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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地 药 材 的 含 义 及 内 容

北京卫生学校 且 。 00 5 3) 金 世 元

中药是祖国医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我国历代人民赖以防病治病的物质基础
。

中

医中药是一个理论体 系
,

有着不可分离的唇齿

相依的关系
。

中医在临床诊断和立法中
,

既是

侦查员
,

又是指挥员
; 中药则是克病治疾的有

力武器
,

二者必须密切配合
,

才能形成战胜疾

病的有机整体
。

如果药材质量低劣或乱用伪冒

药品
,

即使医生辨证求因再精湛
,

选方遣药再

准确
,

也难达到理想 的治疗 目的
,

甚至贻误病

情
,

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

所 以
,

历代医 家对药

材质量都非常重视
。

因此
,

在处方药名上常冠

以不 同的质量要求的字样
。

如杭白芍
、

广蕃香
、

辽细辛
、

怀山药
、

细木通
、

紫丹参
、

绵黄茂
、

绿暮梅
、

明天麻等
。

目的是
:

要求使用真
、

优

品种

—
“ 道地药材

” ,

以期达到质优效宏
,

迅

速解决患者疾苦
。

建国后
,

在党的中医 中药政策的指引下
,

中医药事业有了史无 前例的发展
,

中药用量 日

益猛增
,

致使某些品种供不应求
,

出现暂时短

缺的现象
,

对此
,

药材主管部门进行及时调整
,

各地药材公 司互相调济余缺
,

一般短时期是可

以解决的
。

但近年来
,

有些药材在质量方面出

现下降情况
,

也有少数药材相继出现伪 冒品种
,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但主要因素还是中药人

员业务素质较差
,

对 药材的真伪优劣鉴别技术

掌握欠佳 ;
也有由于药农不按季节采收或合理

加工
,

此外
,

炮制不 当
,

储藏不善
,

均可导致

药材质量低劣 (本文重点谈原料药材 )
,

尤 其是

某些不法商贩借改革之机
,

钻 了我们的制度不

健全
,

管理失控的空子
,

针对当前缺短药 品
,

大肆兜售伪劣药品
,

有的进行投机倒把
,

囤积

居奇
,

而且大量外行人经营药材
,

形成 “ 百业

经药 ” ,

多方插手的现实
,

造成某些伪劣药材充

斥市场
,

严重地影响人民用药安全和有效
。

笔者多次听到药材经营部门的个别人说
:

“
现在把药方抓全就不错 了

,

还讲什么道地药材
,

这纯粹是老一套
” 。

我认为此言差矣 ! 这种不求

进取
,

安于现状
,

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思想是错

误的
。

当前某些人置 《中国药典 》 于不顾
,

对

道地药材不了解
,

根本没有一个药用标准和质

量概念
。

如果再不提倡或熟悉道 地药材的质量

和特点
,

这门传统经验技术就有失传可能
,

中

医治疗效果就会 日趋下降
,

也无从谈起中医 中

药的特色和优势
,

相应地也影响 了祖国医药的

固有声誉
。

因此
,

对 “ 道地药材
” 提出研讨、是一

项很有意义事情
。

现仅就
“ 道地药材

” 的含义

及内容谈谈 自己的看法
。

道地药材 的产地 与喜生环境

所谓 “ 道地药材
” ,

就是指某一品种
,

多数

地区均产
,

惟有某一两个地区的产品质量最优
,

而且被全国同行所公认
。

道地药材的生长与 自

然条件至关重要
,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

地域广

大
,

气候地 势十分复杂
,

从北部寒冷的黑龙江

到南部的四季 长青的侮南岛
,

从西部的青藏高

原到东部的沿海平原及大小岛屿
,

都盛产药材
,

所 以我国有世界伟大药库之称
,

是名不虚传的
。

但由于 中药材 品种繁多
,

且大多是植
、

动物之

类
,

尤 以植物居多
,

其生长无不与气候
、

土壤
、

阳光
、

水分
、

环境
、

栽培技术及产地加工有关
。

一个道地药材的形成
,

并不是某一时期
,

某一

个人命名的
,

它是我国历代医家从用药的经验

中总结出来的
。

如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 《神农

本草 经》 在序录 中就强调
“ 土地所出

” ,

即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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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药材的重要意义
。

