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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进口；保健品生产企业集中于北京。菊植物资源的根部、茎叶与花序具有类似的化学成分组成和相似的生物活

性。据此提出菊资源系统开发利用采用的对策，以及在保健食品、饮品、化妆品、日用品、饲料等产业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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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紫千红的植物花卉不仅装扮出四季缤纷的精

彩世界，也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精神享受和生活生

产资料。中华民族及世界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与生

产实践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花类资源具有独特的药

用、食用或药食两用价值，以及观赏、美学和艺术

价值。菊花以其淡雅脱俗、独立高洁的品格在我国

传统文化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菊花的药用记载

最早可追溯至我国第一部本草典籍 《神农本草经》。

菊花在我国分布广泛，类型多样，根据品种、产地、

加工方式、商品规格的不同，主要分为杭菊、贡菊、

亳菊、滁菊、怀菊、济菊和祁菊等，加上长期的相

互引种栽培，共形成２０余种栽培类型。近年来，菊
花的生产面积与产量逐年攀升，也形成了诸如江苏

射阳、浙江桐乡和湖北麻城等杭白菊主产区。据统

计，２０１７年杭白菊主产地的产量分别为：７０００ｔ（江
苏苏菊）、６０００ｔ（浙江杭白菊）和 ５０００ｔ（湖北菊
花）；安徽亳州的亳菊和黄山的贡菊年产量分别为

９０００和８０００ｔ。菊在种植和采收过程中，仅使用花
序，大量的茎叶以及根作为非药用部位通常被废弃。

本文从已上市产品的角度剖析菊花产业链相关产品

现状，指出应加强菊花的资源价值发现与资源循环

利用，提出菊资源的系统利用可从保健食品、饮品、

日用品、饲料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开发，服务于中药

大健康产业发展［１］。这既能有效地挖掘花类中药的

根、茎、叶等非药用部位可利用价值和开发潜力，

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提升药用菊花资源的综合利

用价值，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产生良好

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同时也为其他花类中药的开
发利用提供借鉴。

１　信息来源

参考文献中全草类中药研究方法，结合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ｄａｇｏｖｃｎ／
ＷＳ０１／ＣＬ０００１／）查询含有菊花的相关产品［２］。从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共检索得１７５项，其中含有

菊花的 “药品”１２１项； “化妆品”２９项，且均为
进口化妆品；“保健食品”２５项。

２　结果分析

由上述检索可知，作为代表性的药食同源类中

药，菊花主要用于药品、化妆品和保健食品的产品

开发和利用。其中，产品种类占比最大的为药品，

占比６９１％；其次为化妆品，占比１６６％；最后为
保健食品，占比１４３％。

２１药品

对上述国家食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检索得到的

１２１项逐一检索其主要组成药味，去除野菊花和其
他不相干项目外，已有批准文号的含有菊花的药品

共计４３项（表１），且全部为国产药品。以下主要从
含菊花的国产药品名称、数量、主要组成，代表性

品种生产单位及其产品数目，生产单位地域分析等

角度分析我国菊花产业链的布局及发展现状。

２１１含菊花的药品和相应药品数量及其主要组
成　根据单一品种生产单位排名进行排序可知，排
名前三的分别为杞菊地黄丸、桑菊感冒片和杞菊地

黄口服液，其复方配伍主要以薄荷（薄荷脑）、连

翘、桔梗、泽泻、地黄、桑叶、枸杞子、苦杏仁、

山楂、牡丹皮、茯苓、芦根为主，其出现频次分别

为 １６次、１５次、１２次、１２次、１０次、１０次、
１０次、９次、９次、９次、９次、８次，这与 《本草

纲目》引用徐之才的 《雷公药对》 “术及枸杞根、

桑根白皮、青葙叶为之使”的记载相吻合。自古以

来菊花常与薄荷、连翘、桔梗、苦杏仁、芦根等辛

凉解表药配伍，用于治疗感冒、咳嗽、咽喉肿痛及

头目不利等症状；此外，菊花常与地黄、枸杞子、

泽泻、茯苓、牡丹皮、配伍应用，多见于杞菊地黄

组合，用于治疗肝肾阴虚所致眼目昏花；而菊花与

山楂的配伍多见于现代研究，主要用于降血压药品

开发。

表１　我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登记的含有菊花的药品目录
产品名称 药品数量 主要组成

