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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四大南药”主要指槟榔、砂仁、益智、巴戟天，在我国药用历史悠久，应用范围广泛。笔者主要从

“四大南药”的资源分布情况、开发利用现状方面进行简要的综述，同时针对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和

建议，以期为“四大南药”资源及其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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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 “大南药”，是指生长在南亚、东南亚

以及南美洲和非洲的药材。在我国，一般指分布或

种植在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南部、台湾、云南

等省区的道地药材和进口于热带、南亚热带国家和

地区的药材［1］。其中，槟榔、益智、砂仁、巴戟天

称为“四大南药”。随着现代药理学的研究，人们

对四大南药的认识不断加深，它们的新用途不断浮

现，市场前景广阔。本文就其资源现状和应用开发

等方面的进展及存在的问题加以讨论，并对资源可

持续利用提出一些新的思路。

1 四大南药的资源概况

1. 1 槟榔

槟榔是棕榈科( Palmae) 槟榔属植物槟榔( Areca
catechu L. ) 的种子，为我国四大南药之首，始载于

《药录》［2］。原产于马来西亚，属湿热型阳生植物，

喜高温、湿润气候。现广泛栽培于热带地区，主要

分布于南北纬 28°之间，其中以气温 10 ～ 36 ℃，年

降雨量 1700 ～ 2000 mm 的环境为佳。海南省是我国

槟榔的最大产区，产量占全国总量的 99% 以上( 未

计台湾省) 。2002 年，海南省依据 《中药材生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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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管理规范》 ( GAP) ，在保亭、陵水、万宁建设了

槟榔规范化种植基地［3］。2005 年，我国槟榔种植面

积达 47 700 hm2， 收 获 面 积 20 780 hm2， 产 量

64 400 t，总产值达 15. 44 亿元。槟榔己成为海南省

农作物中仅次于橡胶的第二大支柱作物，是海南东

部、中部和南部山区 200 多万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之一［4］。当前，除我国外，槟榔还广泛栽培于印度、
印度尼 西 亚、斯 里 兰 卡、菲 律 宾 等 国 家［5］。2012
年，世界槟榔的产量约为 1 130 000 t，其中 99% 以

上都产于亚洲，中国的槟榔产量位列世界第三，约

占当年世界槟榔总产量的 12. 0% ( 表 1) 。据万宁相

关部门的最新调查统计显示，2014 年，海南省的收

获面积达 46 667 hm2，产量在 20 万吨以上，而国内

的需求总量约 120 000 t，产值约为 50 亿元。

表 1 2008 ～ 2012 年世界及主要槟榔生产国的槟榔产量

国家
名称

2008 年
产量 / t

2009 年
产量 / t

2010 年
产量 / t

2011 年
产量 / t

2012 年
产量 / t

2012 年所
占的比重

( % )

中国 144 595 142 636 131 737 129 316 135 000 12. 0

斯里兰卡 26 840 27 860 29 880 31 600 37 700 3. 3

印度 476 000 481 300 478 000 478 000 482 000 42. 8

缅甸 115 600 115 800 121 796 121 003 122 000 10. 8

印尼 168 494 177 000 184 300 183 100 187 300 16. 6

肯尼亚 122 97 92 110 112 －

尼泊尔 3 972 3 977 4 266 7 620 9 188 0. 8

孟加拉国 97 947 105 448 91 681 105 953 108 000 9. 6

马来西亚 2 035 618 650 646 672 0. 1

不丹 3 842 6 375 7 280 9 781 10 500 0. 9

泰国 35 000 41 000 40 649 31 203 35 300 3. 1

世界 1 074 453 1 102 120 1 090 341 1 098 342 1 127 182 100

注: 资料源自 FAO 网站。

1. 2 砂仁

砂仁来源于姜科( Zingiberaceae) 豆蔻属植物阳春

砂 ( Amomum villosum Lour. ) ， 绿 壳 砂 ( A. villosum
var. xanthioides T. L. Wu et Senjen ) 和 海 南 砂

