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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白术产区变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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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明代种植白术以来，白术产区经历了较大的变迁：白术原产自浙江、安徽等地，后引种至江西、湖

南。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我国白术主产于浙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80%~90%。随着浙江地区经济的发展，白术

种植面积不断萎缩，至 20 世纪 80 年代，浙江白术种植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20%~30%。同时，湖南、安徽地区

白术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现与安徽亳州相邻的河南为白术的最大产区。此外，白术产量及价格受市场供需影响较

大，呈周期性变化。通过中国白术产区变迁，研究了白术近 40 年来种植面积、年产量及市场价格变化历程，并从

白术道地产区发展、市场供需、不同产地质量差异等方面分析了白术产区目前存在的问题，规划未来白术种植产业

的发展，可为推动白术产业可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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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Ming Dynasty when A. macrocephala was first cultivated, the producing regions of A. 

macrocephala has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This herb was originally produced in Zhejiang and Anhui, and later introduced 

to Jiangxi and Hunan. Before the 1950s, A. macrocephala in China was mainly produced in Zhejiang, where the output 

accounted for 80%-90% of the total in China.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the cultivation area kept 

shrinking and accounted for only 20%-30% of the total area in China in the 1980s. 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ivation area of 

A. macrocephala in Hunan and Anhui kept expanding. At present, Henan, adjacent to Bozhou in Anhui, is the largest A. 

macrocephala producing area in China. In addition, the production and price of A. macrocephala a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presenting cyclical changes. This study reviews the changes in the production regions, yield, and 

price of A. macrocephala in China in the last 40 years and analyzed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A. macrocephala producing 

regions in terms of supply and dem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a reasonable pla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 macrocephala industry should be develop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A. macrocephala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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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术 来 源 于 菊 科 植 物 白 术 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Koidz. 的干燥根茎，具有健脾益气、

燥湿利水、止汗、安胎之功效[1]。《神农本草经》 中

将其列为上品，无毒[2]。白术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喜

温和凉爽的气候，野生品分布于海拔 1000~1800 m

的山区丘陵、林地及灌木林中[3]。2002 年，原卫生

部发文将白术列入可用于保健食品的中药目录[4]。白

术作为我国传统补益类药材，有“十方九术”之说，

为附子理中丸 （佐药）、香砂六君丸 （佐药）、参苓

白术散 （君药） 等常用中成药的原料，也是清肺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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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汤 （臣药） 的重要原料。白术出口日本、韩国、

马来西亚等地，出口量巨大[5]。

白术商品主要来源于栽培品。新中国成立以后，

白术被列为计划管理品种，由原中国药材公司统一

管理，1985 年改为指导性计划品种，之后由市场调

节产销。据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统计，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白术年需求量约 7000 t[6]。据调查，

2021 年我国白术市场年需求量为 1 万 t，年出口量为

2595 t。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根据白术产地不

同形成了“于术”“浙东术”“祁术”“歙术”“舒州

术”“江西术”“平江术”等不同商品[7]。白术主产于

河南、湖北、安徽、四川、重庆、湖南、河北、浙

江等地，目前全国种植面积已经突破 20 万亩 （1 亩≈
666. 67 m2）。白术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采用种

子繁殖，生长周期一般为 2 年，目前市场上也有 1 年

生的白术商品，其主要用于投料。由于白术分布范

围较广，不同产地种植管理、加工方法不同，其质

量也存在明显差异。本文总结了我国白术产区的演

变与发展、产量及价格变化、不同产地质量差异及

存在的问题，为推动白术可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参考。

1　中国白术产区发展历程

1. 1　古代产区分布与变迁

1. 1. 1　野生资源产区分布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白

术与苍术统称为“术”，至魏晋始有区分，宋代正式

分为两药。白术原为野生品，多分布于浙江和皖南

地区，主要包括“舒州术”“于术”“浙术”“祁术”

