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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野生与栽培何首乌资源调查
△

张春荣，程轩轩，周良云，潘利明，唐晓敏，刘基柱，杨全

（广东药科大学 中药学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岭南药材生产与开发重点研究室／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广州综合试验站／
广东省南药规范化种植与综合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要］　目的：研究广东省野生和栽培何首乌资源现状，为何首乌资源和生产的保护提供依据。方法：在文献
研究的基础上，对广东省各地的野生和栽培何首乌资源进行走访和现地调查，分析何首乌资源的分布、蕴藏量和利

用现状。结果：广东省野生何首乌资源主要分布在北部和西部地区，但无大面积分布，难以大量采集和利用。当

前，栽培资源分布在肇庆市、茂名市、云浮市和韶关市。肇庆市何首乌栽培期为２～３年，块根可供药用，蕴藏量
约１７×１０６ｋｇ；茂名市、云浮市新兴县和罗定市的何首乌栽培期为１年，块根用于生产保健食品或洗发水，蕴藏量
约３５×１０６ｋｇ；韶关市和云浮市云城区、郁南县栽培的何首乌计划２～３年后采收，药材质量尚待检测。何首乌藤
茎和叶未作利用。结论：广东省何首乌资源的保护和生产现状堪忧。政府、科研工作者、企业、种植户之间需加强

合作，推进何首乌野生资源保护、良种繁育、药材生产全产业链标准化建设、新药研发、品牌推广等工作，促进广

东省何首乌产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何首乌；广东省；中药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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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首乌Ｆａｌｌｏｐｉａ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Ｔｈｕｎｂ）Ｈａｒａｌｄ为蓼
科植物，其块根（何首乌、制何首乌）是我国常用中

药［１］，应用历史已有上千年。生何首乌入选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 “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

品”名单，也用于洗发水等日化品；何首乌藤茎

（首乌藤）和叶也供药用［１２］。随着人们对何首乌需

求的日益扩大和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野生何首乌

资源急剧减少，栽培药材逐渐成为市场主要来源［３］。

广东省德庆县是我国何首乌药材的主产区和道地产

区。为了加强何首乌药材资源的保护和规范化利用，

广东省以地方立法形式颁布 《广东省岭南中药材保

护条例》，对何首乌等药材进行立法保护。本研究在

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的基础上，对广东省何首

乌资源的分布和利用进行调查，为何首乌种质资源

的保护提供数据支持，以期促进何首乌产业的可持

续健康发展。

１　调查方法

１１文献调研

检索历代本草和现代文献，了解何首乌的种源

和分布。

１２走访调查

对广东省各地的何首乌野生和栽培资源进行调

查，其中，对文献记载的何首乌分布区和主产区肇

庆市、云浮市、清远市、韶关市、茂名市等地进行

重点调查。到当地农业局、林业局、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和乡镇、村的行政部门进行走访，了解何