其后
,

刘宋 时孔
,

陶弘

景亦云
: “ 江东以 来

,

小小杂药
,

多出近道
,

气

力性理不及本邦… … ”
也指出产地的重要性

。

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
,

根据 自己对实物

的调查
,

结合用药经验
,

对某些优质药材论述

更加具体
。

如地黄
,

他说
: “
今人惟怀庆为上 ,’o

怀庆
,

即现在河南省的沁阳 县
,

其毗邻的孟县
、

温县一带均为地黄主 产区
,

具有悠久历史
,

产

品质量优良
,

被誉为
“
四大怀药 ” 地黄

、

山药
、

牛膝
、

菊花 ) 之一
,

一向被国内外称为
“ 道地

药材 ” 。

又如麦门冬
,

他说
: “
浙 中来者甚 良

” 。

今

用之麦门冬
,

其主流品种分为两大类
,

一是杭

麦冬
,

主产浙江慈 溪
、

余姚等地
:

一是川麦冬
,

主产四川绵阳
、

三台等地
,

坦以杭麦冬质量为

优
,

其特点
:

块根肥壮盈寸
,

味甜质柔
,

向乘

上品
,

被誉为
“ 浙八味 ” 麦 门冬

、

杭 白芍
、

杭

白芷
、

白术
、

延胡索
、

浙 贝母
、

山茱英
、

玄参 )

之一
。

再如五味 了
,

他说
: “
五味子今有南北之

分
,

南产者色红
,

北产者色黑
,

入滋补药必用

北产者乃良
”
现用的五味于

,

仍分南北两类
,

南五味子 (华中五味 子 ) 肉薄
,

干燥不油润
,

酸味较差
,

质次
;

北五味子 (又称辽五味子 )
,

肉厚
、

油润
,

质柔
,

味酸较重
,

质优
。

后者为

东北特产药材之 一
,

并为医药学家视为佳 品
。

由此可知
, “ 道地药材

”
是历代医家公认的

。

药材
,

不仅不 同产区其质量有所不 同
,

即

使 同一产区
,

不同县分的产 品
,

其质量亦有所

差异
。

如构祀子
,

已往主要分为宁夏构祀 与津

构祀两类
。

宁夏构祀主产宁夏的中宁 (宁安堡 )
、

中卫 ; 津构祀 (又称血祀 )
,

主产天津郊区的杨

柳青
、

静海及河北 大城等地 〔现产量甚少 )
,

其

它如甘肃
、

内蒙古
、

新疆等地亦有少量出产
。

近年来
,

河北省 束鹿县产量甚丰
,

但仍以 宁夏

产品质量为优
。

其性状特点为
:

果实呈长卵形
,

或类纺 锤形
,

色红
,

肉厚 、 质柔润
,

籽少
,

味

甜
,

为构祀 中隽 品
。

过去规格分为贡果面
、

贡

果王
、

超王
、

枣王等
,

畅销国内并出口 ; 河北

束鹿产品均呈纺 锤形
,

一般个较大
,

但肉薄
,

瘪瘦
,

籽多
,

甜度 差
,

略带苦味
,

质量较差
。

按拘祀生长 习性是
:

喜生沙质土壤和排水良好

的地方
,

具有耐寒
、

耐早的特性
,

怕低洼积水
,

所以宁夏中宁地区 的气候
,

土壤最适宜构祀的

生长
。

又如麦 门冬
,

向以浙江宁波专区 的慈溪
、

余姚产品为著名
,

素有 “ 杭麦冬 ” 之称
。

因麦

门冬喜生阴湿和土层深厚
,

肥沃疏松的上壤 中
,

在慈溪
、

余姚等地
,

离海边较近
,

土地湿润
,

略带碱性
,

夜 间土地回潮
,

最适宜麦门冬生长
。

所 以这一地区麦门冬产品质量最佳
。

再者
,

杭

麦冬栽植后四年收获
,

川麦冬栽植后二年收获
。

因其生长的土壤
、

水分和年限不同
,

其性状迥

然不同
。

杭麦冬为纺 锤形
,

一般较川麦冬肥大
,

表黄白色
,

显油润
,

新品质柔软
,

中间木心 (中

柱 ) 质硬
,

气微香
,

味微甜
。

过去规格分为提

青
、

正青
、

副青等
,

主销各大城市及出 口 ; 川

麦冬较瘦小
,

表乳 白色
,

气味较淡
。

此外
,

大

麦冬 (阔叶麦冬 ) 近年来亦有栽培 (原为野生 )
,

在药材市场上经常出现
,

其性状特征
:

多呈圆

柱形
,

通常较麦门冬为大
,

表土黄色
,

有多数

纵沟纹
,

干后质硬
,

中间木 心较细小
,

气微弱
,

味淡
。

此种麦 门冬 品质如何
,

尚待鉴定
。

再如

当归
,

主产甘肃武都专区的氓县
、

宕昌
、

武都
、

文县
、

漳县及天水专区的西和
、

两当等县
,

其次
,

云南
、

陕西
、

四川等地亦有少量出产
,

但以甘

肃产量大
,

质量亦佳
,

行销全国并出口
。

虽然

武都专区一些县分均有栽培当归的历史
,

但 由

于各县的气候
、

土壤
、

光照
、

水分等有所不同
,

其产品质量仍有区别
。

因当归喜生气候凉爽
、

土壤肥沃的地方
,

按武都专区的地势来讲
,

位

于甘肃南部峨山山脉东支
,

山后面沿挑河流域

的峨县
、

宕昌等县 多为黑钙土
,

腐质肥沃
,

土

层深厚
,

全年最高气温 为 23 ℃
,

适合当归生长
,

尤其眠县的南力}
、

梅川
、

西寨等区
,

药农具有

栽培 当归的丰富经验
,

故峨县 产品质量最优
,

其性状特点是
:

主根肥大而长
,

支根少而粗壮
,

内外质地油润
,

气清香
,

确为当归 中的佳品 ;

山前面沿 白龙江流域的武都
、

文县
、

漳县一带
,

土层较薄
,

腐质土少
,

气温较高
,

所产当归一

般是主根较短
,

支根多而细
,

油性较差
。

故有
“ 前山腿子

,

后山王 ” 之说
。

当归规格过去分为

葫首归
、

10 支王
、

15 支王
、

原来头
、

筐王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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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行归等
。

凡高档 当归
,

多取崛县产品加工
,

主销大城市及出 口
。

道地药材 的栽培技术与采收加工

道地药材不仅靠产地的 自然条件
,

而且也

与药材的生长年限
、

栽培技术
、

采收季节和产

地加工有着密切关系
。

如白芍其主流 品种分为

杭芍 (主产浙江东阳
、

盘安 )
、

川芍 (主产四川

中江
、

渠县 )
、

毫芍 ( 主产安徽毫县
、

涡阳 ) 三

类
。

其中以杭芍 质量为优
,

毫芍 产量最大
。

从

这三类白芍 的生长年限
、

栽培技术 与产地加工
,

确有区别
。

杭芍栽培后至少需四年采收
,

川芍
、

毫芍多在栽后三年采收
。

杭芍栽 培后
,

除第一

年外
,

每年开穴修根一次 ( 摘除小根
,

仅留粗

壮的 5 一 10 根 )
,

集 中养分
,

促使根条肥大
,

杭

芍
、

毫芍每年在清明节左右
,

花蕾形成时
,

即

需摘去
,

可提高产量
,

但四川 习惯不摘蕾
。

在

产地加工方面
:

杭芍起土后
,

先 用沙土刨去外

皮 (故表面棕红色 )
,

再放水中煮透
,

然后每支

捆在竹片上晒干
,

以防弯 曲 ; 川芍则先刮去外

皮
,

立即放在 “ 种子水 ” (即白芍须根捣碎
,

加

入玉米粉
、

豌豆粉混合液 ) 中浸泡 (保持芭泽

鲜艳
,

质坚明亮 ) 再行煮透
; 毫芍先煮透

,

后

刮皮
。

由于上述白芍 的栽培技术
、

生长年 限和

产地加工方法不同
,

故杭芍根条粗大
,

挺直
,

表棕红色
; 川芍 较细短

,

表粉白色
,

质坚
,

明

亮 ; 毫芍类似川芍 表显粗糙
。

关于采收季节和产地加工方面
,

古人非常

重视
,

早在 《神农本草经》 序录中
,

就有 “ 阴

干暴干
,

采治时月 ” 的记载
,

在唐代
,

孙思 邀

在 《千金翼方》 中论述更详
。

他说
: “ 夫药采取

不知时节
,

不知 阴干暴干
,

虽有药名
,

终无药

实
,

故不 以时采收
,

与朽木 不殊
,

虚费人功
,

卒无裨益
” 。

这阐明了药材采收加工的重要意义
。

经近代科学证明
,

这种论断是十分正确的
。

凡

各种植物都有它的生长
、

发育成熟的过程
,

必

须在它有 效成分含量最高时采收
,

才为适宜
。

如不适时采收
,

肯定降低质量
,

影响疗效
,

即

使是道地药材
,

也会变成次劣药 品
,

甚至无药

用价值
。

为此
,

我们对每一种药材在采收加工

方面都有 具体规定
,

如知母
,

主产北方各省
,

其中以河北产量大
,

质优
,

尤 其保定地区易县

产品根茎肥大
,

质坚
,

色 白
,

柔润
,

嚼之发粘
,

向为上 品
,

故有 “
西陵知母

” 之称
。

本品采收

季 节应在春
、

秋 两季 采集生长三年 以上的根茎
,

尤 以深秋 产品质量最好
。

但近年来
,

药农不分

季 节
、

生长年限
,

乱采乱挖
,

造成知母根茎瘦

小
,

有皮无肉
.

(毛知母 )
,

岂有疗效 ? 在产地加

工方面
:

如土获等
、

革解
、

乌药均属坚硬 的根

类药材
,

干后实难浸透切片
,

故多年来采取产

地趁鲜机制加工
,

切成菲薄饮片
,

颜色鲜艳
,

外形美观
,

便于煎 出有效成分
。

现在这三种药

材的产地加工均为饮片
,

厚度比 《中国药典》

规定厚约 1 一 3 倍
。

本来 很好的道地药材在加

工环节上降低 了质量
。

关于产地和加工
,

不仅道地药材 (指贵重

稀有品种和常 用大宗品种 ) 须加注意
,

即使一

般普通草药也须讲究产地 和采收加工
。

如金银

藤 (忍冬藤 )
,

应以山东
、

河南产者为正品
,

还需

秋后采收为宜
。

其性状
:

茎枝直径约在 1
.

5 一 6

m m
。

表为棕红色光滑
,

尖部为灰绿色略被茸毛
,

中空
。

但近年来
.

,

大多采用南方野生金银藤
,

其

藤茎粗细不一
,

最粗的如手指
,

已木质化
,

表

皮 多已脱落
。

再如桑叶
,

应采收深秋或经霜老

叶
,

性状特征应为表面黄绿色或棕黄色
,

叶脉

突 出
,

质厚而脆
,

抓之有刺手感
。

而现用的桑

叶全为绿色
,

确不符合药用要求
。

引种道地药材 应注意质 t

道地药材有栽培也有野生
,

近年来
,

由于

药 用量增加
,

某些药材主产区的产量不能满足

需要
,

采取引种或变野生为家种的方式
,

这是

扩大药源的重要途径
,

但要注意凡引种地区的

气候
、

上壤
、

阳光
、

湿度等
,

必须考虑与道地

药材的原产地相接 近
,

才能种出符合药 用要求

的药材
。

不能只顾经济收入
,

一哄而起
,

不考

虑 自然条件
,

无计划的盲 目引种
,

造成产品质

量低劣
,

影响治疗效果
。

如黄蔑
,

其主流品种

(膜英 黄蔑与蒙古黄 茂 )
,

主产山西浑源
、

应县
、

繁峙
、

代县
,

内蒙古的武川
、

兴和
、

锡盟及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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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西部
,

黑龙江
、

吉林等地
,

各地产品各有

不 同特点
,

但按栽培黄蔑
,

当首推山西浑源
、

应县
,

其种植黄蔑历史迄今已有 3 0 0 多年
,

黄

茂喜生干燥向阳山坡
,

土层深厚的沙质土壤中
。

山西浑源
、

应县的地势
、

土壤最适宜黄茂生 长
,

一般为半野生半家种的栽培方法
,

但需种植后

5 一 6 年采挖
。

按黄茂的产量和质量该地区均

居于全国首位
。

其根性状
:

圆柱形
,

头粗尾 细
,

支根多已剪去
,

一般长约 50 一 90 、 m
,

直径 2 一

3
.