( A. longiligulare T. L. Wu) 的干燥成熟果实，始载于

《药性论》［6］。其中，阳春砂为我国特有药材品种，

主要分布于广东、云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

以栽培为主; 绿壳砂主要分布于云南省; 海南砂主

要分布于海南省和雷州半岛，海南岛是我国海南砂

的主产区［7］。砂仁属多年生半阴性植物，多生长于

热带、亚热带雨林下，喜温暖、潮湿气候，其中，

以年均温 21 ℃以上，年降雨量 1700 mm 以上，荫蔽

度 50% ～80%，土壤疏松肥沃的砂质或粘质壤土地

区为 最 佳［8］。云 南 省 已 在 西 双 版 纳 勐 腊 县 建 成

600 亩阳春砂仁示范基地，并按 GAP 要求完成了阳

春砂种植标准操作规程的研究制定及云南阳春砂仁

质量控制标准的起草制定。目前，西双版纳是我国

最大的砂仁产区，2013 年产砂仁约 350 t，次产区马

关、思茅、河口等小产区约 50 t，广东产区约 50 t，
广西产区约 30 t，合计产量约 500 t，相对高产年约

减少 60%以上［9］。2014 年，马关县引导群众发展种

植砂仁 8252 hm2，实现产值 5000 万元，户均年收入

达 16 万元。

1. 3 益智

益智 为 姜 科 ( Zingiberaceae ) 山 姜 属 植 物 益 智

( Alpinia oxyphylla Miq. ) 的干燥成熟果实，始载于

《本草拾遗》［10］。属热带雨林植物，喜温暖、湿润气

候，生长于林下阴湿处，因此，常间种于槟榔、橡

胶林下。其中，以空气相对湿度为 80% ～ 90%，土

壤含水量为 25% ～ 30%，pH 值 5. 5 ～ 6. 5 的环境为

最佳。现主要分布于海南、广东、广西、云南、福

建等省，主要为栽培品。海南是益智的主产区，种

植面积占全国的 86%以上，年产量占全国的 93% 以

上，主要分布在海南省南部、西南部、东南部和中

部一带［11］。2002 年，海南屯昌县提出开发百万亩南

药种植的规划，海南海利药业采用 “公司 + 农户”
的运作方式，在琼中县建设了益智栽培示范基地，

目前益智的种植面积达 1333 hm2。2012 年海南益智

产量达 900 t，2013 年在 1300 ～ 1500 t 之间，比 2012
年年增产明显。截止到 2012 年，海南益智产量达

5949. 73 t， 比 2011 年 增 加 1 330. 43 t， 同 比 增

长 28. 8%［12］。

1. 4 巴戟天

巴戟天为茜草科( Ｒubiaceae) 巴戟天属植物巴戟

天( Morinda officinalis How. ) 的干燥根，始载于 《神

农本草经》［13］。属热带湿地雨林藤本植物，喜温暖、
湿润气候，其中，以年均温 22 ～ 24 ℃，年均降雨量

1500 ～ 2000 mm，相对湿度在 89% 以上，苗期荫蔽

度 70% ～80%，成苗荫蔽度 30%，土层富含腐殖质

且排水量好的沙质壤土为最佳［14］。在我国，巴戟天

分布于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四省。因野生资源

逐年萎缩，现主要为栽培品，广东为栽培主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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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面积约占全国的 90%，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85%［15］。 “十五”期间，广东省大力推进以 “南

药”为特色的中药材 GAP 基地建设，肇庆德庆县高

良镇和武垄镇共建了 2000 hm2 巴戟天 GAP 产业化

基地［16］。福建省永定县出台了“2009 ～ 2013 年巴戟

天产业发展实施方案”，从 2009 年至 2013 年，用

5 年的时间，新增巴戟天种植面积 10 000 hm2。

2 四大南药的开发利用现状

2. 1 槟榔

槟榔的果实中富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如槟榔碱、
槟榔油、儿茶素、胆碱等，有止泻治痢、驱虫抑菌、
镇痛消炎及抗氧化、抗动脉粥样硬化、抗血栓等作

