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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铁皮石斛鲜品等级划分标准研究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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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建立江西省铁皮石斛鲜品等级划分标准。方法：对 45 批江西省内不同种植模式铁皮石斛鲜品的外观、口感、中部

节间数、节间长、中部直径等性状指标进行测定，并对所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建立了以外观、口感、中部节间长、节间数、中

部直径等作为主要评价指标的铁皮石斛鲜品等级划分标准。 结论：该等级划分标准的建立合理、可行，为铁皮石斛鲜品“优形优质”

的质量评价体系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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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为中国传统名贵中药材，被誉为“中华九大
仙草之首”，2018年被国家卫计委列为药食两用品
种，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石斛，味甘平，
主伤中，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 久服厚
肠胃，轻身延年，一名林兰。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在
《本草经集注》中提到：“今用石斛出始兴，生石上，细
实，桑灰汤沃之，色如金，形似蚱蜢髀者为佳。 ”[1]第
一次描述了石斛的生长环境及性状特征，且指出了
上品石斛的标准。 传统本草只见石斛的记载，是指
长于岩壁或附生于树木的石斛属药用植物的统称，
铁皮石斛第一次区别于其他药用石斛属植物的记载
始于民国时期张寿颐：“必以皮色深绿，质地坚实，生
嚼之脂膏黏舌，味厚微甘者为上品，名铁皮石斛，价
亦较贵。 ”[2]铁皮石斛为江西省“赣食十味”品种之
一，在贵溪、德兴、广丰、铅山、修水等地均有仿生栽
培，其种植模式基本上可以概括为 3种类型：一是崖
壁附生种植模式；二是挂树附生种植模式；三是大棚
种植模式。 目前，铁皮石斛鲜品的应用已经非常广

泛， 现在市场上铁皮石斛鲜品价格相差数倍甚至数
十倍，不同规格混用，不利于铁皮石斛鲜品的流通和
价格提升，需要建立一套简单、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划
分铁皮石斛鲜品的等级。 本研究通过对江西不同种
植模式的铁皮石斛鲜品综合对比分析， 初步制定了
铁皮石斛鲜品等级标准， 为阐释铁皮石斛“优形优
质”的科学内涵提供技术支撑以及框架指导，有助于
推动铁皮石斛现代化产业发展。
1%%%%仪器与材料

万分之一电子天平（梅特勒 -托利多）；游标卡
尺；直尺。铁皮石斛鲜品主要来自于江西省各种植基
地的新鲜植株。
2%%%%方法与结果
2.1%%%%样品收集 本课题组收集了江西省内部分铁
皮石斛种植企业的不同种植模式（崖壁种植、挂树附
生、大棚种植）铁皮石斛鲜品各 15批，共计 45批样
品， 每个产地的铁皮石斛鲜品分别进行编号。 以外
观、口感、中部直径、节间长、根部形态等一些外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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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铁皮石斛鲜品等级草案 本研究共收集到的
45批 3种不同种植模式（崖壁附生种植、挂树附生
种植、大棚种植）的铁皮石斛鲜品，通过考察其外观

特征、根部形态、口感、中部直径、节间长及总节数等
指标， 初步确定了铁皮石斛鲜品的等级草案。 见表
6。

征为主要指标进行了测定。 见表 1。

表 1%%%%45批铁皮石斛鲜品来源信息

2.2%%%%市场调查及分级依据 在全国药材市场，铁皮
石斛鲜品没有进行分级，我们按现在市场价格大致
分为 3个价位段，崖壁种植铁皮石斛价格最高，其次
为挂树附生铁皮石斛，最后是大棚种植铁皮石斛。
2.3%%%%3 种不同种植模式铁皮石斛总节数 取铁皮
石斛样品根部第一节往上数，取其平均值，记录每批
铁皮石斛总节数。 见表 2。

表 2%%%%3种不同种植模式铁皮石斛总节数（节）

2.4%%%%3 种不同种植模式铁皮石斛中部直径 用游

标卡尺测定铁皮石斛鲜品中部直径，取其平均值。见
表 3。

表 3%%%%3种不同种植模式铁皮石斛中部直径（mm）

2.5%%%%3种不同种植模式铁皮石斛节间长 用直尺测
定铁皮石斛鲜品中部节间长，取其平均值。 见表 4。

表 4%%%%3种不同种植模式铁皮石斛节间长（cm）

2.6%%%%3 种不同种植模式铁皮石斛外观性状及口感
观察崖壁种植、挂树附生、大棚种植 3种不同种植模
式的铁皮石斛，记录其外观特征、根部形态及口感。
见表 5。

