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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药资源量虽大,但使用仍然存在一定问题,而且浪费现象非常严重。因此必须合理利用药用植

物,有效开发中药非药用部位的药用价值,使之得到充分利用,从而有效提高了中药材附加值。并且可以

利用中草药的非药用部分来生产生物肥料、有效成分提取分离、快速养殖材料、中草药饲料添加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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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amou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is large,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its use, and the waste phenomenon is very seriou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rational use of medicinal 

plants, effectively develop the medicinal value of the non-medicinal par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o as 

to make full use of it,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dded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Moreover, the non-medicinal part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an be used to produce biological fertilizer, 

extraction and separation of active ingredients, rapid breeding materials,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feed additiv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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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统中草药的使用习惯,大多只使用特定的部位入药,

常见的包括根、花、树皮及其他不同部位入药等。例如,丹参、

桔梗、人参等,根作为其药用部位；金银花、红花都是花进行入

药；而杜仲则以树皮入药。这些药用植物在采购、加工、炮制

过程中,取其相应的药用部位进行使用,其余部分(非药用部分)

大多被当作垃圾丢弃,不再有使用价值。许多非药用部分的中药

材中,其中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如果丢弃会造成

中药材资源的大量浪费。 

现代研究表明,中药非药用部位含有黄酮类、生物碱类等活

性成分,可多方位多靶点的起效作用,本文将对中药非药用部位

在作为生物肥料、提取分离非药用部位的活性成分、扩大药物

使用及其他方面应用进行初步概述,以期中药非药用部位的合

理开发利用。 

1 生物肥料应用 

目前,人参、灵芝等名贵药材的种植,存在培养基营养成分

短缺的问题,而大量的中药材中的非药用部分,碳水化合物和蛋

白质等营养成分的含量都非常高,而且还含有纤维素等成分,它

们可以充分满足食品(药品)用菌培养生产的需要,所以将非药

用部分的废弃部分,添加到培养基中,不仅可以提高其含量营养

培养基,还可以提高中药材的产量和质量。使废物得到有效利用,

被扔掉其实是一种浪费资源,并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研究中采

用含有非药用中药材的培养基栽培灵芝的方法[1],灵芝营养培

养基中含有总重量10%至70%的中草药非药用部位组合物,灵芝

非药用部位中草药成分用水充分浸透,在培养基中混合其他成

分,接种后灭菌,在适应灵芝生长习性的温度下培养,灵芝培养

成功。试验结果表明,采用这种栽培方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

变了灵芝的有效成分和功效,而且提高了灵芝的产量和子实体

的品质,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和商业价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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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方法也用于黑木耳的培养[3-4],在常规培养基成分中,