用［17］。槟榔是许多中药复方的组成成分，如四磨

汤、利胆排石颗粒、消瘿丸等; 在兽医上用于治疗

绦虫、马属动物胃扩张、大肠阻塞、肠麻痹等畜禽

病; 以槟榔碱为先导化合物合成的治疗老年痴呆症

的新药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除药用外，将槟榔进行

加工，可制成各种副食品，具有增加口腔酶的活性，

利于消化、消食，防止牙齿蛀龋。目前，各地所产

槟榔绝大部分以咀嚼品的形式进行消费，它是仅次

于香烟、酒和咖啡的世界第四大嗜好物品［18-19］。除

以上两种作用外，因槟榔富含果皮纤维，可用作纤

维隔板、绝缘羊毛以及塑料填充物等，也可用于编

织毛毯、制刷以及提取黑色染料。
从世界消费市场来看，全世界约有 2 ～ 6 亿人嚼

食槟榔嚼块，我国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湖南和海南，

全国有 1000 多家槟榔加工企业和数个名牌产品，近

几年东北地区以及上海等大城市也有嚼食槟榔的习

惯，消费市场在逐渐扩大［20］。但自 2013 年起，受

“槟榔致癌”报道的影响［21］，槟榔的价格和销量急

速下滑，相 比 2012 年，价 格 比 同 期 最 高 时 下 跌

80%，种植户的收入不及 2012 年的 20%。

2. 2 砂仁

砂仁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是药食同源目录的

种类之一，含有乙酸龙脑酯、樟脑、柠檬烯、龙脑、
月桂烯等 26 种挥发油物质，具有加强胃消化动力的

作用，被 广 泛 用 于 消 化 系 统 和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治

疗［22］。另外，Zhang 等［23］研究发现，砂仁多糖具有

较强的自由基清除能力，表现出良好的抗氧化酶活

性。Lee 等［24］采用肥大细胞介导的过敏反应模型研

究发现，砂仁水提液具有减缓皮肤过敏反应的作用。

《中国药典》 ( 2010 版) 收录含砂仁的成方制剂有 29
种［6］。《全国中成药产品录》和 《全国医药产品大

全》中收录含砂仁的中成药和保健品有 104 种。早

期砂仁主要作为调味剂添加到食品中，随着研究的

深入，新研究开发出了一系列砂仁食品和保健食品

包 括 蜜 饯 类、糖 果 类、保 健 口 服 液、保 健 饮 料

等［25］。此外，砂仁的地上部分可用于大量提取精

油，代替砂仁作为化妆品行业的添加物; 茎杆还可

用做造纸原料和猪饲料。
据汤丽云等统计［25］，砂仁国内年需求量约为

1. 7 × 106 kg，而近年砂仁年出口量为 5 × 105 kg，并

以每年 3 ～ 5%的速度递增。到 2014 年为止，云南省

发展砂仁种植面积 8000 hm2，广东阳春市发展砂仁

种植面积 150 000 hm2，鲜果年产量超过 15 000 t，
收购价格 110 000 元 /吨，种植砂仁成为推动农民增

收的产业之一。从多年来砂仁的年需求量、销售量

及产量等因素综合分析来看，当前，砂仁供求市场

仍有相当潜力，近期内砂仁产量和栽培面积还无法

满足市场需求，我国的砂仁消费市场仍然蕴藏着巨

大潜力。

2. 3 益智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益智有抗癌、强心、抗菌、
消炎、镇痛等功效。临床上，益智被广泛用于治疗

消化不良、腹泻、腹痛、遗精、肾脏衰弱和记忆力

衰退等疾病［26］。方剂中，益智主要以配伍使用为

主，当前记载的方剂中与其相关的达 697 个，大多

用于治疗小便频数、淋沥、赤白浊等症。1983 年，

日本三菱化工株式会社将益智中主要成分益智醇注

册为血管舒张药，并取得日本专利［10］。同时有关益

智的药品、保健食品及食品如降糖舒丸、补脑丸、
缩泉丸、狗肾益智果实胶囊及沛尔健益智果实片等

有数十种产品相继问世。
益智是我国海南岛的特有植物，由于益智产区

相对集中，益智仁基本都是被凉果厂收购。在海南

省中药现代化专项基金的支助下，张俊清等［27］研发

了益智椰子粉、益智木瓜粉固体饮料。2013 年海南

省白沙县青松乡创建了三个益智种苗培育苗圃基地，

推广益智种植 2500 hm2，全乡益智累计种植面积超

过 10 000 hm2。2014 年为 10 100 hm2，其中收获面

积超过 2 400 hm2，产值达 600 万元，到 2015 年，全

乡南药种植面积为 15 000 hm2。从长远看，海南省

作为国家开发的重点地区，随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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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也会使益智价值提升，益智相关产品的研发

