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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川芎 Chuanxiong Rhizoma 是著名的川产道地药材，为“血中之气药”，其药用历史悠久，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但

重金属镉超标、精深加工不足、产业链条不健全等瓶颈问题，制约了川芎产业的健康发展。基于川芎产业发展现状，概述了

川芎资源、生产关键技术、化学成分、质量控制、药理与临床、新药研发与大健康产品、专利申请等研究进展，从全产业链

分析探讨川芎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与方法，为川芎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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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uanxiong (Chuanxiong Rhizoma) is one of the famous authentic medicinal herb produced in Sichuan. As a blood 

activating and analgesic drug, it has a long histor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has important clinical value, known as “Qi medicine in 

blood”. Due to the excessive heavy metal cadmium, insufficient deep-processing, in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and other bottleneck 

issues, the development of Chuanxiong Rhizoma industry has been restricted.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uanxiong Rhizoma 

industry, focusing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search progress on Chuanxiong Rhizoma, including resources, key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chemical composition, quality control, pharmacolog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new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big health 

products, patent application and so on. And the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Chuanxiong Rhizoma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re analyzed, and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methods a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uanxiong Rhizoma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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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芎为伞形科植物川芎 Ligusticum chuangxiong 

Hort.的干燥根茎，始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

品[1]。自宋代以来，川芎就以川产者质优效佳，以彭

州、都江堰、什邡、眉山等为主产区，是四川著名

的道地药材品种。川芎临床疗效卓著，自古便有“头

痛不离川芎”之说，具有活血行气、祛风止痛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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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在中成药、中药处方中应用较多，药用价值高。

此外，川芎还可用于保健品、化妆品、饲料添加剂

等，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可用于保健食品

的中药之一。其地上部分在主产区也常作为蔬菜食

用。川芎在新药研发、大健康产品研发及现代医学

临床治疗、康复养生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开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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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芎栽培规模占全国 95%以上，具有得天

独厚的资源及开发条件。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与

地方政府的支持，川芎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但重金

属超标、精深加工匮乏等瓶颈问题，制约了川芎产

业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本文概述了川芎的资源现

状、化学成分、药理作用、质量控制及相关产品开

发等研究进展，提出新的发展策略与方法，为川芎

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1  川芎资源情况及生产关键技术研究现状 

1.1  资源概况 

川芎主要依赖人工栽培，主产于我国四川、重

庆等地[2]。四川产区川芎栽培规模占全国 95%以上，

主要集中于四川彭州、都江堰、什邡、眉山等方圆

100 公里的川西平原，尤以拥有“中国川芎之都”

的彭州市产量最大。2015 年，“彭州川芎”获国家

地理标志农产品登记保护；2022 年，彭州市川芎种

植达 4 000 hm2[3]，其中敖平镇拥有“中国川芎第一

镇”之称，生产面积 2 000 hm2 以上，年产 8 000 t

以上，种植面积、产量及销量均居全国第一[4]。2021

年 9 月，彭州、什邡共建彭什川芎现代农业园区，

园区内种植面积 6 666.67 hm2，年产量约 3 万 t[5]。

都江堰是川芎传统道地产区，栽培面积约 333.33 

hm2 左右，主要集中石羊镇广益村等地[6]；彭山是近

年发展起来的新产区，川芎种植面积呈逐年增加的

趋势，现达 1 333.33 hm2 以上，主要集中在谢家镇

等地[7]。目前，全国通过《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认证的川芎基地有 2 个，分别属于四川新绿色

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新荷花中药饮片

股份有限公司，推动了当地川芎规范化种植水平。

与川芎相关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有 2 个，分别为“都

江堰川芎”与“彭州川芎”，后续各地区应积极申请

地理标志产品，并充分发挥“国家地理标志”的基

础优势，培育打造川芎地理标志品牌，完善全产业

链，使川芎产业成为当地特色经济产业。 

1.2  品种与苓种繁育 

“苓种无性繁殖”是川芎人工栽培的主要方法，

苓种的品质是影响药材质量的关键因素[8]。经系统

选育，已得到“川芎 1 号”“绿芎 1 号”“新绿芎 1

号”“新绿芎 2 号”“蜀芎 1 号”“蜀芎 2 号”等优良

新品种。近年来彭州、什邡等产区出现了坝区冷冻

育苓的新方式，与传统“高山育种、坝区栽培”所

产山苓种相比，坝苓种所产药材产量差异不明显，

具有节约成本、时间、劳动力的优点[9-10]，但山苓种

在抗病性、出苗情况、植株形态、药材质量等方面

仍具有一定优势[9-12]，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二者的

差异性。而在实际生产应用中，产区芎农所用苓种

多为自繁自用的坝苓种或不同途径购买苓种，造成

同一地区所产川芎药材质量及产量稳定性、均一性

较差。以上川芎选育的新品种，具有产量高、稳定

性和适应性好等优势，但未能进行大规模推广使用，

且目前尚无为大面积生产提供优良种源的川芎良种

繁育基地或种质种苗基地，后续可充分发挥地方企

业在中药材服务方面优势，健全政企社农合作模式，

加强良种繁育技术推广。 

1.3  川芎生产关键技术 

川芎传统生长期为 270～280 d，一般立秋栽种，

次年小满至芒种期间采收[13]，但目前由于劳动力短

缺、保证轮作水稻生长时间等，大部分产区芎农采取

晚栽早采的方式，严重缩短了川芎正常生长期[10]。川

芎药材产地加工方法为晒干或炕干，经“二次加工”