“歙术”等，并多以浙江产白术质量为佳。宋代 《本

草图经》 记载：“今白术生杭 （今浙江杭州及周边地

区）、越 （浙江绍兴）、舒 （安徽潜山）、宣州 （安徽

宣城） 高山岗上”并附“舒州术”图[8]，表明宋代白

术在浙江、安徽均有分布。《嘉泰会稽志》 记载：

“石鼓山 （今陕西渭南） ……多黄精、白术。”[9] 《嘉

定赤城志》 [10]、《乾道临安志》 [11]等宋代方志中均记

载浙江产白术。明 《本草蒙筌》 记载：“歙术 （俗名

狗头术），产深谷，虽瘦小，得土气充盈。宁国、昌

化、池州者，并与歙术，境相邻也”[12]。“歙术”包

括了安徽歙县及邻近地区 （宣州、宁国） 等地的野

生白术。清 《本草纲目拾遗》 记载：“于术，即野术

之产于潜 （即今浙江临安区） ”又言“安徽宣城歙

县亦有野生术，名狗头术，亦佳”[13]。1873 年，《祁

门县志》 载有药材 160 种，其中记载祁门有三宝：

“祁术”“祁红”“祁蛇”，“祁术”列为其首[14]。

1. 1. 2　人工种植产区分布　我国种植白术记载见于

明代[15]，明代 《本草蒙筌》 记载：“浙术，俗呼云头

术，种平壤，颇肥大”[12]。《本草纲目》 专门记载了

白术的种植，其曰：“白术，桴蓟也，吴越 （指吴

国、越国所辖之地，包括今天江苏、浙江一带） 有

之。人多取根栽莳，一年即稠。嫩苗可茹，叶稍大

而有毛，根如指大，状如鼓槌，亦有大如拳者……

白而肥者，是浙术；瘦而黄者，是幕阜山 （今湖南

平江县） 所出，其力劣”[16]。表明在明代已种植白

术，其产地为浙江一带，并自明代以后浙江开始广

为种植白术[7]。清康熙年间 （1662—1722 年），白术

由浙江于潜引种至江西种植[6]，先在江西袁州府 （今

宜春市） 种植，不久发展到安福、萍乡，再传入修

水、铜鼓。清 《本草从新》“种白术”项下记载：

“种白术，产浙江台州、烟山 （今新昌、磐安、天台

交界的彩烟山、天台山一带） ”；并曰：“江西白术，

其形甚小，与浙江野术相似，虽有鹤颈而甚短，其

体坚实，其味苦劣。”[17]到 18 世纪中叶，白术由江西

传入湖南，开始在幕阜山西麓平江县大量种植，称

为“平江术”[18]。“平江术”一部分为本地产，产量

低；一部分从江西引种，称为“袁术”，产量高[19]。

故古代家种白术为浙江、安徽产白术的引种种植，

多分布于江西、湖南等地区，主要包括“江西术”

“平江术”。

1. 1. 3　古代质量评价　明 《本草品汇精要》 记载：

“杭州于潜佳”[20]，万历 《杭州府志》 亦记载：“白

术以产于潜者佳，称于术”[21]。古代便以产自浙江

于潜的白术质量为佳。清 《本草求真》 记载：“出浙

江于潜地者为于潜术，最佳。”[22]民国时期 《增订伪

药条辨》 记载：“白术种类甚多，云术肥大气壅，台

术条细力薄，宁国狗头术，皮赤稍大，皆栽灌而成，

故其气甚浊，却少清香之味。当以浙江于潜野生者，

名于术，为第一”[23]，其认为浙江于潜产野生白术

质最优。1933 年 《中国实业志》 记载：“浙江省白

术 ， 以 新 昌 所 产 为 最 多 ， 计 产 白 术 2. 05 万

担。”[24]1940 年 《重修浙江通志稿》 记载：“本省所

产药材极多，最著者如麦冬、贝母、白术……”，又

言：“如以一县而特著其名者，如乐清雁山石槲、磐安

之白术……於潜之术……，尤不胜枚举也。”[25]20 世

纪 50 年代，以浙江东阳、磐安、新昌、嵊县为中

心，四周邻县如永康、缙云、仙居、天台等都有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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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出产，统称浙东白术。《中药材手册》 记载白术主

