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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识产评用”联动的道地药材
品质提升思考与实践

△

彭代银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道地中药材品质提升协同创新中心，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１２

［摘要］　道地药材品质提升是实现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和适应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前提，是推进中药现代化发展
的迫切需求。本文就中药材道地性的内涵、中药材品质提升面临问题、“识产评用”联动的道地药材品质提升体
系构建提出了思考，并阐述了在该体系下的皖产道地药材品质提升实践与成效，以期为全国中药材品质提升研究提

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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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药材（ｄａｏｄｉｈｅｒｂｓ）是指经过中医临床长期
优选出来的，在特定地域通过特定生产过程所产的，

较其他地区所产的同种药材品质佳、疗效好，具有较

高知名度的药材［１２］。目前中国的中药材多达１万余
种，中医临床所习用的常用中药只有４００～５００味，
而道地药材不足２００味。如果说常用中药材是中药
资源的精华，那么道地药材则是常用中药材的精华。

《神农本草经》收载的药物名称中，一些药材名就

冠以地名以突出产地，如阿胶、巴豆、秦艽、吴茱

萸等，可以说是道地药材的雏形。 《本草经集注》

对４０多种常用药材明确以何处所产为 “第一”“最

胜”“为佳”“为良”等记述，是现今确定道地药材

的最早依据之一。唐代 “道”作为一级行政区划，

孙思邈 《千金要方》设 “药出州土”，按 “道”列

出了各地所产的药材。道地药材的 “以地冠名”，

经过宋代发展，已经成为道地药材特色的命名文化，

如宣州黄连、宣州木瓜、华州细辛等。安徽籍本草

学家陈嘉谟在 《本草蒙筌》中提出： “一方风土养

万民，是亦一方地土出方药也……每擅名因地，故

以地冠名。地胜药灵，视斯益信。”经过几千年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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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道地药材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医药文化元素

