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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麋鹿为中国特产珍贵药用动物，药用历史已逾千年。近代，麋鹿在我国灭绝，从而无药可用。今天，
麋鹿重新引入我国，种群扩大，恢复药用地位成为可能。本研究系统分析了麋鹿古代药用状况与现代研究进展，以

期推动麋鹿由保护物种向经济型驯养动物转型，逐步将麋鹿角等组织器官开发成为新资源药材及系列深加工产品，

促进麋鹿资源的开发利用与麋鹿产业健康发展，造福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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麋鹿Ｅｌａｐｈｕｒｕｓ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ｕｓＭｉｌｌｎｅＥｄｗａｒｄｓ属哺乳
纲偶蹄目鹿科麋鹿属大型食草动物，是中国独有的

唯一适宜在湿地环境中生存的鹿科动物。根据麋鹿

骨骼化石出土情况，曾有双叉种、晋南种、蓝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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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种和达氏种共五个种，八个亚种的麋鹿广泛分

布于我国大陆。现在仅有达氏种作为麋鹿属的唯一

生物种质存活于世，具有特殊而重要的生物学

意义［１］。

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麋鹿曾被赋予特殊的

象征意义，其独特的药用价值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

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近代，麋鹿曾离别故土，却

又随华夏重光再获繁衍兴盛。自１９８６年世界自然基
金会赠送给中国政府３９头麋鹿（１３雄、２６雌），放
养于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尝试在原生

地恢复其野生种群，截至２０１８年，中国麋鹿种群
数量逾６６００头，增长了近 １７０倍，并已形成江苏
大丰、湖北石首、洞庭湖和江苏盐城４个野生麋鹿
种群及其他零星群体。麋鹿种群的恢复也为对其重

新进行资源化利用提供了可能。本文就麋鹿资源古

今利用状况以及现代药用研究状况进行了系统整

理，以期促进麋鹿资源的开发利用与麋鹿产业健康

发展。

１　麋鹿资源的考古学发现

李文艳［２］整理表明，迄今共有５１处遗址明确
出土有麋鹿骨骼，北至吉林白城（双塔遗址），南

至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西至陕西宝鸡（关桃

园遗址），东至上海（马桥遗址），共分布于１２个
省份，尤以黄淮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布最为

集中。时间跨度从最早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

（距今１万年左右新石器时代）到汉景帝阳陵陵园
外葬坑（公元前 １５３年—公元前 １２６年）。江苏海
安青墩新石器遗址共出土麋鹿骨骼可鉴定标本

１０００件以上，为现今发现麋鹿骨骼数量之冠。该
地是古籍中所记载的 “广陵郡海陵县”辖地。据

《太平御览》中记载：“博物志曰海陵县扶江接

海，多麋鹿，千百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

名曰麋?，民人随此而略，种稻不耕而获其利，

所收百倍”［３］，有学者认为 “麋?”即为后世采

用牛犁地耕种之滥觞。时令对农耕至为重要，

《礼记·月令》即已将 “麋角解”［４］作为重要的时

令标志，后世更演化为 “冬至”的标志。这些记

载与考古遗存均反映了麋鹿与农耕文化的早期渊

源，不仅体现出麋鹿对先民农耕生活的重要性，

也是对麋鹿喜活动于沼泽湿地以及 “冬至麋角

解”的认识，更为后世认识其药性奠定了感性认

识基础。

麋鹿是先民的重要肉食来源。上海崧泽（距今

５０００年左右）与马桥（距今４０００年左右）的新石器时
代人类遗址出土的麋鹿骨骸的数量与家猪相当，还

略多，标本十分破碎，推测除鹿角和少部分骨骼可

能是为制造角器和骨器而打碎以外，其余骨骼可能

因食用而破碎。在先秦古籍中，麋鹿源饮食可见

《礼记》的 “麋肤”“麋腥”“麋脯”和 “麋腊”［４］。

此外，麋鹿源食品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作为珍馐，

在 《仪礼》中规定的士大夫筵席菜品摆放位置上，

麋?（麋肉酱）置于南边上位，地位高于放置于西边

的鹿?（鹿肉酱）［５］。由此可知，先民正是从长期食

用中积累了对麋鹿药性的认识，从而将之应用于医

药实践。

位于现在湖北省与河南省的战国楚国墓葬中的

“镇墓兽”与 “鹿角飞鸟”是考古学发现的最具特

色的麋鹿文物。 “镇墓兽”造型为怪兽头插鹿角、

口吐长舌。 “鹿角飞鸟”造型则为长颈凤鸟饰以鹿

角立于底座之上。该类器物多见以梅花鹿角与麋鹿

角装饰，但以麋鹿角装饰的器物仅见于封君、大夫

等高级贵族墓葬，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区别。楚地崇

尚巫鬼祭祀之风。麋鹿角硕大尖锐，具有强烈的穿

刺功能，被作为力量的象征，也经常作为巫师的头

饰。上古医巫同源，通灵巫师也极有可能是麋鹿早

期医药实践的践行者。

总之，无论作为人间享用的珍馐美食，或为

阴司的精神寄托，麋鹿在古代的地位都较其他鹿

种更为尊贵。但由于过度捕猎，栖息地缩小，加

之麋鹿自身繁育率低，死胎率高等原因，麋鹿种

群数量急剧下降，最终，野生麋鹿种群在中国大

地上消失，而又因其 “尊贵”地位得以豢养于帝

王苑囿，为后世野生种群的重新恢复留下了珍贵

的遗传基因。

２　历代本草著作中关于麋鹿资源的利用

麋鹿曾是先民肉食的重要来源，“药食同

源”，先民在食用基础上挖掘了麋鹿的药用价值。

历代本草中记载的麋鹿源药材主要有麋脂、麋

角、麋茸、麋骨、麋肉、麋皮，性味、功效与主

治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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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历代代表性本草中麋鹿源药材
药用部位 出处 性味归经 功效与主治 用法与禁忌

