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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木香产地初加工历史沿革及技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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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云木香为传统大宗药材，也是云南省“十大云药”品牌药材之一，具有多种生物活性，临床应用非常

广泛。因产地初加工方法比较混乱，导致云木香质量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云木香临床疗效。通过查阅历代本草及近

现代典籍、历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相关文献，对木香历史沿革、产地加工方法及现代研究技术进行详细论

述，为云木香的产地初加工深入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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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cklandia lappa, one of traditional bulk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also one of the ten top brand

medicinal materials in Yunnan Provinc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due to multiple biological activities. The

diverse primary processing methods in producing area have resulted in the uneven quality of A. lappa,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its clinical efficacy.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ing methods in producing area, and modern research technology

of A. lappa were discussed in detail by referring to the historical and modern classics, Chinese pharmacopoeia and related

literatur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n-depth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A. lappa primary processing in produc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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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木 香 为 菊 科 植 物 云 木 香 Aucklandia lappa

Decne. 的干燥根，其药材名为木香，具有行气止

痛、健脾消食的功效，用于胸胁、脘腹胀痛、泻痢

后重、食积不消、不思饮食[1]，为中医临床常用的理

气药，还是治湿热痢疾、里急后重的要药，主产于

云南丽江、大理、迪庆等地，为云南道地药材之一。

产地初加工是中药材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合理

规范的产地初加工方法是保证药材品质的重要因素，

也是形成药材不同商品规格等级的重要途径，还是

最能体现药材优质优价的重要举措。因此，从加工

源头上控制药材质量是保证其品质的重要措施。目

前，有关云木香产地初加工的研究仅在其栽培技术

及研究进展相关文献中提及[2-3]，并未引起研究者的

广泛关注。

云木香药用部位为根部，其产地初加工方法在

药材生产环节尤为重要。目前，对云木香炮制历史

及方法已有文献研究[4]，但云木香药材的产地初加工

历史尚未见文献报道，本文对云木香的古籍记载及

现代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将其加工历史沿革、

近现代研究进行概述，以期为云木香的产地初加工

深入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

1 古代木香加工历史沿革

木香之名始载于秦汉时期《神农本草经》，列为

中品，为木香之正名[5]。从相关研究对木香的基原考

证来看，古代存在木香、土木香、川木香和青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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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用现象。木香产地最早记载为云南保山，后来依

靠从埃及、印度、尼泊尔等地进口[6-8]。依据《丝绸

之路全史》记载：“《华阳国志》记载，永昌郡土

地肥沃，出产黄金、光珠、琥珀等。其中大多为当

地所出，但光珠、琥珀等显系从印度或大秦输入”
[9]。笔者认为，“生于永昌”的木香只是集散于永昌

（今云南保山，为古代对外通商要地或入境口岸），

很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国外（尤其是印度）带入

永昌，并非产于我国。在古代书籍中可见木香的性

味、主治及来源的记载，未见产地加工的描述。

2 现代云木香产地加工

木香原产于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国，经广

州输入国内，故名“广木香”。1930年，云南鹤庆

籍商人从印度带回种子，在云南丽江鲁甸试种成功，

因其品质优良、疗效显著而享誉海内外，是云南著

名的道地药材品种，被称为“云木香”。自从云木香

引种成功后，近现代书籍中基本都有加工方法的记

载；但具体方法有所不同，主要区别在切段的长度、

干燥方式以及是否撞皮。加工方法可大致分为 3类：

1）去除泥土，切成 6~12 cm长，过粗的成空心的纵

剖为 2~4块，晒干、风干或低温烘干，再于麻袋内

撞去外皮[10-17]；2）除去须根、洗净，切段，粗者纵

切成 2~4块，晒干、风干或低温烘干[18-21]；3） 除去

茎叶、须根及泥土，切段或纵剖成瓣，干燥后撞去

粗皮[22-25]。由表 1可知，有的记载较详细，规定了切

段的长度（6~12 cm）、干燥的方式（晒干、风干和

烘干）和撞皮；而有的记载比较模糊，仅记载了大

致的工艺流程，有的甚至未提及撞皮，造成了云木

香品质参差不齐的现状。

李晓花等[26]研究显示，不同温度条件下干燥的

云木香中木香烃内酯和去氢木香内酯含量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随着干燥温度的升高，木香烃内酯和去

