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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药道地性优势对苍术现行质量标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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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苍术是一种临床常用中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当时称之为“术”，是苍术和白术的统称。宋代后苍术和白术分

开。苍术按基原可分为南苍术和北苍术，历史上以茅（南）苍术为道地，认为其质量优于北苍术。然而以 2020 年版《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指标成分苍术素评价苍术质量，普遍结果显示，南苍术中苍术素的含量较低，甚至达不到规定标准，北苍术的含量

则明显高于南苍术。该结果与古籍文献的记载相矛盾，与“药材以道地为佳”的品质学说相悖，不能反映道地药材南苍术的质

量优势，甚至可能会影响道地药材的临床应用和发展动力。总之，中药质量标准既要符合历史经验又要具有现代科技内涵，经

得起实践检验。基于此，笔者拟通过古籍考证，梳理相关法规，整理与苍术道地性、化学成分及药效相关的文献，并综合历史典

籍相关记载和现代研究成果，分析苍术现行标准的合理性，以期为苍术质量标准的完善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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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Current Quality Standard of Atractylodis Rhizoma Based on

Genuin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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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cessing，

Pharmacy Faculty，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Wuhan 430065，China）

［［Abstract］］ Atractylodis Rhizoma is a kind of commonly used clinical Chinese medicine（TCM），which

was first recorded in Shennong Bencaojing（《神农本草经》）. At that time，it was called "Zhu"，which is the

general name of Atractylodis Rhizoma and Atractylodis Macrocephalae Rhizoma. After Song dynasty，

Atractylodis Rhizoma and Atractylodis Macrocephalae Rhizoma were separated. Atractylodis Rhizoma can be

divided into Atractylodes lancea and A. chinensis. In history，A. lancea as authentic，that its quality is better than

A. chinensis. However，the quality of Atractylodis Rhizoma was evaluated by the index component atractylodin

in the 2020 edition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The gener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ent of atractylodin in

A. lancea was low，even failed to meet the specified standard，and its content in A. chinensi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A. lancea. The results we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cords of ancient books and documents，and

the quality theory of "genuine medicine is the best". It could not reflect the quality advantage of genuine

Atractylodis Rhizoma，and may even affect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genuine

medicine. In short，the quality standard of TCM should not only conform to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but also

have the connotation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which can stand the test of practice. Based on thi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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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intends to sort out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sort out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authenticity，

composition and efficacy of Atractylodis Rhizoma，and analyz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urrent standard of

Atractylodis Rhizoma by integrating the relevant records of historical classics and modern research results，so a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standard of Atractylodis Rhizoma.

［［Keywords］］ Atractylodis Rhizoma； genuine medicinal materials； atractylodin； quality standard；

chemical composition；dryness nature；efficacy

中药是中医临床疗效的物质基础，保证其质量

是确保临床疗效的关键。由于质量标准是体现中

药临床价值的科学指标，是检验中药真伪优劣的法

定标准，因此质量标准应力求科学合理。我国在几

千年的中医药发展史中，积累了丰富的质量判别经

验，也形成了经典品质学说［1］。中药质量标准从古

至今一直在不断完善中发展，虽然现代新技术、新

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中药质量控制领域，但传统经

验仍然值得传承，并且是重要借鉴。总之，中药质

量标准既要符合历史经验又要具有现代科技内涵，

如果质量标准出现了引导性错误，将会不利于中药

的发展。

苍术为菊科植物茅苍术 Atractylodes lancea 或

北苍术 A. chinensis的干燥根茎［2］。按基原可分为茅

（南）苍术和北苍术，历史上以南苍术为道地中药，

认为质量优于北苍术。笔者团队研究苍术近 20 年，

在研究过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实验

数据。特别是关于苍术的质量，通过南苍术、北苍

术的化学成分对比研究发现，南苍术中的指标成分

苍术素含量明显低于北苍术［3］，这一结果难以解释

南苍术的道地优势。然而，南苍术“朱砂点”“起霜”

