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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玉竹与黄精是黄精属的２种代表性药食两用中药，食疗价值突出。然而本属植物形态较为相似，分类
和鉴定困难，导致玉竹与黄精的民间习用品较多，来源混杂。长期以来玉竹与黄精的保健食品开发处于不平衡状

态，玉竹的食疗价值及应用被忽视。因此，从玉竹与黄精的形态差异、功效演变和古今食用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并

提出今后的发展建议，以期为两者的开发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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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分布的百合科黄精属植物共有３２种［１］，多

可药食两用，在民间的使用历史悠久，其中又以被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 《中国药典》）及

《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品种名单》收载的玉竹与黄

精为代表。自古以来，玉竹与黄精被广泛用于饮食、

医疗及保健，在追求 “全民健康”的时代潮流中，

玉竹与黄精的补益作用日益受到关注，并被开发成

多样化的健康产品。

然而黄精属植物的形态及药材性状较为相似，

分布区域多有重叠，且在进化中出现较多变种，分

类和鉴定困难。民间习惯将同属的某些植物作为玉

竹或黄精使用，导致药材来源复杂，极大地影响着

玉竹与黄精的产品开发和产业发展。此外，古代医

籍记载玉竹与黄精功效相近，两者常常通用，不利

于古方研究及现代产品细分。因此，为了更好地对

产品进行定位和细分，有必要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

以明确今后两者的研发方向及重点。

１　玉竹与黄精的形态差异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中明确玉竹为百合科
植物玉竹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ｏｒｄｏｒａｔｕｍ（Ｍｉｌｌ）Ｄｒｕｃｅ的干
燥根茎。黄精为百合科植物滇黄精Ｐｋｉｎｇｉａｎｕｍ
ＣｏｌｌｅｔＨｅｍｓｌ、黄精 Ｐ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Ｒｅｄ或多花黄精
ＰｃｙｒｔｏｎｅｍａＨｕａ的干燥根茎［２］。因玉竹与黄精形

·７４４１·



２０２０年９月　第２２卷　第９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Ｓｅｐ２０２０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９

