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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茯苓是我国大宗中药原料，也是卫生部批准的药食两用中药资源。趁鲜蒸制加工已基本取代 “发汗”

工艺，成为茯苓主流的初加工技术。茯苓经不同方法炮制得到有白茯苓、赤茯苓、茯苓皮、炒茯苓和朱茯苓，其功

效各有侧重。茯苓在古代经典名方中应用广泛，现代已形成桂枝茯苓丸等主打中成药产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

的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１００首方剂中，以茯苓为主要原料的经典名方占到了２４％。以茯苓为原料的保健
食品多达７７６个，主要保健功能为免疫调节、缓解体力疲劳和改善睡眠。茯苓的应用已经形成了涉及普通食品、化
妆品、中兽药和饲料添加剂的综合开发体系。加强质量控制、规范化炮制生产和功效突出的产品研发将是茯苓产业

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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茯苓是多孔菌科真菌，其菌核入药，首载于我

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 《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

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用于水肿尿少、痰饮

眩悸、脾虚食少、便溏泄泻、心神不安、惊悸失眠。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茯苓多糖和三萜类物质是其主

要活性成分之一［１４］，具有抑制酪氨酸酶［５］、防止肾

小管纤维化［６］、抗炎［７］和抗肿瘤［８１０］等功效。

茯苓适应能力强，野生茯苓分布广泛，温带及

亚热带地区，如亚洲、北美洲、大洋洲、非洲均有

发现［１１］。在北美，茯苓被称为印度面包，在中国和

日本，除了药用外还应用于食品和化妆品［１２］。茯苓

是我国大宗中药原料，素有 “十方九苓”之称，也

是卫生部批准的药食两用中药资源，具有很高的研

发价值。本文通过调研，系统综述了我国茯苓炮制

加工和产品研发现状。

１　加工炮制

１１　产地加工

茯苓采挖后，传统的初加工需要反复数次 “发

汗”至皱纹、内部水分大部分散失后，再进行炮制

加工［１３］。目前，根据生产需求不同，我国各茯苓产

地加工技术有所区别，大体可分为３种：一是 “鲜

茯苓采收发汗剥皮切制干燥”加工技术，此技术
为传统早期茯苓加工技术，费时费力，现很少采用；

二是 “鲜茯苓采收剥皮切制干燥”加工技术，此
方法节能，成本较低，但成品率相对较低；三是

“鲜茯苓采收蒸制剥皮切制干燥”加工技术，此
技术药材成品率较高，成色较好，现为主流。不同

加工方式研究对比发现，趁鲜蒸制加工茯苓在外观

性状、成品率及各指标成分含量方面均显著优于传

统发汗加工和趁鲜直接加工［１４１５］。

１２　饮片炮制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 《中

国药典》）和各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以及炮制方法的

不同，茯苓炮制后的产品形式主要包括茯苓块、茯

苓片、茯苓粉、赤茯苓、朱茯苓、炒茯苓和茯苓皮，

见表１。茯苓不同炮制产品的主要功效也有所区别，
白茯苓，即茯苓块、茯苓片、茯苓粉的功效是利水

渗湿、健脾、宁心。而赤茯苓偏于利湿热、行水；

茯苓皮主要用于利水消肿；朱茯苓重在心神不安、

惊悸失眠。这可能与炮制产品的活性成分存在差异

有关，白茯苓中茯苓多糖［１６］含量更高，茯苓皮中茯

苓三萜含量突出［４］，朱茯苓由于添加了朱砂，进

一步突出了宁心安神功效［１７］。

２　茯苓医药产品和保健食品

２１　茯苓经典名方

茯苓为我国传统常用中药材，为多种方剂及中

成药的原料。据初步调查，在常用中药方剂中，茯

苓的配伍率达７０％［１８］。茯苓方中所有药物数据经统

计分析发现，茯苓被配伍使用最多见的为白茯苓，

频率达７２６４％［１９］。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

是指目前仍广泛应用、疗效确切、具有明显特色与

优势的清代及清代以前医籍所记载的方剂［２０］。茯苓

在我国古代经典名方中应用广泛，２０１８年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制定公布了古代经典名方 （第一批）１００首
方剂目录，以茯苓为主要原料的经典名方占到了