杞菊地黄丸 ３８４ 枸杞子、菊花、熟地、山药、山茱萸（制）、牡丹皮、茯苓、泽泻

桑菊感冒片 １４１ 桑叶、菊花、连翘、薄荷脑素油、苦杏仁、桔梗、甘草、芦根

杞菊地黄口服液 ９６ 枸杞子、菊花、熟地黄、山茱萸（制）、牡丹皮、山药、茯苓、泽泻

杞菊地黄胶囊 ４７ 枸杞子、菊花、熟地黄、山茱萸（制）、牡丹皮、山药、茯苓、泽泻

桑菊感冒颗粒 ４４ 桑叶、菊花、连翘、薄荷、苦杏仁、桔梗、甘草、芦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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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产品名称 药品数量 主要组成

芎菊上清丸 ３５ 川芎、菊花、黄芩、栀子、蔓荆子（炒）、黄连、薄荷、连翘、荆芥穗、羌活、藁本、桔梗、防

风、甘草、白芷

杞菊地黄丸（浓缩丸） ２０ 枸杞子、菊花、熟地黄、山茱萸（制）、牡丹皮、山药、茯苓、泽泻

桑菊感冒合剂 １７ 桑叶、菊花、苦杏仁、连翘、薄荷、桔梗、芦根、甘草

杞菊地黄片 １２ 枸杞子、菊花、熟地黄、酒萸肉、牡丹皮、山药、茯苓、泽泻

桑菊感冒丸 ７ 桑叶、菊花、杏仁、连翘、薄荷、桔梗、甘草、芦根、前胡、牛蒡子、黄芩、象贝

芎菊上清片 ５ 菊花、川芎、黄芩、白芷、防风、蔓荆子（炒）、荆芥穗、栀子、连翘、黄连、羌活、薄荷

复方桑菊感冒颗粒 ４ 桑叶、菊花、连翘、薄荷脑素油、苦杏仁、桔梗、甘草、芦根

山菊降压片 ２ 山楂、菊花、泽泻、夏枯草、小蓟、决明子

杞菊地黄合剂 ２ 熟地黄、山茱萸（制）、山药、牡丹皮、茯苓、泽泻、枸杞子、菊花

桑菊感冒糖浆 ２ 桑叶、菊花、连翘、薄荷、苦杏仁、桔梗、芦根、甘草

荆菊感冒片 ２ 荆芥、菊花、金银花、连翘、薄荷、牛蒡子（炒）、桑叶、淡豆豉（炒）

菊花七味胶囊 ２ 菊花、牛黄、五灵脂、石膏、红花、麦冬、苦参

银菊感冒片 ２ 金盏银盘、三叉苦、菊花、桑叶、野菊、五指柑、翠云草、山芝麻、岗梅、薄荷油

五加芪菊颗粒 １ 刺五加、菊花、黄芪、山楂、麦芽

复方桑菊感冒片 １ 桑叶、菊花、连翘、薄荷脑素油、苦杏仁、桔梗、甘草、芦根

复方菊花颗粒 １ 菊花、决明子（炒）、柿蒂、山楂

天菊脑安胶囊 １ 川芎、天麻、菊花、蔓荆子、藁本、白芍、丹参、墨旱莲、女贞子、牛膝

山楂菊花颗粒 １ 山楂、菊花

山菊降压胶囊 １ 山楂、夏枯草、菊花、小蓟、盐泽泻、炒决明子

山菊降压颗粒 １ 山楂、菊花、泽泻（盐制）、夏枯草、小蓟、决明子

山菊降压颗粒（山楂降压颗粒） １ 山楂、菊花、泽泻（盐制）、夏枯草、小蓟、决明子

山菊颗粒 １ 山楂、菊花、泽泻（盐制）、夏枯草、决明子（炒）

明目地黄丸 １ 熟地黄、山茱萸（制）、牡丹皮、山药、茯苓、泽泻、枸杞子、菊花、当归、白芍、蒺藜、石决明（煅）

杞菊润目颗粒 １ 熟地黄、菊花、五味子、菟丝子、石菖蒲