态相似，历代本草在形态描述时常将两者互为参照。

《中国植物志》沿袭了我国古代主要以根茎及叶的

形态区分黄精属植物的方法，将黄精属植物的根茎

分为圆柱状、鸡头状、连珠状和姜块状。另外在

Ｂａｋｅｒ［３］提出的以叶序作为分类依据的基础上进一步
考虑了花及苞片形态的区别，将黄精属植物分为

８个系。玉竹根茎属于典型的圆柱状，粗细较均匀。
黄精的根茎一头粗一头细，状似鸡头，因此黄精也

俗称鸡头黄精。多花黄精常结节成块，形似生姜，

故习称姜形黄精。滇黄精根茎结节明显，多连珠

状［４］。在叶序特征上，玉竹与多花黄精为互生叶序，

而滇黄精与黄精均为轮生叶序。玉竹与黄精的形态

及显微特征见表１。
虽然 《中国药典》已经明确两者的基原，但在

民间及药材市场，除 《中国药典》规定的基原外，

还有黄精属其他植物或形态相似的其他属植物作玉

竹与黄精使用及流通，某些地区的习用品使用量约

占总黄精类药材（正品加习用品）的７０％左右［５］。如

轮叶黄精和新疆黄精，在民间代黄精入药，名为

“羊角参”，新疆黄精在新疆地区还作玉竹用［６］。粗

毛黄精在西北地区作黄精用，在四川绵阳作玉竹

用［７］。民间常作玉竹使用的还有康定玉竹、小玉竹、

毛筒玉竹、互卷黄精、热河黄精和二苞黄精等［８］。

还有部分地区将百合科中与玉竹形态相似的散斑竹

根七、深裂竹根七和鹿药作玉竹用，导致药材来源

较混乱，品质难以保证［９］。

２　玉竹与黄精的功效比较

在我国，玉竹与黄精的食用历史悠久，但两者

作为药物被本草收载的时间不同。主流的观点认为，

玉竹以 “女萎”之名首载于 《神农本草经》，而黄

精始载于 《名医别录》［１０］。《神农本草经》中记载

玉竹 “主中风暴热，不能动摇，跌筋结肉，诸不足。

久服去面黑 ，好颜色，润泽，轻身，不老”［１１］。

《名医别录》言玉竹 “主治心腹结气，虚热，湿毒，

腰痛，茎中寒，及目痛眦烂泪出”；黄精 “主补中益

气，除风湿，安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不饥”［１２］。

随着实践的积累，后世本草在 《神农本草经》

和 《名医别录》所载功效的基础上进行增补，并逐

渐区分了玉竹和黄精的功效主治。《本草经集注》

提出，玉竹 “主理诸石，人服石不调和者，煮汁饮

之”［１３］。《药性论》认为，玉竹 “主时疾寒热，内

补不足，去虚劳客热，头痛不安，加而用之良”［１４］。

《日华子本草》载：“除烦闷，止渴，润心肺，补五

劳七伤，虚损，腰脚疼痛，天行狂热，服食无

忌”［１５］。至此已明确玉竹为 “润肺、除虚热之

药”［１６］９４，多用以治疗中风肢体不遂及肺胃阴津不足

之证，与现代 《中国药典》中所载的功效几无二

致。黄精陆续增有 “补五劳七伤、助筋骨、止饥、

耐寒暑、益脾胃、润心肺、填精髓、壮元阳”等功

效，奠定了其 “养性之上药”“补益脾胃之胜品”

“补养脾阴之正品”的地位［１７１８］。从玉竹与黄精的

功效沿革（见表２）可见，古代医籍多侧重于介绍玉
竹的药用功效及黄精的保健功效。

古代医家们认为，玉竹与黄精的食疗功效相近，

都有补中益气、润心肺、补五劳七伤、去风湿、悦

颜色、轻身不老等功效。故李时珍认为 “二物虽通

用亦可”［１９］。《植物名实图考》亦载：“古有委萎，

或以为即葳蕤（玉竹的古称），目为瑞草；而黄精乃

后出，诸书以委萎类黄精，然则古方盖通用矣”［２０］。

刘京晶等［２１］认为 《神农本草经》中的 “女萎”包

含了玉竹和黄精的功效，其中 “主中风暴热，不能

动摇，跌筋结肉，诸不足”为玉竹的功效，“轻身，

不老”主要是黄精的功效。《神农本草经》中将两

者功效同载于 “女萎”中，或是后人认为两者功效

相近并常常通用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玉竹与黄精

表１　玉竹与黄精的形态特征及民间习用品
中药名 基原 叶序 根茎特征 显微特征 民间习用品

玉竹 玉竹　　 互生 圆柱形

直径１～２６ｃｍ
外韧型维管束，内含草酸

钙针晶束

粗毛黄精、新疆黄精、互卷黄精、康定玉竹、五叶黄精、

长梗黄精、小玉竹、毛筒玉竹、热河黄精、二苞黄精

黄精　　 轮生 圆柱状，

直径１～２ｃｍ
有大量不完全周木型维管

束，内含草酸钙针晶束

黄精 滇黄精　 轮生 近圆柱形或近连珠状，

直径２～４ｃｍ
不完全周木型维管束 轮叶黄精、卷叶黄精、粗毛黄精、新疆黄精、距药黄精、

热河黄精、对叶黄精

多花黄精 互生 连珠状或结节成块

直径５～１５ｃｍ
多周木型维管束，内含草

酸钙针晶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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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玉竹与黄精的功效沿革