麋脂 《神农本草经》 辛，温，无毒 治痈肿，恶疮，死肌，风寒湿痹，四肢拘

缓不收，风头肿，气通腠理，柔皮肤。

畏大黄，不可近阴，令痿。

《名医别录》 — 同上 同上

《本草经集注》 味辛，温，无毒 同上 同上

《新修本草》 味辛，温，无毒 主痈肿，恶疮死肌，寒风湿痹，四肢拘缓

不收，风头肿，气通腠理，柔皮肤。

畏大黄，不可近阴，令痿。

《证类本草》 — 葛氏疗年少气盛，面主疱疮，涂麋脂即差。 —

《本草品汇精要》 — 同上 —

《本草纲目》 — 治少年气盛，面生疮疱，化脂涂之。 —

《中华本草》 味甘、辛，性温 通血脉，祛风寒，润皮肤，解毒。主治风

寒湿痹，四肢拘缓，头面风肿，痈疽恶疮，

面生疮疱。

内服：烊化冲，适量。外用：适

量，涂敷；或入面脂。忌桃李，畏

大黄

麋角 《名医别录》 味甘，无毒 治眜，止血，益气力。 —

《本草经集注》 味甘，无毒 主眜，止血，益气力。 其角刮取屑，熬，香酒服之，大益人。

《新修本草》 味甘，无毒 同上 同上。煮为胶，益胜白胶。

《食疗本草》 — 补虚劳，填髓。治丈夫冷气，及风，筋骨

疼痛。若卒心痛，一服立差。令人赤白如

玉，益阳道。浆水磨泥涂面，令人光华，

赤白如玉可爱。

可五寸截之，中破，炙令黄香后，

末和酒，空腹服三钱匕。亦可煎作

胶，与鹿角胶同功。作粉常服。

《日华子本草》 — 添精，补髓，益血脉，暖腰膝悦色，壮阳，

疗风气偏”治腰膝不仁，补一切血病也。

—

《本草图经》 — 今医家多贵麋茸、麋角，力紧于鹿。 —

《证类本草》 味甘，无毒 主痹，止血，益气力。 —

《本草品汇精要》 味甘，无毒 主痹，止血，益气力。 —

《本草纲目》 甘，热，无毒 滋阴养血，功与茸同。 —

《本草蒙筌》 — 填精髓，缓腰膝，益 脉，悦颜容。 浆水中研烂如泥，敷面皮不皱；醇

酒内取末调饮，入心脘止疼。

《本草述》 — 补阳道绝伤，益气补髓，暖腰膝，丈夫冷

气及风痹。

—

《本草从新》 — 功用与鹿相仿，而温性差减。 —

《本草明览》 味甘，无毒 补阳。 —

《中华本草》 甘，温。归肾经 温肾壮阳，填精补髓，强筋骨，益血脉。

主治肾阳不足，虚劳精亏，腰膝酸软，筋

骨疼痛，血虚证。

内服：煎汤，６～９ｇ；或入丸、
散。阳盛阴虚者忌之。

麋茸 《新修本草》 — 服之功力胜鹿茸。 —

《食疗本草》 — 甚胜鹿茸，仙方甚重。 —

《图经本草》 — 今医家多贵麋茸、麋角，力紧于鹿。 —

《证类本草》 — 利补阳，补骨血，坚阳道，强精髓。 麋茸五两，去毛，涂酥炙微黄为

末，以清酒二升，于银锅慢火熬成

膏，盛瓷器中。每服半匙，温水调

下，空心食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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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药用部位 出处 性味归经 功效与主治 用法与禁忌

《本草品汇精要》 — 同上 —

《本草纲目》 甘，温，无毒 治阴虚劳损，一切血病，筋骨腰膝酸痛，

滋阴益肾。

—

《本草蒙荃》 — 骨软可健，茎痿能扶。 —

《本草述》 性热 补阳功力尤胜，健骨，扶阴痿，丈夫冷气

及风筋骨疼痛，老人骨髓虚竭补益尤妙。

可作粉常服，煎作胶亦妙。

《中华本草》 甘，温。归肾经 补肾阳，益精血，强筋骨，壮腰膝。主治

虚劳羸瘦，精血不足，阳痿，不孕，腰膝

酸软，筋骨疼痛。

入丸、散，或浸酒、熬膏，３～６ｇ。

麋骨ＥｌａｐｈｕｒｉＯｓ 《食疗本草》 — 除虚劳至良。令人肥白，美颜色。 可煮骨作汁，酿酒饮之。

《本草品汇精要》 — 骨补虚劳。 —

《本草纲目》 — 补虚劳。 —

《本草蒙荃》 — 除烦劳。 煎汁饮

《中华本草》 味甘、咸，性温 补虚。主治虚劳内伤，羸瘦面黄。 内服：煮汁酿酒，适量。

麋肉 《本草经集注》 — — 不合虾及生菜、梅、李、果实，食

之皆病患。

《食疗本草》 — 微补五脏不足气。益气补中，治腰脚。 不与雉肉同食。多食令人弱房，发

脚气。妊妇食之，令子目病。

《证类本草》 — 补五脏不足气。 —

《本草品汇精要》 — 同上 —

《本草纲目》 甘，温，无毒。 益气补中，治腰脚。补五脏不足气。 —

《本草蒙荃》 — 益中气。 作脯啖。

《中华本草》 味甘，性温。 补中气，益肾精，强筋骨，调血脉。主治

虚劳不足，腰脚软弱，产后风虚。

内服：煮食，适量。外感热病者

禁服。

麋皮 《食疗本草》 — 作靴、袜，除脚气。 —

《本草纲目》 — 同上 —

　　注：—表示无相关内容记载。

２１麋脂

麋脂为麋鹿的脂肪。首见于 《神农本草经》

（简称 《本经》），是麋鹿最早列入本草的药用部位，

又名 “宫脂”。味辛，性温，通血脉，祛风寒，润

皮肤，解毒。主治风寒湿痹，四肢拘缓，头面风肿，

痈疽恶疮，面生疮疱［６］。

历代医家对 《本经》条文中麋脂 “不可近阴，

令痿”的记载评议较多。 《本草经集注》中记载：

“麋性乃而?快，不应令人痿。一方言不可近阴，令

阴不痿，此乃有理”［７］。《本草纲目》在 “麋脂”条

下设 “正误”项，援引了陶氏的观点［８］。 《本草经

考注》则记载：“麇脂大热，故却令阴萎，与其肉

多食，令人弱房同理。此脂令阴萎，若以此脂傅阴，

则可为阉人，故名宫脂”，并援引 《医心方》相关

条文以证 《本经》记载无误［９］。《金匮要略·禽兽鱼

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亦记载：“麋脂及梅李子，

若妊娠食之，令子青盲，男子伤精”，因此其 “不

可近阴，令痿”［１０］，或许为临床观察所得，但麋脂

历代方书中记载不多，临床运用更少，真实性仍

待考。

２２麋角

麋角是麋鹿生长过程中成年的骨化角。首见于

《名医别录》中记载：“治眜，止血，益气力”［１１］，

是历代本草与方书多见记载的麋鹿源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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麋角与鹿角的功效差异在历代本草和医家著作