崖壁种植
样品编号 产地

挂树附生
样品编号 产地

大棚种植
样品编号 产地

Y1%%
%%%%Y2%%
%%%%Y3%%
%%%%Y4%%
%%%%Y5%%
%%%%Y6%%
%%%%Y7%%
%%%%Y8%%%
%%%%Y9%%%
%%%%Y10
%%%%Y11
%%%%Y12
%%%%Y13
%%%%Y14
%%%%Y15

鹰潭贵溪
鹰潭贵溪
鹰潭贵溪
上饶德兴
上饶德兴
上饶德兴
上饶广丰
上饶广丰
上饶广丰
上饶铅山
上饶铅山
上饶铅山
九江修水
九江修水
九江修水

Y16
Y17
Y18
Y19
Y20
Y21
Y22
Y23
Y24
Y25
Y26
Y27
Y28
Y29
Y30

鹰潭贵溪
鹰潭贵溪
鹰潭贵溪
上饶德兴
上饶德兴
上饶德兴
上饶广丰
上饶广丰
上饶广丰
上饶铅山
上饶铅山
上饶铅山
九江修水
九江修水
九江修水

Y31
Y32
Y33
Y34
Y35
Y36
Y37
Y38
Y39
Y40
Y41
Y42
Y43
Y44
Y45

鹰潭贵溪
鹰潭贵溪
鹰潭贵溪
上饶德兴
上饶德兴
上饶德兴
上饶广丰
上饶广丰
上饶广丰
上饶铅山
上饶铅山
上饶铅山
九江修水
九江修水
九江修水

样品编号 总节数 样品编号 总节数 样品编号 总节数

Y1%%%%%%%
Y2%%%%%%%
Y3%%%%%%%
Y4%%%%%%%
Y5%%%%%%%
Y6%%%%%%%
Y7%%%%%%%
Y8%%%%%%%
Y9%%%%%%%
Y10%%%%%
Y11%%%%%
Y12%%%%%
Y13%%%%%
Y14%%%%%
Y15%%%%%
平均值
偏差

10%%%
14%%%
16%%%
13%%%
9%%%%%
10%%%
12%%%
14%%%
13%%%
15%%%
8%%%%%
12%%%
9%%%%%
9%%%%%
11%%%

%%11.70
%%2.50%

Y16%%%%%
Y17%%%%%
Y18%%%%%
Y19%%%%%
Y20%%%%%
Y21%%%%%
Y22%%%%%
Y23%%%%%
Y24%%%%%
Y25%%%%%
Y26%%%%%
Y27%%%%%
Y28%%%%%
Y29%%%%%
Y30%%%%%
平均值
偏差

13%%%
13%%%
13%%%
12%%%
12%%%
11%%%
14%%%
12%%%
11%%%
13%%%
16%%%
13%%%
13%%%
12%%%
13%%%

%%12.70
1.20

Y31%%%%%
Y32%%%%%
Y33%%%%%
Y34%%%%%
Y35%%%%%
Y36%%%%%
Y37%%%%%
Y38%%%%%
Y39%%%%%
Y40%%%%%
Y41%%%%%
Y42%%%%%
Y43%%%%%
Y44%%%%%
Y45%%%%%
平均值
偏差

16%%%
15%%%
17%%%
18%%%
24%%%
18%%%
23%%%
13%%%
15%%%
16%%%
14%%%
13%%%
18%%%
17%%%
23%%%

%%17.30
%%3.50%%

Y1%%%%%%%
Y2%%%%%%%
Y3%%%%%%%
Y4%%%%%%%
Y5%%%%%%%
Y6%%%%%%%
Y7%%%%%%%
Y8%%%%%%%
Y9%%%%%%%
Y10%%%%%
Y11%%%%%
Y12%%%%%
Y13%%%%%
Y14%%%%%
Y15%%%%%
平均值
偏差

