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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药材商品规格既是市场流通的表现形式，又蕴含各不相同的内涵和形成模式。本文在对当归药材不
同商品规格的形成模式进行归纳分析基础上，提出中药材商品规格形成的多元模式：（１）不同生态环境差异性的药
材商品规格形成模式；（２）不同入药部位功效差异性的药材商品规格形成模式；（３）不同产地加工方式差异性的药
材商品规格形成模式；（４）不同用药习惯和文化背景差异性的药材商品规格形成模式；（５）不同种质基源同名药材
差异性的药材商品规格形成模式；（６）不同利用目的差异性的药材商品规格形成模式。

［关键词］　当归；药材商品规格；形成模式

中药材商品规格是市场流通的表现形式，又蕴

含各不相同的内涵和形成模式。药材商品规格是药

材品质的体现［１］，相同药材不同规格等级其品质与

疗效具有差异性，因此药材商品规格等级亟待量化

标准，包括对性状品质指标、化学品质指标、生物

品质指标等各级各类指标的量化系统。本文在对当

归药材商品规格的形成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

讨目前中药材商品规格的形成模式及其与药材品质

的相关性，为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划分的客观化、

规范化、标准化提供依据和参考。

１　当归药材的商品规格

１１当归药材商品规格形成的历史沿革
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划分是传统的药材质量评

价方式，历代均有，历史上是在实践经验积累的基

础上逐步形成的。如 《神农本草经》就把中药分

上、中、下三品。陶弘景记载陇西 “马尾当归”难

得，李时珍亦曰：“人多栽莳为货，以秦归头圆、尾

多、色紫、气香、肥润者名马尾归，最胜他处”。由

此可推测至迟在公元五世纪秦地高山栽培，迄今岷

归栽在海拔２０００ｍ以上，低于海拔１７００ｍ难以达
到上述优质标准。

在我国１９８４年部颁 《７６种药材商品规格标准》
中，当归药材的商品规格按每公斤所含支数划分为

不同等级。一般分全归和归头两种规格，分别以每

１０００ｇ的支数和根梢直径划分等级。其商品规格等
级划分见表１。

表１　当归药材商品规格等级划分

商品规格 等级 平均重量／支·ｋｇ－１

全归 一等 ４０
二等 ７０
三等 ＜１１０
四等 ＞１１０
五等 全归占３０％，归渣占７０％者

归头 一等 ４０
二等 ８０
三等 ＜１２０
四等 ＜１６０

出口规格 特等 ＜３６
一等 ５２～５６
二等 ６０～６４
通底归 ７２～７６

１２当归药材商品规格的现状
国家药材商品规格标准中将当归分为全归、归

头二类。（１）全归规格：干货，上部主根圆柱形，
下部有多条支根，根梢不细于０２ｃｍ；表面棕黄色
或黄褐色，断面黄白或淡黄色，具油性，气芳香，

味甘、微苦。（２）归头规格：干货，纯主根，呈长
圆形或拳状；表面棕黄或黄褐色，断面黄白或淡黄

色，具油性，气芳香。味甘、微苦。

针对当归药材的用药习惯和应用目的，药材市

场流通中当归药材商品规格等级较多。主要商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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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及性状特征见表２。

表２　不同当归饮片商品规格及其性状特征

序号 饮片规格 性状特征

１ 归头片 呈卵圆形，卵三角形或近椭圆形，少数不规则形，

平展或稍弯曲。长２～１０ｃｍ，宽１～４ｃｍ。
２ 归尾片 大多呈长条状，多弯曲，长２～１０ｃｍ，宽０３～０８ｃｍ。
３ 统片 由头片与尾片混装；出口当归往往需撞去外皮，

再加工成纵切片。

４ 佛手片 呈狭长卵形，中、下部具２～６条分离或粘连的
归尾片，平展。长 ８～２０ｃｍ，宽 １～５ｃｍ，厚
０１～０２ｃｍ。残留外皮黄褐色，可见横向皮孔及
皱纹；刨面黄白色或浅黄色，略显角质，维管束

