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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不同产区天冬外观性状和显微特征差异， 为进一步完善天冬质量评价体系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不同产区天冬药材， 比较药材形状、 表面、 质地和显微特征。 结果： 四川、 贵州、 广西产的天冬个头适中； 重庆产的

天冬个头较小； 云南、 野生天冬个头大， 云南产的天冬颜色更深， 野生的颜色偏灰暗。 云南产的天冬皮层和中柱比大； 四

川、 贵州、 广西、 重庆的次之； 野生的较小。 四川产的天冬未见石细胞； 广西、 贵州、 云南产的可见石细胞和草酸钙针

晶， 重庆产的天冬的石细胞较多， 草酸钙针晶较长； 野生天冬石细胞最多， 草酸钙针晶最长。 结论： 由于生长环境和种内

差异， 不同产区天冬在外观性状和组织特征有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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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肺燥干咳、 内热消渴、 热病津伤、 咽干口渴、
肠燥便秘等症［１］。 天冬广泛分布在我国南部， 华

中， 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 多生于山坡， 路旁，
林边 等， 主 要 产 于 四 川、 贵 州、 广 西、 云 南

等地［２］。
目前， 不同学者对天冬的栽培、 化学成分、

药理、 药化等方面的研究较多， 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３ － １０］。 但针对不同产区天冬的组织特征进行比

较研究还少有报道， 笔者采挖了四川、 广西、 贵

州、 云南、 重庆等多个产区天冬， 按照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一部） 天冬药材的标准进行产地加

工和质量评价， 针对不同产区天冬的性状、 横切

面显微特征和粉末显微特征进行比较研究， 探讨

不同产区天冬的性状及组织特征差异， 为建立更

加完善的天冬质量评价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下旬至 １２ 月上旬， 笔者

在四川、 重庆、 广西、 贵州、 云南等地采挖田间

栽培和野生天冬块根， 洗净， 除去茎基和须根，
置沸水中煮至透心， 趁热除去外皮， 洗净， ６０ ℃
干燥， 即得。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生药性状比较　 生药性状比较即通过观察

天冬样品的外观形状、 大小、 表面色泽和特征，
测量样品的长度和直径； 观察样品断面的色泽、
质地和气味等特征， 对样品进行外观性状描述并

做好测量数据的记录。
１. ２. ２　 根横切面显微特征比较　 将样品置于表面

皿， 用清水浸泡至软硬适中， 将样品切断成 ３ ｃｍ
左右的小段， 用徒手切片制片的方法制片。 将制

好的显微装片进行观测， 采用 ＯＬＹＭＰＵＳ ＢＸ５１ 显

微数码成像系统记录根的横切面显微图， 采集样

品横切面显微特征比较明显的图片并保存。
１. ２. ３　 粉末显微特征比较　 将样品进行粉碎， 过

四号筛。 取粉末适量， 放在载玻片上， 滴加水合

氯醛溶液， 在小火焰上微微加热透化， 加热时需

继续滴加水合氯醛溶液， 直至清晰为止。 在透化

后的载玻片上滴加稀甘油少许， 再把盖玻片以 ３０°
倾斜角度放在载玻片上。 如果盖玻片下有气泡，
用镊子轻轻敲打盖玻片， 使盖玻片中没有气泡。
将制好的装片采用 ＯＬＹＭＰＵＳ ＢＸ５１ 显微数码成像

