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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精是常用补益类药食两用品种， 历代中医药学家对其品质评价给予高度关注， 本文对历代本草中黄精的品质

评价与 “辨状论质” 观的沿革与变迁进行了梳理。 关于黄精品质评价因素主要有种质来源、 道地产区、 采收年限及

时间、 加工方法， 古代本草将黄精分为轮生叶类群和互生叶类群， 并认为轮生叶类群品质优良； 本草中记载黄精道地

产区为茅山、 嵩山， 而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来记载湖南、 贵州等地所产多花黄精质量优良； 清代以前以 ２、 ３ 月采收为

佳， 自清代以后多以秋季采收， 经九蒸九晒； 以块大肥润、 断面透明、 有 “冰糖渣”、 味甘者为佳。 本文研究黄精的

品质评价要素与辨状论质观， 以期为其质量评价研究提供本草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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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精始载于 《名医别录》 ［１］ ，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

典》 ［２］ 规定黄精来源于百合科植物滇黄精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ｋｉｎｇｉａｎｕｍ Ｃｏｌｌ． ｅｔ Ｈｅｍｓｌ．、 黄精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Ｒｅｄ．
或多花黄精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ｃｙｒｔｏｎｅｍａ Ｈｕａ 的干燥根状茎， 根

据形状不同， 其药材分别习称为 “大黄精” “鸡头黄精”
“姜形黄精”。 黄精具有补气养阴、 健脾、 润肺、 益肾之

功，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黄精具有降血糖、 调节免疫力、
调血脂、 改善记忆力、 抗衰老、 抗肿瘤、 抗菌、 抗动脉硬

化等作用［３⁃５］ 。 同时黄精作为药食同源， 已开发有茶饮、 蜜

饯等系列健康产品［６⁃１１］ 。
历代本草学家通常根据中药材独特的外观性状来判别

其真伪优劣， 著名的本草学家谢宗万先生称其为 “辨状论

质”， 并认为是中药传统质量评价的精髓［１２］ 。 “辨状论质”
作为传统经验鉴别的精髓， 不仅是划分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的基本依据， 也是药材市场上 “看货评级， 分档议价” 的

依据， 在中药材品质评价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１３⁃１４］ 。 近

些年来， 一些学者对黄精开展了本草学考证， 初步理清了

黄精的种质、 产地等沿革与变迁［１５⁃１８］ ， 但是黄精辨状论质

观的沿革与变迁过程尚未见有系统梳理。 本文通过查阅历

代本草文献， 梳理历代影响黄精品质的因素， 总结与归纳

黄精药材辨状论质观的形成与发展， 以期为黄精质量评价

研究提供本草学依据。
１　 影响黄精品质的因素

１ １　 黄精属植物形态特征 　 我国黄精属植物有 ３１ 种， 根

据叶序类型可分为轮生叶和互生叶 ２ 类， 其中轮生叶类型

中以黄精资源丰富， 分布范围广， 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的

河北、 内蒙古等地， 其次为滇黄精， 主要分布于云南、 四

川等地； 而互生叶类型中以多花黄精资源丰富， 分布在长

江以南的安徽、 湖南、 贵州等地。
唐代中医药学家已经注意到轮生叶和互生叶的种质、

功用有别。 如 《食疗本草》 ［１９］ “以相对者是正， 不对者名

偏精”、 《本草拾遗》 ［２０］ “其叶偏生、 不对者为偏精， 功用

不如正精”， 说明唐代本草学家已经将黄精属植物叶序划

分为 “正精” “偏精” ２ 大类群， 前者即为轮生叶序， 后

者即为互生叶序， 并认为 “正精” 的功效比 “偏精” 的

好， 即黄精品质以轮生叶序功效为佳。
宋代 《本草图经》 ［２１］ 详细描述了黄精原植物的形态，

“三月生苗， 高一、 二尺； 叶如竹叶而短， 两两相对； 茎梗

柔脆， 颇似桃枝， 本黄末赤； 四月开细青白花， 如小豆花

状； 子白如黍， 亦有无子者。 江南人说黄精苗叶， 稍类钩

吻， 但钩吻叶头极尖， 而根细”。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

草》 ［２２］并附有 １０ 幅黄精原植物图 （图 １）， 其中洪州黄精、
荆门军黄精和兖州黄精叶互生， 呈嵌迭状排列， 与黄精属

植物叶互生不符， 不能断定为黄精属植物， 明确考为黄精

属植物有 ７ 幅图， 其中 ５ 幅为轮生叶序类群， ２ 幅为互生

叶序类群。 另外， 《本草图经》 ［２１］ 正文描述 “叶如竹叶而

短， 两两相对”， 应指轮生叶类型。 由此说明黄精在宋代

存在多基原现象， 但以轮生叶类群居多， 有少量互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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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群。

