1  民族药中的天麻称谓 

Table 1  Names of Gastrodiae Rhizoma in ethnic medicine 

天麻药材名 民族 

东彭、热木夏千 藏族 

乌兰-索莫、东布额、闹海音-好日嘎、索斯勒-嘎尔 蒙古族 

天麻、天马 彝族 

天麻、赤箭、明天麻 白族 

天麻 德昂族 

定风草、洋芋有、高立日、赤箭 苗族 

赤箭 瑶族 

毛泽儿 阿昌族 

水洋芽 侗族 

威外、威外黔、窠勒 仡佬族 

优邬泥赤 景颇族 

挂补门 傈僳族 

聋补弄 毛南族 

昌开 怒族 

格巴热思、别苦思贵、木都德日斯 羌族 

席鲁嘎太、自动草、定风草 土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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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son arrow”均为“赤箭”的音译或意译[10]。

除上述英文表述，“Gastrodia rhizome”“Gastrodia 

root”“Tall gastrodia tuber”等在英文文献中均指中

药天麻[7,9,44]。喜马拉雅及周边山区是野生天麻的重

要分布区，“Sungava”和“Deng phung”是当地天

麻发音，分别源自尼泊尔语和藏语[45-46]。韩国和日

本是仅次于中国的天麻药用大国，并有野生天麻分

布[2-3]。韩语中天麻表述为“천마”或音译为“Cheon 

ma” [9,47]；日语中天麻被称为“オニノヤガラ”

（https://www.pharm.or.jp/），被译作“Oni no yagara”

或“Orge’s arrow”语义与“赤箭”相似[10]。江户时

代晚期（1821—1828 年），日本本草学家岩崎常正

基于《本草纲目》的分类体系编撰了日本当时最具

代表性的本草彩色图鉴《本草图谱》。书中收录天麻

并绘制其彩图，同时用汉语和日语对药材基原、分

布、植物性状等进行对照注解[39]。目前《日本药典》

收载约 190 余种生药，天麻是唯一的兰科植物，其

药材日文名为“テンマ”，对应译文为“Gastrodia 

tuber”，药材拉丁名为“Gastrodiae Tuber”[8]。从天

麻名称在亚洲各国的演变及中文译名传播可看出，

中医药文化对东北亚、东南亚传统医药的深远影响。

随着《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本草纲

目》等医药典籍在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传播，天麻逐

渐融入汉方和韩医，成为当地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7,39,47-51]。 

1.2  功效与用法考证 

1.2.1  性味  性味是药材的重要属性，也是评判药

材是否适用病证的主要依据[52]。《中国药典》2020 年

版中记载天麻性平、味甘，与《神农本草经》中最

初记录的性温、味辛相比发生了细微变化[1,6]。国内

研究者就历代本草天麻四性变迁进行了梳理和研

究，发现秦汉至唐代医家多认为天麻性温，之后至

清朝晚期性温、性平在不同医书中交替出现，总体

天麻性平居多，当前《中国药典》2020 年版对天麻

药性的记载与多数医家观点相符[1,53]。药材五味是

药物味道和作用的综合体现，辛味药材多具有挥发

性成分，富含生物碱、苷类等，而甘味药材可能含

有更多的糖类、苷类、氨基酸等化学成分[52]。在药

效方面辛味药材具有发散、扩张、解热等功效，而甘

味药材则具调和、补虚、缓急止痛等功效[52]。古籍中

多描述天麻味辛，《汤液本草》认为天麻味苦[30]，天

麻味甘明清之前仅见于《药性论》《日华子本草》

等少数典籍有记载[18,54]。《本草纲目》认为天麻味

辛，但书中引述前人专论反映出当时天麻味“辛”

“甘”“苦”并存的情况[19]。至新中国成立后，《全

国中草药汇编》《中药炮炙经验集成》《云南省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中国中药资源志要》《中国药典》

