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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县当归产地鉴别与利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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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地理环境影响，岷县当归与其他产地当归在主要成分及其含量上存在差异。道地药材岷
县当归的鉴别方法有性状鉴别、组织鉴别、显微结构鉴别、指纹图谱鉴别和 rRNA 鉴别等。近年研究表明，当
归有效成分在血液系统、免疫系统、神经系统等方面具有广泛药理作用，为其临床运用提供了依据。超临界
CO2萃取当归有效成分克服了以往的提取法固有的弱点，从当归提取剩余物提取膳食纤维在理论和现实上
的可能性为膳食纤维开辟了新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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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县地处青藏高原边缘，是甘南草原向黄土高原、陇

南山地的过渡地带。境内海拔在 2 200-3 872 m 之间，受

大陆性气团、副热带暖湿气团的交替影响和地形对大气的

抬升作用，形成高寒阴湿的气候特点，降雨量多、气温低，

无霜期短，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春秋相连、雨量中等。土

壤大体包括黑土类、黒垆土类和黑钙土 3 种类型，土质疏

松，富含有机质，为当归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当归又名秦归、乾归，始见于《神农本草经》，多用于活

经补血、调经止痛、祛瘀生新、润肠通便等。早在 1000 多年

前，岷县当归中的“马尾当归”就是进贡的珍品。当归用途

广泛，古有“十方九归”的美誉。近年来研究表明，当归能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具有抗衰老和美容作用。
1 当归的性状特征