1.5%%
2.3%%
1.1%%
1.2%%
1.8%%
1.7%%
1.5%%
1.4%%
1.1%%
1.5%%
1.6%%
1.8%%
1.1%%
0.9%%
0.9%%
1.43
0.39

Y16%%%%%
Y17%%%%%
Y18%%%%%
Y19%%%%%
Y20%%%%%
Y21%%%%%
Y22%%%%%
Y23%%%%%
Y24%%%%%
Y25%%%%%
Y26%%%%%
Y27%%%%%
Y28%%%%%
Y29%%%%%
Y30%%%%%
平均值
偏差

1.8%%
1.5%%
1.3%%
1.4%%
1.5%%
1.6%%
1.3%%
1.3%%
1.8%%
1.2%%
1.0%%
1.4%%
1.6%%
1.7%%
1.5%%
%1.46%
0.22

Y31%%%%%
Y32%%%%%
Y33%%%%%
Y34%%%%%
Y35%%%%%
Y36%%%%%
Y37%%%%%
Y38%%%%%
Y39%%%%%
Y40%%%%%
Y41%%%%%
Y42%%%%%
Y43%%%%%
Y44%%%%%
Y45%%%%%
平均值
偏差

1.8%%
2.2%%
1.6%%
1.4%%
1.8%%
1.6%%
1.6%%
2.1%%
1.7%%
1.4%%
2.2%%
1.5%%
2.0%%
1.9%%
1.7%%

%%1.77%%
0.27

样品编号 节间长样品编号 节间长样品编号 节间长

样品编号 中部直径 样品编号 中部直径 样品编号 中部直径

Y1%%%%%%%
Y2%%%%%%%
Y3%%%%%%%
Y4%%%%%%%
Y5%%%%%%%
Y6%%%%%%%
Y7%%%%%%%
Y8%%%%%%%
Y9%%%%%%%
Y10%%%%%
Y11%%%%%
Y12%%%%%
Y13%%%%%
Y14%%%%%
Y15%%%%%
平均值
偏差

4.31
4.36
4.99
3.70
3.54
3.78
3.34
3.36
3.46
4.87
3.75
5.26
2.48
2.11
2.31
3.71
0.95

Y16%%%%%
Y17%%%%%
Y18%%%%%
Y19%%%%%
Y20%%%%%
Y21%%%%%
Y22%%%%%
Y23%%%%%
Y24%%%%%
Y25%%%%%
Y26%%%%%
Y27%%%%%
Y28%%%%%
Y29%%%%%
Y30%%%%%
平均值
偏差

3.93
4.46
4.62
3.39
4.52
4.99
4.73
4.94
4.70
3.53
5.07
5.06
3.60
5.06
4.13
4.45
0.59

Y31%%%%%
Y32%%%%%
Y33%%%%%
Y34%%%%%
Y35%%%%%
Y36%%%%%
Y37%%%%%
Y38%%%%%
Y39%%%%%
Y40%%%%%
Y41%%%%%
Y42%%%%%
Y43%%%%%
Y44%%%%%
Y45%%%%%
平均值
偏差

5.50
4.02
5.17
4.43
3.31
5.95
4.23
4.41
5.15
5.21
4.48
4.03
4.52
4.61
5.54
4.70
0.70

种植模式 外观特征 根部形态 口感

崖壁种植
挂树附生
大棚种植

外观有光泽，表面黄绿色至红棕色，或带铁锈色斑点，托叶鞘几乎无
外观有光泽，带铁锈色斑点，托叶鞘几乎无
托叶鞘膜质，表面绿色或黄绿色为主

偏平
偏圆
偏圆

味微苦而回甜，嚼之有黏性，无渣或渣极少
味淡回甜，嚼之有黏性，有少许渣
味淡，嚼之有黏性，渣多

表 5%%%%3种不同种植模式铁皮石斛外观性状及口感

规格
等级 外观特征 根部

形态 口感 中部直径
（mm）

节间长
（cm）

总节数
（节）

一等
二等
三等

外观有光泽，表面黄绿色至红棕色，或带铁锈色斑点，托叶鞘几乎无
外观有光泽，带铁锈色斑点，托叶鞘几乎无
托叶鞘膜质，表面绿色或黄绿色为主，托叶鞘明显

偏平
偏圆
偏圆

味微苦而回甜，嚼之有黏性，无渣或渣极少
味淡回甜，嚼之有黏性，有少许渣
味淡，嚼之有黏性，渣多

2.8~4.7
3.9~5.0
4.0~5.4

1.0~1.8
1.2~1.7
1.5~2.0

9.0~14.0%%
11.0~14.0
14.0~21.0

表 6%%%%铁皮石斛鲜品等级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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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随着现代中药材规模化、集约化种植，中药材的

