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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肉苁蓉与管花肉苁蓉皆收录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版），两者功效相似，但价格却相差悬
殊。本研究对历代本草典籍和现代文献中肉苁蓉与管花肉苁蓉的来源进行考证，并对两种肉苁蓉的化学成分及生物

活性进行比较，搜集两者在药品、保健品中的应用及进出口方面的相关信息，分析总结两种肉苁蓉的商业价值，为

肉苁蓉和管花肉苁蓉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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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苁蓉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版）中 “肉苁蓉为列

当科植物肉苁蓉 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ｄｅｓｅｒｔｉｃｏｌａＹＣＭａ或管花
肉苁蓉 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ｔｕｂｕｌｏｓａ（Ｓｃｈｅｎｋ）Ｗｉｇｈｔ的干燥带鳞
叶的肉质茎，功能与主治为补肾阳，益精血，润肠

通便，用于肾阳不足，精血亏虚，阳痿不孕，腰膝

酸软，筋骨无力，肠燥便秘”［１］。肉苁蓉是我国传统

的名贵中药材，素有 “沙漠人参”之美誉［２］。近年

来，肉苁蓉的野生资源日益匮乏，被列为国家三级

重点保护野生中药材，其产量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据调查，２０１１年野生肉苁蓉的年产量在１５０ｔ左右，

而野生管花肉苁蓉年产量在５００ｔ左右［３］。肉苁蓉和

管花肉苁蓉的大面积人工种植极大地缓解了资源的供

求矛盾。然而，两种肉苁蓉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很

大，管花肉苁蓉的价格只有肉苁蓉的１／６～１／４。这种
差价是否与药用价值的差异相一致，有必要进一步

探讨。本研究通过本草考证和文献统计，对历代本

草典籍中肉苁蓉的来源、性状及应用情况进行考证，

并对两种肉苁蓉的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进行比较，

搜集肉苁蓉与管花肉苁蓉在药品、保健品中的应用

及进出口方面的相关信息，对两种肉苁蓉的商业价

值进行总结分析，为肉苁蓉和管花肉苁蓉的开发利

·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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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供参考。

１　肉苁蓉与管花肉苁蓉来源及应用的本草考证

肉苁蓉寄生于梭梭的根部，又叫软大芸，呈

扁圆柱形，密被鳞片质柔软肉性，断面棕黑色，

维管束成波状排列。管花肉苁蓉寄生于柽柳属的

红柳等植物的根部，又叫硬大芸，呈纺锤形、扁

卵形或类扁柱形不一，体披鳞片先端多脱落，质

硬体重，难折断，断面颗粒状，维管束点状散

在。本草文献中对肉苁蓉产地和质优者的描述如

表１所示。
唐代以前，肉苁蓉的来源主要为列当科植物肉

苁蓉的近源种，如草苁蓉、列当、盐生肉苁蓉等植

物，且为形扁广，柔润，多花而味甘为上。北宋典

籍中描述肉苁蓉 “西羌界（指今甘肃西部、青海东

部地区）中来者肉厚而力紧”及生境 “大木间多生

此”，此处 “大木”即为其寄主，故此品指荒漠肉

苁蓉，因为只有荒漠肉苁蓉的寄主梭梭是沙漠中的

较高大乔木。而我国管花肉苁蓉的自然分布仅限于

新疆天山以南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各县，与古代肉

苁蓉原植物记载的产地有明显出入，且历代本草典

籍中对肉苁蓉药材形状的描述也与管花肉苁蓉差别

较大，因此推测古时肉苁蓉药材原植物来源不包括

管花肉苁蓉［１８１９］。

管花肉苁蓉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才开始地方性入
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由于肉苁蓉商品紧缺［２１］，管花

肉苁蓉被大量当做肉苁蓉使用，逐渐成为肉苁蓉的

替代品，因此对管花肉苁蓉的研究逐渐增加，主要

集中在成分、药理、栽培等方面。从对管花肉苁蓉

的文献统计数据来看，知网上关于栽培方面的论文

数量明显多于其他几类，见表２。也正是因为栽培
方面研究的完善，管花肉苁蓉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

