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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沙参品质形成影响因素及产业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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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沙参 Glehniae Radix 是我国常用传统中药材，其药用历史悠久，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目前，北沙参的商品来源

主要以人工种植为主，其品质优劣受多种因素影响。因此，从影响北沙参品质形成的种质、生态环境因子和采收加工等方面

对其相关研究进行概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目前北沙参产业发展存在问题，基于此提出思考与解决方向，以期为指导北沙参

生态种植、提高北沙参药材品质及其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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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mmonly us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linical practice, Beishashen (Glehniae Radix) has a long history of 

medicinal use with important clinical value. At present, the main source of Glehniae Radix is artificial cultivation, and its qual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various factor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germplasm,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actors, and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of the quality formation of Glehniae Radix. Based on thi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Glehniae Radix industry was analyzed, and the thinking and solution directions were put 

forward. This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guiding the ecological planting of Glehniae Radix,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Glehniae Radix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it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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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沙参 Glehniae Radix 源于伞形科植物珊瑚菜

Glehnia littoralis Fr. Schmidt ex Miq.的干燥根，性微

寒，味甘、微苦，始载于《本草汇言》，具有养阴清肺、

益胃生津之功效，曾被列为中药“八珍之一”[1-2]。北

沙参富含多糖、香豆素类、聚炔类、木脂素类、黄

酮及酚酸类等活性成分，具有增强免疫、镇痛平喘、

抗肿瘤、抗氧化、抗菌及降压等药理作用[3-7]，药用

价值极高。此外，北沙参还被广泛用于食品、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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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在主产区也常作为蔬菜食用。北沙参在临床

治疗、大健康产品研发、康复养生等方面彰显了广

阔的开发利用价值。 

北沙参作为中医临床常用中药，其药用来源主

要依靠人工种植，以山东莱阳地区产者质优效佳，

是山东的道地药材。近年来，北沙参种植区域不断

扩大，从传统产区山东莱阳逐渐发展到了河北安

国、内蒙古赤峰等地，形成了以山东、河北和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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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为主的 3 大主产区[8-9]。药材品质的形成受其基因

型、生态环境和栽培措施等共同作用的影响[10]，由

于北沙参产地变迁、生态环境差异、采收加工方式

各异等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北沙参质量的形

成。经查阅文献发现，国内外研究者虽对北沙参进

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目前尚未见有关北沙参品

质形成影响因素及产业发展现状的文献综合整理。

基于此，本文重点围绕近年来北沙参种质、生态环

境和种植加工等因素与其品质形成的相关性研究

展开概述与分析（图 1），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

产业发展存在问题，提出几点未来影响北沙参品质

形成因素的研究重点及其产业发展方向的可行性

建议，以期为提高北沙参药材品质、指导北沙参生

态种植及其产业化发展提供参考。 
 

 

图 1  北沙参品质形成影响因素及产业发展研究 

Fig. 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quality 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Glehniae Radix 