形成川芎饮片。从鲜川芎到药材再到饮片的过程，

不仅增加了生产周期及成本，也易造成污染和有效

成分损失，进而影响川芎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14]。目前，川芎的趁鲜加工已有相关研究，初步

明确了川芎趁鲜加工具备可行性[15-16]。川芎产区药

农一味追求药材产量，在种植过程中盲目使用植物

生长调节剂，如以芸苔素内酯为主成分的产品“保

美乐”及以氯化胆碱为主要成分的产品“神奇地

王”；过度依赖化学农药和过量施用肥料，导致种

植区域环境污染、重金属超标等问题，加之川芎具

有镉富集特性，直接影响川芎药材产量、品质及安

全性。目前在栽培过程中主要有施用生石灰[17-20]、

硅肥[19,21]、微生物菌肥[21-22]、土壤改良剂[23-24]、钝

化剂[25]等降镉措施，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川芎药材

的重金属含量。 

四川是我国川芎种植规模最大、产量最多、道

地品质公认的地区。川芎种植端问题是制约川芎产

业发展的关键原因。一是人工成本过高。川芎产区

种植模式仍以种植户为主且主要依靠人工，据中药

材天地网数据，川芎种植成本中人工费用占 50%以

上且劳动力短缺，导致川芎栽培呈现管理粗放、晚

栽早采的现象。二是川芎育种研究亟待加强。由表

1 可见，已有较多针对川芎产量、稳定性等选育的

品种，但川芎育种方式与药材品质、川芎种质与药

材重金属含量等的相关性研究尚不深入。 

川芎各大产区逐渐兴起的坝区育苓方式占比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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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川芎优良品种 

Table 1  Fine varieties of Chuanxiong Rhizoma 

品种名称 来源 适宜种植区域 审（认）定编号 

川芎 1 号 都江堰石羊镇的优良单株系统选育而成 四川川芎道地产区 川审药 2010004 

绿芎 1 号 川芎地方品种基础上经系统选育而成 四川川芎道地产区 川审药 2011005 

新绿芎 1 号 栽培川芎中系统选育而成 彭州、都江堰、彭山等地区 川审药 2014002 

蜀芎 1 号 都江堰的川芎栽培种选育而成 四川盆地平坝、浅丘区 川认药 2020016 

蜀芎 2 号 彭州市川芎栽培种选育而成 四川盆地平坝和浅丘区 川认药 2020017 

新绿芎 2 号 都江堰石羊镇栽培川芎群体中经系统选育而成 四川成都平原 川认药 2021001 

 

达 53%，而针对坝苓种与山苓种的质量差异虽有一

定文献报道，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二者真实差异

性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川芎种质也是影响川芎重金

属镉含量的重要原因之一[26]，揭示川芎镉富集特性、

改良川芎品种将是川芎优良品种选育的重点关注方

向。此外，川芎各产区栽培管理如栽培密度、肥料农

药施用次数及施用量、种植采收时间等均有差异，进

一步加快川芎栽培管理的规范化、机械化进程是提升

川芎生产效率并实现川芎规模化生产的关键。 

2  川芎的化学成分与药理活性研究 

川芎的有效成分主要包含苯酞类化合物、酚酸

类、生物碱类、多糖类 4 大类[27-28]，对心脑血管系

统[29]、神经系统[30]、呼吸系统[31]及肝肾[32-33]等均有

较好的药理活性，主要表现为镇痛[30,34-36]、抗炎[37]、

抗氧化[38-40]、抗肿瘤[41-42]、抗凝血[43-44]、抗抑郁[45-46]、

抗衰老[47-48]等作用，见图 1。 

 

 

图 1  川芎主要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 

Fig. 1  Main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Chuanxiong Rhizoma 

挥发油是川芎主要辛味部位[49]，主要含有藁本

内酯为代表的苯酞类化合物[50]，及香松烯、α-宁烯等

萜烯类成分[51]，藁本内酯、洋川芎内酯 A 与丁烯苯

酞等苯酞类成分是川芎挥发油辛味的物质基础[49]。

苯酞类化合物是川芎重要的活性成分[52]，与川芎活

血化瘀行气、祛风燥湿止痛的功效密切相关。目前已

鉴定出单苯酞类衍生物 70 余个，二聚苯酞类衍生物

30 余个[53]，苯酞二聚体常以消旋体形式存在[54]。藁

本内酯、洋川芎内酯 H、洋川芎内酯 I、欧当归内酯

A 等含量较高且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是川芎引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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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的物质基础。阿魏酸、绿原酸和咖啡酸等酚酸类