等传统特征明显，与古人对苍术道地性判断特征一

致；现代研究发现南苍术挥发油和 β-桉叶醇等含量

明显高于北苍术［4］，药效强于北苍术。因此，笔者认

为 202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

国药典》）仅以苍术素为指标成分评价苍术质量的

合理性有待商榷。为此，笔者拟通过古籍考证，梳

理相关法规标准，归纳南苍术和北苍术化学成分、

药效等相关研究，综合分析该药材现行标准的合理

性，为修订和完善苍术质量标准提供参考依据。

1 苍术道地性文献研究

1.1 历史古籍记载情况 苍术为临床常用中药，在

我国拥有悠久的药用历史。有关“术”的最早记载

见于《尔雅》［5］：“术，山蓟。杨，枹蓟。”汉代《神农本

草经》［6］记载：“一名山蓟。生山谷。”可见汉代之前

将苍术与白术统称为“术”，并未进行区分。梁代

《本草经集注》［7］首次将术分为白术与赤术：“白术叶

大有毛而作桠，根甜而少膏；赤术叶细无桠，根小苦

而多膏”。直至宋代《本草衍义》［8］始有苍术之名，对

苍术和白术在外形与性味上有了明确的区分，并提

出苍术重要的药用价值，即“如古方平胃散之类，苍

术为最要药，功尤速。”《本草蒙筌》［9］记载“又种色

苍，乃名苍术。出茅山，属直隶，句容县”。又有《药

品化义》［10］言：“取细实，南产者良。如匏大者，不堪

用。”《本草备要》［11］记载：“出茅山。坚小有朱砂点

者良。”总之，中医药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苍术质量与

功效的记载，详细内容见表 1。结果显示，苍术自梁

代与白术区分，明清时期被大量应用。苍术以茅

山，形瘦质坚，内有红点为佳。以除湿、消痰、发汗、

益胃、止痉、辟瘟疫描述其功能，即具有燥湿健脾、

发汗除湿功能，可逐皮间风水结肿，除心下急满。

1.2 近代专著收载情况 近代专著中对苍术质量

评价与历史典籍记载类似，认为茅山所产苍术质量

最佳。但茅山地区野生资源已枯竭，茅山产区现已

无人专门从事野生苍术的采挖工作，几无产量［31］。

为满足市场需求，许多地区对苍术进行引种栽培，

苍术道地产区发生迁移，近代专著收载情况见表 2。

据文献报道，茅苍术的质量较好，但由于资源有限，

加上无序采挖，野生茅苍术已极度匮乏。目前，安

徽、河南、湖北等地区尚有少数野生资源，但以栽培

为主，湖北为南苍术栽培的主要区域；北苍术则以

河北、山西、内蒙古为主要产区。在质量特征上，南

苍术与北苍术差异较大，南苍术质坚实，易折断，散

有多数橙黄色或棕红色油室，暴露稍久可析出白色

细针状结晶，香气浓郁；北苍术质轻、疏松，断面散

有小的黄棕色油，香气较弱。且紫外灯下二者荧光

颜色有所差别。茅苍术的道地产区发生了变迁，从

最初江苏茅山迁移至湖北、河南、安徽等地，仍以南

苍术为佳，且现今湖北南苍术产量最大。

2 标准收载情况

2.1 历版《中国药典》收载情况 从国家标准角度

来看，苍术从 1963 年版至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一

直有记载，但 2010 年版之前仅记载了苍术的性状、

鉴别、检查等项目，未对成分含量做出规定。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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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版《中国药典》［37］在苍术含量测定项下规定，

