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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一部)收录皮类中药和

叶类中药的来源信息及显微鉴定规律。方法:查阅筛选2020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收录的皮类中药

和叶类中药,建立数据库统计分析药材的数量、基原植物、药用部位、采收期、干燥方法、贮藏要求、显

微特征等信息。结果:2020年版《中国药典》(一部)共收录15科19种皮类中药和25科31种叶类中

药,分别占其收录616种药材和饮片的3.08%和5.03%。皮类中药多数以干燥的树皮或根皮为药用

部位,多数在“春、秋两季”或“夏、秋两季”采收,并有14种药材的干燥方式为晒干。叶类中药多数以

干燥的叶为药用部位,多达16种药材在“夏秋二季”采收,并有12种药材的干燥方式为晒干。皮类中

药与叶类中药的贮藏要求均可分为“置干燥处”“置阴凉干燥处”“置通风干燥处”。皮类中药有石细

胞、纤维、草酸钙方晶、草酸钙簇晶、淀粉粒、晶纤维等显微特征。叶类中药有不定式气孔、平轴式气

孔、非腺毛、腺毛、草酸钙簇晶、草酸钙方晶、晶纤维等显微特征。结论:皮类中药与叶类中药的来源信

息和显微特征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和多样性,还需分析2020年版《中国药典》对两者的具体记载内容,
以进一步发掘药材的鉴别规律和开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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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explorethebasicsourceinformationandmicroscopicidentificationrulesofcortexChinese

  综上所述,本试验的TLC和HPLC法均可用于
山芝麻清感胶囊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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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esandfoliumChinesemedicinesincludedinthe2020editionofPharmacopoeiaofthePeoplesRepublicof
China(hereinafterreferredtoasChinesePharmacopoeia)(PartⅠ).Methods:ThecortexChinesemedicinesandfoli-
umChinesemedicinesrecordedinthe2020editionofChinesePharmacopoeia)(PartⅠ)wereconsultedandscreened,
andadatabasewasestablishedtoanalyzethequantity,originalplants,medicinalparts,harvesttime,dryingmethods,
storagerequirements,microscopiccharacteristics,andotherinformation.Results:The2020editionofChinesePharma-
copoeia)(PartⅠ)recorded19kindsofcortexChinesemedicinesin15families,and31kindsoffoliumChinesemedi-
cinein25families,accountingfor3.08%and5.03%ofthe616herbsanddecoctionpiecesrespectively.Mostofthe
cortexChinesemedicinesusedriedbarkorrootbarkasthemedicinalpart.Mostofthemareharvestedinspringand
autumnorsummerandautumn,and14kindsofmedicinalmaterialsaredriedinthesun.MostofthefoliumChinese
medicinesusedriedleavesastheirmedicinalparts.Asmanyas16kindsofmedicinalmaterialsareharvestedinsummer
andautumn,and12kindsofmedicinalmaterialsaredriedinthesun.ThestoragerequirementsofcortexChinesemedi-
cinesandfoliumChinesemedicinescanbedividedintoplacedinadryplace,placedinacoolanddryplace,placedina
ventilatedanddryplace.ThecortexofChinesemedicineshasmicroscopiccharacteristicssuchasstonecells,fibers,cal-
ciumoxalatecrystals,calciumoxalateclusters,starchgranules,andcrystalfibers.ThefoliumChinesemedicineshave
microscopiccharacteristicssuchasindefinitestomata,flat-axisstomata,non-glandularhairs,glandularhairs,calcium
oxalateclusters,calciumoxalatecrystals,andcrystalfibers.Conclusion:Therearecertainregularityanddiversityin
thesourceinformationandmicroscopiccharacteristicsofcortexChinesemedicinesandfoliumChinesemedicines.Itis
necessarytoanalyzethespecificrecordsofthetwointhe2020editionofChinesePharmacopoeia(PartⅠ),tofurther
exploretheidentificationrulesanddevelopmentvalueofmedicinalmaterials.
Keywords:ChinesePharmacopoeia;CortexChineseMedicines;FoliumChineseMedicines;BasicSourceInformation;
MicroscopicCharacteristics

