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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菊资源丰富，花序为其主要药用部位，其种植、采收过程的茎叶及根等非药用部位常被废弃。菊非药用部位同

样含有丰富的资源性化学成分，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开发利用前景广阔。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和 Patsnap 专利数据

库为数据源，对菊资源国内外专利进行系统整理分析，从发展趋势、全球分布、申请人构成、技术领域、技术生命曲线、技

术生长率及专利质量等多个角度阐述菊资源当前专利的活动特征，揭示菊资源产业发展态势及资源化利用现状。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系统梳理菊花及菊非药用部位资源性化学成分特点及其潜在资源价值，并基于循环经济发展理念提出精细高值

化、转化增效、粗放低值化及文旅融合特色化的菊资源多元化开发利用策略与途径，为提升菊资源利用效率，延伸菊资源经

济产业链，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提供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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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resources are abundant in China, and the inflorescences are the main medicinal part of the plant. 

Non-medicinal parts such as stems, leaves and roots are usually discarded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on and harvesting of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The non-medicinal parts of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also contain plentiful resource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with broad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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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patents for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resources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patent database of China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on and Patsnap. Then the current patent activity features and development trend and current utilization status of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resources wer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trend, global layout, composition of 

applicants, technology field, technical life curve, technology growth rate and patent quality. On this basis,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characteristic and potential resource value of Juhua (Chrysanthemi Flos) and its non-medicinal parts were further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in this study. The strategies and approaches of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resources were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luding fine high value, conversion efficiency, 

extensive low and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It would provide the research ideas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resources, extending the economy industry chain of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Key words: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Ramat.; Chrysanthemi Flos; resources; patent layout; non-medicinal parts; strategy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菊花始载于《神农本草经》，为菊科植物菊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Ramat.的干燥头状花序，

具有疏散风热、平肝明目、解毒消肿的功效[1]。现代

研究表明，菊花含有丰富的黄酮类、酚酸类、挥发

油类、多糖类、核苷类及氨基酸类等多类型资源性

化学成分[2-5]，具有抗氧化、抗炎、抑菌、降血糖、

保肝、调节机体免疫力、保护心血管系统、调节肠

道微生态等多种生物活性[6-7]。随着菊资源产业链的

拓展延伸，菊花已广泛用于医药、食品、保健品及

化工等多个领域[8-9]。中药专利是中药产业科技发展、

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重要指示器，可客观反映中

药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10-11]。目前，多围绕化

学成分和药理作用 2 方面对菊资源开展研究[12]，对

于菊资源产业的整体布局及发展趋势尚缺乏系统、

全面的规划。因此，从专利角度探讨菊资源产业发

展态势及开发利用现状，将有效推动菊资源产业提

质增效及高质量布局。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是我国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13]。提升中药资源废弃物及

副产物的利用效率及经济效益，是促进中药产业降

碳减排，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14]。我

国每年产干菊花药材约 3.5×104 t，而采摘花序后

产生的 4～6 倍花序生物量的茎叶及根等非药用部

位被废弃，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15]。研

究表明，菊非药用部位同样含有丰富的资源性化学

成分和药理作用[16-17]。历代本草对菊茎叶及根等非

药用部位的应用也有记载，如东晋时期《肘后备急

方》[18]记载治疔肿垂死方：“菊叶一握，捣绞汁一升，

入口即活，此神验。冬用其根”。清代《本草纲目拾

遗》[19]引《本草正》称菊根：“善利水，捣汁和酒服

之，大治癃闭”。明代《本草纲目》[20]记载：“（菊）

叶可啜、花可饵、根实可药，自本至末，罔不有功”。

而目前对菊非药用部位的化学物质和生物活性尚缺

少系统性研究，其资源价值未被充分挖掘和释放，

资源化利用策略与途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因此，本文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及

