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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菊花；药用与茶用；药食两用；历史源流；开发利用
［中图分类号］　Ｒ２８１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４８９０（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１６０９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１３／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８９０２０１８１２２４００５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ｗｅｉ１，２，ＷＥＩＤａｎｄａｎ１，ＣＨＥＮＤｏｎｇｊｉｅ１，ＹＡＮＨｕｉ１，ＳＵＮ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３，

ＺＨＵＷｅｎｂｉｎ４，ＤＵＡＮＪｉｎａｏ１，２

１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ｒｍｕｌａ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ｈｉｎａ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１１９８，Ｃｈｉｎａ；
３ＪｉａｎｇｓｕＨｅｘｉａｎｇＪｕｈａｉＭｏｄｅｒ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ｔｄ，Ｙａｎｃｈｅｎｇ２２４３３５，Ｃｈｉｎａ；
４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ＹａｎｇＭａＴｏｗｎ，Ｓｈｅｙ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ａｎｃｈｅｎｇ２２４３３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ａｎｄｅｄｉｂｌｅｐｌａｎ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ｆｏｏｄ，ｔｅ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ｆｌｏｗｅｒｓａｎｄ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ｓｆｏｒ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ｏｆｙｅａ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ｂｅｔｔ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Ｃｈ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ｉ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ｄｅｅｐｌ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ｕｐｔｏ
ｎｏｗ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Ｃｈ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ａｎｄｉｔ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ｗａｙｓｏｆ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ａｎｄｔｅａ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ｔｗｏｕｌ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
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ｈａｉｎｓ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Ｃｈ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Ｒａｍａ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ａｎｄｔｅａ；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ａｎｄｅｄｉｂｌ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６１１·



２０１９年１月　第２１卷　第１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Ｊａｎ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１

菊花为菊科植物菊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Ｒａｍａｔ的干燥头状花序，是我国传统的大宗中药材。
菊花含有丰富的黄酮类、酚酸类、多糖类、挥发油

类、三萜类、核苷类和氨基酸类等多种资源性化学成

分，具有疏风清热、平肝明目、解毒消肿的功效［１］。

菊花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久服，利血气，轻身，

耐老延年”，并将其列为上品［２］。此后，历代本草均

有记载。受地理环境、加工方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菊花商品逐渐形成了亳菊、滁菊、贡菊、怀菊、杭

菊、福白菊、祁菊、济菊和川菊等九大菊花主流品

种，其中亳菊、滁菊、贡菊、怀菊和杭菊等５种菊花
被收录于２０１５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国药

典》）。菊花作为一种药食同源植物，除了药用外，还

常见形式多样的食用及茶用。菊花茶作为一种具有特

殊饮用价值的保健饮品，其色、香、味、形俱佳，饮

之可清心解暑、除烦明目、润喉生津［３］。

前人从本草考证［４５］、产地变迁［６７］、加工方法

沿革［８９］、品种演变［１０１１］、商品种类现状［１０１１］、化

学成分和药理活性［１２１３］等角度分别对菊花的研究进

行了归纳整理，但对我国药用与茶用菊花的资源形

成源流与现代发展变化还未见系统梳理分析。为了

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我国药用与茶用菊花资源，本文

对我国９大药用与茶用菊花的品种演变、产地变迁、
加工方法沿革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期望通过对药

用与茶用菊花古今源流发展与不同区域和特色品种

的深入认知，进而为菊产业链的延伸和提质增效提

供参考。

１　药用与茶用菊花品种本草记述

西晋 《博物志》是较早记载菊花品种的典籍，

曰［１４］：“菊有两种，苗花如一，惟味小异，苦者不

中食”。梁·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记载［１５］：“菊有

两种，一种茎紫，气香而味甘，叶可作羹食者为真；

一种青茎而大，作蒿艾气，味苦不堪食者，名苦薏，

非真。其花正相似，难以甘、苦别之尔”。唐 《新

修本草》［１６］转录了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之说。

《本草图经》引 《唐天宝单方图》云［１７］： “白菊，

颖川人呼为回蜂菊……”。据尚志钧等［１４］考证，“青

茎而大，作蒿艾气，味苦不堪食者，名苦薏”的品

种应是现今菊科植物野菊 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ｄｉｃｕｍ。
“茎紫，气香而味甘，叶可作羹食者”的品种应是现

