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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梳理当代野山参定义的演变过程,描述野山参和移山参典型的性状鉴别要点,为野山参

的研究及其鉴别提供参考。方法:通过文献法、归纳法搜集并整理野山参含义演变的框架,通过实物

对照和文献资料,提取野山参的性状鉴别要点和常见的移山参性状鉴别要点。结果:野山参称谓最早

出现在民国时期,随着野生人参产量的日渐稀少,野山参不再特指野生人参,而是指人工繁育的林下

山参。野山参和各种移山参虽然都生长在森林中,但由于生长环境不同,野山参和移山参的各个部位

仍存在区别,仔细观察可以鉴别。结论:通过厘清野山参含义演变的清晰脉络,揭示了野山参和各种

移山参的性状特征差异,为野山参及其鉴别研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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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EvolutionandtheCharacterIdentificationofWildGinseng
CaiJialiang

(GuangzhouPharmaceuticalVocationalSchool,Guangzhou5104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reviewtheevolutionofthedefinitionofwildGinsenganddescribethekeypointsfortheidenti-
ficationoftypicalcharactersofwildGinsengandtransplantedwildGinseng,soastoprovidereferencefortheresearch
andidentificationofwildGinseng.Methods:TheframeofmeaningevolutionofwildGinsengwascollectedandsorted
outbyliteraturemethodandinductionmethod.Throughspecimenscomparisonanddocumentation,thekeypointsof
characteridentificationofwildGinsengandcommontransplantedwildGinsengwereextracted.Results:Theappellation
ofwildGinsengfirstappearedinthe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WiththeincreasingscarcityharvestofwildGin-
seng,wildGinsengreferstothewild-likeGinsengunderforest.AlthoughbothwildGinsengandtransplantedwildGin-
sengaregrowinginforest,duetodifferentgrowthenvironments,therearestillhavedifferencesbetweenthem,which
canbeidentifiedbycarefulobservation.Conclusion:Thispaperhasformedaclearcontextoftheevolutionofthemean-
ingofwildGinseng,showingthedifferencesinthecharacteristicsofwildGinsengandvarioustransplantedwildGin-
seng,whichcanprovidereferenceforthestudyofwildGinsengandits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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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参来源于五加科植物人参的根及根茎,产地
主要集中于吉林、辽宁、黑龙江三个省份。经过调查
广东市场上销售的“林下参”和“野山参”商品,发现
此类商品的名称不统一,外包装印刷的名称也不统
一,而且存在用“趴货”或“移山参”充当野山参的
情况。

人参由于生长环境或栽培方式不同,可分为野
生人参、仿野生人参和栽培人参。栽培人参的培育
方式多种多样,有栽培6年及6年以下的园参;有林
下播种,自然生长15年及15年以上的林下山参;有
将人参挖出后移栽他处,再生长若干年的移山参。
野生人参,是在野外偶然发现的,完全没有人工干
预、自然生长的人参,过去习称野山参或山参。但国
家标准《野山参鉴定分等及质量》(GB/T18765-2015)
中却将“野山参”定义为:播种后,自然生长于深山密
林15年以上的人参。这种定义与以往对野山参的
定义是存在差异,但很多人并不清楚。本研究将重
点梳理野山参的含义演变,并分析野山参与移山参
的性状鉴别要点。

