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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肉苁蓉是我国常用补益类名贵药材，具有补肾阳、益精血、润肠通便等功效。同时，肉苁蓉（荒漠）还
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列入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名单，日常使用需求量大。市场上肉苁蓉分级混乱、标准不

一，不同商品规格的肉苁蓉价格相差很多。通过对本草典籍、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文献中肉苁蓉规格等级标准进

行梳理及对各大药材市场的实际分级情况和商品价格进行调研，分析基原、产地因素、野生来源与人工种植、采收

季节、生育期、生长年限和个体大小等与规格等级有关的因素对肉苁蓉药材质量的影响，提出了根据基原区分规

格，以产地、生育期和个体大小划分等级的建议标准，以期为肉苁蓉商品规格等级的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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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苁蓉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为上品补益类

中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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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肉苁蓉安全无毒，

小剂量长期服用能增力解乏、暖腰壮阳。现代研究

表明，肉苁蓉还具有改善心血管功能、提高免疫力、

抗衰老等功效［２］，以肉苁蓉为原料开发的保健品如

“中国劲酒”“汇仁牌骨力康胶囊”也广受认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 《中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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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２０２０年版规定肉苁蓉为列当科植物肉苁蓉
ＣｉｓｔａｎｃｈｅｄｅｓｅｒｔｉｃｏｌａＹＣＭａ或管花肉苁蓉Ｃｔｕｂｕｌｏｓａ
（Ｓｃｈｅｎｋ）Ｗｉｇｈｔ的干燥带鳞叶的肉质茎［１］。前者是

自古以来的肉苁蓉习用物种，也被一些学者建议称

为荒漠肉苁蓉；后者是在肉苁蓉资源量降低、扩大

药源的考虑下，自 《中国药典》２００５年版开始收录
为基原植物。这２种基原的肉苁蓉在市场上价格差
异巨大，最高时可相差近１０倍。同一基原的肉苁蓉
又可根据产地、大小、栽培或野生划分不同的规格

等级。现行的肉苁蓉商品规格等级标准为１９８４年颁
布的 《７６种药材商品规格标准》［３］。近几十年来，
肉苁蓉的产业现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肉苁蓉

为野生采挖，造成了资源枯竭和生态破坏，亟须发

展肉苁蓉栽培技术。１９８５年，戈建新首次以梭梭为
寄主成功进行荒漠肉苁蓉人工种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管花肉苁蓉也试种成功，国家已明令禁止采挖野生

肉苁蓉［４］。截至２０１６年，新疆栽培管花肉苁蓉的面
积约为１３６×１０４ｈｍ２［５］。２０１５年，内蒙古栽培荒漠
肉苁蓉的面积约２×１０４ｈｍ２［６］。据测算，栽培荒漠
肉苁蓉的利润在接种后５年即可达４４０元／ｈｍ２，之
后每年平均为３５４元／ｈｍ２［７］。目前，有１９６种中成
药以肉苁蓉为原料。以优质的原料投产有助于提高

药品的疗效，需要对肉苁蓉的商品规格进行研究，

依据品质分级，以实现优质优价。

本研究通过综合分析本草典籍、行业标准及文

献中肉苁蓉规格等级标准，结合市场调查中肉苁蓉

的实际分级情况和商品价格，列举了与其等级规格

和价格差异有关的影响因素，分析影响因素与药材

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期为肉苁蓉商品规格等级的优

化提供参考。

１　肉苁蓉规格等级标准记载及相关研究

１１　历史文献记载

早在公元 ４８０年，陶弘景［８］在 《本草经集注》

中首次对肉苁蓉的等级进行了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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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

按产地划分的等级，第一等出产于甘肃，根据描述

推测为荒漠肉苁蓉；第二等产自陕西、山西一带，

体型小，花序少，可能为盐生肉苁蓉；第三等产自

四川。《新修本草》中解释其为 “草苁蓉”，考证为

列当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ｅｃｏｅｒｕｌｅｓｃｅｎｓＳｔｅｐｈ，盐生肉苁蓉和列