1  种质对北沙参品质形成的影响 

种质是调控药用植物次生代谢、决定中药材质

量的源头。研究表明，种质不同北沙参药效物质基

础的含量不同[11-12]。张晴[13]从表型特征、香豆素类

化合物含量及异戊烯基转移酶的表达量等方面探

讨了 8 种不同种源北沙参之间的种质差异，并通过

主成分分析对不同北沙参种源进行排名，评分结果

显示：海阳＞莱阳＞金石滩＞赤峰＞田横岛＞日

照＞情人岛＞八仙岛，其中海阳和莱阳种源中有效

成分含量最高且药用价值相对较大，被作为优质种

源。石俊英等[14]以选取的白条参（绿叶柄）、红条参

（淡红色）及大红袍（紫叶柄）3 种北沙参栽培品

种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其进行香豆素类、糖类及浸

出物等成分含量的差异分析，发现不同栽培品种北

沙参间的对比结果显示，总糖、粗多糖、可溶性糖、

水浸出物及醇浸出物的含量以白条参中所含最高，

显著高于红条参和大红袍，而就欧前胡素含量而

言，则以大红袍所含最高。 

2  生态环境对北沙参品质形成的影响 

2.1  气候因子 

气候是影响药材质量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

温度、日照时间及降水量等因素对北沙参化学成

分的积累具有显著影响[11]。赵倩[15]对不同主产区

北沙参中水溶性浸出物、多糖和醇溶性浸出物的

含量与各气候因子间进行相关性探讨，研究显示，

北沙参中水溶性浸出物、醇溶性浸出物及多糖的

含量均与经纬度、海拔高度及日照时数之间呈正

相关，与相对湿度、年均温度及年均降水量之间呈

负相关，表明气候因子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北沙

参有效成分的积累。李丽霞等[16]以山东和辽宁 5

个不同种源野生北沙参种子为研究对象，探讨了

北沙参种子萌发特性与纬度、温度间的相关性，分

析结果表明，北沙参果实、种子千粒重与纬度之间

均表现为显著负相关，20～25 ℃为不同品种北沙

参种子萌发的适宜温度，其种子发芽率与纬度之

间具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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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土壤因子 

2.2.1  土壤理化性质  在北沙参种植过程中，适宜

的土壤选择至关重要，应优先考虑排水便利、土壤

结构疏松且富含养分的砂质或半砂质土壤，如棕

壤、褐土和草甸土的缓坡地，不宜选择质地黏重、

土壤通透性较差的土壤[17]。刘智赫等[18]研究指出，

土壤化学性质与北沙参的生物量和根部有效成分

的积累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其中土壤 pH

值、土壤速效养分（土壤碱解氮、速效磷和速效钾）

和土壤有机质均与北沙参根部香豆素含量（补骨脂

素、佛手柑内酯、欧前胡素、异欧前胡素）和浸出

物含量（水溶性浸出物、醇溶性浸出物），及地下部

生物量（根长、根粗、根干重）均呈正相关。 

2.2.2  土壤营养元素  矿质营养元素作为药用植

物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关键营养物质，影响植物一系

列的生理生化反应及代谢活动，对其初生和次生代

谢产物的形成和积累具有重要意义[19-20]。杨树林[21]