Patsnap 专利数据库提供的专利信息，从发展趋势、

全球分布、申请人构成、技术领域、技术生命曲线、

技术生长率及专利质量等多个维度分析菊资源国内

外专利布局现状，厘清菊资源产业发展脉络，揭示

菊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在此基础上，对菊花及菊非

药用部位的资源性化学成分、生物活性及潜在应用

价值进行归纳总结，并基于中药资源循环经济发展

理念构建精细高值化、转化增效、粗放低值化及文

旅融合特色化的菊资源多层次、多途径资源化利用

策略，为推动菊资源产业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及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提供理论支撑。 

1  菊资源专利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方法 

1.1  专利数据分析平台 

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和Patsnap专利数

据库为主要数据来源收集菊资源专利，国家知识产

权局专利数据库共收集 105 个国家、地区和组织的

专利数据及引文、同族、法律状态等数据信息，在提

供常规检索、高级检索、导航检索和专利分析等功能

的同时还支持中文、英文、日语、法语等 9 种语言版

本查询，检索简便且结果较为可靠。Patsnap 专利数

据库共收录超 1.7 亿条全球专利数据，覆盖 164 个国

家和地区，可提供精准、多维度、可视化的专利分析，

其更新速度及时，检索结果比较全面。 

1.2  专利数据检索及处理方法 

检索关键词：菊花、毫菊、滁菊、贡菊、怀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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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菊、福白菊、祁菊、嘉菊、川菊、Chrysanthemum 

morifolium、Dendranthema morifolium、Chrysanthemi 

Flos；检索途径：专利名称或摘要；检索时间：1670

年 6 月—2023 年 11 月；检索范围：世界各国已授

权的专利；数据处理：逐一阅读初检结果中的每项

专利，去除不相关的专利。 

1.3  专利数据统计及分析方法 

采用“1.2”项下专利数据检索方法共获得菊资

源专利 3 439 件，其中菊花专利 3 411 件（国内专

利 3 362 件、国外专利 49 件），占总专利数量的

99.19%；菊茎叶及根等菊非药用部位专利 28 件，

占总专利数量的 0.81%，均为国内专利。采用

Excel、Origin 软件对菊资源专利进行统计分析及

可视化图表展示。 

2  菊资源专利布局现状分析 

2.1  专利申请时间维度分析 

菊花专利申请最早始于 1989 年，参考专利分析

相关文献[10,21-22]中专利发展过程的分类方式，根据

菊花专利申请数量随时间的变化，将菊花专利发展

过程按照时间轴分为以下 6 个阶段（图 1-A）：（1）

技术萌芽期（1989—1992 年）：菊花专利申请数量

每年均未超过 10 件，累计专利申请仅有 15 项，总

体申请数量较少且无突破；（2）技术开创期（1993—

2000 年）：自 1993 年开始，历年菊花专利申请数量

在 20 件以上，菊花专利申请数量呈现缓慢增长趋

势；（3）快速发展期（2001—2005 年）：该阶段菊花

专利申请数量快速增长，在 2005 年菊花专利申请

数量为 156 件，达到菊花专利申请的第 1 个高峰；

（4）技术调整期（2006—2008 年）：该时期菊花专

利申请数量逐渐稳定，除 2008 年专利申请数量为

127 件，其他年份专利申请数量均为 118 件；（5）

高速发展期（2009—2013 年）：菊花专利申请数量

呈现井喷式快速增长，于 2013 年达到菊花专利申

请数量的最高峰，该年菊花专利申请数量高达 525

件；（6）技术回落期（2014—2023 年）：2014 年至

今，菊花专利申请数量逐年下降，表明近年来菊花

产业化开发动力严重不足。与菊花相比，对菊茎叶

及根等菊非药用部位知识产权的重视严重不足，菊

非药用部位专利的申请起步较晚，申请数量始终较

少，截至 2023 年申请总量还不足 30 件（图 1-B）。

在 2011 年之前菊非药用部位专利仅有 2 件，从 2012

年开始呈现发展势头，2013 年专利申请数量最多，

达 9 件，而从 2014 年起专利申请数量又呈逐步下 

 

图 1  菊花 (A) 和菊非药用部位 (B) 的专利申请时间维度

分析 

Fig. 1  Time dimension analysis of patent application for 

Chrysanthemi Flos (A) and non-medicinal parts of C. 

morifolium (B) 