２４％（见表２）。

表１　茯苓炮制方法与功效
种类 炮制方法 主要功效 参考规范

茯苓块／片 取茯苓个，浸泡，洗净，润后稍蒸，及时削去

外皮，切制成块或切厚片，晒干。

利水渗湿、健脾、宁心。 《中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

茯苓粉 取茯苓块或茯苓片，粉碎成细粉。 同 《中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 《四川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２０１５年版）

赤茯苓 取茯苓近外皮部的淡红色部分，切块，晒干。 偏于利湿热、行水。 《天津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２０１８年版）

朱茯苓 取净茯苓，加定量朱砂粉拌匀。每茯苓１００ｋｇ，
用朱砂２ｋｇ（湖南）或４ｋｇ（重庆）或 １ｋｇ（江
西）。

心神不安、惊悸失眠。 《湖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２０１０年版）、
《重庆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２００６年版）、
《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２００８年版）

炒茯苓 取茯苓饮片，照清炒法炒至表面微黄色，微具

焦斑，取出，推凉，筛去灰屑。

同 《中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 《浙江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２０１５年版）

茯苓皮 将整茯苓洗净泥土，捞出，润透外皮，削下，

晒干。除去杂质，洗净，切碎，干燥。

利水消肿。 《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２００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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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以茯苓为主要原料的经典名方统计
朝代 经典名方总数 茯苓名方个数 茯苓经典名方名称

汉 ２８ ６ 真武汤、猪苓汤、附子汤、半夏厚朴汤、苓桂术甘汤、甘姜苓术汤

唐 ５ １ 开心散

宋 １１ ４ 实脾散、清心莲子饮、三痹汤、华盖散

金 １１ ４ 升阳益胃汤、厚朴温中汤、地黄饮子、大秦艽汤

明 １７ ６ 清金化痰汤、金水六君煎、暖肝煎、托里消毒散、清肺汤、养胃汤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公布的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 （第一批）》。

２２　茯苓中成药

在中成药方面，在 《中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的成
方制剂中，以茯苓为原料的方剂高达２３２个。市场
上形成了以茯苓为标志的茯苓多糖口服液和桂枝茯

苓片、茯苓丸、茯苓胶囊系列产品（见表３）。其中
桂枝茯苓丸是张仲景 《金匮要略》的经典名方，由

桂枝、茯苓、牡丹皮、白芍、桃仁 ５味中药组
成［２１］。近年来的药理和临床研究表明，该方应用范

围十分广泛，治疗疾病由妇科扩展到男科，常用来

治疗痛经、盆腔炎、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

卵巢囊肿、乳腺增生、前列腺增生等疾病，其药理

作用涉及抗凝、抗炎、抗肿瘤等多个方面［２１２２］。茯

苓为原料的中成药还有很多，包括六味地黄丸、逍

遥丸、人参健脾丸等产品［２３］。

２３　茯苓保健食品

由于茯苓的功效价值和安全性，其广泛应用于

保健食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备案的保

健食品中，以茯苓为原料的保健食品有７７６个，其
保健功能主要体现在免疫调节、缓解体力疲劳和改

善睡眠等方面（见表４）。

表３　名称中含有茯苓的中成药产品
产品名称 生产单位 功能主治

桂枝茯苓片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活血化瘀、缓消症块

桂枝茯苓丸 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２１家企业 活血、化瘀、消

桂枝茯苓丸（浓缩水丸） 成都九芝堂金鼎药业有限公司 活血，化瘀、消

桂枝茯苓胶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活血、化瘀、消

山楂茯苓颗粒 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健脾、祛湿、开胃

指迷茯苓丸 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等３家企业 燥湿和中、化痰通络

茯苓多糖口服液 湖南补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健脾益气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查询系统。