出处 年份
功效

玉竹 黄精

《神农本草经》 ２５～２２０ １）主中风暴热，不能动摇，跌筋结肉，诸不足
２）久服去面黑 ，好颜色，润泽，轻身，不老

《名医别录》 ２２０～４５０ ３）主治心腹结气，虚热，湿毒，腰痛，茎中寒及目
痛眦烂泪出

ａ）主补中益气，除风湿，安五脏
ｂ）久服轻身、延年、不饥

《本草经集注》 ４８０～４９８ １＋２＋３）
４）主理诸石，人服石不调和者，煮汁饮之

ａ＋ｂ）

《药性论》 ６２７ ５）主时疾寒热，内补不足，去虚劳客热，头痛不安

《日华子本草》 ９０８～９２３ ６）除烦闷，止渴，润心肺，补五劳七伤，虚损，腰
脚疼痛，天行狂热，服食无忌

ｃ）补五劳七伤，助筋骨，止饥，耐寒暑，益脾胃，
润心肺

《本草蒙筌》［２７］ １５６５ ２＋３＋６）
７）益气补中，润肺除热

ａ＋ｂ＋ｃ）
ｄ）壮元阳

《本草纲目》 １５５２～１５７８ ３＋４＋５＋６＋７）
８）主风温自汗灼热，及劳疟寒热，脾胃虚乏，男子
小便频数，失精，一切虚损

ａ＋ｂ＋ｃ）
ｅ）补诸虚，止寒热，填精髓，下三尸虫

《本草求真》 １７６９ ９）补肺阴止嗽，兼祛风湿 ｅ）补脾阴

《中国药典》 ２０２０ 养阴润燥，生津止渴。用于肺胃阴伤，燥热咳嗽，

咽干口渴，内热消渴

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用于脾胃气虚，

体倦乏力，胃阴不足，口干食少，肺虚燥咳，劳

嗽咳血，精血不足，腰膝酸软，须发早白，内热

消渴

　　注：古代本草中玉竹的功效以数字进行编号，黄精的功效以字母进行编号，主要对增加了新功效的本草进行统计，如本草中包括之前出现
过的功效，则用 “＋”列出。

虽为补剂，但力弱，需久服方有奇效。《本草通

玄》：“葳蕤用代人参，不寒不燥，大有殊功。但性

味平和，力量宽缓”［２２］。因此，玉竹 “不能救一时

之急，必须多服始妙”［２３］１１９。皇甫嵩言：“黄精甘而

平，补性和缓，制料他药为佳，非攻疾药也”［１６］７１。

虽玉竹与黄精的食疗功效相近，但玉竹的功效

更显著。《本草备要》有云：“二药功用相近，而

葳蕤（玉竹的古称，下同）更胜”［２４］。《药性切用》

记载：“黄精补益中气，润养精血，功力轻缓，稍

逊玉竹一筹”［２５］。因此在古代黄精多作为玉竹的附

药使用。从陈士铎在 《本草新编》中对只收录玉

竹而无黄精的解释可见一斑，“删黄精而取葳蕤，

夫葳蕤实与黄精相同，删黄精而不删葳蕤者，取其

治痿废之症，宜于缓图而得效，不同于黄精

也”［２３］１１９。清代黄宫绣［２６］认为，玉竹与黄精为平

补之品，但玉竹 “补肺阴止嗽，兼祛风湿。专入

肺，兼入肝、脾、肾”；黄精 “补脾阴。专入脾、

兼入肺、肾”。

综上所述，玉竹与黄精的药用功效差异较大，

但保健功效相近。即便同为补益佳品，两者补益的

效力及侧重点也不同，需区别使用。

３　玉竹与黄精食用情况的古今比较

３１　玉竹与黄精的古代食用情况

自古以来玉竹与黄精均作为药食两用品广泛用

于医疗及养生保健。古籍对黄精的食用介绍十分详

尽。《抱朴子》记载，黄精 “甘美易食”“服花胜

实，服实胜根，但花难得”“凶年可以与老小休粮，

人不能别之，谓为米脯也”，说明人们在饥荒之年可

用黄精代粮充饥［２８］。《食疗本草》详细介绍了黄精

根茎的炮制及食用方法：“可取瓮子去底，釜上安置

令得，所盛黄精令满。密盖，蒸之。令气溜，即曝

之。第二遍蒸之亦如此。九蒸九曝”，并强调生黄精

和未炮制好的黄精会刺激咽喉，如要服其生者，则

需注意 “若初服，只可一寸半，渐渐增之。十日不

食，能长服之，止三尺五寸”［２９］。除根茎、花、果

实外，黄精 “初生苗时，人多采为菜茹，谓之笔菜，

味极美。采嫩叶?熟，换水浸去苦味，淘洗净，油

盐调食”［３０３１］。而历代本草对玉竹食用方法的介绍

较为简单，多沿用 《雷公炮炙论》中所介绍的 “洗

净，蜜水浸一宿，蒸了，焙干”的方法。

古代本草除对黄精的食用方法介绍详于玉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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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疗本草》《养生类纂》《食物本草》《饮食须知》