氢木香内酯的含量均下降。汤王外等[27]研究了云木

香不同去粗皮方法，发现采用机械撞皮机的去粗皮

加工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简单易行，撞皮速度快，

最重要的是对云木香药材的质量没有影响，但目前

还未在生产上广泛应用。

3 历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云木香加工历史

沿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 《中国药

典》） 1963年版开始收载云木香，规定云木香的加

工方法为：“冬季挖出后，去净泥土、须根及地上

茎叶，切成 6~12 cm 长的短块，粗大空心者纵剖为

2~4块，晒干，除去外皮即得”。自 《中国药典》

1977年版开始，加工方法更为笼统，修订为“秋、

冬两季采挖，除去泥沙及须根，切段，大的再纵剖成

瓣，干燥后撞去粗皮”[29]，取消了“切成 6~12 cm长

的短块，粗大空心者纵剖为 2~4块，晒干” [28]的规

定，但其品质评价指标不断增加。《中国药典》

1963年版以干燥品形状、长短、表面、断面和气味

为品质评价依据，同时还对不合格品的性状进行了

规定[28]。《中国药典》 1977年版以木香性状评价为标

准，同时增加了粉末特征、理化鉴别和总灰分含

量[29]。《中国药典》 2000年版增加了木香烃内酯

（C15H20O2） 和去氢木香内酯 （C15H18O2） 的总量测

定[30]。《中国药典》作为法定标准，对产地加工方法

不但没有具体的技术参数和指标，反而越来越简单、

笼统，故目前云木香药材产地初加工无规范可循，

导致生产上加工方法较随意。例如，干燥方式有晒

干、烘干（烤房烘干、柴火烘干和烤箱烘干）、炕干

和阴干；干燥后有撞皮、不撞皮，造成了云木香品

质参差不齐的现状（表2）。

4 结论与展望

产地初加工是影响中药材质量的重要因素之

一，不同加工方法所得药材品质各不相同。云木

香在古代以木香为正名，以青木香和土木香为代

用品或混淆品，其商品主要经广州进口，称为广

木香，自 1930年在云南丽江引种成功后被称为云

木香，之后云木香产地初加工在现代书籍和文献

中均有记载，主要是对传统加工工艺的改进，采

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改进或替代传统的

加工方法。

根据文献报道，木香约有 90多种化学成分，其

中 28种独属于木香。这些有效成分主要为萜类，还

有生物碱、蒽醌、黄酮等其他类[37]。木香中萜类有

效成分种类繁多且量丰富，主要具有抗炎、抗肿瘤

和抗溃疡的作用，主要包括木香烃内酯、二氢木香

烃内酯、12-甲氧基二氢木香烃内酯、二氢木香内

酯、去氢木香内酯、α-羟基去氢木香内酯、β-羟基

去木香内酯、白桦酯酸、白桦酯酸甲酯、川木香内

酯、菜蓟苦素等近 20种化学成分。另外，木香中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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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现代典籍云木香加工方法及产地分布

出处

《新编中药志》

《中药材手册》

《中国常用中草药彩色图谱》

《中国药材学》

《现代实用本草》

《500味常用中药材的经验鉴别》

《中草药大典》

《金世元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

《全国中草药汇编》

《中华本草》

《现代中药学大辞典》

《中药大辞典》

《中药材及饮片原色图鉴》

《现代中药材商品通鉴》

《道地药材图典·西南卷》

《中草药彩色图谱》

加工方法

除去残茎及须根，洗净泥土，切成 6~12 cm长
的短条，粗大空心者剖为 2~4块，以风干为
好，火炕时应低温烘，猛火易出油而影响质
量，干燥后撞去粗皮。如需切片，则先闷透，
切后晾干

