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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农业

△ ［基金项目］　本文系２０１１年度甘肃省高等学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 “定西道地中药材产业关键生物技术的分析与研究

（１１２７０３）”，２０１１年度定西市科技计划项目 “定西当归野生种质资源的调查与保存”（２０１１０７１５）阶段
性研究成果。

 ［通讯作者］　张尚智，Ｅｍａｉｌ：ｌｘｓｆｚｓｚ＠１６３ｃｏｍ

野生当归及其当归植物资源的研究
△

张尚智，贺莉萍，韩黎明，杨文玺，刘玲玲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生化系，甘肃　定西　７４３０００）

［摘要］　 野生当归在中国分布稀少，资源保护迫在眉睫。研究证明，野生当归与栽培当归在形态生理、药物
化学等方面有显著的区别，经民间采用的传统当归药材的基原植物种类繁多，专一性差。中国名为 “野当归”和名

含 “当归”的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功效也不尽相同。

［关键词］　 野生当归；种质资源；保护；基原植物

１　当归的生物学特性

当归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Ｏｌｉｖ）Ｄｉｅｌｓ，伞形科、当
归属，多年生草本，高４０～１００ｃｍ；根圆柱状，分
枝，有多数肉质须根，黄棕色，有浓郁香气，茎带

紫红色。基生叶及茎下部叶卵形，长８～１８ｃｍ，二
至三回三出式羽状全裂，最终裂片卵形或卵状披针

形，长 １～２ｃｍ，宽 ５～１５ｍｍ，３浅裂，有尖齿，
叶脉及边缘有白色细毛；叶柄长３～１１ｃｍ，有大叶
鞘；茎上部叶简化成羽状分裂。复伞形花序；无总

苞或有２片；伞幅９～１３，不等长；小总苞片２～４，
条形；花梗１２～３６，密生细柔毛；花白色。双悬果
椭圆形，长 ４～６ｍｍ，宽 ３～４ｍｍ，稜侧棱具翅，
翅边缘淡紫色。花期６～７月，果期７～９月。分布
于陕西、甘肃、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多为栽

培，少见野生。根供药用，能补血活血、调经、润

肠，是治疗痛经的主药
［１２］。

２　野生当归的资源分布与保护现状

２１资源分布
关于野生当归在中国的分布情况，在许多文献

甚至近几年的一些资料中常使用的均是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初全国第三次中药普查时的结果数据

［３４］，２０
多年来，有关当归野生资源的调查研究少有报道。

近年来，随着中国乃至全球中药材野生种质资源保

护意识的增强，专家学者对当归野生种质资源的调

查研究也日渐重视，且目前已获得了一些基本的数

据资料
［１，５８］。根据文献检索，野生当归在中国的主

要分布情况见表１。
２２保护现状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国务院、国家环境

保护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等部门先后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国务

院１９８７１０３１）、第一批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名录》（国务院１９９９８４批准公布）等条例，出版
了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第１册）（国家环境
保护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７）、《中国植物红皮书———稀有濒危植物（一）》
（傅立国主编，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等书籍，其中列
入了国家重点保护的一些动植物药材物种名录，但

仔细查阅发现，野生当归物种均未列入上述保护目

录之中。

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通过对当归野生资源的调查

研究之后，都一致认为：目前，野生当归资源在全国

少见，距灭绝的时间已为时不远，亟待需要加强保

护
［７，２１２２］。因此，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将野生当

归纳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范围内加以保护。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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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野生当归在中国国内的分布状况