2020 年版等著作或药物志中天麻气味表述已较为

统一，均为味甘[43,55-57]；目前用辛、苦描述天麻气

味已极少见。 

古代与现代对天麻气味的定义有一定差异，气

味由“辛”变“甘”，主要出现在近现代本草著作或

官方药典中。结合文献报道发现古今天麻性味辨识

的差异可能有多种原因。中药功效复杂，古人对天

麻药性的认识存在局限与不完善。辛味主发散、甘

味多补虚，气味的界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药材主要

功效[52]。天麻药理、药效研究显示其同时具有辛味

药和甘味药对应的多种功效与化学成分[11,52]。如作为

祛风湿类药使用时，天麻主要发挥发散、行气、活血、

开窍的功效，这些功效与“辛”味特征有关[19,52]。天

麻用于提高机体免疫力或作安神药使用时，主要发

挥补益、调和、缓急止痛的功效，上述功效多与“甘”

味特征相关联[52]。中药气味描述具有一定模糊性，

加之天麻药效多样，其在方剂中的用药模式与对应

病证各有不同，以上原因可能促使古代医家对天麻

气味辨识未能统一[19,52]。现代天麻除作平肝息风药

外，滋补食疗功效逐渐被世人熟知并被广泛应用，

在此过程中，味甘、性平与天麻补益作用相契合，

也可能是当前多数医药文献将天麻气味描述为“甘”

的原因之一[52,58-59]。经过长期临床实践与古方整理，

认为用“甘、辛，性平”描述天麻性味更为客观准

确，同时强调天麻性味较复杂，用药需辨证施治，

当医治血虚眩晕、因热生风等导致的头痛、头晕时，

天麻要慎用[60]。随着中药性味理论的发展与药效物

质基础的研究深入，天麻性味科学辨识与相关理论

仍有待发展完善。 

1.2.2  药用功效  古籍记载天麻功效多围绕息风

止痉、平抑肝阳和祛风通络 3 方面叙述。从“主杀

鬼，精物蛊毒恶气”“治小儿风痫惊悸”“止惊恐恍

惚”“治善惊失志”等效用描述发现，天麻是我国

治疗精神类疾病的传统药物[6,19,22,31]。现代药理学

研究发现天麻具有镇静催眠、抗惊厥、抗抑郁等功

效[11-13]。其块茎中含有的天麻素、香草醛、4-羟基

苄醇、巴利森苷等是天麻中的主要化学成分，也是

抗焦虑、抗癫痫、镇静催眠、保护神经元细胞、改

善学习记忆、治疗帕金森病的主要药效成分[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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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头痛晕眩是天麻的另一主要功效。传统认为天