图 １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 和 《救荒本草》 中黄

精植物图

黄精以 “叶轮生者功用为佳” 的观点一直延续到明清

时期。 明 《救荒本草》 ［２３］ 记载： “俗名笔管菜， 叶似竹叶，
或两叶， 或三叶， 或四五叶， 俱皆对节而生”， 书中附图 １
幅 （图 １）， 根据 《救荒本草》 的记载可以推断为分布于河

南地区的叶轮生类型， 与现今黄精相似。 《本草蒙筌》 ［２４］ 记

载： “其叶偏生不相对者为偏精， 叶相对者为正精， 正精

功力尤胜。 又华佗漆叶青粘散云： 青粘即黄精之正叶者，
未審的否？” 《本草纲目》 ［２５］ 记载： “其叶似竹而不尖， 或

两叶、 三叶、 四、 五叶， 俱对节而生”。 《本草汇言》 ［２６］ 记

载： “叶如竹， 不尖而短， 或两叶、 三叶、 四五六叶， 俱两

两相对。 若偏生不对者， 偏精也， 力少不及”。 可见， 当时

人们注重原植物形态特征， 认为以轮生叶者功用为佳。
清 《植物名实图考》 ［２７］ 记载： “余採得细视， 有细叶

而多白须， 如叶肆所售者， 亦有大根与黄精同者。 土医谓

根如黄精者是萎蕤， 多白须者乃别一种， 用之甚无力， 其

说乃与古合， 滇南山中尤多。 黄精、 萎蕤， 春初即开花，
黄精高至五六尺， 四面垂叶， 花实層缀， 根肥嫩可烹肉，
大至数斤重。 其偏精及钩吻， 皆以夏末、 秋初开花， 偏精