苍术药材、饮片含苍术素质量分数分别不得少于

0.30%，0.20%。从此开始以苍术素含量作为苍术质

量评价标准，后续版本均沿用该标准。见表 3。

表 1 古籍中苍术品质与功效记载

Table 1 Records of quality and efficacy of Atractylodis Rhizoma in ancient books

出处

《神农本草经》［6］

《本草经集注》［7］

《名医别录》［12］

《本草衍义》［8］

《医学启源》［13］

《汤液本草》［14］

《珍 珠 囊 补 遗 药

性赋》［15］

《本草纲目》［16］

《本草蒙筌》［9］

《删补颐生微论》［17］

《药品化义》［10］

《本草正》［18］

《本草崇原》［19］

《本草乘雅半偈》［20］

《本草备要》［11］

《本草从新》［21］

《本草求真》［22］

《本草害利》［23］

《本经逢原》［24］

《本草求原》［25］

《得配本草》［26］

《玉楸药解》［27］

《本草述钩元》［28］

《本草便读》［29］

《科 学 注 解 本 草

概要》［30］

品质原文记载

-

今处处有，以蒋山、白山、茅山者为胜。东境术

大而无气烈，不任用

-

其长如大拇指，肥实，皮色褐，气味辛烈

-

其长如大拇指，肥实，皮色褐，气味辛烈

-

-

又种色苍，乃名苍术。出茅山，属直隶，句容

县。第一，择洁实尤良

产茅山，梗细皮黑，其须蓊茂，内有红点者佳

取细实，南产者良。如匏大者，不堪用

然惟茅山者，其质坚小，其味甘醇，补益功多，

大胜他术

-

出嵩山、茅山者良，杭、越、舒、宣诸州亦有，唯

湖州、津山者最佳。多生高冈上，叶颇大，叶叶相

对，方茎有毛，茎端有花，有紫、碧、红色，根岐生，

紫色块大者为胜

出茅山。坚小有朱砂点者良

产茅山者，味甘形瘦多毛最良。吴郡诸山者次

之，楚中大塊辛烈气燥者为下

出茅山，坚瘦多毛，甘香带糖，肉如白归者

茅山产者佳

出茅山细而带糖香味甘者真

苍术汉时名赤术，处处山谷皆有之。而以江蘇

茅山者为上。其形较白术为小，切之内有朱砂

点，其味辛苦，其气香烈

惟淮蘇省所产之茅术，则为苍术中之上品

功效与应用原文记载

止汗，除热，消食。作煎饵，久服轻身延年，不饥

主治风寒湿痹，死肌，痉，疸，止汗，除热，消食

主治大风在身面，风眩头痛，目泪出，消痰水，逐皮间风水结肿，除心

下急满，及霍乱，吐下不止，利腰脐间血，益津液，暖胃，消榖，嗜食

今人但贵其难得，惟用白者，往往将苍术置而不用。如古方平胃散

之类，苍术为最要药，功尤速

主治与白术同。若除上湿、发汗，功最大。若补中焦、除湿，力少

主治同白术，若除上湿、发汗，功最大；若补中焦、除湿，力小，如白术也

气味主治与白术同。补中除湿。力不及白。宽中发汗。功过于白

治湿痰留饮或挟瘀血成窠囊，及脾湿下流，浊沥带下，滑泻肠风

消痰结窠囊，去胸中窄狭。治身面大风，风眩头痛甚捷；辟山岚瘴

气，瘟疫时气尤灵。暖胃安胎，宽中进食。驱痃辟气块，止心腹胀疼。

因气辛烈窜冲，发汗除上焦湿，其功最优

发汗散邪，燥脾逐水，消痰下气，益胃和中，除山岚瘴气，辟鬼邪瘟疫

能升能降，力燥湿散邪，性气与味俱厚

其性温散，故能发汗宽中，调胃进食，去心腹胀疼，霍乱呕吐，解诸郁

结，逐山岚寒疫，散风眩头疼，消痰癖气块、水肿胀满；其性燥湿，故治

冷痢冷泄、滑泄肠风、寒湿诸疮。与黄柏同煎，最逐下焦湿热痿痹

主治风寒湿痹、死肌、痉疸，除热，消食，作煎饵。久服轻身延年不饥

主风寒湿痹，死肌痉疸，止汗，除热消食。作煎饵，久服轻身，延年不饥

补脾燥湿，宣，升阳散郁

补脾燥湿，宣，升阳散郁

升阳散湿，发汗除郁

燥湿消痰，发汗解郁，除山岚瘴气，弭灾沴恶疾

《本经》主风寒湿痹，死肌痉疸

芳香四达，升发谷气，疏泄胃气，以解诸郁。强脾，止水泻，飨泄，伤

食暑泻，脾湿下血，逐饮澼

燥胃。强脾。发汗。除湿

燥土利水，泄饮消痰，行淤开郁去满，化癖除癥，理吞吐酸去腐，辟山

川瘴疠，起筋骨之痿软，回溲溺之浑浊

疏滞宽中，强胃安脾。治湿痰留饮。心下急满。水肿胀满。或挟淤

血成窠囊。止寒湿呕逆。下泄冷痢。治痿療疸及风寒湿痹。更脾湿

下流。浊淋带下

燥湿强脾能发汗，芳香質壮。宣中解郁并驱邪。破水结之澼囊。浊

痰尽化。平胃中之敦阜。瘴癘全消

主风寒湿痹，死肌痉疸。主头痛，消痰水，逐皮间风水结肿，除心下

急满，霍乱吐下不止；暖胃，消穀嗜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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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方标准记载情况 各地方标准中均记载了