麻归肝经，可缓肝急、息肝风，因此能平肝潜阳，

用于治疗头痛、晕眩、耳鸣、腰膝酸软、言语不利

等病证[52]。此外，天麻能祛外风、通经络，宋代以

前就被广泛用于治疗痈肿、肢体麻木、手足不遂等

病证[16]。宋金时期《珍珠囊补遗药性赋》有“天麻

主头眩，祛风之药”的药赋[29]；明代《雷公炮制药

性解》总结天麻具“主瘫痪语言不遂，利腰膝，强

筋力，活血脉，通九窍，利周身”的功效[61]。Yin

等[62]研究证实天麻素可改善与急性心肌梗死相关

的损伤并对心脏有保护作用。药效学和代谢组学分

析发现，天麻治疗脑缺血的机制不仅与有效成分的

抗炎、抗氧化、抗神经毒性、抑制细胞凋亡等活性

关系紧密，还与天麻对生物体花生四烯酸代谢、组

氨酸代谢、嘧啶代谢、甘油磷脂代谢等代谢途径的

调控及改善脑缺血再灌注损伤有关[63]。此外，天麻

多糖对促进生物体一氧化氮等内源性血管活性成分

产生，抑制血浆内皮素等内源性血管收缩剂释放，

提升机体免疫调节机能，促进脑神经恢复、提高体

内氧化代谢相关酶活性等具有明显作用[12]。上述研

究和发现为天麻传统功效的现代释义提供重要科学

依据。 

民族药中天麻的效用与传统中药非常接近，治

疗头痛、偏头痛、肢体麻木是少数民族地区天麻的

常见用法[39]。苗族、哈尼族、仡佬族和毛南族还用

天麻治疗胃痛[41]。瑶族天麻全草入药用于治疗高血

压、眩晕、疮疖肿痛等病证[41]。苗族天麻地上茎主

治高血压、头痛、眩晕，块茎则用于治疗急慢性惊

风、抽搐痉挛、胃痛等疾病[41]。民族药天麻功效与

用法见表 2。 

表 2  民族药中的天麻功效 

Table 2  Effects of Gastrodiae Rhizoma in ethnic medicine 

民族 功效 药用部位 

藏族 头痛、头晕目眩、口眼歪斜、神志不清、小儿惊风、僵直、止痛 块茎 

蒙古族 头痛、眩晕、口眼歪斜、中风、风湿痹痛、破伤风、小儿惊风 块茎 

彝族 头痛 块茎 

白族 头痛、高血压、眩晕 块茎 

纳西族 偏头痛、肢体麻木、口眼歪斜、言语不利、小儿惊风、半身不遂 块茎 

哈尼族 胃病 块茎 

德昂族 头痛、高血压、失眠、眩晕、小儿惊厥 块茎 

苗族 偏头痛、头晕目眩、肢体麻木、小儿惊风、胃痛、破伤风 块茎 

苗族 高血压、头痛眩晕、口眼歪斜 全草 

瑶族 头痛、眩晕、口眼歪斜、小儿惊风、疮疖肿痛 全草 

阿昌族 头痛、高血压、失眠、眩晕、小儿惊厥 块茎 

侗族 头痛、头晕、肢体麻木、风湿瘫痪 块茎 

仡佬族 头痛、胃病（温酒吞服） 块茎 

景颇族 头痛、高血压、失眠、眩晕、小儿惊厥 块茎 

傈僳族 头风头痛、眩晕、肢体麻木、半身不遂、语言蹇涩、小儿惊痫动风 块茎 

毛南族 头痛、胃病 块茎 

怒族 头晕、风湿麻木 块茎 

羌族 头痛、头晕、眼花、风寒湿痹、小儿惊风、中风 块茎 

土家族 偏头痛、肢体麻木、半身不遂、癫痫、口眼歪斜、破伤风 块茎 

 

1.2.3  食用方法  古人在秦汉时期对天麻养生、保

健功效就有较高评价，然而以天麻为主的食养方剂

和食用方法历史上却鲜有记载，仅见《新修本草》

《本草图经》和《本草乘雅半偈》等有少量记录与描

述[17,37,64]。中国不同朝代天麻食用方法各有差异，唐

代天麻作为食物，采后即刻趁鲜生吃，未有加工[17]。

到宋代天麻除生吃外，还有 2 种食用方法。一种为

蜜煎也做蜜渍，即将新鲜天麻采收后用红糖或蜂蜜

腌制加工成蜜饯、果脯食用[27-28]。《证类本草》天麻

条目下有“嵩山、衡山人，或取生者，蜜煎作果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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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珍之”的记载[28]。宋代设有蜜煎局专为皇公贵族