分布地区（分布点数） 生境 资料文献来源

甘肃（３６）漳县（７） 人迹罕至的高山丛林 ［９］［１０］［１１］［１２］
［１３］［１４］［８］

舟曲（５） 人迹罕至的高山丛林 ［９］［１１］［１０］［１２］
［１４］

文县（２） 高楼山 ［１０］［１５］
天水（２） ［１０］［１５］
渭源（２） ［１３］［５］
岷县（６） 海拔２４００～２７００ｍ的

灌木林下

［１１］［１３］［１６］［３］
［４］［５］

宕昌（５） 海拔２４００～２７００ｍ的
灌木林下、花儿坡

［１１］ ［１０］ ［１５］
［１３］［５］

迭部（４） 腊子口、山仙洞人迹罕至

高山灌木丛、马山、岷山

［１１］ ［１５］ ［１０］
［１７］

陇西（１） ［６］
［１８］［１９］

西藏（６） 林芝（５） ［１］ ［３］ ［７］ ［４］
［５］

工布江达

（错高湖）

（１）

［１］

四川（９） 灌县（１） 麻窝场 ［２０］
峨边（１） 黄木场 ［２０］
川东（１） 大宁场 ［２０］
阿坝（１） 海拔高度 １７００～３０００

ｍ的高寒山区
［７］

峨眉山

（１）
海拔２４００～２７００ｍ的
灌木林下

［５］

九寨沟县

（１）
海拔２４００～２７００ｍ的
灌木林下

［５］

平武县

（１）
海拔２４００～２７００ｍ的
灌木林下

［５］

［１８］［１９］
陕西（３） 眉县（１） 海拔２４００～２７００ｍ的

灌木林下

［５］

［１８］［１９］
云南（４） 维西（１） ［２０］

横断山脉

（１）
［２０］

［１８］［１９］
湖北（２） ［１８］［１９］
贵州（２） ［１８］［１９］

３　野生当归与栽培当归的比较研究

３１形态与生理学比较
野生当归与栽培当归虽然在各器官的外部形态特

征方面差别很小，但也常常作为研究者鉴定的依据。如

早在东汉之前的 《范子·计然》中就有 “当归出陇西无

枯着善，……野生的黄连细瘦，野生的当归易枯。”的

记载
［２３］。现代研究发现，野生当归表皮呈深紫褐色，

香味浓；人工栽培当归根表皮呈浅紫褐色，香味稍淡，

且根肥大
［２４２５］。野生当归所产的药材个头普遍较小，

一般没有须根。主根上有细密环纹，类似防风的 “蚯

蚓头”，主根直径一般为栽培种的１／３～１／４，侧根一般
有１～２条，质地柔韧，香气较浓郁。此外，利用当归

野生种子栽培的当归通常表现出个头较大、侧根较多，

但比栽培种要小等特点
［７］。

张俊莲等
［２６］
通过对野生当归与栽培当归染色体

组型及其核仁组织者区域的研究发现：当归的栽培

居群与野生居群在核型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表

现在其染色体着丝点的位置上，２个栽培居群具有
４～５对臂比值大于３００的亚端着丝点染色体，而野
生种群中最大的臂比值仅为２６８，也就是说栽培居
群核型的不对称性较大。