中探讨较多。《本草纲目》中记载：“补阳以鹿角为

胜，补阴以麋角为胜”［８］。 《神农本草经疏》中说：

“麋属阴，好游泽畔。其角冬至解者，阳长则阴消之

义也……麋角入血益阴，荣养经络，故主之也”［１２］。

《本草纲目》亦主张：“补阳以鹿角为胜，补阴以麋

角为胜”［８］。医家多从麋鹿与梅花鹿生活环境与换角

时间差异来阐释上述差异。麋鹿生存于沼泽湿地，

喜游水，故性属阴；梅花鹿生于山林，喜游山，故

性属阳。麋鹿角于６—７月生长，１１—１２月脱落；梅
花鹿每年４—５月旧角脱落后长出茸角［１］。两者脱角

的时间恰恰对应了农历二十四节气中 “冬至”与

“夏至”两个阴阳转换关键时令点，故有 “冬至麋

角解，夏至鹿角解”的说法［４］。冬至为一年中阴气

最盛之时，之后阳气逐渐生发，麋角感阳气生而脱

落，故麋角主补阴。夏至为一年中阳气最盛之时，

之后阴气逐渐生发，鹿角感阴气生而脱落，故鹿角

主补阳。

但亦有医家持不同观点，如 《医学入门》中记

载：“一云鹿胜麋，一云麋胜鹿。要知麋性与鹿性一

同，尽皆甘温补阳之物”［１３］。《本草述》中记载麋角

“补阳道绝伤”［１４］。 《本草汇笺》根据临床应用对

“鹿角补阳，麋角补阴”的论断提出质疑，其中记

载：“今人治乳痈者，每用鹿角屑散热消肿则效，而

古方治发背初起，用鹿角烧灰醋和涂之，日五六易

即消，则鹿角为凉血之品益验，未尝用麋角也”［１５］，

认为鹿角性凉，因其可治乳痈，发背等热毒之症。

但鹿角用治此类疾病意在通利血脉，谓其为凉血之

品恐有失允当。

麋角与鹿角药性的探讨，充分体现了中医

“肾”脏腑理论的发展对中药药性认识的指导。唐

以前，仅言 “肾藏精”，宋代 “肾阳”与 “肾阴”

的提法初见端倪，最终在明代随着 “命门学说”得

以明晰提出，中医治肾虚的理论认识与治法也随着

张景岳 “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善补阴者，必

于阳中求阴”的认识最终完善［１６］。所以，从表１可
以看出，唐及以前本草多认为麋角具有除痹止血于

益气力的功效，自五代起开始强调其具有益精填髓

的功效。宋代始探讨麋角与鹿角，麋茸与鹿茸，补

阴抑或补阳的探讨，并至明清时最为兴盛。细考历

代含麋角的 “补虚损”方剂，麋角常与附子、鹿

角、温肭脐、硫磺等大热之品伍用，如麋角也纯补

阳，则恐有过热之虞，正如 《本草从新》中记载麋

角 “功用与鹿相仿，而温性差减”［１７］。现代著名医

家沈仲圭曾以麋角胶伍用紫河车胶，龟甲胶等创制

“加味四圣膏”治肺结核［１８］。按肺结核属中医 “痨

瘵”，阴虚内热为其重要病机，也足证麋角补阴血之

论断。其实从含麋角与鹿角的方剂多治 “真元虚

损”的临床应用看，很难明确区分麋角与鹿角孰补

阴，孰补阳，还是以麋角肾阳肾阴兼补，但较鹿角

比更多补肾阴功效的论断更为允当，故 《中华本

草》做出了 “温肾壮阳，填精补髓”［１９］的总结性论

断，是符合临床用药认识的。

２３麋茸

麋茸是麋鹿生长过程中未骨化而带有茸毛的幼

角。首载于唐 《新修本草》，其中记载：“服之功力

胜鹿茸”［２０］。

与麋角相仿，麋茸与鹿茸补阴与补阳，功效偏

胜也是此类药材讨论的热点。沈括 《梦溪笔谈》首

先提出的 “鹿茸利补阴，麋茸利补阳”［２１］，与 《本

草纲目》中记载的 “补阳以鹿角为胜，补阴以麋角

为胜”正相反。但李时珍 《本草纲目》总结麋茸功

效为 “治阴虚劳损，一切血病，筋骨腰膝酸痛，滋

阴益肾”，同时指出 “鹿茸角补阳，右肾精气不足

者宜之。麋茸角补阴，左肾血液不足者宜之”，与沈

氏意见相左［８］。《医学入门》中记载：“按月令，冬

至一阳生，麋解角；夏至一阴生，鹿解角。故麋茸

补阳，鹿茸补阴”［１３］，认为冬至麋角解后，麋茸生

长，顺应阳气生长，故补阳。夏至鹿角解后，鹿茸

生长，顺应阴气生长，故补阴。《本草述》中记载：

“麋茸性热，补阳功力尤胜…若鹿茸多补阴，性温为

异耳”［１４］，皆主麋茸补阳，鹿茸补阴。但亦如麋角

项下讨论，从方书麋茸入药情况看，与麋角相仿，

麋茸也为肾阴阳俱补，与鹿茸同具相似补阳功效外，

又别具补阴之功效，故 《中华本草》提出 “补肾

阳，益精血”［１９］的总结性论断，较单纯以生长期判

断阴阳属性，更符合临床实际。同样基于 “阴阳互

根”理论，麋茸似应更胜鹿茸，故 《食疗本草》中

记载的 “甚胜鹿茸，仙方甚重”［２２］， 《本草图经》

中记载的 “今医家多贵麋茸、麋角，力紧于鹿”应

有所据［２３］。

２４麋肉

麋肉首载于 《本草经集注》，但未见其功效论

述，却提出了食用禁忌：“不合虾及生菜、梅、李、

果实，食之皆病患”［７］。《食疗本草》认为其肉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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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弱的补益作用，并指出多食有 “令人弱房，发脚