降趋势。 

2.2  专利全球分布情况分析 

中药专利申请数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市场

潜力。通过对菊花专利的全球分布进行分析（图 2），

结果显示，我国菊花专利申请数量占全球菊花专利

申请总量的 98.56%，位居全球之首，其次是韩国

（0.82%）、日本（0.26%）和美国（0.18%）。与菊花

相比，菊茎叶及根等非药用部位在全球的专利申请

数量较少，且全部分布在中国。从我国菊资源专利

申请数量在全球中的高占比可看出，我国对菊资源

的关注度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是全球菊资源最主要

的专利布局地。 

 

图 2  全球菊花专利分布 

Fig. 2  Patent distribution of Chrysanthemi Flos in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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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各省市菊资源专利数量排名及趋势分析 

2.3.1  中国各省市菊花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及申请趋

势分析  对菊花专利在我国各省市的申请数量进行

分析（图 3-A），结果显示，我国多省市都涉及菊花

专利申请，其中山东、安徽、广东、北京和河南菊

花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 5，专利申请数量均在 200

件以上。进一步对我国各省市的菊花专利申请趋势

进行分析（图 3-B），结果显示，我国各省市的菊花

专利申请趋势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其中山东和安徽

的专利申请数量变化幅度较大。我国各省市的菊花

专利均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专利申请数

量在 2013 年达到峰值后逐年减缓，表明近年来菊

花产业研发活力逐渐减弱。 

2.3.2  中国各省市菊非药用部位专利申请数量排名

及申请趋势分析  对菊非药用部位专利在我国各省

市的申请数量进行分析（图 4-A），结果显示，目前 

 

图 3  中国各省市菊花专利申请数量排名 (A) 及申请趋势 (B) 

Fig. 3  Application quantities ranking (A) and filing trends (B) of Chrysanthemi Flos patents in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China 

我国各省市对菊茎叶及根等非药用部位开发利用及

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足，各省市菊非药用部位

专利申请数量均较少，国内只有 8 个省市涉及菊非药

用部位专利申请。其中安徽和山东的菊非药用部位专

利申请数量排名靠前，专利申请数量分别为 11 件和

5 件。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菊非药用部位专

利申请数量尚未呈现明显的变化规律（图 4-B）。 

2.4  专利申请人构成分析 

在菊花专利申请人构成中，个人和企业占比相

对较高，分别高达 53.88%和 31.66%，而高校、科研

机构及医院占比较少（图 5-A）。对菊非药用部位专

利申请人构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企业、个人和

高校申请的菊非药用部位专利最多，申请数量分别

占总量的 42.86%、28.57%和 25.00%（图 5-B）。进

一步研究发现，高校与科研机构申请的专利中菊花

及菊非药用部位功效物质、药理作用的基础性研究

占比分别为 46.03%和 37.59%，个人与企业申请的

专利中菊花及菊非药用部位产品开发及产业化应用

占比分别为 69.04%和 73.89%。表明在国家科研经

费支持下，大部分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利申请更倾

向于菊花及菊非药用部位化学成分、药理活性的基

础性研究，而个人与企业的专利申请则主要聚焦于

菊花及菊非药用部位的商业价值与产业化应用，因此

推测当前菊资源产业的发展主要以市场应用为主。 

对菊花专利申请人进行统计分析，排名前 10 的

主要申请人见图 6。结果显示，菊花研究机构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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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各省市菊非药用部位专利申请数量排名 (A) 及

申请趋势 (B) 

Fig. 4  Application quantities ranking (A) and filing trends 

(B) of non-medicinal part patents of C. morifolium in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China 

分散，机构类型不唯一。排名前 10 的申请人中，企

业占 70%，而个人、科研机构和高校各占 10%，可

见企业对菊花相关技术的研究及其知识产权保护较

为重视。进一步研究发现，这 10 位申请人共申请专

利 167 件，申请专利数量占总申请量的 4.89%，其

中颜怀伟、泰一和浦（北京）中医药研究院有限公

司、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安徽科技学院

的专利申请数量较高。在所申请专利的保护内容上，

大多数申请人则主要关注菊花的功能性产品开发，

如颜怀伟主要以菊花为原料研发防治眼部疾病的药

物或保健品，泰一和浦（北京）中医药研究院有限

公司则以菊花提取物为主要或次要活性成分开发中

药组合物以用于防治多种疾病（如肝炎、胃溃疡等）。 

2.5  专利技术领域分析 

专利技术领域分布可反映产业的关注焦点和技

术发展方向。《国际专利分类表》（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IPC）是根据 1971 年签订的《国际专