探究了不同氮磷钾配比对北沙参产量及质量的影

响，结果显示不同氮磷钾配比处理对北沙参香豆

素类成分和多糖的含量和积累量均有显著差异。

孙窗舒等[22]采用正交试验研究了施用不同配比磷

钾肥对北沙参香豆素类成分的影响，研究显示，北

沙参中欧前胡素、异欧前胡素的含量随磷、钾肥的

增施而升高，且磷肥影响较大，当施用 P2O5 360 

kg/hm2＋K2O 270 kg/hm2 时异欧前胡素含量最高，

施用 P2O5 360 kg/hm2＋K2O 180 kg/hm2 时欧前胡素

含量最大。郭严东等[23]在研究水肥耦合对快速生长

期北沙参生长及品质的影响中指出，在轻度和中度

水分胁迫下，北沙参中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

酶、过氧化物酶等抗氧化酶活性、丙二醛、游离脯

氨酸、可溶性蛋白及香豆素类成分的含量随氮/钾

肥的增施均表现为显著性的升高，表明氮/钾肥的

施用对北沙参生长及品质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生

物有机肥的施用是目前农业生产上研究的热点，可

提高植物养分吸收效率、提高叶片光合作用能力、

显著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效果等[24-25]。研究表明，

施用生物有机肥，对土壤结构和微生态环境均具有

明显的改善作用，影响着北沙参产量和质量的形

成。秦梦等[26]在研究中药废渣生物有机肥对北沙参

生长发育、产量及质量的影响中发现，与对照组相

比，施用生物肥能够明显促进北沙参的生长发育及

有效成分补骨脂素、欧前胡素、异欧前胡素和多糖

含量的积累。 

2.2.3  土壤酶  土壤酶活性是表征土壤肥力的生

物活性指标，是土壤中所有生化反应的原动力，促进

土壤中有机质的分解转化及有效养分的释放，参与土

壤营养物质的循环，进而影响药材品质的形成[27-28]。

研究指出，北沙参土壤酶活性与药材质量的形成密

切相关，土壤酶活性的显著增加，能够提高北沙参

根系对土壤养分的吸收利用率，丰富土壤的综合肥

力，进而促进北沙参生长及品质提升；反之土壤酶

活性下降，则不利于北沙参的生长[29]。 

2.2.4  土壤根际微生物  根际微生物对于土壤肥

力的形成、帮助植物吸收利用养分、药用植物生长

发育、调控药用植物有效成分的合成和积累具有重

要作用，是影响药材品质形成的重要因素[30]。目前

有关北沙参根际微生物与药材质量相关性的研究

甚少，相关报道也仅停留在北沙参根际微生物多样

性的研究，Liu 等[31]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北沙

参早期、中期和后期不同发育阶段根际微生物的群

落组成及动态变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不同发育

阶段北沙参根际微生物群落存在显著差异，且与北

沙参的生长发育阶段密切相关，其中有益细菌（如

变形菌），病原腐生真菌在北沙参旺盛生长期丰度

值达到最高，为北沙参后期产量和质量的提升提供

了有利的营养物质。刘智赫[29]采用高通量测序手

段，研究了北沙参在轮作和连作方式下根际微生物

群落的动态变化，结果显示经玉米或牛膝轮作后，

能够有效改善北沙参的土壤微环境，北沙参根际土

壤中有益菌丰度增加，如假单胞菌、根瘤菌及拟杆

菌，病原菌数量显著减少。 

2.2.5  植物内生菌  植物内生菌是长期共生或寄

生在宿主内部组织，对寄主植物无明显致病性的

一类微生物，高度复杂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影响和

调控植物众多代谢和生理活动，促进宿主的生长

发育及次生代谢产物的合成和积累[32-33]。目前，有

关北沙参内生菌与药材品质形成的相关性研究鲜

有报道，仅有部分北沙参内生真菌多样性的研究。

候晓强等[34]利用 ITS-rDNA 序列分子鉴定法探讨

了河北、山东不同产区北沙参内生真菌的多样性

群落组成，研究发现，不同产区北沙参内生真菌多

样性群落组成存在差异，山东产区北沙参内生真

菌的多样性丰度高于河北北沙参，其中山东产区

北 沙 参 内 生 真 菌 的 优 势 菌 群 为 刺 盘 孢 属

Colletotrichum 和链格孢属 Alternaria 真菌，河北

安国北沙参以链格孢属 Alternaria 真菌为优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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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此外，侯晓强等[35]为进一步了解北沙参内生

