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潞党参

【药材来源】桔梗科植物党参 Codono psispilosula (Franch.) Nannf.的

干燥根。

【品种考证】党参之名由“上党人参”沿用而来，简称“党参”。始

见于清代的《百草镜》：“党参，一名黄参，黄润者良，出山西潞安、

太原等处。有白色者，总以净软壮实味甜者佳。嫩而小枝者，名上党

参。老而大者，名防党参。”因古时上党也称潞州，故党参又有潞党

参之名，兼有上党人参（见于《本经逢原》），防风党参（见于《本草

从新》），黄参、防党参、上党参（见于《百草镜》），狮头参（见于翁

有良《辨误》）等别名。

清代以前历代本草文献均无现今桔梗科党参的文字描述，也没有

党参植物图，但这并不说明在清代以前党参没有药用历史，可能有人

参与党参混用的情况存在。魏晋时期《吴普本草》对人参的描述“三

月生，叶小兑，核黑，茎有毛”，南北朝时期《本草经集注》中对人

参的描述“上党郡在冀州西南。今魏国所献即是，形长而黄，状如防

风，多润实而甘”，均符合桔梗科党参的特征。由以上所述来看，古

代上党人参包括五加科植物人参和桔梗科植物党参。明清以后，人们

对药草的认识逐渐提高，植物、药材形态的描述亦更加详细，人参、

党参开始严格区别开来。

清代《本经逢原》在人参项下论述：“产山西太行者，名上党人

参，虽无甘温峻补之功，却有甘平清肺之力，亦不似沙参之性寒专泄



肺气也。”书中提到上党人参的产地及其功效，实为桔梗科党参。

党参作为“新增品种”，正式载于本草，与人参分列，提出“狮

子盘头”的性状特征，则见清代《本草从新》，其在防风党参项下描

述：“按：古本草云，参须上党者佳。今真党参久已难得，肆中所卖

党参种类甚多，皆不堪用。唯防风党参性味和平足贵，根有狮子盘头

者真，硬纹者伪也。”此处所说的“真党参”系指五加科人参。

《本草纲目拾遗》在防风党参项下引《翁有良辨误》云：“党参

功用，可代人参，皮色黄而横纹，有类乎防风，故名防党。江南徽州

等处呼为狮头参，因芦头大而圆凸也，古名上党人参。产于山西太行

山潞安州等处为胜，陕西者次之。味甚甜美，胜如枣肉。近今有川党，

盖陕西毗连，移种栽植，皮白味淡，类乎桔梗，无狮头，较山西者迥

别，入药亦殊劣不可用。”