纵向排列；尾片中常显类白色木心。质稍硬而

脆。气香，味甜、稍麻后微苦。

由上可知，当归药材在长期用药习惯、历史沿

革及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形成了当归商品规格等

级［３５］，是药材品质的外在体现，其相关性及科学内

涵有待论证；药材商品规格形成模式的分析有助于

药材规格等级的划分进一步规范化和标准化，从而

保证药材的品质和临床疗效。

２　当归药材商品规格形成模式与分析［８１０］

２１不同产地生态环境的差异性对当归药材商品规
格形成的影响

　　特有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影响药材品质的重要因
素。由于生态环境（包括土壤因素、气候因素等诸多因

子）不同，致使商品药材性状、质量均有一定差异性

而形成不同的当归药材规格等级。同在甘肃，不同地

区间当归的品质存在显著差异：岷山山脉山后依傍洮

河，土壤肥沃，土层深厚，年最高气温为２３℃左右，
适合当归生长，其主根肥大而长，支根少而粗壮，内

外质地油润，气味清香；山前沿白龙江流域的武都一

带，土层较薄，碎石块多，腐质土少，气温较高，那

里产的当归一般主根短，支根多而细，油性也差，当

地有 “前山缒子，后山王”之说。

因此，当归药材商品规格等级与产地生态环境

密切相关，产地生态因子诸多因素影响形成的药材

性状、质量存在差异性。产地生态环境影响形成的

不同药材规格主要包括：岷归（产于甘肃岷县），云

归（产于云南），川归（产于四川）等。产地生态环境

不同形成不同规格药材的品质差异见表３。

表３　不同产地生态环境当归药材商品规格及其差异

产地 商品规格 生态环境 药材性状 功效偏重

甘肃 岷归 日照时间较长，

相对较干旱

色紫气香肥润 力柔善补

四川 川归 日照时间较短，

相对较湿润

尾粗坚枯香气

较弱

力刚善攻

云南 云归 日照 较 长，湿

度大

质硬较脆香气较

弱，口尝先甜后

有刺喉的麻舌感

功效弱

于岷归

２２同一药材不同部位中医临床功效的差异性对当
归药材商品规格形成的影响

　　祖国医学认为，当归入药部位不同，功效各异：
“归首”（归头）能止血；“归身”能养血补血，常用

于治疗贫血、体弱及子宫出血等疾病； “归尾”有

行血破瘀之功，常用于经闭不通及瘀血积滞肿痛等

疾病；原品当归，称为 “全归”，具有活血之功。

基于传统中医药对当归应用的认识和经验总结，

依据当归不同入药部位功效差异的特点，当归商品

规格可分为全归、归头、归身、归尾等，当归各药

用部位功效的偏重，临床遣方用药各有选择，而发

挥各自的临床疗效。当归不同药用部位形成的药材

商品规格品质差异见表４。

表４　当归不同药用部位商品规格与中医功效的差异

序号 商品规格 药用部位 功效

１ 归头 根头 止血

２ 归身 主根 补血

３ 归尾 支根及须根 活血

４ 全归 完整根 补血和血，调经止痛

２３不同产地加工方式的差异性对当归药材商品规
格形成的影响

　　为了促使新鲜的药材容易干燥或符合用药需求，
通常采取不同的产地加工方法，引起药材品质的差异

性，据此可划分出不同的药材规格等级。当归药材不

同产地加工方式差异性的商品规格品质差异见表５。

表５　当归药材不同加工方式的商品规格及其差异

序号 药材规格 加工方法 药性及功效

１ 统片 由头片与尾片混装形成 补血和血

２ 归头片 归头刨片，有大片、中

片之分

补血

３ 归尾片 归尾刨片 破血下气

４ 佛手片 全当归刨片，有大片、

中片之分

补血和血，调经止痛

５ 横切片 全当归横切 补血和血，调经止痛

５ 纵切片 全当归纵切 补血和血，调经止痛，

味甘、辛，性温

６ 岷归 药材放置回潮、上色、

熏制

力柔善补

７ 川归 药材直接摊晾晒干 力刚善攻

８ 云归 药材直接摊晾晒干 功效弱于岷归

２４不同利用目的差异性的当归药材商品规格形成
模式

　　当归药材在临床的应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
于医家对当归认识的差异、用药习惯的不同以及文