sc m
。

质地 绵韧
,

纤维性强
,

显粉性
,

味微

甜
,

嚼之有豆腥味 为其特 征
。

凡高档黄茵
,

如

春正 茂
、

炮 台茂
、

红蓝茂等出 口规格
,

多采取

该地产品加工
。

近年来
,

由于黄茂货源一 时紧

缺
,

某些地 区进行引种
,

但 由于 自然条件所限
,

生长期短
,

其药材性状有较大差异
。

一般长约

50 C贝
,

直径最粗约 10
c m

。

主根短
,

支根多
,

质

坚如木棍
,

粉性极少
,

味较淡
,

质劣次
。

已绝迹的道地 药材应恢复生产沁

有少数的道地药材由于生产安排不当或产

量极少
,

己暂现绝迹状况
。

如橘红
,

历史上就

分橘红与化橘红两类
,

过去也作为两种药品在

处方中分别入药
。

橘红
,

始载于元
·

《 汤液本草》
,

王好古说
: “ 橘皮去白为橘红 ” 。

橘红系成熟橘类

的外果皮
,

本 品多为 食品厂
、

罐头 厂等 副产

品
。

凡产橘地区多有生产
,

如江西
、

福建
、

四

川
、

浙江等地
,

但 以四川产品为优
,

称 “ 川芸

红 ” 。

本 品呈不规则长条薄片状
,

外表面橙红色
,

鲜艳
,

布满圆点状 突起 (油室 )
,

对光视之
,

更

为明显
,

内表面淡橙红色
,

气芳香浓郁
,

本品

现已绝迹
。

化橘红
,

始载 手清
·

《本草纲 目拾

遗》
,

原名 “ 化州橘红 ” ,

本品系芸香科植物化州

袖的果皮
,

其特点是
,

果皮带毛
,

故又称
“
毛

橘红 ” 。

但因产量栅少
,

无法满足药用
,

故现以

其它地区同科植物袖类皮所代替
,

但非正品 (因

果皮无毛 )
。

所 以目前凡用橘红者
,

一律应用杂

类抽子果皮
,

为此建议
,

橘皮 橘 红应 恢 复生

产
。

一 ` , 山 一 ` , 亩 , 泳 , 诬 , 减 , ` 月吧 易 月, “ , ~ 娜班 份 亩 , 汤 创 亩 , 盛 , 宝 映 ` , 公` 下 . , ` 呼 扁 , `
,吧 ` 户 ` , ` ` , ` , ~ , ` , ` , ~ 一 ` ~ . , ~ 一 ~ ~ . , ~ , ` ~ 欲 一 .

本 刊 征
1

稿
·

启 事
本刊根据编委和读者的意见

,

征求下列

稿件
,

欢迎药学战线的广大药学工作者踊跃

供稿
。

1
.

有关药学领域某一方面的专题笔谈
。

2
,

有 关缓释
、

控释
、

靶释等新制剂的

研究文稿
。

3
.

有 关新辅 料的研究
、

应用及介绍等

文稿
。

4
.

各种制剂研究
、

生物材 料的研究文稿
。

5
.

新药研究及其临床应用等
。

6
.

有关合理用药
、

药物不良反应及相互

作用方面的文稿
。

了
.

对我 国医药优 质品 的评介及一般医

药工业产品的评价 (要有实验或科学依据 )
。

8
.

一些特殊药品 中毒 ( 书中未见的 ) 的

急救
、

解毒方法 ( 以工作实践 中遇到的实例

为主 )
。

9
.

有 关药学理论
、

科 研
、

教育等方面

的争鸣性文稿
。

10
.

对我国药典或其他国家权威性药典

所载的一些新的规定的解释性文章
。

n
.

药学新理论
、

新技术的介绍
。

12
.

药学各方面的改革 (侧重科学技术

方面的改革 ) 和科学管理的经验介绍
〔

13
.

某一疾病 的用药经验 (可 以包括一

些必 要的医学知识 )
。

14
.

药 物的新用途
、

新疗效及新 发现的

毒副作用等
。

15
.

有关提高药品质量 的经验介绍性文

稿
。

16
.

国内外药学专家讲学内容的报道 ( 应

有学术性内容 )
。

17
.

在药学各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其

解决的办法
。

` . ~ 咧 石 , 一 , 苗 牙 ` ~ ` 一 ` 御 ~ , ~ 一 ` 呼~ , ~ 呼 ` 叮 摘 , ` , ` 户一 汗 启 呀 摘 州 ` ~ ` 呀 ` 份 旨 份 盆 咦 盆 ~ 曰 - . , ~ , ` 份 ` 份 ~ 于 滚 可 ` 钾 ~ ~ ~ , ` , ` ~ 峪 呀 ~ 可 ~

-
~

一
`` ~ . . . 门 .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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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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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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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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