今菊科植物甘菊 Ｃｌａｖａｎｄ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ｍ，而 《唐天宝单方

图》记载的白菊为现今菊科植物山菊 Ｄｚａｗａｄｓｋｉｉ的

可能性大。根据上述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我国在宋代

以前使用的药用菊花应是野生品种［１４］。

宋 《本草图经》记载［１７］：“然菊之种类颇多，

有紫茎而气香，……味甚甘，此为真”。又云：“南

阳菊亦有两种：白菊，叶大似艾叶，……其黄菊，

叶似茼蒿，花蕊都黄。……南京又有一种开小花，

花瓣下如小珠子，谓之珠子菊……”。经考证［１４］，

《本草图经》记载的 “紫茎而气香，味甚甘”之菊，

以及 “南阳白菊与黄菊”分别对应范成大和李时珍

记载的甘菊、邓州白与邓州黄，可见宋代时期已有

药用菊花的栽培，邓州白、邓州黄和甘菊可能是我

国较早选育出来的药用菊花。这些早期选育出来的药

用菊花，极大丰富了我国菊花的品种，同时也为现代

亳菊、滁菊、贡菊、怀菊、杭菊、福白菊、祁菊、济

菊、川菊等的发展提供了优良的种质资源。而 “南京

又有一种开小花，花瓣下如小珠子，谓之珠子菊”的

品种经考证应是现今菊科植物甘菊。寇宗 《本草衍

义》记载［１８］：“菊花近世有二十余种，……”。《本草

纲目》记载［１９］： “菊之品凡百种，宿根自生，茎叶

花色，品品不同。宋人刘蒙泉、范致能、史正志皆

有菊谱，亦不能尽收也”。综合 《本草图经》《本草

衍义》和 《本草纲目》的载文来看，宋代菊花品种

已经相当丰富，且明显多于宋代以前的菊花品种。

时至宋代，菊花栽培技术日臻成熟，栽培区域亦

不断扩大。明代 《本草纲目》记载［１９］：“甘菊始生于

山野，今人皆栽植之”。《本草蒙筌》记载［２０］：

“……家园内味甘茎紫，谓甘菊，堪收”。《本草原

始》记载［２１］：“培家园，……名甘菊”。由此可见，

药用菊花在明代时期已被广泛种植，而野生菊花不

再作为药用。清代 《病后调理服食法》记载［２２］：

“蜀人多种菊，……园圃悉能植之”。 《本草从新》

记载［２３］：“甘菊花，家园所种，杭产者良……”。

《本草纲目拾遗》曰［２４］：“杭州钱塘所属良渚桧葬地

方，乡人多种菊为业，……”。《本草害利》云［２５］：

“滁州菊，单瓣色白味甘者为上。杭州黄白茶菊，微

苦者次之”。由以上文献记载可知，我国药用菊花的

栽培在清代处于繁盛时期，清代同时也是我国药用

菊花道地产区形成的重要阶段。

２　药用与茶用菊花产地变迁

菊花始载于秦汉时期的 《神农本草经》［２］，列为

上品，未载产地，但著有生境，谓：“生川泽及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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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名医别录》是最早记载菊花产地的典籍［１４，２６］，