成分的研究报道较多，具有抗氧化作用、抗血小板聚

集、抗肿瘤和脑保护等多种药理作用[55]。川芎中共分

离得到 40 多个生物碱[56-59]，均为小分子化合物且含

量低，相关药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川芎嗪，具有抗脑缺

血、抗心肌缺血、抗心肌炎、保护血管内皮细胞、保

护急性肾功能损伤等广泛的药理作用[60]。川芎多糖

含量约为 5.71%，主要由葡萄糖、半乳糖、阿拉伯糖、

木糖、鼠李糖、甘露糖等单糖组成[61-62]，具有抑菌、

调节免疫和抗氧化等功能。 

中药药效物质不明确是制约中药产业发展的关

键问题，通过系统开展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厘

清与川芎功能属性紧密相关的化学物质，是川芎进

行质量控制、临床应用及深度开发利用的前提。然

而，目前相关研究尚未深入，针对细胞、通路及基

因组方面的研究较少，有待加强针对川芎药效作用

机制方面的深入研究。 

3  川芎质量控制研究 

《中国药典》2020 年版收载了川芎的性状、显

微鉴别和理化鉴别，对其醇溶性浸出物进行限定，

并以阿魏酸作为川芎的质控成分，其量采用高效液

相色谱法（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进行测定且规定不得少于 0.10%[1]。除传统

性状鉴别外，薄层色谱法[63-64]、HPLC 法[65-66]、气

相色谱质谱法[67]、HPLC-质谱联用技术[68]等，傅里

叶变换红外光谱鉴定法[69]、纸喷雾质谱法[70]、太赫

兹时域光谱技术[71]、仿生感官智能分析[72]、Insertion/ 

Deletion 分子标记[73]等现代新型鉴别方法也逐渐用

于川芎的鉴别。阿魏酸广泛存在伞形科、毛茛科等

多种中药材中，仅以此作为川芎的质量控制指标，

特征性不强且难以全面评价川芎药材质量。文献研

究常基于多指标对川芎药材质量进行评价[74-76]。挥

发性成分作为川芎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挥发油类

成分是川芎主要辛味部位，其总含量可作为川芎质

量评价指标之一；此外，研究表明藁本内酯、洋川

芎内酯 A 等成分含量较高[75]，既是川芎挥发油辛味

物质基础[49]，也是川芎作为“使药”引药上行的物

质基础[77]。针对目前川芎药材商品规格等级标准无

理化指标且存在饮片标准缺失的问题，研究发现川

芎药材外观性状药材个重、最大直径、表面及断面

颜色与内在成分阿魏酸、藁本内酯、洋川芎内酯 A

含量存在相关性[78-79]。 

据文献统计，2004—2017 年川芎重金属镉相关

数据，镉超标率高达 87.99%[80]。而 2017 年中国商

务部重点药材流通报道，川芎出口总量位居我国中

药材出口第 9 位，查询中国海关数据，川芎 2017 年

出口量为 4 614.57 t，此后出口量逐渐下降，年出口

量不足 3 000 t，见图 2。川芎药材重金属镉超标成

为制约川芎走向国外市场的壁垒。近年来川芎多次

因重金属超标而遭到国外拒绝，曾 6 次出口均因重

金属问题被销毁[81]。针对以上问题，中药材进口国

相继制定了极为严苛的准入标准，以限制中药材的

进入，严重阻碍了我国重要国际化贸易，损害了中

药的国际形象。 
 

 
2023 年仅统计至 7 月。 

2023 is only counted until July. 

图 2  2017—2023 年中国川芎出口量、出口金额 

Fig. 2  Statistical chart of export quantity and amount of 

Chuanxiong Rhizoma in China from 2017 to 2023 

药材质量控制成分既要与中药功能属性密切相

关。川芎药材的主要药效成分为藁本内酯等苯酞类

挥发性成分和阿魏酸等酚酸类成分，且与川芎药效

作用[82]、药材等级[78]、药材粉末颜色[72]、挥发油“辛

味”响应值[49]具有一定相关性。多数川芎药材中的

生物碱类成分川芎嗪含量显著低于检测限，含量极

低不足万分之一[83-84]，虽川芎嗪具有广泛的药理作

用，但因其含量极低能否代表川芎药材的主要活性

成分还有所争议，故将其作为川芎药材的质量评价

成分还有待商榷。对川芎含量测定指标成分的修订

仍有待进一步研究，需要考虑川芎的安全性、有效

性并兼顾可测性。对比各国/地区或组织对重金属镉

的限量标准发现，我国《药用植物及制剂进出口绿

色行业标准》镉限量标准处于最为严格的水平。制

定限量标准的目的是规范药材种植、加工等生产过

程，防止人为污染[85]。而研究发现川芎在栽培土壤

镉含量符合相关标准，且基地大气环境及灌溉用水

均未受到污染的情况下，川芎药材镉含量仍会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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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13]，表明川芎自身对镉具有较强的富集能