1 “野山参”命名的出现及含义的演变

1.1 从“人参”到“(野)山参”
人参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一名人

衔,一名鬼盖。历史上人参还有许多其他的别称,如
神草、土精、地精、黄参、血参、紫团参等。查阅古代

本草书籍,可以发现“人参”或“人薓”是历代本草所

收录的正名,却未发现有“野山参”“山参”或“林下

参”的记载。
至清代嘉庆年间,由于东北长白山野生人参资

源明显减少,且清政府对长白山区采取“八旗分山采

参制”和“封禁”等政策,导致在当时属于“违法”的人

参栽培业快速发展,为了跟野生人参进行区分,故将

栽培人参称为“秧参”和“子参”。《植物名实图考》记
载:“……今以辽东、吉林为贵,新罗次之……以苗移

植者为秧参,种子者为子参,力皆薄。”[1]此处的“秧
参”指的是用人参幼苗移栽后得到的人参,“子参”指
的是用人参种子栽培后得到的人参。

民国时期《辑安县志》记载:“园参为人工栽培

者,选山坡……”开始出现了“园参”的称谓。《增订

伪药条辨》记载:“产吉林,以野生为贵,故又谓吉林

参,或曰野山参,叶似掌状复叶……真野生人参,山
中少出,今市肆所售,皆秧种之类……而野山真参,
更不可得也……野山参,有米珠在须……”[2]开始出

现“野生人参”“野山参”的叫法。
从以上文献可知,人参一名,自古有之,但近代

野生人参量少难得,为满足市场需求,于是出现栽培

人参。为区分野生人参和栽培人参,采用野生人参、
野山参、野山真参等称谓来指代野生的人参;又采用

园参、秧参、子参、秧种等名称来指代人工栽培的

人参。
1.2 “野山参”含义的演变

1.2.1 《中国药典》关于野山参的描述 新中国成

立后,1953年版《中国药典》并未收录人参,直至

1963年版《中国药典》才首次收录并描述人参:栽培

的称园参,野生的称野山参。1977年版《中国药典》
中描述人参:栽培者为“园参”,野生者为“山参”。此

后一直到2000版《中国药典》,人参项下的描述相

同,均分为“园参”和“山参”。
由于野生人参对生长环境的要求较高、数量有

限和生长缓慢等内在因素,以及近代对东北林业资

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和对野生人参长期的掠夺式采挖

等外在因素,使原本稀缺的野生人参资源更加雪上

加霜,直接导致人参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名录》(第二批讨论稿)。受此影响,从2005年版《中
国药典》开始,取消了人参项下“山参”的叫法,对人

参的描述改为:栽培的俗称“园参”,播种在山林野生

状态下自然生长的称“林下参”,习称“籽海”[3]。然

而,2006年,《中国药典》(增补本)中将“林下参”改为

“林下山参”[4],直至2020版《中国药典》,均在人参

项下分为“园参”和“林下山参”两类。但《中国药典》
始终没有限定林下山参生长的年限。见表1。

表1 《中国药典》中关于人参的描述

《中国药典》版本 人参项下的描述

1963年版 栽培的称园参,野生的称野山参

1977-2000年版 栽培者为园参,野生者为山参

2005年版
栽培的又称“园参”,播种在山林野生状态下自然

生长的称“林下参”,习称“籽海”
2005年版(增补

本)-2020年版

栽培的俗称“园参”,播种在山林野生状态下自然

生长的称“林下山参”,习称“籽海”

1.2.2 国家标准对野山参的描述 2002年8月1
日,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布的《野山参分等

质量》国家标准中,将野山参的定义为:“自然生长于

深山密林下的野生人参。”即“野山参”等同于“野生

人参”[5]。
这一国家标准实施之后,根据收到的各方意见,

负责起草的单位进行了修改,并于2004年3月1日

开始实施新版标准。修改后的国家标准将野山参定

义为:“自然生长于深山密林下的野生人参或‘林下

籽’经过若干年后能完全体现野山参特征的可视为

野山参。”即“野山参”包括“野生人参”和“林下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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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林下籽,指的是在林下播撒人参种子,任其自