相关产品研发的越来越多。２００５年管花肉苁蓉被收
录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品标准》（１９８７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０版）新增列当科管花
肉苁蓉作 “肉苁蓉”入药。

表１　历代本草典籍中肉苁蓉的记载

时期 成书时间 典籍 对肉苁蓉的描写及产地 对优质肉苁蓉的描述

汉代 公元２２０年 《神农本草经》 肉苁蓉……生山谷［４］。 —

魏晋南北朝 公元２２０—４５０年 《名医别录》 肉苁蓉……生河西及代郡雁门［５］。 —

公元５０２—５５７年 《本草经集注》 今第一出陇西，形扁广，柔润，多花而味甘。次出北国

者，形短而少花。巴东、建平间亦有，而不如也［６］。

今第一出陇西，形扁广，

柔润，多花而味甘。

公元４２０—５８９年 《吴普本草》 肉苁蓉，一名肉松蓉……生河西山阴地，长三四寸，丛

生。或代郡雁门［７］。

—

唐代 公元６５９年 《新修本草》 此注论草从蓉，陶未见肉者。今人所用亦草从蓉去花，

用代肉尔［８］。

—

五代十国 公元９３５—９６０年 《蜀本草》 出肃州福禄县沙中……皮如松子鳞甲，根长尺余［９］。 —

宋代 公元１１１６年 《本草衍义》 图经以谓皮如松子有鳞，子字当为壳［１０］。 —

公元９６０—１２７９年 《本草图经》 肉苁蓉，生河西山谷及代郡雁门，今陕西州郡多有之，

然不及西羌界中来者肉厚而力紧……皮如松子，有鳞

甲……西人多用作食品……［１１］

然不及西羌界中来者肉

厚而力紧。

《证类本草》 出肃州禄福县沙中，三月、四月掘根，切取中央好者三

四寸，绳穿阴干［１２］。

八月始好，皮如松子鳞

甲，根长尺余。

明代 公元１５７８年 《本草纲目》 盖苁蓉罕得，人多以金莲根用盐盆制而为之，又以草苁

蓉充之，用者宜审［１３］。

—

公元１３６８—１６４４年 《本草蒙筌》 肉苁蓉……陕西州郡俱有，马沥落地所生［１４］。 —

公元１５０５年 《本草品汇精要》 肉松蓉……形似松塔而长软［１５］。 根肥润者为好。

清代 公元１７５７年 《本草从新》 长大如臂，重至斤许，有松子鳞甲者良［１６］。 有松子鳞甲者良。

公元１６４４—１９１１年 《本草便读》 其状柔软如肉，形有鳞甲如松枝。一云马精遗地而生

者，亦未知然否［１７］。

—

　　注：—表示书中无对优质肉苁蓉的描述。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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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管花肉苁蓉现代研究文献统计
篇

时期 成分 药理 栽培 其他 合计

２０００年前 ４ ４ ２ ２ １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７ ３ １５ ６ ３１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１１ ３ １７ ２５ ５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 ３０ １２ ３７ ４８ １２７
　　注：表格数据在知网以 “管花肉苁蓉”为主题搜索，按时间和

内容分类。

２　肉苁蓉与管花肉苁蓉的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研究

现代研究表明，肉苁蓉中含有苯乙醇苷类、环

烯醚萜苷类、木脂素类、多糖、生物碱等多种生物

活性物质，除传统补肾壮阳、润肠通便的作用外，

还具有抗疲劳、抗衰老、增强机体免疫力及防治脑

缺血、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等作用。

２１化学成分研究

２１１松果菊苷　松果菊苷是肉苁蓉主要活性成分
之一，具有神经保护、骨保护、抗损伤、肝保护等

作用。松果菊苷能逆转保护鱼藤酮、中动脉闭塞、

６羟多巴胺诱导的多巴胺能神经元损伤；也能自由
穿过血脑屏障，有可能用于治疗帕金森病、阿尔茨

海默病等神经变性疾病及预防和治疗大脑的缺血性

疾病［２０］。有研究［２１２２］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新疆

不同地区种植管花肉苁蓉中松果菊苷的质量分数在

２１３％～２５３％，钱浩等［２３］用 ＲＰＨＰＬＣ测定不同季
节采收肉苁蓉中松果菊苷质量分数，秋季为１０３６％～
４４００％，春季为０１１０％～０８０４％，秋季采收的肉
苁蓉指标成分总量明显高于春季采收的肉苁蓉。