当现已不作为肉苁蓉基原植物。宋代苏颂［９］的 《本

草图经》亦对产地优劣有少量阐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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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浓而力紧”，说的也是当时山西、内蒙古、

河北蔚县及陕西北部一带的肉苁蓉出产较多，但不

如甘肃地区（西羌）产的肉质多且药力强。可见宋代

肉苁蓉仍以产地作为分级标准。至清代，《本草从

新》记载：“长大如臂，重至斤许，有松子鳞甲者

良”［１０］。２００１年 《新编中药志》中记载：“以条粗

壮、密被鳞片、色暗棕、质柔润者为佳”［１１］。清代

以后，个体大小、外观、颜色和质地等性状特征逐

渐开始作为肉苁蓉品质评价标准。

１９８４年，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和卫生部联合制定
的 《７６种药材商品规格标准》中，将肉苁蓉分成甜
苁蓉和咸苁蓉２个规格，没有划分等级，全部以统
货销售［３］。甜苁蓉即春季采挖后未经盐湖浸泡直接

晒干的肉苁蓉，外观与鲜品相差不大，呈略扁的圆

柱形，表面褐色，断面棕褐色，质坚硬或柔韧，气

微，味微甜。咸苁蓉为秋季采挖后的新鲜肉苁蓉投

入盐湖所得，形状较甜苁蓉更扁，颜色也更深，表

面黑褐色，断面黑色或墨绿色，质地柔软，有光泽，

味咸。因为秋季肉苁蓉含水量较高，难以干燥，干

燥不彻底的肉苁蓉在运输过程中易发霉腐败，因而

产地加工用盐浸泡有助于脱水。此外，盐入肾经，

也能增加肉苁蓉补肾阳的功效。清代 《植物名实图

考》记载：“肉苁蓉……今药肆所售皆盐制。”［１２］随

着干燥工艺的改善和交通运输的便利，目前各产地

和市场极少有咸苁蓉销售。

１２　规格等级研究和分级指标

面对新的市场现状，２０１８年中华中医药学会颁
布了 《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肉苁蓉》［１３］，以肉质茎

长度、直径和１ｋｇ肉质茎数将肉苁蓉选货规格分为
一等和二等２个等级，具体等级信息见表１。

表１　肉苁蓉等级划分标准

等级
肉质茎长／
ｃｍ

中部直径／
ｃｍ

每千克根数／
个

质地

荒漠肉苁蓉 选货 一等 ＞２５ ＞３５ ＜５ 柔韧　　

二等 １５～２５ ＞２５ ５～１０ 微有柔性

统货 ＞３ ＞２

管花肉苁蓉 选货 一等 １５～２５ ６～９ ＜５

二等 １０～１５ ２５～５ ５～１０

统货 ＞５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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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肉苁蓉”现已申请成为国际地理标志
产品，在质量技术要求中按肉质茎的长度分为４个
等级，包括通（统）货：长度在 ３０ｃｍ以下；小条：
长度为３０～６０ｃｍ；中条：长度为６０～１００ｃｍ；大
条：长度在１００ｃｍ以上。有学者以个体大小和外形
对干燥净制后的肉苁蓉分级，荒漠肉苁蓉的主要区

分点为肉质茎长度、直径和含杂率，一等品肉质茎

长度在３０ｃｍ以上，直径５ｃｍ以上，单株顺直；二
等品肉质茎长度＞２０ｃｍ，直径＞３ｃｍ，顺直；三等
品肉质茎长度在 １５ｃｍ以上，直径 ＞２ｃｍ，稍弯，
杂质在１％以下。管花肉苁蓉的区分点为肉质茎长
度和含杂率，一等品肉质茎长度＞２０ｃｍ，二等品为
１５～２０ｃｍ，三等品为 １０～１５ｃｍ，杂质在 １％以
下［１４１５］。以上给出的分级标准可能是为了便于包