然生长的人参。此版标准中,对野山参的生长年限

没有具体限定。
2009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野山参鉴定及分

等质量》国家标准中,首次将野生人参从野山参中独

立出来。对野生人参重新定义为:“自然传播、生长

于深山密林下的原生态人参。”与上一版标准不同的

是,本版标准将野山参重新定义为:“自然生长于深

山密林的人参(不包括野生人参)。”[6]此版国家标准

强调了野生人参是自然传播而非人为传播,并且强

调其生长环境是毫无人工干预的原生态环境。但

是,此标准对野山参的定义专属性不强。
2015年11月2日实施的《野山参鉴定及分等质

量》国家标准中,野生人参定义保持不变,但将野山参

的定义修改为:“播种后,自然生长于深山密林15年以

上的人参。”[7]新版标准对野山参的生长年限有了严格

限定,要求野山参必须生长15年以上。见表2。

表2 国家标准中野山参的含义演变

出处 实施时间 野生人参 野山参 备注

《野山参分等质量》 2002年8月1日 - 自然生长于深山密林下的野生人参
野山参等同于野生人

参

《野山参分等质量》 2004年3月1日 -
自然生长于深山密林下的野生人参或

“林下籽”经过若干年后能完全体现野山

参特征的可视为野山参

野山参包括“野生人

参”和“林下籽”

《野山参鉴定及分等质量》 2009年5月1日
自然传播,生长于深山密

林下的原生态人参

自然生长于深山密林的人参(不包括野

生人参)
将野山参与野生人参

并列

《野山参鉴定及分等质量》 2015年11月2日
自然传播,生长于深山密

林下的原生态人参

播种后,自然生长于深山密林15年以上

的人参

限定了野山参的生长

年限

2 移山参的品种分类

移山参是人参栽培业发展过程中另一种林下栽
参的种类,是指将人参小苗移栽至林下环境中继续
栽培的种植方式。由于人参对生长环境要求较高,
林下繁育的野山参常常受到病虫害侵扰而死亡,存
苗率低。因此,部分参农将生长了一定时间的野山
参移栽至新的环境,发现不仅可以提高人参的存活
率,而且有利于缩短生产周期和提高产量。这种移
苗栽培的方式,人参小苗是关键,除了野外发现的野
生人参小苗和人工培育的野山参小苗,还有园参小
栽子、大栽子,都可以用来移栽。但是,这些人参小
苗移栽之后,是否能称为移山参,在野山参行业内对
移山参的定义存在不同的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移
山参必须是野生人参小苗移栽林下形成的商品;第
二种观点认为任何人参小苗移栽林下形成的商品都
可以称为移山参。
2.1 狭义的移山参

狭义的移山参是将野生人参小苗重新移栽至林
下。于学明等[8]根据工作实践和走访一些收购人员
以及老采参人员后,将山参总结为三大类:纯山参
类、变体山参类以及充山参类。移山参属于变体山
参类中的一种,是将采挖到的纯山参(即野生人参)
或纯山参幼苗重新移栽林下,称为移山参或山参
趴货。

孙三省等[9]对野山参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类,
认为移山参又称为山趴和移山趴,是专指野生人参
被人发现后,经采挖或移动,又被放回原处或别处,

多年后再次挖出的货。“移山参”的遗传基础是野生
的,它们是纯粹在无人干预的条件下繁殖出来的。
2.2 广义的移山参:将各种人参小苗重新移栽至
林下

  广义的移山参是将各种人参小苗重新移栽至林

下。宿武林等[10]认为移山参是林下参的一种,是由

各种类型的人参苗,采用不同栽种方式进行移栽,在
林下任其自然生长,经若干年后采挖的人参。

胡双丰等[11]援引2001年出台的浙江省《山参、
移山参监督管理办法(暂行)》中对主要商品籽海、山
扒、籽扒、苗扒、池底等进行的来源和具体限制,认为
移山参是指经人工播种或移栽后在野生环境下生长
而成,包括13年左右的籽海参、13年以上的山扒参、
籽扒参、苗扒参或15年以上的池底参。

方土福[12]认为移山参的来源本应是山参幼苗

移栽,改革开放后,移山参产业逐渐兴起,形成用园
参幼苗与池底幼苗移栽的情况。
2015年11月2日实施的《移山参鉴定及分等质

量》国家标准中,将移山参定义为“移栽在山林中具

有野山参部分特征的人参”[13]。标准中将野山参移

栽、园参移栽、池底等都归类为移山参,这就使得用
来生产移山参的人参小苗种类多样,属于广义的移
山参,各种移山参虽然都具有野山参部分特征,但它
们的性状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