可丰富现有旅游产品的种类，提升海南省旅游产品

的层次，带动相关益智种植业及海南省旅游业的

发展。

2. 4 巴戟天

巴戟天属于家种三类中药材，是中医常用的壮

阳药，补肾阳、壮筋骨、祛风湿的功效显著，民间

也用于煲汤滋补。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巴戟天有提

高机体免疫力、补血、抗肿瘤、抗氧化、抗抑郁及

调节内分泌的作用［28］。根据这些作用，我国先后开

发出巴戟滋补膏、巴戟补肾丹、巴戟天抗精神病剂

等一系列药品。此外，因巴戟天富含维生素 C、糖、
胶质及人体必需氨基酸，被广泛用于滋补保健食品

的添加，如巴戟天乌鸡精、巴戟黑米酒、巴戟精等，

或直接作为药膳，如巴戟蒸鸡、炖肉、入菜等［29-30］。
目前，巴戟天野生资源已遭到严重破坏，《中国

植物红皮书—稀有濒危植物》将巴戟天列为濒危植

物［31］。我国的巴戟天主要是从越南进口，据了解，

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每年进口量约为

150 ～ 200 t，但是近几年呈逐年大幅度下减的趋势，

年进口量只有不足 100 t，而 2009 年进入广西边贸市

场的交易量也减少约 60 t。据广西口岸药商反映，

2015 年巴戟天进口量将依然不多，进口量的减少也

增加国产货的销量。

3 存在的问题

3. 1 病虫危害严重

四大南药属传统热带药用植物，长期生长在特

定区域，适应于该地区环境和相应寄生植物的病原

菌逐年积累，病害逐年加重，难以控制，如槟榔黄

化病、砂仁叶枯病、益智立枯病、巴戟天枯萎病等。
此外，四大南药都患有多种叶部病害，且以真菌性

病害居多。叶部病害多为各种叶斑病，如炭疽病、
叶枯病、轮斑病、褐斑病等。巴戟天的药用部位是

根，属地下部分，易受土传病原菌或线虫为害，发

生多种根茎部病害，如巴戟枯萎病、巴戟茎基腐病、
巴戟紫根病等［32］。这些病害会引起染病植株枯萎、
腐烂，果实减产，甚至导致植株大面积死亡，严重

影响了四大南药产业的健康发展。

3. 2 种植管理粗放，产业化程度低

四大南药在种植方面 “人种天管”的传统思想

影响比较严重，许多种植户不注意进行土壤改造和

有效肥水的管理，以至植株不能得到充足的养分，

收获期变短，产量变低。槟榔产业的发展过度依赖

于湖南槟榔产品深加工产业能力的扩张，产业链没

有形成，产销不配套，未能充分获得槟榔的经济价

值。长期以来，砂仁种植授粉方式主要以人工为主，

但人工授粉方式使砂仁因自花授粉导致种质抗病及

抗逆性下降，不利于优良种质繁育，且人工授粉种

植成本高，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药农的生产积极

性［33］。当前，巴戟天的优良种质保护与优良品种选

育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形成了种植户种植难度大、
难觅种苗的尴尬局面。

3. 3 市场调节不足，生产盲目性大

由于四大南药生产周期长短不一，价值规律对

市场的调节作用受到季节和生产周期的限制，反应

较为迟缓，加上药农全局意识较差，市场分析能力

不强，许多药农根据现在的行情来组织生产，一些

价格暴升的品种，往往出现盲目大量种植，或者出

现掺假、以假充真的现象。砂仁常见的伪品有红壳

砂、海南假砂、山姜、华山姜、艳山姜等［34］。市场

上也屡屡出现巴戟天的混伪品，如假巴戟天、羊角

藤、虎刺等，这些药材和原植物在外形上与巴戟天

极为相近［35］。这就造成了生产的盲目性，致使市场

变化后又大面积清除药材，而且导致市场产品混乱，

缺乏经济效益和产品保障，达不到生产目的。

3. 4 综合利用程度低，缺乏高新产品

四大南药产业发展落后，采收和加工缺乏有效

的质量标准体系和监控手段，大量产品仅是粗加工，

槟榔、砂仁、益智产品大部分用于食用，产品的附

加值小。同时，新产品研发严重滞后，在药材综合

开发、系列产品研发、有效成分提取及利用等产业

化发展方面十分缓慢，其临床药理价值及保健功效

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且研究发现，常嚼食槟榔会造

