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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景天 Rhodiolae Crenulatae Radix et Rhizoma 是用药历史悠久的传统中藏药，其同属植物也多具药用价值，然而在

资源开发过程中面临品质不稳定、影响品质因素复杂、质量控制指标单一等问题，通过对红景天属药用植物的性状、化学成

分及药效方面的品质评价标准进行综述，并总结了种质、栽培方法、采收期、产地、海拔、加工方式和贮藏等因素对红景天

属药用植物品质的影响，为进一步阐明相关因素的作用机制和制定更为系统科学的品质评价体系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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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ngjingtian (Rhodiolae Crenulatae Radix et Rhizoma)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Tibetan medicine with a long history of 

use, and many Rhodiola plants also have efficacy,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resource development, it faces the problems of unstable 

quality, complex quality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limited quality control indexes, etc.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quality 

evaluation criteria of medicinal Rhodiola with respect to the traits, chemical compositions, and efficacy of the herbs and summarized 

the influences of factors on the quality of medicinal Rhodiola such as germplasm, cultivation method, harvesting period, place of origin, 

elevation, processing and storage, etc., which provided a basis for further elucidat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relevant factors and 

formulating more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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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景天属植物在我国有 73 种 2 亚种 7 变种，

分布在广西、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新

疆等多个省份和自治区，分布较为广泛[1]。根据《中

国药典》2020 年版记载，红景天为大花红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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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diola crenulate (Hook. f. et Thoms.) H. Ohba 的干

燥根和根茎，主要功效是益气活血、通脉平喘[2]，此

外，红景天属多种基原植物被地方中药材标准收录，

如《甘肃省中药材标准》2020 年版[3]中记载狭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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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天 R. kirilowii (Regel) Maxim.可“活血调经、养心