２１２麦角甾苷　麦角甾苷属于苯乙醇苷类，是肉
苁蓉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具有补肾壮阳、抗衰老、

保肝、改善记忆障碍等功效。郭卫红［２４］采取麦角甾

苷稀甲醇溶液于２００～４００ｎｍ波长扫描，以３３２ｎｍ为
检测波长，测定同属肉苁蓉、管花肉苁蓉及其不同产

地药材中麦角甾苷含量。结果发现肉苁蓉中麦角甾苷平

均质量分数为０３９２４％，管花肉苁蓉中为１４５２３％。
２１３甜菜碱　肉苁蓉中的甜菜碱含量丰富，是它的
主要化学成分之一，具有雄性激素样作用和很强的抗

氧化性能，也具有抗脂肪肝和抗肿瘤以及扩张外周血

管和降压作用［２５２６］。龚立东等［２７］采用高效液相色谱

蒸发光散射检测法测定中药材肉苁蓉中甜菜碱含量，

测得内蒙和甘肃产的肉苁蓉中甜菜碱质量分数平均值

为６５７１ｍｇ·ｇ－１，而新疆和云南产的管花肉苁蓉中则
未检出甜菜碱。但陈卫军等［２８］在采用比色法含量测

定不同炮制方法对新疆管花肉苁蓉甜菜碱含量的影响

中，测得生品中甜菜碱质量分数为６３９４ｍｇ·ｇ－１，经
过炮制后甜菜碱含量均明显下降，盐制、酒制和蒸

制质量分数分别为１２７０、１３８０、１５３０ｍｇ·ｇ－１。
２１４半乳糖醇　肉苁蓉自古以来就有良好的润肠
通便作用，在润通丸等方剂中均有应用，现代很多

学者对肉苁蓉润肠通便的有效成分进行了研究。赵

奎君等［２９］用 ＨＰＬＣＥＬＳＤ对新疆、内蒙古、甘肃和
宁夏等不同产地采集的肉苁蓉和管花肉苁蓉各１０批
药材进行测定，发现肉苁蓉中半乳糖醇平均质量分

数为７６％，而管花肉苁蓉为６４％。
２１５多糖　肉苁蓉多糖具有免疫调节、抗衰老、
改善脾虚、抗病毒抗肿瘤、促进造血等多方面的药

理作用［３０］。研究表明，肉苁蓉多糖能通过增强

ＴＨＰ１细胞的吞噬力和促进细胞因子释放调节免疫
功能，还能显著增加外周血中干扰素 γ（ＩＦＮγ）的含
量，从而抑制病毒的繁殖，并促进免疫细胞产生细胞

毒性作用，杀伤肿瘤细胞［３１］。杨太新等［３２］用紫外可
见分光光度法测定华北平原管花肉苁蓉中多糖质量分

数平均值为９７６％；麻景梅等［３３］利用苯酚硫酸法测
定肉苁蓉多糖质量分数１２０％；赵国丁等［３４］采用苯

酚硫酸比色法测得多糖质量分数为６９８％。
经文献统计分析可知，管花肉苁蓉中苯乙醇苷类

化合物的含量高于肉苁蓉，多糖类化合物反之。《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版）规定，肉苁蓉含松果
菊苷和毛蕊花糖苷的总量不得少于０３０％，管花肉苁
蓉含松果菊苷和毛蕊花糖苷的总量不得少于１５％［１］。

２２生物活性研究

２２１对免疫功能的影响和抗疲劳作用　两种肉苁
蓉都能提高巨噬细胞吞噬功能，从而增加免疫力。

张洪泉等［３５］发现荒漠肉苁蓉的水提物能使巨噬细胞

内环磷酸腺苷（ｃＡＭＰ）升高，环磷酸乌苷（ｃＧＭＰ）下
降，这可能是它加强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主要原因，