桑菊银翘散 １ 桑叶、菊花、金银花、连翘、川贝母、蝉蜕、牛蒡子、苦杏仁、僵蚕、荆芥、薄荷、淡豆豉、桔

梗、淡竹叶、芦根、滑石、绿豆、甘草

槐菊颗粒 １ 何首乌、槐角、菊花、枸杞子

海菊颗粒 １ 胖大海、金银花、菊花、薄荷脑、冰片

红菊补肾片 １ 沙苑子、红景天、菊花、决明子、败酱草

罗汉果菊花颗粒 １ 罗汉果、菊花

脯氨酸 １ 菊花

芎菊上清颗粒 １ 川芎、菊花、黄芩

菊梅利咽含片 １ 马勃、菊花、玄参、木蝴蝶、桔梗、牡丹皮、乌梅、冰片、薄荷脑

金菊利咽口含片 １ 马勃、金银花、菊花、玄参、桔梗、牡丹皮、木蝴蝶、乌梅、冰片、薄荷脑、甘草

银菊清咽颗粒 １ 地黄、麦冬、玄参、菊花、金银花、胖大海、甘草

香菊活血丸 １ 沉香、肉豆蔻、川西小黄菊、丁香、广枣、白芸香、木香、山柰、珍珠、佐太、马钱子（制）

黄连上清丸 １ 黄连、栀子（姜制）、连翘、炒蔓荆子、防风、荆芥穗、白芷、黄芩、菊花，薄荷、酒大黄、黄

柏（酒炒）、桔梗、川芎、石膏、旋覆花、甘草

龙菊清肝胶囊 １ 地龙、菊花、枸杞子、夏枯草、钩藤、决明子、杜仲、葛根

复方罗汉果清肺颗粒 １ 罗汉果、枇杷叶、菊花、苦杏仁、茯苓、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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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代表性品种生产单位及其产品数目　由于含
有菊花的药品品种繁多，以国产药品数目最多的杞

菊地黄丸为例，对其生产单位进行分析：检索可知

已有批准文号的杞菊地黄丸共计３８４项，其中包括
同一生产单位的剂型不同的多个产品，如丸剂、丸

剂（大蜜丸）、丸剂（小蜜丸）、丸剂（浓缩丸）、丸

剂（水蜜丸）等。为厘清这一大宗中成药的生产单

位地域分布，将同一企业的不同剂型合并仅计算频

次，经统计分析：杞菊地黄丸生产单位为２３２家，
其中１２７家生产单位生产 １种产品，６６家生产单
位生产２种产品，３１家生产３种产品，８家生产４
中产品，占比分别为 ５４７％、２８４％、１３４％和
３４％（图１）。

图１　杞菊地黄丸生产企业及其产品情况

２１３生产单位地域分析　以省、直辖市或自治区
为单位将上述２３２家杞菊地黄丸生产企业通过查询
详细信息确定其省份，统计出各省份生产单位数量。

经分析，杞菊地黄丸生产单位遍布全国２８个省份，
其中河南、河北、广东、江西和湖北的企业数目及

产品数目均较多，其企业数目分别为 ２０、２０、２０、
１３、１７家，其产品总数分别为 ３４、３３、３１、３１、
２１个；北京、宁夏、上海、新疆、贵州、青海生产
单位及产品总数均较少，其企业数目依次为 １、２、
２、１、１、１家，其产品总数依次为３、２、２、２、１、
１个（图２）。从上述地域分布可知：企业及产品较多
的地域大多为菊花主流品种传统道地产区及新兴产