产于“浙江新昌、嵊县、天台、东阳、磐安，安徽

歙县、宁国，江苏南通，江西修水、铜鼓。此外，

湖南平江、衡阳，湖北通城、利川各地亦产”[26]。

《绍兴市志》 记载白术“主产于新昌、嵊县。明万历

《新昌县志》 载：‘白术出彩烟山，即本草所谓越州

术也。今山背遁山亦出。’新昌白术，皮微褐，肉纯

白，以‘田鸡形’为佳。享有‘道地药材’、‘南术

北参’之美称。”[27] 《道地药材标准汇编》 中 《道地

药材 第 7 部分：浙白术》 以浙江绍兴 （新昌、峡

州）、金华 （磐安、东阳、武义）、台州天台、杭州

临安为中心，包括浙东丘陵低山小区、浙中丘陵盆

地小区、浙西北丘陵山地小区等周边地区均可作为

白术的道地产区[28]。由此可见，从古至今，浙江产

白术因产量大、质量佳、品质优，被称为道地药材。

1. 1. 4　产区变迁　综合本草考证，古代白术原为野

生品，多分布于浙江和皖南地区，主要包括“舒州

术”“于术”“浙术”“祁术”“歙术”等；从明代开

始，安徽、浙江一带便有了白术栽培品，后由浙江

于潜引种至江西，再由江西传入湖南，开始在幕阜

山西麓平江县大量种植，称为“平江术”。古代家种

白术为浙江、安徽产白术的引种种植，多分布于江

西、湖南等地区，主要包括“江西术”“平江术”。

在长期实践中，历代医家颇为推崇浙产白术，尤其是

于潜 （即今浙江临安区） 产者。因此，浙江成为白术

的道地产区，并延续至今；“幕阜山白术”（即“平江

白术”） 在古代评价不高，江西修水和湖南平江自从

浙江于潜引种后，凭借品种和技术优势，也逐渐发展

为主产区之一；“舒州术”来源于野生资源，后世又

未开展引种种植，该区至今未形成白术主产区；“祁

术”“歙术”均产于皖南地区，在古代依赖野生资源，

而现代引种驯化发展较慢，生产规模有限。

1. 2　20 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产区分布

20 世纪 50 年代前，我国白术主产于浙江。浙江

省白术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80%~90%[29]，且随着浙

东术农西移平江，指导白术生产，按照浙东加工方

法制成白术，种植面积大，年产量高，“平江白术”

供应量逐渐增大[27]，其年产量占湖南省的 50%[30]。

至 20 世纪 80 年代，种植区分布范围较广，包括

豫皖苏淮平原与河北中部，南抵粤北丘陵山地，全国

种植的县多达 200 多个。浙江地区紧随改革开放的脚

步，经济快速发展，白术种植面积较新中国成立前明

显缩小，约占全国 20%~30%。湖南平江白术随着种

植技术的提高，产区面积发展较快。例如，1980 年

浙江种植面积占全国的 20% （图 1）；湖南种植白术

的历史虽然不长，但生产发展较快，产量占全国的

25% 左右，仅次于浙江。此时，浙江新昌、嵊县、天

台、东阳、于潜，湖南平江、衡阳，安徽歙县、宁

国，江西修水、铜鼓等均为白术主产区，1986 年安

徽亳州亦引入白术种植[31]。此外，江苏、四川、福

建、河北、湖北、山东、河南、贵州、陕西、广东等

省也引种种植白术[6,32]，以浙江、湖南、四川、湖北、

江西等地区白术种植面积较大。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

普查时期白术的年平均收购量占比见图 1。

20 世纪 90 年代，钱塘江、长江下游山地平原的

白术产区 （包括江苏中部和南部、安徽南部、浙江

北部和中部、江西东部及上海地区），人口稠密、交

图1　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时期各地区白术的年平均收购量占比

··2436



Nov. 2023 Vol. 25 No. 112023 年 11 月 第 25 卷 第 11 期 中国现代中药 Mod Chin Med

通条件较好、经济发展速度快，是全国重要的稻、

棉、蚕茧、茶叶、水产品等生产基地，乡镇企业起

步早，这些条件给中药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然

而该地区人均耕地少，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建设

的发展，药材种植业的发展竞争压力大。这一阶段

浙江白术年产量约占全国的 1/3，主要分布在浙江磐

安、新昌、嵊县、东阳、天台、于潜等县，永康、

缙云、仙居、安吉、衢县 （今衢州市）、武义等县也

有生产。另有产于皖南歙县的“歙术”及产于皖南

祁门县的“祁术”，因种植技术性强、生产周期长、

发展较缓慢[6]。自 1986 年安徽亳州开始引种白术，

1995—1996 年达到一定规模。

根据原中国药材公司提供的 1979—1991 年我国

白术种植面积，运用 Origin 2021 软件，绘制我国白

术产区种植面积占比图 （图 2）。由图 2 可知，改革

开放初期，浙江、湖南、安徽、江西、江苏、四川、

福建、河北、湖北、山东、河南、贵州、广东等 20
个省份均种植白术，浙江、湖南、四川、湖北、江

西等地区白术种植规模较大。该阶段，浙江省的白

术种植面积在全国的占比基本呈上升趋势；湖南省

的白术种植面积占比整体相对稳定，略有小幅波动；

四川、江西省的白术种植面积相对稳定；湖北省的

白术种植面积在波动中缓慢增加。

1. 3　21 世纪以来白术产区分布

2000 年后，由于传统产区重茬种植，白术产量

降低、易生病。在发展过程中白术产区已有了较为

明显的变化，湖南、江西、安徽、湖北、河北白术

种植规模逐渐扩大。

2002 年，安徽发展成为全国白术的第一大产

区；河北安国主要提供 1 年生小白术；其他地区如

四川、陕西、河南、山西、江苏均有零星种植，但

规模不大。

2006 年后，安徽亳州白术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60% 以上，保持着全国白术的第一大产区的地位；