首乌生产加工企业、市场、种植户、栽培面积、产

量等信息。

１３现地调查

根据文献和走访调查的结果，在广东省内何首

乌野生分布区和栽培地，设置样地和样方，对何首

乌资源蕴藏量进行测定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何首乌的分布与道地产区考证

何首乌始载于唐朝李翱 《李文公集》卷十八

《何首乌录》（８１３年）： “生顺州南河县（今广西陆
川县）田中，岭南诸州（今广西、广东、福建及云南

东南部等地）往往有之”。宋朝 《本草图径》（１０６１
年）：“何首乌，本出顺州南河县，岭外、江南诸州

亦有，今在处有之，以西洛、嵩山及南京柘城县（今

河南省境内）为胜”。明清时期 《救荒本草》、《本草

原始》、《本草品汇精要》等均认为何首乌以怀庆、

嵩山、归德、柘城等河南所产为优。清末 《本经逢

原》认为何首乌 “产南方者最胜，北地所生虽极大

者，殊不足珍”。民国时期 《药物出产辨》： “产广

东德庆为正，名曰何首乌。北江、连州亦有出，以

广西南宁、百色为多出”。由此可见，何首乌分布范

围很广，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认为河南所产为优，

但近百年来认为南方所产为优，以广东省德庆县所

产为地道。现代中药化学研究也表明德庆产何首乌

的一些有效成分含量高于其他地区产的何首乌［４］。

本草记载的何首乌性状特征存在些许差异，如

叶或互生或对生，苗／根有赤白两种。今人一致认
为本草中的赤何首乌为蓼科何首乌Ｆａｌｌｏｐｉａｍｕｌｔｉｆｌｏ
ｒａ（Ｔｈｕｎｂ）Ｈａｒａｌｄ，而白何首乌有人认为是蓼科
何首乌不同的生长状态或变种棱枝何首乌 Ｐｏｌｙｇｏ
ｎｕｍ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ｖａｒａｎｇｕｌａｔｕｍＳＹＬｉｕ（《中国植物
志》将其归并为何首乌原变种 Ｆａｌｌｏｐｉａ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ｖａｒ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５］，也有人认为是萝雐科鹅绒藤属
植物白首乌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ｂｕｎｇｅｉＤｅｃｎｅ、牛皮消
Ｃ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ｕｍＲｏｙｌｅｅｘＷｉｇｈｔ或隔山消 Ｃ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
（Ｍａｘｉｍ）Ｈｅｍｓｌ［６］。历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规定何首乌为蓼科植物何首乌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ｍｕｌｔｉｊｉｏｒｕｍ
Ｔｈｕｎｂ（《中国植物志》采用的学名为Ｆａｌｌｏｐｉａｍｕｌｔｉ
ｆｌｏｒａ（Ｔｈｕｎｂ）Ｈａｒａｌｄ）的块根。何首乌分布于我国
黄河以南各省区，包括陕西南部、甘肃南部、华东、

华中、华南、四川、云南、贵州、台湾等地［７］。在

广东省，何首乌产于乳源、怀集、德庆等地［８］。

２２资源现状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期间，
本调查队完成了普宁市、云浮市郁南县、清远市连

南县所有乡镇的中药资源调查，此外，对广东省内

多个地区的何首乌资源进行了踏查；２０１７年８月成
立５个调查分队对文献记载的何首乌分布区和主产
区：肇庆市、云浮市、清远市、韶关市、茂名市等

地的所有县进行集中调查。

２２１野生资源　在广东省除东部地区外均可见零
星分布的野生何首乌资源，特别是北部和西部山区

（表１），但未见大面积集中分布，难以大量采集和
利用。生长环境多为老屋周边、村落路边、石缝、

溪边荒地等处。

·９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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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栽培资源　广东省肇庆市、云浮市、茂名市、
韶关市的一些乡镇栽培有何首乌（表２），仅块根得
以采收利用，藤茎和叶则被丢弃不用。

２２２１肇庆市何首乌栽培状况　肇庆市德庆县是
何首乌的道地产区，集中在新圩镇、高良镇和莫村

镇，栽培面积约３７ｈｍ２。广宁县横山镇和高要区乐
城镇也有何首乌栽培，面积约４０ｈｍ２。何首乌栽培
期一般２～３年，亩产量约１５００ｋｇ。

２２２２云浮市何首乌栽培状况　罗定市华石镇和
新兴县天堂镇栽培何首乌约 １７ｈｍ２，因属盆地地
形，土壤容易积水，导致何首乌烂根，因此，何首

乌仅栽培１年，块根达不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的药用标准，主要用于生产洗发水。云浮市