装，所以重点放在了长度等外观性状上。但商品等

级制定的最终目的是便于销售，肉苁蓉是按斤售卖，

因此，建议将个体质量纳入分级标准。燕蔚等［１６］对

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药材市场进行实地考察，结合

市场售价、市场的实际销售品次分类和外观形状特

征，将荒漠肉苁蓉分为了５个等级，未抽薹的肉苁
蓉为优质品，共分 ４个等级，即特等品、一等品、
二等品、统货，性状特征为质重、柔韧、鳞片密；

抽薹肉苁蓉为次等品，特征为体轻、质硬、断面常

有裂隙、鳞片疏；同时，各等级给出了具体的售价

（表２）。

表２　内蒙古阿拉善荒漠肉苁蓉的等级标准及市场售价

等级
平均直径／
ｃｍ

单个个体质量／
ｇ 质地特征

每千克市场

售价／元

特等品 ＞４０ ＞５００ 质重、柔韧 ＞５００

一等品 ３０～４０ ３００～５００ 质重、柔韧 ３００～５００

二等品 ＜３０ ＜３００ 质重、柔韧 ２００～３００

统货　 质重、柔韧 ３００

次等品 质硬、抽薹 １５０

彭芳等［１７］对宁夏产地采收后的新鲜肉苁蓉进

行了分级，并比较各类有效成分的含量，以茎

粗、顶粗、鲜质量和肉质茎长度分成了３个等级。
由于商品分级一般采用干质量指标，干燥后体积

变化很大，但长度不变，按文中提到的肉苁蓉阴

干干燥减失质量 ８５％计算后，分级指标见表 ３。
与前文中的分级标准比较，本标准中肉质茎长度

的分级指标远高于其他标准，如按陈庆亮等［１５］给

出的分级标准，可能会全部归入一等品等级；干

质量的分级指标则相对低于其他标准，按燕蔚

等［１６］的标准应为二等或统货，可见不同学者制定

的标准差异较大。此外，在实际样品分级时，究

竟是某一级的全部标准都满足才定为该级别，还

是有所侧重，满足某一项指标即可定级，需要进

一步的研究。

表３　宁夏产地肉苁蓉药材等级划分建议标准
等级 干质量／ｇ 肉质茎长度／ｃｍ

一级 ≥１３９３２０ ≥５０６４

二级 ８００９４～１３９３２０ ４６８２～５０６４

三级 ＜８００９４ ＜４６８２

２　药材市场肉苁蓉规格等级及价格调查

２１　批发肉苁蓉

目前，肉苁蓉主产于内蒙古、新疆、青海、

甘肃、宁夏等地［４］。笔者于 ２０２０年 ７月对安国、
亳州、玉林、荷花池四大药材市场的肉苁蓉价格

数据进行调查和整理，结果见表 ４。不同药材市
场的肉苁蓉价格几乎没有差异。药材市场销售的

荒漠肉苁蓉药材，自 ２０１８年以后价格波动较小，
价格指数稳定。内蒙古作为肉苁蓉的道地产区，

所产肉苁蓉价格最高，选货高达１５０元／ｋｇ；新疆
肉苁蓉价格次之；青海产肉苁蓉价格最低，仅为

６０元／ｋｇ，不到内蒙古产肉苁蓉的 ５０％。本课题
组前期从安国药材市场购买过不同产地的肉苁蓉

药材，检测发现青海产肉苁蓉药材个头细小，经

鉴定为盐生肉苁蓉 Ｃｓａｌｓａ（ＣＡＭｅｙ）ＧＢｅｃｋ。
由于野生和栽培肉苁蓉在性状上不易区分，故药材

市场上的野生或栽培这一等级划分标准可能并不准

确。另外，部分药材产地来源有待考证，如青海和

内蒙古产地的管花肉苁蓉。进口肉苁蓉为野生肉苁

蓉，可能为荒漠肉苁蓉和盐生肉苁蓉混合品，主要

来源于与我国新疆接壤的哈萨克斯坦［５］。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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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后，其国际贸易受到管制。根
据企业申报与实际执行的进出口数量来看，实际进