当归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为多年生伞形科草

本植物，根头及主根短粗，略呈圆柱形。根头部有横纹，顶

端残留多层鳞片状叶基。根头直径 1.5-4.0 cm，下部生有

3-5 条或更多支根，多扭曲。归身上粗下细，全长约 10-20 cm。
归身表面黄棕色或棕褐色，有不规则纵纹和横向椭圆形皮

孔。皮部和根头断面的髓部多散布有油点（油室、油管），

木质部射线细密。香气特异浓厚，味微苦，有麻舌感。茎带

紫色，基生叶及茎下部叶呈卵形，叶柄有膨大叶鞘；茎上部

叶羽状分裂。复伞形花序，花白色双悬果椭圆形，侧棱有

翅。岷县当归质硬，易断裂，易吸潮变软。干燥的当归断面

呈黄白色，具有放射状纹理，富含糖。
2 岷县当归的鉴别

2.1 岷县当归与欧当归的快速鉴别

岷县当归不仅挥发油含量高，而且还含有其他产地

的当归所不具有的成分。现行的有效成分的分离提取方

法也多种多样。市场上的当归鱼龙混杂、五花八门。20 世

纪 50 年代中期，我国从欧洲引进了一批同科不同属的类

似品———欧当归，此药材早被德国药典记载，具有芳香兴

奋、祛风发汗、利尿的作用。欧当归的引入在医学界引起了

轩然大波，有大量文献显示当归与欧当归所含挥发油性质

不同（如旋光度、比重等），挥发油的主要成分也有差异，

因此二者的药理作用也大相径庭，有关方面已明令禁止在

临床上使用欧当归作为岷县当归的替代品。
岷县当归与欧当归的鉴别方法也有多种，最常见的方

法是从性状特征、外观特征出发进行辨认，另外还有组织

鉴别、粉末鉴定、指纹图谱鉴别等。
2.1.1 性状鉴别 就性状特征而言，岷县当归呈不规则

圆柱形，表面黄褐色至棕褐色，具有皱纹和皮孔，有油润

感。根头略显膨大直径 1-4 cm 且有环纹，上端圆钝，有紫

色或黄绿色残留的叶鞘和茎基，主根（归身）粗短 1-3 cm，

下部有支根（归尾）2-10 条，具有当归特有的香气。欧当归

较之岷县当归略长，表面灰褐色及有皱纹和皮孔，干枯无

油润感，根头较膨大，平截直径 3-5 cm，主根粗长一般长

约 10 cm，下部有支根数条，多平直。
2.1.2 组织鉴别 取全材研成细末，过 60 目筛，并取当

归和欧当归直径相当的支根做横向切片，就二者的粉末和

支根切片进行显微观测。两者切面大小相仿（约 50 mm），

但它们同科不同属，故其组织结构有别。组织鉴别的依据：

（1）木质部导管和射线：岷县当归木质部欠发达，导管疏

松，木射线宽广数 10 列细胞。欧当归则木质部发达，导管

紧密，木射线狭窄 2-3 列细胞。（2）淀粉粒：取二者粉末装

片镜检发现，当归淀粉粒较少分散成单粒或抱成团，呈圆

形或椭圆形直径 5-18 μm。欧当归淀粉含量高，呈类球

形，大粒少、小粒多。
2.1.3 显微鉴别 岷当归与欧当归的薄片层析：将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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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细过 20 目筛，取少量当归与欧当归粉末，用甲醇浸泡

3 h（过夜）以上，浓缩提取液备用。以 2 倍量的 1%羟甲基

纤维素钠混合硅胶粉研匀，铺板，风干，110 ℃烘干 40 min
做吸附剂。氯仿-乙酸乙酯-乙醇-甲酸（5 ∶4 ∶3 ∶1）做展开

剂，1%香荚兰醛-浓硫酸做显色剂，在 365 mm 荧光灯下

观察结果。岷县当归：Rf 0.77（初下缘红色，上缘浅黑色后

转灰色）、Rf 0.57 （浅红色）、Rf 0.33 （黄色）、Rf 0.30 （绿

色）、Rf、0.15（浅红色）；欧当归：Rf 0.77（初下缘浅红色，上

缘黑色后转黑灰色）、Rf 0.57（浅红色）、Rf 0.27（樱红色）。
岷当归与欧当归在氯仿-乙酸乙酯-乙醇-甲酸 （5∶4∶3∶1）

系统中的层析行为差异，可作为二者鉴别的重要依据。
2.2 超显微鉴别

目前，超微结构及形态观察比较在当归鉴定上的应用

比较广泛，但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不同品系的当归种子

形态的鉴别尚不多见。后者的主要鉴别指标是种子形态和

表面纹理。当归为双悬果，果实背面有 5 条明显的助线，果

实和种子不易分离，药农习惯上把当归的果实称为种子。
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不同品系的当归种子形态的鉴别，