区，如怀菊的道地产区河南济源、祁菊的道地产区

图２　杞菊地黄丸生产企业的地域分布

河北安国、福白菊的主产区湖北福田河等；而作为

贡菊、滁菊、亳菊传统道地产区的安徽，杭白菊传

统道地产区的浙江，以及目前全国最大的杭白菊新

兴产区的江苏在杞菊地黄丸的生产企业数目及产品

数目上均不占优势。

２２化妆品

信息数据处理结果显示，含菊花的化妆品均为进

口化妆品，去除雏菊、洋甘菊、矢车菊后已有批准文

号的菊花相关产品仅有７项，分别为歌林哈摩妮菊花
清爽面膜、歌林哈摩妮菊花清香泡沫洁面奶、阿原

桑菊花护发膜、阿原桑菊花护发膜（保湿）、阿原桑

菊花洗发水、阿原桑菊花润发乳和阿原桑菊花润发

乳（保湿）（表２）。其中歌林哈摩妮菊花清爽面膜和
歌林哈摩妮菊花清香泡沫洁面奶均为韩国优思尔有

限公司生产，其余５个洗发护法产业均为我国台湾
企业阿原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且阿原桑菊

花洗发水批件已过期。

表２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登记的含有菊花的化妆品目录
产品名称　　　　 产地　　　 主要原料

阿原桑菊花护发膜 台湾 菊花

阿原桑菊花护发膜（保湿） 台湾 菊花

阿原桑菊花洗发水 台湾（已过期） 菊花

阿原桑菊花润发乳 台湾 菊花

阿原桑菊花润发乳（保湿） 台湾 菊花

歌林哈摩妮菊花清爽面膜 韩国 菊花

歌林哈摩妮菊花清香泡沫洁面奶 韩国 菊花

２３保健食品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去除含有野菊花的产品外

已有批准文号的含有菊花的保健食品共２５项，分
属１４家企业生产，其中１项来自香港公司ＮｉｎＪｉｏｍ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ｏｒｙ（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其余全
部来自大陆企业（图 ３）。北京地区的产品数量最
多，共计８项，其中２项为两家企业的特有品种，
其他６项皆来自北京世纪合辉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或北京世纪合辉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地

区２家企业 ４项产品，每家企业生产 ２项产品。
内蒙古地区北京同仁堂兴安盟中药材有限责任公

司虽然登记５项记录，但实际产品仅有同仁堂牌
丹参菊花茶１种（或丹参菊花茶）。江西省 ２家企
业３项产品登记在册，其中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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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生产２项，实际为 １种产品更名或升级。广东
省２家企业生产２个品种，都为独家产品。此外，
浙江省和新疆地区各有 １家企业生产含有菊花的
保健品。

图３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登记的含有菊花的
保健食品生产企业的地域分布

３　菊花资源系统利用途径

以 “菊花”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

得到１８０００余结果。进一步对上述检索结果进行
精炼，同时增加 “药”作为主题词，对１９７９年至
今的文献进行检索，得到１８２８条检索项。其中涉
及含菊花的化学成分３３３条，活性研究５２３条，包
括药理研究８３条。上述检索结果结合 ＴＣＭＳＰ［３］、
ＴＣＭＩＤ［４］、ＢＡＴＭＡＮＴＣＭ［５］等数据库可知，菊花
含有黄酮类、酚酸类、三萜类、甾体类、内酯类、

多糖类、挥发油类等 ３００多个结构多样的化学成
分［６］，具有抗菌、抗病毒、抗疟原虫、抗炎、抗

氧化、抗诱变、抗黑色素沉着、抗溃疡、抗肿瘤、

抗疲劳、抗衰老、驱铅、保肝、调血脂、镇痛、免

疫调节等多种药理作用［７８］。虽然对菊花已经有大

量化学成分和生物活性研究，但绝大部分仅关注其

传统药用部位花序，鲜有其根、茎、叶、果实的

研究。

除了作为主要药用部位的花序外，菊茎、叶和

根在历代本草中也有大量药用或食用的记载。菊花

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明确指出 “正

月采根，三月采叶，五月采茎，九月采花，十一月

采实，皆阴干”［９］。 《食疗本草》指出甘菊 “其叶，

正月采，可作羹；茎，五月五日采；花，九月九日

采”［１０］。 《本草乘雅半偈》中指出菊花 “久服利血

气，轻身耐老延年。茎叶根实并同”［１１］。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中关于用药部位时指出 “有全用者，