利分类斯特拉斯堡协定》编制的，是目前国际通用

的专利文献分类和检索工具。从菊花及菊非药用部 

 

图 5  菊花 (A) 和菊非药用部位 (B) 专利申请人的构成 

Fig. 5  Composition of patent applicants of Chrysanthemi Flos (A) and non-medicinal parts of C. morifolium (B) 

 

位专利所属 IPC 的分布来看（图 7），菊花及菊非药

用部位专利涉及的技术主要集中在医药领域（A61）

和食品领域（A23），二者分别占菊花及菊非药用部

位专利申请总量的 89.77%和 64.29%。进一步研究

发现，医药和食品是菊资源产业化开发的主要技术

领域，而其在保健品、化工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及资

源性产品开发的投入较为薄弱。 

2.6  专利技术生命曲线及技术生长率分析 

2.6.1  菊花专利技术生命曲线及技术生长率分析  

在专利技术发展过程中，专利申请数量与专利申请

人数量间会呈现周期性变化规律，称为专利技术生

命周期[23]，其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 

 

图 6  菊花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 10 的申请人 

Fig. 6  Top 10 applicants of Chrysanthemi Flos patent 

application quantities 



 中草药 2024 年 4 月 第 55 卷 第 8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4 April Vol. 55 No. 8 ·2805· 

   

 

图 7   菊花 (A) 和菊非药用部位 (B) 专利主要技术领域分布 

Fig. 7  Major technical fields distribution for patents of Chrysanthemi Flos (A) and non-medicinal parts of C. morifolium (B) 

退期和复苏期。菊花的专利技术生命曲线见图 8-A。

由图 8-A 可知，经过快速发展期后，菊花专利申请

人数量达到 411 位，专利申请数量达到 525 件，标

志着菊花专利技术进入成熟期。而自 2014 年以来，

菊花专利申请人数量与专利申请数量均逐步下降，

其生命周期进入衰退期。 

专利技术生长率是本年度专利申请数量与过去

5 年内专利申请总量的比值，是专利技术创新的重

要衡量指标[24]。如图 8-B 所示，菊花的专利技术生

长率在 0.02～0.65，整体波动幅度较大，呈现降低-

稳定增长-降低的变化趋势。1994—1999 年，菊花专

利技术生长率首次呈现下降趋势，该时期的技术仍

处于初级开发阶段，菊花资源性产品较少。2000—

2013 年，菊花专利技术生长率为 0.26～0.50，该时

期菊花的专利技术生长率稳定增长，发展势头良好。

2014 年至今，菊花专利技术生长率出现新一轮的下

降，到 2023 年菊花专利技术生长率仅为 0.02，表明

当前菊花专利技术处于衰退期，仅有少数优势技术

领域继续存在。 

2.6.2  菊非药用部位专利技术生命曲线及技术生长

率分析  由图 9-A 可知，菊非药用部位的专利技术

先经快速发展期进入成熟期，菊非药用部位专利申请

人数量达到 9 位，专利申请数量达到 9 件。随后，菊

非药用部位专利申请人数量与专利申请数量快速下

降，菊非药用部位专利技术进入衰退期。2017 年至

今，菊非药用部位专利申请人数量与专利申请数量呈

现新一轮的稳步增长，其生命周期进入复苏期。如图

9-B所示，菊非药用部位的专利技术生长率在 0～1.8，

整体波动幅度较大，呈现先降低后增长的变化趋势。 

 

图 8  菊花专利的技术生命曲线 (A) 和技术生长率 (B) 