表明对特异性细胞免疫功能有促进作用。曾群力

等［３６］研究表明荒漠肉苁蓉多糖对小鼠细胞有调节作

用，能促进小鼠脾和胸腺淋巴细胞的增殖，并能显

著提高小鼠脾淋巴细胞分泌 ＩＬ１的能力。宗桂珍
等［３７］研究表明管花肉苁蓉可显著升高巨噬细胞的吞

噬活力，使抑制低下的非特异免疫功能恢复到一定

水平。但管花肉苁蓉抗衰老能力尚缺乏广泛研究。

２２２神经保护作用　研究表明，肉苁蓉和管花肉苁
蓉均具有抗凋亡作用。蒲小平等［３８］研究发现肉苁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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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分ｃａｍｐｎｅｏｓｉｄｅⅡ对神经毒素ＭＰＰ＋诱发细胞凋亡
具有保护作用。王虎等［３９］研究表明，肉苁蓉提取物能

明显提高ＳＨＳＹ５Ｙ细胞的存活率，并降低与蛋白的表
达，对介导的细胞损伤有保护作用。邓敏等［４０］研究发

现管花苷Ｂ能明显减轻肿瘤坏死因子ａ诱导的细胞凋
亡，研究得出ＰＣ１２神经元凋亡和氧化应激反应的关系
是由管花苷Ｂ与ＭＰＰ＋引起的，从而说明了管花苷Ｂ可
以预防ＭＰＰ＋引起的该神经元凋亡和氧化应激反应。
２２３通便作用　中医常用肉苁蓉治疗老人便燥秘
结、血枯便秘。张勇等［４１］通过肉苁蓉类药材及其炮

制品通便作用比较研究认为，管花肉苁蓉能显著缩短

小鼠通便时间，作用强度与肉苁蓉相似。高云佳

等［４２］研究发现，肉苁蓉总寡糖及去半乳糖醇总寡糖能

显著缩短便秘小鼠６ｈ内的首次排红便时间，并能显著
增加小鼠排便粒数及排便干质量。吴波等［４３］通过肉苁

蓉和管花肉苁蓉对小鼠通便作用的比较，发现两者均有

明显的通便作用；且随着剂量的增大，其排便时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肉苁蓉和管花肉苁蓉同等
剂量的排便时间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两种肉苁蓉的应用现状及产业价值分析

３１肉苁蓉发展及分布情况

肉苁蓉主要分布于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

青海等省区；野生资源以新疆最为丰富，收购量占

全国６０％左右，居首位，南疆以柽柳大芸为主，北
疆以梭梭大芸为主；其次是内蒙古，占３０％以上。
２０００年以前，中国的野生肉苁蓉蕴藏量非常充足，

每年最少产２００００ｔ。然而，在许多不利因素的作用下，
野生资源自２１世纪起渐渐枯竭，产量连年大幅下降。
根据相关资料，肉苁蓉产量从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的３０００ｔ
降到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１０００ｔ再降到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的
５００ｔ，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的时候已经锐减至３００ｔ以下［４４］。

野生肉苁蓉匮乏原因包括滥砍乱挖、环境改变、

自然灾害等，其中梭梭林已从２０世纪末期的１１３３３

万公顷减至目前的２０～２６６７万公顷，所以肉苁蓉产
量也大幅下降。随着需求量的逐年增长，野生资源

早已不能满足需求，进而大力发展人工种植。

自从１９８６年在中科院策勒治沙站试验种植红柳
大芸获得成功，管花肉苁蓉种植面积便逐渐扩大，产

量不断提高［４５］。２０１０年和田人工种植柽柳面积已达
１６０００ｈｍ２，管花肉苁蓉接种面积累计达６７００ｈｍ２；
２０１５年新疆和田地区种植柽柳植物２６７００ｈｍ２，接
种管花肉苁蓉２００００ｈｍ２；２０１６年和田地区管花肉
苁蓉鲜药材产量达 ２０５００ｔ，占全国肉苁蓉产量的
７０％以上；截至２０１７年５月，于田县管花肉苁蓉种
植面积１１７００ｈｍ２，接种管花肉苁蓉面积１０３００ｈｍ２，
年产量达１２５６０ｔ。