矮小， 钩吻有反钩， 根皆不肥， 土人颇能辨之”。 根据此处

所述黄精形态特征 “高至五六尺， 四面垂叶， 花实層缀，
根大至数斤重” 及其所述 “滇南山中尤多” 可推测为轮生

叶的滇黄精， “用之甚无力” 则表明其功效不及黄精。
１ ２　 根状茎形态特征及类型　 《名医别录》 ［１］ 首次记载了

黄精性、 味、 功效为 “味甘， 平， 无毒。 主补中益气， 除

风湿， 安五脏。 久服轻身、 延年、 不饥”。 黄精作为补益之

佳品， 在历代医药中广为应用， 历代本草学家根据黄精的

药用价值进行研究发现黄精根状茎类型多样， 见表 １。
表 １　 黄精药材的根状茎形态特征

根状茎特征 出处 特征描写

似玉竹 《本草从新》 似玉竹而稍大，黄白多须，故俗称为

玉竹黄精
《植物名实图考》 其根横行，状如萎蕤

似嫩姜 《本草图经》 根如嫩生姜，黄色

《本草品汇精要》 质类嫩生姜

《本草原始》 根如嫩生姜，黄色，故俗呼为野生姜

《抱朴子》 嫩姜仿佛

《本草详节》 根横行，如嫩生姜而黄色

似白及 《本草从新》 又一种似白及，俗呼为白及黄精

《本草原始》 生淡黄色，类白及

　 　 类似玉竹的根状茎类型。 《本草从新》 ［２８］记载了黄精属

植物根状茎种类似玉竹的类型， “似玉竹而稍大， 黄白多

须， 故俗称为玉竹黄精”。 《植物名实图考》 ［２７］ 记载： “其
根横行， 状如萎蕤， 俗采其苗煠熟， 淘去苦味食之， 名笔

管菜”。 根状茎横向生长， 圆柱形， 形似玉竹， 或稍大于玉

竹， 故推测其为黄精。
类嫩姜的根状茎类型。 根状茎呈黄色， 似嫩生姜一般，

宋 《本草图经》 ［２１］ “根如嫩生姜， 黄色”， 《本草品汇精

要》 ［２９］ “质类嫩生姜”， 《本草原始》 ［３０］ “根如嫩生姜， 黄

色， 故俗呼为野生姜”， 《抱朴子》 ［３１］ “嫩姜仿佛”， 《本草

详节》 ［３２］ “根横行， 如嫩生姜而黄色”。
类白及的根状茎类型。 《本草从新》 ［２８］ “又一种似白

及， 俗呼为白及黄精， 又名山生姜， 恐非真者”， 《本草原

始》 ［３０］ “生淡黄色， 类白及”， 根状茎呈连珠状， 淡白色，
形似白及， 俗称为白及黄精， 其根状茎似白及， 即为多花

黄精。
《中国药材学》 ［３３］中将黄精分为鸡头黄精和姜形黄精，

“鸡头黄精， 根状茎横走， 肥大肉质， 略呈粗细不等的圆

柱形， 呈大头小尾状， 黄白色， 茎痕处较粗大如鸡头。 姜

形黄精， 根茎粗大成结节的不规则块状， 大者略扁， 形似

生姜， 地上茎痕明显， 呈圆盘状”。 黄精根状茎中 “鸡头

黄精” “姜形黄精”， 分别对应的植物来源为黄精和多花

黄精。
１ ３　 道地产区 　 《本草经集注》 ［３４］ 记载黄精 “今处处有

之”， 表明黄精的植物分布范围较为广泛。 《本草图经》 ［２１］

首次记载黄精以嵩山 （今河南省登封市）、 茅山 （今江苏

省句容市与金坛交界处） 为佳， “黄精， 旧不载所出州郡，
但云生山谷， 今南北皆有之。 以嵩山、 茅山者为佳”。 宋

代， 黄精以河南和江苏所产者为佳。 该观点得到后世医药

学家的认可。 《本草品汇精要》 ［２９］ 黄精道地项下记载 “嵩
山、 茅山”。 《救荒本草》 《本草蒙筌》 《本草原始》 均载

以嵩山、 茅山为佳。 从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 所绘的

１０ 幅黄精图中可以看出相州黄精 （今河北临漳县西、 河南

安阳一带）、 商州黄精 （今陕西商县）、 解州黄精 （今山西

运城市及闻喜县地）、 丹州黄精 （今陕西宜川）、 滁州黄精

（今安徽滁州） 均为轮生叶类群， 所处位置均为长江以北

地区， 其中相州黄精、 丹州黄精、 滁州黄精根据地理分布

和形态特征可以推断为黄精； 解州黄精 （今山西运城市及

闻喜县地）、 永康军黄精 （今四川都江堰） 为互生叶类群，
叶狭椭圆形， 先端尖至渐尖， 根状茎呈连珠状或近圆柱状，
与多花黄精类似； 洪州黄精 （今江西南昌）、 荆门军黄精

（今湖北荆门）、 兖州黄精 （今山东兖州） 的植物形态与现

今黄精属植物有别。 因此， 可进一步推断宋代黄精药材在

长江以北以黄精为主流商品， 长江以南则以多花黄精为主

流商品。
民国及近现代认为湖南和贵州产黄精品质优良。 民国

《药物出产辨》 ［３５］ 云， “以湖南产者为正， 其余连州、 乐

昌、 西江八属、 广西南宁均有出产， 但种类不同， 湖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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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正黄精。” 据 《湖南植物志》 ［３６］ ， 湖南省黄精属植物有 ３
种， 分别为轮生叶的湖北黄精和互生叶的多花黄精、 距药

黄精， 其中湖北黄精味苦， 而常用药材黄精味甘， 与记载

不符； 距药黄精的分布范围较窄， 生于海拔 １ ０００ ｍ 以上，
因此可以推测当时记载的应为互生叶类群的多花黄精。
《中国药材学》 ［３３］则明确记载湖南、 贵州的多花黄精品质优