之一［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二十三条

规定 “国家建立道地中药材评价体系”。说明道地

药材发展及其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已经成为国家

战略。

中药资源是中药产业的源头，作为中药资源珍

贵优质资源的道地药材，近年来其研究受到前所未

有的重视［４７］，相继对道地药材的分子机制及其遗传

基础［８］提出了道地药材形成的逆境效应理论［９］，从

道地药材发展的动力学因素考虑提出 “边缘效应”，

从道地药材的生物学本质提出 “特化基因型”，从

道地药材的药物属性提出 “独特的化学特征”［１０］。

随着健康产业的发展以及道地药材的市场需求，

道地药材的品质提升已成为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和

适应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安徽中医药大学

立足丰富的中药资源，积极发展皖产道地药材，建

立了安徽道地中药材品质提升协同创新中心，对道

地药材品质提升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开展了积极的

探索，提出 “识产评用”联动的品质提升模式，
在皖产道地药材品质提升研究及相关实践中取得了

初步成效。

１　中药材道地性的内涵

道地药材，归根结底属于药品，临床疗效是其

品质评价的核心依据。道地药材的品质提升，与农

产品的根本区别是品质优先，而不是丰产高产。因

此，要实现道地药材的品质提升，首要前提是明确

道地性内涵。

１１物种遗传基因是道地性形成的内在因素

道地药材的形成，首先取决于种质。谢宗万先

生提出 “优良品种遗传基因是形成道地药材的内在

因素论”。在南北朝以前，道地药材形成的主要原因

是异种异质，而唐宋时期以后，道地药材的生物内

涵是同种异地［１１１２］。黄璐琦院士进而提出 “道地药

材”的 “道”是生物学上的 “居群”，它的形成是

由基因型和环境饰变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数量、

空间、遗传和药效等特征［１３］。

１２自然生态环境是道地性形成的外在条件

道地药材的质量与其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神农

本草经》提出 “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

特定的大气、水文、土壤等环境条件造就了不同的

道地特性。如地黄， 《名医别录》记载 “生咸阳川

泽黄土地者佳。” 《本草蒙筌》记载 “江浙壤地种

者，受南方阳气，质虽光润而力为微；怀庆山产者，

禀北方纯阴，皮有疙瘩而力大。”古代医药学家，为

凸显道地药材，在药材名前常加上产地名称。 “地

名＋药材名”构成了道地药材名称，如石斛以安徽
霍山产者质量优良，称 “霍山石斛”；木瓜以安徽

宣城者为佳，习称 “宣木瓜”。“以地冠名”将道地

药材与道地产区紧密结合在一起，凸显了特定的自

然环境对道地药材的作用，也促进了道地药材的种

质得以传承。

１３生产技术与人文环境是道地性形成的可靠保障

生产力水平和历史人文习惯决定着选种、育苗、

种植、采收、加工、炮制的特点。道地药材非常重

视采集时间。如著名方剂二至丸，方名就是来自

“冬至采女贞，夏至采旱莲草”之意。 《本草图经》

记载艾：“三月三，五月五采叶，暴干，经陈久方可

用”。 《本草纲目》记载 “艾叶采以端午，治病灸

疾，功非小补。”道地药材的加工方法与其品质息息

相关［１４］。

１４中医药临床实践结晶更是道地性形成的理论基础

道地药材的临床疗效是道地药材倍受推崇的重

要特征。历代大量的医书医案无不渗透着对道地药

材的精辟论述与推崇赞誉。数千年的临床实践，赋

予并检验道地药材药性功效，如 《本草图经》载上

党人参补气临床试验 “相传欲试上党人参者，当使

二人同走，一与人参含之，一不与，度走三、五里

许，其不含人参者必大喘，含者气息自如者，其人

参乃真也。”

２　道地药材品质提升面临的关键问题

道地药材的品质提升是系统工程，所涉及的范

围广，遇到的问题多。其中关键问题主要包括３个
方面。

２１如何评价道地药材品质

构建符合中医药特点的道地药材品质评价体系

是道地药材品质提升的前提。当前关于道地药材的

品质评价，依然没有摆脱指标性化合物含量为重要

指标的思路，难以反应中医药整体观、辨证观。

２２如何传承道地药材品质

在生产过程中，道地药材的品质得到有效传递

或传承，是道地药材提升的保障。道地药材的生产，

·０６５·



２０１９年５月　第２１卷　第５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Ｍａｙ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５