３２两种肉苁蓉商品规格及易混淆品

３２１商品规格　两种肉苁蓉药材根据外形、大小，
均可分为一、二、三等品，具体如表３所示。肉苁
蓉商品现有甜苁蓉和盐苁蓉两种规格。春季采者，

通常半埋于沙土中晒干，商品称为 “甜大芸” “淡

大芸”或 “淡苁蓉”；秋采者，因水分多，不易晒

干，需投入盐湖中１～３年后，取出晒干，称为 “盐

大芸” “咸大芸”或 “咸苁蓉”，药用时需洗去盐

分。肉苁蓉两种规格性状如表４所示。甜苁蓉以身
肥软，块大，鳞片细，色灰褐者为佳；咸苁蓉以色

黑，条粗质糯，鳞细体圆扁，断面有芝麻点者为佳。

甜苁蓉质量优于咸苁蓉。

３２２易混淆品　作为沙漠多年生寄生植物，肉苁
蓉及管花肉苁蓉特殊的生物学特性和相对狭窄的生

存空间使其资源自古以来都比较紧缺。这种供求的

不平衡导致其伪品时有出现，目前肉苁蓉的伪品中

药为同属及近缘属多种植物，如盐生肉苁蓉、沙苁

蓉、锁阳等［４６］。混乱的药材来源肯定会影响质量的

稳定性、可靠性以及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因此有必要鉴别研究肉苁蓉正品的来源及其伪品，

各性状鉴别要点见表５。

表３　两种肉苁蓉药材分级
商品 一等品 二等品 三等品

肉苁蓉 扁圆柱形或圆柱形，单株顺直，表面黄

棕色至棕褐色，切断面较平坦，质坚

实，体重，长３０ｃｍ以上，直径５ｃｍ以
上，无杂质，无虫蛀，无霉变。

扁圆柱形或圆柱形，单株顺直，表面黄

棕色至棕褐色，切断面较平坦，质坚

实，体重，长２０ｃｍ以上，直径３ｃｍ以
上，无杂质，无虫蛀，无霉变。

呈扁圆柱形、圆柱形或稍弯曲，表面黄棕

色至棕褐色，切断面较平坦，质坚实，体

重，长１５ｃｍ以上，直径２ｃｍ以上，含
杂质１％以下，无虫蛀，无霉变。

管花肉苁蓉 纺锤形或圆柱形，单株顺直，表面淡黄

色至棕褐色，具光泽，切口整齐，质坚

实，体重，长２０ｃｍ以上，无杂质，无
虫蛀，无霉变。

纺锤形或圆柱形，单株顺直，表面淡黄

色至棕褐色，切口整齐，质坚实，体

重，长１５～２０ｃｍ，无杂质，无虫蛀，
无霉变。

纺锤形或圆柱形，表面淡黄色至棕褐色，

长１０～１５ｃｍ，含杂质１％以下，无虫蛀，
无霉变。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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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两种肉苁蓉商品规格
商品 规格 性状