安神、止血止痫”，《吉林省中药材标准》[4]中记载

高山红景天 R. sachalinensis A. Bor.益气活血、通脉

平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药材标准》2010 年

版[5]中记载蔷薇红景天 R. rosea L.滋补强壮、安神益

智、开通阻滞、消炎止痛；《四川省藏药材标准》2020

年版[6]中记载长鞭红景天 R. fastigiate (Hook. f. et 

Thoms.) S. H. Fu 清热、利肺；并已报道大量与该属

植物药效研究相关的文献，充分证明红景天属植物

在药用方面的价值和可发掘的潜力。然而，目前红

景天属药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面临的迫切问题：（1）

野生资源日渐匮乏，野生变家种过程中，伴随各种

外部条件的改变，存在品质下降的现象，有些甚至

难以达到《中国药典》2020 年版或地方标准的最低

要求[7]；（2）本草考证的依据较少，造成市场流通过

程中的基原混乱和以次充好现象，在生产实践过程

中需要找出快速、高效鉴别基原植物的方法，以杜

绝伪药劣药[8]。总体而言，以上问题与红景天属药

用植物的品质关系密切。本文从红景天属药用植物

的品质评价标准、影响品质的因素出发，全面梳理

与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品质相关联的研究依据，为保

障红景天属药用植物质量、确保资源可持续发展提

供理论依据。 

1  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品质评价标准 

1.1  性状 

1.1.1  外观性状  古代藏药典籍《晶珠本草》中明

确记载了红景天属药用植物的外观性状特征，如《现

观》中提到其尽管生境类型复杂，形态各不相同，

但具有许多共同特点：茎全部为红色、质地硬实；

叶片肥厚、簇生、分布有类似银色露珠的特殊结构，

全茎被叶，在秋季转变为红色；花、果荚、种子都

呈红色；根部断面颜色如同人肺，皮厚而呈现黑色；

气味明显，味甘、苦、涩，性凉，功效为养肺、清

热、滋补元气，含在口中能够去除口臭[9]。 

现代对大花红景天的外观性状描述在《中国药

典》2020 年版中有详细记载，“根茎呈圆柱形，粗

短，略弯曲，少数有分枝，长 5～20 cm，直径 2.9～

4.5 cm。表面棕色或褐色，粗糙有褶皱，剥开外表皮

有一层膜质黄色表皮且具粉红色花纹；宿存部分老

花茎，花茎基部被三角形或卵形膜质鳞片；节间不

规则，断面粉红色至紫红色，有一环纹，质轻，疏

松。主根呈圆柱形，粗短，长约 20 cm，上部直径约

1.5 cm，侧根长 10～30 cm；断面橙红色或紫红色，

有时具裂隙。气芳香，味微苦涩、后甜”[2]。在中药

材商品等级规格[10]中，关于其统货与选货的性状描

述也与此较为接近，主要差别在于选货直径≥3.5 

cm，统货直径 2.9～4.5 cm，将直径作为重要的商品

分级标准。 

其余几种红景天属药用植物的外观性状特征

在各个地方的中、藏药材和饮片标准中有所描述，

狭叶红景天被收载于《甘肃省中药材标准》2020 年

版[3]、《青海省藏药材标准》2019 年版[11]；高山红景

天被收载于《吉林省药材标准》[4]；蔷薇红景天被收

载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药材标准》2010 年

版[5]；长鞭红景天被收载于《四川省藏药材标准》

2020 年版[6]。 

对比不同标准中的记载可发现，大花红景天与

其他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存在多个差异明显的外观性

状：从根茎上观察，发现其具特殊花纹的膜质黄色

表皮，宿存花茎基部的膜质鳞片的形状为三角形或

卵形，断面颜色为粉红色至紫红色并有一环纹；根

断面呈橙红色或紫红色；气芳香而味微苦涩后甜。

且大花红景天的红景天苷含量通常高于其他种，提

示其特殊性状与品质之间可能存在联系，可将传统

“辨状论质”思想与现代鉴定技术如电子鼻、电子眼

等结合以探明二者的关系。 

1.1.2  显微性状  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在显微性状方

面具有许多相似之处：根部最外层均为木栓层，皮

层狭窄，形成层呈环，多具外韧型维管束，且韧皮

部与木质部较宽，各占横切面 1/3 左右；根茎最外

层均为木栓层，形成层较明显且断续呈环，髓部宽

广，多见异形维管束；粉末中都含有薄壁细胞、木

栓细胞、维管束、淀粉粒等[12]。不同红景天属药用

植物的显微性状差异主要体现在其根茎横切面中维

管组织的数目、特殊构造及排列上。按照根茎维管

组织数目进行分类，蔷薇红景天根茎维管束呈现

2～3 轮断续环状排列；大花红景天、狭叶红景天和

高山红景天均具有 1 轮维管束；长鞭红景天则具有

2 轮维管束。按照根茎维管组织特殊构造及排列进

行分类，蔷薇红景天中维管组织具有三生构造；大

花红景天外周为放射状排列的外韧型维管束，髓部

为散生的内韧型维管束；狭叶红景天外轮排列环状

外韧型维管束，髓部散生周韧型维管束；高山红景

天外轮排列环状外韧型维管束，髓部散生异常维管

束，为周韧型维管束；长鞭红景天外轮排列环状外

韧型维管束，髓部具异常维管束，为周韧型维管束，



·6760· 中草药 2024 年 10 月 第 55 卷 第 19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4 October Vol. 55 No. 19 

   

射线呈现星状排列[13-14]。 

1.2  化学成分 

在《中国药典》2020 年版及各个地方中、藏药

材标准中，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大多以红景天苷为指

标性成分并据此评价药材品质：大花红景天按干燥

品计算，含红景天苷（C14H20O7）不得少于 0.50%[2]；

狭叶红景天不得少于 0.20%；高山红景天不得少于

0.20%；蔷薇红景天、长鞭红景天则无红景天苷含

量要求。目前对红景天属药用植物中红景天苷合成

通路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主要分为生物合成、

化学合成和酶促合成 3 条途径。在生物合成方面，

已确定红景天苷在植物中的合成以酪醇和尿苷二

磷酸葡萄糖为底物，且苯丙氨酸解氨酶和酪氨酸脱

羧酶是连接初级和次级代谢途径的关键酶，争议在

于酪醇的合成途径：第 1 种认为其来源于苯丙烷代

谢途径中苯丙氨酸产生的对香豆酸[15]；第 2 种认

为其来源于生物碱代谢途径的中间产物酪胺，而酪

胺来源于酪氨酸[16]，以上 2 种红景天苷可能的合

成途径见图 1。在化学合成方面，基于尿苷二磷酸

葡萄糖基转移酶对酪醇与尿苷二磷酸葡萄糖合成

红景天苷反应的促进作用，形成了 7 种主要的红景

天苷工业化合成策略。而酶催化合成途径则是以酪

醇和葡萄糖类似物为底物，利用生物酶、微生物或

细胞催化红景天苷的合成，在不断改进的过程中，

红景天苷的合成得到了显著强化，其转化率可达

71.9%[17]。 
 

 