实际上,移山参究竟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其
实并不需要过多争论。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参
的栽培方式也在不断发生改变,狭义的移山参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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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有之,广义的移山参也不一定是最近才出现的
新事物。但是,为避免将野山参与移山参相混淆,有
必要进一步研究各种移山参的性状鉴别特征,并研
究移山参与野山参在性状上的区别[14]。

3 野山参与移山参的性状鉴别特征

野山参的传统鉴别方法是五形(芦、体、皮、纹、
须)鉴别。方土福[12]根据多年来对野山参市场的跟踪

调查,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出“芦、艼、体、腿、皮、纹、
须、点、质地、气味”十个方面的野山参综合鉴别体系,
可以更全面地反映野山参的性状特征。由于野山参

和移山参的质地和气味不易从文字上进行区分,因此

采用前八个方面描述野山参和移山参的性状特征。
3.1 野山参(林下山参)的性状鉴别技术

野山参是人工播种后,自然生长于深山密林15
年以上的人参,市场上称为籽货、林下籽。随着对野

山参生长规律研究的日益深入,野山参的栽培规模

日益扩大,生长年限达15年以上的野山参已经能源

源不断地供应市场。根据市场调查和文献资料,将
野山参性状鉴别总结如下:①芦:上部芦碗粗大(大
马牙)、下部芦碗较小(二马牙)或有一小段圆芦,芦
头整体上粗下细,呈铁钉状;②艼:艼小,顺长;③体:
多顺体,上粗下细;④腿:分档自然;⑤皮:皮色黄白,
干品纵皱纹明显;⑥纹:横纹细、浅;⑦须:须条细、
长,水须较多;⑧点:珍珠点少,不明显。
3.2 各种移山参性状鉴别特征

3.2.1 野生人参小苗移栽 野生人参小苗习称
“山捻子”,虽然是小苗,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自然生长

了十几二十年,因环境恶劣,生长极其缓慢,个头较

小,故可作为小苗移栽。由于野生人参的产量极低,
在野外比较难发现,因此用真正的野生人参小苗移

栽的移山参也比较少。下面总结其性状特征:①芦:

芦头突然变大,有回脖芦(转芦);②艼:常对生掐脖

艼,下部肿大(下坠);③体:中下部肿大;④腿:肿大,
分档不自然,僵直;⑤皮:粗糙,黄褐色,无光泽;⑥
纹:横纹粗、深、跑纹;⑦须:白嫩,须多而分散,平面

状呈现扇面须或扫帚须;⑧点:珍珠点不明显。
方土福[12]和孙三省[9]还指出移山参体形呈“大

屁股状”,即移山参有主体中下部肥大的特征;仲伟

同[15]指出移山参的须“没有弹性”,即移山参的须比

较僵硬,容易折断。
3.2.2 小栽子密林下 文献中常称为苗趴、苗扒、
小栽子上山、园参苗上山,其性状特征:①芦:上部芦

碗较大,多有回脖芦(即转芦)。孙三省[9]认为具有

芦长碗密的特征。于学明[8]认为芦头上段芦碗常疏

而大,明显。李向高等[16]认为芦碗较密;②艼:长而

大,常为上翘艼或平伸艼;③体:横体、疙瘩体,少顺

体和笨体。胡双丰[11]认为体常显笨体。孙三省[9]认

为体较结实而小;④腿:粗细不匀,分档不自然,有拧

腿或拼腿现象;⑤皮:黄褐色或黄白色,无光泽;⑥
纹:横纹稀疏,浮浅;⑦须:较少而长;⑧点:珍珠点小

而多。孙三省[9]认为“珍珠点”稀疏,但较明显。
3.2.3 大栽子密林下 文献中常称为老栽子上

山、园参上山、园子趴货,其性状特征:①芦:上下粗

细较均匀。娄子恒认为芦碗多单侧或两侧生;②艼:
同小栽子密林下;③体:体较笨,少顺体。孙三省[7]

