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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吴茱萸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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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内江市农业科学院，四川 内江 641000） 

【摘 要】：通过实地调查、文献研究与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索四川道地中药材吴茱萸产业在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为其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指导与参考。结果表明，四川省吴茱萸栽培与用药历史悠久，使用广泛，功效明

显，在国家积极发展大健康产业与中医药事业背景下，结合四川省各吴茱萸产区实际生产情况，主要存在野生资源

稀少、人工栽培种质混乱、模式单一、加工工艺不规范、药理研究薄弱、产品开发程度低、供需失衡价格低迷等问

题。建议四川省吴茱萸产业发展应以优良种质源培育与栽培技术研究推广、核心功效生物学机理研究、加工炮制工

艺优化等为基础，以大健康产品开发、树立品牌、产业信息化为突破口，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确保四川省吴茱

萸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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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茱萸为我国常用大宗中药材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以下简称《药典》)中规定吴茱萸药材是芸香

科植物吴茱萸、石虎及疏毛吴茱萸的干燥近成熟果实，吴茱萸性温，味辛、苦，有小毒，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等

功能，全国范围内其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及华南一带，主产于贵州、四川、重庆、江西及两广等地，主要以栽培品种为主，野生

品种资源较少。四川省是吴茱萸药材道地产区之一，吴茱萸也是 86种川产道地中药材之一，历史上通常将产于四川、重庆和贵

州部分地区的药材商品称为“川吴茱萸”，《药典》收载的吴茱萸、石虎、疏毛吴茱萸 3种基原植物在四川均有分布。近年来随

着市场对以吴茱萸为原材料的药品需求的不断增加，其市场缺口日益凸显，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同时吴茱萸产业的一系列问题

也不断出现。作者通过对四川省各吴茱萸产区实际生产情况的调查研究，并针对其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为四川省吴茱萸产

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1 研究方法 

1.1文献研究 

收集近现代中药学专著、植物志、电子文献数据库等相关资料，考证四川省各吴茱萸产区吴茱萸的品种、名称、来源、分布，

明确其主要植物学特征、分布区域、生态环境等。 

1.2实地调查 

根据文献资料、中药材销售市场，以及种植基地、药材收购商反馈信息等，了解四川省范围内各地区吴茱萸的种植分布、栽

培品种、种植面积、药材产量、市场价格等，确定了对内江、资阳、宜宾、泸州、绵阳、达州等几个川产吴茱萸的主产地进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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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调查。实地调查内容包括栽培品种、地理位置(海拔、经纬度等)、种植规模等。观察并记录植株的形态结构特征，经文献检索

确定品种，分析川产吴茱萸种质资源的分布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川产吴茱萸资源分布 

在文献检索及访问调查基础上，确定调查地点。实地走访了 5区域 7地级市，涵盖了四川省吴茱萸药材的大部分产区，包括

川南地区(内江市、宜宾市、泸州市)、川北地区(绵阳市)、川东地区(达州市)、川中地区(广安市)、川西地区(资阳市)。如表 1

所示，吴茱萸药材的 3种基原植物吴茱萸、疏毛吴茱萸、石虎在四川省各区域均有分布，其中以疏毛吴茱萸(中花吴茱萸)为主，

而吴茱萸、石虎主要分布在川南地区的内江市、宜宾市。调研发现，川内各区域分布的疏毛吴茱萸均为近年来引种栽培，这与当

前吴茱萸市场上疏毛吴茱萸药材价格相对较高有关。因此，川产吴茱萸主要分布在北纬 29°～30°，海拔 700m以下的地区，这

表明吴茱萸的主要产区分布与纬度、海拔有一定的相关性。 

2.2川产吴茱萸资源现状 

2.2.1野生资源稀少。 

表 1川产吴茱萸主要产区吴茱萸资源调研 

产地 区域划分 品种 海拔(m) 经度 E 纬度 N 

内江市隆昌市双凤镇白庙村 川南地区 吴茱萸；疏毛吴茱萸；石虎 299 105°5′22.55″ 29°25′9.62″ 

宜宾市叙州区柳嘉镇 川南地区 吴茱萸；疏毛吴茱萸 323 104°16′57.85″ 29°9′40.13″ 

泸州市古蔺县古蔺镇 川南地区 疏毛吴茱萸 632 105°48′1.5″ 28°3′31.53″ 

绵阳市梓潼县石牛镇雁门村 川北地区 疏毛吴茱萸 505 105°4′37.92″ 30°34′31.11″ 

达州市通川区梓桐镇吕城村 川东地区 疏毛吴茱萸 635 107°22′8″ 30°32′22.1″ 

广安市邻水县太和乡普新村 川中地区 疏毛吴茱萸 345 107°6′8.76″ 30°29′46.67″ 

资阳市安岳县护龙镇肖家坝村 川西地区 疏毛吴茱萸 265 105°42′38.62″ 29°59′36.93″ 

 