曰：“菊花，生雍州川泽及田野”。雍州现指陕西省凤

翔县区域。 《本草经集注》中也有相关记载［１５，２７］：

“生雍州川泽及田野。……九月采花，十一月采实，

皆阴干”。唐代 《新修本草》［１６］中记载：“菊花，生雍

州川泽及田野，南阳郦县最多，今近道处处有，取种

之便得”，南阳及南阳郦县现指河南省南阳市区域。

宋代典籍 《证类本草》［２８］记载： “南阳郦县最

多，今近道处处有”。《本草图经》记载：“白菊，

颖川人呼为回蜂菊，汝南名荼苦蒿，上党及建安郡、

顺政郡并名羊欢草，河内名地薇蒿”。颖川、汝南以

及河内现在都属于河南省境内；上党现指山西省长

治市；建安郡现在属于福建省境内；顺政郡现指陕

西省略阳县。《本草衍义》［１８］记载：“邓州白菊者入

药”。邓州现指河南省邓州市。明代时期的 《本草纲

目》［１９］ 《本草品汇精要》［２９］以及 《本草原始》［２１］等对

菊花的产地均有记载。如李时珍 《本草纲目》曰：

“甘菊始生于山野，今则人皆栽之”。清代典籍 《本草

纲目拾遗》［２４］记载： “甘菊即茶菊，出浙江、江西者

佳……。产于亳州者不可用（作茶菊）……。近日杭州

笕桥、安徽池州、绍兴新昌唐公市、湖北皆产入药”。

对历代本草文献中菊花品种、产地和生境的梳

理分析表明，我国药用菊花在宋代以前应是取之于

野生品种。虽然我国菊花的种植历史悠久，但药用

菊花从宋代才开始栽培，明、清时期为发展的鼎盛

时期，也是形成道地药用菊花品种的重要阶段。

３　药用与茶用菊花品种及产地关联记述

民国时期的 《药物出产辨》仅收录了白杭菊、黄

杭菊、黄菊和白菊等４种菊花［３０］，产地分别位于安徽

省亳州市、河南省怀庆县、广东省潮州市、浙江省杭

州市。《增订伪药条辨》记载［３１］：“黄菊，即黄色之

茶菊，……。杭州钱塘所属各乡，多种菊为业……”。

曹炳章曰［３１］：“菊花种类甚杂，惟黄菊产杭州、海

宁等处……。白滁菊出安徽滁州者……，出浙江德

清县者……。白菊，河南出者为亳菊……，苏州浒墅

关出为杜菊……，海宁出者，名白荼菊……，江西南

昌府出，名淮菊……，厦门出者曰洋菊……”。综上

所述，我国药用与茶用菊花品种在近代得以逐步丰富

和发展，栽培生产规范与区域范围也进一步扩大。

４　药用与茶用菊花品种及加工方法沿革

我国药用与茶用菊花品种繁多，使用历史悠久。

因产地变迁和加工方法的改进，逐渐形成了现代菊

花的九大主流品种，分别为亳菊、滁菊、贡菊、怀

菊、杭菊、福白菊、祁菊、济菊、川菊［８］。我国现

代药用与茶用菊花主要产地分布及应用见表１［１２］。
由表１可看出，我国菊花的产地分布广泛，生长环境

表１　药用与茶用菊花主要产地及应用现状
药材 品种 主要产地 主要用途

亳菊 小亳菊（亳菊）、大亳菊（大马牙）亳州市谯城区、涡阳县 药用为主，兼顾茶用

滁菊 滁菊（全菊） 滁州市南谯区、滁州市全椒县 茶用为主（经历了由药用到茶用的转变）

贡菊 中熟品系（传统的 “贡菊”） 安徽歙县、安徽休宁县 茶用为主，兼顾药用

晚熟品系 ［贡菊王（皇）］ 安徽歙县许村 茶用为主，兼顾药用

药菊（黄药菊） 安徽歙县 茶用为主，兼顾药用

脱毒贡菊（七月菊） 安徽休宁县、徽州区、黄山区、黟县 茶用为主，兼顾药用

怀菊 小怀菊、大怀菊 河南武陟县、温县、沁阳市、博爱县 药用为主

珍珠菊 河南温县 茶用为主

杭白菊 湖菊 浙江桐乡市、江苏射阳县 茶用为主，兼顾药用

小白菊（“小洋菊”） 江苏射阳县 茶用为主，兼顾药用

大白菊（“大洋菊”） 浙江桐乡市、江苏射阳县 茶用为主，兼顾药用

杭黄菊 大黄菊 江苏射阳县 药用为主

小黄菊 浙江桐乡市 药用为主

福白菊 白菊、金菊 湖北麻城市 茶用为主

祁菊 传统的白菊花、改良的黄菊花 河北安国市、博野县、定州市、蠡县、邢台巨鹿县 药用为主

济菊 济菊（嘉菊） 山东嘉祥县、山东禹城市 茶用为主（经历了由药用到茶用的转变）

川菊 川菊 四川中江县 药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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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平原、丘陵和山区，致使不同产地菊花有其