力。当前关于川芎重金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镉污染

现状及降镉策略，而忽略了镉积累与生态健康风险

评估，在积极研究川芎降镉措施的同时，更应该考

虑基于用法用量及安全性评估来制定科学合理的川

芎镉限量标准。因此，全面提升对川芎质量标准的

研究，完善川芎商品规格等级标准，制定科学合理

的药材标准，对于保证川芎临床用药安全、有效具

有重要作用，同时能有效地规范川芎药材市场，实

现真正的优质优价。 

4  川芎临床研究及相关产品开发现状 

4.1  川芎为主药的处方及药物制剂临床研究现状 

川芎作为活血行气、祛风止痛的著名中药，临床

常用于胸痹心痛、胸胁刺痛、跌扑肿痛、月经不调、

经闭痛经、症瘕腹痛、头痛、风湿痹痛等。目前，以

川芎作为处方药味之一的中药制剂在临床应用的研

究报道主要集中在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等心脑血管

疾病[86]及抗偏头痛[87]等临床疗效方面，见表 2。 

表 2  川芎为主药的处方及药物制剂临床研究 

Table 2  Clinical research of Chuanxiong Rhizoma as main drug in prescriptions and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疾病类型 治疗药剂 n/例 有效率/% 文献 

冠心病、心绞痛 速效救心丸  55 94.55  88 

丹参川芎嗪注射液  56 92.86  89 

丹参川芎注射液  75 90.67  90 

冠心病稳定性心绞痛 心脑通片  24 87.50  91 

芎桂散穴位贴敷  50 80.00  92 

快速性心律失常 冠心宁片  50 96.00  93 

风湿蒙蔽、瘀血阻滞型偏头痛 川芎清脑颗粒  40 87.50  94 

头痛 川芎茶调散化裁 110 93.00  95 

偏头痛 川芎茶调散加减  80 95.00  96 

川芎茶调散加减配合针灸  80 97.00  97 

川芎芷蝎汤  84 91.67  98 

血瘀水肿 桃红四物汤加味  86 93.00  99 

血管神经性头痛 川芎茶调散加减  68 95.60 100 

带状疱疹 龙胆泻肝汤合川芎茶调散 110 91.82 101 

眩晕 川芎茶调散加减  96 93.75 102 

葛根川芎汤  90 71.60 103 

儿童急性鼻窦炎 川芎茶调散加减  64 98.40 104 

鼻炎、鼻窦炎 川芎茶调冲剂  67 91.00 105 

 

4.2  相关中成药研究 

4.2.1  《中国药典》含川芎中成药分析  川芎在《中

国药典》1963～2020 年版均有记载，《中国药典》

2020 年版收载含川芎的中成药品种 245 种，占所载

中成药的 16.8%，较《中国药典》2015 年版新增 12

种，其中川芎处方量占比超过 15%的制剂有 53 个，

以天舒胶囊、天舒片、大川芎口服液等中成药含川

芎处方量最高，其次为舒胸片、舒胸胶囊、舒胸颗

粒、脑安胶囊等，以活血、化瘀、通络、调经等功

效为主（表 3）。从剂型上分析，含川芎的中成药品

种共涉及 11 种剂型，主要为丸剂（80 个）、胶囊剂

（54 个）、片剂（41 个）、颗粒剂（30 个），其次为

合剂（17 个）、膏剂（10 个），而酒剂、散剂、酊剂、

糖浆剂、搽剂数量较少，存在较大的剂型创新空间；

从川芎入药提取方式分析，主要提取方式为粉末入

药（41.6%），水煎煮（18.8%）、蒸馏提取＋水煎煮

（14.5%）次之，再次为乙醇渗漉提取（6.5%）、乙醇

回流提取＋水煎煮（5.3%）、乙醇回流提取（4.9%），

另外 12 种提取方式合计仅占 7.8%。 

4.2.2  含川芎中成药大品种产值分析  川芎饮片进

入《国家医保目录（2022）版》和《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2018 版）》，有 40 种含川芎中成药品种进入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版）》，占 14.9%，主要分

别在内科、妇科、骨伤科用药领域，其中内科用药

22 种、妇科用药 6 种、骨伤科用药 6 种、眼科用药

3 种、耳鼻喉科用药 2 种、外科用药 1 种。经药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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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以川芎为处方药材之一的药品信息 

Table 3  Drug information using Chuanxiong Rhizoma as one of prescription medicinal materials 