南苍术、北苍术药材及饮片性状上的差异，但未见

相关指标性成分控制。仅《台湾中药典》［46］含量测

定项中规定稀乙醇提取物不得少于 20.0%，水提物

不得少于 33.0%。《陕西省中药饮片标准》［47］规定苍

术饮片含挥发油不得少于 2.0%。大多数省市中药

炮制规范中对苍术饮片的含量测定与 2020 年版《中

国药典》要求相同。

综上分析，自 1963 年版《中国药典》开始收载苍

术，但该版本未对南苍术、北苍术性状进行区分，仅

描述“以质坚实，断面朱砂点多、香气浓郁、断面暴

露稍久可析出白毛状结晶者为佳”。1977 年版《中

国药典》之后对南苍术、北苍术性状分开描述，沿袭

了“以质坚实，断面朱砂点多、香气浓者为佳”的描

述。至 2010 年版《中国药典》开始增加了苍术素含

量要求，后续版本一直沿用该标准。国内地方标准

中除少数标准规定了苍术挥发油含量外，其他均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一致 。另外，《台湾中药典》规

定了醇提物和水提物含量。

3 南苍术、北苍术现代研究概况

3.1 产区差异 江苏茅山及其周边地区在历史上

曾是茅苍术道地药材的主产区。但由于茅山苍术

资源濒临绝迹，茅苍术的主要产地已从江苏茅山迁

移至湖北省黄冈市英山、罗田等县［48］。早在 1980 年

代，湖北地区就已经开始了人工种植茅苍术，采挖

野生苍术作为“子芽”栽培繁殖，各地栽培的苍术品

种均为 A. lancea［31］，并建立了茅苍术规范化种植基

地。湖北省英山县为全国最大的茅苍术产区，英山

苍术已占据全国南苍术销售市场的 70%［49］。现阶

段茅苍术药材产区有江苏、湖北、河南、安徽等省，

表 2 近代专著记载苍术情况

Table 2 Situation of Atractylodis Rhizoma in modern monographs

出处

《当代药用植物典》［32］

《中药大辞典》［33］

《道地药材“黄金”图

谱精粹》［1］

《中华本草》［34］

《中药志》［35］

《全国中草药汇编》［36］

产地

茅苍术主产于湖北、江苏、河南等地，北苍

术主产于河北、山西、陕西等地

茅苍术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

东、河南、湖北、四川等地，各地多有栽培。北

苍术分布于华北、东北及山东、河南、陕西、甘

肃、宁夏等地

同《当代药用植物典》［32］记载

同《中药大辞典》［33］记载

茅苍术同《中药大辞典》［33］记载，北苍术分

布很广，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

内蒙古等地均有野生

同《中药大辞典》［33］记载

品质

茅苍术以江苏句容、河南桐柏所产质量较好。茅苍术挥发油含量远

高于北苍术……在药材质量上茅苍术优于北苍术

茅苍术质坚实，易折断，断面稍不平，散有多数橙黄色或棕红色油

室，暴露稍久可析出白色细针状结晶。横断面于紫外灯（254 nm）下不

显蓝色荧光，香气浓郁。北苍术质轻、疏松，断面散有小的黄棕色油

室，放置后不析出结晶，横断面紫外灯下显亮蓝色荧光，香气较弱

茅苍术以河南桐柏、安徽太平、江苏句容所产质量最佳，但产量少。

湖北产量大，但较江苏产品个大质松

以质坚实、断面朱砂点多、香气浓者为佳

南苍术以个大整齐、坚实无毛须、内有朱砂点、切开后起白霜者为

佳，江苏句容所产质量最好。较北苍术断面油腺点多，含挥发油多，质

量好。北苍术以个肥大、坚实、去尽毛须、气味芳香者为佳

湖北、江苏、安徽部分地区所产苍术，挥发油含量为 5%~9%；河南、

甘肃及陕西部分地区所产者挥发油为 3%~5%；辽宁、黑龙江、吉林、河

北、山东、山西、内蒙古所产者挥发油含量为 1%~3%

表 3 历版《中国药典》记载苍术情况

Table 3 Situation of Atractylodis Rhizoma recorded in each edition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中国药典》版本