实质上是对果实外表皮的显微形态进行观察比较。不同品

系当归种子的显微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皮表面具有

气孔；翅部靠近助线处细胞呈近似长方形，边缘为不规则

多边形；靠近种子存在维束管，并且越靠近种子处维束管

直径越小。而不同品系的形状以及表面纹饰存在差异。对

采 自 定 西 旱 农 中 心 的 当 归 种 子 岷 归 1 号、岷 归 2 号、
DG2005-02、DGA2000-03 四种当归种子进行电子显微镜

观察，选择饱满的种子用超声波清洗机除去表面灰尘、杂

物及其他附着物，然后在体视显微镜（又称实体显微镜，一

种具有正像立体感的目视仪器）下分别粘贴于扫描显微电

镜样品台的双面胶纸上，真空喷镀金膜，最后移入 S-4800
型扫描电镜样品室，在 20 kV 加速电压下观察。岷归 1 号

和 DGA2000-03 的种子细胞为宽卵圆形，背部隆起较低且

隆起间隔较大。它们的一级纹饰也近似，只在二级纹饰上

存在较大差异。岷归 1 号一级纹饰为不平行起伏排列，二

级纹饰为不规则交叉排列。DGA2000-03 的一级纹饰纹饰

为近似平行排列，二级纹饰相互交叉排列。岷归 2 号和

DG2005-02 的种子细胞为宽卵圆形，翅细长背部隆起较

高，隆起间隔较小。岷县 2 号一级纹饰为不平行起伏状排

列，二级纹饰呈近平行排列。DG2005-02 一级纹饰为近平

行起伏状排列，二级条纹较短。综上所述，种子的形状和表

面纹饰可作为品种鉴别的依据。
2.3 指纹图谱鉴别

建立 HPLC 指纹图谱分析法对当归进行鉴定和评价，

能更全面的反映其质量和道地性以及产地对当归的影响

等信息。以往方法多是单一测定药效成分阿魏酸含量作为

评价指标。以当归的指纹图谱为特征，进行聚类分析和相

似度分析，并结合形态学鉴定、主成分分析、系统聚类分析

和判别分析等化学计量学分析方法，可为当归及其炮制品

提供一种综合和量化的化学模式识别和质量评价方法，亦

可为进一步阐明当归及其炮制品的谱系关系和临床应用

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指纹图谱的建立应从样品的整体性

出发，通过对足够的样品的图谱比较、辨认，明确可以构成

“指纹”的特征峰，在仔细观察各个样品色谱图的基础上，

以能否构成“指纹特征”为依据来选取色谱峰组成当归的

指纹图谱。由于阿魏酸是当归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加之

2005《中国药典》规定其为评价当归质量的指标性成分，峰

面积稳定，故一般选择阿魏酸作为参照峰。当归的 HPLC
指纹图谱中各个构成“指纹特征”的色谱峰的保留时间、峰

面积、各峰之间的相对比例是指纹图谱的综合指数，对指

纹图谱的评价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评价方法分为两

类，第一类是通过考察指纹图谱的整体面貌来实现，也就

是对比供实验的当归指纹图谱与代表性当归指纹图谱中

构成“指纹特征峰”的数目、峰的位置和顺序、各峰之间的

大致比例等是否相似，来评价当归质量。这类方法忽视了

在定量操作条件下所得到的指纹图谱在整体特征上可以

进行半定量比较，以反映实验个体之间指纹图谱在量方面

的总体差异；第二类则是对指纹图谱的整体面貌定性分析

的基础上，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如模式识别、相似度分析

等，处理其量化得到的数据，从而评价当归的质量。
在实验时，样品溶液制备方法的考察以最大限度地保

留当归中化学成分为原则。另外实验时还应设计阿魏酸和

藁本内酯苯酞两组对比试验。当归中含有水溶性成分和脂

溶性成分两类化合物，水溶性成分主要是阿魏酸、烟酸、尿

嘧啶、腺嘌呤等，脂溶性成分主要是藁本内酯、正丁烯基苯

酞等。在未洗脱的条件下，无法在同一张图谱中兼顾极性

相差极大的诸多成分，因此需采用两种流动相，使不同极

性的成分分别在两张不同的谱图中得到反映。指纹图谱鉴

定法将色谱峰相对内参比峰的面积量化，得到数据矩阵，

对其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和相似度分析，从而实现对当归质

量的评价。结果表明，系统聚类分析结果和相似度分析结

果一致，两种方法得到了相互验证。
在正式测定指纹图谱之前，要先进行指纹图谱方法学

验证。指纹图谱方法学验证主要对精密度、稳定性和色谱

柱耐用性进行验证 [1-3]。HPLC 指纹图谱技术是鉴别和评价

天然产物的有力工具，是当归质量标准化的重要环节，近

年来，也广泛应用于当归的质量控制与评价。当归及其炮

制品的指纹图谱存在差异，可通过指纹模式和色谱峰相对

面积对当归及其炮制品进行鉴别。三维主成分投影分析和

聚类分析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当归及其炮制品指纹特征存

在一定差异 [4]。指纹图谱的判别分析是建立在指纹图谱技

术上的一种明确的判别技术，其根据观测到的某些指标对

某些对象进行分类。在当归质量控制中，判别分析又称“分

辨法”，是在分类确定的条件下，根据某一研究对象的各种

特征值判别其类型归属问题的一种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

其基本原理是按照一定的判别准则，建立一个或多个判别

函数，用研究对象的大量资料确定判别系数，并计算判别

指标，据此即可确定某一样本的种属。
2.4 rRNA基因间隔区测序法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中药材的鉴定方法从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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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形状鉴定，至后来形成的显微鉴别、理化鉴别和光谱