甜苁蓉 统货 干货 呈圆柱形略扁，微弯曲。表面赤褐或暗褐色。有多数鳞片覆瓦状排列。体重。质坚硬或柔韧，断面棕褐色，

有淡棕色斑点组成的波状环纹，气微，味微甜。枯心不超过１０％。去尽芦头，无干梢、杂质、虫蛀、霉变。

咸苁蓉 统货 干货 呈圆柱形或扁长条形，表面黑褐色，有多数鳞片呈瓦状排列，附有盐霜。质柔软。断面黑色或墨绿色，有光

泽，味咸。枯心不超过１０％。无干梢、杂质、霉变。

表５　肉苁蓉及其易混品性状特征比较

商品 形状 直径／ｍｍ 鳞叶 断面维管束

肉苁蓉 呈扁圆形 ５～７０ 每环鳞叶１０片以上，鳞叶先端
常碎断，无光泽。

排列成深波状圆环，在放大镜下，每一点状维管

束韧皮部外侧的维管束鞘呈尾状延伸。

管花肉苁蓉 呈纺锤形或扁纺缍形 ２５～９０ 完整鳞片少见，三角形。 断面维管束散生。

盐生肉苁蓉 呈圆柱形或扁圆柱形 ３～２０ 同肉苁蓉，较薄。 排列成浅波状圆环，在放大镜下，每一点状维管

束韧皮部外侧的维管束鞘不呈尾状延伸。

沙苁蓉 呈圆柱形或扁圆柱形 ６～１３ 表面密生鳞叶，每环鳞叶 ４～
６片，常较完整，有明显光泽。

断面维管束呈星状圆环。

锁阳 扁圆柱形 １５～５０ 有残存三角状鳞片。 断面有黄色三角状维管束散生。

３３产业价值分析
３３１药材贸易情况　肉苁蓉和管花肉苁蓉商品均
有甜苁蓉统货、甜苁蓉干货、咸苁蓉统货、咸苁蓉

干货等规格，习惯认为甜苁蓉统货质量最优。两者

的市场价格如图１所示，肉苁蓉价格波动平稳，管
花肉苁蓉近３年来下降幅度较大且价格不高。产生
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一是肉苁蓉的成本高于管花

肉苁蓉，二是市场上他们的销量有差距。近５年来
管花肉苁蓉销量约为肉苁蓉的２倍，可能是因为新
疆地区开展防沙治沙绿色生态工程，在种植柽柳治

沙的同时，大面积扩种管花肉苁蓉，使得产量过剩，

价格自然大幅度下降。

图１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肉苁蓉与
管花肉苁蓉的价格变化

３３２中成药及保健品贸易情况　在肉苁蓉市场前

景大好的情况下，新疆各地州、中国台湾及日本各

企业，都围绕这肉苁蓉进行了产品深加工。屠鹏飞

等［３］基于肉苁蓉苷类的研究，与杏辉天力（杭州）药

业有限公司合作，以管花肉苁蓉为原料提取其苯乙

醇总苷，成功研制治疗血管性痴呆的二类新药。还

有 “帝辰牌康卡片”和 “疆芸牌苁蓉劲片”，均是

以管花肉苁蓉为主要原料的保健食品，具有缓解疲

劳的功效。根据国家处方数据库和保健品数据库统

计，在中成药中，以药材肉苁蓉为原料的药品共有

１９６种，没有明确写出原料为肉苁蓉或管花肉苁蓉。
国产保健品共４６种，进口２种，其中以管花肉苁蓉
为原料的共３种，占６２５％，以肉苁蓉为原料的有
４５种，占９３７５％（见图２）。

图２　１９９７—２０１５年肉苁蓉保健品注册情况

３３３进出口贸易情况　虽然２０００年肉苁蓉被列为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附录Ⅱ
物种，并为我国二级保护物种。在国际贸易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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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禁止贸易限制，且在进出口环节中受海关的严格

监管。但作为出口创汇的重要商品之一，自我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之后，肉苁蓉出口范围扩
大，市场份额增加，已出口到日本、韩国、东南亚

地区各国及我国港澳台市场等３８个国家和地区，出
口量呈逐年增长之势。我国的野生肉苁蓉主要是从

哈萨克斯坦进口，２０１６年进口 ５００ｔ，主要销往
广东、安徽、河北、中国台湾、东南亚等地，但由

于近几年哈萨克斯坦对肉苁蓉野生资源的严加管控

和限制，使货源不足。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发

布的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中药材流通市场分析报告》，
药材肉苁蓉以 “苁蓉”或 “肉苁蓉”为商品名出口

数量及出口额如图３所示。

图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肉苁蓉出口情况统计

４　结论及展望

综上所述，肉苁蓉与管花肉苁蓉的成分虽有差

异，但功能与主治相同且临床应用不做区分。２０１０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将管花肉苁蓉 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
ｔｕｂｕｌｏｓａ（Ｓｃｈｅｎｋ）Ｗｉｇｈｔ列为基原植物之一，是为了
解决肉苁蓉资源不足的问题，在保护资源的同时满

足市场的需求。市场上，肉苁蓉价格高于管花肉苁

蓉，这种差价与其药用价值的差异不完全一致，相

对于成分含量来说，其产量、道地性、临床功能与

主治对价格的影响更大。虽然管花肉苁蓉松果菊苷

和麦角甾苷的含量远大于肉苁蓉，但在临床上公认

肉苁蓉效果更好，且为道地药材、产量相对小。

管花肉苁蓉作为肉苁蓉的新基原进入市场，具

有产量大、价格低的优点，既保护了野生资源又缓

解了供求关系。肉苁蓉在商务部 《２０１７年中药材流
通市场分析报告》中被列为 “中药材重点品种”，

足以证明肉苁蓉的发展趋势良好，国家对其重视，

因此我们可以综合肉苁蓉应用历史久、道地性强、

认可度高和管花肉苁蓉产量大、价格低、质量相对

稳定的优点，在加大保护肉苁蓉野生资源的同时，

大力发展人工种植，加强开发利用研究，促进肉苁

蓉产业进步。

参考文献

［１］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Ｍ］．北京：中国
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３５．