特定的加工方法。菊花的加工方法有多种，其中古代

主要以阴干为主，如魏晋时期的 《名医别录》［２６］、唐

代的 《千金翼方》［３２］、宋代的 《本草图经》［１７］等典籍

均记载：“正月采根，三月采叶，五月采茎，九月采

花，十一月采实，皆阴干”。清代 《本草纲目拾

遗》［２４］记载：“茶菊……，有黄、白二色。…… 徽人

茶铺多买焙干作点茶用”，后来发展的贡菊继承了这

种焙干法［９］。现代菊花的加工方法主要有晒干、热风

干燥、硫熏等，各个产地根据各自不同的地理环境，

经过长期实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地加工方法，为

菊花道地药材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８］。

４１亳菊

亳菊最早记载在 １７６０年的 《百草镜》［２４］，据

此，亳菊栽培至少有２４０年的历史。亳菊以药用为
主，是药用菊花中的佳品。如１９３０年出版的 《药物

出产辨》记载［３０］： “白者以产安徽亳州为最”。此

外，近代的 《中药大辞典》［３３］和 《中华本草》［３４］等

均称其在药菊或白菊中品质最佳。

４１１亳菊品种形成　小亳菊和大亳菊是亳菊的２个
主要品种［８］。被认为是正品亳菊的小亳菊（亳菊）在

药用菊花中被公认为品质最佳，而其目前处于保种

状态，只有一些企业为研究所用而有少量的种植［８］。

大亳菊（大马牙、臭花子）的品质逊色于小亳菊，是亳

菊中品质较次的品种。由于大亳菊具有花朵大、产量

高的优势，现已成为亳菊的主栽品种，近几年其种植

面积正在逐渐扩大［８］。其中，大亳菊为亳菊的早期栽

培品种，而小亳菊是清朝时期从我国河南引种而

来［８，１１］。此外，通过调查及收集标本发现，河南的小

怀菊与山东的济菊均来源于小亳菊栽培变种［３５］。

４１２亳菊产地变迁及加工方法沿革　亳菊产地主要
集中在亳州东南沿涡河两岸。１９５９年亳州的亳菊年产
量为４７５ｔ，１９６５年亳州的亳菊年产量达到１２６ｔ。王
德群等［６］于１９８１年对亳菊进行调查发现，十九里区
和观堂区是亳菊的主产区。而在１９９７年对亳菊进行
调查发现［６］，辛集乡和大寺镇的亳菊种植面积较大。

２０１４年亳州的亳菊种植面积约６６７ｈｍ２，其年产量
可达２０００ｔ左右，亳州市谯城区以及涡阳县沿涡河
流域１５个乡镇是其主产区［３６］。此外，山西省芮城

县、河北省巨鹿县、河南省栾川县以及广西省恭城

瑶族自治县等地也对亳菊进行了引种栽培［３６］。

亳菊的主产区纬度偏北，采收时节空气较干燥，

湿度较小，产地一般直接对亳菊进行阴干处理。阴

干法能较好地保存亳菊的挥发油类成分，作为药用

质量最佳［８］。此外，硫熏法是亳菊产区另一种采用

较多的加工方法，硫熏可快速排出花中的水分并杀

死细胞，利于干燥，同时又具有增白和杀虫作用［８］。

４２滁菊产地变迁及加工方法沿革

滁菊又称全菊，以药用闻名，是著名的道地药

材滁菊的唯一品种［８］。公元１８９５年 《滁州志》［３７］记

载：“……大柳镇产的菊花饮之，可以清热，名曰滁

菊，颇为药商所重”。赵祖文等［３８３９］通过考证认为

滁菊最早在明末时期发源于全椒县，在清末年间

于滁州市大柳镇成名。１９３２年 《张山雷医集》记

载［４０］：“（白滁菊）此菊为滁邑特产，……近世医家

甚重之”。近代 《中药志》［４１］也记载：“滁菊主产于

安徽滁县，……主销江苏、浙江及上海等各大城

市”。著名老中医叶桔泉先生在 《现代实用中药》［４２］

中称：“安徽滁州产者最清凉，……白菊中以此为最

良，……常以滁菊代替其他菊花，而其他菊花不能

代替滁菊”。此外，在形态学上滁菊与其他菊花品种

差异较大，与其他菊花品种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未见

记载，推测其可能是独立形成的品种［８］。

新中国成立前，滁菊的栽培主要集中在滁州市滁

县和定远县。建国初期，全椒县的复兴乡和西王镇有

大面积的滁菊种植，此后滁菊的主产区又向南转移至

马厂镇和三合乡［８］。现在滁州市南谯区是滁菊的核心

主产区，而全椒县已经没有大面积的滁菊种植。

滁菊年产量在 １９６５年为 ４６７ｔ，１９７４年为
１６０ｔ［６］。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受市场价格波动以
及产量不稳定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滁菊的种