等方法的应用，已发展到 DNA 指纹图谱鉴定等分子水平 [5]。
20 世纪末，国内学者应用随机扩散多态 DNA（random amplified
polymovphic DNA，RAPD） 及 DNA 测定等技术进行植物类

中药材的鉴定。尽管 RAPD 技术有勿需事先知道受试药材

的基因组序列的优点，但 RAPD 实验条件苛刻，任何实验

条件的改变都会影响实验结果，同时还存在结果判断的主

观性较强的缺点。从分子水平对药材道地性鉴定的研究尚

不多见，植物类中药材 rRNA 基因内转录间隔区的扩散和

测序具有重复性较好、特异性强的优点，且可从分子水平

显示并对比结果。
从分子水平对当归道地性鉴定的研究，以当归 rRNA

基因内转录间隔区通过引物套叠式扩散当归种子 DNA 中

rRNA 基因的第 1 和第 2 间隔区对扩散产物进行 DNA 碱

基排列顺序的测定，并以获得的当归 rRNA 基因内转录间

隔区碱基序列作为分子水平的鉴定标记。用常规方法提取

当归 DNA 并检索美国国立生物信息中心核酸库中已登录

的 rRNA 基因，在保守区设计 5 条寡核苷酸引物。先用两

条引物扩散 rRNA 基因内转录间隔区全序列，其产物经双

蒸馏水稀释后，再分别用以上两种引物扩增第 1 间隔区和

第 2 间 隔 区。由 此 完 成 套 叠 式 聚 合 酶 链 式 反 应（neste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nPCR）。设定扩散体系参数（即