图 1  红景天苷可能的生物合成过程 

Fig. 1  Possible salidroside biosynthesis 

通常单一成分测定结果无法全面反映品质，红

景天属药用植物中还含有多类具药理作用的化学成

分，黄酮类化合物有 70 多种，主要包括黄酮、黄酮

醇和黄烷醇类，其中草质素和山柰酚类化合物在抗

氧化、抗辐射、抗病毒、抗炎、抗血栓等药理作用

较为显著[18]；苷类化合物主要包括苯乙基、苯丙素

和酚苷类等苯烷基苷类，代表化合物有酪醇、红景

天苷、络赛维和大花红天素等[19]；红景天多糖由鼠

李糖、阿拉伯糖、甘露糖、葡萄糖和半乳糖等单糖

构成，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抗贫血、保护生殖

细胞等作用[20]；还包含 8 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且

其补益效果良好[21]。部分研究者通过测定红景天多

个成分的含量进行品质评价，使实验结论更加全面、

准确。胡英婕等[22]以 6 种成分作为检测指标，发现

红景天苷、熊果苷、酪醇、山柰酚、槲皮素在 5 种

红景天属药用植物中的含量存在显著性差异，而没

食子酸含量无显著性差异，具体情况为大花红景天

中红景天苷、熊果苷、山柰酚、槲皮素的质量分数

最高，分别为 12.40、3.48、2.61、1.62 mg/g；高山

红景天中酪醇质量分数最高，为 1.83 mg/g；长鞭

红景天中红景天苷质量分数最低，为 5.08 mg/g。

韩 林 辛 等 [23] 利 用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法 （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和紫外

分光光度法测定大花红景天中红景天苷和总酚的

含量，方法快捷有效，结果准确可靠。周思思[24]确

定了大花红景天中总黄酮、总多糖、总皂苷和总挥

发油的制备方法，测定了其相应的含量，并通过进

一步的药效学实验验证了红景天中各类成分的抗

氧化、抗肿瘤和抗衰老活性。 

红景天属药用植物中化学成分的测定主要分为

定性和定量 2 类。定性方法主要是薄层色谱法，《中

国药典》2020 年版中也对相应的实验操作流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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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规定，其主要优势是分析速度快、专属性强、对

设备和操作的要求较低、应用场景广泛，可利用薄

层色谱所反映的生物特征和其特有的生物标志物化

合物的存在，确定药材饮片和制剂的真实性和可能

存在的掺假。定量方法主要有 HPLC 法、紫外分光

光度法、液相色谱-质谱联用（liquid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LC-MS）等。HPLC 是《中国药

典》2020 年版规定的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含量测定的

方法，广泛用于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品质评价研究，

具有适用性广、高灵敏度、高速高效等特点。紫外

分光光度法在单一成分测定中，稳定性和重现性较

强，快速简便，数据可靠性强。LC-MS 可综合分析

红景天属药用植物中多种成分的组成和含量[25]，优

点是信息丰富，简化了前处理过程，适用于复杂体

系的分离分析。 

1.3  药效 

红景天属药用植物药效较为接近，传统中、藏

医药理论中认为其可滋补元气、清热解毒、治疗瘟

病时疫，现代药理研究则主要涉及抗氧化、抗炎、

保护心脑血管、抗抑郁、抗疲劳等。马四补等[26]为

评价大花红景天破壁饮片和传统饮片的药材品质，

对比 2 种饮片对大鼠心肌的保护作用，发现二者均

可显著减小心肌梗死面积和心律失常的发生率，且

相同剂量下，使用破壁饮片后病理指标的降低作用

优于使用传统饮片，表明破壁饮片品质优于传统饮

片。刘英[27]选取大花红景天破壁饮片与传统饮片作

为实验对象，测定了二者不同剂量下对大鼠心肌细

胞缺血缺氧损伤模型的细胞存活率、病理指标及细

胞凋亡途径中关键蛋白含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大花

红景天破壁饮片与传统饮片均可提高细胞存活率，

改善相关病理指标，降低细胞凋亡途径中关键蛋白

的含量，且相同剂量下破壁饮片药效更佳，表明大

花红景天破壁饮片品质优于传统饮片。索朗等[28]比

较了小丛红景天 R. dumulosa (Franch.) S. H. Fu、大

花红景天和长鞭红景天对小鼠常压耐缺氧时间、断

头后喘息时间及血清中生理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

3 种红景天在抗缺氧、抗衰老方面作用相似，小丛

红景天和长鞭红景天在一定程度上可代替大花红景

天使用。药效学评价更接近临床使用场景，可作为

性状评价和化学成分评价的补充。 

2  影响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品质的因素 

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品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种