邱黛玉等
［２７］
通过对岷归１号及火药种子、岷归

２号及火药种子和野生当归等不同种质来源的种子
进行品质检验。结果表明：岷归 ２号种子、岷归 ２
号火药种子和野生当归种子在千粒重、种子活力和

发芽能力方面均优于岷归１号种子和岷归１号火药
种子，其中野生当归种子中死虫和卵含量显著高于

其他种子，但病种率显著低于其他种子。

此外，药理实验证明，当归中含有的胆碱类物

质，是镇痛的有效成分，并以野生当归镇痛效果最

强
［２８］。同时研究还表明，野生当归抗逆性、抗病虫

害、抗早期抽薹等能力均较栽培种更强
［７］。

３２药物化学比较
张宏意等

［２９］
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对５个省区不同

种质和产地的 １３个当归样品中的当归多糖进行测
定，结果表明野生当归中其多糖含量分别在１３个样
品中处于前三位。对当归挥发油含量的研究也发现，

当归野生品含挥发油比栽培品高一倍多
［３０］。

段然等
［３１］
运用ＨＰＬＣＤＡＤ技术评价了不同产地当

归药材的质量，经过综合比较，在１９批供试当归（全
归）样品中，野生当归中藁本内酯的含量居第二位（维

西叶枝镇栽培品为最佳，丽江玉龙雪山野生品次之）。

张宏意等
［３２］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甘肃、四川、

云南、湖北和西藏等５个省区１３个产地的当归野生
种质中所含的阿魏酸含量进行了测定。研究结果表

明：１４个野生种质样品中阿魏酸含量差异较大，其
中四川九寨沟的野生当归阿魏酸含量最高，四川平

武的野生当归阿魏酸含量高于西藏林芝的野生当归，

西藏林芝的野生当归阿魏酸含量低于来自云南丽江

的样品处于１４个样品的末位。

４　野生当归与野当归

野生当归和野当归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野

生当归是专指当归属植物当归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Ｏｌｉｖ）Ｄｉｅｌｓ的野生天然居群分布物种，而野当归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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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属于一些植物的地方名称或习惯称谓。经谢宗万、

余友芩
［３３］
等人统计，涉及野当归的植物有１６种之

多，包括皱叶酸模 ＲｕｍｅｘｃｒｉｓｐｕｓＬ、羊蹄 Ｒｕｍｅｘ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Ｈｏｕｔｔ、长刺酸模 Ｒｕｍｅｘｔｒｉｓｅｔｉｆｅｒ、钝叶酸
模ＲｕｍｅｘｏｂｔｕｓｉｆｏｌｉｕｓＬ、紫花前胡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ｄｅｃｕｒｓｉｖａ
（Ｍｉｑ）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Ｓａｙ、大 独 活 （朝 鲜 当 归）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ｇｉｇａｓＮａｋａｉ、峨眉当归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
ＳｈａｎｅｔＹｕａｎ、滇白芷 ＨｅｒａｃｌｅｕｍｓｃａｂｒｉｄｕｍＦｒａｎｃｈ、
异色藁本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Ｌｅｄｅｂ、粉绿藁本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ｇｌａｕｃｅｓｃｅｎｓＦｒａｎｃｈ、疏叶香根芹Ｏｓｍｏｒｈｉｚａ
ａｒｉｓｔａｔａ（Ｔｈｕｎｂ） ＭａｋｉｎｏｅｔＹａｂｅｖａｒ１ａｘａ（Ｒｏｙｌ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ｅｅｔＳｈａｎ、 隔 山 香 Ｏｓｔｅｒｉｃｕｍ ｃｉｔｒｉｏｄｏｒｕｍ
（Ｈａｎｃｅ） Ｙｕａｎ ｅｔＳｈａｎ、杏 叶 茴 芹 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ａ
ｃａｎｄｏｌｌｅａｎａＷｉｇｈｔｅｔＡｒｎ、异 叶 茴 芹 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ｏｌｉａＤＣ、变豆菜 Ｓａｎｉｃｕｌ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ｕｎｇｅ、西
藏凹乳芹ＶｉｃａｔｉａｔｈｉｂｅｔｉｃａｄｅＢｏｉｓｓ等植物。

此外、据有关资料统计，台湾白芷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ｄａｈｕｒｉｃａ （Ｆｉｓｃｈ） Ｂｅｎｔｈｅｔ Ｈｏｏｋｖａｒ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Ｂｏｉｓｓ）Ｙｅｎ［３４］、白花前胡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ｕｍｐｒａｅｒｕｐｔｏｒｕｍ
Ｄｕｎｎ［３５］、柳叶芹Ｃｚｅｒｎａｅｖｉａ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ａＴｕｒｃｚ［３６］、藁本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３７］、川 白 芷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ａｎｏｍａｌａ
Ｌｕｌｌｅｔｏ［３８］、变菜豆属的ＳａｎｉｃｕｌａｃａｅｒｕｌｅｓｃｅｎｓＦｒａｎｃｈｅｔ，
ＢｕｌｌＳｏｃ［３９］等植物也均被称作野当归。