植面积和产量急剧减少，到１９９７年滁菊年产量不足
１ｔ，为历史最低点［３６］。１９９８年以后，滁菊的资源保
护与发展问题逐渐得到政府的重视，推动了滁菊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现滁州的滁菊常年种植面积在

６６７ｈｍ２以上，滁菊成品的年产量在４００ｔ左右。王
龙等［４３］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对滁菊产地及市场进
行多次调研，发现滁菊的应用经历了由药用到茶用的

转变过程。滁菊在２０世纪以前主要供药用，１９９８年
扩大种植以后滁菊以茶用为主。目前，滁菊干花的市

场份额达到８０％［３６］，以滁菊为原料的保健产品的比

重也在逐年增加，而作为中药材的滁菊却很难买到。

滁菊的传统加工方法也是阴干，如 《增订伪药

条辨》记载［３１］： “白滁菊出安徽滁州者，……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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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摘花，故气味更足”。滁菊的主产区属于江淮

丘陵地带，采收期空气湿度偏大，因此当地也曾采

用硫熏法来加工滁菊［８９，３６］。但随着滁菊的产业化发

展，现在滁菊多采用热风干燥法进行加工，传统的

硫熏法已被淘汰。

４３贡菊

贡菊又称徽菊，是作为茶菊发展起来的，向来

以茶用为主，同时兼顾药用［３６］。

４３１贡菊品种形成　 “中熟品系”“晚熟品系”

“药菊”和 “脱毒贡菊”是贡菊的４种主要栽培品
种［８］。其中， “中熟品系”也称黄山贡菊或者徽州

贡菊，是传统的 “贡菊”，是贡菊的主栽品种［８］，

主产地主要分布于歙县及休宁县的部分乡镇［３６］。与

“中熟品系”相比，开花晚１５～２０ｄ的 “晚熟品系”

的品质最优，但是其产量较低，目前种植面积较少。

当前市场上的 “贡菊王（皇）”就是花序为黄白色的

“晚熟品系”贡菊烘干后的商品，其市场价格较高，

种植地主要集中在歙县许村［８］。 “药菊”的药味较

浓，也被称为 “黄药菊”，虽名为 “药菊”，仍然主

供茶用，很少药用，种植面积也较少。“脱毒贡菊”

也称 “组培贡菊”“七月菊”“两季贡菊”以及 “苦

贡菊”，有明显的苦味，产量高于传统的黄山贡菊，

是通过现代组织培养技术由中熟品系的黄山贡菊培

养而得。 “脱毒贡菊”品系多种植于大田，核心产

区分布于休宁县的乡镇地区。

４３２贡菊产地变迁及加工方法沿革　清光绪２２年
（公元１８９６年），徽商从浙江省德清县引进白菊花种
植在歙县形成贡菊［４４］。贡菊现主产于歙县，但整个

黄山市都有种植。民国初（１９１２年）贡菊的年产量约
５０ｔ，到１９３５年贡菊的年产量达到１５０ｔ，歙县北岸
镇金竹岭村等地为其主产地［６］。建国前，贡菊仅在

歙县的金竹岭村和高山村两地有种植，年产量约

１０ｔ［６］。建国后，贡菊的产区逐渐扩展到北岸、呈村
降、杞梓里、深渡、岔口、街口等地，到１９８５年贡
菊的种植面积已达２３３ｈｍ２，年产量超过２００ｔ。现在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绍兴市新昌县，云南省昆明

