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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立法保护的岭南道地药材（二）

靳士英　靳　朴　刘淑婷

　　【摘要】　２０１６年４月广东立法保护岭南中药材，首批８种，再及于其它，现初见成效。年底，国家颁布了中医药
白皮书和中医药保护法，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增加我国软实力。预料岭南中医药将更好地发展和逐步解决医毁于

药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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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广陈皮
２．３．１　药典要求　《国家药典》（２０１５年版）只有
陈皮为芸香科柑橘属橘Ｃｉｔｒｕｓ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Ｂｌａｎｃｏ及其
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药材则分两种：广陈皮

则为其栽培变种茶枝柑 Ｃ．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Ｃｈａｃｈｉ’、四会
柑Ｃ．ｒｅｔｉｃｕｒａｔａｓｈｈｏｉｅｎｓｉｓＴａｎａｋａ；此外，还有大红袍
Ｃ．Ｔａｎｇｅｒｉｎａｒｉｎａ’。要求干品含橙皮苷不得少于
２５０％［１６］。有报道广陈皮富含挥发油，可达１２％～

３２％；而一般陈皮为１５％ ～２０％。陈皮的挥发
油及主成分橙皮苷虽有种种测定方法，与结果的详

细报告，但单独广陈皮的成分报告却较简单，Ｃ．
Ａ１９６７年的报告谓含挥发油１５％ ～２０％，另含橙
皮苷、新橙皮苷、柑橘素、二氢川陈皮素等［１７－１８］。见

图１０，图１１，图１２［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
彩色图集》（１９９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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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生产现状　广陈皮今为名贵药材，为广东道
地药材“十大广药”之一，出口名牌药材，为整体纵

开３～４瓣，基部相连，果皮肉质较厚１～２ｍｍ，表面
橙红青黄色，有干皱纹，密布大而均匀的凹陷的油

室；内表面淡黄色，粗糙有麻点，较疏松，有分布不均

匀的海绵状筋络，油室孔眼稍凹下，对光视可见油室

孔眼清晰透亮，排列紧密圆大的油室，质柔软，富弹

性，气清香，味甘微辛，嚼之又麻舌感。因广陈皮的

珍贵，往时果农采取“卖果留皮”之法收集果皮，今

则主要来自罐头厂。

２．３．３　诸家论述　广陈皮究竟何时入药的呢？据
《证类本草·乳柑子》条有“陈藏器：产后肌浮，柑皮

为末酒下”。《开宝本草》说：“山柑皮疗咽喉痛效，

余者皮不堪用。其树若橘而圆大，皮色生青熟黄，未

经霜时尤酸，霜后甚甜，故名柑子。今人多作橘皮售

于人，不可不择也。柑皮不甚苦，橘皮极苦，至熟时

亦苦。若以皮紧慢分别，橘与柑又缘方宫各不同，亦

互有紧慢者。”［１９］上述医药学家与辞书均认为广陈

皮在唐《本草拾遗》时已入药并临床应用。明《本草

品汇精要》乳柑子条与《证类本草》所述同［２０］。《本

草纲目》则有进一步发挥，其黄橘皮条说：“今天下

多以广中来者为胜，江西者次之，然多以柑皮杂之。

柑皮犹可用，柚皮则悬绝矣”。而柑条则说：“柑，南

方果也，而闽、广、温、台、苏、抚、荆州为盛，川蜀虽有

不及之。其树无异于橘，但刺少耳，柑皮比橘色黄而

稍厚，理稍粗而味不苦，……柑橘皮今人多混用，不

可不辨。”［２１］就是说，到了李时珍那个年代，广中已

盛产柑皮，且已作陈皮广泛使用了。

入清之后，清人笔记多有提及广柑者，小而白，

肉香甘异［２２］；《南越笔记·柑柚》提到，“广中多产

之。《广州志》柚有大小红白数种，产于增城者，小

而尖长，甚芬郁，名香柚……”［２３］《罗浮记》云：“香

柑有赤者黄二色；《潮州志》云：潮果以柑为第一品；

《肇庆志》云：乳柑产四会上林者佳。”彼时四会之香

柑，增城之香柚已被记录。吴仪洛《本草从新》在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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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条中说：“广产为胜，皮厚不脆，有猪棕纹；福建产