1963［38］

1977［39］

1985—2005［40-44］

2010—2020［2，37，45］

性状

苍术以个大、坚实、无毛须、断面朱砂点多、香气浓郁、断面暴露稍久可析出白毛

状结晶者为佳

茅苍术呈不规则连珠状或结节状圆柱形，略弯曲，偶有分枝，长 3~10 cm，直径

1~2 cm。表面灰棕色，有皱纹、横曲纹及残留须根，顶端具茎痕或残留茎基。质坚

实，断面黄白色或灰白色，散有多数橙黄色或棕红色油点，习称“朱砂点”，暴露稍

久，可析出白毛状的结晶，习称“起霜”。气香特异，味微甘、辛、苦。北苍术呈疙瘩

状或结节状圆柱形，长 4~9 cm，直径 1~4 cm。表面黑棕色，除去外皮者黄棕色。

质较疏松，断面散有黄棕色油点。香气较淡，味辛、苦。均以质坚实，断面朱砂点

多、香气浓者为佳

同 1977 年版《中国药典》［39］，仅删去“习称‘朱砂点’‘起霜’”和“均以质坚实，断

面朱砂点多、香气浓者为佳”

含量测定

-

-

-

含苍术素（C13H10O）苍术药材不得少

于 0.30%，苍术饮片不得少于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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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栽培品。郭兰萍等［50］用随机扩增多态性