注：区域划分参考四川盆地区域构造 

通过四川范围内吴茱萸主产区实地调查，川产吴茱萸野生资源只有零星分布，在荒地、路旁或山地偶有发现，但大都是抛荒

的吴茱萸林自然繁殖而成，长势差、病虫害严重、产量低；有些地方通常以移栽驯化野生种苗的方式培育栽培种，可能破坏了野

生资源的多样性。 

2.2.2栽培历史悠久但种质混乱。 

吴茱萸在四川的栽培历史悠久其自宋代以来就已在四川各市州广泛分布，宋·《图经本草》记载“食茱萸，蜀人呼其为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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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处处有之，江、浙、蜀汉尤多”；清代叙州(四川宜宾)、峨眉山、达州等地方志均记载有产药材吴茱萸。对文献记载有吴茱萸

规模化栽培的攀枝花、凉山、巴中、宜宾、乐山、绵阳、泸州、内江等地实地考察发现，当前川产吴茱萸的主产地以宜宾、泸州、

内江、绵阳等为主，但其栽培品种较为混乱，川内各地有梳毛吴茱萸、吴茱萸、石虎、楝叶吴茱萸、密果吴茱萸等不同栽培品种，

而密果吴茱萸、楝叶吴茱萸并非《药典》规定的吴茱萸入药品种。 

2.3川产吴茱萸加工与开发利用状况 

2.3.1药理作用机制研究薄弱。 

有大量研究发现，吴茱萸含有多种化学成分，主要包括生物碱、苦味素、挥发油、黄酮及其苷类化合物、有机酸类等，近年

来，其药理研究发现，生物碱类物质是其最主要的活性成分，也是吴茱萸药理药效研究的焦点，如吴茱萸碱和吴茱萸次碱等，其

作用主要表现为保护心脏和血管，抗胃肠道溃疡，保护卵巢细胞、抑制前列腺增生、抑制子宫痉挛性收缩，镇痛抗炎，抗舌鳞癌、

结肠癌、肝癌等多种肿瘤细胞，抗氧化，改善学习记忆能力，止呕，抑菌等。《药典》记载吴茱萸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

阳止泻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厥阴头痛，寒疝腹痛，寒湿脚气，经行腹痛，脘腹胀痛，呕吐吞酸，五更泄泻等，但缺少相关作用

机制的研究。 

2.3.2加工炮制工艺不规范。 

传统中医药理论炮制吴茱萸均以减毒增效为目的。汉《伤寒论》记载：“洗、汤洗七遍”，提出用水洗法减毒。南朝《雷公

炮制论》提出用“盐水洗”、“醋煮”的方法减毒。唐《食疗本草》最早记录了酒制吴茱萸；《新修本草》认为吴茱萸陈用效果

更好。宋代典籍记载了更多具体的炮制方法：《本草衍义》记载“吴茱萸须深汤中浸去苦烈汁…”；《太平圣惠方》记载“汤浸七

遍，曝干，炒令熟”；《圣济总录》记载“酒浸一宿炒”等。明清典籍所载炮制方法更注重功效提升，出现了更多的辅料：《奇效

良方》记载了黄连或牵牛同炒；《本草述》记载了糯米萝卜同煮；《本草辑要》记载了干姜制，《本草害利》记载了黄连木香汁制。

上述经典记载的吴茱萸炮制方法大都沿用至今，特别是近年来对甘草制吴茱萸、姜制吴茱萸、盐制吴茱萸、醋制吴茱萸等工艺开

展了系列研究，不同工艺对指标成分含量、药理作用、药效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而言缺乏吴茱萸炮制机理研究，其物