湘、渝、鄂三角区为全国白术的第二大产区；浙江

为当时全国白术的第三大产区[33]。

2014 年，安徽亳州依然是白术的最大产区，年

产量达 5000 t；浙江白术产量占全国产量的 30%。同

时，湖南隆回县、溆浦县，湖北咸丰、来凤县，重

庆秀山县，以及河南、山东等地均发展成为白术主

产地；河北及河南宜路镇等地改良白术因产量高、

适应性强，发展迅猛；其他地区如江苏、四川、江

西、福建、黑龙江等地都已经发展白术种植。

2017 年前后，浙江地区由于多年处于低潮天

气，烂种严重，一苗难求，白术种植面积急剧萎

缩[34]。作为白术传统产区的江西，有野生资源，也

有农民种植，但据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当地并没

有形成白术种植规模，仅有零星产出，修水、铜鼓、

宜春、武宁种植面积大。然长期以来，白术受供求

关系或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市场价格一直大起大

落，特别是近两年，随着白术售价的连年下挫，农

民的种植意愿大大降低，2016 年武宁、修水、宜春

等地的白术种植面积均大幅减少[18]。安徽亳州及其

相连的河南地区，白术种植面积不断扩增。

随着白术新产区的不断发展，2020 年，据中药

区划与生产统计专业委员会不完全统计，全国白术

种植面积超过 20 万亩[35]，其中河南、湖北、四川、

图2　我国白术产区种植面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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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重庆 5 个地区种植面积总和占全国的 75%；

浙江仅占全国总规模的 7% 左右。由此可见，道地产

区浙江的种植规模逐年萎缩，河南作为白术的新产

区，迅猛发展，确立其主产区的地位。

1. 4　1991 年与 2020 年白术产区对比

1991 年，全国共有 18 个省 （市、区） 种植白

术，总面积达 42 377 亩，种植面积较大的省为浙江、

湖南、四川、湖北、江西。其中浙江、湖南两省约

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 53%。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我

国白术道地产区浙江由于经济发展、白术连作障碍

等多种原因制约，发展受限，占全国总产区面积的

比值不断缩小；传统产地湖南、江西发展较慢，甚

至萎缩；安徽种植白术发展较快，目前依旧为白术

主产区；与安徽相邻的河南成为白术新主产地之

一。至 2020 年，全国白术种植面积超过 20 万亩，

虽然受夏季洪涝灾害的影响，亩产量有所下降，但

总产量仍不容小觑，粗略估计为 1. 5 万~2. 0 万 t。

种植规模较大的地区有河南、湖北、四川、安徽、

重庆，均超过 2 万亩；其次是湖南、河北、浙江。

浙江种植面积约 1. 5 万亩。全国各省白术种植面积

见图 3。

1. 5　各主产区发展与分析

1. 5. 1　浙江产区　自古以来浙江就是白术的道地产

区。20 世纪 50 年代，浙江白术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80%~90%；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快

速发展，浙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白术种植业逐年

萎缩。至 2020 年浙江变为白术的第八大产区，种植

面积仅占全国的 7%。

1. 5. 2　安徽产区　古代安徽依赖野生白术“祁术”

“歙术”“舒州术”，因品种驯化技术不成熟，当地

人工种植发展相对较慢，生产规模有限。自 20 世

纪 80 年代亳州开始引种，依赖全国最大的中药材专

业市场优势，21 世纪初安徽亳州发展成为全国白术

第一大产区。随着其他产区种植规模的发展壮大，

加之白术重茬导致产区迁移至相邻的河南周口一带，

亳州产区逐渐缩减。2020 年，安徽产区面积占全国

总种植面积的 10%。

1. 5. 3　湖南、江西产区　清代康熙年间，江西从浙

江于潜引种种植白术，到 18 世纪中叶，再从江西传

入湘赣交界处幕阜山西麓的湖南平江县，因种源优

良、种植技术成熟，在改革开放初期湖南省快速发

展成为白术的第二大产区。由于白术不可重茬，加

之新产区的快速发展，2020 年湖南产区面积占全国

总种植面积的 8%。

1. 5. 4　湖北产区　据考证，清道光年间 《施南府

志》 载：“金峒、唐崖 （咸丰县小村、清坪一带） 产

术，入药甚佳”[36]。20 世纪 50—60 年代，湖北咸丰

县从湖南平江、浙江嵊县等地聘请技术人员指导种

植白术。改革开放后，咸丰白术的生产规模逐渐扩

大、产量逐年提高。加之地方政府的引导，2005 年

“咸丰白术”获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2020 年，湖

北产区发展成为第二大产区。随着湖北“咸丰白术”