等食疗类本草载有黄精而无玉竹。究其原因，一与

玉竹功效强于黄精，多作药用有关。《本草便读》

言 “玉竹甘平滋润，虽补而不碍邪，故古人立方有

取乎此也”；“黄精药味甘如饴，性平质润，为补养

脾阴之正品，可供无病患服食，古今方中不见用

之”［１８］。《备急千金要方》所载的葳蕤汤，即以滋阴

生津的葳蕤为君。《本草正义》中亦言黄精：“古今

医方极少用此，盖平居服食之品，非去病之药物

也”［３２］。二与黄精带有神话及宗教色彩，作为道家

服食要药受到重视有关。古籍中有 “黄精获天地之

纯精”“食之可以长生”“久服成地仙”等记载。陶

弘景在 《本草经集注》“黄精”条目中指出：“俗方

无用此，而为仙经所贵”［１３］。在 《神仙服饵》一书

中记载了黄精丸方、黄精酒方、黄精地黄丸方等以

黄精为主要原料的修仙方及其功效、服用方法［３３］。

虽玉竹 “服食家亦用之”［３４］，但其在服食上的重要

性不及黄精。

３２　玉竹与黄精的现代食用情况

从现代营养学角度分析，玉竹与黄精均富含多

糖、蛋白质、氨基酸及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高。刘

怡菲等［３５］比较了３年生的玉竹与黄精营养成分的差
异，发现３年生黄精多糖、Ｃａ的含量高于３年生玉
竹，但黄精的黄酮、Ｍｇ和 Ｍｎ含量低于玉竹。因历
史记载黄精的食用部位多样，有学者对黄精的嫩芽、

花等营养成分进行了研究，发现多花黄精嫩芽中多

糖、蛋白质、氨基酸、总酚含量明显高于常见蔬菜，

尤其是人体必需氨基酸占总氨基酸的比例高，接近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ＦＡＯ／ＷＨＯ）提出的
理想蛋白质的标准［３６］。多花黄精和长梗黄精花中的

多糖及皂苷含量与根茎接近，总酚及总氨基酸含量

约为根茎的 ２３倍，且抗氧化活性显著高于根茎，

从现代营养及药效成分的角度印证了黄精 “服花胜

根”的科学性［３７］。从药效成分看，玉竹与黄精均有

甾体皂苷、三萜皂苷、高异黄酮和挥发油类成分［１］。

在民间，玉竹与黄精常用以煮粥、作茶、泡酒、

炖肉、煲汤。玉竹根茎还可鲜食，用开水焯熟凉

拌［３８］。作为法定的药食两用品，玉竹与黄精还开发

有黄精蜜饯、玉竹果脯、黄精／玉竹饮料／茶、玉竹
饼等方便食品，亦常用以开发保健食品。从我国通

过审批的以两者为原料开发的保健品来看，数量差

距较悬殊。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通过审批的以黄精
为原料的保健食品有３５２个；以玉竹为原料的保健
食品有９４个，涉及的主要剂型有８种，其中，胶囊
是最常用的剂型（见表３）。

表３　以玉竹与黄精为原料开发的保健品的剂型分布
个

中药 胶囊 片剂 丸剂 酒 口服液颗粒剂 茶 冲剂 其他

玉竹 ４１ １４ ３ ９ ９ ３ ６ ５ ４

黄精 １７０ ３２ ５ ７０ ４３ １２ １３ ２ ５

从保健功能来看，黄精保健品的保健功效涉及

１７项，主要集中于缓解体力疲劳、调节免疫、辅助
降血糖和延缓衰老，各占全部黄精保健品的４６９％、
４２３％、１１６％、６５％，宣称有２种及以上功效的
有１０５个（见表４）。玉竹保健品声称的保健功能有
１３项，主要集中于辅助降血糖、调节免疫、辅助降
血脂和缓解体力疲劳，各占全部玉竹保健品的