者，名建皮，力薄；浙江衢州出者，名衢皮，更恶劣

矣。”［２４］所谓“猪棕（鬃）纹即指新会柑、四会柑内表

面显现的下凹的油室。类似猪皮的里面因表面有猪

鬃而显现的凹陷。”

橘皮何以称陈皮呢？因入药以陈年者（已缓和

了辛辣之气）好，故唐·孟诜《食疗本草》称之为“陈

皮”，其橘条有一方“取陈皮一斤，和杏仁五两，去皮

尖，熬，加少蜜为丸。每日饮下三十丸，下腹脏间虚

冷气、脚气冲心，心下硬结，悉主之。”又柑子（乳柑

子）条，“堪食之，其皮不任药用，亦酸，即得霜后，方

即甜美，名之曰：甘。利肠胃热毒，下丹石，止暴

渴。”［２５］

２．３．４　形势展望　今人处方，均用陈皮或广陈皮。
但有报告陈橘皮所含挥发油及橙皮苷，随贮存时间

延长而降低。当年产的橘皮挥发油含量为５０２％，
橙皮苷为４４０％，贮存二三年后分别降至３４０％、
２６５％～３０２％［２６］，值得进一步研究。古今不同的

炮制方法对陈皮质量也有影响。古今炮制方法甚

多，《国家药典》只载切制一法。研究认为，手工切，

耗工大，效率低；切药机切，大小粗细不匀，在干燥收

藏过程中极易破碎、耗损；采用面条机切，粗细均匀，

损耗少，效率也高。关于炮制方法，归纳有去白、麸

炒、土炒、姜、盐、小便制，甘草汁炙，蜂蜜、乌梅、甘草

制诸法。研究结果表明，土炒炮制后可以显著提高

橙皮苷的浸出量，其中陈皮苷含量比生品增加了

３９９４％。另外，炮制陈皮要克服其苷的亲水性，以
免橙皮苷水解流失，还要避免接触酸性物质，使陈皮

苷呈游离状态而不易浸出，与文献提出的短时浸泡

法加工陈皮刚好吻合［２７］。

看来，广陈皮的保护除了重视原产地种源外，还

要重视其贮存与炮制方法的研究与改进。广陈皮多

为栽培，主产于新会、江门、四会，有大量生产。今广

东省规定新会为道地产地，它面临的既有省内诸产

地的竞争，又有橘质量提高的挑战。２０１６年报道，
新会柑又大丰收，种植面积已达６５万亩，其挂果面
积达３万亩，预计产量超过７万吨，肉重皮轻，因基
数大，广陈皮产量亦大为增加。

２．４　广藿香
２．４．１　药典要求　广藿香为唇形科刺蕊草属植物
广藿香ＰｏｇｏｓｔｅｍｏｍＣａｂｌｉｎＢｅｎｔｎ．的干燥地上部分。
《国家药典》（２０１５年版）已将其列为单独一药，要
求按干品计算含百秋李醇（Ｃ１５Ｈ２６Ｏ）不得少于
０１０％；藿香油也已纳入《国家药典》，其百秋里油
含量不得少于２５％［２８］。今广东省人大立法规定广

藿香主产地为湛江。但作为广东道地药材，在药材

经营上素分为石牌藿香，又称肇香，主产于高要、肇

庆、云浮等县；海南藿香又称南香，主产于海南、广

东，是从海南１９６０年引进的，现分布于湛江、遂溪、
徐闻、吴川、电白、高州等市县［２９］。看来，广藿香的

栽培产地竞争将是很激烈的。其中，石牌藿香从选

种定植物、管理、采收、加工，一向十分讲究，质量最

佳。见图１３，图１４［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
药彩色图集》（１９９５年版）］。