口量远少于申报进口量，主要原因可能是出口国哈

萨克斯坦当地的贸易限制和肉苁蓉价格降低，利润

较少。

·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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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来源肉苁蓉规格等级及价格
来源 基原 规格等级 每千克价格／元

新疆 荒漠肉苁蓉 野生　 １４０

栽培选 １３０

栽培统 ９５

管花肉苁蓉 栽培统 ３５

　内蒙古 荒漠肉苁蓉 栽培选 １５０

栽培统 １３０

管花肉苁蓉 栽培选 ４０

青海 荒漠肉苁蓉 栽培统 ６０

管花肉苁蓉 栽培统 ３０４

甘肃 荒漠肉苁蓉 栽培选 １００

进口 荒漠肉苁蓉 野生　 １２５

２２　零售肉苁蓉

肉苁蓉（荒漠）在２０１８年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列入了 《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目录》。

这表明除了治疗特定疾病外，普通人出于养生保健

的需求，亦可日常食用荒漠肉苁蓉。零售肉苁蓉的

主要渠道有医院药房、线下药店和线上网店。线下

药店和医院药房销售肉苁蓉饮片，作为药品监管，

需要满足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规定的各项标准，
以炮制方法作为规格标准，标明基原、产地和保质

期；线上网店销售的则是荒漠肉苁蓉原药材，多从

原产地发货，以初级农产品售卖，产地不可溯源，

但荒漠肉苁蓉的各种形状特征完整，分级标准更加

丰富。具体分级标准和价格见表５。

表５　２０２０年７月调查肉苁蓉零售产品规格种类和价格
基原 分级标准 每千克价格／元

荒漠肉苁蓉 整根

切片

１００～２００ｇ ３００～５００

２００～３００ｇ ５００～８００

３００～４００ｇ ８００～１０００

４００～５００ｇ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阴干／晒干 ４５０

鲜干 １０００

基部 １２００

酒制 ６００

管花肉苁蓉 切片 阴干／晒干 ５０～８０

线下零售渠道主要是药店和医院。消费者从药

店购买肉苁蓉多是根据药方和自身需要抓药；医院

医生一般按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年版规定炮制品种开

具处方，不会区分药材基原或规格。药方中肉苁蓉

用量多为５～１５ｇ，以小包装饮片为主，部分医院还
提供配方颗粒。肉苁蓉零售价格普遍为批发价的

２倍。整根肉苁蓉以单个体质量定级，个体质量越
大，定价越高。此外，店铺在售卖肉苁蓉时，整株

肉苁蓉售价高于肉苁蓉片，切片部位和加工方式会

造成品相差异，对价格影响较大。肉苁蓉阴干或晒

干后体积急剧缩小，切片表面明显皱缩、颜色加深，

售价最低。鲜干片为产地采收后清洗去皮，先切片

再晾干，切片表面光滑、颜色偏黄，价格居中；基

部切片为靠近寄生点处颜色较深部位的切片，亦是

去皮切片后干燥，颜色较鲜干片更深，呈黄褐色，

价格最高。此外，部分店铺还有售卖蒸制后冻干的

“玛瑙片”，表面光滑坚硬，颜色呈红褐色，晶莹剔

透，售价是１４００元／ｋｇ，是普通切片售价的２倍。

３　肉苁蓉药材质量与不同因素的相关性

３１　基原

肉苁蓉药材有荒漠肉苁蓉Ｃｄｅｓｅｒｔｉｃｏｌａ和管花肉
苁蓉Ｃｔｕｂｕｌｏｓａ２种基原。古时荒漠肉苁蓉野生资源
丰富，管花肉苁蓉质硬、味苦，作为饮片效果欠佳，

并未作为肉苁蓉药材使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由于荒
漠肉苁蓉资源紧缺，该品种才逐渐开始作为肉苁蓉