  2020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收录了616种药材
及饮片(含21种药材的炮制加工品),包括植物类中
药、动物类中药、矿物类中药等[1]。已有关于2020
年版《中国药典》收录的鲜用中药[2]、有毒中药[3]、动
物类中药[4]、矿物类中药[5-6]等方面的研究报道。为
充分了解2020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收录植物类
中药的数量和来源信息情况,笔者前期已对其中的
根及根茎类中药、果实及种子类中药、花类中药、全
草类中药进行了探究[7-10]。皮类中药是指以木本植
物茎干的皮、根皮或枝皮为药用部位的一类药材,如
厚朴、杜仲等[11]。叶类中药是指一般以干燥叶,或带
有少部分嫩枝为药用部位的一类药材,如桑叶、紫苏
叶等[11]。目前,尚缺少基于来源信息角度对皮类中
药和叶类中药的探讨报道。因此,本研究通过统计
分析2020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收录皮类中药和
叶类中药的数量、基原植物、药用部位、采收期、干燥
方法、贮藏要求等信息,并初步挖掘药材显微鉴定的
规律,旨在为深入研究植物类中药的鉴别规律、采收
加工、同科属药用植物的开发等方面提供一定理论

参考。

1 方法

查阅2020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收录的616种
药材和饮片(含21种药材的炮制加工品),筛选出符合
要求的皮类中药和叶类中药,再利用 MicrosoftExcel
2021统计分析药材的数量、基原植物、药用部位、采收
期、干燥方法、贮藏要求、主要显微特征等信息。

2 结果与分析

2.1 皮类中药的来源及药用部位
由表1可知,2020年版《中国药典》(一部)共收

录有15科19种皮类中药,占616种药材和饮片的

3.08%。其中,樟科等12科各含1种药材,芸香科
含3种药材,木犀科和木兰科各含2种药材。肉桂
等15种药材的基原植物数均为1科1种,占比

78.95%。厚朴、苦楝皮、地骨皮、秦皮的基原植物数
均超过1种,占比21.05%。19种皮类中药的药用
部位类型包括干燥的树皮、根皮、干皮、枝皮,并且以
树皮或根皮居多。

表1 2020年版《中国药典》收录的19种皮类中药的来源情况

药名 科名 基原植物 药用部位 采收期 干燥方式

地枫皮 木兰科 地枫皮 干燥树皮 春、秋二季 晒干或低温干燥

肉桂 樟科 肉桂 干燥树皮 秋季 阴干

合欢皮 豆科 合欢 干燥树皮 夏、秋二季 晒干

关黄柏 芸香科 黄檗 干燥树皮 未记载 晒干

杜仲 杜仲科 杜仲 干燥树皮 4-6月 晒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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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药名 科名 基原植物 药用部位 采收期 干燥方式

黄柏 芸香科 黄皮树 干燥树皮 未记载 晒干

救必应 冬青科 铁冬青 干燥树皮 夏、秋二季 晒干

五加皮 五加科 细柱五加 干燥根皮 夏、秋二季 晒干

白鲜皮 芸香科 白鲜 干燥根皮 春、秋二季 干燥

地骨皮 茄科 枸杞或宁夏枸杞 干燥根皮 春初或秋后 晒干

牡丹皮 毛茛科 牡丹 干燥根皮 秋季 晒干

苦楝皮 楝科 川楝、楝 干燥树皮和根皮 春、秋二季 晒干

暴马子皮 木犀科 暴马丁香 干燥干皮或枝皮 春、秋二季 干燥

椿皮 苦木科 臭椿 干燥根皮或干皮 全年均可 晒干

土荆皮 松科 金钱松 干燥根皮或近根树皮 夏季 晒干

香加皮 萝摩科 杠柳 干燥根皮 春、秋二季 晒干

桑白皮 桑科 桑 干燥根皮 秋末叶落时至次春发芽前 晒干

秦皮 木犀科 苦枥白蜡树、白蜡树、尖叶白蜡

树、宿柱白蜡树
干燥枝皮或干皮 春、秋二季 晒干

厚朴 木兰科 厚朴、凹叶厚朴 干燥干皮、根皮及枝皮 4-6月 根皮和枝皮直接阴干;干皮干燥

2.2 叶类中药的来源及药用部位
由表2可见,2020年版《中国药典》(一部)共收

录有25科31种叶类中药,占616种药材和饮片的

5.03%。其中,五加科等21科各含1种药材,马鞭
草科含4种药材,蔷薇科、小檗科和冬青科各含2种

药材。枇杷叶等26种药材的基原植物数均为1科1
种,占比83.87%。九里香、山楂叶、番泻叶、石韦、淫
羊藿的基原植物数均超过1科1种,占比16.13%。
31种叶类中药的药用部位类型包括叶、叶柄、带叶嫩
枝等,并且多达24种药材的药用部位是干燥叶。