质基础与作用机制尚不明确，造成各炮制工艺缺乏统一标准。 

2.3.3产品开发程度低。 

据考证，历代典籍所载吴茱萸的功效均以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为主，疗效明确，因此吴茱萸主要以中成药配伍用

于临床治疗，以吴茱萸为原料或辅料开发的药品或保健品较少。《国家中成药标准汇编》收录的含吴茱萸的中成药处方有 108个，

如蟾马正痛酊、宫瘤消胶囊、回生口服液等。而历代经典记载含吴茱萸的方剂则有 646个，如《丹溪心法》所载“左金丸”，用

于清脏腑热；《伤寒论》所载“吴茱萸汤”，用于温中祛寒；《金匮要略》所载“温经汤”，用于活血祛瘀。根据国家食药监总局

查询数据，批准注册登记的吴茱萸化学药品仅 1种——复方木香小檗碱片，用于治疗肠道感染、腹泻；吴茱萸保健品 5个，分别

为莱茵胶囊、党参白术鸡内金胶囊、胃康胶囊、党参茯苓丸和山药薏苡仁颗粒，其保健功能均为“对胃粘膜(损伤)有辅助保护功

能”，总体上，吴茱萸药品开发程度较低，其相关保健品在市场上占有率很少，未见到产值规模较大的品牌。 

2.4川产吴茱萸药材行情变动 

当前药材市场上，吴茱萸药材在规格上分为小花、中花、大花，以江西产中花质量最佳，其次是小花吴茱萸，而大花吴茱萸

一般很少使用。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川产吴茱萸的主产区分布与文献记载无明显差异，但是种植规模和栽培品种变化较大，例如

吴茱萸(大花吴茱萸)作为川产吴茱萸历史记载主要品种在道地产区已很难见到，而引种栽培的梳毛吴茱萸(中花吴茱萸)受到市

场价格因素影响发展面积近年来大幅度增加。回顾全国吴茱萸的历史价格走势，在 2013年以前的十余年间，全国吴茱萸行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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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低迷，农户砍伐吴茱萸改种其它药材现象频发，加之植株多老化，2014 年新货产量大幅减产，价格开始上扬，到下半年价格

涨至 80～85元/kg。2016年吴茱萸价格再度加速上涨，至 260～280元/kg之间。2017年在吴茱萸产能尚未恢复，加上大户囤积

货源，造成市场上吴茱萸供不应求，5月涨至 380元/kg左右。在 2018年吴茱萸药材价格再创新高，飚至历史最高点 500元/kg。

吴茱萸价格连年上涨，极大程度刺激了药农的种植热情，此后吴茱萸产能逐渐恢复，其价格进入持续下跌模式。如图 1 所示，

2018年 9月跌至 300元/kg，此后虽稍有回升，但依旧没能止住跌势；2019年 7月以后由于 2015年前后大面积种植的吴茱萸林

逐渐投产，吴茱萸市场供应量大增，导致生产过剩，吴茱萸药材价格再度下跌。2020 年 9 月跌至近三年最低点 30 元/kg，此后

价格逐渐回暖升至 45元/kg，价格趋于稳定。吴茱萸药材过去三年呈现断崖式下跌，正是由于供需失衡造成。目前全国吴茱萸种

植面积及产能已远远超市场需求，预计未来几年其价格仍将持续低迷。 

 

图 1吴茱萸中花统货近三年每月价格走势 

3 产业发展对策 

3.1加强资源保育与机理研究，夯实产业基础 

3.1.1栽培品种选育与应用。 

吴茱萸栽培品种选育首先应根据“适地适树”原则确定各栽培区的优势树种，在此基础上结合主要有效成分评价，选育优

良品种。对四川省范围吴茱萸主要栽培区的栽培品种、野生种质、地方品种等种质资源展开收集；以吴茱萸碱、吴茱萸次碱和柠

檬苦素等关键有效成分含量为核心指标，结合光适应性、抗逆性、产量等农艺性状为辅助指标建立吴茱萸综合质量评价体系；利

用分子育种技术手段，包括分子标记辅助、转基因和多重组学测序等，探究调控吴茱萸碱、吴茱萸次碱和柠檬苦素等关键成分优

良形状的功能基因，从分子层面选育优良品种；突破吴茱萸种子繁殖与组织培养技术，加强种质创新，确保市场上优质吴茱萸种

苗的供应，杜绝非吴茱萸基原植物物种的非理性种植与利用。 

3.1.2人工栽培关键技术研究与推广。 

以吴茱萸中药的质量、产量和生长形状为主要因素，研究植物品种、生态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吴茱萸关键化学物质与产量的