云城区前锋镇、郁南县大方镇和东坝镇栽培何首乌

约６２ｈｍ２，计划 ２～３年后采收，块根质量尚
待检测。

表１　广东省野生何首乌部分分布地区
地点 经度／Ｅ　 纬度／Ｎ　 海拔／ｍ

清远县阳山县石角镇水浸寨村 １１２°１８′１″ ２４°４９′４５″ １３０

清远市连南县三江镇大龙林场 １１２°１２′３５″ ２４°５０′１３″ ２８５

清远市连南县大麦山镇甲路墩 １１２°１６′３８″ ２４°３１′４７″ ６３３

清远市连南县三江镇朱高冲 １１２°１３′３２″ ２４°５０′２″ ４４７

清远市连南县三江镇小龙林场 １１２°１４′４２″ ２４°５３′１７″ ２３０

罗定市黎少镇寨坪村 １１１°２６′５４＂ ２２°４４′８″ ６２

乐昌市云岩镇选家洞村 １１３°４′１０″ ２５°７′２７″ ５５４

乐昌市沙坪镇雷家窝村 １１３°３′７″ ２５°５′４９″ ５４４

乐昌市云岩镇仙婆庙村 １１３°４′５９″ ２５°８′６″ ６０４

韶关市翁源县江尾镇南塘村 １１４°７′５３″ ２４°２５′４３″ １５３

表２　广东省栽培何首乌的地理位置和栽培面积
地点 经度／Ｅ　 纬度／Ｎ　　 海拔／ｍ 栽培面积／ｈｍ２

肇庆市广宁县横山镇长坑岗 １１２°２０′２２″ ２３°３３′４７″ ７０ ３３３

肇庆市广宁县南街镇富溪村 １１２°２９′３４″ ２３°４１′３７″ １０６ ０７

肇庆市高要区乐城镇罗院村 １１２°２１′１５″ ２３°１９′３９″ ５０ ５３

肇庆市德庆县莫村镇太宪村 １１２°５′３８″ ２３°２１′５７″ ６０ １３０

肇庆市德庆县大桥镇春牛村 １１１°４７′２２″ ２３°８′２７″ ３０ ０７

云浮市郁南县东坝镇沙坝村 １１１°４４′３６″ ２２°５６′３″ ４８ ３３

云浮市郁南县大方镇增西村 １１１°３４′３７″ ２２°５６′４６″ １５５ ０２

云浮市云城区前锋镇洞表村 １１２°８′３５″ ２２°４８′４０″ １１４ ２７

云浮市新兴县天堂镇山塘角村 １１２°０′５９″ ２２°３４′４３″ ９６ １３３

云浮市新兴县大江镇平岗村 １１２°６′１９″ ２２°２９′２″ １２７ ０７

罗定市华石镇寨脚村 １１１°４２′１３″ ２２°４４′１７″ ９２ ３３

茂名市电白区望夫镇坡头村 １１１°１９′２″ ２１°４４′４７″ ２０ ０７

茂名市茂南区金塘镇沉陂圩村 １１０°５０′１１″ ２１°４７′４９″ １０ ０７

高州市镇江镇金山村 １１０°４２′１３″ ２１°４９′２０″ ３７ １３３３

高州市石鼓镇斜文岭村 １１０°３５′３６″ ２１°４６′５７″ ５０ ５３

高州市石鼓镇白泥塘 １１０°４７′４７″ ２１°４９′３″ ２０ ４３

化州市那务镇田心村 １１０°３５′３６” ２２°２′１０″ ０ ６６７

韶关市仁化县丹霞街道官口村 １１３°４７′２２″ ２５°０８′４２″ １２３ ８００

乐昌市云岩镇选家洞村 １１３°４′１０″ ２５°７′２７″ ５５４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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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３茂名市何首乌栽培状况　高州市镇江镇和石
鼓镇、化州市那务镇有大面积栽培何首乌（约

２１３ｈｍ２）。电白区、茂南区曾大面积种植何首乌，
现多改种其它作物，何首乌种植面积仅约１４ｈｍ２。
由于上述地区为浅丘平原区，土壤容易积水，何首

乌块根容易腐烂，仅栽培１年，主要用作保健食品
首乌茶。

２２２４韶关市何首乌栽培状况　韶关市仁化县、
乐昌市的多个乡镇分布有相对较多的野生何首乌，

反映了当地适合何首乌的生长。自２０１６年以来，试
种何首乌达８０ｈｍ２，计划２～３年后采收。近期发现
因台风降雨后土壤排水不及时，部分生长２年的块
根出现腐烂现象，因此需加强土壤排水管理。

３　总结和建议

３１广东省何首乌资源现状

本次调查发现，广东省野生何首乌资源已无大

面积的集中分布，市售何首乌均为栽培品。道地产

区德庆县是广东省最适宜栽培何首乌的地区，但何

首乌种植面积仅约３７ｈｍ２，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云
浮市和茂名市的部分何首乌产区位于盆地或平原地

区，土壤排水差，何首乌块根在生长的第二年容易

腐烂，因此仅栽培一年即被采挖，主要用于生产首

乌茶或洗发水，不能药用。何首乌藤茎和叶虽能药

用，但在产地却被丢弃不用。当前，广东省何首乌

栽培面积约３９４ｈｍ２，其中可作药材的何首乌栽培面
积仅约７７ｈｍ２，蕴藏量约１７×１０６ｋｇ，用于保健食
品或洗发水成分的何首乌栽培面积约２３１ｈｍ２，蕴藏
量约３５×１０６ｋｇ。

３２广东省何首乌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建议

许多研究表明，不同产地的何首乌药材品质不

同［４，９］。作为何首乌道地产区，广东省德庆县应当把

握 《广东省岭南中药材保护条例》实施的利好机

遇，成立 “政府科研工作者企业种植户”协作联
盟，保护野生何首乌资源，设立何首乌良种繁育基

地和优质药材生产基地，制定并执行何首乌药材生

产全产业链标准化体系；加大药品和制剂研发力

度，提高何首乌产品附加值；成立何首乌品牌推广

中心，申请德庆何首乌地理标志保护，注册专用商

标，推广何首乌产业文化。广东省其他何首乌产区

也应因地制宜地规范何首乌种植模式，为何首乌利

用部位的开发和保健食品、日化品等领域的产业发

展贡献力量。只有这样，作为 “十大广药”之一

的何首乌才能再创辉煌，引领全国何首乌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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