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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

△ ［基金项目］　国家中药标准化项目（ＺＹＢＺＨ＿Ｙ＿ＪＩＮ＿３４）
 ［通信作者］　张立伟，教授，研究方向：天然产物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ｗｚｈａｎｇ＠ｓｘｕｅｄｕｃｎ

连翘产业现状的分析及其相关问题的对策研究
△

范圣此，张立伟

（１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３；
２山西大学 分子科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摘要］　目前，在连翘产业中连翘的资源、采收、加工、市场到产品的综合开发等方面存在诸多的问题，只有
找出对策解决这些问题，连翘产业才能实现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本文通过连翘相关文献的查阅和连翘主产区

的实际调研，对连翘产业的现状和相关问题的对策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期促进连翘产业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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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翘系木犀科连翘 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ｕｓｐｅｎｓａ（Ｔｈｕｎｂ）
Ｖａｈｌ的干燥果实，为我国 ４０种常用大宗中药材之
一。目前连翘药材资源以野生为主，主产于山西、

河南、河北、陕西等地［１２］。连翘始载于 《神农本草

经》［３］，性味苦，微寒，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

疏散风热之功能［４］。连翘中含有挥发油类、连翘酯

苷和木通苯乙醇苷等苯乙醇苷类、槲皮素和芦丁等

黄酮类、连翘苷和连翘脂素等木脂素类、生物碱类、

咖啡酸和没食子酸等有机酸类、齐墩果酸和熊果酸

等萜类化合物［５１０］。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连翘具有

抗氧化、降血脂、抗炎、抗癌、保肝、抗菌、抗病

毒及抑制弹性蛋白酶等作用［１１１４］。

连翘作为中药材在我国应用历史悠久。在提倡

绿色、回归自然，预防保健为主，治疗为辅的当今

社会，连翘开发前景广阔。连翘在预防和治疗非典、

禽流感、甲型 Ｈ１Ｎ１、清热解毒等中成药、汤剂配
方，抑菌化妆品、牙膏、香皂等方面应用广泛，需

求量逐年增加，连翘产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历

史时期。但是在连翘产业的发展中，连翘的资源、

药用部位、采收、加工、基础研究、市场到产品的

开发等方面存在诸多的问题，本文对连翘的产业现

状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

对策，确保连翘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１　连翘资源的现状及对策

我国连翘野生资源丰富，分布广，主要分布于

秦岭山脉中部、东部和太行山西麓、五台山、中条

山、太岳山、太行山南部、吕梁山南部、伏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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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柏山等地［１５１８］。从主产区资源和历史收购情况来

看，山西约占全国的 ５０％，其余主要分布于河南、
陕西、湖北、河北、山东等省［１９］。连翘以野生为

主，生于山坡灌丛、林下或草丛中，海拔 ２５０～
２２００ｍ。在野生状态下，茎枝徒长、树形紊乱、疏
密不均，导致野生连翘产量低［２０］。近几年国家实施

天保工程和生态林建设，乔木树种得到了恢复和营

造，森林郁闭度增加，导致林下连翘只开花不结果，

甚至被挤到林边和林缘，连翘群落逐渐失去了优势

地位，野生连翘的产量和面积在减少［２１］。在连翘主

产区，连翘嫩叶和花常被制成保健茶饮用，导致连

翘座果率下降，连翘资源不同程度地受损［２２］。

野生连翘缺乏管理，再加上人为破坏，连翘野

生资源的面积和产量有逐年减少之势。因此，保护

连翘野生资源势在必行，应趁着第四次中药资源普

查的东风，组织全国的林业、生态及医药等方面的

专家摸清全国连翘资源的家底，如：分布的产地、

产量及面积等。对于连翘资源的保护，可以实行就

地保护和异地保护的措施。根据连翘蕴藏量和分布

特点，因地制宜地建立野生连翘资源自然保护区；

其次是收集全国范围内连翘种质资源，建立连翘种

质资源圃和种质资源库。野生连翘是杂合体，应开

展连翘的新品种选育和提纯复壮工作，选育出品质

优、产量高及树形好的连翘新品种。在连翘群落分

布比较集中的地方，开展连翘野生抚育的工作，因

地制宜地采取补植、疏密、修剪及封山育林等措施，

改善群落结构，提高座果率；同时在确保连翘品质

的同时，在荒山、荒坡及退耕还林地开展连翘的引

种驯化和规范化栽培，恢复连翘种群，增加连翘产

量，保证连翘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２　连翘药材入药部位的现状及对策

连翘药材的入药部位古今有一定的延续，也有

变迁。从入药部位来看，最早使用的是连翘（湖南连

翘）的地上部分及根。至唐代，多用地上部分，也有

单用果实的。宋代以后至今，包括２０１５版 《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及 《中药志》都是以木犀科的连翘