化背景的不同，使当归以不同规格形式应用。主要

分为出口箱归、内销箱归、食用单只片、归腿片，

药用全归片，药厂投料全当归、当归个子货、酒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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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等。

３　中药材商品规格不同形成模式的分析与探讨

中药材商品规格形成模式蕴含着深刻的科学内

涵，与药材产地生态环境差异性、产地加工方式差

异性、不同入药部位功效差异性、用药目的差异性

以及种质基源差异性等密切相关。在分析当归药材

商品规格等级形成模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药材

商品规格的形成模式，为药材商品规格等级的划分

标准提供借鉴。

３１不同生态环境差异性的药材商品规格形成模式
同种药材不同产地生态环境影响着药材外在和

内在质量，从而形成不同的药材商品规格与等级，

如防风按产地生态环境的差异可分为：关防风、口

防风、西防风、川防风和云防风。产于东三省、内

蒙东部的称 “关防风”，质量最佳，为地道药材；

产于内蒙西部、河北的称 “口防风”；产于山西的

称 “西防风”，质稍次。又如白芷按产地不同分为：

禹白芷、祁白芷、杭白芷、川白芷。 “禹白芷”产

于河南长葛、禹县；“祁白芷”产于河北安国；“杭

白芷”产于浙江、福建；“川白芷”产于四川遂宁。

当归因产地生态环境的不同形成不同商品规格：岷

归、川归、云归等，产于甘肃岷县的当归称为 “岷

归”，质量最佳，为地道药材。

药材商品规格的形成受到特定的生态环境条件

的影响，现代研究证实次生代谢产物的合成和累积

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１１］，而药材中有效物质（即植

物次生代谢产物等）是评价药材品质的重要因素。如

伞形科植物蛇床子因产地区域不同所含香豆素类成

分的结构类型不同［１２］，研究表明产于江苏、山东、

安徽等地在同一区域的蛇床子含有简单香豆素蛇床

子素及５个线型呋喃香豆素类成分，而产于内蒙、
辽宁、河北等地的蛇床子中不含蛇床子素，而含以

爱得尔庭（ｅｄｕｌｔｉｎ）为主的６个角型呋喃香豆素类成
分。植物次生代谢产物合成与累积的环境诱导作用

在细胞和分子水平已得到一些证实［１３］：植物细胞内

调控次生代谢产物合成的相关酶合成基因只有在特

定环境的刺激诱导下才能表达；可诱导或影响次生

代谢产物合成与累积的生态因子较多，如光照、光

质、水分、温度、海拔、土壤、大气、不同生长期

等。药材产地的生态环境、采收期以及加工贮藏条

件均能影响药材中有效物质的合成、积累、转化、

变化等，从而影响药材质量和临床疗效。

因此，不同产地生态因子（包括光照、温度、水

分、土壤等）对药材中有效物质（包括挥发油类、有

机酸类、苯酞类、多糖类等）合成与累积具有重要

影响，对不同生态因子作用下商品药材品质进行评

价，综合分析不同产地生态环境、加工方式对药材

品质的影响，探讨不同商品规格形成的内在因素。

３２不同产地加工方式差异性的药材商品规格形成
模式

　　因产地加工方法不同引起质量上的差异，依此
形成不同的药材商品规格，如当归、肉桂。当归按

产地采收加工方法不同形成不同商品规格药材：归

头、归身、归尾等规格。如肉桂、附子。肉桂按产

地采收加工方法不同划分成：桂通、企边桂、板桂、

桂碎、桂心５个规格。桂通：为剥取载培５～６年树
的干皮、粗枝皮，不经压制，自然卷曲成筒状，长

３０ｃｍ，直径２～３ｃｍ。企边桂：为剥取１０年以上的
干皮，将两端削成斜面，突出桂心，夹在木制的凹

凸板中，压成两侧向内卷曲的浅槽状，长４０ｃｍ，宽
６～１０ｃｍ。板桂：剥取老树近地面的干皮，夹在木制
的桂夹内，晒至九成干，经纵横堆叠，加压干燥，

成扁平板状。桂碎：桂皮加工过程中的碎块，多供

香料用。桂心：即剥去外皮者。

３３不同入药部位功效差异性的药材商品规格形成
模式

　　药材入药部位不同，疗效存在差异而形成不同
商品规格。如当归，分为 “全归”、“归头”和 “归

尾”。“归头”的功效偏于补血；“全归”既能补血

又能活血；“归尾”偏于破血下气。

３４不同种质基源同名药材差异性的药材商品规格
形成模式

　　药材因基源的科、属、种不同，内在质量和外