［２］　杨峻山．沙漠人参———肉苁蓉［Ｊ］．中国药学杂志，２０１１，
４６（１２）：８８１．

［３］　屠鹏飞，姜勇，郭玉海，等．肉苁蓉研究及其产业发展［Ｊ］．
中国药学杂志，２０１１，４６（１２）：８８２８８７．

［４］　佚名．神农本草经［Ｍ］．孙景衍，孙冯翼，辑校．太原：山
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０：４９．

［５］　陶弘景．名医别录［Ｍ］．尚志钧，辑校．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１９８６：５１．

［６］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Ｍ］．尚志钧，辑校．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３９．

［７］　吴普．吴普本草［Ｍ］．尚志钧，辑校．芜湖：芜湖医学专科
学校，１９６１：６．

［８］　苏敬．新修本草［Ｍ］．胡方林，整理．太原：山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６１．

［９］　吴越．蜀本草日华子本草［Ｍ］．尚志钧，辑校．合肥：安徽
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５：３７０

［１０］寇宗．本草衍义［Ｍ］．梁茂新，范颖，点校．北京：中国
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６６．

［１１］苏颂．本草图经［Ｍ］．尚志钧，辑校．合肥：安徽科学技术
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１８．

［１２］唐慎微．证类本草［Ｍ］．郭君双，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
技出版社，２０１１：２０３．

［１３］李时珍．本草纲目［Ｍ］．余瀛鳌，编选．北京：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７：１７．

［１４］陈嘉谟．本草蒙筌［Ｍ］．陆拯，赵法新，点校．北京：中国
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０．

［１５］刘文泰等．本草品汇精要［Ｍ］．陆拯，点校．北京：中国中
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７１．

［１６］吴仪洛．本草从新［Ｍ］．陆拯，赵法新，陈明显，点校．北
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９．

［１７］张秉成．本草便读［Ｍ］．张效霞，校注．北京：学苑出版
社，２０１０：４０．

［１８］李佳蔚，周婉，李俊松．《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肉苁蓉
的基源考证［Ｊ］．中华中医药学刊，２０１４，３２（７）：１７５６１７６０．

［１９］谢静霞，潘伯荣．管花肉苁蓉研究现状［Ｊ］．中国生态农
业学报，２００４，１２（３）：２０１２０２．

·４００１·



２０１９年８月　第２１卷　第８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Ａｕｇ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８

［２０］罗光明，黄远亮．肉苁蓉松果菊苷药理作用研究进
展［Ｊ］．亚太传统医药，２０１４，９（１７）：５８６０．

［２１］汤小蕾．ＨＰＬＣ法测定管花肉苁蓉中松果菊苷和麦角甾
苷的含量［Ｊ］．中国药师，２００９，１２（８）：１０６１１０６３．

［２２］宝山，鞠爱华，肖志彬．管花肉苁蓉中松果菊苷和麦角甾
苷含量测定［Ｊ］．中医药导报，２０１７，２３（１９）：３９４４．

［２３］钱浩，喻芳君，耿宗成，等．不同季节采收的肉苁蓉中
４种苯乙醇苷的含量比较研究［Ｊ］．药物分析杂志，
２０１６，３６（１１）：１９７１１９７５．

［２４］郭卫红．不同产地肉苁蓉中麦角甾苷含量测定［Ｊ］．世界
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４，９（５）：４９６４９７．