产业的发展，地处湘、渝、鄂交界处的重庆酉阳、

秀山，湖南龙山、隆回、溆浦等整个片区的白术种

植规模逐渐发展起来。

1. 5. 5　河北产区　20 世纪 90 年代，安国市委、市

政府通过组织实施“三亿工程”，稳固了安国药业支

柱地位，在资金、技术等方面也向农业倾斜，引进

白术等高效益药材，推行药材基地化种植，为白术

的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河北主要种植 1 年生小

白术和改良白术，主要分布在安国、定州、行唐、

石家庄，是全国最大的白术种苗产区。安徽、河南

等地种苗多来源于河北。

图3　1991年、2020年全国各省份白术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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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6　河南产区　在改革开放初期，河南白术种植

面积不大，算不上主产区，但安徽亳州白术的发展，

带动了相邻的河南周口白术种植业快速发展。河南

省种植白术主要分布在郸城、沈丘等地，主产 1 年

生小白术。2020 年河南一跃成为白术第一大产区。

2　我国白术产量变化

2. 1　1978—2020 年产量变化

根据原中国药材公司提供的 1978—1993 年白

术产量相关信息及各省市公布的数据，汇总统计

1978—2020 年我国白术种植面积及产量 （图 4）。由

图 4 可知，改革开放以来，白术生产有 4 次较大的起

落 （1978—1983 年 、 1984—1993 年 、 1994—2005
年、2006—2020 年），消长变化有较明显的规律性，

一般 4 或 5 年起落 1 次，近 10 年为 1 个起落周期，4
次 生 产 高 峰 分 别 为 1978、 1986、 1996、 2020 年 ；

1986 年种植白术 12 108. 8 hm2，产量达 19 338. 8 t，

为历史同期最高。由图 4 可知，白术是 1 个易波动的

品种，白术种植面积虽有起伏，但总的来看平均亩

产呈缓慢上升趋势。

2. 2　不同阶段产量变化

2. 2. 1　第一阶段 （1978—1983 年） 　此时以“计

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中国经济体制的改

革正在逐步实施，中药行业仍为原中国药材公司统

购统销，各地区中药材均按照指令计划来开展经营

活动[7]，与市场需求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及不对等性。

例如，1979 年全国共有 19 个省市种植白术，种植面

积达 122 939 亩。其中，广东省计划种植白术面积

2000 亩，实际种植面积为计划种植面积的 8 倍。然

而，可能受多方面影响，广东省全年白术收获率

较低。

1978—1979 年全国种植面积为 11 万~12 万亩，

该时期全国各新产区白术种植技术不成熟，导致平

均亩产量仅为 40~60 kg，种植面积虽然较大，但总

产量约 5000 t。1982—1983 年全国种植面积则缩减

至 3. 1 万 ~3. 3 万 亩 ， 相 较 1979 年 ， 面 积 缩 减 了

75%，总产量降低至 1800~2600 t。

该阶段，以浙江、湖南、四川种植规模较大，

三省总面积占比超过全国 50%。浙江为传统产区，

种植面积基本保持在全国的 25% 左右；湖南、四川

种植白术的历史虽然不长，但生产发展较快，两省

白术年产量各占全国的 30% 左右 （图 4）。

2. 2. 2　第二阶段 （1984—1993 年） 　党的十三大

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新的经济运

行机制，强调要“加快建设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系”，原中国药材公司逐渐向现代企业经营转

变，此时，药材逐步放开，变为自由购销。白术改

为指导性计划品种，以后由市场调节产销[6]。随着经

济不断发展，白术需求量不断增加，白术种植面积

在全国多地扩大。

1986 年全国白术种植面积达 181 632 亩，年产

量达 19 338. 8 t，为同期最高峰。相较上一个高峰

（1979 年），种植面积扩大 47%。浙江、河南、江苏

等地区白术主产区种植面积扩增较大，分别扩充了

2. 5、3. 5、7. 0 倍，白术市场处于产大于销的状态。

图4　我国白术种植面积、产量及平均亩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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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全国白术种植面积仅 42 377 亩，较 1986
年缩减 77%，湖南、江西、浙江、江苏等白术产区