去除泥土，切成 6~12 cm长，过粗的成空心的
纵剖为2~4块，晒干，再于麻袋内撞去外皮

除去残茎及须根，洗净，切成 6~12 cm长的短
条，粗大者纵剖为 2~4块，以风干为佳。火烘
时应低温，防止出油而影响质量，干燥后撞去
粗皮即可

除去须根、洗净，切段，粗者纵切成 2~4块，
风干或低温烘干，撞去粗皮

除去残茎及须根、泥土，切成 6~12 cm长的短
块，粗大空心者的剖为 2~4块，以风干为好，
或低温烘干。温度过高易出油而影响质量。干
燥后撞去粗皮

挖出后（忌水洗），抖去泥，切成节段或块，晒
干（雨天可小火烘干），闯去须根、粗皮即可

除去残基及须根，切成短条或剖成 2~4块，风
干或低温烘干，而后去粗皮

将根部挖出后，除去茎叶、泥土 （忌水洗），
切成 8~10 cm小段，粗者可以切成 4块，然后
晒干。再装入麻袋内撞去泥土、须根和粗皮，
即为商品

除去茎叶泥土，切成短段，粗大者纵剖 2~4块，
晒干

去除泥土、茎秆和叶柄，粗大者切成 2~4块，
50~60 ℃低温下烘干

除去残留茎叶，晒或60 ℃烘干

挖掘根部，去除泥土、茎秆和叶柄，粗大者切
成2~4块，50~60 ℃低温下烘干。不宜久烘

除去泥沙及须根，切段，大的再纵剖成瓣，干
燥后撞去粗皮

除去茎叶、须根及泥土，切段或纵剖成瓣，干
燥后撞去粗皮

除去须根、泥沙，切段，大的再纵剖成瓣，干
燥后撞去粗皮

除去杂质，切段，干燥后撞去粗皮

产地分布

原产印度，近年我国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广东、
广西、四川、云南、西藏等省、自治区有引种栽培，以
云南西北部种植较多。北京亦有小量栽培[10]

主产于云南丽江，尤以鲁甸、榕峰等地最多[11]

主产云南的丽江地区和迪庆州。此外，湖南、湖北、广
东、广西、陕西、甘肃等地亦产[12]

过去因由印度等地经广州进口，故称“广木香”；现主产
云南，又称“云木香”。销全国，并出口。此外，四川、
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陕西、甘肃、西藏亦产[13]

主产于云南省丽江、迪庆、大理等地[14]

木香国内主要栽培于云南西北部，其他四川、湖北、湖
南、贵州等地亦有栽培[15]

栽培于高山地区。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广东、广
西、四川、云南、西藏等省、自治区有引种[16]

主产云南丽江地区纳西族自治县的鲁甸、榕丰和安乐等
乡，维西、福贡、中甸、宁蒗、鹤庆、永胜亦产，近年
来，引种到重庆市的万州地区，四川的绵阳地区，湖北
的恩施地区及湖南、贵州、陕西、甘肃等许多地区生产[17]

生于海拔较高的山地。云南、四川等省有栽培[17]

原产于印度，从广州进口，习称“广木香”；我国现主要
栽培于云南丽江、迪庆、大理，四川涪陵等地，又称

“云木香”。销全国，并出口。此外，湖南、湖北、广东、
广西、陕西、甘肃、西藏亦产[19]

主产云南。四川、西藏亦产[20]

云南西北部种植较多，产量较大。原产于印度[21]

进口品习称“广木香”，云南产者习称“云木香”[22]

主产于云南丽江、大理、保山、昭通，四川绵阳、南川、
万县，湖南湘西亦有产。近年甘肃亦有栽培，产量较大[23]

主产于云南丽江、维西等，四川、湖北、湖南、贵州、
陕西、甘肃亦产。原产印度、缅甸等地，称新、老木香，
经广州进口，又称广木香[24]

主产于云南、四川[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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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 3种蒽醌类化合物，具有抑制蛋白酪氨酸磷酸

酶-1B （PTP-1B） 活性的作用；木香碱具有减轻支

气管和胃肠道平滑肌痉挛的作用；4种黄酮苷类具

有抗微生物的作用。这些化学成分均具有较强的生

物活性，不同的产地初加工方式都会对其造成影响，

《中国药典》 2005—2020年版对云木香中的木香烃

内酯和去氢木香内酯的总量规定略显单薄；因此，

在选择产地初加工方式时，应最大程度地保留这些

具有较强生物活性的有效物质，不能仅考虑《中国

药典》中的指标性成分。

目前，云木香加工方法较随意，干燥方式有晒

干、烘干（烤房烘干、柴火烘干和烤箱烘干）、炕干

和阴干。撞皮为木香产地加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生产上采用传统箩筐人工撞皮，为省时省力，药农

常少撞或不撞。李晓花等[26]采用烘干法测定不同干

燥条件下云木香中木香烃内酯和去氢木香内酯含量，

发现随着干燥温度的升高，木香烃内酯和去氢木香

内酯的含量均发生下降，在 40℃时木香烃内酯和去

氢木香内酯总质量分数最高可达 5. 3%，可考虑采用

40℃烘干为云木香的干燥方法。汤王外等[27]报道了

机械撞皮机撞皮较传统箩筐撞皮省时省力，撞皮速

度快，每人每小时的加工量提高了 20倍，去皮均

匀，而且撞皮机的自制费用较低，操作也相对简单，

使用成本也只有传统箩筐装皮法的 1/6，更加经济划

算，但目前仍未推广使用。因此，对云木香的产地

加工研究需在探讨传统加工方法是否科学可行的同

时，采用现代科学手段探索新技术，同时在产地对

研究成果进行推广应用。为提升道地药材品质，呼

吁国家、地方等各有关部门尽快采取行动，重视产

地初加工标准、流程监管方面的制订工作，使云木

香产地加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源头上保证其

质量和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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