DNA（RAPD）方法在分子水平上对南苍术、北苍术

的划分进行探讨，结果发现苍术有以地域为界聚类

的倾向，且南苍术首先与关苍术聚类后再与北苍术

聚类，表明苍术的化学成分、遗传分化与地理分布

有一定的相关性。另有研究通过分析苍术道地产

区生境特征，发现苍术的主要分布区湖北与道地产

区茅山降雨量相似，但湖北地区海拔高，山地较多，

年平均温度、冷月平均最低温度、热月平均最高温

度、极端低温等均较茅山地区低，因此湖北英山较

江苏茅山等地更适宜苍术生长发育［51］。李超等［52］

建立不同产地苍术药材的红外指纹图谱，对苍术样

品进行分类归属，湖北英山和安徽金寨所产苍术与

道地药材江苏茅苍术相似度较高，说明湖北英山和

安徽金寨所产苍术与茅苍术整体品质相近。

北苍术主产于我国吉林、辽宁、内蒙古和河北

等地。其中，内蒙古苍术产量占全国 80%，东北三

省约占 10%［53］。北苍术主要依赖于野生资源，东北

仅有吉林少部分地区零星驯化栽培，种植面积未能

形成规模效应，而其他主产区仍处于采挖野生资源

阶段［54］。

综上分析，由于环境破坏、过度采挖等原因导

致茅山苍术资源匮乏，茅苍术的道地产区由历史上

的江苏茅山及其周边地区迁移至湖北、安徽、河南

等地，其中湖北是目前茅苍术产量最大、质量较好

的地区。目前市场上流通苍术以野生北苍术为主；
茅苍术以人工栽培为主，产量有限，且部分出口。

因此，目前北苍术的市场占有量具绝对优势。

3.2 成分差异

3.2.1 挥发性成分 挥发油被认为是苍术主要药

理活性部位，其有效成分有倍半萜类和聚乙炔类两

大类，主要为 β-桉叶醇和苍术素［55］。南苍术、北苍

术的挥发油含量差别明显，南苍术一般在 5%~9%，

北苍术则为 1%~3%［36］，其中茅术醇和 β-桉叶醇等含

量在南苍术中尤其高［4］；欧阳丽敏等［56］测定 27 批英

山栽培茅苍术和 31 批野生北苍术中苍术素含量，发

现北苍术中苍术素平均含量约为茅苍术的 1.8 倍，

英山栽培茅苍术中 β-桉叶醇、挥发油含量分别约为

北苍术的 2.3，2.9 倍。李琴瑜等［57］采用多元统计方

法对 40 批苍术样本的 7 个主要成分含量进行分析，

确定苍术素和 β-桉叶醇是区分茅苍术、北苍术和关

苍术的关键差异成分。王爱妮等［58］对不同产地、种

类的苍术样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南苍术中苍术素

醇、白术内酯Ⅱ的含量均高于北苍术。

3.2.2 非挥发性成分 目前，国内外对苍术非挥发

性成分的研究较少。苍术非挥发性成分主要包括

苷类、多糖、氨基酸、维生素等，主要水溶性成分为

苍术苷 A。邓聪［59］运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测
定了 18 批苍术根茎中苍术苷 A 的含量，结果表明辽

宁苍术属植物中苍术苷 A 含量普遍较低，茅苍术、

关苍术、朝鲜苍术、北苍术种间苍术苷 A 含量上无

显著性差异。言丽娜［60］对比南苍术、北苍术在煎煮

过程中化学成分的变化，发现北苍术经水煎煮后产

生了 3，5-二羟基-2-甲基-4H-吡喃-4酮和 5-羟甲基糠

醛 2个物质，而道地药材茅苍术却没有此现象。

综上分析，目前对苍术化学成分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挥发油成分，对水溶性成分的研究相对较少。

南苍术、北苍术的挥发油组成基本相同，主要含有

苍术素、茅术醇和桉叶醇等。但二者在总量及单成

分含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南苍术挥发油总量及 β-桉

叶醇、茅术醇含量明显高于北苍术，而北苍术中苍

术素，苍术酮，β-芹子烯及 β-倍半水芹烯含量较高。

3.3 药效和药性比较［2］

3.3.1 药效 苍术对胃肠功能具有调节作用［61-63］。

徐小颖等［61］探讨茅苍术、朝鲜苍术、关苍术、北苍术

和白术对采用饮食不节加力竭游泳诱导的脾气虚

证大鼠模型健脾益气作用的疗效异同，结果发现在

调节消化系统方面，茅苍术、朝鲜苍术和关苍术疗

效较好；在抗消化道炎症方面，茅苍术组疗效最好。

聂淑琴等［62］研究表明无水乙醇或 0.6 mol·L-1 HCl诱

发的小鼠胃溃疡模型，陕西黄龙、陕西太白、江苏丹

徒、湖北罗田产苍术 70% 乙醇提取物均有减小溃疡

面积的作用，且可抑制正常小鼠的胃排空功能；而
河北围场北苍术 70% 乙醇提取物则无明显影响。

莫秋华［63］比较不同产地苍术挥发油对脾虚湿阻型

肠易激综合征的影响，发现北苍术对模型大鼠的治

疗效果均较茅苍术弱。

在抗菌作用方面，有研究比较了不同产地苍术

的抗菌活性，结果表明陕西太白、陕西黄龙、湖北罗

田的苍术挥发油对乙型溶血性链球菌的最小抑制

浓度几乎是河北围场、江苏茅山的 1 000 倍，与链霉

素、青霉素相当［64］。莫秋华［63］以大肠埃希氏菌、枯

草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白色念珠菌为供试

菌种，探讨不同产地苍术挥发油的抑菌能力，结果

表明不同产地苍术挥发油的强弱顺序依次为江苏>

湖北≈渝东北>内蒙古。以上研究均表明抑菌抗炎

作用南苍术优于北苍术。在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方

面，LIU 等［65］研究表明茅苍术、北苍术、关苍术和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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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苍术均可降低类风湿关节炎大鼠中肿瘤坏死因