表2 2020年版《中国药典》收录的31种叶类中药的来源情况

药名 科名 基原植物 药用部位 采收期 干燥方式

人参叶 五加科 人参 干燥叶 秋季 晾干或烘干

枸骨叶 冬青科 枸骨 干燥叶 秋季 晒干

荷叶 睡莲科 莲 干燥叶 夏、秋二季 干燥

满山红 杜鹃花科 兴安杜鹃 干燥叶 夏、秋二季 阴干

裸花紫珠 马鞭草科 裸花紫珠 干燥叶 全年均可 晒干

大青叶 十字花科 菘蓝 干燥叶 夏、秋二季 晒干

山香圆叶 省沽油科 山香圆 干燥叶 夏、秋二季叶茂盛时 晒干

山楂叶 蔷薇科 山里红、或山楂 干燥叶 夏、秋二季 晾干或烘干

木芙蓉叶 锦葵科 木芙蓉 干燥叶 夏、秋二季 干燥

艾叶 菊科 艾 干燥叶 夏季花未开时 晒干

蓼大青叶 蓼科 蓼蓝 干燥叶 夏、秋二季枝叶茂盛时 干燥

布渣叶 椴树科 破布叶 干燥叶 夏、秋二季 阴干或晒干

龙脷叶 大戟科 龙脷叶 干燥叶 夏、秋二季 晒干

四季青 冬青科 冬青 干燥叶 秋、冬二季 晒干

杜仲叶 杜仲科 杜仲 干燥叶 夏、秋二季枝叶茂盛时 晒干或低温烘干

巫山淫羊藿 小檗科 巫山淫羊藿 干燥叶 夏、秋季茎叶茂盛时 晒干或阴干

牡荆叶 马鞭草科 牡荆 新鲜叶 夏、秋二季叶茂盛时 鲜用

枇杷叶 蔷薇科 枇杷 干燥叶 全年均可 晒干

罗布麻叶 夹竹桃科 罗布麻 干燥叶 夏季 干燥

桑叶 桑科 桑 干燥叶 初霜后 晒干

草乌叶 毛茛科 北乌头 干燥叶 夏季叶茂盛花未开时 及时干燥

紫珠叶 马鞭草科 杜虹花 干燥叶 夏、秋二季枝叶茂盛时 干燥

银杏叶 银杏科 银杏 干燥叶 秋季叶尚绿时 及时干燥

棕榈 棕榈科 棕榈 干燥叶柄 采棕时 晒干

紫苏叶 唇形科 紫苏 干燥叶(或带叶嫩枝) 夏季枝叶茂盛时 晒干

九里香 芸香科 九里香、千里香 干燥叶和带叶嫩枝 全年均可 阴干

大叶紫珠 马鞭草科 大叶紫珠 干燥叶或带叶嫩枝 夏、秋二季 晒干

侧柏叶 柏科 侧柏 干燥枝梢和叶 夏、秋二季 阴干

番泻叶 豆科 狭叶番泻、尖叶番泻 干燥小叶 未记载 未记载

淫羊藿 小檗科 淫羊藿、箭叶淫羊藿、柔毛淫羊藿或

朝鲜淫羊藿
干燥叶 夏、秋季茎叶茂盛时 晒干或阴干

石韦 水龙骨科 庐山石韦、石韦或有柄石韦 干燥叶 全年均可 晒干或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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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皮类中药和叶类中药的采收期
植物类中药的产量和化学成分含量随其生长情

况而动态变化,在适宜采收期进行采收可以有效保
证药材品质。由表1可知,有13种皮类中药以季节
为采收期,例如,地枫皮、白鲜皮、苦楝皮、暴马子皮、
香加皮和秦皮的采收期为“春、秋两季”;合欢皮、五
加皮和救必应的采收期为“夏、秋两季”;关黄柏和黄
柏均未记载采收期。由表2可知,叶类中药多数在
药用植物生长茂盛的时期进行采收。例如,大青叶、
山楂叶等16种药材的采收期为“夏秋二季”,裸花紫
珠、九里香、枇杷叶、石韦的采收期为“全年均可”,人
参叶和枸骨叶的采收期为“秋季”。番泻叶未记载采
收期。
2.4 皮类中药和叶类中药的干燥方法

不同的皮类中药和叶类中药的质地、气味、含水
量等会有一定差异,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干
燥方法及时去除药材内部的水分,避免发霉和有效
成分的分解,以利于保证药材品质。由表1可知,皮
类中药的干燥方法涉及晒干、阴干等,比如合欢皮等

14种药材采用晒干,而气香浓烈的肉桂采用阴干。
由表2可知,叶类中药的干燥方法涉及晒干、阴干、
晾干、烘干、及时干燥等,且以晒干法最多,比如桑
叶、枇杷叶等12种药材。蓼大青叶等5种药材采用
“干燥”(烘干、晒干、阴干均可)。
2.5 皮类中药和叶类中药的贮藏要求