减产面积幅度较大，均减产达 70% 以上，四川、甘

肃、广西等地区受市场行情和产量的双重影响，不

再种植白术。

该阶段仍为浙江、湖南、四川三省种植规模较

大，三省总种植面积占比超过 60%。

2. 2. 3　第三阶段 （1994—2005 年） 　此时白术又

经历了一个周期变化，各地政府号召调整农产品种

植结构，河北安国、安徽亳州等多地扩大白术种植

面积。1995 年，白术产量增加、供求平衡、库存薄

弱；1996 年对白术种植积极性高涨，据估算，全国

白术种植面积约为 11 万亩，总产量约为 11 200 t，

产略大于销；1999—2000 年，全国种植面积和产量

开始调减；2001 年，全国白术生产规模再次达到高

峰，种植面积约为 11. 7 万亩，年产量达 14 000 t，

产能达到该阶段最高峰；2003 年，由于库存积压，

我国白术生产再次进入萎缩调整期，种植面积缩减

至 5 万亩。该阶段全国白术平均亩产较往年有小幅

度提升。

随着各地区白术种植管理和病虫害防控技术的

提升，市场上逐渐形成“浙江 （浙白术） ”“四川

（川白术） ”“亳州 （亳白术） ”“河北 （祁白术） ”

四大白术品系。

2. 2. 4　第四阶段 （2006—2020 年） 　此时与前几

个阶段相比，全国白术种植面积增长幅度维持相对

较稳的状态。2002 年后，在原卫生部 《关于进一步

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卫法监发 〔2002〕
51 号） 中，将白术列为 114 种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

品中[4]。2005 年后，白术相关开发数量显著增长。

现关于白术的国产保健食品共有 122 种[37]。这一阶

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白术作为补益类中

药在日常生活中常用于健脾益气等相关食疗及保健

品的开发，这推动了白术产业发展。

2006 年后，安徽亳州白术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60% 以上，与之相邻的河南地区白术种植面积不断

扩增，为全国白术的第一大产区，湘、渝、鄂三角

区为全国白术的第二大产区，安徽、浙江为全国的

第三大白术产地[33]。该阶段全国白术种植面积逐年

递增，增长幅度维持相对较稳的状态。

2020 年，受夏季洪涝灾害的影响，白术亩产量

有所下降，但全国种植面积超过 20 万亩[35]，产量仍

不容小觑，粗略估计为 1. 5 万~2. 0 万 t。种植规模较

大的省份有河南、湖北、四川、安徽、重庆，均超

过 2 万亩；其次是湖南、河北、浙江。浙江种植面

积约为 1. 5 万亩。

3　我国白术价格变化

白术市场价格出现过多次巨变，1990—2005 年，

白术的市场价格为 15 元/kg 左右，2005 年之后，白

术的平均价格为 23 元/kg。在此期间白术市场价格出

现多次波动，见图 5。

1990—1991 年，受到 1986 年大面积种植白术、

产量激增的影响，库存滞销，白术市场价格降至

4. 6~6. 5 元/kg； 自 1991 年 开 始 ， 白 术 种 植 面 积 锐

减；1994—1996 年，由于上一阶段白术生产规模缩

减，供不足需，行情持续上扬，价格逼近 30 元/kg，

达到同期最高；2002 年，市场价格回调至 8 元/kg 左

图5　1990—2021年我国白术价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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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2007—2008 年，受 2003 年非典型病原体肺炎的

影响，白术作为处方用药之一，且恰逢产地减产，

价格再次上涨，2007—2008 年白术的价格最高达到

40 元/kg；2009—2014 年，前两年白术价格虚高，导

致 2009 年白术市场价格骤降至 16 元/kg 左右；2010
年产新后白术价格又飙升至 30 元/kg。之后几年价格

回落，基本控制在 20 元/kg 左右；2015—2016 年主

产区经历夏涝灾害，药材和种苗的供应量均受到严

重影响，导致 2017 年产新前市场价格高达 30 元/kg；

2018—2020 年，随着全国白术的扩种，以及改良种

苗 的 推 广 ， 白 术 产 能 逐 渐 恢 复 ， 市 场 行 情 回 落 ，

2020 年价格最低到 14 元/kg。

4　不同产地白术质量差异

不同产地生态环境对药材品质的影响主要通过

2 个途径来实现：一是药用植物因其适应性特点而

产生的获得性遗传的种内变异；二是直接影响药用

植物体内的生理生化反应，从而影响到植物化学成

分的种类和含量[38]。

4. 1　不同产地白术药材性状差异

白术商品呈拳状团块形，有不规则的瘤状突起，

长为 3. 0~13. 0 cm，直径为 1. 5~7. 0 cm，表面灰黄

色或灰棕色，有浅而细的纵皱纹。下部两侧膨大，

似如意头，俗称云头。向上渐细，中端肥大光滑者，

习称白术腿。其质量以个大、表面灰黄色、断面黄

白色、质坚实、有油室 （习称朱砂点）、无空心者为

佳，规格按个头大小分为 4 个等级[32]。

黄有军等[39]对来自福建、江苏、浙江、贵州、江

西、安徽、重庆、湖南等 20 个不同产地的白术根茎

进行解剖，发现白术木质部宽、树皮宽、木皮比 （木

质部与韧皮部宽度比）、导管密度、油室直径和油室

密度等参数在不同产地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 01），反映了不同产地的白术根茎在解剖构造上的