各种扩散试剂的浓度）两种引物的全序列扩散是以当归种

子 DNA 提取液为模板；而第 1 间隔区和第 2 间隔区的扩

增则为将两种引物的扩散产物经纯水稀释 10 倍后作为模

板。将经 nPCR 后的产物在 1.5%琼脂糖凝胶上电泳，经

EB 染色后，可在紫外投射仪下观察期扩增条带，以确定各

受试当归种子 rRNA 基因第 1 和第 2 内转录间隔区 nPCR
扩散产物是否含有足够的遗传信息。测定碱基序列前需先

用乙醇纯化当归种子第 1 和第 2 内转录间隔区序列扩增

产物，第 1 间隔区序列用一种引物做正向测序，第 2 间隔

区序列用另一种引物做反向测序（应用美国 ABI 公司生产

的 ABI377 型测序仪以四荧光标记的双脱氧末端中止循环

法测定）。
当归种子 rRNA 基因第 1 和第 2 内转录间隔区 nPCR

扩散产物琼脂糖凝胶电泳条带显示第 1 和第 2 内转录间

隔区序列长度＞214 bp，且序列第 1 间隔区序列长度大于

第 2 间隔区序列长度。当归种子 rRNA 基因内转录间隔区

nPCR 扩散结果与琼脂糖凝胶电泳结果相符合。将第 1、第
2 内转录间隔区的正反向碱基序列拼接后得到当归种子

rRNA 基因间隔区碱基完整序列。本研究法具有一定的先

进性，就当归试液的制备而言，研碎后用蛋白酶消化，免除

了传统十六烷基溴化铵（CATB）破壁和酚-氯仿提取受试

药材 DNA 的琐碎步骤。采用 nPCR 扩散技术，检测灵敏度

极高。国内外已有的 nPCR 研究报道中均认为受试标本中

只要有一个拷贝的靶基因，即可被 nPCR 扩增检出。应用

nPCR 扩增技术扩增当归种子，第 1 和第 2 间隔区目的条

带清晰明了。表明靶基因测序成功应用于当归种子 rRNA
间隔区测序，从而为碱基测序奠定了基础。

笔者等利用真核细胞中基因的保守区序列，自行设计

引物扩增第 1 和第 2 间隔区，并完成二间隔区的 DNA 碱

基序列的测定意义非凡。两种引物为互补的等位基因，第

1 间隔区和第 2 间隔区分别进行正反测序，由此将二段序

列进行拼接即可得到 rRNA 基因内转录间隔区完整序列。
DNA 提取只需微量药材标本，引物一旦确定，便可对多种

标本进行 rRNA 基因内转录间隔区扩增，扩增产物碱基测

序反映植物性中药材的种、属、科的特异性。若能尽早对国

内道地植物性中药材 rRNA 基因内转录间隔区进行碱基

序列分析，并建立道地中药材 rRNA 基因内转录间隔区碱

基序列数据库，则有望建立一种新的、可靠的利用分子生

物学理论和技术对中药材进行质量监控和鉴定的有效方

法和途径。
2.5 各鉴别方法的比较

性状鉴别是一种基于经验的快速鉴别方法，即从当归

的外形特征和组织结构特征出发对其产地信息作出快速

判断，该法虽然简便易行，但因为当归的性状是集光照、降

雨量、土质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此法并不可靠。组

织鉴别比性状鉴别更富于科学性，通过观察当归断面木质

部导管疏密和射线的发达程度以及当归组织中淀粉粒的

多少和形状来确定产地信息。不同产地的当归在以上方面

的差异不大，所以结果也不是很可靠。显微鉴别和超显微

鉴别的重现性好，并且当归越新鲜结果越明显，是现行鉴

别方法中常用且较好的一种。岷县当归指纹图谱尚未建立

起来，rRNA 基因内转录间隔区碱基序列数据库也未建立

起来，指纹图谱和 DNA 扩散技术方法还有待完善。
3 当归最新研究进展

3.1 超临界 CO2萃取法提取当归中的挥发油
药物挥发油的传统提取方法为水蒸气蒸馏法，但这种

方法有诸多弊端 [6]，如操作繁琐、能耗大、使用试剂多。最

致命的是水蒸气蒸馏法在萃取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低沸

点有机溶剂（如乙醚等），不仅污染环境，而且不安全。相

比较而言，近年来新兴的超临界 CO2 萃取技术具有显著的

优势。CO2 不但无毒，而且惰性较好，萃取后易分离，避免

了有机溶剂带来的污染，加之可在较低温度下进行，特别

适合天然物质的分离。相同岷县当归的对比实验表明，用

超临界 CO2 萃取法提取当归挥发油比水蒸气蒸馏法提取

当归挥发油收率提高 1.5 倍。有文献资料显示两种方法所

得的挥发油种类基本一致，说明二者所得挥发油的物质基

础相同，而提取方法、提取物的处理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可

能会引起不同组分含量的差异。
传统的水蒸气蒸馏法操作环境温度高且为开放系统，

提取挥发油的过程中易造成热稳定性差的易氧化成分（如

藁本内酯）的损失，有机溶剂的挥发也可能使挥发油产品

流失；与之相对，超临界 CO2 萃取技术在密闭体系和较低

温度下进行，而且 CO2 为气体分离时更容易，同时操作环

节几乎造不成产品的损失，故超临界 CO2 萃取技术取代水

蒸气蒸馏法成为主流的当归挥发油提取法不可避免。
3.2 当归药效学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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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多糖是当归的主要水溶性成分，具有明显的改善