的代用品并收入 《中国药典》２００５年版。因此，从
传统经验看来，管花肉苁蓉质量不如荒漠肉苁蓉。

现代研究发现，管花肉苁蓉的苯乙醇苷类成分

含量显著高于荒漠肉苁蓉，多糖和浸出物含量则相

反。王力伟等［１８］比较不同基原肉苁蓉中的１４种苯
乙醇苷类化合物，发现管花肉苁蓉中松果菊苷、毛

蕊花糖苷、管花苷Ａ和２′毛蕊花糖苷含量显著高于
荒漠肉苁蓉，平均含量相差十几倍，但肉苁蓉苷 Ａ、
肉苁蓉苷Ｃ等其他苯乙醇苷类成分，均是荒漠肉苁
蓉中含量较高。石子仪等［１９］测得管花肉苁蓉不含甜

菜碱和蔗糖，而荒漠肉苁蓉中这２种成分含量较高，
甘露醇、果糖和葡萄糖含量差异无规律。Ｓｏｎｇ等［２０］

对荒漠肉苁蓉和管花肉苁蓉进行了较全面的化学组

分比较，共检测了５１３种成分并相对定量，发现荒
漠肉苁蓉中含有丰富的甜菜碱、管花苷Ｂ及柠檬酸、
琥珀酸等三羧酸循环（ＴＣＡ）代谢物，管花肉苁蓉中含
有丰富的松果菊苷、毛蕊花糖苷、管花苷Ａ、肉苁蓉
苷Ｄ和ｋａｎｋａｎｏｓｉｄｅＫ等苯乙醇苷类成分。可见，两
者在化学成分的种类和含量上都具有显著差异，应

·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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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应用上加以区分。管花肉苁蓉的高苯乙醇苷

类成分含量使其具有良好的抗氧化和抗衰老作用，

多作为原料用于中成药和保健品中，如杏辉天力（杭

州）药业有限公司以管花肉苁蓉为原料研制出治疗血

管性痴呆的二类新药；荒漠肉苁蓉多糖和浸出物含

量高，长于增强免疫力和润肠通便，常用于临床治

疗和食疗保健。因此，不必过分强调两者的质量比

较，区分规格即可。

市场调查中，荒漠肉苁蓉的价格一般是管花肉

苁蓉的３倍以上。这与管花肉苁蓉种植周期短，产
量大有关。管花肉苁蓉的产量为鲜品４５００ｋｇ·ｈｍ－２

以上，而荒漠肉苁蓉仅为１５００ｋｇ·ｈｍ－２［６］。同时，
管花肉苁蓉在冬季有冻害风险，故应尽量在过冬前

采收，种植周期为１１～２０个月；荒漠肉苁蓉种植
周期一般为２～３年以上。近３年来，管花肉苁蓉
的价格逐渐升高，已从２０１７年的１８元／ｋｇ上升至
２０２０年的３２元／ｋｇ；与此同时，荒漠肉苁蓉价格则
是逐年下降，从２０１７年的１３０元／ｋｇ降至２０２０年的
９５元／ｋｇ。分析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前几年管花肉苁蓉价格过低，导致栽培面积减少、

产量降低，属于市场的正常调整。管花肉苁蓉与荒

漠肉苁蓉的价格差异是客观长期存在，与药材质量

关系不大。

３２　野生来源与人工种植

近年来，随着肉苁蓉栽培技术的进步，野生采

挖量已逐年下降。２０１４年，人工种植肉苁蓉药材产
量超过２３×１０６ｋｇ，占肉苁蓉药材总产量的８０％以
上［６］。管花肉苁蓉种植周期短、产量大，以栽培品

为主；而荒漠肉苁蓉产量仍不理想，大部分来源于

野生。

刘文静等［２１］利用多元统计学方法分析栽培与野

生来源管花肉苁蓉的核磁共振氢谱（１ＨＮＭＲ），结
果显示，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杨秀梅等［２２］对新