气”的不良作用，且 “妊妇食之，令子目病”［２２］。

这些描述与 《金匮要略》中记载的 “梅、李不可与

麋脂同食”［１０］的禁忌描述一致。《本草纲目》中记

载：“益气补中，治腰脚。补五脏不足气”，并以麋

鹿喜游泽中，肉性寒解释其 “弱房”的原因［８］。

《医林纂要探源》中记载其 “补肾益精，健骨充髓。

略同鹿肉”［２４］。 《随息居饮食谱》中记载其 “补虚

弱，益气力，强筋骨，调血脉，治产后风虚，辟

邪”［２５］。可见明清医家还是肯定麋肉的补益作用。

前已述及，麋肉为先民肉食的重要来源，早期医药

典籍中多见其不良作用的描述，应当是先民 “多

食”的经验总结。但随着麋鹿种群的减少，由 “多

食”向 “少食”转变，“物以稀为贵”，或许是其补

益功效得以重视的原因。

２５麋骨

麋骨始载于 《食疗本草》中记载的 “除虚劳至

良”［２２］。后世本草中麋骨记载很少，多沿用 《食疗

本草》记载。《中华本草》中记载：“味甘、咸，性

温。补虚”［１９］。

２６麋皮

麋皮记载仅见于 《本草纲目》与 《食疗本草》，

论述也极简略，“作靴、袜，除脚气”［８，２２］。古之

“脚气”病与今之足部真菌感染之 “脚气”，名同实

异。《景岳全书》描述该病 “自膝至足，或见麻痹，

或见冷痛，或见痿弱，或见孪急，或肿，或不肿，

或日渐枯细”。认为该病：“自外而感者，以阴寒水

湿雨雾之气，或坐卧湿地，致令湿邪袭人皮肉筋

脉…致为腿足之病，外因也”，“自内而致者，以肥

甘过度，酒醴无节，或多食乳酪湿热等物，致令热

壅下焦，走注足胫，而日渐肿痛，或上连手节者，

此内因也”［２６］。从症状看颇似今之类风湿性关节炎

与糖尿病足。由于麋鹿生于水泽，古人认为其皮肤

可抵御水湿侵袭，故用之为靴为袜以抵御湿邪，治

疗 “脚气”。

纵观历代本草，麋鹿源药材的记载及论述远少

于梅花鹿、马鹿源药材。以 《本草纲目》为例，

“鹿”条目下分项记载了鹿茸、鹿角、鹿角胶，鹿

角霜的性味归经，功效主治及方剂。而 “麋”条目

下仅见麋茸、麋角，未见麋角胶与麋角霜的详细记

载。此外，对于功效的阐述基本在宋代已经定型，

明清仅有药性的探讨，基本无功效方面的新总结，

反映出由于资源短缺，麋鹿源药材的临床使用机会

减少，使医家丧失了挖掘其新用途的临床实践机会。

３　历代方书中麋鹿资源的利用

基于麋鹿各药用部位的功效认识，中医临床常

以单方或复方用于临床。本文查询 《中医方剂大辞

典》［２７］，去除重复方剂，共得７０首，其中代表性方
剂记载详见表２。现将各药用部位组方与配伍情况
介绍如下：

３１麋脂

与本草一致，麋脂是最早见于方书记载的麋鹿

药用部位，《肘后备急方》治 “年少气充，面生皁

疮”［２８］，颇似今日之痤疮，俗名 “青春痘”。中医

认为此症由肺热熏蒸，血热蕴阻肌肤所致。 《本

经》记载麋脂功效为 “治痈肿，柔皮肤”［６］，可谓

对症。

３２麋角

最早被方书收载的麋角方剂为唐代 《备急千金

要方》（简称 《千金方》）中的 “麋角丸”。该条文下

曾述及 “诸麋角丸方，凡有一百一十方”，足见唐

以前麋角入药之广泛。 “麋角丸”条文下详细记载

了麋角入药的炮制方法，还评价了采集时间对麋角

品质的影响，“取当年新角连脑顶者为上，看角根有

所痕处亦堪用，退角根下平者是不堪”［２９］。麋角霜

的具体制备方法始载于宋 《圣济总录》。这些记载

都可补本草记载的不足。统计麋鹿角相关方剂，其

中麋角入药方剂有２９张，麋角的加工品麋角胶方剂
有３张，副产品麋角霜有６张方剂。合计约占麋鹿
入药方剂的９０％。以剂型分类，其中仅有 《圣济总

录》的 “百合饮”为汤剂入药［３０］，其余皆为打粉制

成丸散入药。炮制方法除常用的 “镑屑”外，尚有

“微炒”“酒煮”“米醋煮”“牛乳煮”等。

统计麋角、麋茸、麋角胶、麋角霜的临床应用，

主要用于的病症有：

３２１肾脏虚损　麋鹿角类药材用治此症最多，取
其益精填髓的功效。《千金方》“麋角丸”功能 “明

耳目，补心神，安脏腑，填骨髓，理腰脚，能久立，

发白更黑，貌老还少”［２９］。宋 《太平圣惠方》收载

麋角方剂１０张，９张治疗 “五脏虚损，腰脚疼痛”

“补暖下焦，壮筋力”“补暖下元，温中治气” “伤

寒后虚损，夜梦泄精不禁”等病症，其中６张方剂
·２６１１·



２０１９年９月　第２１卷　第９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Ｓｅｐ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９