成口腔粘膜下纤维化( 简称口腔硬化) ，这是导致口

腔癌病变的主要原因［36］。可见，传统槟榔食用方法

落后且不卫生，存在致癌风险。

4 对策

4. 1 采用科学种植管理模式，实现四大南药产业化

可持续发展

四大南药要走产业化道路，呼吁政府有关部门

尽快组织加强符合海南实际的资源开发规划，种植

管理上要加大科技投入，以市场为导向，以优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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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为依托，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加强病害系统调查

研究，弄清其发生发展规律及危害损失情况，改变

单一使用化学农药和化学肥料的理念，合理使用高

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综合防治病害，从事循环

生态 化 种 植，从 而 形 成 “种 植—研 发—生 产—销

售”的产业链，尽快开发出以四大南药药用资源为

原料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现代中成药，增加药材

的附加值，使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实现四大

南药产业化可持续发展。

4. 2 建立“深加工”基地，发展四大南药“标准化”

药材加工生产是四大南药生产的薄弱环节，也

是四大南药发展的突破口和经济增长点。通过官、
产、学、研、商、资的有机结合，应用现代生物、
分析技术，建立以科研投资为主的科研投资体系，

加强四大南药的药理药效研究，创办四大南药 “深

加工”基地，改变仅靠出售原材料的局面，延长四

大南药生产链，开发出优质产品，增加药材的附加

值，进行药材规范化种植和规模化生产，全面提高

四大南药的生产产值和经济效益。如通过对槟榔中

驱虫、抑菌活性物质的化学研究，将其合成开发为

绿色农药，减少化学试剂对环境的污染［37］。

4. 3 建立四大南药植物基因库，发展优质种源

目前，生物制药发展迅速，利用基因工程技术

研制的医药产品多达上百种，要充分开发利用四大

南药植物资源，主要取决于育种原始材料的占有量

和研究利用的深度和广度。建议收集海南地区四大

南药不同种质资源，建立种质资源圃，同时建立植

物基因库，并对其进行评价，筛选出优质种源，以

便解决以下问题: ①保证药材质量，这对药材的产

量和质量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②利于选育新品种，

对野生资源的研究，可提供物质保障和丰富的基因

信息; ③保存四大南药植物遗传物质，人工栽培导

致了后代种群遗传基础的狭窄，削弱了遗传多样性，

导致药材质量下降，研究这类品种，可找到提高药

材质量的方法，对发展植物育种和生产具有重要

意义。

4. 4 发展四大南药资源的林下种植

砂仁、益智、巴戟天都是阴生植物，为充分利

用土地资源和扩大效益，可利用这 3 种植物耐荫的

特性，采用林下套种或林下间种及分区割块、种植

隔行挡风遮阴经济作物、营建边际防风林带等栽培

措施，抑制多台风和风害等不利因素，提高地域性

相对湿度，满足四大南药高产优质栽培所需的生境

条件。海南地处热带北缘，气候条件优越，适宜发

展橡胶等热带经济作物和热带珍贵林木，截至 2011
年，海南橡胶人工林种植面积约 50 000 hm2，全国

橡胶种植面积达 1 040 000 hm2［38］。因此，在橡胶林

林下种植砂仁、益智和巴戟天，对促进区域生态环

境建设以及提高作物经济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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