来源及质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道地药材，又称
为地道药材，指的是在特定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的
区域内所产的药材，并且生产较为集中，具有一定的
栽培技术和采收加工方法的药材，是中药质量评价
的原创综合性指标，具有“优形优质”特征[3]。 2010年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 中， 铁皮石斛
（Dendrobium%officinale%Kimura%et%Migo） 区别于石
斛，首次以单列身份亮相，规定铁皮石斛的茎为药用
部位， 铁皮枫斗为 2~6个旋纹， 茎拉长后 3.5~8.0%
cm，直径 0.2~0.4%cm[4]，表明铁皮石斛株高、茎粗等
生物学性状是衡量其品质的重要指标。 除外观性状
评价外，铁皮石斛传统以“质重，嚼之黏牙，口甜，无
渣者”为优。 铁皮石斛的品质是一个综合概念，化学
成分是药材发挥疗效的物质基础，是其质量评价的
内在因素，而外观性状和口尝鉴别是最简单、最迅速
的传统药材质量评价方法[5~6]。

铁皮石斛为江西“赣食十味”品种，在省内已形
成一定种植规模，且未来将得到进一步的政策扶持，

发展潜力巨大。 现行的 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中，铁皮石斛干品的质量控制包括外观性状、
显微鉴别、浸出物、含量测定（多糖、甘露糖）等。现在
市场上已经很多石斛鲜品在市场流通，但品种、价格
混乱，品质良莠不齐。本研究通过初步建立快速区分
不同等级铁皮石斛的方法， 为后续制定完善的鲜品
等级标准奠定了基础， 也为建立铁皮石斛鲜品适宜
评价体系、 科学指导其生产发展和可持续利用提供
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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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了解上饶市中药材资源分布情况及中药
材规范化种植现状，更好地推进上饶市中药材规模
化、规范化种植和中药生产现代化工作，我们通过实
地调查，区、县农业局调研，到有关乡镇调研等方式，
对有关中药生产企业、经营企业、种植户进行了走
访，并深入德兴、怀玉山、横峰等中药材种植地和野
生药材丰富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 现报道如下：
1%%%%上饶环境条件概述

上饶历史悠久，自古就有“上乘富饶、生态之都”
“八方通衢”“豫章第一门户”之美誉。 上饶地处赣、
浙、闽、皖四省交界区域，海拔适中、纬度适宜，位于
江西省东北部，地形南北高、中间低，低山丘陵，全境
处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17℃，年降
雨量为 1%600~1%800%mm，年无霜期为 251~274%d[1]。境
内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量丰沛，无霜期长，具有春
秋短、冬夏长的季候特点。 境内土壤资源丰富，类型

多样，主要以山地草甸土、水稻土、黄棕壤、山地黄
壤、山地黄红壤、红壤、紫色土、岩性土为主，偏酸性，
土质肥沃。
2%%%%上饶中药材野生药用资源状况

上饶优越的生态环境和类型多样的土地资源适
宜多种中药材的生长繁殖和活性成分的积累。 野生
中药材资源丰富，品种繁多，在武夷山脉、怀玉山脉
及鄱阳湖畔，蕴藏着丰富的中药材。 据统计，全市野
生中药资源占江西省的 29%[2]。 又据报道，仅江西武
夷山自然保护区就有药用维管植物 219 科 748 属
1%436种， 其中珍稀濒危及受保护野生药用植物 98
种[3]。 常见药用植物主要有菝葜、贯众、槲蕨、栀子、
乌药、金樱子、黄精、络石藤、山蜡梅、木通、山银花、
葛根、千里光、杠板归、一枝黄花、金钱草、海金沙、天
南星、石韦、吴茱萸、铁皮石斛、掌叶覆盆子等；珍稀
濒危及受保护品种主要有列为国家一类保护品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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