质、栽培方法、采收期、产地、海拔、加工方式和

贮藏等，将各个影响因素及其同义词或近义词作为

主题词，与“红景天”主题词用“AND”布尔运算

符连接，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并排除与红景天属药

用植物品质影响因素无关的文献，检索并筛选后的

文献数量如下：种质（36）、栽培方法（25）、采收

期（5）、产地（37）、海拔（9）、加工方式（5）、贮

藏（2），结果见图 2。 

 

图 2  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各个影响因素相关文献占比 

Fig. 2  Percentage of literature related to each influence 

factor of medicinal Rhodiola 

可见与种质、栽培方法及产地相关的文献在红

景天属药用植物品质影响因素文献中的占比较大，

而海拔、采收期、加工方式和贮藏则占比较小，表

明红景天属药用植物的人工栽培、品种鉴别及产地

区分方面的研究热度较高，成果较多，而对海拔、

采收期、加工方式和贮藏等方面的研究还处在初步

探索阶段，有待深入和完善。 

2.1  种质 

2.1.1  遗传多样性  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具有丰富

的遗传多样性，使其能够适应各类不利环境。刘

青[29]对西藏高原地区4种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开展了

遗传多样性分析及内部转录间隔区（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ITS）序列分析，通过十六烷基三

甲基溴化铵法提取了植物嫩叶中的 DNA，并对其进

行了聚合酶链式反应扩增和电泳检测，对条带吸收

峰面积采用香农多样性指数公式进行计算，结果显

示齿叶红景天 R. serrata H. Ohba、喜马红景天 R. 

himalensis (D. Don) S. H. Fu、大花红景天、长鞭红

景天的香农多样性指数依次递增，分别为 0.142 6、

0.323 1、0.376 7、0.393 2，表明 4 种红景天属药用

植物均具有较高水平遗传多样性，且对环境变化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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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能力依次增强。You 等[30]通过对红景天属植物样

品的叶绿体 DNA/ITS 序列变异的研究，发现其网状

进化可能是由地理隔离引起的，复杂的地形及剧烈

变化的气候可能进一步加快了种群分化的速度。另

有研究发现红景天属药用植物的超氧化物歧化酶基

因在遗传过程中不使其产生新的形态或生理功能，

但可增强现有种群的适应能力；而参与不同生长素

相关途径的基因在不同的环境压力下表达不同，表

明生长素在不同类型的非生物胁迫条件下具有重要

作用[31]。深入挖掘红景天属药用植物环境适应的遗

传机制，有利于控制红景天属药用植物栽培条件，

进而提高人工栽培过程中的植株存活率。 

2.1.2  种质资源概况  目前红景天属药用植物资源

匮乏，亟需开展种质资源分布情况调查、种质资源收

集与种质资源库建立等多项工作，并以此为基础推

动红景天属药用植物的遗传育种研究。李涛等[32]采

用野外实地资源调查、标本采集鉴定与标本查证相

结合的方法，对川西高原地区红景天属植物种质资

源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归纳。从区系特点上看，红景

天属植物分类复杂，川西高原地区共有 26 种红景

天属植物，分属于红景天属下的报春红景天组、四

裂红景天组、红景天组、三裂红景天组 4 个组；高

海拔地区生长的红景天属植物如大花红景天、长鞭

红景天、狭叶红景天等常有一种或数种成群密集生

长，植株粗壮，为植物群落中该层片的优势种，而

少数低海拔地区红景天属植物如云南红景天 R. 