真菌和北沙次生代谢方面的相互影响，从北沙参

植株中筛选分离到分属于 4 目，5 科，7 属，8 种

的 19 株具有抑菌活性的内生真菌。综合已有研究

报道来看，有关北沙参内生菌与有效成分之间的

关系仍有待继续深入挖掘，为揭示北沙参药材质

量的形成提供更全面的理论依据。 

3  采收加工对北沙参品质形成的影响 

3.1  采收期 

研究表明，适宜采收期、加工方式等亦是影响

药材品质的重要因素。孙思邈在《千金翼方》曰“夫

药采取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曝干，虽有药名，终无

药实，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不殊，虚废人功，卒

无裨益”[36]，可见药材质量与采收和产地加工等诸

多环节和因素密切相关。北沙参药材现多为一年一

收，民间多在白露至秋分之间采收，而《中国药典》

2020 年版则规定夏、秋二季采挖。近年来，为了确

定北沙参的最佳采收期以实现其有效成分的最大

积累，重点观察了不同采收时间下北沙参中主要有

效成分的含量积累情况。张峰[37]对比了北沙参 6 个

采收期（10 月 21 日、10 月 26 日、10 月 31 日、11

月 5 日、11 月 10 日和 11 月 15 日）的产量和有效

成分含量差异情况，结果显示，随采收时间的推迟，

香豆素、多糖含量及其积累量的变化趋势均呈先增

加后降低趋势，在 11 月 5 日采收积累量及含量值

达到最高。辛华等[38]以 9 月 15 日、9 月 30 日、10

月 15 日、10 月 30 日采收的栽培珊瑚菜为研究对

象，观察了不同采收期北沙参中补骨脂素、欧前胡

素、异欧前胡素和香豆素的含量变化情况，分析发

现除补骨脂素外，其余 3 种成分的含量均在 10 月

15 日采收时达到峰值，而随采收时间的增加，则均

表现为下降趋势。因此，基于国内外学者对不同采

收期北沙参中化学成分含量研究的综合考虑，建议

于北沙参化学成分积累程度最大的 10 月中旬对其

进行采收。 

3.2  加工方式 

产地加工是中药材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

节，对药材品质的优劣具有显著影响。《中国药典》

2020 年版规定北沙参的加工方法为置沸水中烫后，

除去外皮，干燥，或洗净直接干燥。而在探究加工

方式对北沙参药材品质的影响研究中显示，带皮北

沙参中的主要活性成分含量如香豆素类、木脂素类、

聚炔类及挥发油等显著高于去皮处理[38-40]。成文娜

等[39]以欧前胡素为指标，对不同产地加工方法加工

北沙参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北沙参表皮中欧前胡

素含量是北沙参去皮切片含量的 40 余倍，传统的去

皮加工工艺造成欧前胡素发生大量损失。辛华等[38]

则以北沙参中有效成分香豆素总量、补骨脂素、欧

前胡素、异欧前胡素为指标，对经去皮和未去皮 2 种

加工方式处理后的北沙参进行差异分析，结果显示，

去皮北沙参中所含香豆素总量、补骨脂素、欧前胡

素、异欧前胡素含量较未去皮相比，含量均发生急

剧下降，质量分数分别高达 87.7%、100%、82.76%、

85.25%，补骨脂素几乎被完全损失掉，提示去皮加

工易导致北沙参中药效成分的严重损失。高芳等[40]

探讨了不同加工方式对北沙参中木脂素类成分的影

响，发现 glehlinoside A 在外皮中（北沙参木栓层）

的含量显著高于未去皮与去皮药材，其含量值分别

是未去皮的 3.7 倍，去皮的 6 倍，另外  (−)-

secoisolariciresinol-4-O-β-D-glucopyranoside 的含量

同样表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所在外皮中的含量分

别是未去皮的 3 倍，去皮的 5 倍。在对比不同加工

方式对北沙参挥发油成分的影响研究中发现，以醛

酮类、醇类、芳香类、脂肪烃类物质为代表的化合

物种类和相对含量在经去皮处理后，均发生明显下

降[41]。另外，李峰等[42]研究发现在对比去皮与未去

皮北沙参浸出物的含量差异时，北沙参醇溶性浸出

物和水溶性浸出物的含量均没有表现出统计学上的

显著差异，“去皮”处理对北沙参浸出物含量无太大

实际意义。为进一步揭示不同加工方式对北沙参药

理活性的差异，荣立新等[43]探讨了去皮加工北沙参

粗多糖和未去皮北沙参粗多糖对阴虚症小鼠免疫功

能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加工方式下北沙参粗多糖

在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

明北沙参可不去皮应用。 

在其他的加工处理方式中，大量研究者对不同

干燥方法、切制方法和硫磺熏蒸等加工方式进行了

比较。李宝国等[44]比较了北沙参经沸水烫去皮、水

洗去皮 2 种加工方式处理对 3 种香豆素类成分的含

量差异，结果显示，与水洗去皮相比，3 种香豆素

（补骨脂素、欧前胡素和异欧前胡素）成分的总量

经沸水烫去皮后出现显著下降，推测这可能与水洗

刮皮过程中残存有部分外层栓皮，去皮不彻底有

关。利宇恒等[45]探讨了不同的干燥方式下北沙参

中香豆素类成分及多糖含量的差异，发现经不同干

燥方法处理的北沙参中香豆素类及多糖类化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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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含量存在明显差异，不同干燥方法处理过的北沙