疆荒漠肉苁蓉的研究指出，栽培肉苁蓉的多糖含量

显著高于野生品，野生肉苁蓉的松果菊苷含量高于

栽培品，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同时，在对小鼠

的免疫活性实验中，两者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目前，肉苁蓉已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并收入ＣＩＴＥＳ附录Ⅱ，受法律保护，严禁非
法采挖或销售。本课题组调查发现，野生肉苁蓉盗

挖严重，市场上有很大一部分野生肉苁蓉，甚至栽

培品中也混有野生品。现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肉苁

蓉种植采用仿野生栽培，即选择２～３年的栽培或天
然梭梭树，挖出根系后人工接种肉苁蓉种子，除了

在接种时进行了浇水和粪肥育苗外，除发生特别干

旱的情况，生长期间不进行浇水和施肥。在这种人

为干预极少的种植模式下，肉苁蓉有长达３年甚至
更久的时间独自生长，野生和栽培品之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因此，肉苁蓉栽培或野生与药材质量关

系不大。

３３　产地因素

荒漠肉苁蓉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北部、青

海、甘肃、宁夏５个省区；管花肉苁蓉仅分布于新
疆天山以南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各县，故仅荒漠肉

苁蓉需要区分产地。不同产地具有不同的气候、地

理环境及独特的生态系统。道地产地出产的肉苁蓉

自古以来经临床证实疗效突出、质量优良。

黄林芳等［２３］对荒漠肉苁蓉的２个主产区新疆北
疆和内蒙古阿拉善高原的样品进行了化学及分子地

理标识的研究，基于超高效液相色谱四级杆飞行时
间质谱法（ＵＰＬＣＱＴＯＦ／ＭＳ）鉴定出１６种化合物，在
多种聚类分析模式下均可明显分开。同时，２个产
区的样品在叶绿体基因 ｐｓｂＡｔｒｎＨ序列分析中也能进
行区分，说明荒漠肉苁蓉已形成稳定的２种生态型。
进而对这２地的年降水量、均温、相对湿度等生态
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ＰＣＡ），推测生态型的差异是
肉苁蓉适应不同的生态地理环境产生，即产地因素

会使药材在基因表达和生化指标上产生差异，最终

可能影响药材质量和临床疗效。赵志红等［２４］的研究

也证明了这一推测，在松果菊苷、毛蕊花糖苷、苯

乙醇总苷、可溶性多糖、半乳糖醇、甜菜碱这６种
药效成分的比较中，不同产地的组分含量存在显著

性差异，并以道地产区内蒙古的总体水平最高。

在商品销售环节中，荒漠肉苁蓉以道地产区内

蒙古质量最优，统货价格均在１００元／ｋｇ以上，其余
产地的肉苁蓉药材统货价格为６０～９０元／ｋｇ；管花
肉苁蓉未区分产地。从生态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

宁夏银川产地与内蒙古阿拉善的地理环境条件非常

相似，仅以贺兰山脉相隔，在黄林芳等［２３］的结论

中，以２种生态型划分时，甘肃和宁夏产地与内蒙
古产地同属一类。本课题组对宁夏产肉苁蓉的研究

也表明，宁夏产地的荒漠肉苁蓉质量较好。因此，

对肉苁蓉产地等级的划分需要调整。

３４　采收季节及生育期

肉苁蓉于刚出土时采收，传统采收期为春季和

·５０４·



２０２１年３月　第２３卷　第３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Ｍａｒ２０２１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３

秋季。由于春季采收的样品可能抽薹开花，所以传

统认为秋季采收优于春季。现代栽培技术推广后，

可以在接种时做好标记，理论上营养生长的任何阶

段均可采挖。调查发现，管花肉苁蓉多为秋季采挖，

荒漠肉苁蓉多为春季出土时采收。一般根据地面的

裂缝定位，在附近挖掘。裂缝是肉苁蓉伸长期拱土

的痕迹。概述肉苁蓉出土到开花的过程很快，采收

不及时会导致药材带有花序。生产中大多掰掉上部

花序，下部分作为药用。

钱浩等［２５］比较发现，秋季采收的肉苁蓉中松果

菊苷和毛蕊花糖苷含量显著高于春季，４种苯乙醇
苷类成分总量也高于春季；春季采收的肉苁蓉中

２′乙酰基毛蕊花糖苷含量显著高于秋季，但有多批
样品指标性成分含量未达到 《中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
要求。庞金虎等［２６］报道，秋季采收的肉苁蓉中松果