制剂名称 占比/% 功效 制剂名称 占比/% 功效 

天舒胶囊 80.00 活血平肝、通络止痛 保心片 19.51 滋补肝肾、活血化瘀 

天舒片 80.00 活血平肝、通络止痛 泻青丸 18.75 清肝泻火 

大川芎口服液 71.43 活血化瘀、平肝熄风 五加生化胶囊 17.99 益气养血、活血祛瘀 

复方川芎胶囊 50.00 活血化瘀、通脉止痛 精制冠心软胶囊 17.65 活血化瘀 

复方川芎片 50.00 活血化瘀、通脉止痛 精制冠心口服液 17.65 活血化瘀 

舒胸片 50.00 活血化瘀、通络止痛 精制冠心片 17.65 活血化瘀 

舒胸胶囊 49.99 活血化瘀、通络止痛 精制冠心颗粒 17.62 活血化瘀 

舒胸颗粒 49.99 活血化瘀、通络止痛 复方羊角片 17.50 平肝熄风、通络止痛 

脑安胶囊 41.65 活血化瘀、益气通络 颈舒颗粒 16.82 活血化瘀、温经通窍止痛 

参桂胶囊 39.13 益气通阳、活血化瘀 越鞠保和丸 16.67 疏肝解郁、开胃消食 

血栓心脉宁胶囊 29.99 益气活血、开窍止痛 镇脑宁胶囊 16.57 熄风通络 

血栓心脉宁片 29.99 益气活血、开窍止痛 痹祺胶囊 16.53 益气养血、祛风除湿、活血止痛 

清眩片 28.57 散风解热 川芎茶调片 16.33 疏风止痛 

清眩丸 28.57 散风清热 川芎茶调散 16.33 疏风止痛 

克伤痛搽剂 27.03 活血化瘀、消肿止痛 川芎茶调丸 16.33 疏风止痛 

坎离砂 26.67 祛风散寒、活血止痛 川芎茶调丸（浓缩丸） 16.32 疏风止痛 

四物合剂 25.00 养血调经 川芎茶调袋泡茶 16.32 疏风止痛 

四物颗粒 25.00 养血调经 川芎茶调颗粒 16.32 疏风止痛 

通天口服液 24.38 活血化瘀、祛风止痛 乐脉胶囊 16.00 行气活血、化瘀通脉 

天麻头痛片 22.79 养血祛风、散寒止痛 乐脉颗粒 16.00 行气活血、化瘀通脉 

止血复脉合剂 22.73 止血祛瘀、滋阴复脉 乐脉片 16.00 行气活血、化瘀通脉 

安胎丸 22.22 养血安胎 乐脉丸 16.00 行气活血、化瘀通脉 

丹灯通脑胶囊 22.20 活血化瘀、祛风通络 消栓通络颗粒 15.95 活血化瘀、温经通络 

丹灯通脑软胶囊 22.20 活血化瘀、祛风通络 消栓通络胶囊 15.92 活血化瘀、温经通络 

都梁软胶囊 20.00 祛风散寒、活血通络 消栓通络片 15.92 活血化瘀、温经通络 

都梁丸 20.00 祛风散寒、活血通络 丹红化瘀口服液 15.00 活血化瘀、行气通络 

越鞠丸 20.00 理气解郁、宽中除满    

仅统计川芎处方含量占比超过 15%的品种，部分制剂未公布处方量，如速效救心丸等。 

Only the varieties with Chuanxiong prescription content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15% were counted, and the prescription amounts of some preparations 

were not published, such as Suxiao Jiuxin Pills. 

云数据库查询含川芎为主的中成药大品种销售情

况，统计 2015—2020 年药品全国药店零售与医院销

售总额，见表 4。从 2015—2020 年数据来看，速效

救心丸年药店零售额与医院零售额均逐年增长，是

平均年销售高达 5 亿元的大品种，且上市 26 年以

来累计创产值百亿元。年均销售额超 5 000 万元的

品种分别为心脑康颗粒、通脉颗粒、益心舒片，其

余年均销售额超 1 000 万元的品种分别为活血通脉

片、乐脉颗粒、复方川芎胶囊等，其功能主治主要

为心血管类疾病如冠心病、心绞痛等。 

4.3  川芎相关的大健康产品与其他衍生产品 

4.3.1  保健食品  川芎虽未进入药食同源品种目

录，却是可用于保健食品的中药。经药智网数据库

查询，含有川芎的保健食品约 82 个，见表 5。从时

间跨度来看，最早在 1997 年已经批准 1 款保健品，

具有抗疲劳的保健作用。在随后的十几年，陆续出

现了包括口服液、胶囊、颗粒剂、丸剂和片剂为主

的几十款保健品。根据保健功效对应的产品数量，

可以看出含川芎保健食品总体以增强免疫力、美容、

改善睡眠、辅助调血脂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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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5—2020 年川芎相关中成药大品种年销售额 

Table 4  Annual sales of large varieties of Chuanxiong Rhizoma related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from 2015 to 2020 

相关中成药 
销售总额/万元 

年均/万元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速效救心丸 44 900.00 46 200.00 49 500.00 52 900.00 54 500.00 54 300.00 50 383.33 

通脉颗粒  5 829.56  6 678.61  6 414.89  6 333.44  6 335.52  6 100.71  6 282.12 

心脑康胶囊  6 777.74  6 794.66  6 728.65  6 928.21  6 040.40  5 263.87  6 422.26 

复方川芎胶囊  2 182.30  1 786.73  1 532.53  1 170.33    980.28    942.51  1 432.45 

活血通脉片  3 788.49  3 093.32  2 631.83  2 035.70  1 573.23  1 058.01  2 363.43 

乐脉颗粒  2 194.69  1 935.55  1 549.59  1 361.21  1 391.08  1 066.62  1 583.12 

益心舒片  3 509.49  4 010.49  5 289.87  6 364.97  6 905.88  7 428.16  5 584.81 

丹芎通脉颗粒    224.34    225.89    133.66   120.57     90.13     79.49    145.68 

表 5  含川芎保健食品目录 (2010—2022 年) 