19种皮类中药的贮藏要求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置干燥处”类型(5种):救必应、地骨皮、地
枫皮、土荆皮需置干燥处。五加皮需置干燥处,防
霉,防蛀。第二种是“置阴凉干燥处”类型(3种):香

加皮、牡丹皮、肉桂需置阴凉干燥处。第三种是“置
通风干燥处”类型(11种):合欢皮、杜仲、厚朴、秦皮、
白鲜皮需置通风干燥处。苦楝皮、黄柏、关黄柏、暴
马子皮需置通风干燥处,防潮。椿皮需置通风干燥
处,防蛀。桑白皮需置通风干燥处,防潮,防蛀。
31种叶类中药的贮藏要求也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置干燥处”类型(11种):九里香、山楂叶、
布渣叶、四季青、杜仲叶、枇杷叶、侧柏叶、草乌叶、枸
骨叶、桑叶、棕榈需置干燥处。第二种是“置通风干
燥处”类型(14种):大叶紫珠、山香圆叶、木芙蓉叶、
石韦、龙脷叶、巫山淫羊藿、银杏叶、淫羊藿、紫珠叶、
裸花紫珠、蓼大青叶需置通风干燥处;大青叶需置通
风干燥处,防霉;荷叶需置通风干燥处,防蛀;番泻叶
需避光,置通风干燥处。第三种是“置阴凉干燥处”
类型(6种):艾叶、罗布麻叶、紫苏叶需置阴凉干燥
处;人参叶需置阴凉干燥处,防潮;牡荆叶需置阴凉
处;满山红需置阴凉干燥处,防潮,防热。
2.6 皮类中药的主要显微特征

经分析2020年版《中国药典》(一部)对19种皮
类中药的显微鉴别描述,发现在纤维、石细胞、淀粉
粒、草酸钙晶体类型方面有一定的规律,且均为皮类
中药重要的鉴别依据,见表3。救必应等14种药材
均含有石细胞。厚朴等13种药材均含有纤维。桑
白皮等9种药材均含有草酸钙方晶。椿皮等7种药
材均含有淀粉粒。牡丹皮等5种药材均含有草酸钙
簇晶。此外,合欢皮、苦楝皮、黄柏、关黄柏的纤维常
成束,与周围含草酸钙方晶的薄壁细胞一起形成晶
纤维(晶鞘纤维)。肉桂和厚朴还含有油细胞,这与
其性状特征的“气香”相对应。

表3 2020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收录19种皮类中药的重点显微特征

药材 石细胞 纤维 草酸钙晶体 淀粉粒 药材 石细胞 纤维 草酸钙晶体 淀粉粒
地枫皮 √ √ - √ 牡丹皮 - - 簇晶 √
肉桂 √ √ 针晶 - 苦楝皮 - √ 方晶 -
合欢皮 √ √ 方晶 - 救必应 √ - 方晶、簇晶 -
关黄柏 √ √ 方晶 - 黄柏 √ √ 方晶 -
杜仲 √ - - - 土荆皮 √ - 方晶 -
厚朴 √ √ - - 香加皮 √ - 方晶 √
地骨皮 - √ - √ 桑白皮 √ √ 方晶 √
五加皮 - - 簇晶 √ 秦皮 √ √ 砂晶 -
白鲜皮 - √ 簇晶 - 暴马子皮 √ √ - -
椿皮 √ √ 方晶、簇晶 √
注:“√”表示2020年版《中国药典》(一部)记载了药材的此项信息,“-”表示未记载药材的此项信息。

2.7 叶类中药的主要显微特征
通过分析2020年版《中国药典》(一部)对31种

叶类中药的显微鉴别描述,发现在气孔类型、毛茸类
型、草酸钙晶体类型方面有一定的规律,且均为叶类
中药重要的鉴别依据,见表4。人参叶等20种药材
的显微特征记载有气孔,例如,大青叶等12种药材
的气孔类型均为不定式,蓼大青叶、罗布麻叶、龙脷

叶、番泻叶的气孔类型均为平轴式。枇杷叶等20种
药材的显微特征记载有非腺毛、腺鳞、腺毛、星状毛
等类型的毛茸,比如杜仲叶等11种药材仅记载有非
腺毛。布渣叶等6种药材均同时记载有草酸钙簇晶
和草酸钙方晶。人参叶等13种药材均记载有草酸
钙簇晶。此外,九里香、棕榈、枇杷叶、番泻叶均记载
有晶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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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20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收录31种叶类中药的重点显微特征