果实入药［２３２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版一
部规定，秋季果实初熟尚带绿色时采收，除去杂质，

蒸熟，晒干，习称 “青翘”；果实熟透时采收，晒

干，除去杂质，习称 “老翘”。青翘主要用于中药

提取物的生产和中成药的制造，而老翘主要用于中

药饮片。但是在青翘的炮制加工和提取过程中，由

于其果梗、枝梗的比重和果实的比重非常接近，连

翘不同部位不能有效地分离，导致了青翘为原料的

中成药质量不稳定，以至于影响其临床疗效。

关于连翘心能否入药，不同的学者说法不一。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疮疡经验全书》《医学入门》

及 《本草原始》等书籍都有 “去心”的记载［２６］。

但在 《本草纲目》《炮制大法》《本草蒙筌》等书籍

中也有连翘不去心的记载［２７］。清代，除承古外，始

以连翘心入药，如 《温病条辨》中的 “清宫汤”即

是。可见古代连翘入药有去心、连心和单用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版一部在老翘的性状
鉴别中明确提到 “种子棕色，多已脱落”，这说明

了老翘的入药是包括老翘壳和部分种子。但在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制定的药材

商品规格标准中规定：连翘分黄翘和青翘两种规格，

青翘为 “间有残留果柄，无枝叶及枯翘、杂质、霉

变”。黄翘为 “间有残留果柄，质坚硬，种子已脱

落，无枝梗、种籽、杂质、霉变”。这说明了部颁标

准中规定的老翘入药部位只是老翘的壳，不含有老

翘的种子。老翘和老翘心，青翘和青翘心抑菌实验

和毒性实验也证明，壳、心区别不大，连翘无需去

心［２８］。梁文藻等［２９］通过抑菌实验研究表明，青翘

（含种子）的抑菌优于老翘，并且连翘酯苷 Ａ在连翘
种子中的含量远高于青翘和老翘，连翘入药无需去

心。连翘心具中枢兴奋作用，带心连翘服后有时会

致失眠［３０］，失眠患者应用连翘应以去心为宜。目前

商品的老翘中是去掉连翘心，只用老翘的壳，连翘

是否需要去心的加工方法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中药材天地网对连翘叶的用量进行了多年的跟

踪研究，连翘叶的使用是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大规模收
购是在２００６年。青翘价格上涨甚至价格翻倍的时
候，部分提取厂家到连翘产地收购连翘叶掺混到青

翘中进行提取，进而提取物被中成药生产厂家投料

到成药配方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第十九条明确规定：“调配处方必须经过核对，对处

方所列药品不得擅自更改或代用”。同时中药生产企

业的投料应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版规
定的要求，即以干燥的连翘果实入药，否则是违犯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ＧＭＰ）相关规定的。因
此，以连翘叶代替青翘入药是非法的，国家应出台

相关的政策，严厉打击连翘叶的采摘、收购、加工

和销售等违法活动。尤其是连翘主产区的地方政府，

对农民和药商应加强宣传教育，提高连翘资源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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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意识，从源头制止连翘叶采摘用于中成药生产。

张杲等［３１］对不同采收期连翘叶中连翘苷、连翘

酯苷Ａ和芦丁的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综合
考虑各指标，各成分含量在５、６月份间相差不大，
所以连翘叶的最佳采收期应该以５月份为佳，这也
说明民间采集幼嫩的连翘叶作为保健茶原料是有一

定科学依据的。另外，各种物质含量在９、１０月份
又有所回升，在资源短缺时，亦可以考虑采集９月
份的叶子用于化学成分的利用。张淑蓉等［３２］对不同

采收期连翘叶中活性成分的含量进行了研究，结果

表明，连翘叶中连翘酯苷 Ａ和连翘苷含量在６月最
高，以后逐渐降低，９月下旬有所回升，之后又降
低；芦丁则是７月含量最高，之后变化趋势同连翘
酯苷Ａ和连翘苷，因此连翘叶以６～７月采收为宜。
为避免较早采收叶子可能对果实造成的不利影响，