yunnanensis (Franch.) S. H. Fu 等呈现随机分布特点，

由于植株较细与相近生态位的物种种间竞争激烈，

为植物群落中该层片的伴生种或偶见种；川西高原

地区的红景天属植物海拔分布差异巨大，其中狭叶

红景天、大花红景天和云南红景天垂直分布的生态

幅度较大，说明其对不同海拔条件的生态适应能力

较强。从分布特征上看，红景天组为川西高原地区

红景天属植物的分布中心，包含了 13 种红景天属

植物；红景天属植物在川西高原西部海拔 3.5 km 以

上的高海拔地区如稻城、理塘、德荣等地分布较为

密集，在四川盆地海拔 2.0 km 以下的周边地区有少

数分布，而在四川盆地内则未见分布。洪道鑫[33]将

走访与野外样方调查方法相结合，通过蕴藏量估算

法调查了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 4 省内的狭叶红

景天野生资源，结果表明狭叶红景天野生资源正在

不断减少，其中四川省和青海省资源量较大，甘肃

省和云南省资源量较小。 

目前已有多家单位和机构建立了红景天属药用

植物的种质资源库和繁育基地。四川省草原科学研

究院建立了占地约 3 hm2 的大花红景天种植繁殖基

地，位于青藏高原地区四川省阿坝州红原县，同时

在荒漠化条件下示范种植约 20 hm2 大花红景天。西

藏大学深入研究红景天属药用植物栽培技术，建成

包含大花红景天、长鞭红景天、狭叶红景天等多种

濒危红景天属药用植物的藏药材种质资源圃，并在

藏药材种植示范基地中培育大花红景天种苗 20 余

万株[8]。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选取狭叶红景天作

为防沙治沙植物并建有防沙治沙示范基地，以发掘

其生态价值，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进行狭叶红景天

的研究工作[33]。 

2.1.3  物种鉴别  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在使用时品

种较为混乱，基原植物通常难以确定。历版《中国

药典》中红景天的基原植物收载种经过多次变动，

《中国药典》1977 年版为大株红景天 R. kirilowii 

(Regel) Regel 或唐古特红景天 R. algida (Ledeb.) Fu 

var tangutica (Maxim.) Fu，在《中国药典》1985～

2000 年版中则为大株红景天 R. kirilowii (Regel) 

Regel，且在植物拉丁名的书写上存在争议[34]，而《中

国药典》2005～2020 年版收载的种都为大花红景

天。其余红景天属植物也有多个种被地方中药材标

准或中药学专著收载，彼此混用现象较常见，但不

同种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在成分组成和含量上存在差

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药材的品质和药效，因此需

要通过多种检测手段进行鉴别和厘清。吕秀梅等[35]

采用 HPLC 方法同时测定大花红景天、狭叶红景天

和长鞭红景天中 5 种化合物含量，结果显示 3 种红

景天的 5 种成分存在显著差异：大花红景天中红景

天苷、咖啡酸含量显著高于长鞭红景天和狭叶红景

天，而没食子酸、酪醇含量显著高于长鞭红景天。

王丽萍等[36]通过电子鼻获取 4 种红景天的气味信

息，结合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和线性判别分析方法将 4 个种完全区分，建

立了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品种的 Fisher 函数判别模

型，结果显示总体判别率 100%，交叉检验判别率

97.5%，并提出结合气相质谱方法进一步提高检测

准确率的设想。宋霞等[14]使用性状鉴别法和显微鉴

别法，并增加了荧光显微镜的观察结果，从性状、

横切面和粉末显微特征多个角度分析 5 种红景天，

发现其差异主要集中于性状上的气味、断面颜色、

膜质表皮、分枝情况和横切面的维管束形式，及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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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特征中的草酸钙结晶和淀粉粒数量与分布，为完