４３６％、２８７％、１３８％、１２８％，宣称有 ２种及
以上功效的保健品有１９个。从原料的形式来看，以
饮片作为原料的较多，以提取物作原料的较少，只

占全部保健品的１２２０％（黄精）和 １１７％（玉竹）。
另外，就原料的数量而言，原料数量多在４～７个，
体现了中药保健食品的配伍特色。在同一保健品处

方中同时用到玉竹与黄精的有１３个。

表４　以玉竹与黄精为原料开发的保健品的功能分布
个

保健功能 黄精 玉竹 保健功能 黄精 玉竹 保健功能 黄精 玉竹

增强免疫力 １４９ ２７ 改善睡眠 １４ — 祛黄褐斑 ４ ５

缓解体力疲劳／抗疲劳 １６５ １２ 改善皮肤水分 — ２ 祛痤疮　 — １

辅助降血糖 ４１ ４１ 改善记忆 ８ １ 清咽　　 １ ２

辅助降血脂 １６ １３ 增加骨密度 ８ — 通便　　 １ ３

辅助降血压 ２ — 耐缺氧 ５ — 减肥　　 — ２

抗氧化（延缓衰老） ２９ ０４ 抗辐射 １ — 保肝　　 ９ —

改善营养性／缺铁性贫血 ３ ０２ 缓解视疲劳 １ —

　　注：—表示无此保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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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数据可看出，现阶段黄精的保健食品开

发较玉竹多，与古代两者的食疗应用情况一致。两

者的保健功效集中在调节免疫、缓解体力疲劳和调

血脂，与古籍记载的 “轻身，延年”和 “止消渴”

相应，体现了现代中药产品开发对历史应用的传承。

现代研究表明，玉竹与黄精中的多糖类、黄酮类和

皂苷类是其降血糖、抗糖尿病的物质基础［３９］。

４　玉竹与黄精今后发展的展望

４１　重视人工栽培与加快潜在药用资源的挖掘

近年来，随着人们养生保健意识的增强，玉竹

与黄精保健食品开发的深入，两者的市场需求不断

增长。玉竹与黄精的全国需求量已分别升至近４０００、
６０００ｔ［５，３８］。另一方面，不合理地采挖造成两者的野生
资源量逐年减少，虽有人工栽培，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尤其是黄精，种源混乱、栽培技术尚不完善、栽培较分