形存在差异，如中药泽泻 ＲｈｉｚｏｍａＡｌｉｓｍａｔｉｓ主产于
福建、四川、江西，多系栽培品，成两大品系：建

泽泻、川泽泻，且传统以建泽泻为优。商品规格分

为建泽泻、川泽泻、浙江泽泻和江西泽泻。一般认

为建泽泻质佳，以建泽泻、川泽泻量大，使用地区

广。建泽泻、川泽泻、江泽泻可能属于不同的植物

基源：认为川泽泻原植物为泽泻 Ａｌｉｓｍａ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ａｑｕａｔｉｃａＬｉｎｎ，而建泽泻原植物为东方泽泻 Ａｌｉｓｍ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Ｓａｍ）Ｊｕｚｅｐ。

黄连按其基源不同可分为味连、雅连、云连 ３
种药材规格。味连多分枝，弯曲，集聚成簇，形似

鸡爪，少有单枝；雅连多为单枝，微弯曲，略呈圆

柱形，似鼓锤；云连多为单枝，弯曲成钩状，较细

小。每种规格又分为一、二等级。麻黄也按种质基

源不同分为草麻黄、中麻黄和木贼麻黄 ３种规格。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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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优良品种遗传因素对药材商品规格的形成至

关重要。

３５不同利用目的差异性的药材商品规格形成模式
由于药材使用用途、方式的不同形成不同的药材

商品规格，主要用途及规格阐述如下：（１）临床遣方
用药多为药材饮片；（２）为提高临床疗效有时采用药
材炮制品；（３）贵重药材出口多为特等品；（４）制药
原料多为个子货；（５）药膳或保健食品多为外形美
观的加工品，如单片或佛手片等。

３６不同用药习惯和文化背景差异性的药材商品规
格形成模式

　　中药材商品规格不仅代表药材品质的概念，也
蕴含着当地人民的用药习惯和文化理念。集中反映

了当地人民在药材生产、加工及栽培技术方面的先

进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标志。由于用药习惯和文化

背景的差异，同一药材形成不同的药材商品规格。

如山药带有表皮者称 “毛山药”，除去表皮并搓圆

加工成商品的称 “光山药”。其他的如毛香附与光

香附；个茯苓与茯苓块；生晒参与红参；毛壳麝香

与麝香仁等。

４　小结

中药材商品规格形成模式是中药材内在质量的

外在体现，取决于诸多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的影响，

如药材的品种、生长环境、产地加工及储存条件等。

阐明其主导因子是揭示药材商品规格形成模式与药

材内在品质相关性的首要前提，是进一步研究药材

商品规格评价指标的基础，从而阐明药材商品规格

形成模式的科学内涵，促进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的

客观化、规范化和标准化。

《药材商品规格标准》是国家药品标准和商品

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于

１９５９年颁布了 《３８种药材商品规格标准》，１９６４年

颁布了 《５４种药材商品规格标准》。目前，我国内
地执行的国家药材商品规格标准是１９８４年部颁药材
标准，即 《７６种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它是根据产
品质量的高低、好次来划分等级［８］，包含了品别、

规格、等级３个方面的标准。由于药材商品市场的
变化和 《中国药典》版本的不断更新，原有 《７６种
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已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情况，

市场自我形成的 “标准”随意性较大，无法统一，

导致药材市场中部分药材商品品别、规格、等级的

混乱。因此，药材商品规格形成模式的探讨可为药

材规格与等级标准的修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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