枸杞、甘菊之类是也”，同时详细论述了菊 “其苗

可蔬，叶可啜，花可饵，根实可药，囊之可枕，酿

之可饮，自本至末，罔不有功”［１２］。引用 《肘后方》

称菊花可治疗疔肿垂死 “菊花一握，捣汁一升，入

口即活，此种验方也。冬月采根”，引 《危氏得效

方》称菊嫩苗可治疗女人阴肿 “甘菊苗捣烂煎汤，

先熏后洗”，引 《外台秘要》称菊花可治疗酒醉不

醒 “九月九日真菊花为末，饮服方寸匕”。可知菊

花、根及嫩苗除了清热解毒、平肝明目外，还可以

用于醒酒、治疗疔肿垂死危重症候，外用可消肿解

毒。《本草崇原》指出 “《本经》气味主治，概茎叶

花实而言，今时只用花矣”［１３］。上述典籍记载表明

菊花在我国具有悠久的食用、药用、酿酒等历史，

且其茎、叶、根、实具有类似功效。前期研究表明

菊叶在整个植株中黄酮类和酚酸类成分含量最

高［１４］；菊根、茎中多糖含量可达 ３０％左右，高于
花［１５］；菊根、茎、叶等部位尚含有大量氨基酸、核

苷酸等营养成分［１６］。此外，动物实验表明菊茎、叶

多糖能够有效地调节肠道菌群的结构和功能，增加

短链脂肪酸含量，从而改善多种诱因引发的结

肠炎［１７１８］。

３１菊花资源在保健食品中的应用

《本草纲目》记载菊 “嫩叶及花皆可炸食”，

“饮菊潭水多长寿”，并引用陶弘景 《名医别录》称

白菊 “能领头不白”，同时引用陈藏器的 《本草拾

遗》称 “染髭法令黑。和巨胜、茯苓蜜丸服之，去

风眩，变白不老，益颜色”［１２］。晋人傅玄 《菊赋》

中云菊： “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唐人元结

《菊谱记》又道菊花 “在药品是良药，为蔬菜是佳

蔬。”清代顾仲 《养小录》载甘菊苗的烹制法：“汤

焯、拌食，拖以山药粉油炸，香美”［１９］。菊花气味

芬芳，可烹制出多种佳肴，如广州的腊肉菊花饼、

菊花蛇羹，杭州的菊花咕噜肉、菊花肉丝，北京的

菊花鱼球、菊药肉，安徽的菊花鸡丝等［２０］。

菊花因含有丰富的氨基酸、核苷酸、维生素、

糖类等营养成分，在我国菊花传统产区及新兴产区

已有各种特色菊花宴，如河南焦作作为怀菊花的主

要种植基地，在出口怀菊花药材的同时，也效仿云

南玫瑰花制作了含有菊花的鲜花饼。江苏射阳作为

我国杭白菊生产基地，鹤乡菊海除了发展中药种植

和旅游观光的同时，也发展了菊花宴等餐饮业。此

外，在走访调查过程中发现，除了传统品种外，在

菊花主要种植区域，已有新选育的可食性菊花品种，

如射阳地区的紫香菊，生食或烹饪后均质地顺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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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涩口感。在前面的检索中可知，菊花已被用于开发

“增加免疫力”“辅助降血压”“清咽”“辅助降血脂”