市、曲靖市沾益县盘江镇，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以及

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等地也有贡菊的引种栽培［３６］。

与我国其他药用及茶用菊花的产区相比，贡菊

的主产区位置最偏南，海拔较高，采收季节湿度较

大，干燥较为困难。借助山区木炭资源丰富的优势，

炭火烘干法被选择作为贡菊的主要加工方法［８］。近

年来，茶饮发展迅速，贡菊的市场需求量加大，为

了迎合产业化的需求，炭火烘干法也逐渐被热风干

燥法所替代［８］。

４４怀菊

古代本草多记载河南为药用菊花的道地产区，认

为怀菊是药用菊花的始祖［１１，２７，４５］。如 《本草图经》记

载［１７］：“菊花……以南阳菊潭者为佳”。《唐天宝单方

图》记载［６］：“菊花，原生南阳山谷及田野中”。

４４１怀菊品种形成　目前怀菊主要的栽培品种有
３个：“小怀菊”“大怀菊”和 “珍珠菊”［８，３６］。其中

“小怀菊”被认为质量最好，种植较多，其形态与小

亳菊相似［８，１１］。“大怀菊”不同于其他品种，是１个
独立的品种［１１］。小怀菊和大怀菊以药用为主［３６，４６］。

珍珠菊是由野生的菊花培育出的怀菊新品种，以茶用

为主，目前已成为温县当地的主栽品种之一［８，３６，４６］。

４４２怀菊产地变迁及加工方法沿革　怀菊主产于
河南省焦作市（古称怀庆府），种植历史悠久，从明

代成为道地产地并延续至今［２７］。其中以武陟县（北

郭、大封等乡镇）、温县（武德、赵堡等乡镇）、沁

阳市、博爱县种植较多［８］。清光绪２６年武陟县的怀
菊年产量约１２５ｔ，１９５１年年产量约２０ｔ，１９８２年怀
菊年产量约１６０ｔ［６］。现常年种植面积都在６６７ｈｍ２左
右［３６］。此外，怀菊在安徽省亳州市，河北省安国县、

邢台市巨鹿县，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山西省运城市

芮城县、临汾市襄汾县等地均有引种栽培［３６］。

怀菊的传统加工方法主要为阴干，此外还采用

过阴、晒相结合的方法，如 《河南中药手册》［４７］记

载：“将花带把摘下，倒挂绳上晾微干，然后摘去

把，放帘上晒干……”。受 “蔬菜脱水保存”思路

的启发，目前怀菊主要采用低温烘干法［８］，即采用

４０～５０℃的低温将怀菊烘干，本质上也属于热风干
燥的一种。

４５杭菊

杭菊最开始是作为茶用菊花来种植的，为我国

药茶两用菊花。杭菊始载于公元 １５７３—１６２１年的
《万历嘉善县志》，距今约有４００年栽培历史［６，４８］。

４５１杭菊品种形成　杭菊可分为杭白菊和杭黄菊。
其中杭白菊已成为浙江省桐乡市的地理标志产品，

其种植面积最大，现以茶用为主，兼顾药用［１０］。杭

白菊又可分为 “湖菊”（又称 “软杆”）、“小白菊”

（又称 “小洋菊”、“硬杆”）和 “大白菊”（又称

“大洋菊”、“洋菊花”）３个品种。其中，湖菊的品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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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最佳，大白菊的质量最次，一般与湖菊、小白菊

混栽，混入湖菊中出售［３５］。而杭黄菊主要有大黄菊

和小黄菊两个品种，主供药用，其产量相对较

小［１０，３６］。杭黄菊和杭白菊的功效各有所长，如杭黄

菊偏于疏散风热，而杭白菊善于清肝明目［１０］。

４５２杭菊产地变迁　浙江省桐乡市是杭菊的传统
道地产区，主产杭白菊。杭白菊在浙江省桐乡市常

年种植面积可达３３３３～４０００ｈｍ２［３６］，２０１４年桐乡市
杭白菊年产量在６０００ｔ以上［１０，３６］。主产区主要有石

门、凤鸣、同福、梧桐和龙翔等 ５个乡镇或街道，
其中以桐乡市的石门镇和凤鸣街道种植最多。此外，

浙江省桐乡市杭菊的种植品种也发生了一定变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湖菊和小白菊为主流品种，大白菊
和小黄菊仅极少量保种种植［４８］。现今，湖菊已成为

桐乡市的主流栽培品种［４８］，大白菊在田间偶有种

植，小白菊和小黄菊几乎不再种植。其中小黄菊因

只作药用，不作茶饮，又称 “药菊花”。值得注意

的是，小黄菊原本是杭黄菊中的主要栽培品种，主

产于浙江省桐乡市，因其产量、价格均低于杭白菊，

且销路不畅，现已无种植［１０１１］。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江苏省射阳县从浙江省桐
乡市引进杭菊，至今已有４０多年的栽培历史，目前
江苏省射阳县已成为杭菊的另一个主产区［４８］。射阳