Fig. 8  Technical life curve (A) and technology growth rate 

(B) of Chrysanthemi Flos patents 

2013—2015 年，菊非药用部位专利技术生长率呈现

下降趋势，表明该时期菊非药用部位的技术研发进程

缓慢。2016 年至今，菊非药用部位的专利技术生长率

持续稳步增长，表明菊非药用部位的资源价值逐步被

发现，产业化开发活力进一步被激活。 

2.7  专利质量分析 

专利质量是专利有效利用的基础，是支撑产业

创新发展的关键。以专利要求项数、专利被引频次

和同族专利数为评价指标对我国及世界其他国家、

地区和组织的菊花专利质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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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菊非药用部位专利的技术生命曲线 (A) 和技术生长

率 (B) 

Fig. 9  Technical life curve (A) and technology growth rate 

(B) of non-medicinal part patents of C. morifolium 

示，我国菊花专利在平均同族专利数和平均专利要

求项数上均低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和组织，表明

我国在菊花专利维护方面重视不足，且申请专利的

保护范围较窄。而我国菊花专利在平均专利被引频

次上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和组织，表明我国在

菊花专利相关技术领域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图 10）。 

以上菊资源专利分析结果表明，全球菊资源专

利数量庞大，我国在全球菊资源专利中占据主导地

位，是最主要的菊资源专利布局地及技术来源地。

近年来菊资源专利申请数量逐渐下降，菊资源的研

究开发进入技术回落期，菊花及菊非药用部位资源

性产品开发、产业化进程缓慢，菊资源综合利用效

率较低。 

3  菊资源的开发利用策略 

对菊花及菊非药用部位的资源性化学成分及潜

在资源价值进行系统整理，并基于中药资源循环经

济发展理念构建菊资源多元化开发利用策略与途

径，以促进菊资源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我

国“双碳”战略目标实现提供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 

3.1  菊花的开发利用策略 

3.1.1  精细高值化开发利用策略  菊花中含有丰富

的黄酮类资源性化学成分。研究表明，菊花总黄酮 

 

图 10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和组织的菊花专利质量

比较 

Fig. 10  Quality comparison of Chrysanthemi Flos patent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regions and 

organizations in world 

含药血浆可促进 B 淋巴细胞瘤-2（B-cell lymphoma-

2，Bcl-2）mRNA 的表达，抑制 Bcl-2 相关 X 蛋白

mRNA 的表达，进而抑制泪腺上皮细胞凋亡，具有

开发为防治干眼症疾病药物或保健品的潜力 [25]。

菊花中黄酮类成分还可用于治疗高血压、高血糖、

高血脂，提示可以菊花为主要原料，开展具有降血

压、降血糖、调血脂等功能的医药产品及保健品开

发[26-28]。菊花中黄酮类物质能够抑制磷脂酶 A2，

调节甘油磷脂和鞘脂代谢途径，延缓急性肝损伤的

病理过程，表明该类物质具有研发为保肝药物或保

健品的潜力[29]。以异绿原酸 A 为代表的酚酸类成分

能够调节肌肉合成，降解相关的蛋白质表达，减轻

肌肉减少症并恢复肌肉功能，可用于制备治疗或改

善肌肉减少症的药物或保健品[30]。此外，菊花中黄

酮类和酚酸类组分还具有较好的保护心血管和保护

神经系统活性，提示其在生物药品和保健食品领域

具有开发前景[31-34]。 

研究表明，杭白菊精油具有较好的解热、抗病

毒活性，表明该类成分具有研发为解热、抗病毒药

物及保健品的潜力[35]。菊花挥发油具有较强的抑菌

作用，可考虑以挥发油为原料制备能够延长果蔬腐

烂变质时间，维持果蔬鲜度的复合保鲜膜[36]。菊花

挥发油类和黄酮类物质还具有较好的抗炎、镇静助

眠作用，可开发具有特色优势的抗炎、镇静助眠药

物或保健品[37-39]。菊花还含有大量的多糖类资源性

化学成分，其具有降血糖、防治结肠炎等生物活性，

可用于药物制剂及保健产品开发[40-41]。菊花多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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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大鼠肉瘤、人肝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和氨基酸转