建议在采收连翘果之后再采收连翘叶；另外，亦可

以在９月下旬活性成分回升时采收连翘叶，以充分
利用资源。

王进明等［３３］对连翘不同部位（叶子、果实、果

梗、枝梗）中连翘苷和连翘酯苷 Ａ的含量进行测定，
结果表明，叶子中连翘苷含量最高为１５％，它是果
实中连翘苷含量的４７倍，枝梗的５６倍，果梗的６
倍。不同部位中连翘酯苷Ａ含量最高的同样为叶子，
含量为４５％，是枝梗的１０６倍，果梗中的２４倍。
因此，应加大连翘非药用部位的研究、开发和利用。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５日，山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及
山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 《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 连翘叶》（ＤＢＳ１４／００１２０１７），有利于连翘
叶的深度开发和利用。

３　连翘适宜采收期和采收方法的现状及对策

目前，连翘采收随意无序。近几年由于连翘花

期有时遭受倒春寒的影响，严重减产，加之疫情、

囤积炒作等因素的影响，价位偏高，致使连翘主产

区的 “抢青”时有发生，导致连翘产量降低，质量

下降［３４］。闫瑞等［３５］采集了主产区１２个产地抢青期
（６月１０日—７月２０日）和正常采收早期（７月２１日—
９月１０日）的对应样品，共２４份。研究结果表明，
１２份抢青采收期的连翘酯苷Ａ和连翘苷的含量均值
分别是１２份正常采收早期的连翘酯苷Ａ和连翘苷的
含量均值的１３２倍和１４２倍，但是１２份正常采收
早期的连翘千粒重的均值是１２份抢青采收期的连翘
千粒重均值的３８倍。虽然连翘酯苷 Ａ和连翘苷的

含量表现为抢青期含量高于正常采收早期，但抢青

采收对青翘产量的影响较大，造成青翘资源的严重

浪费。更主要的是抢青的青翘的化学物质基础与正

常采收期的化学物质基础有很大差异，可能会严重

影响中成药的疗效。

野生连翘多生长在山坡沟沿上，并与各种杂草、

灌木及乔木伴生，采摘困难，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

人们往往采用撇叉、折枝、割梢的方式就地采摘或

者折枝后带回家采摘，导致在连翘主产区的山上到

处可见连翘断树和散落在地上的被折断的连翘残枝，

连翘资源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３６］。

雷敬卫等［３７］研究表明，青翘的最佳采收时间为

９月下旬，老翘应在果实成熟后于１１月之前采收。
白吉庆等［３８］对不同采收期青翘中４种活性成分的含
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洛南县产青翘于 ７
月下旬至８月上旬采收最佳，此时连翘苷、连翘酯
苷Ａ、芦丁和槲皮素的含量均较高。张淑蓉等［３９］对

不同采收期青翘中活性成分的含量进行了研究，结

果表明，青翘中连翘酯苷 Ａ、芦丁和连翘苷３种成
分均是７月上旬含量最高，以后逐渐降低，故青翘
以７月份采收为宜。

对于老翘的采收药农也很随意的，由于老翘的

采收时间与农忙季节正好冲突，所以药农在秋冬期

闲暇时上山采老翘，如果遇到流感的年份导致老翘

价格升高，有些产区的药农在老翘的采收时间上从

当年的１０月份以后持续到第二年的连翘开花之前，
导致老翘的质量层次不齐［４０］。刘微等［４１］对不同采

收期老翘中化学成分含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１１
月初是老翘的适宜采收期。

对于连翘主产区时有发生的 “抢青”和滥采滥

阀现象，当地政府和国有林场应加强对连翘野生资

源的监管和保护，政府出台相关规定，加大巡查力

度，禁止连翘采青，如：２０１６年河北省涉县在全县
范围内禁止连翘采青，发布了 《关于严禁连翘采青

的通告》，其中规定了２０１６年６月１日至７月１５日
早晨六点整前，任何连翘采收行为均视为采青处理，

保障连翘质量，促进农民增收。结合林权到户，控

制连翘采收期，确保连翘适时采收；在连翘主产区

加大对 《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的宣传，同时通

过培训学习提高农民和药商对连翘资源的保护意识；

加强连翘野生抚育的管理，同时做到连翘采收方法

科学，最终达到增加连翘产量，确保连翘品质，保

障连翘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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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青翘炮制加工的现状和对策