表２　历代方书中麋鹿源药材代表方剂
部位 方名 方源 药味组成 功效主治

麋脂 — 《肘后备急方》 麋脂 年少气充，面生皁疮。

麋角 麋角丸 《备急千金药方》卷十九 秦艽、人参、甘草、肉苁蓉、槟榔、麋角、

通草、菟丝子、牛乳、酥为丸

明耳目，补心神，安脏腑，填

骨髓，理腰脚，能久立，发白

更黑，貌老还少。

牛角散 《太平圣惠方》卷六十五 黄牛角、麋角屑、白蔹、麝香、密陀僧、

黄丹、蜣?、羌活、海桐皮、仙灵脾、干
地龙

久患疮不愈者。

麋角丸 《太平圣惠方》卷九十八 麋角屑、硫黄、腽肭脐、木香、肉苁蓉、

补骨脂

积冷气。补暖下元，令人强壮，

益颜色。

麋角散 《圣济总录》卷十八 麋角、芦荟、赤箭、蝎梢、麝香、附子、

干姜

大风恶疾，滑泄精气。

百合饮 《圣济总录》卷五十三 生百合、赤茯苓、麋角、麦门冬、肉苁蓉、

黄耆、薏苡仁

胞痹。少腹疼痛，小便不利。

二至丸 《杨氏家藏方》卷九 鹿角、苍耳、麋角、当归、山药、白茯苓、

黄耆、人参、沉香、沙苑蒺藜、远志、肉

苁蓉、附子

补虚损，生精血，去风湿，明

目聪耳，强健腰脚，和悦阴阳，

既济水火，百疾不生。

麋角丸 《本草纲目》 麋角、生附子 使人丁壮不老，房室不劳损，

气力颜色不衰。

龟鹿二仙胶 《医便》卷一 麋角、龟版、人参、枸杞子 男妇真元虚损，久不孕育；男

子酒色过度，消铄真阴，妇人

七情伤损血气，诸虚百损，五

劳七伤。

彭君麋角粉 《遵生八笺》卷四 麋角 延年益寿。

麋角霜 附子丸 《太平圣惠方》卷七 附子、五加皮、丹参、麋角霜、石斛、牛

膝、蛇床子、巴戟、桂心、海桐皮、木香、

菖蒲、汉椒、磁石

肾脏风冷气，腰脚疼痛，头目

昏闷，耳鸣腹胀，四肢无力。

麋角霜丸 《圣济总录》卷一八五 麋角霜、附子、山芋 补暖元脏，驻颜。

麋角粥 《遵生八笺》卷十一 麋角霜 下元虚弱。

麋角胶 肉苁蓉丸 《太平圣惠方》卷二十六 肉苁蓉、石斛、麋角胶、枸杞子、远志、

续断、熟干地黄、天雄、干姜、菟丝子

虚损。补益精血。

加味四圣膏 《医学碎金录》 紫河车、龟版胶、麋角胶、茯苓、天冬、

麦冬、生地、熟地、地骨皮

峻补精血。消耗性慢性疾病及

贫血患者（如肺结核等）。

麋茸 麋茸丸 《太平圣惠方》卷二十七 麋茸、鹿茸、干熟地黄、牛膝、人参、白

茯苓、桂心、五味子、巴戟、菟丝子、附

子、肉苁蓉、汉椒、山茱萸、薯蓣、车前

子、远志、蛇床子

虚劳不足，肾脏伤绝。

天雄散 《太平圣惠方》卷七 天雄、蛇床子、远志、菟丝子、肉苁蓉、

五味子、麋茸、巴戟、杜仲一两

肾脏虚损，膝无力，阳气萎弱。

梅茸丸 《魏氏家藏方》卷七 麋茸、鹿茸（有血者） 补阴阳不足。

北麋茸安坤赞育丸 《清太医院配方》杂治门 麋茸、紫河车、鹿角胶、鹿尾等四十九味 妇女气虚血衰，经血不调，久

不孕育，胎前产后诸虚不足。

麋肉 崔氏理中丸 《肘后备急方》卷二 甘草、干姜、人参、白术制蜜丸，以麋肉

汤服之

治卒霍乱诸急。

全麋 壶隐子双鹿丸 《增补内经拾遗》卷四 雄麋、雌鹿、枸杞子、当归、川芎、白芍、

生地、人参、白术、白茯苓（去皮）炙草

肾精亏，失精。

　　注：—表示无相关内容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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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麋角”作为君药，并以 “麋角丸”命名［３１］。麋角

治肾虚方剂中最具特色的是三张名为 “二至丸”的

方剂，见于宋代 《杨氏家藏方》《济生方》与明

《万氏家抄方》，其仿名方 “二至丸”（夏至墨旱莲，

冬至女贞子），将 “夏至解”鹿角与 “冬至解”麋

角作为药对，并配以他药，“补虚损，生精血，去风

湿，明目聪耳，强健腰脚，和悦阴阳，既济水火，

百疾不生”（《杨氏家藏方》）［３２］。此外值得注意的

是，中医常用的肾阴肾阳双补的方剂 “龟鹿二仙

胶”（鹿角、龟板、人参、枸杞子），最早在明代

《医便》中，所用鹿角为麋角，而非今日方剂书中

收载的梅花鹿角［３３］。补肾方中，麋角多与附子、

巴戟天、肉苁蓉、菟丝子、温肭脐（海狗肾）等温

补肾阳药物配伍使用，尤其与附子配伍频率最高，

南宋 《鸡峰普济方》中 “麋角丸”就纯以两者配

伍，用治 “真元亏耗，营卫劳伤”，谓其 “久服

填骨髓，补虚劳，驻颜色，去万病”［３４］。从这些

方剂的应用不难看出，麋角补肾功效确著，兼具

阴阳双补之效，又以补精血见长，确如张璐 《本

经逢源》所言 “为阴中之阳，较之鹿角纯阳无阴

倍胜”［３５］。

麋角胶与麋角霜入药方剂也大多为肾脏虚损所

设，现代医家沈仲圭也取 “金水相生”之义创制

“加味四圣膏”，以麋角胶伍用紫河车胶，龟板胶大

补阴血，用治肺结核等消耗性疾病，这也是麋鹿类

药材在中医临床应用的最后记载（１９５７年）［１８］。
３２２疮痈　 《太平圣惠方》中 “牛角散”以 “麋

鹿角”伍用他药，用治 “久患疮不愈者”，取其

“通利血脉”之意［３１］。

３２３胞痹　 《素问·痹论》中记载：“胞痹，少腹膀

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上为清涕”［３６］，其

症状颇似今之前列腺增生症，《圣济总录·膀胱门》载

有治疗方剂 “百合饮”，方中以百合通利小便，麦

门冬养阴、麋角、肉苁蓉温补肾阳，黄芪、薏苡仁、

赤茯苓利水，颇为契合老年前列腺增生证见肾阳虚

衰的患者［３０］。此方也是麋角入药方剂中唯一的

汤剂。

３２４大风恶疾　该病名首见于 《备急千金要方》，

与现代医学 “麻风病”极为相似，中医认为其由体

虚感受暴疠风毒，邪滞肌肤而发；或接触传染，内

侵血脉而成。《圣济总录》载方 “麋角散”治 “大

风恶疾”，以麋角为君药，取其 “除风痹，通利血

脉”之效［３０］。

３３麋茸

以麋茸入药方剂共有２６张，均为补肾治虚损所
设，并常与鹿茸配伍。可见记载的最早入药方剂为

《太平圣惠方》之 “天雄散”，治 “肾脏虚损，膝无

力，阳气萎弱”［３０］。最后见于中医临床应用记载的

是 《清太医院配方》“北麋茸安坤赞育丸”，治妇女

气虚血衰，经血不调，久不孕育，有 “妇科圣药”