“抗疲劳”“缓解视疲劳”和 “抗辐射”等多种功能

的保健食品。

３２菊花资源在饮品中的应用

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饮用菊花较为普遍，亳菊、

贡菊、杭菊均为驰名的茶用菊，泡茶味甘而香，生

津润喉，深受人们喜爱，可直接饮用或用于制备袋

装茶。此外，提取菊花有效成分，配以白糖、柠檬

花可制成菊花精饮品，尤其适用于炎炎夏日的清凉

消暑、祛火提神。菊花提炼成膏之后，配白糖粉制

作而成菊花晶，在其基础配方的基础上可添加多种

功能性元素形成多样的产品，如添加维生素 Ａ、Ｄ
以及钙和锌之后的 ＡＤ钙加锌菊花晶，是婴幼儿优
质营养辅食；添加了双歧因子的菊花晶，可以改善

肠道功能，促进消化帮助吸收；以多维蜂蜜配伍的

菊花晶，可以补充多种维生素，常服用可有效保护

心血管和肝脏。同时，杭白菊也是凉茶王老吉和加

多宝的主要原料之一，江苏盐城地区作为其杭白菊

主要原料产地。自汉唐起，我国即有重阳节饮菊花

酒的习俗， 《本草纲目》引用 《天宝单方》提供白

菊花酒的制法：“春末夏初，收白菊花软苗，阴干捣

末，空腹取一方寸匕和无灰酒服之”， 《本草从新》

指出甘菊花的多种用途 “点茶、酿酒、作枕俱

佳”［２１］，目前射阳洋马镇仍有大米和菊花共发酵的

菊花酒产品出售。

３３菊花资源在化妆品中的应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大陆虽然每年生产

和销售大量菊花，但在含有菊花的化妆品生产方

面完全空白，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借

鉴法国、美国、摩洛哥、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

区在含有雏菊、洋甘菊、矢车菊等菊科芳香植物

的化妆品方面的经验，用于含有菊花的化妆品的

开发。同时，可提取其茎叶的挥发性成分，用于

制作药皂、洗手液、爽肤水等洁肤、护肤产品，

提高菊资源的综合利用价值。菊花及其茎叶富含

绿原酸和木犀草素，而绿原酸已被收录入 ＣＦＤＡ
化妆品原料目录，木犀草素也已被 《国际化妆品

原料字典和手册（第十二版）》以及 《国际化妆品

原料标准中文名称目录（２０１０年版）》收录，因
此菊除了直接开发利用外，还可以作为用于化妆

品原料药的来源。

３４菊花资源在日用品中的应用

菊花同时被开发用作枕头、香囊、足浴粉、牙

膏、空气清新剂等日用品，《本草正义》引用 《日

华子本草》时称其 “作枕明目，叶亦明目”［２２］，我

国自古即有将菊花、野菊花等花类中药做枕头用于

日常保健的历史。菊花可有效缓解头面部的湿热内

蕴所致口腔溃疡、牙龈肿痛等问题，被广泛用于牙

膏及漱口水开发，如纳爱斯清热菊花牙膏。同时，

韩国和台湾已经有含有菊花的洁面护肤、洗发护法

产品进入我国日化市场。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菊花及

其茎叶中含量丰富、香气淡雅的挥发油类成分，及

其具有显著抗菌消炎、抗氧化活性的黄酮类和酚酸

类成分，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妆品，让菊这

一在我国有具有悠久栽培历史的芳香植物焕发

新机。

３５菊花资源在饲料添加剂中的应用

全球抗菌素耐受形势严峻，威胁人类健康，通

过天然产物或传统药物资源的替代或减少食源性动

物养殖抗菌素使用是世界各国追求和努力的方向之

一［２３］。菊花在采收及加工花序时产生大量根、茎、

叶及脱落的花瓣，这些部位不仅富含氨基酸、维生

素和多糖类等营养性物质，而且通常含有清热解毒、

抗菌消炎等功能性化学物质，可作为禽畜用药及饲

料添加剂的原料加以利用［２３］。其利用方式可以多元

化，如直接干燥后作为青储，或进一步经常精制获

得有效部位用作饲料添加剂，抑或通过生物转化等

方法加工成附加值较高的饲料。如菊茎叶多糖具有

调节肠道菌群结构和功能的作用，通过增加肠道短

链脂肪酸的丰度、对抗炎症因子等途径治疗各种原

因引发的结肠炎［１７１８，２４］。

４　菊花资源利用中需解决的问题

我国菊花资源丰富、用途多样、功用确切，是

一类具有巨大开发潜力的中药，但目前菊花在育种、

生产种植、加工、开发等环节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缺乏现代标准技术体系，严重制约了菊花的产业发