　　图１３　广藿香　　　　　　　　图１４　药材广藿香

２．４．２　生产现状　近年来研究，广藿香的挥发油含
量：海南藿香叶为３％～５％，茎为０５％～０７％；石
牌藿香叶为０３％～０５％，但抗真菌成分的广藿香
酮Ｐｏｇｏｓｔｏｎｅ是石牌藿香的主成分，它是体外抑制白
色念珠菌、隐球菌等真菌的有效成分；体内对溶血性

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葡萄球菌也有一定的抑

制作用；而海南藿香则此种成分甚微。海南藿香含

油量高是它的优势，除药用外，还作为香料大量出

口，但质量有待提高［３０］。

２．４．３　诸家论述　广藿香是一味古老的药物，最早
记载于后汉·杨孚《异物志》［３１］，他说：“交趾有

之”。仅指明有产地，后来吴·万震《南州异物志》

谓：“藿香出海边国，形如都梁，可着衣服中。”《南方

草木状》云：“味辛榛生，吏民自种之，五六月采，暴

之，乃芬耳，出交趾、九真诸国。”《本草图经》说：“藿

香旧附五香条，不著所出州土，今岭南郡多有之，人

家亦多种植，二月生苗，茎梗甚密作丛，叶似桑而小

薄，六月七月采之，暴干乃芬香，须黄色，然后可

收。”［３２］

２．４．４　形势展望　看来广藿香自东汉以来，在岭南
家家户户广为种植已有近２０００年的历史，积累了丰
富经验，创造了一些名牌。虽然广东省确定它的主

产地为湛江，但省内诸产地的竞争激烈，而且有全国

广为种植和临床应用效果较好的藿香 Ａｇａｓｔａｃｈｅ
ｐｕｇｏｓａ（ＦｉｓｃｈｅｔＭｅｙ）Ｏ．Ｋｅｔｙ．的挑战。藿香含
０２８％香醚、茴香醛、柠檬烯等，黄酮类化合物有刺
槐黄素、椴素、蒙花苷、藿香苷、异藿香苷、藿香素等，

向为古方藿香正气散、六合汤之原料［３３－３４］，广藿香

是入典中成药藿香正气口服液、水、软胶囊、滴丸和

藿胆丸、藿胆片的原材料［３５］。所以广藿香不但要求

提高质量，还要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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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对称，而乳腺增生临床复发率高，病程长，提示

选择、实施、测量、随访、发表均有可能存在偏倚。此

外，本研究仅检索了中国知网数据库，最终纳入７篇
文献，均未进行样本量估算，且对照组药物种类多

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结论的稳定性。今后有关

耳穴贴压治疗乳腺增生的临床研究，需估算样本量，

严格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设立标准治疗方案，并注

重多中心、大样本的病例对照研究，进一步提高文献

质量，为临床推广应用提供更强有力的依据。

与单纯药物相比，在治疗乳腺增生中耳穴贴压

或联合其他治疗方式总有效率及治愈率有优势。耳

穴治疗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不同的穴位可以

反应不同的脏腑及部位的病变，通过刺激耳穴，经过

经络腧穴系统的传导，可以起到疏通经络、缓解疼痛

的作用。祖国医学认为“男子乳头属肝，乳房属肾；

女子乳头属肝，乳房属胃”，故取穴多选取肝穴、肾

穴疏肝益肾。现代医学认为乳腺增生与内分泌失调

关系密切，故取穴多选内分泌、皮质下等调节人体内

分泌。经常有规律地刺激肝、肾、内分泌、皮质下等

耳穴，通过腧穴经络系统调理冲任、补益肾气，达治

本之功，可获得良好疗效［１２－１３］。且耳穴贴压操作简

便，药物有效成分直达患处，同时经皮肤吸收疏通经

络，调节脏腑功能，属于无创性外治疗法，有效避免

了口服药物有效成分经肝脏首过效应的消减，减轻

了胃肠道刺激性，降低肝肾毒副作用［１４］，因此未来

在治疗乳腺增生的进程中，应大力推广耳穴贴压治

疗方法，使之受益更多的病患，造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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