县洋马镇是当地杭菊的主产区，其种植的杭菊品种

主要为小白菊，其次为大黄菊，而湖菊和大白菊均

为零星种植［４８］。此外，杭黄菊中仅大黄菊规模化栽

培于洋马镇，２０１４年种植面积约１００ｈｍ２，仅占杭
菊总种植量的２５％，产量约１００多吨［１０］。

除上述两大主产区外，杭白菊在山西、安徽、

河南、江西、山东、重庆、云南、广西、河北等境

内约３０个县（市）也有引种栽培［１０］。

４５３杭菊加工方法沿革　杭菊的浙江桐乡产区地
处杭嘉湖平原，纬度偏南，经度偏东，采收时节湿

度偏大而阳光充足，其传统加工方法为先蒸后

晒［８９］。在杭菊的产地，早期除蒸晒法外，还曾采用

鲜花直接晾晒法。如曹炳章云［３１］： “黄菊产杭州海

宁等处，……有蒸晒两种，蒸菊，将鲜菊入蒸笼内

先蒸瘪再晒、烘焙至燥……。晒菊，以鲜花烈日晒

干……”。蒸晒法又先后被改进为烘房干燥法和现在

比较常用的热风干燥法［８］。目前杭菊加工成的商品

主要有胎菊和朵花两种。

４６福白菊品种形成及产地变迁

湖北省麻城市福田河镇于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

从浙江省桐乡市引种杭菊（大白菊），引种成功后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大规模种植。当地所生产的菊花
以麻城市福田河镇为核心产区，因此也称为 “麻城

福白菊”“福田河白菊花”，简称 “福白菊”。当地

也曾引种杭菊的其他品种，由于环境气候不适宜，

大多被淘汰，仅大白菊生长良好，产量固定。福白

菊的栽培品种主要有白菊和金菊两大系列［４９］，也可

划分为 “本地早花”和 “本地晚花”两大品种［５０］，

统称为 “福白菊”，以茶用为主。湖北省麻城市现

已成为全国主要的菊花生产基地之一，其福白菊常

年种植面积约３３３３ｈｍ２，年产量约５０００ｔ［１０］。目前
福白菊的主产区位于福田河镇，以及周边的乘马岗

镇、黄土岗镇、三河口镇、顺河镇等乡镇。

４７祁菊品种形成及产地变迁

祁菊为祁州八大道地药材之一，主供药用。研

究表明，祁菊与亳菊、怀菊和济菊有一定的亲缘关

系［８］。目前种植的祁菊有传统的白菊花和改良的黄

菊花２个品种，其中黄菊花的售价略低，其花期比
白菊花早１０ｄ左右［８，３６］。目前河北省安国市以及蠡

县、定州市、保定市等周边县市为祁菊的主产区，

其中安国市祁菊的常年种植面积在６６７ｈｍ２左右［３６］。

４８济菊品种形成、产地变迁及加工方法沿革

济菊又称 “嘉菊”，因其早期由济宁通过运河运

往外地而得名，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为其主产

区［８，３６］。山东省禹城市等处亦有零星栽培，均是从嘉

祥县引种而来［６］。济菊与亳菊的形态特征相同，是清

朝时从亳州引种，经过长期栽培而形成的道地药

材［６，８，１１］。济菊以前主要供药用，现在主要供茶用［８，３６］。

济菊在１９４０年价格较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济
菊的快速发展，然而１９６１年济菊的价格大幅度下降
致使其接下来几年几乎绝迹［６］。到１９６５年济菊才逐
渐得以发展，年产量约为２３ｔ［６］。济菊在１９９３年又
生产过剩，直至１９９７年济菊仍仅在纸坊镇后于庄等
地有少量种植，处于保种状态［６］。近年来，嘉祥县

将济菊作为地方种质资源进行保护和发展，目前当

地已建有约１００ｈｍ２的济菊种植基地，产区主要集中
在纸坊镇后马市村［６］。

此外，济菊和祁菊的传统加工方法都是阴干。

现在多采用直接采摘花序，接着用微波杀青后烘干

的方法来进行加工。

４９川菊品种形成及产地变迁

川菊的主产区位于四川省中江县，主供药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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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１１３６］。川菊在１９９７年左右处于失种状态［１１］，到