良， 河北、 内蒙古的黄精产量丰富， 云南、 贵州、 广西主

产滇黄精， “多花黄精主产于贵州、 湖南、 四川、 湖北、 安

徽、 浙江， 广西、 广东、 福建、 江西亦产； 以湖南、 贵州

产量大， 品质好， 销全国并出口。 黄精主产于河北、 内蒙

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河南， 山东、 山西、 陕西等省

亦产； 以河北、 内蒙古产量为大， 销至华北、 东北及西北、
广州、 上海、 杭州等地， 并出口。 滇黄精主产于云南、 贵

州、 广西， 多自产自销”。
１ ４　 采收年限及采收时期　 黄精为多年生植物， 古代本草

著作尚未记载其采收年限。 现在认为野生者五年后可供药

用， 栽培的 ３ ～ ４ 年者即可采挖， 《药材学》 ［３７］ “五年后，
根茎有五六节时可供药用”； 《中国药材学》 ［３３］ “栽培的于

种后 ３～４ 年采收”。
宋代及以前本草著作认为黄精春季采收， 《名医别

录》 ［１］载 “二月采根， 阴干”； 《本草图经》 ［２１］ “隋·羊公

服黄精法云：二月、 三月采根， 入地八、 九寸为上”； 《千
金翼方》 ［３８］ “二月采根阴干”。

自清代以来， 认为黄精宜秋季采收， 《本草详节》 ［３２］

“八月采”； 《药材学》 ［３７］ “春秋二季均可采， 以秋季 ８～ ９
月产者为佳”； 《中药学》 ［３９］ “收采季节为八月”； 《中国药

材学》 ［３３］ “春、 秋两季采挖， 以秋季采者为好”。
１ ５　 加工方式　 南北朝时期记载黄精的加工有 ２ 种， 一为

阴干， 二为蒸后切片晒干。 《名医别录》 ［１］ “二月采根， 阴

干”。 《雷公炮炙论》 ［４０］ “凡采得， 以溪水洗净， 蒸， 从巳

至子， 刀薄切， 暴干用”， 该书特地注明了蒸制时间较长，
达 １４ ｈ， 再取出切薄片晒干。

晋代以来至明清时期， 多记载黄精宜九蒸九晒。 《抱
朴子》 ［３１］ “仙家称名黄精， 俗呼为野生姜， 洗净九蒸九暴

粮， 可过凶年”。 宋 《开宝本草》 ［４１］ “别本注云： 今人服

用， 以九蒸九曝为胜， 而云阴干者， 恐为烂坏”， 认为阴干

容易导致黄精烂坏， 宜采用九蒸九晒者为佳。 《本草原

始》 ［３０］ “先以溪水洗洁净， 用木甑釜内安置得所， 入黄精

令满， 密盖， 蒸至气溜， 暴之。 如此九蒸九暴。 饵之若生，
则刺人咽喉”， “饵之若生， 则刺人咽喉”， 说明已经认识

到生黄精对咽喉具有一定的刺激性， 因此不宜生用。 其后

本草著作均载以九蒸九晒， 如 《本草从新》 ［２８］ “去须， 九

蒸九晒用”， 《本草求真》 ［４２］ “九蒸九晒用”。 当代国医大

师金世元先生［４３］ 介绍， 黄精采收后洗净， 蒸至透心， 晒

干， 如此重复操作多次， 经九蒸九晒得到熟黄精。
２　 黄精品质优劣的 “辨状论质” 观

古代本草学家对黄精的质量评价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
根据黄精的根状茎的形态、 质地、 断面颜色、 气味等外观

性状特征来判断药材的真伪优劣， 即称为 “辨状论质”。
历代本草学家认为优质黄精药材的特点为肥厚， 脂润，
味甘。
２ １　 根状茎形态 　 黄精的根状茎形态多样， 明 《本草原

始》 ［３０］ “生淡黄色， 类白及； 熟深黑色， 象熟地黄。 有二

三歧者。 入药用根， 故予惟画根形”， 该书并绘有黄精药

材图 （图 ２）， 所绘生黄精根状茎似白及。 《中国药物标本

图影》 中也描绘有黄精多歧者和单歧者的根状茎图 （图
２）。 日本一色直太郎 《汉药良劣鉴别法》 ［４４］ “根茎似白

及， 似老姜， 节高肉肥大， 不分歧者为上”， 认为黄精根状

茎类白及、 生姜， 以节高肉肥大、 无分歧者为佳。 《金世元

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 ［４３］ “北京习以 ‘鸡头黄精’ 为优”。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记载 “鸡头黄精” 的原植物为黄