菊苷和毛蕊花糖苷２个指标成分含量显著高于春季。
但是，王雪媛等［２７］测得春季肉苁蓉样品的松果菊苷

和毛蕊花糖苷总量达秋季样品的３倍以上，春季毛
蕊花糖苷含量约为秋季的３０倍，甜菜碱含量约为秋
季的２倍，半乳糖醇和可溶性多糖含量在秋季样品
中显著高于春季。王夏［２８］测得春季管花肉苁蓉样品

中苯乙醇苷类、可溶性糖和浸出物含量显著高于秋

季样品。这些结论出入如此之大，推测是样品等级

不同、样品发育期差异和加工方法不同等原因导致，

但文章中均未详细说明样品大小、是否抽薹等信息。

从生育期角度分析，肉苁蓉的生育期分为营养

生长和生殖生长２个阶段。作为根寄生植物，其营
养生长发生在地下，根据接种深度不同可持续１至
数年；生殖生长为出土后抽薹开花形成种子，一般

在４～６月完成，过程十分迅速。在生殖生长阶段，
肉苁蓉肉质茎内的营养物质会被大量消耗，地下茎

逐渐枯萎，造成采收后药材干瘪、质硬、柴性增大，

有效成分含量也显著低于营养生长株。王信宏等［２９］

监测了管花肉苁蓉全生育期的松果菊苷、毛蕊花糖

苷、甘露醇、可溶性糖及淀粉含量变化，全生育期

中生殖生长又细分为了伸长期（出土前和出土后）、

现蕾期、开花期和蒴果发育期，结果表明，可溶性

糖和淀粉含量均是出土前最高，出土后含量逐渐降

低，松果菊苷、毛蕊花糖苷和甘露醇的相对含量均

为营养生长阶段最高，整个生殖生长阶段含量逐渐

减少；但比较松果菊苷、毛蕊花糖苷和甘露醇的积

累量，则是未出土前达到最高，出土后降低，与可

溶性糖及淀粉的含量变化趋势相同。且在出土后的

伸长期及现蕾期中，虽然有效成分总量降低，但与

积累量最高的未出土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故现有

的采收方法是科学、可靠的，采收季节对肉苁蓉药

材质量无影响。

３５　生长年限和个体大小

目前，药材个体大小一般作为等级划分的主要

依据。单个个体越大，定价越高，这可能与生长年

限有关。如前文所述，肉苁蓉在地下的生长阶段大

部分属于营养生长，可溶性糖、淀粉及苯乙醇苷类

成分含量不断增加，故随着药材生长时间的增加，

植物会积聚更多的营养物质，同时伴随个体不断增

大，推测肉苁蓉个大为优。

在肉苁蓉生长年限的研究中，赵阳武［３０］测定了

甘肃武威人工栽培１～４年生肉苁蓉松果菊苷、毛蕊
花糖苷、单宁酸和儿茶素含量，并用不同剂量的肉

苁蓉水提液对雌雄小鼠进行灌胃实验，分析不同处

理对小鼠提高记忆力、抗疲劳、抗氧化、增加体质

量及通便效果的影响。不论是含量测定数据，还是

药理实验结果，都无明显证据说明生长年限高的肉

苁蓉质量更优。在以干质量为变量时，王信宏等［２９］

对营养生长阶段单株干质量为 ２０、４０、６０、８０、
１００、１２０ｇ的管花肉苁蓉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干
质量越大，松果菊苷和毛蕊花糖苷相对含量越小，