血液系统、免疫系统、抗辐射、抗肿瘤等功能。邓永健等[7]从

岷县当归中分离出多糖 (angelica polysaccharides,AP)，组分

含 D-葡萄糖、D-半乳糖、D-木糖、L-阿拉伯糖、葡萄糖醛

酸和半乳糖酸等。AP 能增加外周血红细胞、白细胞、血红

蛋白及骨髓有核细胞数，这种作用在外周血细胞减少和骨

髓受到抑制时表现地尤为突出。柳永青 [8]报道 AP 能通过

保护和改变造血微环境，促进造血干细胞和造血祖细胞的

增殖和分化，直接或间接地诱导、激活造血微环境中的巨

噬细胞、成纤维细胞、淋巴细胞等，调节免疫效应。有关 AP
的凝血作用研究发现，AP 主要影响内源性凝血系统，显著

延长部分凝血活酶的作用时间，从而形成抗凝血作用；同

时阻止血小板聚集，产生生理性止血作用，因而在凝血方

面表现出双向调节作用。近年来当归的免疫作用备受关

注。大量药理和临床试验证明，AP 不仅能激活 B 淋巴细

胞、T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免疫细胞，还能促使细胞因子

和抗体生成，对免疫系统发挥多方面的调节作用。AP 对特

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均有促进作用 [9]。
郑敏等[10]研究 AP 对 K652 细胞增殖抑制与诱导分化作

用时发现，AP 对 K652 抑制作用随着 AP 浓度的增加和时

间的延长而增强，但高浓度 AP 却表现出明显的毒性反应。
因此选择 AP 作为抗肿瘤药物时，浓度的选择是必需考虑的

因素。杨劲松[11]通过研究发现，AP 与瘤苗联用后二者有协同

作用，AP 能通过其免疫促进作用加强瘤苗的抗瘤作用，其

抗瘤效果优于单独使用 AP 或瘤苗组。这种瘤苗与免疫促进

剂联用抗瘤的方法已成为肿瘤免疫治疗的研究方向之一。
随着对 AP 结构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发现 AP 的抗瘤作用