Table 5  Catalogue of health products using Chuanxiong Rhizoma as one of raw materials (2010 to 2022) 

保健功效 产品举例 数量/个 近 10 年审批数量/个 

免疫调节、增强免疫力 蜂胶当归川芎软胶囊 20 9 

美容（去痤疮、去黄褐斑） 当归丹参川芎丸 17 7 

改善睡眠 枣仁洋参颗粒 12 3 

调节血脂、辅助调血脂 三七芎胶囊 11 5 

缓解疲劳、抗疲劳 怡神胶囊  8 0 

改善营养性贫血 当归熟地白芍川芎口服液  5 1 

辅助改善记忆力 健忆胶囊  3 0 

辅助降血糖 苍芎胶囊  2 2 

增加骨密度 薏仁枸杞片  2 2 

其他如减肥、抗辐射等 荷川胶囊  2 0 

 

品的开发主要围绕增强免疫力和去黄褐斑的美容功

效为主，其次为调节血脂、改善睡眠等。 

4.3.2  化妆品  川芎可抑制酪氨酸酶活性，具有润

肤、美白祛斑作用[106-107]，可作为天然添加剂应用于

化妆品中。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已使用

化妆品原料名称目录》的通告（2021 年第 62 号），

明确了“川芎根粉”“川芎根提取物”“川芎提取物”

“川芎油”“川芎嗪”可作为化妆品原料。以“川芎”

为关键词，检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产非特殊用

途化妆品备案信息，共查询到 28 种现行有效备案

信息。产品形态包括精油、爽肤水、精华液、花露

水等。 

4.3.3  其他衍生品  川芎植株不同部位主要成分类

型基本相似，但含量有差异，川芎根、茎、叶、花挥

发油中相同成分共 16 种，均以藁本内酯和新川芎内

酯相对含量最高[108]。其地上部位古称“靡芜”，占全

株鲜质量的 75%，芳香四溢，常用作香草佩戴[109]。

其化学成分与川芎药材类似[110]，含大量结构新颖、

生物活性显著的苯酞类成分[111-112]，其中藁本内酯和

丁烯基苯酞的质量分数分别为 0.064 2%～0.263 3%

和 0.005 7%～0.032 5%[112]。川芎苗叶在川芎产区有

作为蔬菜食用的习惯，还出口韩国、日本、新加坡、

越南等国[113]；此外，可泡水代茶饮、用于保健品、

美容化妆品、家畜青饲料、食用香料等[114]；四川新

绿色药业公司获四川省科技厅批准建立“四川省川

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根据川芎的功效组方研制了

系列大健康产品，如川芎牙膏、洗发水、面膜等；

敖平镇当地也开发了川芎面、川芎香囊、川芎浓缩

精华等产品，及炖品、酒饮、茶饮、拌菜等 30 余种

川芎特色菜品[115]。 

随着中医药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对中药材的需求

增加，川芎在药物和大健康产品领域的开发利用逐

渐增多。通过对川芎临床研究及相关产品开发现状

分析，可以看出川芎的应用及开发现状呈现以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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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1）川芎的主要临床应用为心脑血管疾病、多

种头痛并常用于治疗月经不调、经闭、痛经等妇科

疾病，据表 2 统计，有效率在 71.6%～98.5%。目前

以川芎为主的中药大品种销售额逐年增长，功能主

治仍以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心绞痛等为主。（2）

川芎是大量入丸散剂的典型中药品种，以粉末形式

入药占 41.6%；饮片的用药形式由其“药性”决定，

且川芎挥发油类成分是川芎活血化瘀行气、祛风燥

湿止痛的重要物质基础，进一步说明川芎传统以“油

性大、香气浓者为佳”的合理性；（3）川芎的应用

范围逐渐拓展，除药用外还广泛应用于保健品、化

妆品、食品、中兽药等多个领域。通过对川芎有效

成分及药理作用的进一步分析，研发开发川芎日化

品、化妆品和保健品，进一步显示对川芎科研投入

的增加，同时带动了市场需求、种植面积的增加；

（4）川芎大健康产品开发仍处于初级阶段。以食品

开发为例，经药智数据查询人参、三七国产保健食

品数据分别为 1 059 条、364 条，而川芎仅 82 条；

以化妆品开发为例，经药智数据查询人参、三七国

产化妆品数据分别为 4 059 条、234 条，而川芎仅

139 条。 

5  川芎相关专利分析 

以“川芎 NOT 日本川芎”为关键词在 incoPat

专利数据库中检索，截至 2023 年 9 月 6 日，共检索

到 54 446 件川芎相关专利，进行简单同族合并后，

共计 43 833 个专利族，其中中国专利 38 239 件，占

世界川芎专利的 87.24%，其次为日本 1 372 件、韩

国 1 201 件。川芎整体研发历程可从川芎专利申请

数量得以反映，由图 3-A 可知：2004 年至今，全球

川芎专利申请数量呈现逐年加速增长的趋势，2015

年达到历史最高峰，专利申请数量为 4 691 件，此

后逐年缓慢下降；此外，中国川芎专利申请数量均 

 