散、规模较小等问题使其供求矛盾较紧张，市场价已到

７０元／ｋｇ［６，４０］。东北、江苏、安徽、湖南、广东等地有
栽培玉竹，但长期的无性繁殖使得种性退化、产量下

降、品质变劣。因此，亟需重视玉竹与黄精人工栽培的

相关研究，如种质资源的收集与评价、野生资源的驯

化、优良品种的选育、栽培技术的规范化等。

另一方面，鉴于黄精属植物多可药食两用，民

间实践亦证实疗效显著，后期可从化学成分及药理

作用对民间习用品与正品进行比较研究，结合资源

调查，从中优选资源量大、成分明确、疗效显著的

物种作为潜在药源。已有研究表明，轮叶黄精中的

多糖和皂苷等主要化学成分的含量与 《中国药典》

收载的品种相接近，可作为潜在药源［５］。

４２　加快玉竹相关产品开发，做好产品定位及细分

从历史上玉竹与黄精的药食应用来看，玉竹侧

重于 “药用”，黄精偏重于 “食用”，影响着两者产

品开发的方向。古方中以玉竹为君的有葳蕤汤、葳

蕤散等，首批公布的经典名方沙参麦冬汤、益胃汤

中亦有玉竹。葳蕤汤临床上可滋阴清热、宣肺解表，

疗效显著，因此可整理古籍中使用了玉竹的方剂并

对其进行研究，以进一步开发新药。

梳理玉竹与黄精的古今食用情况可知，受神话传

说与宗教服食文化的影响，在食疗上对黄精的应用多

于玉竹。然而，现代研究表明，玉竹与黄精的营养成

分、药效成分及保健功效相似，古籍更有 “二药功用

相近，而葳蕤更胜”“黄精稍逊玉竹一筹”的评价，

说明玉竹的功效优于黄精，而一直以来玉竹的食疗保

健功能未得到充分的挖掘。黄精在加工时强调九蒸九

晒，玉竹一般蜜渍，蒸了晒干，从加工工序上看玉竹

便于加工。另外，玉竹的市场价格约为２３元／ｋｇ，原
料成本较低。因此，在保健功效相近的前提下，玉竹

具有资源、价格、加工优势，然而在产品开发中并未

发挥出这些优势。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比较区分玉竹与黄精提

供了技术支持，今后可从成分及药理研究着手，深

入比较玉竹与黄精的成分及其含量的差异，构建

“成分功效开发方向”的关系网络，做好产品定位
及细分，推动两者的开发利用。

４３　做大做强玉竹与黄精产业，助力打造湖南 “湘

九味”名片

湖南是玉竹与多花黄精的道地产区，资源量大，

药材品质好［４１４２］。《药物出产辨》记载黄精：“以湖

南产者为正……一片纯甜”［４１］。湖南玉竹的种植面

积和产量均为全国第一，湘玉竹是世界公认的质地

优良的湖南大宗中药材之一，产量占全国生产总量

的６０％以上［４３］。２０１９年 ８月，第五届 “湘九味”

中药材论坛上将玉竹与黄精作为 “湘九味”药材，

提出要重点开发。因此，在政策利好的环境下，湖

南的科研院所和企业要通力协作，携手打造湖南的

“玉竹／黄精产业”。科研院所一方面要做好玉竹与黄
精的单味药及古代名方的基础研究，为产品研发奠定

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要做好玉竹与黄精野生资源驯化

和人工栽培的指导工作，协助实现 “四个一”，即培

育一些优良品种，形成一套规范化栽培技术，建设一

批规范化栽培基地，培养一支专业人才队伍。企业要

充分发挥湖南在玉竹与黄精上的资源优势，加大产品

研发力度，融入创新，打造拳头产品，形成品牌效

应，使玉竹与黄精产业成为湖南 “湘九味”的名片。

５　结语

玉竹与黄精，作为我国历史悠久的药食两用品，

其食疗保健价值备受关注。虽 《中国药典》中明确

了两者的基原，然而因为黄精属植物的形态特征、

成分及功效较为相似，使得本属多种植物在民间作

为两者的代用品使用，今后需要从化学成分及药理

作用等方面对民间习用品与正品进行比较研究，一

方面有利于正本清源；另一方面可寻找两者的潜在

资源。与黄精营养成分、功效成分和保健功效相似

的玉竹，长期以来其食疗价值及应用被低估和忽视，

今后应加快玉竹产品的开发。作为玉竹与黄精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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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区，湖南 “湘九味”的提出，为两者的研究、

开发与利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支持，今后应充分利

用资源优势，做大做强玉竹与黄精产业，助力打造

湖南 “湘九味”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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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ａｒａｇａｃｅａｅ［Ｊ］．ＬｉｎｎＳｏｃＢｏｔ，１８７５，１４：５０８６３２．

［４］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
１５卷［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８：６１，６４６５，７８．

［５］　朱新焰，杜春华，王家金，等．云南省黄精产业发展存在
的问题及对策研究［Ｊ］．沈阳药科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３７
（４）：３６４３７０．

［６］　姜程曦，洪涛，熊伟．黄精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
究［Ｊ］．中草药，２０１５，４６（８）：１２４７１２５０．

［７］　林琳，林寿全．黄精与玉竹的生药性状及组织特征比
较［Ｊ］．中草药，１９９４，２５（５）：２６１２６６．

［８］　张轩铭．玉竹化学成分与生物活性的地理变异［Ｄ］．杨
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０１０．

［９］　施大文，王志伟，李自力．玉竹的药源调查及商品鉴
定［Ｊ］．中药材，１９９２，１５（７）：１７１９．

［１０］　赵容，许亮，谢明，等．中药玉竹的本草考证［Ｊ］．中国实
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３（１５）：２２７２３４．