善质量标准提供了参考依据，同时也为鉴别常见红

景天提供了技术支持。Ma 等[37]通过超高效液相色

谱指纹图谱结合化学模式识别分析，确定 7 个特征

峰的成分分别为 1-(2-羟基-2-甲基丁酸酯)β-D-吡喃

葡萄糖、4-O-葡萄糖基对香豆酸、红景天苷、表没

食子儿茶素、1,2,3,4,6-五没食子葡萄糖、表没食子

儿茶素没食子酸酯和 (＋)-异白藜芦醇-4′-O-β-D-吡

喃葡萄糖苷或 (＋)-异白藜芦醇-4-O-β-D-吡喃葡萄

糖苷，建立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正品红景天及其易混

淆种的分类方法。 

在种质分子鉴别方面，Zhao 等[38]测定了 6 种红

景天属植物的完整叶绿体基因组，与另 1 个红景天

叶绿体 DNA 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其基因组结构、

基因数目、基因顺序、鸟嘌呤及胸腺嘧啶含量都高

度相似，并从中确定了 13 个基因组差异的突变热

点，可将其作为系统发育分析和红景天物种鉴定的

候选标记；同时认为应该将红景天属植物按照单性

花类型分为 2 个分支，其中一支为雌雄异株，另一

支为雌雄同株，使红景天属植物的系统发育关系更

加清晰。赵凯辉等[39]选择 ITS2 和巨核细胞关联酪

氨 酸 激 酶 （ megakaryocyte associated tyrosine 

kinase，matK）2 条 DNA 条形码对 14 种红景天属

植物进行分子鉴定，其中 ITS2 序列和 matK 序列

的测序成功率分别为 94.7%和 100%，表明 DNA 条

形码技术在红景天属药用植物的鉴定领域具有潜

在的应用前景。 

2.2  栽培方法 

在使用过程中，红景天属药用植物野生资源由

于发芽率低、根腐病严重、生长条件苛刻等问题日

渐衰竭，急需通过人工栽培、组织培养等方式及时

增加其资源总量，以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在野生

和栽培 2 种不同生长条件下，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品

质可能会产生差异，宋玉成等[40]测定了野生和家种

2 种大花红景天中红景天苷的含量，结果较为接近

且都大于 0.50%，判断栽培品品质下降不大，可代

替野生种使用。崔晋龙等[7]对大花红景天野生种与

组培品种中红景天苷、酪醇、洛塞琳、洛塞维和洛

塞 5 种主要活性成分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发现愈

伤、组培品种的红景天苷含量均低于野生种，且不

符合《中国药典》不得少于 0.50%的规定，表明这

2 类品种尚不符合药用标准，需进一步研究红景天

苷生成机制以提高栽培品质量。综上，栽培方法的

差异会影响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品质，且经过栽培后

其品质通常较野生种有所下降。 

栽培过程由多个环节所组成，需要探明每个环

节的影响以保证红景天属药用植物栽培品的最终品

质符合要求。目前已有研究者对此展开了研究，对

多种红景天属药用植物的栽培技术[41-48]进行了总

结，涉及到选地、整地、繁殖方法、定植、田间管

理、病虫害防治、采收与加工等多个方面。选地时

应选择海拔较高、具有一定坡度的山地，要求栽培

地为阳光充足、土层深厚且排水性好、土质呈中性

或微酸性、腐殖质含量丰富的壤土或沙壤土，因此

常选取山地中的森林采伐地或生荒地进行栽培。整

地时深翻 30～40 cm，清除田间杂物，打碎土块，

顺坡向作畦，畦宽 1～1.2 m、高 20～25 cm，作业

道宽 50～70 cm，视土壤肥力情况适当施加厩肥、

猪圈粪或腐熟农家肥。繁殖方法多采用种子繁殖或

根茎繁殖方法，也有部分采用组培快繁方法。其中

种子繁殖要求播种前先用水冲洗种子后再施加赤霉

素等植物激素提前处理，以提高种子发芽率。在育

苗时间选择上，大棚育苗春秋均可，室外育苗宜秋

播，布棚育苗宜在春季，3 月下旬至 4 月中旬进行

春播，9 月下旬至 10 月中旬进行秋播，播种量为

1.5～2.0 g/m2，播种后覆盖筛过的细土 2～3 mm。

根茎繁殖时选择除去泥土的成株红景天根茎，将其

剪为 3～5 cm 长的小段，置于阴凉通风处 1～2 d 后

等待其伤口表面愈合，将其移栽至准备好的畦中。

组培快繁得到的培养苗移栽入营养钵或苗床时需注

意避免损伤，并在培养 1 年后才可移栽到大田或山

地。田间管理要求对育苗地及移栽地及时松土、除

草和排水，确保田间无积水并保持低湿环境，育苗

时将间出过密的幼苗补栽于别处，移栽苗入冬前注

意覆盖 3～5 cm 的防寒土以确保顺利越冬。对于病

虫害防治，要求及时施加多菌灵、代森锰锌、辛硫

磷等药物，尤其注意对根腐病的防治，及时清除病

株。对红景天属药用植物栽培方法的梳理，有利于

实现其人工栽培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为提高栽培品

的存活率和品质提供依据。赵彩云等[49]深入研究与

栽培相关的作用机制，关注大花红景天栽培过程中

施肥时的氮、磷、钾配比对红景天苷等 4 种酚类成

分含量的影响，通过建立红景天苷等 4 种酚类成分

与氮、磷、钾肥施用量各自的拟合函数，找出使红

景天苷等 4 种酚类成分含量达到最高时的氮、磷、

钾肥的配比，结果显示氮肥、磷肥、钾肥施用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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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0、150、31.71 kg/hm²时，红景天苷含量达到最