精， 为轮生叶， 以 “正精” 者为佳。 《中药材商品规格质

量鉴别》 ［４５］ “习惯认为姜形黄精质量最好， 其次为鸡头黄

精， 滇黄精质较次”。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记载 “姜形

黄精” 的原植物为多花黄精， 为互生叶， 近代以多花黄精

的质量为好， 而轮生叶的黄精和滇黄精的质量次之。

图 ２　 《本草原始》 和 《中国药物标本图影》 中黄精根状茎图

２ ２　 块大肥润者为佳　 历代本草学家认为黄精以根状茎块

大肥润者为佳。 《本草经集注》 ［３４］ “虽燥并柔软有脂润，
俗方无用此而为仙经所贵， 根叶华实皆可饵服用， 酒散随

宜俱在， 断榖方中”。 《新修本草》 ［４６］ “肥地生者， 大者如

拳； 瘠地生者， 小者如拇指”。 《本草品汇精要》 ［２９］ “根肥

而脂润者佳”。
２ ３　 断面透明、 有 “冰糖渣” 者为佳 　 传统经验鉴别认

为黄精以断面透明者为佳。 １９７７ 年版 《中国药典》 ［４７］ “均
以块大、 肥润、 色黄、 断面透明者为佳”。 《金世元中药材

传统鉴别经验》 ［４３］ “以块大、 肥润色黄、 断面透明者为佳。
北京习以 ‘鸡头黄精’ 为优”。 《中药材产销》 ［４８］ “以块

大、 色黄、 饱 满、 体 糯， 断 面 角 质、 半 透 明、 味 甜 者

为佳”。
《中药材商品规格质量鉴别》 ［４５］ “黄精以个大， 肥厚，

体重质坚实而柔软， 生黄精表面棕黄色， 断面黄白色， 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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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足； 熟黄精以个大， 肥厚蒸透至内外乌黑色， 质柔润，
气香， 味纯甜不刺喉者为佳， 瘦弱， 糖性少， 色暗者为差

次。 习惯认为姜形黄精质量最好， 其次为鸡头黄精， 滇黄

精质较次”。 《中药材鉴定图典》 ［４９］ “以块大， 肥润， 色

黄， 断面有 ‘冰糖渣’ 者为佳”。
２ ４　 味甘　 《抱朴子》 ［３１］ “因味甘甜， 又名米脯”， 《本
草品汇精要》 ［２９］ “山人蒸暴作果， 食之甚甘美”， 《药物出