系统观测， 采集样品粉末显微特征比较明显的图

片并保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性状　 不同产区的天冬药材性状特征比较见

表 １。

表 １　 不同产区天冬性状比较表

产区 形状 表面 断面 气味

四川
长 ４ ～ ９ ｃｍ，

直径 ０. ４ ～ １. ０ ｃｍ

黄白色或淡黄棕色， 略有光泽，
半透明， 光滑或具有深浅

不等的纵皱纹

质硬或者柔润， 不易折断，
有粘性， 断面角质样，

中柱黄白色
气微， 味甜， 微苦

重庆
长 ３ ～ ７ ｃｍ，

直径 ０. ３ ～ ０. ７ ｃｍ
黄白色， 无光泽， 不透明，

光滑或具有深浅不等的纵皱纹
质硬， 较易折断， 断面角

质样， 中柱淡黄白色
气微， 味微甜， 微苦

云南
长 ６ ～ １５ ｃｍ，

直径 ０. ６ ～ １. ３ ｃｍ

淡黄棕色或黄棕色， 略有光
泽， 半透明， 光滑或具有深

浅不等的纵皱纹

质硬或者柔润， 易折断，
有粘性， 断面角质样，
中柱黄白色或深黄色

气微， 味甜

贵州
长 ４ ～ ８ ｃｍ，

直径 ０. ４ ～ １. １ ｃｍ

黄白色或淡黄棕色， 略有
光泽， 半透明， 光滑或具

有深浅不等的纵皱纹

质硬或柔润， 有粘性，
不易折断， 中柱淡黄白

气微， 味甜， 微苦

广西
长 ４ ～ ８ ｃｍ，

直径 ０. ４ ～ １. ０ ｃｍ

淡黄棕色或黄棕色，
有光泽， 半透明， 光滑

或具有深浅不等的纵皱纹

质硬或者柔润， 不易折断，
有粘性， 断面角质样，

中柱黄白色
气微， 味甜， 微苦

野生
（四川）

长 ６ ～ １６ ｃｍ，
直径 ０. ４ ～ １. ２ ｃｍ

深黄棕色或暗灰黄色， 多无光
泽， 半透明或者不透明， 易折
断， 具有深浅不等的纵皱纹

质硬或者柔润， 易折断，
有粘性， 断面角质样，
中柱明显， 黄白色

气微， 味微甜， 微苦

·７４·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第 ３３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２０２４，Ｖｏｌ. ３３，Ｎｏ. ３