目前在连翘主产区青翘炮制方法多样，有蒸制、

煮制、生晒及烘烤等，炮制加工不规范，加工规模

小，没有统一标准，缺乏管理，造成了青翘质量参

差不齐。有的地方青翘采用蒸制和煮制的炮制加工

方法，蒸煮时间随意，药农都是凭经验操作，由于

不同药农的经验差异等原因，均没有蒸制和煮制相

关参数的量化指标。有的地方青翘不经蒸煮，直接

生晒，晾晒时翻晒不及时，青翘外观色泽不一致，

干湿不均匀，导致标包入库后的二次晾晒，甚至发

霉变质，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有的地

方青翘用炉火烘烤，可能造成青翘被碳中的硫和碳

燃烧产生的灰尘污染，造成青翘的硫及灰分超标，

严重影响了青翘为主要原料的中成药在临床上的

疗效。

要解决目前青翘产地加工存在的问题，就必须

加强青翘加工炮制的规范化、标准化的小试、中试

和生产研究，同时研制出一套流水化作业的连翘炮

制加工的机器，然后再到连翘主产区进行示范推广。

姜涛等［４２］采用连翘浸出物、连翘酯苷 Ａ和连翘
苷含量及抗氧化、抑菌活性作为评价指标，研究了

青翘的炮制工艺条件。研究表明，综合考虑各因素

的影响程度，以及从经济和节能角度考虑，确定加

６倍水，沸水（１００℃）煮８ｍｉｎ。利用这个研究结果，
山西振东道地药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平顺县安装

了一套联动青翘工业化生产设备，通过水煮 “杀酶

保苷”，最大限度地保留有效成分，生产出的青翘外

观较油润，有光泽，连翘苷和连翘酯苷 Ａ含量均一
稳定。

５　连翘的市场现状与对策

据中药材天地网多年的数据统计表明，青翘正

常年景可用６０００～６５００ｔ，遇着流感严重或重大疫
情用量应有７０００～７５００ｔ；老翘每年的用量大约在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ｔ，多年来保持相对平稳。当前，连翘资
源基本供需平衡，当连翘花期遇倒春寒或流感严重