A61K-医用、牙科用或化妆用的配制品；A61P-化合物或药物制剂的特定治疗活性；A23L-食品、食料或非酒精饮料；A61Q-化妆品或类似梳妆

用配制品的特定用途；C12G-酒精饮料类；A23K-专门适用于动物的喂养饲料及其生产方法；A61M-注射用器械；A23F-咖啡、茶等代用品；

A47G-家庭用具或餐桌用具；G01N-测试或分析材料。 

A61K-medical, dental, or cosmetic preparations; A61P-specific therapeutic activity of compounds or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A23L-food, food, or 

non-alcoholic beverages; A61Q-specific use of cosmetics or similar cosmetic preparations; C12G-alcoholic beverages; A23K-feeding materials and their 

production methods specifically suitable for animals; A61M-injectable instruments; A23F-coffee Tea and other substitutes; A47G-household or dining 

utensils; G01N-testing or analytical materials. 

图 3  2004—2023 年川芎的专利趋势 (A)、川芎申请专利 (B)、授权专利 (C) 的主要技术领域 

Fig. 3  Patent trends (A) of Chuanxiong Rhizoma from 2004 to 2023, main technical fields in which Chuanxiong Rhizoma 

applied for patents (B) and authorized patent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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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其他国家、地区和组织，成为全球川芎专利申

请的主导力量。 

专利技术结构可以折射出产业的技术发展方向

和关注焦点，通过对国际专利分类号（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IPC）进行统计，川芎涉及的主

要技术集中在医药领域（A61）和食品领域（A23）。

以小类来看，A61K、A61P 的申请最多，分别占全

部专利申请总量的 46.10%、43.07%，可认为是核心

技术领域，其余领域申请占比率不足 5%，见图 3-B；

进一步统计 IPC 小类专利累计授权率（图 3-C），可

直观看到川芎产业的技术优势，川芎相关测试或分

析材料授权率最高，为 64.05%，其次分别为化合物

或药物制剂 26.1%、医用配制品 25.76%。可见，当

前川芎的活跃技术类别主要为 A61K、A61P，表面

川芎中药材、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中成药等

是当前川芎的技术研发热点，但在保健品、化妆品

等领域的开发力度不够，与前文结果一致，技术创

新亟需在大健康产品开发和精深加工领域补齐产业

链短板。 

6  川芎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策略 

6.1  发展策略 

川芎产业链可划分为三大产业支柱，第一产

业主要包括川芎种植与初加工，第二产业主要包

括川芎的精深加工、产品研发等，第三产业主要包

括川芎相关的康养保健、文旅服务。首先，制定专

项支持政策。针对川芎农业缺乏科技水平、种植生

产仍不规范等问题，政府应就川芎苓种繁育基地

建设、国家级川芎产业园区建设等出台相应的政

策支持；针对川芎种植区域相对集中在成都平原，

而成都平原作为四川打造高水平“天府粮仓”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场地，政府应充分发挥好引导

作用，出台相关政策保障川芎生产用地，鼓励水稻

与川芎轮作模式，协调好种药与种粮的关系。其

次，加大科技引领。针对川芎种植劳动成本过高且

劳动力加速流失的问题，加强川芎机械化种植、采

收研究并形成推广应用。再次，加大基础研究投

入。针对川芎重金属镉超标问题、种质易退化、质

量差异大、非药用部位未充分利用、保健产品开发

初级阶段等问题，应积极搭建科研创新平台，针对

川芎重金属富集效应机制、育苓复壮微生态机制、

非药用部分资源开发、毒理安全性等开展深入研

究，为川芎合理应用、标准制定及大健康产品的开

发夯实基础。 

6.2  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 

6.2.1  风险防范重金属镉超标，保证川芎药材质量

安全  川芎自身对重金属镉具有较强的富集作用，

加上种植年限的增加、农投品的滥用及土壤污染严

重等原因，导致川芎重金属镉超标现象普遍。据报

道，川芎镉检出量最高可达 1.49 mg/kg，最高超标

约 30 倍[26]，远超《中国药典》2020 年版标准、绿

色行业标准、欧盟标准及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给川

芎产品安全性和产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目前在川芎生产上已有多种措施来降低川芎镉含