涉及到种质、种子种苗、栽培技术、采收加工、贮

藏运输等诸多环节。每一个环节的疏忽都可能影响

道地药材的品质。

２３如何利用道地药材品质

道地药材是稀有资源，高品质的道地药材尤其

应该倍加珍惜。如何高效、综合利用高品质道地药

材，体现 “好钢用在刀刃上”，是当前中药资源领

域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３　道地药材品质提升体系的构建

道地药材品质提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笔

者认为构建 “识产评用”联动体系可以实现道地
药材品质提升这个系统工程。

３１“识”———道地药材品质提升的前提

道地药材品质提升的前提是用历史的、辨证的

眼光正确认识道地药材的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道

地药材的自然要素包括优良种质、道地产区、生态

环境、栽培技术、药用部分等；人文要素包括采集、

产地加工、经验鉴别与质量评价［１５］。道地药材在几

千年的发展与传承过程中，其形成要素有沿革也有

变迁。因此，通过本草考证与实地调查，深入挖掘

道地药材在千百年发展过程中各要素的沿革与变

迁，才能深入认识道地药材的形成、生长、评价与

应用。

３２“产”———道地药材品质提升的核心

生产出高品质的道地药材是道地药材产业的核

心。道地药材的生产，因品种、地域呈现丰富多彩

的个性化特征。道地药材的生产要紧密联系实际，

根据生物学特性、区域生态环境特点，开展因地制

宜、因药制宜的生产技术探索，以期实现生态化、

全过程、规范化地提升药材品质［１６］。需要根据不同

区域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等自然环境的特点开展道

地药材区划研究，合理布局道地药材种植基地；需

要根据不同品种的生物学特性制订相应的生产方式

和生产规程；需要根据不同的立地条件，加强中药

生态种植研究，探索适宜的生态种植方法；需要根

据当地的生产技术水平，制订规范化生产的操作技

术规程，努力实现道地药材生产的规范化。

３３“评”———道地药材品质提升的标尺

道地药材品质评价是其品质提升的衡量依据。

“有诸内必形诸外”，中医药学家强调质量的宏观与

微观的辨证统一。古代医药学家逐步建立了主要通

过眼看、手摸、鼻闻、口尝、水试、火试等基于感

官评价来判别药材 “真伪优劣”的方法，逐渐形成

了行之有效的、独特的道地药材传统鉴别经验———

“辨状论质”。 “辨状论质”是中药传统质量评价的

精髓，可以与中医临床的 “辨证论治”相媲美［１７］。

辨状论质不仅是当前划分药材商品规格等级的基本

依据，也是药材市场上 “看货评级，分档议价”的

依据［１８］。道地药材的 “辨状论质”是历代中医药学

家对药材外在性状与内在质量的统一性的高度总结。

随着时代的发展，道地药材的 “辨状论质”观需要

与时俱进，服务于市场的优质优价，引导和促进道

地药材的健康发展［１９］。道地药材 “辨状论质”观的

精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观、辨证观。当前的科

学技术发展，可以积极吸纳整合多学科、多方法的

道地药材品质评价体系，如色谱、光谱、质谱、基

因组学、蛋白组学、转录组学及代谢组学，以有效、

准确、便捷、实用为目标，建立便于推广应用、符

合中医药特点的道地药材质量评价体系。

３４“用”———道地药材品质提升的方向

用药的核心是顺应大健康时代背景，在药性功

效指导下对道地性３个维度的精准利用，分别为药
性功效指导下的临床应用、药性功效指导下的综合

利用、传承创新结合的开发利用；从而为大众防病

治病服务，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４　皖产道地药材品质提升研究的实践

安徽南北狭长，地跨 ３个气候带，山水相间，
地形地貌多样。北有黄河故道，淮河与长江横贯，

优越的生态环境为药用动植物生长繁衍创造了优厚

的条件。安徽中药资源丰富，总种数居于华东六省

一市之首。安徽的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北华佗，

南新安”，历代名医辈出，道地及常用药材荟萃。

２０１４年，安徽中医药大学牵头成立安徽道地中药材
品质提升协同创新中心，围绕道地药材品质提升，

逐步构建了 “识产评用”联动体系，对皖产道地
药材的品质提升开展了有益的探索，初步取得了一

定成效。

４１正本清源为目的的识药探索

通过本草考证为皖产道地中药材正本清源，有

效保护种质资源。霍山石斛为著名的道地药材，倍

受 《本草纲目拾遗》推崇。但是由于名贵，近代以

·１６５·



２０１９年５月　第２１卷　第５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Ｍａｙ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５

来资源处于濒危，市场上有名无实，以致错误地认

为霍山石斛即是已认识的铁皮石斛或铜皮石斛，引

起了长期的名实混乱。安徽中医药大学学者通过本

草考证与实地调查，得出重要结论，即霍山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ｈｕｏ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是道地药材霍山石斛的唯一
正品来源，不是也不包括铁皮石斛、铜皮石斛及当

时引种栽培于霍山的其他石斛属植物［２０］。安徽著名

的道地药材 “凤丹皮”，长期以来认为基原植物是

牡丹Ｐａｅｏｎｉａ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通过对药用牡丹基原考证，
宋代医家已经充分意识到栽培观赏牡丹与野生牡丹