５　当归药材的基原植物

闫忠红、谭湘湘等研究发现，宋代以前当归药

材通常来源于野生资源，且当归从古至今的基原植

物被多种植物所充当，涉及到 ２科 ８属的 １３种植
物，包括伞形科的当归属（汶州当归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Ｏｌｉｖ）Ｄｉｅｌｓ、大独活（注：朝鲜当归）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ｇｉｇａｓＮａｋａｉ、重齿毛当归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Ｍａｘｉｍ
ｆｂｉｓｅｒｒａｔａＳｈａｎｅｔＹｕａｎ、东当归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ａｃｕｔｉｌｏｂａ
（ＳｉｅｂｏｌｄｅｔＺｕｃｃ）Ｋｉｔａｇ（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ｎａｍｅ）、前胡属
（紫花前胡 ＰｏｒｐｈｙｒｏｓｃｉａｓｄｅｃｕｒｓｉｖａＭｉｑ、鸭儿芹属
（鸭儿芹Ｃｒｙｐｔｏｔａｅｎ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Ｈａｓｓｋ）、欧当归属（欧
当归 Ｌｅｖｉｓｔｉｃｕ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Ｋｏｃｈ［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ｌｅｕｉｓｔｉｃｕｍ
Ｌ］）、藁本属（藁本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ｓｉｎｅｎｓｅ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ｅ、
野当归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ｇｌａｕｌｅｓｃｅｎｓＦｒ）、变豆菜属（山芹
茉 ｓａｎｉｅｕｌ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ｕｎｇｅ）、山 芹 属 （隔 山 香
Ｏｓｔｅｒｉｃｕｍｃｉｔｒｉｏｄｏｒｕｍ（Ｈａｎｃｅ）ＳｈａｎｅｔＹｕａｎ—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ｃｉｔｒｉｏｄｏｒａＨａｎｃｅ），五加科的楤木属（杜当归 Ａｒａｌ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Ｔｈｕｎｂ、东 北 土 当 归 Ａｒａｌｉａ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ｉｓ
Ｋｉｔａｇａｗａ）等植物［４０４２］。

也有研究表明，国内以 “当归”、 “土当归”、

“野当归”之名作当归正品使用的 “同名异物”品

近４０种，其中与当归同科属（伞形科）的有石防风、
隔山香、白云花等２０多种，与当归不同科属的有菊
三七、羊蹄、驴蹄草等 １０余种［４３］。现今中国民间

使用的当归药材来源主要有当归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Ｏｌｉｖ）Ｄｉｅｌｓ，欧当归Ｌｅｖｉｓｔｉｃｕ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Ｋｏｃｈ以及
东当归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ａｃｕｔｉｌｏｂａ（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Ｋｉｔａｇａｗａ
等
［８］。青海当归（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ｎｉｔｉｄａＷｏｌｆｆ）、金山当归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ｖａｌｉｄａ Ｄｉｅｌｓ）、 大 叶 当 归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ｍｅｇａｐｈｙｌｌａＤｉｅｌｓ）等因具有类似当归的疗效，在民
间常被作为当归的代用品使用

［４４］。

６　 “当归植物”家族

据陈江弢等
［４５］
及中国植物物种信息数据库记

载，分布于中国名含 “当归”的植物（简称 “当归

植物”）约４５种。
另根据中国植物主题数据库、药用植物数据库

检索，中文名含 “当归”的植物有伞形科、五加

科、秋海棠科、蓼科、菊科、忍冬科等６科１５属３３
种植物，其分布及功效均有较大的差异。

７　结论及讨论

近年来，研究表明，野生当归种质资源目前在

中国的分布稀少，仅限于甘肃、四川、西藏、云南

等省部分高寒地区人迹罕至的高山丛林中，因此，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将其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野

生植物名录之中，进行保护。

目前，我国名为野当归和名含 “当归”的植物

资源比较丰富，其功效与正品当归药材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ｅ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Ｒａｄｉｘ不尽相同，民间使用比较混乱，应充
分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重视其种质的鉴定、资

源的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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