的年份，一些药商和企业也存在着囤积和炒作的

现象。

此外，连翘市场需求量大，导致目前市售药材

青翘、老翘混杂；中药材市场上，在连翘的交易中

还掺杂着许多伪品，我国有部分地区将金钟花、秦

连翘、丽江连翘、奇异连翘、卵叶连翘［４３］和紫丁

香［４４］混作连翘使用。从流通上看，目前市场销售的

不仅是青翘和老翘，还有连翘籽、连翘叶，甚至连

翘药渣，这些连翘的衍生品，大多以连翘或连翘提

取物的形式销出使用，而影响到我国连翘产品品质

及整个行业的规范化及规模化发展。

药监部门要加大监查力度，对药材市场开展专

项整治活动，防治连翘伪品和不合格连翘产品流入

市场，同时建立连翘市场准入制度，并要监管长效；

其次健全连翘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应用现代信息技

术和物联网技术，通过连翘产品包装带有的电子标

签，做到连翘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

究，保证连翘产业中连翘原药材的质量。

６　连翘基础研究的现状及对策

近年来，连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化学成分、药

理药效及栽培技术等方面，但有关连翘新品种选育、

种子种苗的质量标准、科学的采收方法、工业化的

加工炮制、储藏条件和储藏期、基因组的相关信

息［４５］、控制次生代谢物合成的关键酶和关键基因、

连翘的抗病基因、物质基础、质量标准体系、提取

物的标准，尤其是以连翘为组成成分的注射剂及高

风险品种的临床药效、毒理及安全性的评价体系等

方面的研究都有待进一步加强。

连翘虽是大宗常用的中药材，但不是濒危和紧

缺的中药材品种，这也是各级政府、大中院校和科

研院所的研究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较少的一个

重要因素。要想把连翘产业做大做强，连翘的基础

研究必须走在整个连翘产业化的前面，以便为下游

的各个环节提供技术支撑。诸如山西省按照产、学、

研一体化的机制，以科技部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山

西）基地建设办公室牵头，集全省研究力量和国内优

势单位和人才组建了一个连翘产业技术发展中心，

专门从事源于连翘产业发展需求和发展的相关技术

的基础研究和产品的开发研究，并设立连翘产业专

项资金，加强对连翘产业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

７　连翘产品的综合开发的现状和对策

连翘资源大，产业小，以连翘为原料的重大新

药创制及相关健康产品数量少，导致中药农业与中

药工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度低。其次，产业规模、经

济规模小，集中度低，投入不足。因而，缺乏产品

品牌，除个别连翘产品品牌外，整体相关产品知名

度低［４６］。２０１０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有

·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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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种中成药以连翘为主要成分，是抗病毒口服液、
双黄连口服液、双黄连粉针、银翘解毒合剂、银翘

解毒丸、ＶＣ银翘解毒片等常用中成药的主要原料，
年销售额在１０亿元以上［４７］。以连翘为主要成分的

连花清瘟胶襄在国家卫生计生委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１日
发布的 《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２０１８年版）》中被列
为流感推荐用药。连翘入药用量如此广泛，加大连

翘相关产品的开发势在必行。连翘相关产品的开发

可按照近期、中期和远期３个不同的层次进行。近
期的产品主要是青翘、饮片（老翘）、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标准连翘提取物、连翘功能食品及连翘茶等

的技术提升和开发。中期的产品主要是利用连翘花

开发黄色食用色素、连翘蜜；利用连翘籽开发连翘

籽油；连翘籽中提取的挥发油开发连翘药物牙膏等。

远期的产品主要是新型药物等的研发，利用连翘具

有清除自由基和抗氧化作用，开发预防和治疗由活

性氧引起的衰老、心脑血管、高血脂、老年性痴呆

症甚至癌症等疾病的新型药物和新型的天然食品抗

氧化剂［４８５２］。

８　结语

连翘是中国独具特色和优势的大宗中药资源，

在新型药品、功能食品、功能性卫生用品和化妆品

以及生态保护、园林绿化和旅游观光等领域都具有

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广阔的开发前景。在政策方面，

以政府的政策为导向，对连翘资源进行保护，同时

进行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保证连翘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经费方面，以国家

对项目扶持的资金为引导，集中财政、企业、个人

捐助等方面的财力，为连翘产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

充足而有效的资金支持；在科研方面，大中院校和

科研院所开展连翘的基础科学研究，为连翘产业的

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同时倡导建立以企业为主的连

翘产业联盟（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０日由山西振东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山西大学、山西中医学院、石家庄以

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等单位牵头发起，共计２１家相关单位共同组建而
成 “环太行山连翘产业协同创新”联盟），建立了

在市场经济机制下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在品牌方

面，开展连翘 ＧＡＰ、地理标志产品和绿色产品认
证，打造连翘品牌。只有种植、加工、销售、科研

一体化，连翘产业才能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

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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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１０（１０）：７６０７６４．

［２０］刘铭，谢晓亮，刘红霞，等．河北太行山区野生连翘人工
抚育技术研究［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０８，１９（１１）：
２８２１２８２２．

［２１］滕训辉．山西野生连翘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研究［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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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中药，２０１０，７（３４）：８１８３．
［２２］滕训辉．山西连翘日渐萎缩资源保护迫在眉睫［Ｊ］．中国

中医药咨讯，２０１０，２（１３）：２８８．
［２３］李英霞，孟庆梅．连翘的本草考证［Ｊ］．中药材，２００２，２５

（６）：４３５４３７．
［２４］王孝涛主编．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古代部分）［Ｍ］．南

昌：江西科技出，１９８６．
［２５］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中药志：第三册［Ｍ］．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４．
［２６］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校点本）［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１９７９．
［２７］陈嘉谟著．本草蒙筌［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杜，１９８８．
［２８］杨勇在，罗淑华．连翘去心问题的研究［Ｊ］．药检工作通