甘露醇先升高后降低，换算成单个个体的积累量后，

毛蕊花糖苷和甘露醇的总量随干质量增加而上升，

松果菊苷总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说明体积越大

的药材含有更多的药效成分，但相对含量小于体积

小的药材。药效成分的积累和分布研究也验证了这

一结论。植物在漫长的地下生长过程中，根茎会分

泌一系列次生代谢产物来进行植物和周围环境间的

信息交流、信号传导，同时抵抗病虫害的入侵。因

此，根茎类药材中次生代谢产物往往皮部含量较高，

内部则大多储存营养物质［３１］。Ｈｕ等［３２］测得松果菊

苷、总酚含量，１，１二苯基２三硝基苯肼（ＤＰＰＨ）
自由基清除活性和苯丙胺酸解氨酶（ＰＡＬ）活性在肉
苁蓉中均为鳞片 ＞形成层环 ＞底部 ＞中部 ＞顶部。
彭芳［３３］也测得肉苁蓉中５种苯乙醇苷类成分含量的
横向分布为皮部显著高于中部和髓部，且皮部和髓

部的苯乙醇苷类成分含量最高可相差１２倍。故推测
次生代谢产物的相对含量可能和根茎表面积呈负相

关，而营养物质如淀粉、多糖则可能呈现正相关关

系，药效成分总积累量与药材干质量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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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与展望

综合上述分析，以性状为判断指标，等级与药

材质量密切相关。建议标准为规格按不同基原分为

荒漠肉苁蓉和管花肉苁蓉２种；荒漠肉苁蓉按产地
分２个等级，一等为道地产区内蒙古及与内蒙古同
一生态型的甘肃宁夏青海产区，二等为新疆产地；

管花肉苁蓉仅产自新疆，无需区分；荒漠肉苁蓉和

管花肉苁蓉均按生长阶段分为２个等级，一等为未
出土药材，性状表现为质地柔软，二等为出土药材，

略微干瘪，质地坚硬。个体大小以干质量划分等级，

干质量大为优。采收期、生长年限、野生或人工种

植均不作为等级划分标准。

此外，有较多研究表明确肉苁蓉药材不同部位

的有效成分含量（顶部、中部、基部）有较大差异。

郭雄飞等［３４］测得同一株管花肉苁蓉中，顶部和基部

的松果菊苷含量差异最大达２２４倍，毛蕊花糖苷最
大为１６７倍，苯乙醇总苷最大为８７倍。陈君等［３５］

也发现荒漠肉苁蓉基部的毛蕊花糖苷含量明显高于

顶部，平均高２２倍，最高可达４７倍。在实际商
品销售中，已有部分商家将肉苁蓉基部切片作为质

量更优者售卖，但肉苁蓉不同部位的性状区分并不

明显，制定标准后掺假可能性极高，因此未列入建

议标准。

在市场调查中，还发现了一种名为 “油苁蓉”

的特殊肉苁蓉。其新鲜茎为紫色或红棕色，干燥后

较普通肉苁蓉更为黑亮、油腻，断面呈黑紫色，质

地柔软，切片后迎光透亮，味道也更甜。陈敏等［３６］

测得 “油苁蓉”药材松果菊苷含量是一般肉苁蓉的

２５倍，毛蕊花糖苷含量是 ３８倍，多糖含量是 ２
倍，其生长周期和生长环境与肉苁蓉并无差别。据

当地人介绍，油苁蓉播种后仍为油苁蓉，可能为肉

苁蓉的稳定变异类型，可以考虑作为肉苁蓉的优质

品加以区分。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和养生的重

视程度日益增加，对荒漠肉苁蓉这种药食同源中药

的需求也逐渐增多。随着现代分析检测技术的进步，

一测多评、化学计量学的发展，使我们对中药材的

质量可以做出更全面、综合的评价。因此，分析市

场上现有肉苁蓉产品的质量差异，制定更规范合理

的肉苁蓉规格等级和分级标准，仍需要开展进一步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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