子-α（TNF-α）水平，且茅苍术与关苍术作用更显著。

QU 等［66］研究表明英山苍术挥发油对佐剂诱导的类

风湿关节炎有较好治疗作用，可显著改善模型大鼠

的关节肿胀、炎性细胞浸润、滑膜血管翳增生和骨

质疏松。另外，在抗氧化作用方面，莫秋华［63］综合

评价了不同产地苍术挥发油的抗氧化活性，发现江

苏苍术挥发油的抗氧化能力最强，湖北和渝东北苍

术挥发油的抗氧化能力相当，内蒙古苍术挥发油的

抗氧化能力最弱。

3.3.2 燥性 瞿领航等［67］通过谱效关系分析苍术

挥发油中关键燥性成分，结果表明与燥性表征指标

正相关的成分中 β-桉叶醇位居第一。谢颖等［68］对

苍术剂量与燥性表现的量-效关系进行分析，提示高

剂量苍术挥发油可能导致小鼠机体津液的亏损，产

生明显燥性。徐依依等［69］发现长期服用高剂量南

苍术挥发油和北苍术挥发油均能使大鼠日均饮水

量、尿量、全血黏度增加，水通道蛋白 2（AQP2）表达

量降低，颌下腺腺泡萎缩。等剂量的南苍术挥发油

和北苍术挥发油表现出来的燥性效应无显著性差

异，但以等剂量饮片使用时，南苍术挥发油含量高

出北苍术挥发油近 1 倍，推测等剂量南苍术饮片燥

性效应强于北苍术饮片。

综上分析，南苍术在调节胃肠道功能、抗菌消

毒、抗风湿、抗氧化等方面表现出明显优势。燥性

是苍术的重要药性特征，在临床上则以药效表达，

有研究验证了南苍术药性强于北苍术［69］，且证明苍

术挥发油是燥性效应部位，β -桉叶醇是主要燥性

成分［67］。

4 讨论与小结

经古籍考证，古代医家认为“苍术产茅山，梗细

皮黑，内有红色点者为佳”“取细实，南产者良，如大

匏者，不堪用”。即苍术以南方特别是茅山为道地，

以细实、朱砂点多为佳。茅苍术因气辛烈窜冲，发

汗除上焦湿，其功最优。苍术道地性被后人传承并

沿袭至今。但由于茅山苍术几近绝迹，现在主产区

已迁移至湖北、河南、安徽等地，且以栽培为主，目

前湖北产量较大。

苍术收载于历版《中国药典》中，2010 年版前仅

有性状描述和检查项等，自 2010 年版开始将苍术素

含量作为苍术质量控制指标。在少数地方标准中

有的还增加了挥发油或浸出物含量作为评价指标。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南苍术与北苍术成分种类相

似，但含量差异明显，其中南苍术挥发油和 β-桉叶

醇含量明显高于北苍术；北苍术中苍术素含量高出

茅苍术 2 倍左右。药效和药性研究结果显示，南苍

术在调节胃肠功能、抗菌、抗风湿及抗氧化等方面

优势明显；燥性强于北苍术，其燥性主要部位是挥

发油，主要成分为 β -桉叶醇。苍术燥性以药效表

达，可燥湿健脾。对于湿证较重的疾病临床多用生

品，而燥性太过反而会导致机体津液亏损，因此以

健脾为主时多采用炮制品，如麸炒、土炒、米泔水制

苍术等。南北苍术成分含量差异可能是导致药效、

药性差异的主要原因。含量测定结果提示，以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规定的指标性成分苍术素含量判

断苍术质量，认为南苍术明显差于北苍术，由此得

出的结论与古籍记载的经验相悖，同时与现代药效

研究结果也不一致。笔者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主

要原因是目前南苍术市场占有率较低，而北苍术占

据了苍术市场的 80% 以上，因此在相关部门制定苍

术标准时，北苍术自然成为主要样品来源，由此制

定的标准能较好地反映北苍术质量优势，但不能准

确反映南苍术质量。因此，笔者认为仅以苍术素为

苍术评价指标不够全面，与苍术的经验判别相矛

盾，也不能真实表达其临床价值。

基于此，笔者认为苍术质量标准需进一步修订

和完善。中药质量标准具有历史传承性，在制定标

准时，既要兼顾药材市场现状，更应尊重历史经验。

通过综合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指标才能客观表达

中药质量本质。综合目前研究结果，较一致认为南

苍术质量优于北苍术，并提示挥发油和 β-桉叶醇、

茅术醇含量与苍术道地性呈正相关，能较好表达苍

术的药性和药效，能真实客观地反映苍术质量和临

床价值。这些研究结果可为苍术质量标准的修订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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