［１１］　佚名．神农本草经［Ｍ］．顾观光，辑校．长沙：湖南科学
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８：２５．

［１２］　陶弘学．名医别录［Ｍ］．尚志钧，辑校．北京：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９．

［１３］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Ｍ］．尚志钧，尚元钧，辑校．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９７１９８．

［１４］　甄权．药性论［Ｍ］．芜湖：皖南医学院科研科，１９８３：１５．
［１５］　佚名．日华子本草［Ｍ］．常敏毅，辑校．北京：中国医药

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６：２３，２６．
［１６］　皇甫嵩，皇甫相．本草发明［Ｍ］．李玉清，向南，校注．北

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５．
［１７］　吴世铠．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本草经疏辑要［Ｍ］．北

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５：９９，１０５．
［１８］　张秉成．本草便读［Ｍ］．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５：４２．
［１９］　李时珍．本草纲目［Ｍ］．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４：３２７，３２９．

［２０］　吴其?．植物名实图考［Ｍ］．上海：商务印书社，１９６７：
１５５，１８１．

［２１］　刘京晶，斯金平．黄精本草考证与启迪［Ｊ］．中国中药杂
志，２０１８，４３（３）：６３１６３６．

［２２］　李中梓．本草通玄［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５：６．
［２３］　陈士铎．精校本草新编［Ｍ］．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４］　汪昂原．本草备要［Ｍ］．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４１５．
［２５］　徐大椿．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附药性切用）［Ｍ］．北京：

学苑出版社，２０１１：７３．
［２６］　黄宫绣．本草求真［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４．
［２７］　陈嘉谟．本草蒙筌［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２０１３：１１，５９．
［２８］　葛洪．抱朴子内篇全译［Ｍ］．顾久，译注．贵阳：贵州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２６３．
［２９］　孟诜．食疗本草［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４：２．
［３０］　苏颂．本草图经［Ｍ］．尚志钧，辑校．合肥：安徽科学技

术出版社，１９９４：７７．
［３１］　朱?．救荒本草校释与研究［Ｍ］．北京：中医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７：１８２．
［３２］　张德裕．本草正义［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５：４４．
［３３］　佚名．神仙服饵［Ｍ］．李崇超，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

出版社，２０１６：２２２３．
［３４］　苏敬．新修本草［Ｍ］．尚志钧，辑校．合肥：安徽科学技

术出版社，１９８１：９４．
［３５］　刘怡菲，孟凡金，马冬菁，等．三年生玉竹与黄精功能成

分比较研究［Ｊ］．辽宁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８，４５
（２）：１８０１８４．

［３６］　黄申，刘京晶，张新凤，等．多花黄精嫩芽主要营养与功
效成分研究［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２０，４５（５）：１０５３１０５８．

［３７］　张泽锐，黄申，刘京晶，等．多花黄精和长梗黄精花主要
营养功效成分［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２０，４５（６）：１３２９１３３３．

［３８］　晏春耕，曹瑞芳．玉竹的研究进展与开发利用［Ｊ］．中国
现代中药，２００７，９（４）：３３３７．

［３９］　陶爱恩，赵飞亚，王莹，等．黄精属植物抗糖尿病本草
学、物质基础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进展［Ｊ］．中国实验方
剂学杂志，２０１９，２５（１５）：１５２４．

［４０］　苏文田，刘跃钧，蒋燕锋，等．黄精产业发展现状与可持续
发展的建议［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８，４３（１３）：２８３１２８３５．

［４１］　王晓慧，赵祺，姜程曦．九华黄精品种考证及其质量控
制研究［Ｊ］．人参研究，２０１８（４）：１６１９．

［４２］　卢玉清，王德群．黄精属中药资源特点和优选方法［Ｊ］．
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３（１）：８１８４．

［４３］　梁超全，钟灿，肖深根．发展湖南玉竹产业的几点思
考［Ｊ］．湖南农业科学，２０１０（１４）：３１３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２９　编辑：王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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