认为体明显粗、短;④腿:分档不自然,有拧腿或拼腿

现象;⑤皮:皮色老黄,粗糙;⑥纹:横纹稀疏,跑纹,
粗而浅;⑦须:少,或断须后发出多数新须;⑧点:有
珍珠点,孙三省[9]认为“珍珠点”稀疏,但较明显。

综上,野山参和各种移山参确实存在一定的性

状差异,下面列表总结野山参与各种移山参的性状

鉴别要点。见表3。

表3 野山参与各种移山参的性状鉴别要点对比

鉴别要点 野山参(林下山参) 野生人参移栽 小栽子密林下 大栽子密林下

芦 上粗下细,呈铁钉状 芦头突然变大,有回脖芦(转芦) 上部芦碗较大,多有回脖芦(即转芦) 上下粗细较均匀

艼 小、顺长 常对生掐脖艼,下部肿大(下坠) 长而大,常为上翘艼或平伸艼 同小栽子密林下

体 多顺体 中下部肿大 横体、疙瘩体,少顺体和笨体 体较笨,少顺体

腿 分档自然 肿大,分档不自然,僵直
粗细不匀,分档不自然,有拧腿或拼腿

现象

分档不自然,有拧腿或拼腿

现象

皮 皮色黄白,纵皱纹明显 粗糙,黄褐色,无光泽 黄褐色或黄白色,无光泽 皮色老黄,粗糙

纹 横纹细、浅 横纹粗、深、跑纹 横纹稀疏,浮浅 横纹稀疏,跑纹,粗而浅

须 细、长、水须较多
白嫩,须多而分散,呈现扇面须或

扫帚须
较少而长 少,或断须后发出多数新须

点 珍珠点少,不明显 珍珠点不明显 珍珠点小而多 有珍珠点

  虽然移山参带有部分野山参的性状特征,但是
部分移山参在经过加工处理后,仍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更加接近野山参的特征,应注意判断。

4 讨论

“野山参”和“山参”曾经是“野生人参”的代名
词,但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野生人参越来越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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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保护珍稀的野生人参资源,从2005年版
《中国药典》开始,不再收载野生人参,转而收载人工
播种后自然生长的“林下山参”。《中国药典》收载的
“林下山参”,基本相当于《野山参鉴定及分等质量》
(2015版)国家标准中的野山参,但后者限定了野山
参的生长年限必须达到15年以上,值得参考。随着
林下繁育的野山参数量越来越多,生长年限越来越
长,未来可以考虑提高国家标准中关于野山参生长
年限的要求。

植物的生长一方面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另一方
面也受环境的影响,人参也不例外。不同的人参种
子在相同环境下生长十几年后,虽然形状和大小不
完全相同,但有一定的趋势,如人工播种且毫无移动
的野山参,主根基本呈现上粗下细的顺长体。但是,
当野山参移栽他处后,体和腿常会肿大,芦头也会突
然变大,形成二马牙或大马牙芦碗,这说明人参的性
状特征受到种子遗传因素的影响较小,而受到环境
(包括自然环境和人为干扰)的影响较大。

野山参和移山参的生长环境大体相同,但土壤
状态不同。野山参在播种时多采用点播的方式,动
土范围较小,土壤几乎保持原始状态;而移山参在移
栽时则需要大面积刨土,动土范围较大。动土导致
土壤中的空气比例增加,微生物活动增强,有机物质
分解速度加快,促进了土壤肥力的释放。不同的动
土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野山参和移山参在性
状鉴别上的差异,如野山参多顺体,而移山参多笨体
且体常下坠;野山参常不转芦,而移山参芦头变异较
大,常转芦;野山参常不跑纹,而移山参多跑纹。当
然,野山参和移山参在性状上的差异也并非绝对存
在,如果野山参在生长过程中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
如掐花蕾、施肥和放阳等,则会使野山参的性状特征

发生变异,拉小与移山参的性状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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