的药效差异，明确认为药用牡丹应选用野生的单瓣

花类群，而栽培的观赏牡丹不宜入药。药用牡丹皮

以安徽铜陵凤凰山所产为道地，道地药材 “凤丹

皮”的种质应为凤丹 Ｐａｅｏｎｉａｏｓｔｉａ［２１］。对宣木瓜开
展本草考证与实地调查，表明宣木瓜３个农家品种
中 “罗汉脐”为传统道地宣木瓜的种质，而不是产

量更高的 “苹果型”［２２］。还对祁术［２３２４］、亳白

芍［２５２７］、宣黄连［２８］、白头翁［２９］、桔梗［３０］、生姜［３１］

等皖产药材开展了系列考证［３２］，系统阐述了道地药

材 “皖药”的形成、界定［３３］及其人文因素［３４］。

４２整体观为导向的评药探索

运用本草学方法系统构建了皖产道地药材的 “辨

状论质”观。如道地药材宁前胡，品质评价要素包括

基原、产地、采收、“雄雌”等。前胡的 “辨状论

质”包括了 “蚯蚓头”“皮色黑”“金镶白玉嵌”“质

软糯”“气香浓”等特征，并只采收立冬时未抽薹开

花的 “雌前胡”［３５］。历代本草认为对石斛的质量与种

质、产地、加工及性状密切相关，霍山石斛、铁皮石

斛及金钗石斛的临床应用侧重有所不同［３６］。

在本草考证的基础上，运用 ＤＮＡ分子鉴别技
术、性状、显微、化学等多种方法开展了霍山石斛、

延胡索、木瓜、凤丹皮等道地药材与近缘种的鉴

别［３７４１］。根据果实种子类药材微性状特征，周建理

教授创立细小果实种子类药材的 “微性状”鉴别

法，拓展了性状鉴定的空间，建立了简单、快捷、

经济的鉴别技术。建立了基于 “草本植物论”的多

年生直根类药材生长年限判别技术，实现了丹参、

白芍、人参等双子叶植物多年生直根类药材的年限

鉴别［４２４５］。

构建了 “器官性状组织结构化学成分”多层
次的质量评价体系。应用发育解剖学构建了药材器

官性状与组织结构发育的关系，应用组织化学技术构

建了组织结构与化学成分的关系，应用激光显微切割

与质谱联用技术构建了组织结构中次生代谢产物分布

的关系，系统构建器官、组织和化学成分之间的关

联，揭示了道地药材 “辨状论质”的科学内涵，建立

了多学科、多层面的道地药材质量评价体系［４６５２］。

４３个性化为特色的产药探索

针对濒危药材构建良种繁育体系。如霍山石斛，

建设成核心种质保存圃，建立了原原种原种良种繁
育基地和种苗标准化生产体系，成功地选育２个新
品种；建立了宣木瓜、亳白芍等种子种苗繁育基地。

结合当地生态环境特点和药用植物生物学习性，

构建不同栽培模式，如山核桃宁前胡、木瓜太子参
等林药套种模式，山核桃和前胡均在宁国有大面积

种植，木瓜和太子参在宣州区有大面积的种植，林

药套种模式填补了木本植物幼苗至挂果成熟间土地

经济效益的空白，又利用了生物多样性减少病虫害

发生；在大别山，针对茯苓栽培于地下，发展芝麻
茯苓、玉米茯苓等农药种植模式；在淮北平原，发
展玉米半夏等农药种植模式，有效利用了半夏生长
在田间地头的特性，又利用玉米遮阴作用，有效防

止半夏倒苗。

面向产地加工共性技术问题，建立了鲜药加工

生产体系。以亳白芍为例，针对白芍药材传统加工

过程中硫磺反复熏蒸、芍药苷含量显著下降的问题，

以趁鲜切制与低温烘干关键技术，构建亳白芍煮熟

后直接切制和鲜白芍直接切制饮片的产地加工与炮

制一体化生产体系，并为根及根茎类药材产地加工

与炮制一体化提供了借鉴。

４４药性功效指导的传承利用

通过挖掘道地药材核心功效，明确核心功效机

制，综合利用十大皖药。如开发利用断血流收敛止

血功效，使其成为安徽载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第一个地方药材；利用黄精补气养阴、健脾、

润肺益肾功效，挖掘遵古炮制九蒸九晒传统工艺，

开发黄精系列产品；利用桔梗宣肺、利咽、祛痰功

效，开发利咽含片。

５　结语

中药资源是国家的战略资源，道地药材是战略

资源中的优质资源，将优质资源保护好、发展好、

利用好是当代中药人的责任担当。 “识产评用”
联动体系的建立是提升中药材品质的有效途径，是

·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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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几代中药研究工作者怀着 “振兴?药”之梦、

对中药材品质提升的思考和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

值得不断深入研究和不断完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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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代银，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安徽中医药大学校长，安徽道地中药材

品质提升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中药复方

安徽省重点实验室主任，现代中药安徽

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第四次全国

中药资源普查项目安徽省负责人，安徽

省中医药领军人才，“１１５”现代中药研
发产业创新团队带头人，安徽省学术与

技术带头人，安徽省中药学一流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药用植物学重点学科带头人。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

中药教育研究会理事长，教育部高等学校中药学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荣获

安徽省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研究方向与重点领域：结合中医药理论特色和安徽地方

资源特点，开展安徽道地药材品质提升、药效评价和开发利

用研究。同时，积极探索地方中医药院校中药学类人才培养

体系构建，推进中医药思维和实践能力培养。

科研教学成果：先后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等省级以上课题３０余项，主编 《安徽药用植物资

源丛书》等专著、教材 ７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６０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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