参按其成分综合含量由高到低排序为 50 ℃热风

烘干＞70 ℃热风烘干＞阴干＞微波干燥＞60 ℃

热风烘干＞40 ℃热风烘干＞晒干，因此 50 ℃热

风烘干被认为是北沙参产地较适宜的干燥方法。李

圳等[46]在不同切制方法对北沙参药材质量的影响

研究中发现，不同切制方法制得的北沙参饮片所含

香豆素成分均具有较大差异；带皮饮片较去皮饮片

质量更优；在趁鲜切制方法中，最适宜的方法为清

水洗涤后稍晾干，直接切制；在传统切制方法中，

以闷润 19 h 后进行切制方法制得的饮片所含成分

最高。孙艳菲[47]通过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测定了加工

养护方法硫磺熏蒸对北沙参主要成分香豆素类含

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经硫磺熏蒸处理后，欧前胡

素、异欧前胡素、补骨脂素、佛手柑内酯及花椒毒

素的含量均发生显著下降，且易造成北沙参存在二

氧化硫重金属残留超标问题。因此在北沙参的加工

环节过程中，硫磺熏蒸应被禁止采用。 

4  北沙参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药材的产业发展与其质量之间相互依存、相

互促进。根据已有报道来看，有关北沙参药材质量

的研究虽已取得部分进展，但其产业发展仍存在许

多实际问题亟待解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品种选育进程迟缓，种植技术落后。生产上，