提供果脯甜食，北方契丹人也善做蜜渍果品作为朝

贡礼品[65]。蜜渍天麻的出现反映了宋代果脯制作工

艺的发达，也体现出当时天麻的珍贵。蒸煮是宋代

天麻的另一种食用方法，最早见于宋朝寇宗奭撰写

的《本草衍义》，书中有“天麻用根，人或蜜渍为果，

或蒸煮之”的介绍[27]。明代《本草乘雅半偈》记载

有外出作战军人，食用煮熟天麻，用于抵御饥饿并

提升气力和精力[64]。由于缺少古籍支撑，除中原地

区外，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天麻的食用历史也难

以确定。现代民族药用植物学研究显示，天麻与其

他食物一起烹煮是彝族、苗族、藏族等少数民族治

疗疾病、康养身体的传统方法[66-68]。如天麻与鸡肉、

猪肉炖食是四川凉山地区彝族的传统食用方法，类

似烹饪方式在贵州黔南、黔西南及云南滇东、滇西

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也较常见[42]。此外，贵州分布

的仡佬族喜将天麻泡酒饮用[67]；喜马拉雅山南麓

分布的藏族则将天麻切片后做茶饮或与肉一起熬

汤服用，该方法是当地治疗头痛和心脏疾病的传统

食疗方法[68]。结合文献报道天麻在中国食用历史

悠久，但古代其资源长期处于稀缺状态，导致天麻

主要作名贵药材使用，食用方法和食疗功效未能发

展普及[4,58]。伴随人工栽培天麻的出现，天麻药用

资源稀缺性已有所改善，食养价值逐渐凸显，相关

保健食品开发与食疗方法也随之迅速发展[59]。 

2  当代天麻资源利用与问题探讨 

2.1  产地变迁对药材品质的影响 

现代天麻药材产地与古代相比已有较大变化。

经国内研究者考证发现，从汉代至今约 2000 年的药

用历史中，天麻主产地由最初的黄河流域逐渐南移

至长江流域，最后又西迁到长江上游地区[4]。药材最

佳产地也由唐宋时期的山东郓城，演变为现今的云

南昭通、四川青川、贵州大方等地[4]。古代天麻产地

变迁诱因较多，作为一种野生药材，除分布区生境气

候改变、交通运输限制、国家疆域变化等影响因素

外，原有分布区野生天麻过度采掘和资源耗尽是导

致历史上天麻产地不断变迁的重要诱因[4,58]。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人工栽培天麻技术获得

突破，药材生产和资源利用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69]。

在近代川滇黔野生天麻产地基础上，相继形成云南

（以昭通为核心）、四川（川西与川西北）、贵州（赫

章、大方等地）、湖北（武昌、恩施）、陕西（汉中）、

安徽（大别山区）、吉林（长白山）、西藏（林芝）

等栽培天麻主产区[4]。其中 6 省市 15 个县区生产的

天麻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认证获批地理标志保护

（http://www.mofcom.gov.cn/），见表 3。 

表 3  天麻地理标志保护现状 

Table 3  Current situa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tection for Gastrodiae Rhizoma 

产品名称 地理标志类型 代表性产地 

昭通天麻 地理标志商标 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小草坝镇 

大方天麻 地理标志商标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辖区 

雷 山 乌 杆

天麻 

地理标志农产品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

山县辖区 

德江天麻 地理标志保护 贵州省铜仁市德江县辖区 

青川天麻 地理标志保护 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辖区 

金 口 河 乌

天麻 

地理标志商标 四川省乐山市市辖区辖区 

平武天麻 地理标志保护 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辖区 

荥经天麻 地理标志农产品 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辖区 

罗田天麻 地理标志农产品 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辖区 

英山天麻 地理标志农产品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辖区 

郧阳天麻 地理标志农产品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辖区 

宜昌天麻 地理标志商标 湖北省宜昌市市辖区辖区 

略阳天麻 地理标志保护 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辖区 

波密天麻 地理标志农产品

与商标 

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波密县辖区 

林芝天麻 地理标志保护 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以波密县

为主） 

 

栽培天麻产业发展可有效保护野生天麻，初步

缓解了药材供应紧张局面，但优质天麻的需求仍较

迫切。研究发现，产地水热气候条件、物种生长海

拔、土壤矿质元素含量、共生菌种等均对天麻药材

的有效成分含量、药用部位产量、药材含水量等品

质相关性状有不同程度的影响[70-74]。杨婧等[72]发

现，生长海拔 1600 m 左右的乌红杂交天麻其块茎

产量和有效成分含量均最高。Wang 等[74]研究也认

为较高的生长海拔（1900 m）更有利于天麻中对羟

基苯甲醇的积累，并推测随生长海拔降低，生境温

度升高可能促使羟基苯甲醇转变为天麻素。昭通彝

良小草坝栽培天麻研究发现，杂木林较荒坡更适宜

开展天麻生产[70]。适量增施磷肥后天麻产量明显提

高，但土壤中磷含量过高又会抑制药用部位天麻多

糖和天麻素的积累[71]。对云南、贵州、湖北等地天

麻中矿质元素分析发现，不同产地天麻磷、铁等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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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元素的计量特征不同[75]。与天麻共生的蜜环菌属