高，为 1.54%；氮、磷、钾肥施用量分别为 35.54、

150.00、237.73 kg/hm2 时，4 种酚类成分含量达到最

高，为 1.93%，表明大花红景天品质与肥料组成与

用量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同时也给出一种探索最优

栽培条件的途径。 

2.3  采收期 

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品质往往与其采收期密切相

关，选择合理的采收期，可提高有效成分含量、增

强药效、增加经济效益，同时也可提升分布区域内

的整体采收效率，减少资源的浪费。强巴卓嘎等[50]

设置 4 个不同采收时期，选取红景天苷、酪醇和络赛

维 3 种活性成分作为检测指标，使用 HPLC 法对大

花红景天叶、根皮、根、茎多个部位进行测定，结果

表明大花红景天中的红景天苷、酪醇和络赛维主要

分布在根部，且 9 月中下旬时络赛维与红景天苷含

量达到最大，此时酪醇未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规律，因

此认为最佳采收期在 9 月中下旬。任艳艳等[51]采用

HPLC 方法测定了 7、8 月份新疆塔城额敏县、石河

子、伊犁等地蔷薇红景天中的红景天苷含量，产地

相同情况下，8 月份采得药材红景天苷含量高于 7

月份，表明不同采收期可影响蔷薇红景天品质。红

景天属药用植物的采收期对活性成分的累积有一定

影响，因此在确定最佳采收期时需要对红景天苷含

量及其他活性成分含量做出综合分析。 

2.4  产地 

不同产地的生态环境要素可对红景天属药用植

物品质产生影响。李霓冰等[52]以红景天苷为标示

峰，西藏大花红景天样品出峰为校正峰，建立西藏、

四川、云南、吉林、新疆等不同产地大花红景天的

色谱指纹图谱，最终确定的 6 个共有峰在不同产地

大花红景天中的相对保留时间无明显差异，但相对

峰面积存在明显差异，西藏大花红景天的多个共有

峰的对峰面积高于其他产地，表明不同产地大花红

景天在化学成分含量上存在差异，且西藏地区产出

的大花红景天品质较好。方碧烟等[53]利用 HPLC 指

纹图谱技术对不同产地的大花红景天破壁饮片、破

壁粉体和传统饮片相关性研究，通过 PCA、层次聚

类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对结果进行了分析，将相似度

高的样品归为一类，其他样品则按照差异归为 2 类，

提示不同产地生态环境对大花红景天成分富集过程

产生了影响。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多生长于高寒山区

的流石滩地带，更加适宜的产地可能对其品质产生

有利影响。 

2.5  海拔 

海拔是影响红景天属药用植物生长发育和品质

的重要因素，也是制约其野生变家种的主要限制条

件。文检等[54]收集大花红景天野外分布点的经纬度

信息，并结合海拔、降水量、温度、土壤等生态因

子，利用 Maxent 模型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

表明海拔对大花红景天生长影响最大，高海拔地区

光照充足、温度低、空气稀薄的条件更有利于大花

红景天生长。吴玄峰等[55]设置 8 个梯度条件，利用

LC-MS 方法对大花红景天根、茎、叶组织的代谢物

进行检测，对结果进行 PCA 和典型相关分析，显示

代谢物丰度、光照强度与海拔梯度间都有显著正相

关性，表明海拔梯度与大花红景天品质相关性强，

且与海拔梯度相关的主要环境影响因素可能是光照

强度。Dong 等[56]比较了大花红景天和蔷薇红景天 2

种主要红景天的酚类成分和抗氧化能力，并采用基

于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三重四极杆质谱的代谢组

学方法分析了分布于海拔 2 907、5 116 m 的大花红

景天，结果表明，大花红景天的酚类成分和抗氧化

活性高于蔷薇红景天，且这 2 种药用植物的酚类成

分和抗氧化活性与海拔高度呈正相关。表明海拔是

影响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品质的间接因素，与海拔关

联度较高的光照、温度和水分等可能是决定红景天

属药用植物品质的直接因素，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以

探明相关作用机制。 

2.6  加工方式 