之称，也曾是同仁堂的著名产品，后由于麋鹿绝迹，

只能以青毛鹿茸替代，名称也被改为 “安坤赞育

丸”［３７］。

３４麋肉与全麋应用

东晋 《肘后备急方》治 “卒霍乱诸急”以麋

肉煮汤送服理中汤，温中补虚，与 “麋脂”同为

最早的麋鹿源药材方书记载［２８］。更有明 《增补内

经拾遗》“壶隐子双鹿丸”以雄麋配雌鹿，伍以四

君加物，阴阳和合，治 “肾精亏，失精”，颇有

巧思［３８］。

４　麋鹿药用资源现代研究进展

现代学者经过大量研究，初步揭示了麋鹿角与

茸的化学成分组成与功效价值，为恢复麋鹿资源的

药用地位奠定了科学基础。

４１麋鹿角资源性化学成分研究

研究发现，麋鹿角成分主要有：氨基酸、核苷、

脂肪酸、无机元素和多糖等，其角水提液主要有蛋

白多肽。学者利用现代定性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了麋

鹿角中的上述成分，并与梅花鹿角与马鹿角进行了

比较。

４１１核苷及碱基类分析评价　李锋涛等［３９］发现麋

鹿角含有１７种核苷及碱基类成分，其中尿苷含量较
高，而梅花鹿与马鹿角鸟嘌呤含量较高。麋鹿角核

苷及碱基总含量在不同鹿龄及角的不同部位中含量

差异较大。

４１２氨基酸类分析评价　宋建平等［４０］研究发现，

麋鹿角所含氨基酸种类有：苯丙氨酸、亮氨酸、缬

氨酸、丙氨酸、甘氨酸、谷氨酸、天冬氨酸、精氨

酸及赖氨酸（＞７０％）等，色氨酸、甲硫氨酸、ｇ氨
基丁酸、羟脯氨酸及谷氨酰胺等含量较低。各种氨

基酸中，麋鹿角缬氨酸和色氨酸的含量显著高于梅

花鹿角。不同鹿龄的角与角的不同部位，氨基酸含

量均有差别。计算２４种氨基酸总量和８种必需氨基
酸总量，马鹿角最高、麋鹿角次之、梅花鹿角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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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

４１３无机元素类分析评价　程志斌等［４１］从麋鹿角

中总共发现４４种无机元素，其中２６种为麋鹿角特
征元素。宏量元素中，麋鹿角中Ｃａ与Ｐ含量均高于
梅花鹿角与马鹿角；微量元素中以 Ｚｎ、Ｆｅ、Ｓｉ、
Ａｌ、Ｓｒ、Ｂａ含量较为丰富。各部位中，角尖部 Ｂａ、
Ｂｅ、Ｐｂ和 Ｆｅ平均量最高，其他元素差异不明
显［４２］。值得注意的是个别种群的麋鹿角样品检测

发现 Ｓｂ、Ｐｂ、Ｃｄ等元素，分析其原因可能与麋鹿
栖息环境或食物有关，抑或在运输、贮藏过程受到

污染［４１］。

４１４多糖类分析评价　李锋涛等［４３］测定麋鹿角中

多糖类成分发现，不同鹿龄麋鹿角中均以中性多糖

含量为最高，其次是氨基己糖，酸性多糖含量相对

较低。多糖平均含量与总含量均以２岁龄麋鹿角为
最高。

４１５脂肪酸类分析评价　翟艳娟等［４４］发现，麋鹿

角含有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与多不饱和脂

肪酸。含量最高的为反油酸，含量最低的是顺１１，
１４二十碳二烯酸。不同部位中的脂肪酸种类基本一
致，但反油酸、棕榈酸与硬脂酸差异显著，是区别

麋鹿角基部和中／尖部的主要因素，且在不同年龄的
麋鹿角中亦有显著差异。

４１６蛋白与多肽类分析评价　有研究者［４５４６］利用

ＮａｎｏＬＣＩＴＯｒｂｉｔｒａｐ与 ＰＥＡＫＳ软件相结合的方法，
从麋鹿角的水提取物鉴定了３６０个肽段，经与相关
数据库比对，这些多肽主要来源于胶原蛋白与血红

蛋白体外实验发现，麋鹿角水溶性蛋白具有促进成

骨细胞分化，神经营养因子表达，促进免疫细胞增

殖等活性。

４２麋鹿角生物活性评价研究

基于麋鹿角 “温肾壮阳，益阴补髓，强筋骨，

益血脉”的传统功效认识，现代学者利用多种动物

模型进行了相应功效评价与机理阐释。

４２１“温肾壮阳”功效生物活性评价研究　蒋情
等［４７］发现麋鹿角具有增加氢化可的松致 “肾阳虚”