药材 气孔类型 毛茸类型 草酸钙晶体 药材 气孔类型 毛茸类型 草酸钙晶体
人参叶 不定式 - 簇晶 枇杷叶 - 非腺毛 簇晶、方晶
九里香 不定式 非腺毛 方晶 侧柏叶 凹陷型 - -
蓼大青叶 平轴式 非腺毛、腺毛 簇晶 龙脷叶 平轴式 - 簇晶
布渣叶 不定式 - 簇晶、方晶 四季青 不定式 - 簇晶、方晶
罗布麻叶 平轴式 - - 番泻叶 平轴式 非腺毛 簇晶、方晶
杜仲叶 不定式 非腺毛 - 草乌叶 不定式 非腺毛 -
大青叶 不定式 - - 枸骨叶 - 非腺毛 簇晶
山香圆叶 - 非腺毛 簇晶 荷叶 不定式 - 簇晶
山楂叶 - 非腺毛 簇晶、方晶 桑叶 不定式 非腺毛 簇晶、方晶
木芙蓉叶 - 非腺毛、腺毛 簇晶 石韦 类圆形 星状毛 无
艾叶 - 非腺毛、腺毛 簇晶 满山红 - 非腺毛 簇晶
淫羊藿 不定式 非腺毛 - 银杏叶 - - -
棕榈 直轴式或不定式 - 簇晶 牡荆叶 不定式 非腺毛、腺鳞、小腺毛 -
紫苏叶 直轴式 非腺毛、腺毛、腺鳞 簇晶 裸花紫珠 不定式 非腺毛、腺毛、腺鳞 -
大叶紫珠 - 非腺毛、腺鳞、小腺毛 簇晶 紫珠叶 - 非腺毛、腺鳞、小腺毛 簇晶
巫山淫羊藿- - -
注:“-”表示2020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未记载药材的此项信息。

3 讨论与结论

3.1 同一种药用植物可加工成不同种药材
在药用植物不同的生长时期,化学成分的含量

一般处于动态变化,且其在根、茎、叶、花、果实、种子
等植物器官的分布会有所差异。经查阅2020年版
《中国药典》(一部)收录的616种药材发现,采收同
种药用植物的不同器官可加工为具有不同功效的药
材,部分皮类中药和叶类中药也存在此类情况。例
如,豆科植物合欢的干燥树皮为合欢皮,干燥花为合
欢花;蔷薇科植物山里红或山楂的干燥叶为山楂叶,
干燥成熟果实为山楂。类似的药材还有:厚朴与厚
朴花;大青叶与板蓝根;地骨皮与枸杞子(宁夏枸杞
的干燥果实);杜仲与杜仲叶;肉桂与桂枝;苦楝皮与
苦楝子(川楝的干燥成熟果实);桑白皮与桑叶、桑
枝、桑椹;人参与人参叶;草乌叶与草乌;银杏叶与白
果;荷叶与莲子、莲子心、莲房、莲须、藕节;紫苏叶与
紫苏梗、紫苏子。因此,应该注意准确采收植物类药
材的药用部位,并可基于药用植物化学成分的积累
和分布特点来开发利用潜在的药用部位,进一步扩
大和丰富新的中药资源。
3.2 皮类中药和叶类中药的显微鉴定特点

以某一类植物器官为药用部位的药材的显微特
征常有一定的规律性。例如,金银花等花类中药常
含有不同类型的花粉粒。19种皮类中药的显微鉴定
描述有石细胞、纤维、草酸钙方晶、草酸钙簇晶、淀粉
粒等显微特征,且其形状、大小等特点因不同药材而
异。例如,香加皮的石细胞长方形或类多角形,直径

24~70μm;肉桂的纤维长梭形,长195~920μm。部
分药材的质地、折断面特点与显微特征有一定联系,
例如,厚朴的“质坚硬不易折断、断面颗粒性”与“纤
维、石细胞”、桑白皮的“粉性”与“淀粉粒”。有6种
皮类中药未记载有纤维,推测是药材的纤维数量较
少,因而未纳入显微鉴定记载内容。
31种叶类中药的显微鉴定描述有不定式气孔、

直轴式气孔、非腺毛、草酸钙簇晶、草酸钙方晶、晶纤
维等。气孔是植物的叶表皮上特有结构,且不同植
物的气孔类型有一定的相似性或差异性。例如,有
12种叶类中药的气孔类型为不定式,有4种叶类中
药的气孔类型为平轴式。有11种药材未记载有气
孔,推测是药材的气孔在光学显微镜下不易被观察,
因而未纳入药材显微鉴定的记载内容。因此,建议

2025年版《中国药典》对收录的皮类中药和叶类中药
的显微鉴别内容进行适当补充,以进一步完善药材
的显微鉴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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