真菌随产地变化其物种也有所不同，菌种变化影响

着天麻对钠、铝、锰、钙、锌等元素的吸收、积累，

改变天麻生境土壤菌群结构与天麻体内生物代谢过

程，导致药材产量与质量发生变化[74]。 

课题组前期通过实地调查并结合文献报道分析

发现[4]，由南向北、自西向东栽培天麻主产区平均

海拔总体呈降低趋势（P＜0.05、0.01，图 2-A）。不

同产区依据海拔可聚为 3 类，其中云南、西藏天麻

主产区海拔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多在 1700 m 以上），

与之相比湖北、安徽等地天麻种植区海拔相对较低

（多在 1000 m 以下，图 2-B）。“昭通天麻”“波密天

麻”“大方天麻”“青川天麻”等受地理标志保护的

优质天麻，由于生长海拔的明显差异，其种植条件

和种植模式必然发生变化，药材品质也可能受到影

响[21]。从高海拔到低海拔、从青藏高原到长白山区，

海拔、经纬度变化显著影响年平均地温、年平均气

温、年日照时数、年均降水量等水热指标（P＜0.05、

0.01，图 2-A），上述指标也是天麻药材生产的关键

气候指标[21]。面对复杂的产地环境，天麻药材品质

在经向、纬向及垂直方向上的地带性变化规律尚不

明确；不同产地优质天麻区域品质特征有待阐明；

药材优良品质形成的驱动因子与相关生态学机制鲜

有报道。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天麻药材同

种异质问题的科学认识，对后续药材生产区划、种

源筛选、地理溯源等具有重要意义。 
 

 

A-地理与气候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B-基于海拔的产地聚类分析 

A-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geographic and climatic factors  B-cluster analysis result of producing areas based on elevation data 

图 2  栽培天麻主产区环境因子的相关性与聚类分析 

Fig. 2  Correlation and cluster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major producing areas of Gastrodiae Rhizoma cultivation 

2.2  天麻加工炮制技术及其现代发展 

2.2.1  天麻加工与炮制方法演变概述  现代天麻采

收后多制成干品，但唐代《新修本草》中仍有“得

根即生啖之，无干服法也”的记载[17]；据此推测至

少在唐代天麻采后干燥加工方法尚未普及。宋朝天

麻产地加工技术有所发展，出现将新鲜天麻去皮、

沸水略煮（断生）、暴晒晾干的加工方法，类似加工

方法在宋朝后一直沿用至近代[37,76]。民国时期天麻

加工方法又增加了烘干[76]。20 世纪 60 年代后，经

过《中国药典》的不断修订，天麻的加工方法趋于

统一，形成净制、蒸煮断生、干燥等系列工艺[1,76]。 

天麻入药前需经炮制加工为饮片。蒺藜子煨是

天麻较早的炮制方法，始见于《雷公炮炙论》[24]。

唐代出现了酒浸天麻，宋代后天麻炮制工艺逐渐丰

富，出现了热灰煨、浆水煮、炙等工艺[76]。明代在

宋代炮制工艺基础上还发展了湿纸包煨后酒浸、细

剉、麸炒黄、火煅、焙、酒煮等炮制方法[19,76-77]。

清代则出现了姜制[77]。近代一直沿用至今的天麻

炮制方法主要有净制、切制、煨天麻、炒天麻和姜

天麻[55-56,77]。此外湖南和上海有麸炒天麻或蜜麸炒

天麻，福建仍有酒天麻炮制法[56]。姜天麻始见于清

代《幼幼集成》，现云南、福建、广东、江西等省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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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用，炮制过程都涉及焖、蒸等工序，并发展出