产辨》 ［３５］ “以湖南产者为正， 形象菱角肉， 色黑， 其余连

州、 乐昌、 西江八属、 广西南宁、 均有出产， 但种类不同，
形如玉竹头， 长身瓜藤样， 色同， 而味畧有辛辣。 湖南产

之正黄精， 一片纯甜， 切开肉纹亦有别”。 《中药材鉴定图

典》 ［４９］ “气微， 微甜。 嚼之有黏性。 味苦者不可药用”。
《中药材品种论述》 ［５０］中记载： “姜形黄精的类型中其根茎

亦有甜、 苦之分， 甜者可入药， 而苦者疗效不同， 不能当

黄精入药”。 黄精有甘、 苦二味， 以味甘者、 嚼之有黏性为

佳， 相反， 味苦者不宜食用或药用。
３　 结语

３ １　 历代本草中 “正精” 与 “偏精” 的沿革变迁 　 据历

代本草记载可知， 传统中药材黄精来源于百合科黄精属多

种植物， 主要分为轮生叶类群和互生叶类群。 清以前至清

代， 以轮生叶类型为主流商品， 多以轮生叶类群即 “正
精” 者为佳， 兼有互生叶类群； 清以后， 互生叶类群即

“偏精” 者逐渐成为主流［５１］ 。 随着历史变迁， 黄精药材的

基原发生变化， 经基原考证， 黄精、 多花黄精一直为黄精

药材的正品来源， 黄精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北各地区， 而多

花黄精主要分布长江以南的部分地区。 因此， 通过对历代

本草典籍的考证认为 “正精” 主要来源于百合科植物黄

精， 而 “偏精” 主要来源于百合科植物多花黄精。
３ ２　 黄精的 “辨状论质” 与品质优劣的判别 　 “辨状论

质” 是传统的中药材质量评价方式， 通过外观性状特征来

综合判断药材的真伪优劣， 从而进一步评价中药材的商品

规格等级［１４］ 。 “辨状论质” 有利于现代中药的发展与应用，
减少中药材市场的 “以假乱真， 以次充好” 的现象［５２］ 。 黄

精的品质优劣与其辨状论质息息相关， 通过对药材的辨状

论质来进行品质评价， 从而判断药材的真伪优劣。
据历代本草记载， 根据黄精根状茎形态特征的不同分

为鸡头黄精、 姜形黄精、 玉竹黄精等类型， 其中鸡头黄精、
姜形黄精均为轮生叶类群， 玉竹黄精为互生叶类群， 通过

对地下根状茎的形态不同来判断其来源， 从而进一步评价

其品质优劣。 部分本草文献认为黄精根状茎以分歧者为佳，
另一方面则认为以不分歧者为佳， 现代研究多认为鸡头黄

精和姜形黄精质量为佳， 即以黄精和多花黄精为主要来源

种， 且其品质优良。
黄精为根状茎类药材， 其地下部分根据不同年限一节

一节的生长， 每生长一年， 地下部分便增大一节， 以块大

肥润者为佳。 黄精中含有多种化学成分， 其中多糖类成分

含量最高［５３⁃５４］ ， 黄精采收后需经炮制， 九蒸九晒后呈黄棕

色， 质地较硬， 切开后其断面呈透明状， 有冰糖渣， 味

微甜。
据记载， 通常药用黄精表面呈黄棕色半透明， 周边有

纵皱纹及隆起的环纹， 并有 “鸡眼” 状的茎痕， 质稍硬而

韧， 黏性， 带有焦糖气， 断面有 “冰糖渣” 味微甜； 而黄

精伪品则表面呈黑色， 断面有点状筋脉点， 质硬脆， 有光

泽， 有焦糖味， 味苦。 因此， 可通过黄精的特征性状来判

断其质量优劣。
综上所述， 历代本草学家对黄精的品质评价包括外形、

质地、 气味等， 其种质基原、 道地产区、 采收年限与加工

方法均会影响黄精的质量评价， 黄精的 “辨状论质” 观能

快速地鉴别其真伪优劣， 结合品质评价与辨证论质对黄精

进行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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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暨 ２０１７ 年江苏省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年会论文集．
苏州： 中国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 ２０１７： １４０⁃１４５．

［１３］ 　 李佳园， 魏晓嘉， 万国慧， 等． “辨状论质” 的历史沿革

与现代研究进展 ［ Ｊ］ ．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２０２１， ２７
（６）： １８９⁃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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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彭华胜， 张贺廷， 彭代银， 等． 黄芪道地药材辨状论质观

的演变及其特点 ［ Ｊ］ ． 中国中药杂志， ２０１７， ４２ （ ９ ）：
１６４６⁃１６５１．

［１５］ 　 姜　 武， 叶传盛， 吴志刚， 等． 黄精的本草考证［ Ｊ］ ． 中药

材， ２０１７， ４０（１１）： ２７１３⁃２７１６．
［１６］ 　 刘京晶， 斯金平． 黄精本草考证与启迪［ Ｊ］ ． 中国中药杂

志， ２０１８， ４３（３）： ６３１⁃６３６．
［１７］ 　 王雨婷， 刘婉滢， 沈舶宁， 等． 黄精的本草考证［ Ｊ］ ． 中医

药学报， ２０１９， ４７（３）： ８１⁃８６．
［１８］ 　 徐宇琳， 王元忠， 杨美权， 等． 黄精的本草考证及民族用

法［Ｊ］ ．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２０２１， ２７（１７）： ２３７⁃２５０．
［１９］ 　 孟　 诜． 食疗本草［Ｍ］． 郑金生， 张同君， 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２⁃３．
［２０］ 　 陈藏器． 本草拾遗［Ｍ］． 尚志钧， 辑校． 合肥： 安徽科学

技术出版社， １９７３： １３６．
［２１］ 　 苏　 颂． 本草图经［Ｍ］． 尚志钧， 辑校． 合肥： 安徽科学

技术出版社， １９９４： ７７⁃７９．
［２２］ 　 唐慎微．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Ｍ］． 北京： 人民卫生出

版社， １９９４： １４２⁃１４３．
［２３］ 　 朱　 橚． 救荒本草［Ｍ］．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 １９５９．
［２４］ 　 陈嘉谟． 本草蒙筌［Ｍ］． 王淑民， 陈湘萍， 周超凡， 点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８８： ３８⁃３９．
［２５］ 　 李时珍． 本草纲目［Ｍ］．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９６：