表４　茯苓为主要原料的保健食品
保健功能 产品数量 代表产品或其他功能　　

免疫调节 ３１７ 阿胶枸杞茯苓大枣颗粒 （国食健字Ｇ２０１２０６９５）

缓解体力疲劳 １１７ 参杞茯苓胶囊 （国食健字Ｇ２０１２０２１７）

改善睡眠 ９６ 茯苓参枣胶囊 （国食健字Ｇ２０１２０１９７）

改善肠胃功能 ７３ 黄蒲茯苓胶囊 （国食健字Ｇ２０１１０３００）

减肥 ６６ 绿茶茯苓荷叶茶 （国食健字Ｇ２０１４０７１９）

美容 ４４ 当归枸杞茯苓西洋参珍珠芦荟胶囊 （国食健字Ｇ２０１１０２５８）

化学性肝损伤保护 ４２ 灵芝茯苓胶囊 （国食健字Ｇ２００８０６４４）

抗氧化 ３４ 参苓胶囊 （国食健字Ｇ２００９０３７６）

调节血脂 ２７ 红茯冲剂 （卫食健字（１９９７）第２０５号）

增强骨密度 １６ 牦牛骨髓山药茯苓粉 （卫食健字（２００３）第０２４６号）

改善营养性贫血 １５ 彤享口服液 （国食健字Ｇ２０１１０２６７）

调节血糖 １５ 南杞茯苓膏 （卫食健字（２０００）第０１２５号）

改善记忆 １３ 核桃苓口服液 （国食健字Ｇ２００８０４３６）

缓解视疲劳 ８ 菊地茯锌胶囊 （国食健字Ｇ２００５０２２５）

其他 ４１ 排铅、清咽、促进生长、抗辐射、抗突变、耐缺氧、降血压、辅助抑制肿瘤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保健食品查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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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保健功能与茯苓健脾宁心的功效作用紧密

相关［２４］。茯苓还与其他中药资源配合，形成了新的

保健作用，例如灵芝茯苓胶囊能够保护化学性肝损

伤，牦牛骨髓山药茯苓粉能够增强骨密度，核桃苓

口服液能够改善记忆等。

３　综合开发利用

３１　茯苓普通食品

在食用领域，茯苓的需求增长更为明显。从南方

的龟苓膏，到北方茯苓饼，都是以茯苓为主要原料加

工制成［２５］。目前，市场上以茯苓为主要原料的食品，

涵盖了膏、粉、丸、粥、茶、饮、汤料和超微破壁粉

等（见表５）。茯苓超微粉将茯苓超微细粉化，提高
了细胞破壁率、比表面积，从而增加了有效成分的

溶出率、生物利用度，能够增强药理作用［２６］。

表５　茯苓为主要原料的普通食品
产品种类 代表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或品牌

膏　　 茯苓百合酸枣仁膏 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福州）有限公司

茯苓膏 广东逢春制药有限公司

粉　　 茯苓芡实大枣阿胶粉 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福州）有限公司

莲子茯苓芡实粉 一品堂中国大陆

丸　　 芡实茯苓丸 广东逢春制药有限公司

红豆薏米芡实丸 广东逢春制药有限公司

粥　　 芡实薏米赤小豆茯苓粥 广东逢春制药有限公司

赤小豆薏米芡实茯苓粥 亳州市仁庆堂药业有限公司

茶　　 茯苓丁香茶 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福州）有限公司

茯苓蒲公英茶 亳州中润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饮　　 酸枣仁茯苓饮液 Ｌ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朵颜朵姿中国大陆

茯苓湿清饮 亳州市青春塘保健品有限公司

汤料　 茯苓山药煲肉汤料 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福州）有限公司

茯苓淮山水鸭汤 福东海广东逢春制药有限公司

超微粉 破壁草本茯苓粉 广东草晶华破壁草本有限公司

茯苓鱼腥草破壁草本 中山市中智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市场调研。

３２　茯苓化妆品

茯苓多糖具有一定的吸湿性和比较持久的保湿

性，尤其是在干燥条件下，保湿性能优于海藻酸钠

和甘油［２７］。白茯苓中还含有美白成分，对酪氨酸酶

的抑制率可达到３１１０％［２８］。因此，茯苓也广泛应

用于面膜、洁面乳、保湿水、精华霜等化妆品中（见

表６）。其中，上海传美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白茯
苓无瑕透亮滋养面膜，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注册了国妆特字（Ｇ２０１８０３１１）。可见，以茯苓为原
料的化妆品具有较好的美白效果。

表６　茯苓为主要原料的化妆品
产品种类 代表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或品牌　　　

面膜　 茯苓水嫩蚕丝面膜 湖南补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白茯苓无瑕透亮滋养面膜 上海传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面乳 茯苓温润洁面乳 湖南补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白茯苓自然雪肌洁面奶 ＭＥＲＲＹＦＵＬ／美源坊