“樟树帮”“建昌帮”等各具特色的炮制流派[56,77-79]。

湖南姜天麻炮制方法与各地差异最大，为姜炙法更

接近于古籍中的炮制方法[56,77]。结合文献报道天麻

炮制可能始于南北朝时期，在宋代发展迅速，明清

时期炮制工艺和用药理论趋于完善[76-77]。新中国成

立后天麻炮制主要涉及单炒、加固体辅料炒、炙法、

蒸、煨等[55-56]；《中国药典》2020 版收载的炮制方法

为净制、切制[1]。近年伴随药材加工方法进步，还有

冻干、发酵等新工艺用于天麻饮片及相关衍生品的

制作加工[80-81]。 

2.2.2  天麻加工炮制现代发展与问题探讨  断生是

药材采后防止天麻褐变的关键环节，蒸制杀酶和水

煮杀酶均是传统断生方法[52]。考虑到水煮会导致水

溶性成分的流失，目前蒸制已成为天麻断生及提升

药材质量的主要方法[52,82-83]。Li 等[84]利用高效液相

色谱-电喷雾-高分辨飞行时间质谱研究天麻蒸制前

后 25 种化学成分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蒸煮可促

进天麻多种化学成分转化，提高天麻素、羟基苯甲

醇含量。进一步结合动物模型与代谢组学分析发现，

与鲜天麻相比，蒸制天麻中有效成分更容易被生物

体所吸收，其生物活性也显著优于鲜天麻[85]。研究

还显示蒸煮与热风干燥 2 种加工方法对天麻质量的

形成具有互补效应，新鲜天麻蒸制后其总酚、总黄

酮、腺苷、巴利森苷 C 等成分含量显著下降，进一

步使用热风干燥处理又能使上述成分含量及抗氧化

活性提高，因此，先蒸后热风干燥的加工能有效提

升天麻药用价值[85]。以上研究为揭示天麻传统“断

生处理”及“蒸煮-干燥”加工技术的作用机制提供

理论依据。 

干燥是天麻断生后的重要加工环节。当前热风

干燥、微波干燥、冻干等药材干燥技术发展迅速[80,86]。

Li 等[87]通过实验与模型分析发现药材干燥过程中

温度和风速是影响天麻素含量的主要因素，在此基

础上对天麻热风干燥温度、风速、切片厚度、相对

湿度等参数进行优化，设计出适合工业生产的高效

药材干燥方法。Subramaniam 等[44]研发了天麻微波

干燥技术，该技术提高了药材中总酚含量并有效防

止天麻素水解，在保证药材品质的同时，大大缩短

了药材干燥时间，节约了加工成本。低场脉冲核磁

共振可评估天麻干燥过程中水分状态变化，核磁共

振成像则能呈现天麻水分空间分布特征，Chen 等[88]

将二者联用，研发了天麻干燥水分变化无损监测技

术，为天麻干燥工艺水分精准控制提供新方法。 

硫熏是改善天麻外观、延长药材贮藏时间的传

统加工方法[52]。研究发现蒸制与硫熏相结合可引起

天麻中支链淀粉降解产生直链淀粉，从而使天麻口

感发生变化[89]。硫熏处理是一种简便、低成本的药

材防虫、防霉变加工方法，但不利于天麻品质提升，

处理不当可能导致药材有效成分含量降低并导致潜

在的安全隐患[90-92]。硫熏天麻二氧化硫残留量与加

工方法、存储时间、硫磺用量等紧密相关[91,93]。天

麻带皮整体硫熏后二氧化硫残留量较天麻切片硫熏

更高，同时硫熏过的药材存储 4 个月后二氧化硫残

留有降低趋势[93]；调节硫磺与天麻用量比，控制熏

烤时间有助于药材二氧化硫残留量下降[91]。硫熏

加工具有一定科学性，但天麻二氧化硫限量标准制

定、食品安全评估、药材质量控制与鉴别仍有待发

展[91,94]。康传志[94]从硫熏工艺、硫熏标志物等方面

对硫熏天麻药材质量与安全性进行了系统评价，弥

补现有研究的不足。Zhang 等[95]则基于硫熏与非硫

熏天麻的色泽、纹理、形貌特征结合机器视觉技术

开发了 2 种天麻的鉴别方法。红外光谱指纹图谱被

广泛应用于中药材质量评价，硫熏生姜、硫熏人参

的光谱鉴别已有报道[96-97]；与之相比硫熏天麻光谱

快检技术研究仍较缺乏。 

依据文献分析天麻炮制目的主要涉及 2 方面：

（1）通过物理加工除去杂质，便于进一步炮制或制

剂服用，如净制、闷润软化、切片、细剉等[55-56]。

（2）通过火制、水火共制及不同辅料的加入达到改

善药性、引药归经、增强特定药效的目的，如煨天

麻，主要目的是改善药性、减少药物刺激，使药效

发挥更为和缓[55-56]；蜜麸炒天麻亦可达到类似效果

并增加天麻滋补功效[55-56]；文火炒天麻有助于饮片

变得酥松，煎煮过程中成分能更好溶出[55-56]；天麻

性平，酒制天麻可使药材药效成分通达血脉，从而

增强天麻祛风通络止痛的作用[77-79]；姜制天麻也以

增效为目的，但作用与酒天麻有差异，经姜汁炮制

后天麻温中散寒、祛痰息风、定眩止痛的功效被增

强[77-79]。天麻自古被认为是无毒药材，基于上述分

析认为古代炮制天麻作用多以增强药效为主。现代

药理、药效研究认为经炮制加工，天麻中天麻素、

巴利森苷、对羟基苯甲醇、对羟基苯甲醛等有效成

分含量升高，炮制天麻药用价值优于生天麻[98-101]。

祝洪艳等[99]依据古法用蒺藜炮制天麻，发现药材中

天麻素、天麻多糖含量高于常见的蒸制天麻。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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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00]详细对比了酒蒸天麻与生天麻间的成分差异，