添加中药材非药用部分成分后添加培养基总重量的10%～50%。

该培养基能有效满足木腐菌的生产需要,并能大大降低栽培成

本,通过专业化生产减少这些食(药)菌的产量,实施实例中,木

耳的栽培在培养基和中药材相同的环境下,实验结果表明：后者

的木耳产量和品质均远高于前者。Chen et al等测定了厚朴非

药用部分的营养成分[5],将其作为平菇的培养基,评价了平菇生

长特性、营养成分和重金属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厚朴的非药

用部位包括粗纤维、粗蛋白等营养成分；当厚朴非药用部位

添加量为67%时,平菇产量达58.68kg,蛋白质含量达23%,与对

照相比,平菇产量提高18.3%。分别为按照无公害食品标准生

产的平菇的%和15.6%；因此,厚朴的非药用部分可作为平菇栽

培的基质。 

2 非药用部位活性成分的提取和分离 

通过对某些植物不同部位的化学分析、药理实验和临床观

察,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同一药用植物的不同部位往往含有相同

或相似的药用成分和生理活性,一般只是含量和功效的差异。这

些事实往往被忽视,因此,中草药无法充分利用,造成资源浪费,

例如人参入药,其茎叶中含有人参皂苷,可以提取分离；药用时,

大黄的根及根茎被利用,而地面的其他部分往往被废弃,造成大

黄资源的浪费,相关研究表明[6-8],大黄地上部分的提取与根部

有效成分提取物中总蒽醌含量不低于15%。通过一系列急性毒性

实验,证明大黄地上部分提取物具有良好的泻下、抗炎、清除自

由基等作用,其活性与大黄相似,因此可以认为：药材的替代资

源。另外,大黄地上部分资源丰富,可用于制备具有通便、抗炎、

清除有机自由基的药物或保健品,例如提取物具有一定的抗炎

作用,可用于用作减肥药或抗炎药中间体,这为大黄非药用部分

的开发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可以扩大大黄的来源,减少大黄

植物资源的浪费。 

同样,也可以将川贝母的粉碎部分提取分离[9],从而丰富了

贝母生物碱的有效成分,经过抑菌实验,诱发咳嗽实验和缓解哮

喘实验,所有实验均证实贝母茎叶提取物具有与地下鳞茎相同

的部位,且贝母的茎、叶具有相同甚至更好的镇咳、祛痰平喘、

清热散结的功效。薯蓣的传统药用部位为根茎,其他非药用部位

如根皮研究表明[10],茎、叶、珠芽被丢弃,造成资源浪费。检测

并比较总黄酮、总多糖、尿囊素的含量提取物中总黄酮和尿囊

素的含量可得以下结论叶子比其他部分高,还发现化学成分有

很大非药用部位与薯蓣的区别,非药用部位的成分为更复杂

的话,可以用它们开发出更多新奇的药物和食品,比如,提取

物薯蓣皮可用作洗涤剂。因此,应重视传统中药非药用部位的

提取和利用中医临床的应用案例,增加药材范围,扩大用药范

围源头药物,极大促进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资源利

用。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应引起高度重视提高非药用部位的开发

利用价值。 

3 扩展药物的使用 

相关研究人员[11]检测到的含量不同地区薏苡仁非仁部分(根、

茎、叶)的多糖不同采收期的茎多糖,检测结果表明,含量非仁部分

多糖根含量54.374mg/g,茎56.9322mg/g,叶52.7549mg/g,两者差

异不大,稳定在较高水平,从资源综合可持续利用的角度考虑,

建议非仁部分可作为薏苡仁的稳定来源,薏苡多糖可作为薏苡

仁的稳定来源。菊花的非药用部位、氨基酸、菊花叶中核苷类、

黄酮类和有机酸含量较高,根、茎三部分,结果表明,菊花叶可以

入药,它为菊花采后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2-15]。三七非药用部位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16],发现非药用部

位与药用部位具有相同的生物活性成分,从发根提取的有效成

分,可改善发丝对于冠心病患者的病情,也能起到暂时性的作

用。抗高血压,三七茎叶能提高血液中SOD的活性,此外,三七

叶皂甙还能显着降低小鼠脑中大鼠和鹌鹑两种高脂血症模型

血清中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从而显示出镇痛、镇静作

用。上述例子表明,三七非药用部位可以替代传统药物部位,

充分利用来源。往往非药用部位的成分及功效都和药用部位

的具有可比性,对20味药材的药用部位和非药用部位进行了

比较,见表1。 

表1 中药传统药用部位与非药用部位比较 

药品 传统药用部位 传统药用部位功效 非药用部位 非药用部位成分分析及应用

三叶青 干燥成熟果实 清热解毒,疏散风热 藤叶 富含总黄酮,抗氧化活性强

金银花 干燥的花蕾 清热解毒,疏散风热 藤叶 富含总黄酮,抗氧化活性强；

辣木叶 干燥枝条 祛风除湿、活血解毒 茎叶 富含总黄酮,有抗氧化性作用

葛根 干燥根茎 解肌退热,生津止渴 藤叶 富含总黄酮,有抗氧化性作用

石菖蒲 干燥根茎 醒神益智,化湿开胃 茎叶 富含总黄酮,有抗氧化性作用

迷迭香 干燥茎叶 健脾,安神,止痛 枝条 富含总黄酮,有抗氧化性作用

粉防己 干燥根茎 祛风止痛,利水消肿 茎叶 富含总黄酮,有抗氧化性作用

黄柏 干燥树皮 清热燥湿,泻火除蒸 茎叶 富含总黄酮,有抗氧化性作用

紫苏子 干燥果实 降气化痰,止咳平喘 茎叶 富含总黄酮,有抗氧化性作用

吴茱萸 干燥嫩枝 散寒止痛,降逆止呕 茎叶 富含总黄酮,有抗氧化性作用

木姜叶柯 干燥叶 止血及血痢,止渴,活血 茎 富含总黄酮,有抗氧化性作用

黄芩 干燥根茎 清热燥湿,泻火解毒 叶 富含总黄酮,有抗氧化性作用

莲子 干燥成熟种子 补脾止泻,益肾涩精 壳 富含总黄酮,有抗氧化性作用

栀子 干燥成熟果实 泻火除烦,清热利湿 枝条 富含总黄酮,有抗氧化性作用

山香圆叶 干燥叶 清热解毒,利咽消肿 枝条 富含总黄酮,有抗氧化性作用

钩藤 干燥带钩茎枝 息风定惊,清热平肝 叶 富含总黄酮,有抗氧化性作用

草珊瑚 干燥茎叶 清热解毒、祛风活血 藤条 富含总黄酮,有抗氧化性作用

菊花 干燥头状花序 散风清热,平肝明目,清热解毒 枝条 富含总黄酮,有抗氧化性作用

蔓荆子 干燥成熟果实 疏散风热,清利头目 茎叶 富含总黄酮,有抗氧化性作用

芦根 干燥根茎 清热泻火,生津止渴 叶 富含总黄酮,有抗氧化性作用
 

4 其他作用 

4.1作为快速育种的材料 

相关研究表明[17],利用半夏茎这个非药用部位进行接种,

通过组织培养的目的是诱导培养,实现快速繁殖,野生中药资源

减少与临床需求增加医药方面,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开展中

草药的引进工作该方法具有养殖速度快、生长周期短、成本低

等优点。生产成本低,可广泛应用于中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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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作为中药饲料添加剂 

中药饲料添加剂来源广泛、价格低廉、操作简单加工工艺,

一般只需粉碎混合即可,不易变质,而中药饲料添加剂的营养成

分比较齐全,含有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

等营养成分,它能增强动物机体免疫力,具有抗菌、抗病毒功能,

提高机体免疫力家禽的抗病能力。 

5 总结 

随着中医药的应用日益广泛,迫切需要扩大中医药的应用

范围。植物资源,因此,在重视原药材利用的同时,为了充分挖掘

和发现传统的可用性和适用价值药材,提高中药资源利用效率

医药,找到新的用途,达到物尽其用的目的,具有重要意义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近年来,由于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

研究技术在传统药用和非药用部分中的应用,从而为新药源的

开发提供了途径。目前,越来越多传统非药用部位的资源价值受

到重视,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本研究的目的是扩大中药来源使不

同中药非药用部位的开发更有针对性药物。尤其针对中药非药

用部位作为饲料添加剂中在畜牧动物的应用,它们成为中药领

域的新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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