大鼠体质量的效果，可纠正模型动物下丘脑垂体靶
腺轴的功能紊乱状态，调节免疫，麋鹿角水提药渣

的效果优于麋鹿角粉与水提取物。麋鹿角还能显著

提高房劳肾阳虚模型小鼠肾脏、睾丸及附睾、包皮

腺和精囊腺脏器指数，提高交配能力、精子密度、

精子活率与降低精子畸形率，尤以醇提取物作用趋

势最强。成海龙等［４８４９］研究亦发现，麋鹿角醇提液

能增加幼鼠睾丸的重量，能升高幼鼠促黄体生成素

的水平，促进性腺发育。

汪银银等［５０］发现麋鹿角和鹿角全粉均可显著延

长氢化可的松阳虚小鼠动物冰水浴游泳时间。但鹿

角组小鼠游泳时间延长更为显著，且缺氧生存时间

显著延长，而麋鹿角效用较弱，认为鹿角改善 “阳

虚”的效用优于麋鹿角。

４２２“利补阴血”生物活性评价　有关研究［５０５１］发

现麋鹿角全粉和水提物皆能增加甲状腺素并利血平

致 “阴虚”小鼠与大鼠的体质量，上调胸腺和脾脏

指数，调节机体抗氧化能力、内分泌和免疫系统等

功能，醇提物活性优于水提物。

李锋涛等［５２］发现麋鹿角粉及麋鹿角水提药渣可

增加乙酰苯肼联合环磷酰胺诱导的骨髓抑制模型小鼠

的外周白细胞与红细胞数量，促进骨髓细胞由Ｇ０／Ｇ１
期向 Ｓ期转与 ＤＮＡ的合成，促进造血祖细胞的增
殖，恢复骨髓损伤。

有关研究［５０］发现麋鹿角能够显著降低甲状腺素

致 “阴虚”模型小鼠过高的体温，减少饮食量，并

能明显降低过高的耗氧量，延长缺氧状态下动物的

存活时间，显著改善 “阴虚”症状，优于鹿角。提

示麋鹿角在改善 “阴虚”效用优于鹿角，也印证了

古籍的相关讨论。

４２３“强筋健骨”功效生物活性评价研究　李锋
涛［４２］发现麋鹿角显著提高切除卵巢致雌性骨质疏松

大鼠的股骨骨密度和骨矿物质含量，升高血清碱性

磷酸酶（ＡＫＰ）水平。麋鹿角总水提取物及肽类能增
加泼尼松龙致骨质疏松斑马鱼的头部骨骼骨矿化量

和骨密度，阻止骨量丢失，且作用优于乙醇提取

物。翟燕娟［４５］亦发现，麋鹿角总水提物与分子量

在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Ｄａ的超滤产物能显著促进大鼠成
骨细胞增殖及细胞分化标志基因 ｏｓｔｅｏｎｅｃｔｉｎ与
ＣＯＬ１Ａ１的表达。
４２４麋鹿角抗衰老作用生物活性评价研究　李锋
涛［４２］研究发现，麋鹿角能显著提高 Ｄ半乳糖致
亚急性衰老模型小鼠肝脏、肾脏以及脑组织内的

抗氧化酶活性，抑制脑组织内 ＭＡＯ活性，显示
出较好的抗亚急性衰老作用。秦红兵等［５３５７］发

现，麋鹿角乙醇提取物能增强衰老小鼠学习与记

忆的能力，增加脾淋巴细胞转化刺激指数，增强

免疫功能。在果蝇模型上，麋鹿角水提取物物也

可显著延长果蝇平均寿命，显示出较好的延缓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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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作用［４２］。

４３麋鹿茸资源性化学成分分析评价

麋鹿茸中已发现的化学成分主要有：睾酮、雌

二醇、雌酮和孕酮等激素类；氨基酸、维生素、微

量粗蛋白、粗脂肪、膳食纤维、矿物质等。与鹿茸

相比，麋鹿茸中雌二醇、雌酮等的量高于梅花鹿与

马鹿茸。维生素 Ｂ１、Ｂ２的量分别比梅花鹿茸高出
１６３和２４２倍；粗蛋白含量低于两种鹿茸，膳食纤
维含量远高于两种鹿茸。此外糜鹿茸中含有多种矿

物质，其中 Ｍｇ、Ｃａ、Ｓｒ、Ｐ、Ｌｉ、Ｎｉ、Ｔｉ、Ｃｕ、Ｃｏ
含量高于其他两种鹿茸［５８５９］。

４４麋鹿茸生物活性评价研究

杨若明等［５８］发现麋鹿茸乙醇丙酮混合液提取
液显著增加正常小鼠的子宫与卵巢重量；去势大鼠

子宫、阴道亦有代偿性增生和变化，具有雌性激素

样作用。

５　麋鹿药用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建议

随着麋鹿种群的逐渐恢复，恢复麋鹿资源药用

地位的呼声也逐日升高［６０６１］。但是距离真正恢复药

用，尚有许多工作亟待完成。

５１优化麋鹿野生种群质量

麋鹿遗传多样性的保护与种群质量提高优化是

麋鹿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中国野生麋鹿种群中，

石首、洞庭湖、盐城野生麋鹿种群都是北京南海子

麋鹿群的后裔，大丰野生麋鹿群为英国伦敦动物学

会７家动物园或公园麋鹿的后裔。麋鹿种群内繁殖，
近交系数较高，易导致麋鹿遗传多样性贫乏。现已

发现，各野生种群内不规则形状鹿角出现数量逐年

增多，并发现了麋鹿个体夏季脱角的异常状况。因

此，如何实施麋鹿种群间的基因交流，尤其是远缘

群间个体交换，对于提高麋鹿种群质量，实现资源

可持续利用至关重要。

５２实现麋鹿人工驯化与规范化养殖

麋鹿人工规范化养殖是恢复麋鹿药用地位与实

现资源化利用的关键。以梅花鹿为例，规范化养殖

不仅使传统药用的鹿茸与鹿角药源得以保证，还实

现了茸血、角盘、皮、尾、鞭、肉、骨、筋、脂、

胎的全利用。从历代本草记载和临床应用上来

看，麋鹿源药材与鹿源药材相比别具特色。现代

研究亦已证实麋鹿资源具有特别的活性价值。通

过借鉴梅花鹿的人工养殖经验，实现麋鹿的规范

化养殖，不仅可以使古之常用的麋鹿角与麋鹿茸

重新恢复其药用地位，还可能参照梅花鹿的资源

全利用经验，深入挖掘麋鹿价值，拓展中药入药

品种。

５３系统开展麋鹿角等新资源药材的基础研究

麋鹿角为麋鹿每年自然脱落产物，收集不仅不

会伤害动物，还可以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无论从

古籍记载，还是从现代研究看，麋鹿角的药用价值

是确切而独特的。需要加强的基础研究工作主要包

括：首先是客观反映其多元功效的物质基础研究。

目前仅对角中氨基酸类、核苷类、无机元素等小分

子物质进行了分析评价，而蛋白质类、多肽类、多

糖类等生物大分子资源性物质研究还不够深入系

统。药材鉴别方面，王丽娟等［６２６３］虽已利用 Ｘ射
线衍射与 Ｆｏｕｒｉｅｒ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ＦＴＩＲ）建立
麋鹿角指纹图谱，但尚未见有利用其他分析手段进