不一致性。以浙江临安于潜 （1. 192 1 个/mm2）、湖

南 邵 阳 邵 东 （1. 092 7 个/mm2） 和 江 西 宜 春 铜 鼓

（0. 927 2 个/mm2） 产的白术根茎油室密度较大。张

龙开等[40]发现，浙江、安徽、湖北等 6 个产地白术药

材在形状、大小及表面特征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浙江、安徽产白术多肥大，湖北、河北产白术形体

较小；浙江、河南产白术瘤状突起多而明显，安徽

产白术瘤状突起明显但数少。

4. 2　不同产地白术指标性成分差异

祁银涛等[41]使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白术中白

术内酯Ⅰ、白术内酯Ⅱ、白术内酯Ⅲ的含量，均呈

现安徽亳州>浙江磐安>浙江缙云>湖南岳阳>浙江新

昌>浙江东阳>湖南株洲>湖南常德的趋势。刘玉强

等[42]测定了不同地区白术药材中白术内酯Ⅱ的含量，

发现浙江磐安产的白术中白术内酯Ⅱ质量分数最高，

为 0. 023%，其次依次为河北祁州 （0. 019%）、湖南

（0. 016%）、山西 （0. 016%）、安徽 （0. 015%）、浙

江 东 阳 （0. 015%）、 陕 西 （0. 014%）、 江 西

（0. 012%）、 四 川 成 都 （0. 008%）、 河 南 郸 城

（0. 006%）。除四川、河南两地的样品外，其余产地

白术内酯Ⅱ含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吴佳等[43]发

现，湖南平江县、浙江于潜县产白术药材的 2 种白

术内酯含量较高，而河北产的白术药材 2 种白术内

酯含量均较低。邱细敏等[44]比较了平江、怀化、浙

江三地的白术多糖含量，结果平江与浙江白术含糖

量相当，怀化次之。而还原糖含量浙江白术高于平

江白术，水溶性糖含量平江白术高于浙江白术。陈

文等[45]对湖南平江产白术中多糖及氨基酸含量进行

了测定，结果显示，平江白术中多糖的质量分数为

15. 3%，其中至少含有 17 种氨基酸，总氨基酸质量

分数为 73. 73 mg·g–1。寿旦等[46]运用微管液相法对

浙江、安徽、江西等地白术种质在浙江磐安中药研

究所白术药材基地复种后的样品进行含量测定，同

时测定白术中苍术酮、白术内酯Ⅰ、白术内酯Ⅲ的

含量，并应用于白术药材的品质评价及药材种质资

源复种、种植及优秀种源的选择。

纵观白术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现有的方法很难

控制白术成分指标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更难以反映

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因此，白术质量评价和控制还

需进行大量和深入的研究。

5　白术发展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5. 1　存在的问题

5. 1. 1　道地产区及传统产区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白

术种植范围较广，产区变化较大。古代白术种植产

地原为浙江、安徽，引种至江西、湖南等地区，并

以浙江为白术道地产区。由于白术生产忌连作，一

般需间隔 3~5 年后才能种植，随着浙江沿海地区经

济发展，种植业结构调整，其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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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扩大，种植白术的耕地受到制约，导致道地产