　 　 可见， 四川、 贵州、 广西产的天冬外观性状

比较一致， 长约 ４ ～ ９ ｃｍ， 直径约 ０. ４ ～ １. １ ｃｍ。
表面黄白色、 淡黄棕色或黄棕色， 半透明， 两端

皮层透明可见白色中柱， 有光泽， 光滑， 质硬或

柔润， 有粘性； 不易折断， 折断后断面平坦、 角

质样， 中柱淡黄白色或黄白色。
云南、 野生天冬比其它地方产的更大， 长约 ６

～ １６ ｃｍ， 直径约 ０. ４ ～ １. ３ ｃｍ。 呈长圆柱形或长

纺锤状， 弯曲； 半透明或者不透明， 光滑或具有

深浅不等的纵皱纹， 质硬或柔润， 有粘性； 易折

断， 折断后断面平坦、 角质样， 中柱黄白色或深

黄色。 云南产的天冬颜色较深， 多呈淡黄棕色或

黄棕色， 味甜； 野生天冬表面多呈黄棕色或暗灰

黄色， 无光泽， 中柱明显， 味微甜。
重庆产的天冬较小， 长约 ３ ～ ７ ｃｍ， 直径约

０. ３ ～ ０. ７ ｃｍ， 两端较尖。 表面多呈黄白色， 无光

泽， 不透明， 质硬， 较易折断， 断面角质样， 中

柱淡黄白色， 味微甜。 如图 １ 所示。
２. ２　 根横切面显微　 不同产区的天冬根横切面显

微特征比较见表 ２。

注： 从上到下自左到右为四川、 重庆、 云南、 贵州、 广西、 野生 （四川）

图 １　 天冬药材图

表 ２　 不同产区的天冬横切显微特征比较

产区 石细胞
草酸钙

针晶束
皮层 皮层中柱比 中柱

四川 未见 有
皮层宽广， 草酸钙针晶成束， 皮层内侧

有 １ ～ ２ 列细胞紧密排列成环
１. ８ ～ ２. ８

韧皮部束与木质部束

各 ２０ ～ ４７ 个

重庆 有 有
皮层较宽广， 外侧偶有 １ ～ ３ 列石细胞断续存在，

草酸钙针晶成束， 皮层内侧有 １ 列细胞紧密排列成环
１. ６ ～ ２. ７

韧皮部束与木质部束

各 １７ ～ ４３ 个

云南 有 有
皮层宽广， 皮层外侧偶有 １ ～ ２ 列石细胞， 草酸钙

针晶成束， 皮层内侧有 １ ～ ２ 列细胞紧密排列成环
２. ０ ～ ３. １

韧皮部束与木质部束

各 ２５ ～ ６３ 个

贵州 有 有
皮层宽广， 皮层外侧偶有 １ ～ ２ 列石细胞， 草酸钙

针晶成束， 皮层内侧有 １ ～ ２ 列细胞紧密排列成环
１. ７ ～ ２. ８

韧皮部束与木质部束

各 ２２ ～ ６１ 个

广西 有 有
皮层宽广， 皮层外侧偶有 １ ～ ２ 列石细胞， 草酸钙

针晶成束， 皮层内侧有 １ ～ ２ 列细胞紧密排列成环
１. ８ ～ ２. ７

韧皮部束与木质部束

各 ２０ ～ ５８ 个

野生

（四川）
有 有

皮层宽广， 皮层外侧有 １ ～ ３ 列石细胞， 草酸钙

针晶成束， 皮层内侧有 １ 列细胞紧密排列成环
１. ４ ～ ２. ５

韧皮部束与木质部束

各 １８ ～ ４２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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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 四川、 贵州、 广西产的天冬皮层宽广，
皮层与中柱比约为 １. ７ ～ ２. ８。 除四川外， 贵州、 广

西产的天冬偶见皮层外侧有 １ ～２ 列石细胞； 在粉末

显微中石细胞呈长条形、 类方形、 类长方形或椭圆

形， 显黄棕色或淡橙黄色， 长 ２６ ～１４７ μｍ， 宽 １２ ～
６０ μｍ。 草酸钙针晶束常见， 大多散存于皮层内侧 ２
～５ 层粘液细胞中， 长 １８ ～５６ μｍ 。 皮层最内侧 １ ～
２ 层细胞排列紧密， 无胞间隙。 木质部和韧皮部发

达， 木质部束和韧皮部束相间排列， 常为 ２０ ～ ６１
个， 少数导管深入髓部， 韧皮部和木质部细胞中充

满橙黄色的物质。 髓部偶见草酸钙针晶束。
重庆产的天冬皮层较为宽广， 与中柱比约为

１. ６ ～ ２. ７。 偶见皮层外侧有 １ ～ ３ 列石细胞， 紧密

排列， 石细胞形状石细胞多为长条形、 类长方形

或长椭圆形， 纹孔及孔沟细密， 显黄棕色或淡橙

黄色， 长 ３６ ～ １８４ μｍ， 直径 １２ ～ ４７ μｍ， 草酸钙

针晶束常见， 大多散存于皮层内侧 ２ ～ ６ 层粘液细

胞中， 长 １８ ～ ６１ μｍ 。 皮层最内侧 １ 层细胞排列

整齐紧密， 无胞间隙。 木质部束和韧皮部束相间

排列， 常为 １７ ～ ４３ 个， 少数导管深入髓部， 韧皮

部和木质部细胞中充满橙黄色的物质。 髓部可见

草酸钙针晶束。

云南产的天冬皮层宽广， 与中柱比约为 ２. ０ ～
３. １。 偶见皮层外侧有 １ ～ ２ 列石细胞， 紧密排列，
石细胞形状石细胞多为长条形或长椭圆形， 显黄

棕色或淡橙黄色， 长 ４２ ～ １３８ μｍ， 直径 １１ ～ ６０
μｍ， 草酸钙针晶束常见， 大多散存于皮层内侧 ２
～ ７ 层粘液细胞中， 长 １７ ～ ３５ μｍ 。 皮层最内侧 １
～ ２ 层排列紧密， 无胞间隙。 木质部和韧皮部发