运载体溶质载体家族 1 成员 5 蛋白的表达，减轻肠

道病变，增强肠道稳态，增加氨基酸摄取，促进肠

道蠕动，缓解便秘，提示菊花多糖可开发为调节肠

道微生态的药物或保健品[42]。进一步研究发现，菊

花中丰富的多糖类和酚酸类成分具有抗氧化、调节

免疫等功能，可作为日化产品及中兽药的原料加以

利用[4,43-45]。菊花中多糖类和黄酮类成分还具有显著

的抗肿瘤作用，被认为是优质的抗肿瘤药物或保健

品原料[46-47]。三萜类成分也是菊花的重要活性成分，

其中绞股蓝皂苷 XXVII 的相对含量高达 3.80%，该

类成分具有抗肿瘤、调血脂及保护神经系统作用，

可用于制备治疗相关疾病的药物[48]。此外，菊花中

核苷类及氨基酸类成分的总含量高达 27.43 mg/g，

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考虑开发为具有抗疲劳作

用的功能性饮料和营养补充剂[49]。 

3.1.2  转化增效开发利用策略  菊花中黄酮类成分

主要是以黄酮糖苷的形式存在，可通过发酵转化技

术利用乳酸菌发酵去糖基化将不易被人体吸收的黄

酮糖苷转化成较易吸收的黄酮苷元，提高黄酮类化

合物的生物利用率[50]。菊花中含有丰富的多糖类成

分，可作为微生物的营养来源，在代谢过程中分泌

果胶酶、纤维素酶等多种胞外酶，促使组织细胞破

裂，从而利于资源性化学成分的溶出，提高资源性

成分的利用率[51]。获取挥发油类、黄酮类及酚酸类

等资源性成分后，可采用生物转化技术对菊花药渣

进行发酵，使其转化为木糖醇、乳酸、生物乙醇，

显著提高菊资源的经济效益。同时，可继续利用生

物质热解技术将菊花药渣降解形成生物质焦油、生

物质醋液和生物质燃气等资源性产品，也可以菊花

药渣为原料发酵转化为纤维素酶、热解炭化为生物

炭及复合炭基生物肥等系列产品，以实现源于农田、

归于农田的菊资源循环利用模式。菊花药渣成分复

杂多样，其中仍含有天然抑菌物质，可通过固化成

型物理转化方法将菊花药渣制备成具有抑菌作用的

纤维板、木塑板、功能性纸张等资源性产品，不仅

能够减少木材的砍伐及化学防腐剂的使用，还能解

决菊花废弃物的利用与处置问题[52]。经生物机械处

理后可将菊花药渣开发成一种低成本、可再生、可

用于产品包装的全植物纤维发泡缓冲材料。以菊花

药渣中的木质素为原料与大豆蛋白/氧化蔗糖交联

成膜制备出可降解缓解地膜，有利于调节地温，改

善土壤结构，提高作物产量。 

3.1.3  粗放低值化开发利用策略  粗放低值化是指

药渣等废弃物不经加工处理或仅简单加工，直接用

于肥料、饲料等的简单利用方式[53]。经提取纯化后

的菊花药渣仍具有一定的抗菌、抗病毒、提高免疫

力作用，可开发成畜牧饲料或饲料添加剂用于家禽、

家畜及水产养殖中，在提高动物免疫力、减少动物

患病风险的同时，还能使动物快速增肥、提高效益。

菊花药渣材质轻，通气性好且含有一定的铁、磷、

钾等有机元素，可作为田间肥料加以开发。菊花药

渣亦可作为燃料或热量直接燃烧，从而减少煤炭的

使用。此外，以菊花药渣为原料制备的栽培基质，

不仅能为蔬菜、水果提供营养，还能避免使用传统

化肥带来的副作用及土壤中重金属的污染，大大提

高菊花废弃物的利用率。 

3.1.4  文旅融合特色化开发利用策略  2018年 9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54]，提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