在加工过程中，红景天属药用植物有效成分可

能损失，通过控制和优化加工方式，可尽量减少对

其品质的影响。净制时，往往选用根和根茎作为药

用部位，而对植株其他部位的废弃可能会造成红景

天属药用植物资源的浪费。次仁巴姆等[57]测定人工

种植小花、大花红景天的花瓣、茎、根等部位的红

景天苷含量，结果显示作为非传统药用部位的花瓣

的红景天苷含量高于传统入药的根部，认为可将花

瓣入药，以补充红景天属药用植物资源并促进其可

持续发展。Terletskaya 等[58]发现红景天属药用植物

地上器官中红景天苷含量的增加幅度在种子成熟期

达到最大，此时根中红景天苷的含量显著减少，建

议在整个种子发育阶段采集种子并磨碎，将其用于

制药目的而不损害根系。 

在药材的干燥处理中，由于对处理时间、药材

品质、成本等方面的要求不同，会选用不同的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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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赵彩云[59]采用晒干、低温干燥、阴干和冷冻

干燥对大花红景天根和根茎进行处理，通过观察外

观性状和测定水分、红景天苷、多糖、总酚、总黄

酮和醇溶性浸出物等多种成分含量，采用综合评分

法赋权重系数，最终发现低温干燥和阴干得分较高，

且低温干燥时温度越低，有效成分含量越高，表明

高温导致某些成分的分解或损失。因此在药材加工

过程中，需要考虑对非传统药用部位的开发利用，

同时也要注意减少有效成分的不必要损失。 

2.7  贮藏 

红景天属药用植物中含有挥发性成分，主要包

括萜类、醇类和脂肪酸类，合理贮藏可延长药材的

使用时间，维持药材品质。刘显福等[60]选取不同贮

藏年限和贮藏方式的大花红景天测定红景天苷含

量，结果表明红景天苷含量与贮藏年份呈负相关，

且将药材置于阴凉通风处的贮藏方式优于任意堆

放。贮藏湿度和温度对挥发油影响较大，过高温度

和湿度都可降低药材中挥发油含量及提取效率，使

香气减弱，而储存时间在短期内影响较小，表明大

花红景天中有效成分含量的稳定与储存湿度和温度

的关联性更强[61]。 

3  结语与展望 

目前红景天属药用植物的质量控制和品质评价

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南星梅等[62]对唐古特红景天

化学成分、药理活性和毒理研究方面的成果和理论

进行综述，为唐古特红景天的深入开发和综合应用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范芳芳等[63]根据中药质量

标志物（quality marker，Q-Marker）理论核心内容，

结合文献调研成果与网络药理学分析方法，预测出

多个红景天功效关联性 Q-Marker，《中国药典》2020

年版和地方标准也对各项指标都制定了相关规定。

但仍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在使

用过程中对品种、产地和质量评价的要求和标准逐

渐变化，且本草考证存在一定困难，目前市场上存

在品种混乱、真伪难辨、品质难以保证的情况；对

红景天属药用植物生长发育、次级代谢产物累积等

过程的研究较少，不同因素对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品

质的影响机制尚不明确，有待继续深入研究；评价

指标单一，通常以红景天苷含量作为评价药材品质

的唯一标准，性状、有效成分、药效和经济价值等

方面的判定依据不够科学全面，不利于系统化和规

范化红景天属药用植物的质量控制方法与评价标

准；红景天属药用植物品质研究主要集中在种质和

栽培方面，对其加工方式、商品规格分级和贮藏方

法的研究薄弱，制约了红景天属药用植物资源的进

一步开发利用。针对这类问题，需要深入研究的方

向是：完成本草考证，明确药材的基原植物、优质

产区、传统功效；筛选不同种红景天属药用植物的

专属性成分，作为快速高效鉴别的指标；加强红景

天属药用植物生理生化领域研究，明确有效成分的

代谢途径及各类影响因素对相关途径的作用机制；

按照红景天属药用植物生产流程，实现全过程质量

控制和评价，确保产品质量均一、可控、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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