影响，进一步分析优质道地吴茱萸药材的形成因素，集成密度调控、水肥管理、病虫害控制等关键技术，提出标准化的栽培技术

规程或规范。加强吴茱萸林下生态复合种植模式研究与推广，筛选出能有效促进植株生长、产量提高、品质提升，且具有较高短

期收益的复合经营模式。 

3.1.3核心功效生物学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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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茱萸“味辛、苦，性热，有小毒”，用于“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因此，应选择这些吴茱萸核心功效开展现

代药理学研究，以明确其生物学基础。同时应加强对已探明的吴茱萸主要成分抗癌、抑菌、保护心肌细胞等作用的生物学机理与

临床应用研究。 

3.1.4优化加工炮制工艺。 

吴茱萸所含化学成分复杂多样，炮制历史悠久，形成了许多复杂多变、标准不一的加工炮制工艺。历代经典所载的吴茱萸炮

制方法包括净制、切制、炒制、盐炙、醋炙、酒炙、黄连制、姜制、黑豆汁制、甘草制、多辅料制等十余种，即使同一炮制方法

在不同的地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加强不同炮制工艺对吴茱萸关键成分含量、药理作用、药效等相关基础理论研

究，以优化加工流程，规范炮制标准。 

3.2三产融合树立品牌与产业信息化，突破产业瓶颈 

3.2.1开发针对性大健康产品。 

根据吴茱萸保护心血管系统、抗胃肠道溃疡、保护生殖系统、抗癌、抗氧化改善记忆、抑菌、抗炎等功效，以配方筛选和功

能学验证为基础，选择已上市且具有市场优势的药品或保健品开展深入研究，做大做强现有产品。加强吴茱萸药理功能的生物学

机制与物质基础研究，提高新产品开发的技术含量，针对不同受众群体开发功效确切、需求明显的新型大健康产品，如针对青少

年学生的记忆改善功能，针对育龄女性的生殖保健功能，针对中老年人群的心血管保护功能。 

3.2.2构建三产融合产业体系，驱动四川吴茱萸发展。 

实施品牌战略促进全产业链发展，四川省的中药材种植企业规模相对较小，缺乏具有一定规模的以吴茱萸种植、栽培、加工、

销售为主的国家级、省级龙头企业，不能形成优质吴茱萸原料及品种集散中心，缺乏具有重大价值的川产吴茱萸品牌，因此，可

构建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体系，打造覆盖吴茱萸全产业链的品牌体系，从吴茱萸的栽培种植环境、规范化生产、产品开发与精深

加工、包装销售全产业链着手，加强对主要生产经营活动与关键节点的管控。构建集栽培品种认定、药材产地环境认证、加工企

业资质认证于一体的综合认证体系与产品可追溯体系，让产品的全生产过程可追溯、可监督，从而有效确保产品质量，树立优质

品牌。 

3.2.3推进吴茱萸产业信息化发展。 

按照统一标准，以满足农民生产生活信息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健全基层益农信息社服务体系，积极开展信息进村入

户工程，组建益农信息站。如当吴茱萸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但生产管理没有及时跟上，市场需求过饱和的时候，一方监测发出预

警，则基层信息服务体系会迅速响应，督导产地药农适时调整生产规模，优化管理，提升品质，以此应对供需失衡所带来的冲击，

间接让产地货源保值，让药农种植风险降到更低。 

4 结语 

吴茱萸作为品质优良、历史悠久的 86种川产道地药材之一，其核心功效是“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近年来其

有关药理研究表明，吴茱萸在心血管疾病预防、女性生殖保健、改善记忆力、抗肿瘤细胞等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然而，吴茱萸

野生资源稀少、人工栽培种质混乱模式单一、药理研究薄弱、加工工艺不规范、产品开发程度低、供需失衡价格低迷等问题极大

的限制了川产吴茱萸产业的发展。为此，应以野生资源保护、优良种质源培育与栽培技术研究推广、核心功效生物学机理研究、

加工炮制工艺优化为基础，以大健康产品开发、构建三产融合驱动树立品牌、产业信息化为突破口，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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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其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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