的重点，依托农村特色产业而建设起来的农业特色

小镇符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特色小镇的建设

与乡村振兴理念相契合，有利于吸引城市资源向农

村流动，推动乡村地区经济发展。除了作为药用外，

作为我国十大传统名花，菊花还具有极高的观赏和

食用价值。由于地理环境和加工方法的不同，形成了

亳菊、滁菊、贡菊、怀菊和杭菊等各具特色的菊花道

地药材。如安徽亳州是全国最大的亳菊种植、加工基

地，以古井贡酒、高炉家酒为代表的亳州白酒品牌在

全国也享有很高知名度，可以亳菊为主要原料开发

具有亳州特色的亳菊酒及亳菊宴，进一步打造亳菊

特色文化小镇。滁州旅游资源丰富，可将滁菊文化与

旅游资源相融合，在琅琊山醉翁亭、吴敬梓纪念馆等

著名旅游点增设园林式菊花茶楼，举办集滁菊采摘、

滁菊药膳品尝制作为一体的滁菊文化节活动，实现

滁州菊花产业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桐乡市是杭白

菊原产地，被誉为“中国杭白菊之乡”。从南宋至今，

桐乡市每年都会举办菊花灯会，开展观菊、赏菊、游

览水乡古镇乌镇、参观名人故居等系列活动，可在此

基础上修建以杭菊为主题的民宿，逐步打造杭菊特

色小镇[55]。综上，结合菊花产区特色的文化、旅游产

业，打造集菊花采摘、菊花美食品尝和旅游观光为一

体的菊花文旅特色小镇，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发展。 

3.2  菊非药用部位开发利用策略 

3.2.1  精细高值化开发利用策略  菊茎叶及根等非

药用部位中同样含有丰富的资源性化学成分，菊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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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中总黄酮、总酚和总多糖含量分别高达 37.89、

17.12、70.84 mg/g[16]。此外，从菊叶中检测到 4 种

核苷类化合物，从菊茎和菊根中均检测到 2 种核苷

类化合物，从菊茎、叶、根中均检测到 13 种氨基酸

类化合物[56]。以上研究表明，菊非药用部位与花序

有着相似的化学成分，可有针对性的对菊非药用部

位进行精细高值化产品开发，推动菊资源产业高质

量发展。 

研究发现，菊茎叶提取物可从多个途径改善

脂多糖引起的食草动物肠道功能紊乱，可用于制

备调节肠道微生态的功能性饲料添加剂、药物或

保健品 [57]。菊茎叶提取物可调节白细胞介素-1β

（interleukin-1β，IL-1β）、IL-8 和基质金属蛋白酶 9

的表达，显著改善斑马鱼炎症性肠病，提示可以菊

茎叶提取物为原料开发防治炎症性肠病的药物或保

健品[58]。菊茎叶提取物对急性虹膜睫状体炎及自发

性高血压急、慢性眼部疾病也具有较好的防治作用，

提示菊茎叶具有研发为防治眼部疾病药物或保健品

的潜力[59]。菊叶提取物还可改善 D-氨基半乳糖所致

化学性肝损伤及对乙酰氨基酚所致药源性肝损伤，

显著降低血清中转氨酶水平和脂质过氧化损伤，增

加机体谷胱甘肽含量，具有较好的肝损伤保护作用，

可进一步研发成保肝药物或保健品[60]。由菊叶多糖

类、酚酸类及黄酮类成分复配而成的菊叶提取物具

有良好的解热、镇痛、镇咳、祛痰、抗炎作用，能

够用于防治感冒引起的发热、咳嗽、生痰及炎症反

应，在药品和保健产品开发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61]。研究表明，菊叶总黄酮具有显著的抗氧化、