保湿水 茯苓焕采保湿乳水 湖南补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白茯苓自然雪肌精华水 ＭＥＲＲＹＦＵＬ／美源坊

精华霜 茯苓雪肌霜 安徽兄弟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茯苓自然雪肌精华霜 ＭＥＲＲＹＦＵＬ／美源坊

　　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市场调研。

３３　茯苓中兽药和饲料添加剂

以天然中药资源有效成分为主体的中兽药和饲

料添加剂，为解决肉类食品安全问题以及我国畜禽

出口面临的 “绿色壁垒”开辟了新途径［２９］。在国家

农业农村部系统查询的以茯苓为主要原料的兽药包

括茯苓多糖散、枣胡散、银黄二陈合剂（见表 ７）。
其中，茯苓多糖散是以茯苓饮片加工的边角料进行

提取，将茯苓三萜类、水溶性多糖和酸性多糖等有

效部位提取物混合后制剂成型，其流动性和吸湿性

均符合中药兽药的相关技术要求［３０］。研究还发现，

添加发酵茯苓组断奶仔猪生长性能和腹泻率指标均

要优于添加未发酵茯苓组［３１］，表明茯苓在中兽药和

饲料添加剂中能得到很好的应用。

表７　茯苓为主要原料的兽药产品
兽药名称　 主要成分 新兽药注册证书号 功能与主治

茯苓多糖散 茯苓 （２０１８）新兽药证字５３号 增强免疫。用于提高猪对猪瘟疫苗和猪伪

狂犬病疫苗的免疫应答。

枣胡散 酸枣仁、延胡索、川芎、茯苓、知母 （２０１８）新兽药证字３０号 镇静安神、健脾消食。缓解仔猪断奶应激。

银黄二陈合剂 黄芩、金银花、姜半夏、陈皮、茯苓 （２０１９）新兽药 清热解毒、燥湿化痰。主治温热咳嗽、鸡

传染性喉气管炎见上述证候者。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农业农村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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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展望

４１　加强茯苓产地趁鲜蒸制加工的质量控制

趁鲜加工是中药材加工的重要方法之一，党

参［３２］、三七［３３］、白附子［３４］、何首乌［３５］等开展了

大量趁鲜加工研究。茯苓的产地加工也取得了一系

列的创新，趁鲜蒸制加工能够改善茯苓外观性状、

成品率及各指标成分含量，是实际生产应用中经验

总结形成的有效举措。可在茯苓主要产区建立规

模化的蒸制加工中心，这将细化分工、有效节约

成本。目前，湖南靖州茯苓大市场已建立了统一

的规模化蒸制加工车间，规范化的蒸制既节约了

成本，又保障了质量。如何加强茯苓产地趁鲜蒸

制加工的质量控制，明确量值传递关系，值得深

入探讨。

４２　推进茯苓饮片炮制的规范化生产和应用

我国茯苓炮制加工方法多样，各地在工艺和辅

料用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以朱茯苓炮制为例，朱

砂的添加量在各地炮制规范中差异很大，每１００ｋｇ
茯苓的朱砂用量从１ｋｇ到４ｋｇ不等。国家已启动了
“茯苓标准化建设”项目，通过系统科学地研究，

实施茯苓炮制加工的规范化生产对于茯苓的提质升

级具有重要意义。茯苓饮片类型包括茯苓块／片、茯
苓粉、赤茯苓、朱茯苓、炒茯苓、茯苓皮和茯神等，

不同类型的茯苓饮片功效各有侧重，例如白茯苓偏

于健脾，茯苓皮擅于利水，茯神长于安神［３６］。如何

在中成药研发和临床处方应用中规范化使用不同类

型的茯苓饮片，更好地发挥茯苓的功效价值，值得

进一步研究。

４３　提升基于茯苓成分和药理功效的产品体系

茯苓医药产品、保健食品和综合开发利用的体

系已经基本建立，各层次产品众多。但大多数产品

中，茯苓起到的是辅助调和作用。茯苓的主要活性

成分为茯苓多糖和三萜［１４］，不同活性成分的提取分

离和纯化方式不一，其药理功效作用也存在差

异［３７］。如何进一步针对特定活性成分群开展靶向提

取，突出茯苓功效，精准市场定位，研发茯苓精深

加工产品，延伸茯苓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将是升

级茯苓产品研发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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