２０００年以后才开始恢复种植，以保种为主，仅少部
分采收加工成川菊商品。２００８年整个中江县川菊的
年产量不足 ３ｔ［３６］。２０１４年中江全县种植川菊约
２００ｈｍ２，产川菊干花约２０ｔ，以集凤镇、石泉乡和
合兴乡的川菊种植面积较大［３６］。

５　我国菊花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笔者对我国农业农村部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平

台公布的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近１０年（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
统计数据尚未公布）的菊花统计数据进行了研究分

析［５１］（见图 １）。２００７年全国菊花种植面积为
４７２１９０ｈｍ２，全国菊花销售总额为６３４０４１０万元；
而 ２０１６年全国菊花种植面积和销售额分别达到
７２２８７４ｈｍ２、１５１７５５７９万元。十年间我国菊花种
植面积和销售额分别增长了 ５３％和 １３９％。此外，
全国菊花种植面积和销售额均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连续
５年逐年上升，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缓慢下降逐渐稳
定的过程。

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中国菊花种植面积和效益增长曲线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的政策驱动力加强，我国菊花产业开始出现多元化

发展，除了传统的药用和茶用菊花外，食用和观赏

性菊花近年来也迎来了繁荣的春天。近年来菊花新

品种的选育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培育了多种食用

菊新品种［５２］。此外，近年来具有各地特色的菊花旅

游节也带动了观赏性菊花产业的发展。根据中国农

业信息网报道［５３］，在当前全国各地农业文化旅游产

业火热发展的大趋势下，金丝黄菊、婺源皇菊等新

兴菊花产业已经在多个地方发展成为脱贫致富产业。

综上表明，改革开放４０年以来，特别是近１０年
以来，中国菊花产业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并逐渐

趋于稳定和成熟，且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单一的菊花

种植业向菊花深加工业和菊花服务业延伸，菊花品

质选育—规范化生产—初加工—商品规格—品质标

准—深加工产业链逐渐提档升级，菊花产业呈现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化发展格局，为产地区

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６　结语

我国药用与茶用菊花的资源分布广泛，南起安

徽省歙县，北至河北省安国市，西起四川省中江县，

东至浙江省桐乡市［１２］。对我国药用与茶用菊花进行

本草考证发现，我国药用菊花可能起源于河南省的

怀菊。原产于河南省焦作市的怀菊逐渐南移至安徽

省亳州市，形成亳菊；亳菊又被引入山东省嘉祥县

形成济菊。祁菊的产地在河北省安国市，其与亳菊、

怀菊和济菊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川菊原产于四川省

中江县。而滁菊从形态上看，与南北的菊花品种都

有较大的差异，可能为独立品种。此外，我国茶用

菊花可能发源于浙江省，原产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

区等地的白茶菊逐渐北移至浙江省桐乡市，形成现

在的桐乡杭白菊。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浙江省桐乡
市杭白菊又分别被引进江苏省射阳县、湖北省麻城市

福田河一带，分别形成射阳杭白菊和麻城福白菊。原

产于浙江省德清县的德菊被徽商引入安徽省歙县形成

贡菊，而德菊却逐渐停种。浙江省海宁县原为杭黄菊

的主产区，现在已很少种植，难以形成商品，而江苏

省射阳县在其引种后形成了一定的种植规模［５４］。

我国药用与茶用菊花南北跨纬度８６°，东西越
经度１５９°，不同产地菊花加工季节的温度、湿度、
光照等生长环境差异较大，因此不同品种菊花的产

地加工方法有一定的差别。各个产地根据各自不同

的地理环境，经过长期实践，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加

工方法，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菊花道地药材。

目前，亳菊、滁菊、贡菊、怀菊、杭菊、福白

菊、祁菊、济菊、川菊等九大菊花商品都有不同规

模的种植生产，其中亳菊、滁菊、贡菊、怀菊、杭

菊等５种菊花被收录于２０１５版 《中国药典》。以茶

用为主的杭白菊、贡菊和福白菊的发展较快，种植

面积和生产量最大［４，３６］；而以药用为主的滁菊、亳

菊、怀菊、济菊、祁菊、川菊和杭黄菊的种植面积

正在逐渐减少［４］。为了更好地发展菊花产业，滁菊

和济菊都经历了由药用到茶用的转变，现在都以茶

用为主。曾经失种的川菊，现在以保种为主，也已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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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恢复种植［３６］。综上所述，我国药用与茶用菊花资

源丰富，其药食两用价值具有极为广阔的开发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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