［２５］纪旭．甜菜碱研究应用概述［Ｊ］．畜牧兽医科技信息，
２００４，１８（８）：５８．

［２６］欧阳杰，赵兵，王晓东等．肉苁蓉有效成分提取集成方法
的研究［Ｊ］．武汉植物学研究，２００３，２１（６）：５２６５３０．

［２７］龚立冬，曹玉华，侯建霞．高效液相色谱蒸发光散射检测
法测定肉苁蓉中的甜菜碱［Ｊ］．色谱，２００７，２５（２）：
２８０２８１．

［２８］陈卫军，贾翠玉，李连疆，等．新疆管花肉苁蓉不同炮制
方法对甜菜碱含量的影响［Ｊ］．农垦医学，２００９，３１（５）：
４００４０２．

［２９］赵奎君，梁丽娟，毕丹，等．ＨＰＬＣＥＬＳＤ测定肉苁蓉及管
花肉苁蓉中半乳糖醇含量［Ｊ］．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２０１２，１９（８）：５２５４．

［３０］吴晓春，史颖．肉苁蓉的研究与临床应用［Ｊ］．甘肃中医，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４９５１．

［３１］陈君，彭艳丽．肉苁蓉多糖药理作用研究概况［Ｊ］．食品
与药品，２０１５，１７（２）：１３６１３９．

［３２］杨太新，杜艳华，刘金娜，等．华北平原管花肉苁蓉中多
糖的含量分析［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１３，２４（５）：
１１４９１１５０．

［３３］麻景梅，宋新波，张丽娟，等．肉苁蓉多糖含量测定［Ｊ］．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８（８）：１００１０１．

［３４］赵国丁，荀雅书，董慧清，等．肉苁蓉中多糖的提取及含
量测定［Ｊ］．内蒙古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０，２２（３）：１８８１８９．

［３５］张洪泉，张爱香，堵年生，等．肉苁蓉对小白鼠免疫功能
的影响［Ｊ］．中西医结合杂志，１９８８，８（１２）：７３６７３７．

［３６］曾群力，毛俊浩，吕志良．肉从蓉多糖的纯化及其对Ｔ细
胞功能调节的研究［Ｊ］．浙江医科大学学报，１９９８，２７
（３）：１０８１１１．

［３７］宗桂珍，何伟，吴桂兰，等．不同品种肉苁蓉药材一些药
理作用的比较［Ｊ］．中国中药杂志，１９９６，２１（７）４３６４３７．

［３８］蒲小平，李晓蓉，李慧浓，等．肉苁蓉成分 ｃａｍｐｎｅｏｓｉｄｅⅡ
对神经毒素ＭＰＰ＋诱发细胞凋亡的保护作用［Ｊ］．北京
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０１，３３（３）：２１７．

［３９］王虎，李文伟，蔡定芳，等．肉从蓉提取物对帕金森病细
胞损伤模型的保护作用［Ｊ］．中西医结合学报，２００７，５
（４）：４０７４１１．

［４０］邓敏，鞠晓东，屠鹏飞，等．管花苷 Ｂ对抗 Ｈ２Ｏ２诱导的
ＰＣ１２细胞凋亡［Ｊ］．中国病理生理杂志，２００８，２４（９）：
１８１６１８２１．

［４１］张勇，吴焕，王顺年，等．肉苁蓉类药材及其炮制品通便
作用的比较研究［Ｊ］．中成药，１９９３，１５（５）：２０２１．

［４２］高云佳，姜勇，戴窻，等．肉苁蓉润肠通便的药效物质研
究［Ｊ］．中国现代中药，２０１５，１７（４）：３０７３１０．

［４３］吴波，顾少菊，傅玉梅，等．肉苁蓉和管花肉苁蓉通便与
补肾壮阳药理作用的研究［Ｊ］．中医药学刊，２００３，２１
（４）：５３９５４８．

［４４］刘铭庭，刘渠华．管花肉苁蓉大面积人工种植获得成
功［Ｇ］．中国植物学会七十周年年会论文摘要汇编
（１９３３—２００３），２００３：４９１．

［４５］古丽努尔，玉米提·哈里克，艾尔肯·买提肉孜，等．管花
肉苁蓉高产稳产栽培技术研究［Ｊ］．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１２，４０（２）：７５５７５７．

［４６］李俊松，姚仲青，俞明霞．肉苁蓉及其易混品鉴别研
究［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００，１１（４）：３１７３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２１　　编辑：周鹭）

·５０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