发现天麻酒蒸后药材中巴利森苷 A、巴利森苷 E 含

量降低，天麻素、对羟基苯甲醇、巴利森苷 B 和巴

利森苷 C 含量升高；通过戊巴比妥钠诱导小鼠睡眠

实验与慢性束缚应激模型研究发现，酒蒸天麻具有

促进睡眠与抗焦虑作用[100]。上述研究为现代天麻炮

制工艺的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姜制是清代后天麻

重要炮制方法[77]。陆平等[101]研究发现姜天麻的天

麻素含量高于生天麻及硫熏天麻。Ye 等[102]基于超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结合化学计量学分析，

从姜天麻及未炮制的天麻样品中筛选出 20 种差异

性化学成分，为后续姜天麻质量控制与药效差异研

究奠定理论基础。传统认为姜制能增强天麻祛痰息

风功效[78]。范晖等[103]利用小鼠动物模型开展系列

研究发现，用姜炮制天麻明显提高了天麻的抗眩晕

作用。张霞等[104]研究发现，大鼠服用姜天麻后可有

效缓解硝酸甘油诱导的偏头痛，其作用机制可能是

通过降低大鼠血浆中一氧化氮及降钙素基因相关肽

含量，上调大鼠脑组织中 5-羟色胺、多巴胺及血浆中

内皮素含量，改善大鼠血管微循环，进而缓解偏头

痛。上述研究为揭示姜制天麻增效机制提供更多理

论依据。尽管自古炮制就是提高天麻临床药效的重

要环节，然而多数炮制方法目前仅限文字记载，实际

生产中应用较少[77-79]。天麻炮制前后药效变化及辅

料作用规律不清，增效机制不明仍是阻碍当前天麻

炮制工艺守正创新与技艺传承的关键瓶颈[52,77]。后续

还需借助现代药理学进一步完善天麻炮制理论，深

入揭示炮制方法对药材质量和效用的影响[105]。在此

基础上针对天麻用药需求，挖掘传统炮制工艺，优

化炮制过程，灵活运用不同炮制方法增强天麻药用

功效与食用价值，通过理论与技术创新推动传统炮

制工艺适应现代中药材规模化生产，以实现天麻药

用、食用资源的高效利用。 

3  结语与展望 

本草考证发现天麻是多民族药材，在中国及周

边地区有悠久的药用和食用历史。以天麻为纽带，

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各国在经贸、医药和

传统文化方面相互联结；在此过程中天麻也成为推

动“一带一路”战略及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发展

的重要药材资源（http://www.scio.gov.cn）。历史上天

麻均为野生药源，药材长期处于稀缺状态。新中国

成立后人工栽培天麻的研发使天麻药用资源的持续

利用得到保障；天麻相关专利研发发展迅速，并在

医疗卫生、康养保健方面扮演重要角色[106]。 

现代天麻资源利用与评价面临新趋势和新问

题。天麻质量评价仍以少数有效成分定量评价为主，

药材质量标志物、化学指纹图谱及谱效关系缺乏深

入探讨。中红外、近红外等多光谱技术与机器学习

尚未充分融合应用于天麻药材种源、产地、真伪、

加工炮制的鉴别与质控。基于现代分析化学、药理

学的天麻炮制理论研究有限，炮制工艺传承以经验

描述为主，缺乏有效的现代化质控手段和标准。上

述问题阻碍了天麻加工技术进步与规范化生产，不

利于天麻饮片的质量控制与用药安全。此外，食养

理念的普及促使市场鲜食天麻需求量逐年增加，如

何延长鲜切天麻贮藏时间，保障其药用和食用价值

成为天麻产地加工的新问题。当前天麻保鲜研究处

于起步阶段，后续提高天麻保鲜工艺稳定性，消除

保鲜制剂不良反应，发展低成本高效保鲜技术，建

立符合药用、食用标准的鲜天麻质量评价体系仍是

亟待解决的科学与技术难题。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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