７１８⁃７２１．
［２６］ 　 倪朱谟． 本草汇言［Ｍ］． 郑金生， 点校． 北京： 中医古籍

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５７．
［２７］ 　 吴其濬． 植物名实图考［Ｍ］． 张瑞贤， 点校． 北京： 中医

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１２８⁃１２９．
［２８］ 　 吴仪洛． 本草从新［Ｍ］． 朱建平， 吴文清， 点校．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６．
［２９］ 　 刘文泰． 本草品汇精要［Ｍ］． 曹 　 晖， 校注． 北京： 华夏

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９５⁃９６．
［３０］ 　 李中立． 本草原始［Ｍ］． 郑金生， 汪惟刚， 杨梅香， 整理．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３⁃４．
［３１］ 　 葛　 洪． 抱朴子内篇 ［ Ｍ］．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１９９７： ９９．
［３２］ 　 闵　 钺． 本草详节［Ｍ］． 张效霞，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 ２０１５： ２１．
［３３］ 　 徐国钧， 何宏贤， 徐珞珊， 等． 中国药材学［Ｍ］．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１９９６： ６４４⁃６４５．
［３４］ 　 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Ｍ］． 尚志钧， 集注． 北京： 人民卫

生出版社， １９９４： １９８．

［３５］ 　 陈仁山． 药物出产辨［Ｍ］． 许鸿源， 重订． 台北： 新医药

出版社， １９７７： ３３⁃３４．
［３６］ 　 《湖南植物志》 编辑委员会． 湖南植物志 （第七卷） ［Ｍ］．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３７］ 　 南京药学院药材学教研组． 药材学［Ｍ］． 北京： 人民卫生

出版社， １９６１： ４６２⁃４６３．
［３８］ 　 孙思邈． 千金翼方［Ｍ］．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８３：

９⁃１９．
［３９］ 　 南京中医学院， 江苏省中医研究所． 中药学［Ｍ］．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５９： ６６６．
［４０］ 　 雷　 敩． 雷公炮炙论［Ｍ］． 张 　 骥， 辑校． 南京： 江苏科

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８５： ５．
［４１］ 　 卢多逊， 李昉等撰． 开宝本草［Ｍ］． 尚志钧， 辑校．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９８： １４９⁃１５０．
［４２］ 　 黄宫绣． 本草求真［Ｍ］． 刘理想， 潘秋平， 校注． 北京：

学苑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３３．
［４３］ 　 金世元． 金世元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Ｍ］． 北京： 中国中

医药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７３⁃７４．
［４４］ 　 一色直太郎． 汉药良劣鑑别法［Ｍ］．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 １９５５： １５．
［４５］ 　 冯耀南， 刘　 明， 刘　 俭， 等． 中药材商品规格质量鉴别

［Ｍ］．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１７１⁃１７３．
［４６］ 　 苏　 敬． 新修本草［Ｍ］． 尚志钧， 辑校． 合肥： 安徽科学

技术出版社， １９８１： １５３⁃１５４．
［４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１９７７ 年 版 一 部 ［ Ｓ ］ ． 北 京：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１９７７：
５２０⁃５２１．

［４８］ 　 王惠清． 中药材产销［Ｍ］．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２２７⁃２３１．

［４９］ 　 赵中振， 陈虎彪． 中药材鉴定图典［Ｍ］． 福州： 福建科学

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１６９⁃１７０．
［５０］ 　 谢宗万． 中药材品种论述 （上册） ［Ｍ］． 上海： 上海科学

技术出版社， １９９０： ４２０⁃４２０．
［５１］ 　 程铭恩， 王德群． 药用黄精种质的变迁［ Ｊ］ ． 中华医史杂

志， ２００９， ３９（１）： １７⁃２０．
［５２］ 　 王皓南， 田滢琦， 刘大会， 等． 中药 “辨状论质” 的历

史、 发展与应用［Ｊ］ ． 中药材， ２０２１， ４４（３）： ５１３⁃５１９．
［５３］ 　 施吉祥， 徐希明， 余江南． 黄精多糖提取工艺、 结构及药

理活性研究进展［ Ｊ］ ．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 ２０１９， ３８（２）：
３６⁃４２．

［５４］ 　 刘　 佳， 朱　 翔， 叶宏达， 等． 云南多花黄精适宜采收期

初步研究［Ｊ］ ． 中国农学通报， ２０１７， ３３（２７）： ８８⁃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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