展，已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和重视［２５］。

４１菊花栽培品种及类型多样复杂

菊花品种繁多，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中称

“菊之品凡百种”，随着现代园艺业的飞速发展，不

同涌现新的栽培品种及类型。近年来，菊花种质资

源收集评价与创新等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效，中国菊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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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种质资源保存中心已收集保存了３０００多份菊花种
质资源［２６］。选育高产优质的品种是保证中药材质

量，提高有效成分含量的最基本、最可靠、最经济

有效的手段［２７］，如何在保持中药药性的前提下选育

优质种质资源，是保证优质菊花药材生产和开发利

用的前提和基础。在射阳产区走访调查中，发现产

地的杭菊主流品种在发生转变，早年的主流栽培类型

为大白菊Ｃ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Ｄａｂａｉｊｕ’、小白菊Ｃ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Ｘｉａｏｂａｉｊｕ’、红心菊Ｃ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Ｈｏｎｇｘｉｎｉｊｕ’和长瓣
菊Ｃ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Ｃｈａｎｇｂａｎｊｕ’［２８］，而目前保留产量
较大的红心菊及其脱毒处理的无菌菊，并引种花期

较早的尖叶野菊 Ｃｉｎｄｉｃｕｍ ｖａｒａｃｕｔｕｍ和小红菊
Ｃｅｒｕｂｅｓｃｅｎｓ杂交的北京菊Ｃ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ｅ［２９］。不同栽培
品种是否能够保证要用句话应有的药性，应引起药

学工作者的关注和系统评价研究。

４２菊花生产的规范化与规模化

明清时期是我国菊花道地性形成的重要时期，

形成了怀菊、滁菊、贡菊、亳菊、杭菊等主流品种，

但目前菊花的产区正在发生迁移，如杭菊已由之前

的浙江桐乡地区迁移至江苏射阳及湖北麻城地区。

不同地域的光、热、水、汽、土壤营养结构及菌群

结构等诸多生态因子对菊花形状、成分含量及动态

积累具有重要影响，不可盲目引种。走访调查中发

现菊花种植过程存在突出的连作问题，同时散户多

采用自留种容易导致质量退化，病虫害多发，严重

影响菊花的产量和质量。菊花的连作问题可以通过

施用有机肥及生物菌剂得到有效的控制，种子种苗

质量问题可采用当地龙头企业标准化、统一育苗的

方式得以解决。

菊花产地加工是其生产与品质形成的重要环

节，通过产地加工不仅起到净制、干燥等目的，

同时可促使药用部位中药效物质的最大保留、毒

性成分的有效降低、化学成分间的相互转化等物

理化学变化，是药性形成的重要阶段［３０］。但目前

菊花的产地加工多数为各地的经验之谈，缺乏规

范化、标准化体系，加快和推进菊花的标准化建

设是其深入开发和利用的重要保障。通过在射阳

走访调研可知，除杭菊的产地加工采用杀青结合

加热干燥外，其他菊花品种均采用直接加热干

燥，此外，尚有不少市售菊花采用硫磺熏蒸干燥

的加工方法［３１］。不同的加工方法，势必影响菊花

各类型成分的含量及相互间的比例关系，进行影

响其药效的发挥。

通过调查分析表明，菊花的生产过程尚存在着

种质基原复杂多样，各品种是否具有菊花应有的药

性和功效？菊花商品规格名目繁多，已有的质量标

准难于评判其品质的优劣。菊花药材生产的规范化

程度不高，在化肥及农药的使用、药材加工过程的

硫熏等二次污染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影响其有效性与

安全性的隐忧。菊资源的系统利用和提质增效方面，

尚需要致力于挖掘其资源价值和产业链的延伸，使

其根、茎、叶等传统非药用部位及其制剂过程产生

的副产物得到有效回收和循环利用，进一步提升这

一大品种的经济社会效益，造福于菊农和区域经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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