达， 木质部束和韧皮部束相间排列， 常为 ２５ ～ ６３
个， 少数导管深入髓部， 韧皮部和木质部细胞中

充满橙黄色的物质。 髓部偶见草酸钙针晶束。
野生天冬皮层较为宽广， 与中柱比约为 １. ４ ～

２. ５， 中柱明显。 偶见皮层外侧有 １ ～ ３ 列石细胞；
在粉末显微中石细胞呈长条形、 类方形、 类长方

形或椭圆形， 显黄棕色或淡橙黄色， 长 ２８ ～ １９７
μｍ， 宽 ２５ ～ ６１ μｍ。 草酸钙针晶束常见， 大多散

存于皮层内侧 ２ ～ ６ 层粘液细胞中， 长 １８ ～ ８１ μｍ。
皮层最内侧 １ 层细胞排列紧密， 无胞间隙。 木质部

束和韧皮部束相间排列， 常为 １８ ～ ４２ 个， 少数导

管深入髓部， 韧皮部和木质部细胞中充满橙黄色

的物质。 髓部可见草酸钙针晶束。 如图 ２ 所示。
２. ３　 粉末显微　 不同产区的天冬粉末显微特征比

较见表 ３。

注： 从上到下自左到右为四川、 重庆、 云南、 贵州、 广西、 野生 （四川）

图 ２　 天冬横切面显微图

表 ３　 不同产区天冬粉末微特征比较

产区 添石细胞 添草酸钙针晶 添导管 添木薄壁细胞

四川 未见 长 ２１ ～ ４２ μｍ 直径 ２０ ～ ５０ μｍ 直径 １０ ～ ３２ μｍ

重庆
长 ３６ ～ １８４ μｍ，

直径 １２ ～ ４７ μｍ， 较多
长 １８ ～ ６１ μｍ， 较多 直径 １８ ～ ３８ μｍ 直径 １２ ～ ３５ μｍ

云南
长 ４２ ～ １３８ μｍ，
直径 １１ ～ ６０ μｍ

长 １７ ～ ３５ μｍ 直径 ２０ ～ ４２ μｍ 直径 １７ ～ ３７ μ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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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续）

产区 添石细胞 添草酸钙针晶 添导管 添木薄壁细胞

贵州
长 ４０ ～ １４７ μｍ，
直径 ４ ～ ６０ μｍ

长 ２６ ～ ５６ μｍ 直径 ２２ ～ ４４ μｍ 直径 １６ ～ ３５ μｍ

广西
长 ２６ ～ １３６ μｍ，
直径 １２ ～ ４１ μｍ

长 １８ ～ ５１ μｍ
１７ ～ ４６ μｍ， 偶见网纹导管，

偶见筛管及伴胞和

导管紧密排列， 较多

直径 １９ ～ ３２ μｍ

野生

（四川）
长 ２８ ～ １９７ μｍ，

直径 ２５ ～ ６１ μｍ， 较多
长 １８ ～ ８１ μｍ， 较多 直径 １３ ～ ３６ μｍ 直径 １３ ～ ３０ μｍ

　 　 各地区产的天冬粉末显微除 ２. ２ 项描述的特征

外， 还有以下特征。 石细胞多破碎， 野生和重庆

产的天冬石细胞数量较多， 其次为贵州、 广西、
云南， 四川产的未见石细胞。 草酸钙针晶成束或

散在， 野生的天冬草酸钙针晶数量较多； 重庆产

的其次； 其它地方产的较少。 各产区天冬导管多

为具缘纹孔导管及梯纹导管， 在广西天冬中偶见

有网纹导管存在， 亦可见筛管与伴胞和导管紧密

排列在一起； 导管数量除重庆、 野生天冬较少外，
其他产区的无明显差异； 导管的大小亦未见有明

显差异。 各产区天冬粉末显微均可见木薄壁细胞，
多呈类长方形， 常有一端倾斜， 偶有两端倾斜，
壁稍厚， 孔纹大， 散在或与导管细胞一同紧密排

列， 大小未见明显差异。 如图 ３、 图 ４、 图 ５、 图

６、 图 ７ 和图 ８ 所示。

注： 从左到右为草酸钙针晶、 导管、 薄壁细胞

图 ３　 四川产天冬显微图

注： 从左到右为石细胞、 草酸钙针晶、 导管

图 ４　 重庆产天冬显微图

注： 从左到右为石细胞、 草酸钙针晶、 导管

图 ５　 云南产天冬显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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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从左到右为石细胞、 草酸钙针晶、 导管