北沙参长期处于就地采收-就地留种-就地再栽培的

原始循环状态，种性退化，栽培品种主要以参农根

据北沙参形态差异习惯上将其分为的“白条参”“大

红袍”及“红条参”3 个农家品种为主，遗传背景

不清，生产中缺乏优质高产的优良新品种；另外在

种植技术上，目前仅有保定市地方标准《中药材北

沙参种子生活力检验技术规程》（DB1306/T 269-

2024）、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北沙参种子生产技

术规程》（DB15/T 3271-2023）及《北沙参栽培技术

规程》（DB15/T 1139-2023）、河北省地方标准《冀

西北高寒区北沙参生产技术规程》（DB131T 1509-

2012）等现行的北沙参栽培技术规程作为参考，缺

乏绿色高效的生态种植技术及种植标准。（2）基础

研究不够。北沙参药效物质基础不明确，缺乏药材

质量标准，缺少前沿技术手段的利用，影响北沙参

作用机制的研究不够深入。（3）综合开发利用度不

够。北沙参非药用部位资源浪费严重，未能充分实

现高值化利用，缺乏精深加工技术及高附加值产

品。（4）科技创新及品牌建设不足。北沙参产业滞

后缺乏创新性，智能化生产尚未达到先进水平，品

牌影响力弱，市场竞争力不强，难以吸引消费者，

限制北沙参产业的发展。 

5  结语与展望 

随着人们对大健康理念认知的不断提升，北沙

参作为具有重要药用及食用价值的道地药材，市场

应用前景广阔，逐渐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为进

一步提升北沙参药材品质及其产业化发展，针对北

沙参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以下

几点建议。 

5.1  加快创新品种选育，从源头提升质量 

收集不同北沙参种质资源，建立种质资源圃；

加强种质资源的精准鉴定评价体系建设；引入杂交

育种、分子标记育种等现代生物技术手段与传统的

系统选育相结合进行品种选育，并结合我国不同种

植区域的气候环境、栽培条件、抗病抗逆性、收获

方式等自然和生产条件差异，因地制宜地选育出适

宜当地种植的优质高产北沙参新品种，构建标准化

繁育与栽培体系，以此提高品种质量及产量。 

5.2  规范种植技术，完善品质标准和质量控制 

优化现有栽培技术，加快研发和推广绿色高效

生态种植模式，并建立科学的田间管理、采收加工及

贮藏方法等相关标准，引导北沙参种植产业向规模

化、标准化升级，建立健全的北沙参生态种植基地。

药材品质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其药效的差异，而《中国

药典》2020 年版仅收载了其性状和鉴别，缺少成分

含量等指标性成分，无法准确且全面的表征其临床

功效。因此，有必要在不同领域根据应用需要建立完

善相应的品质标准和安全性评估体系，包括对北沙

参产品中活性成分含量、微生物污染、农药残留等进

行监测和评估，以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 

5.3  基于现代组学技术揭示北沙参品质形成的机制 

注重多学科、多组学交叉分析在探讨北沙参

品质形成机制中的应用。（1）加快北沙参分子生物

学水平的研究，目前北沙参分子水平的研究主要

以其转录组特征分析为主，如国内外学者通过转

录组测序证实了北沙参呋喃香豆素的生物合成途

径，获得了编码呋喃香豆素生物合成途径中关键

酶的单基因[48]；另外，通过对盐胁迫下的北沙参

进行全面的转录组分析，揭示了北沙参耐盐性品

质的分子作用机制[49]。而从北沙参基因组、蛋白

组等分子层面的研究还鲜有报道，因此综合现有

研究来看，有必要积极引入代谢组学手段及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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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取分离技术对北沙参成分进行全面解析，借

助基因组学和蛋白组学等技术手段，从基因、蛋白

分子水平阐明北沙参体内各有效成分生物合成途

径中关键基因的表达及转录调控规律，揭示北沙

参主要药效成分与遗传背景及环境因素之间的相

互作用机制，从而实现对北沙参栽培的精准调控。

（2）重视北沙参微生物组学的研究，微生物组又

被称为植物的“第 2 基因组”，直接或间接参与次

生代谢产物的合成，对药材品质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结合已有研究显示，目前北沙参微生物组的

研究仅包括北沙参不同发育阶段根际微生物群落

多样性[31]及不同组织内生菌差异性[50]等的报道，

有关北沙参微生物组学及对其品质形成的报道甚

少，且研究不够深入。因此，有待着重开展涵盖根

际微生物组、叶际微生物组、内生微生物组、种子

微生物组[51-52]等不同生态位的北沙参微生物组学

研究，挖掘核心微生物组，从时间和空间尺度上进

行多组学的综合分析，旨在揭示微生物对北沙参

生长发育和次生代谢产物积累的影响机制，以期

阐明北沙参品质形成的微生物动力。 

5.4  加快北沙参资源的系统研究及开发利用 

加强对北沙参的综合开发及其高值化利用，不

局限于传统中医药和保健产品领域，创新研发北沙

参在食品、化妆品等领域的应用，以拓宽产品线及

市场价值；借助前沿科技力量，开发创新型精深加

工技术，高效提纯北沙参中活性组分，创制高附加

值的北沙参精深加工产品，从而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和经济效益。另外，在北沙参采收加工过程中每年

会产生大量的茎叶地上部位及根皮等被当作废弃

物扔掉，造成严重浪费。研究表明，北沙参根皮、

茎叶等提取物中富含多种活性成分，并拥有较强的

抗炎和抗氧化能力，具有开发作为治疗炎症相关通

路的药物潜力[53-54]。因此有必要对北沙参“废弃物”

进行深度开发加工，加强北沙参“废弃物”的基础

应用研究，实现北沙参根皮、茎叶的高值化利用；

将北沙参“废弃物”资源化，开发制为生态肥料，

用于植物的生长发育及土壤改良等，或用于作为畜

牧业饲料成分的改良剂等，以提升饲养动物的营养

摄入和生长性能。总之，通过对北沙参药材全资源

的深度开发，深入挖掘北沙参综合开发利用价值，

促进北沙参全产业链延伸，提升市场影响力，带动

北沙参的产业化发展。综上，有关北沙参品质形成

的影响因素研究及其综合开发利用仍有待进一步

深入挖掘，以期全面提升北沙参药材质量，助力农

业增效，实现北沙参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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