抗肿瘤、抑菌、调血脂等多种药理活性，有望开发

为治疗相关疾病的药物或保健品[62-64]。菊茎叶精油

具有较强的抑菌和抗炎作用，可考虑开发成抗炎药

物、抑菌剂、日化产品、食品调料剂或新型保健食

品添加剂[65]。菊非药用部位多糖具有较好的改善结

肠炎、调节免疫及抗肿瘤作用，提示其在生物药品

和保健品领域具有开发前景[66]。此外，菊非药用部

位中尚含有核苷类及氨基酸类成分，这些成分可作

为食品添加剂、抗疲劳功能性饮料及营养补充剂的

原料加以应用[56]。 

3.2.2  转化增效开发利用策略  菊茎叶及根中均富

含纤维素类资源性物质，可经酶解转化为易吸收利

用的糖类成分，并可进一步利用微生物发酵技术或

固定化技术将菊非药用部位中半纤维素转化为木糖

醇，实现物尽其用、变废为宝，提升菊资源利用效

率及效益[67]。经酸预水解，可充分解离菊茎叶及根

中的半纤维素与纤维素，得到由纤维素和木质素组

成的固体物质，经发酵可获得乳酸或生物乙醇。借

助生物质热解技术对菊茎叶及根进行降解处理，使

其转化为生物质焦油、生物质醋液和生物质燃气，

可有效避免菊废弃物燃烧处置时释放 CO2及粉尘、

集中堆放掩埋处置时占用土地资源等环境问题[68]。

菊茎叶及根经发酵酶转化可生产高品质纤维素

酶，二次残渣可经热解炭化获得生物炭，进一步开

发为含纤维素酶炭基复合肥产品，还田施用可有

效改善土壤物化特性和连作障碍。通过压缩技术

可将菊茎叶及根压缩成型，制备成纤维板、木塑

板、功能性纸张等产品，提高菊非药用部位的经济

价值。此外，以富含纤维素的菊茎叶及根为原料，

可制备出具有一定阻隔性、疏水性和抗菌作用的

可降解果蔬保鲜材料。经生物机械处理后添加环

保型助剂可将菊茎叶及根开发成多功能型预制菜

纸浆模型包装，该包装具有较好的抗热油渗透性，

可提高食品的保质期。 

3.2.3  粗放低值化开发利用策略  菊茎叶及根中

含有糖类、蛋白质类、核苷类、氨基酸类、维生素

类及粗纤维等营养成分，可开发为牲畜、家禽、渔

业饲料或饲料添加剂。菊茎叶及根还含有氮、磷、

钾等微量元素，可开发为具有适宜孔隙度、基质

容重及 pH 值的田间肥料，可较好满足农作物生

长所需营养，且不会引起土质退化、土壤板结等

问题。菊茎叶及根也可作为燃料或热量直接燃烧，

在提供热能和电能的同时，有效缓解菊废弃物的

处理压力。此外，为增加土壤肥力、改善土壤通透

性、避免土壤重金属污染，可对菊茎叶及根进行

腐熟处理，开发为相应的栽培基质以用于蔬菜或

果苗的无土栽培。 

通过对菊花、茎叶、根中多类型资源性化学物

质进行归纳分析，探讨菊花及菊非药用部位资源化

利用途径和系统利用策略，以期实现菊资源多层次、

多途径、精细化利用与产业化开发。菊资源分级分

类多元化利用策略与途径如图 11 所示。 

4  结语与展望 

本研究首先从专利视角探讨菊资源国内外专利

布局及开发利用现状，明晰菊资源产业发展趋势。

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是全球菊资源最主要的专利布

局地及技术来源地，占据全球菊资源专利的主导地

位。2009—2013 年是全球菊资源专利申请的高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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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菊资源分级分类多元化利用策略与途径 

Fig. 11  Multi-dimensional utilization strategies and approaches of C. morifolium resources based on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展期，而近年来菊资源专利申请数量呈下降趋势，

菊资源研究开发处于技术回落期。医药和食品是菊

花及菊非药用部位进行产业化开发的主要技术领

域，当前菊资源产业仍面临精深加工及高附加值产

品较少、综合利用程度不高、资源价值未得到充分

挖掘等问题。基于此，本研究对菊花及菊非药用部

位的可利用资源性化学物质及其潜在资源价值进行

系统整理与分析，提出并构建精细高值化、转化增

效、粗放低值化及文旅融合特色化的菊资源多元化

开发利用策略与途径。在中药资源循环经济发展理

念指导下，将上述资源化利用策略与现代科学技术

相结合，可有效挖掘菊资源的潜在应用价值，提升

菊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延伸菊资源经济产业链，

助力我国“双碳”战略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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