与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一定联系[12-14]。不同结构的 AP 抗瘤

作用也差异较大，其机制仍待进一步研究。电离辐射照射

会引起机体造血功能和红细胞免疫功能的损伤，进而引起

出血、感染、恶性肿瘤等的发病率明显提高。所以，寻求高

效的辐射防护药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洪燕等报道，给接

受过 γ 射线照射后外周血白细胞、血小板明显低于对照组

的小鼠皮下注射 AP，10 d 后可明显对抗辐射引起的血细

胞减少。所以 AP 对放射损伤小鼠的造血功能有保护作

用。同样，Sun 等 [15]利用天然当归中提取的酸性多糖 AP3
预处理小鼠模型，进一步证明 AP 能保护白细胞和淋巴细

胞对抗放射性辐射，具有潜在的放射保护作用。
近些年的研究表明，许多多糖具有提高抗氧化酶活

性、清除自由基、抑制脂质过氧化的作用。现有国外文献报

道，AP 能保护过氧化氢损伤过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这种

保护作用随剂量增大和时间延长而增强，并且能抑制活性

氧化种类产物（ROS）。操刚等 [16]通过比较大蒜素与 AP 对

小鼠肝损伤的的影响，得出 AP 对小鼠肝损伤有良好的保

护作用并且疗效优于大蒜素。AP 的这种保护肝损伤作用

是通过提高肝氧化能力和增强肝的能量储存能力而实现

的 [17]。李成军等 [18]研究表明 AP 有较好的的降糖作用，有助

于糖尿病的治疗和减少其他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有深层

次开发的意义。目前对当归多糖的镇痛作用的研究尚浅，

日本学者曾用药理实验证明日本东当归的水溶性成分有

镇痛作用 [19]，而 AP 正是水溶性的主要成分。
有关当归的其他方面的药理作用报道较少，有待进一

步推进。目前，AP 已经在临床上被用作免疫调节剂和抗辐

射损伤剂，但多以粗多糖的形式利用，质量难以控制，药效

重复性差。因而 AP 的提取、提纯、制备等工艺必将成为国

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
3.3 当归多糖的酶法提取工艺

当归多糖的提取方法多种多样，由于分离纯化方法的

差异，有关当归多糖免疫调节作用的报道结果相差甚大，

甚至相互矛盾。传统的提取方法提取率低，造成了有效成

分的流失、引起药效的降低。新兴的生物酶法提取工艺采

用生物酶辅助提取技术，通过探究酶用量、酶解温度、酶解

时间和 pH 对当归多糖提取率的影响，在单因子实验的基

础上，采用正交实验对工艺条件进行优化 [20]。结果显示，生

物酶提取法较传统方法得率提高了 7.25%，酶法提取不但

多糖提取率高，而且所得多糖活性也有所提高。与传统方

法相比，生物酶提取法所得多糖具有明显的抗肿瘤作用，

由于酶解过程相当于体内的酶处理过程，酶作用是否致使

多糖解离为抗肿瘤活性更强的寡糖有待进一步研究 [21]。
3.4 从当归剩余物中提取膳食纤维

目前，国内膳食纤维的原材料以谷类和豆类等为主 [22]。
在当归的提取和加工过程中，提取剩余物一般被作为废弃

物处理掉，不仅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而且造成环境污染。
开展当归剩余物的膳食纤维的研究，为开发当归剩余物的

利用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膳食纤

维在发达国家已经取得了迅猛发展，如今已具有一定的产

业规模 [23]。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膳食纤维

的保健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当归剩余物的膳食纤维原

料资源广、生产成本低，适于大规模生产，同时对环境保护

也有积极作用。
4 当归开发前景展望

有关当归的药理学研究和主要成分结构的研究分析

取得了不少突破，当归主要成分的药理活性已然确证，但

当归的深度开发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随着研究的

不断深入，当归的许多潜在的应用价值将被挖掘。主成分

加工提取工艺有待完善，剩余物处理技术开发前景广阔，

当归的深度开发潜力巨大。当归指纹图谱和 rRNA 基因内

转录间隔区碱基序列数据库的建立将为当归的鉴别提供

更为可靠的方法。当归的水溶性成分以多糖为主，多糖能

明显改善人体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和具有抗

辐射、抗肿瘤作用，是当归药效成分研究的热点。现代生物

学技术的发展也加快了当归鉴定技术方法和药理学方面

的研究步伐。
当归挥发油成分复杂，很多化学组分尚不明确。相信随

着现代分离手段的不断发展，更多化合物将被发现和成功

分离鉴定，结合现代药理学和生物学技术，当归挥发油及其

成分的研究将取得更多的发展。另外，从当归剩余物中提取

膳食纤维的技术一旦推广，将是真正意义上的变废为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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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ory on origin i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eground of Angelica sinensis in
Min County

YANG Ming1, ZHAO Qiang2, ZHAO Hai-fu3, DONG Xiao-ning4, ZHU Meng-ru4

(1. Institute of Gansu Animal Science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Pingliang Gansu 744000;2. North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Xining Qinghai 810001;3.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4.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Chemistry,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Tianshui Gansu 741001, China)

Abstract：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geographic environment, Angelica sinensis in Min County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origins on main ingredients and contents.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s contains character identification, tissue identification,
microstructure identification, fingerprints identification and rRNA gene sequencing method. The latest researches suggest that
main ingredients of Angelica sinensis have wide effect on blood system, immune system, nerve system and so on, which provide
evidence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Supercritical CO2 extraction had overcome the weakness of old methods. Extracting dietary fiber
from Angelica sinensis residual is possible both 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which open up a new source for dietary fiber.
Key words：Angelica sinensis in Min County; origin identification; research progress

仅消除了剩余物对环境污染还提供提取膳食纤维的原料，

而且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可能性，有深层次开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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