行指纹图谱构建的报道。其次是客观反映临床功效

的药理／毒理及其生物学机制研究。虽然利用疾病
与证候模型对麋鹿角的传统功效进行了阐释，但是

对于麋鹿角与鹿角的功效特点差异研究还比较少

见，影响了麋鹿角独特药用价值的发现以及药材的

定位。

因此，系统开展麋鹿角等药用部位的基础研究，

有利于恢复其新资源药材的地位，并开发以麋鹿角

等药材为原料的系列特色资源性产品。在麋鹿的驯

养繁育和种群恢复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同

时，我们更应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未来，系统

布局，明确麋鹿资源作为我国重要的药用经济动物

资源的战略定位，大力发展麋鹿药用资源的规范化

与规模化养殖；系统深入研究麋鹿入药部位功效物

质基础，揭示其药用价值和不可替代性，促进我国

麋鹿资源向着保护与利用并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兼顾的多元模式协调健康发展，使其在大健康产

业的发展中拥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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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Ｓ［Ｊ］．ＪＰｈａｒｍＢｉｏｍｅｄＡｎａｌ，２０１３，８３（３）：１０．

［４０］宋建平，王丽娟，韩乐，等．麋鹿角氨基酸的高效液相色
谱分析［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１３，２４（１）：１４４．

［４１］程志斌，刘艳菊，白加德，等．麋鹿角重金属、微量元素及
其区域差异性［Ｊ］．四川动物，２０１６，３５（５）：７３４．

［４２］李锋涛．麋鹿角功效物质基础研究［Ｄ］．南京：南京中医
药大学，２０１４．

［４３］李锋涛，段金廒，钱大玮，等．麋鹿角中多糖类成分资源
化学分析评价［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６，２２
（１）：２２．

［４４］翟燕娟，朱振华，钱大玮，等．麋鹿角中脂肪酸的分析研
究［Ｊ］．药物分析杂志，２０１６，３６（５）：７９０．

［４５］翟燕娟．麋鹿角水溶性蛋白质部位及其活性评价研究［Ｄ］．
镇江：江苏大学，２０１６．

［４６］ＺＨＡＩＹＪ，ＺＨＵＺＨ，ＺＨＵＹ，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ｉｎＥｌａｐｈｕｒｉ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ｉＣｏｒｎｕＡｑｕｅｏｕ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ｎＯｓｔｅｏｂｌａｓｔｓＵｓｉｎｇ
ＮａｎｏＬｉｑｕｉ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ＴａｎｄｅｍｗｉｔｈＯｒｂｉｔｒａｐ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Ｊ］．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２０１７，２２（１）：１６６．

［４７］蒋情，李锋涛，钱大玮，等．麋鹿角不同部位对肾阳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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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的作用［Ｊ］．中药药理与临床，２０１４，３０（６）：８４．
［４８］成海龙，陆晓东，秦红兵，等．麋鹿角醇提液对幼鼠睾丸

以及附性器官发育的影响［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１０，２１
（３）：６５３．

［４９］成海龙，秦红兵，陆晓东，等．麋鹿角醇提液对小鼠应激
性性功能低下的保护作用及机制研究［Ｊ］．江苏中医药，
２００９，４１（１１）：７１．

［５０］汪银银，彭蕴茹，方泰惠，等．麋鹿角与鹿角对于阴阳虚
证模型小鼠选择性作用的实验研究［Ｊ］．江苏中医药，
２００８，４０（１）：８４，８６．

［５１］彭蕴茹，钱大玮，段金廒，等．麋鹿角不同部位对于甲亢
阴虚症大鼠的作用及其机制初探［Ｊ］．中药材，２０１１，３４
（４）：５０９．

［５２］李锋涛，段金廒，钱大玮，等．麋鹿角对环磷酰胺并乙酰
苯肼诱导血虚模型的作用［Ｊ］．中药药理与临床，２０１５，
３１（３）：１００．

［５３］秦红兵，杨朝晔，熊存全，等．麋鹿角醇提液对衰老小鼠
的抗氧化作用［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２４５１．

［５４］秦红兵，杨朝晔，成海龙等．麇鹿角乙醇提取液对实验性
衰老模型小鼠认知功能衰退的改善［Ｊ］．中国新药与临
床杂志，２００９，２８（７）：５０５．

［５５］秦红兵，杨朝晔，于广华，等．麋鹿角醇提取液改善衰老
小鼠免疫功能［Ｊ］．江苏医药，２００９，３５（１２）：１４６４．

［５６］杨朝晔，秦红兵，朱清．麇鹿角醇提液对衰老小鼠细胞因
子的影响［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１０，２１（４）：７７３．

［５７］杨朝晔，秦红兵，成海龙，等．麋鹿角醇提液对衰老小鼠
行为及免疫功能的影响［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０，２５
（２）：２２１．

［５８］杨若明，张经华，顾平圻，等．高效液相色谱法分析麋鹿
茸中的性激素［Ｊ］．分析化学，２００１，２９（５）：６１８．

［５９］杨若明，张经华，张林源，等．麋鹿茸、马鹿茸和梅花鹿茸
营养成分的分析比较研究［Ｊ］．广东微量元素科学，
２０００，７（１２）：４７．

［６０］刘睿，段金廒，钱大玮，等．我国麇鹿资源及其可持续发
展的思考［Ｊ］．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２０１１，１３
（２）：２１３．

［６１］李锋涛，段金廒，钱大玮，等．我国麋鹿药用资源的发展
与研究现状及其资源产业化的思考［Ｊ］．中草药，２０１５，
４６（８）：１２３７．

［６２］王丽娟，刘训红，丁玉华，等．麋鹿角的 Ｘ射线衍射 Ｆｏｕ
ｒｉｅｒ指纹图谱研究［Ｊ］．中药材，２００９，３２（５）：６６７．

［６３］严加琴，王丽娟，周逸芝，等．麋鹿角的ＦＴＩＲ指纹图谱分
析［Ｊ］．药学研究，２０１３，３２（１１）：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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