量，如施用生石灰[17-20]、硅肥[19,21]、微生物菌肥[21-22]、

土壤改良剂[23-24]、钝化剂[25]等措施，但存在降镉效

果不稳定、难以推广、易导致二次污染等问题。川

芎重金属镉超标是制约川芎走向国际市场的壁垒。

一方面，通过建立合理标准规范川芎的种植与加工，

大力推行生态种植，加强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减

少化肥农药的使用，实行轮作；另一方面，从川芎

种质资源角度解决川芎产业困境，通过加强基础研

究厘清川芎对重金属镉富集效应与机制，筛选川芎

低镉富集能力新品种。此外，应加强川芎重金属镉

风险防范与评估，结合川芎用法用量及自身镉富集

效应合理看待川芎安全性问题，制定合理的川芎镉

限量标准。 

6.2.2  以经典名方研究为契机，加大川芎新药开发

力度  据《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数据统

计，全国现有高血压患者 2.7 亿、脑卒中患者 1 300

万、冠心病患者 1 100 万，心脑血管疾病等 4 类慢

性病导致的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 70%以上，成为制

约健康预期和寿命提高的重要因素。基于“血中气

药”川芎的新药研发与此社会背景极为相应。《药品

注册管理办法》2020 年版增加了古代经典名方注册

单独分类和人用经验评价证据，并明确指出古代经

典名方中药新药注册申报要求。2018 年以来，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先后发布《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

批）》《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二批）》，其中分别含

川芎的经典名方有 14 个和 11 个。关于经典名方中

川芎的本草考证已有详细报道，为后续川芎经典名

方研发工作提供了一定背景资料。后期应关注与加

强川芎温经汤、桃红四物汤、小续命汤等创新经典

名方的基础研究，整体提高在中药创新药、中药改

良型新药、院内制剂等方面的应用程度。 

6.2.3  注重川芎功能定位研究，优化川芎大健康产

业体系  川芎除在药用方面外，其应用范围包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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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品、化妆品、食品、中兽药等多个领域，覆盖范

围较广，但大健康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其保健食

品及相关领域专利的数量较少。川芎虽在其产区有

食用历史及食用习惯，但多以其地上部分幼苗作为

蔬菜食用，川芎根茎药效强且会有一定的食用禁忌，

需进一步开展系统的安全性评价研究，确定合理的

功能定位和保健应用。因此，可结合川芎产业特色

优化川芎大健康产业体系：（1）可充分开发利用非

药用部位。目前，中药的非药用部位的开发主要集

中在临床应用、新药发现及替代用、茶饮及保健品、

日化用品或畜牧养殖等方面，如据三七花、叶具有

消炎止痛的作用开发的相关产品已被应用于清咽润

喉，人参叶、杜仲叶作为人参、杜仲药材的替代用

药被载入《中国药典》2020 年版等。而川芎地上部

分约占全株鲜质量的 75%，与川芎药材化学成分类

似且在其产区具有较长的食用历史，但目前仅有少

量川芎幼苗在其产区作为蔬菜食用，有待加强对非

药用部分的合理开发。（2）健全川芎产业链条，提

高产品精深加工和成果转化能力。川芎的产品体系

仍以中药材、饮片与配方颗粒、中成药为主，其他

衍生产品形式较为单一，产品附加值较低且存在推

广渠道窄、营销策略弱等问题。需要充分重视川芎

抗氧化、美容美发等作用，开发系列护肤产品、日

化产品；此外，川芎挥发油质量分数约 1%且含大量

药效成分，精油或复方精油等香疗、香氛产品的开

发也是川芎大健康产品开发的新途径。 

川芎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整合地方政府、企

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多方力量，对川芎全技术链、

全产品链、全产业链进行综合性创新，形成以川芎

种植、初级加工为第一产业，精深加工、产品研发

为第二产业，康养保健、文旅服务为第三产业的全

产业链联动新型产业体系。做“精”农业。加速建

立如川芎科技小院、川芎研究院等创新科研平台，

重点研究川芎重金属镉风险防控、种质易退化等生

产实践中突出问题，强化川芎种子种苗基地、规范

化生产基地建设，做好川芎良种选育、规范化种植、

绿色生态种植等并形成示范推广，从源头保障川芎

药材优质性与安全性。做“强”工业。强化川芎源

头质量建设，积极推进川产道地药材川芎全产业链

管理规范及质量标准提升示范工程研究，提升川芎

产品品质；培育领军龙头企业，推动川芎产品工业

制造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提高生产规模与质量一致

性；重视精深加工，深入开展川芎趁鲜加工及饮片

炮制加工技术创新研究，开发系列有市场竞争力的

川芎冻干、压制等新型饮片；加强川芎配方颗粒国

家、国际标准研究，促进川芎配方颗粒产业的现代

化、标准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将经典名方二

次开发、名老中医验方、重大疾病的防治重点相结

合，推动川芎新药的研制开发；组建川芎产业联盟，

支持产学研结合，加快川芎大健康产品研发。做“特”

第三产业。加快建设川芎品牌的理论、文化、策划、

交易、服务等软实力，同时增强品牌发展与知识产

权保护意识。结合乡村振兴和生态康养，深化校地

企合作，打造川芎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注重川芎道

地产区历史文化内涵挖掘创新工作，打造川芎主题

康养小镇、文旅示范园区，加快推进中药材（川芎）

博物馆、康养馆、主题民宿等融合项目。在政策引

导、政府支持下，联合科研单位、地方企业力量，

以农业为基本依托，延伸川芎产业链条、产业融合、

技术创新，构建川芎现代全产业链体系，推动川芎

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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