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云：“党参，山西多产，长根至二三尺，

蔓生，叶不对，节大如手指，野生者根有白汁，秋开花如沙参，花色

青白，土人种之为利，气极浊。”吴其濬在此书中描述了桔梗科植物

党参的典型特性，并绘有党参植物图，自此党参和人参有了明确的区

别，为正确识别人参和党参提供了科学依据。

民国时期张山雷《本草正义》对潞党参做了详细描述，对比党参

和人参功效，为党参替用人参提供了有力参考。曹炳章《增订伪药条

辨》云：“前贤所谓人参，产上党郡，即今党参是也。考上党郡，即

今山西长子县境，旧属潞安府，故又称潞党参。其所产参之形状，头

如狮子头，皮细起皱纹，近头部皮略有方纹，体糯糙，黄色，内肉白



润，味甜鲜洁，为党参中之最佳品。其他产陕西者，曰介党，亦皮纹

细皱，性糯，肉色白润，味鲜甜，亦为佳品。如凤党，皮纹虽略糙，

性亦糯软，味亦甜。产四川文县者，曰文元党，皮直纹，性糯，味甜，

芦头小于身条，皆佳。”《药物出产辨》云：“其初产自湖北防县，为

防党，后来不见防县有出。均以陕西阶州马岛出产者制而成之，名曰

防党。湘党产陕西阶州，亦制而成之。气味纹质均与防党同。已上均

熟党。纹党以陕西西边为正，四川汶县亦佳。潞党产河南潞州府、漳

德府。”民国以来，除道地药材潞党参外，纹党也成为党参中的知名

品种。

综上分析，现今之党参，古时多产于山西上党，曾经作为上党人

参药用。至清代《本草从新》《本草纲目拾遗》及《植物名实图考》

才专有党参之条，因古时上党也称潞州，故党参又有潞党参之名，简

称潞党，并沿用至今。今山西长治、晋城即为古时上党所在地，现潞

党参主要栽培产地仍是此两地，这与本草所载一致，其植物形态与本

草描述相同。可见潞党参古今产地一致，基原为桔梗科植物党参

Codono psispilosula (Franch.) Nannf.的干燥根。鉴于潞党参称谓历史悠

久，且被广大医家及道地产区所认可，因此，本标准将党参的道地药

材定为潞党参。

【道地沿革】党参虽自清代才正式载于本草，但其产地记载较广，山

西、甘肃、四川、湖北、安徽、陕西、吉林等地均有分布。目前，党

参在山西、甘肃、湖北及四川等地形成主产区，各主产区因地制宜，

形成了独特的产品规格，质量差异较大。山西长治、晋城及其周边地



区产的潞党参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最优的党参道地药材。甘肃文县、

武都、宕昌、舟曲及周边地区自民国以来被认为是纹党的道地产区。

潞党参产地沿革见表 1。

表 1 潞党参产地沿革年代出处产地及评价

年代 出处 产地

南北朝 《本草经集注》
上党郡在冀州西南。今魏国所献即是，形长而黄，状如防风，

多润实而甘

清 《本草从新》

按：古本草云，参须上党者佳。今真党参久已难得，肆中所

卖党参种类甚多，皆不堪用。唯防风党参性味和平足贵，根

有狮子盘头者真，硬纹者伪也

清 《本经逢原》
产山西太行山者，名上党人参，虽无甘温峻补之功，却有甘

平清肺之力

清 《百草镜》

党参，一名黄参，黄润者良，出山西潞安、太原等处。有白

色者，总以净软壮实味甜者佳。嫩而小枝者，名上党参。老

而大者，名防党参

清 《本草纲目拾遗》

《翁有良辨误》云：党参功用，可代人参，皮色黄而横纹，

有类乎防风，故名防党。江南徽州等处呼为狮头参，因芦头

大而圆凸也，古名上党人参。产于山西太行山潞安州等处为

胜，陕西者次之。味甚甜美，胜如枣肉。近今有川党，盖陕

西毗连，移种栽植，皮白味淡，类乎桔梗，无狮头，较山西

者迥别，入药亦殊劣不可用

清 《植物名实图考》

山西多产，长根至二三尺，蔓生，叶不对，节大如手指，野

生者根有白汁，秋开花如沙参，花色青白，土人种之为利，

气极浊

民国 《增订伪药条辨》

前贤所谓人参，产上党郡，即今党参是也。考上党郡，即今

山西长子县境，旧属潞安府，故又称潞党参。其所产参之形

状，头如狮子头，皮细起皱纹，近头部皮略有方纹，体糯糙，



黄色，内肉白润，味甜鲜洁，为党参中之最佳品

民国 《药物出产辨》

其初产自湖北防县，为防党，后来不见防县有出。均以陕西

阶州马岛出产者制而成之，名曰防党。湘党产陕西阶州，亦

制而成之。气味纹质均与防党同。已上均熟党。纹党以陕西

西边为正，四川汶县亦佳。潞党产河南潞州府、漳德府。已

上均生党，秋季出新

【道地产区】山西长治、晋城及周边地区。

【性状鉴别】党参呈长圆柱形，稍弯曲，长 10cm~35cm，直径

0.4cm~2cm。表面灰黄色、黄棕色至灰棕色，根头部有多数疣状突起

的茎痕及芽，每个茎痕的顶端呈凹下的圆点状，习称“狮子盘头”；

根头下有致密的环状横纹，向下渐稀疏，有的达全长的一半，栽培品

环状横纹少或无；全体有纵皱纹和散在的横长皮孔样突起，支根断落

处常有黑褐色胶状物。质稍柔软或稍硬而略带韧性，断面稍平坦，有

裂隙或放射状纹理，皮部淡棕黄色至黄棕色，木部淡黄色至黄色。有

特殊香气，味微甜。

潞党参呈长圆柱形，稍弯曲，长 10cm~35cm，直径 0.4cm~2cm。

表面黄棕色至灰棕色，根头部有“狮子盘头”；野生潞党参根头下有

致密的环状横纹，向下渐稀疏，栽培品环状横纹少或无；近根头处无

绳孔；纵皱纹不明显，散在的皮孔样突起不明显，支根断落处常有黑

褐色胶状物。质紧实而柔润，断面稍平坦，有放射状纹理，皮部黄棕

色，木部淡黄色。有特殊香气，嚼之无渣且味较其他产地党参香甜。

以狮子盘头较大、横纹多、条粗壮、肉紧实、质柔润、味香甜、嚼之



无渣者为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