讯，１９７９，９（１）：１．
［２９］梁文藻，涂国士．连翘成分分析 ＩＶ，连翘脂式的分离、鉴

定和测定［Ｊ］．药物分析杂志，１９８６，６（５）：２６３．
［３０］周凤梧主编．实用中药学［Ｍ］．济南：山东科技出版

社，１９８５．
［３１］张杲，李发荣，段飞，等．不同采收期连翘叶中连翘苷、连

翘酯苷和芦丁的含量测定［Ｊ］．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２００５，１７（６）：７９０７９３．

［３２］张淑蓉，裴香萍，闫艳，等．不同采收期青翘和连翘叶中
活性成分的含量比较［Ｊ］．中国药房，２０１１，２２（３１）：
２９４０２９４２．

［３３］王进明，范圣此，李安平，等．连翘不同部位中连翘苷和
连翘酯苷Ａ的含量分析及其入药探讨［Ｊ］．中国现代中
药，２０１３，１５（７）：５５６５５９．

［３４］李卫健，李先恩．连翘果实干物质与有效成分积累规律
研究［Ｊ］．中草药，２００６，３７（６）：９２１９２４．

［３５］闫瑞，杨印军，刘红卫，等．“抢青”采摘对青翘中连翘酯
苷Ａ和连翘苷含量的影响［Ｊ］．中国现代中药，２０１６，１８
（５）：５７９５８２．

［３６］刘红卫．连翘主产地减产探因［Ｊ］．中药研究与信息，
２００５，７（３）：４６４８．

［３７］雷敬卫，张强，谢彩侠，等．不同采收期连翘的含量测定
及ＨＰＬＣ指纹图谱［Ｊ］．中国医药工业杂志，２０１４，４５
（１２）：１１８１１１８５．

［３８］白吉庆，王小平，曹林林，等．不同采收期青翘中４种活
性成分的含量分析［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２，
４０（７）：１９３１９８．

［３９］张淑蓉，裴香萍，闫艳，等．不同采收期青翘和连翘叶中
活性成分的含量比较［Ｊ］．中国药房，２０１１，２２（３１）：
２９４０２９４２．

［４０］王进明，范圣此，赵艳，等．不同采收期老翘中化学成分
含量测定［Ｊ］．园艺与种苗，２０１４（４）：４４４７．

［４１］刘微，王玉龙，关扎根，等．不同采收期及干燥处理老翘
中化学成分含量比较［Ｊ］．现代农业科技，２０１６（２）：
９６，９９．

［４２］姜涛，许佳，秦臻，等．连翘炮制工艺研究［Ｊ］．中国中药
杂志，２０１３，３８（７）：１０００１００３．

［４３］吴晓冬，吴峰．连翘及其伪品的鉴别［Ｊ］．浙江中西医结
合杂志，２００３，１３（７）：４５５４５６．

［４４］李晓燕，傅茂东．中药连翘的一种伪品—紫丁香果实生
药学鉴定［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００，１１（１１）：９９７９９８．

［４５］王兴春，谭河林，陈钊，等．基于 ＲＮＡＳｅｑ技术的连翘转
录组组装与分析及ＳＳＲ分子标记的开发［Ｊ］．中国科学，
２０１５，４５（３）：３０１３１０．

［４６］伍文彬，卜王飞，李平等．从“大中药”产业链试论连翘及
其相关产品的开发与利用［Ｃ］．／／大中药产业健康发展
战略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１０．

［４７］白吉庆，王小平，权太祥，等．商洛连翘资源的保护及利
用对策研究［Ｊ］．陕西中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９（３４）：
７８８０．

［４８］马振亚，柳丽．“７３１”中药牙膏对口腔分泌液中菌丛、
ｓＩｇＡ和溶茵酶的影响［Ｊ］．陕西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８７，１０
（４）：３３３７．

［４９］杨建雄，刘静，李发荣，等．连翘叶茶抗氧化抗衰老作用
的实验研究［Ｊ］．营养学报，２００４，２６（１）：６５６７．

［５０］张立伟，刘金．中草药连翘提取物抗氧化性的研究［Ｊ］．
食品科学，２００３，２４（１２）：１２２１２４．

［５１］盛锋，付雷．连翘花黄色素的提取［Ｊ］．食品与发酵工业，
２００２，２８（２）：６６６９．

［５２］张晋民，余星．简介一种野生油源—连翘［Ｊ］．粮食与油
脂，１９９５，４：４８５０．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９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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