区白术种植面积占比减少。安徽北部部分白术种植

产区种植区域相对稳定，导致重茬现象严重。白术

道地产区与传统产区虽质量较优，但受到经济发展、

作物自身重茬因素影响，发展受限，优质白术难以

满足市场所需。

5. 1. 2　白术产销关系不协调，市场价格易受影响　从

白术产量及市场价格变化可以看出，白术产业最突

出的问题是产销关系不协调，生产上宏观调控不力，

白术受天气、市场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较大，由于信

息滞后，市场易波动；白术耐寒力较强，对土壤要

求较低，无特殊生境要求；此外，白术为 1 年或 2 年

生植物，市场价格上涨易导致白术无序扩种，影响

市场价格，波动性大。

5. 1. 3　不同产区白术质量参差不齐，质量评价和控

制亟待完善　白术有较强的连作障碍[47]，同一地区

多年种植，药材资源种质退化、品质下降。个别产

地加工过程中，为使白术更加美观、不易变色且更

易保存，常采用硫黄熏蒸的方法进行干燥等。不同

产区之间的种质种源、种植技术、采收加工方式等

的差异，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白术药材质量、产量不

稳定，农药残留、二氧化硫超标现象突出。

有研究表明，药用植物的生长、光合作用及有

效成分积累对 CO2 浓度升高、增温、干旱等气候条

件都会产生不同的响应[48]。谭喆天等[49]通过测定白

术内酯类成分，筛选出最适宜白术生长的气候因子，

最终发现，最湿月降水量 220~230 mm、最暖季平均

温度 25 ℃、最干季平均温度 10 ℃时，白术内酯类

含量最高，这与白术传统道地产区浙江于潜气候条

件相吻合。故应在适宜相似生态区范围内种植白术，

一定程度上能保证白术药材质量。伴随着白术道地

产区及传统产区面积减小、新产区无序扩种，通过

比较不同产地白术质量差异可知，不同产区白术质

量参差不齐，现有的方法很难控制白术成分指标的

一致性和稳定性，难以反映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5. 2　解决对策

5. 2. 1　推动白术药材技术升级，保证良种市场供

应　产区加强与科研院所单位的战略合作，联合开

展白术药材优良品种选育工作。筛选出抗病害、抗

虫害、抗重茬强的优良品种，降低因重茬对作物生

长造成的影响。同时，开展白术种子种苗基地建设，

构建良种选育繁育体系，确保良种市场供应，满足

道地产区及传统产区的发展需求。

5. 2. 2　推动白术药材品质提升，安全规范打造优质

药材　白术种植地块选择不当、种植技术不规范、

常见病虫害、采收加工方式不合理等因素均会影响

白术质量。针对上述问题，改进传统的种植方式，

加强对白术生长发育特性、适生环境、术栽培育、

适宜种植期等方面的试验研究，尤其注重病虫害防

治技术探讨，形成以农业防治为主体，物理防治、

化学防治及生物防治相结合的综合病虫害防治技术；

针对白术的重茬现象，进行土壤消毒、合理轮作、

增施有机肥、调控土壤酸碱度等合理种植措施，引

导开展白术病虫害监控、土壤综合治理、平衡施肥、

农药残留重金属控制、精细生产等先进实用技术的

推广示范，逐步研究完善白术规范化种植及绿色防

控技术，按照 《中药材生产管理规范》 标准，规范

化种植；白术加工过程中建议严格控制硫黄的种类

及用量、硫熏时间、硫熏次数，规范操作工艺流程，

在线实时监测二氧化硫残留量，使用现代干燥技术，

如微波干燥、超高压处理、真空干燥、冷冻干燥等

替代硫熏法对中药材进行干燥，促使白术加工、储

存过程更为安全、有效、经济、可行，提高白术药

材品质。

5. 2. 3　完善白术质量评价体系，提高白术质量评价

综合度　目前，白术的质量评价研究取得了一定进

展，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化学成分的定性分析、指纹

图谱和含量测定研究，其中以含量测定研究相对较

多。在化学成分定性分析方面，主要是对白术中挥

发油或部分非挥发性成分进行比较，对于非挥发性

成分仅鉴定出少部分。在指纹图谱研究方面仅对其

中少数几个成分进行鉴定，因缺乏对照品，大部分

共有峰尚未指认[50]。应加强白术化学成分的鉴定研

究，建立药材中多种活性成分的含量测定方法，同

时结合白术外观形状、主要和微量化学成分、农药

残留重金属、二氧化硫等内源性及外源性物质进行

定性定量测定，从而为全面评价白术的质量提供

参考。

5. 2. 4　推进全产业链高效融合发展，调节产销，实

现科学有序种植　推进白术药材种植基地与企业的

高效融合发展。产地要以白术生态适宜区为基础，

结合白术药材加工基地及药企需求，建设现代白术

种植及规范加工示范基地，过程全链条可追溯。在

兼顾当地种植传统的基础上，搭建信息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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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划片建设规模化种植基地，多渠道、多模式推

广规范化、集约化种植，提升中药材质量水平的同

时，实现白术种植科学有序，合理满足生产加工基

地、企业及市场所需。

6　结语

我国白术原为野生品，以浙江为白术道地产区。

自明代种植白术以来，白术产区经历了由浙江、安

徽引种至江西、湖南地区；随着浙江地区经济发展，

浙江白术种植面积不断萎缩，湖南、安徽地区种植

白术面积不断扩大；现安徽亳州及河南为白术最大

产区。全国白术生产消长变化有较明显的规律性，

一般 4 年或 5 年起落 1 次，呈周期性波动，但总的来

看平均亩产及产量呈缓慢上升趋势，其市场价格亦

符合产量变化趋势。目前，白术道地产区及传统产

区面积减小，白术种植加工及不同产区质量各有差

异，应遵循因地制宜，减少盲目扩种，尊重道地性

的发展，采取适宜合理的发展措施，打造优质产区，

提高白术产量及质量，促进优质优价，推动白术产

业可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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