图 ６　 贵州产天冬显微图

注： 从左到右为石细胞、 草酸钙针晶、 导管

图 ７　 广西产天冬显微图

注： 从左到右为石细胞、 草酸钙针晶、 导管

图 ８　 野生 （四川） 天冬显微图

３　 讨论

李敏等［１１］研究表明， 不同地区产的天冬在大

小、 质地、 表面特征上有较大的差异， 可能与加

工炮制方法不同有关； 丁艳霞等［１２］ 研究也有相似

的结论。 笔者通过前往产区实地采挖， 采用相同

的产地加工方法进行处理。 结果表明， 云南、 野

生天冬比其它地方产的天冬个头更大， 但云南产

的颜色比其它的更深， 多呈淡黄棕色或黄棕色；
野生天冬表面多呈黄棕色或暗灰黄色， 多无光泽。
重庆产的天冬个头比其它地方的小， 两端较尖，
表面多呈黄白色， 无光泽。 说明不同产区的天冬

受到生长的气候环境、 土壤条件、 种植技术、 生

长年限等因素的影响， 在外观性状上存在较大的

差异。
横切面显微特征比较试验结果表明， 不同地

产天冬有较大的差异。 四川产天冬未发现石细胞，
其它地区产的均能发现石细胞。 各地产天冬除重

庆的皮层稍窄， 其余皮层均为宽广。 皮层和中柱

比比较， 云南产的最大； 四川、 贵州、 广西、 重

庆产的次之， 野生的最小。 云南和野生的天冬个

头大， 皮层厚， 但云南产天冬中柱大小和四川、
贵州、 广西、 重庆产差异不大， 因此云南产中柱

比大； 野生天冬中柱比较粗， 皮层和中柱比小。
木质部束和韧皮束数量比较， 重庆产、 野生天冬

的木质部束和韧皮束数量较少， 木质部和韧皮部

不发达， 这与重庆产天冬个头小一致； 野生天冬

由于生长环境恶劣， 不利于木质部和韧皮部的

生长。
粉末显微特征比较试验结果表明， 野生天冬

的石细胞、 草酸钙针晶束数量最多、 长度最长；
重庆产次之； 四川、 贵州、 广西、 云南产再次之，
但四川产未见石细胞。 李敏等［１１］ 研究发现四川内

江、 广西玉林产区的天冬未能发现石细胞 ； 丁艳

霞等［１２］研究发现， 四川、 广西、 湖北、 宁夏及广

东等产区的天冬药材因根皮细胞已除去， 偶有残

存， 横切面显微中均未见石细胞。 这与笔者的研

究结果相似， 在除去根外皮的天冬横切面显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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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上， 很难发现石细胞， 需要刮下样品的表层细

胞进行显微观察， 以佐证石细胞的有无。 四川产

的天冬横切面、 粉末显微均未见石细胞， 可能和

四川盆地气候温暖湿润有关， 气候温暖潮湿， 植

物生长旺盛， 细胞活力更强， 而石细胞的形成，
可能需要一个相对较长、 稳定的细胞微环境， 植

物生长太快反而不利于石细胞的形成； 还可能是

植物细胞活力越强， 在产地加工去表皮的过程中，
更容易将紧靠表皮的石细胞扯掉， 因此不容易发

现石细胞。 石细胞在梨中广泛存在， 杨立等［１３］ 研

究发现喷晒浓度为 １００ μｍｏＬ ／ Ｌ 的生长素 ＩＡＡ 可以

明显减少果肉中石细胞分布密度； 陈娟莉［１４］ 研究

发现在梨树的盛花后 ３０ ｄ 施用生长素赤霉素会抑

制石细胞的形成， 也证实细胞生长越快， 石细胞

越不容易形成。 野生天冬石细胞、 草酸钙针数量

多， 可能与野生天冬生长年限更长， 生长环境相

对恶劣有关。 石细胞、 草酸钙针晶在植物生长中

起组织支持和机械保护作用， 植物生长的环境越

恶劣， 其组织支持和机械保护的需求更为强烈，
越利于石细胞、 草酸钙针晶的形成。 对不同产区

天冬的木薄壁细胞、 导管和管胞的显微特征进行

比较， 未发现存在明显差异。
综上所述， 不同产地的天冬药材因生长气候

环境、 土壤条件、 栽培技术、 种内差异等原因，
其性状及组织特征存在较大差异。 本研究可为进

一步完善天冬质量评价体系提供依据， 亦为天冬

药材的产区道地性评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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