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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符合国情、顺应潮流、深得民

心的历史选择，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部署，是

加强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重大举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

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党的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事关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

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

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中共

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贯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是对我省

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指导。

新闻出版业 “十一五”发展规划指出，要积极组织实施

“农家书屋”工程，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等各方面的力量。目

前，“农家书屋”工程作为新闻出版总署的头号工程正紧锣密鼓

地展开，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已成为新闻出版服务农

村工作的一大亮点。为配合这项工程，云南省新闻出版局等部门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部署和要求，紧密

结合我省农业发展实际，适应农民群众接受能力和水平，组织编

写并由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 《新农村农家书系》，这是重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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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支持农村、服务农民，助力我省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行动，是

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具体举措。目的是在新形势下让广大农民朋友成

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遵纪守法的新一代农民。

《新农村农家书系》是云南科技出版社继 《云岭新农民素质

丛书》之后又一套服务于 “三农”的农村图书。该书系第一辑

由８４种图书组成。而这８４种图书，又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劳
动力转移技能篇、卫生防疫医疗篇、实用技术养殖篇、实用技术

种植篇、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篇、新型农民素养篇。

本书系从云南实施 “农家书屋”的实际出发，以贴近农村、

贴近农民而精心设计。充分发挥新闻出版行业优势，制定切实可

行的农民读书方案。注重持续发展，使 “农家书屋”的图书让

农民看得懂、用得上、留得住；每年都有新品种持续出版。技术

内容突出农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的要求，图书在内容上本土

化、原创化。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稳。希望

社会各方面进一步关心、支持、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推进 “农

家书屋”工程建设步伐，使 “农家书屋”工程成为惠及广大农民

群众的民心工程，推动我省农村走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

裕的文明发展道路。

·２·



!!"!

! "

目　　录

（木　香）

一、概　述
（一）药用价值

（二）经济价值

（三）分布情况

（四）发展情况

二、分类及形态特征

（一）木香的植物形态与药材性状

（二）各种木香的植物形态检索

（三）各种木香的药材性状检索

三、生物学特性

（一）生长发育习性

（二）对土壤及养分的要求

（三）对气候的要求

四、栽培管理

（一）选地、整地

（二）选种与贮存

（三）播　种

·１·



（四）田间管理

五、农药使用及病虫害防治

（一）农药使用准则

（二）病虫害防治

六、采收及加工

（一）采收及加工

（二）包　装
（三）运　输
（四）贮　藏

参考文献

（滇重楼）

一、概　述
（一）滇重楼的药用价值

（二）滇重楼的经济价值和市场前景

二、分类及形态特征

（一）植物形态特征

（二）药材形状鉴别

三、生物学特性

（一）生长发育习性

（二）对土壤的要求

（三）对气候的要求

四、栽培管理

·２·



!!"!

! "

（一）品种选择

（二）种植地的选择

（三）搭建荫棚

（四）整　地
（五）繁殖技术

（六）移栽定植

（七）田间管理

五、病虫害防治

（一）病　害
（二）虫　害

六、采收及加工

（一）采收时间

（二）采收方法

（三）产地加工

（四）质量要求

（五）包装、贮藏与运输

参考文献

·３·



! "

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 "

一、概　述

木香 （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ｌａｐｐａＤｅｃｎｅ），别名云木香、广
木香、丽木香、新木香、蜜香等，为菊科云木香属多年

生宿根草本植物。

本品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 《名医别

录》又名蜜香，并谓 “生永昌 （今云南保山）山谷”。

《唐本草》中云：“云此有两种，当以昆仑来者为佳，出

西胡来者不善，叶似羊蹄而长，大花如菊花，其实黄黑，

所在亦有之。”历史上大约在宋代对木香认识开始有分

歧，虽引述了唐、蜀本草记载，但所绘植物图是马兜铃

科的植物，到宋代的寇宗和清代吴其浚均同意 《唐本

草》的观点，以菊科植物为木香，药用已有２０００多年
历史，历代本草多记载，本草学家黄胜白、陈重明认为

古代木香应是菊科植物 （青木香、土木香）Ｉｎｕｌａｈｅｌｅｎｉ
ｕｍＬ不是 《药典》２００５年版一部收载的木香。

历史上从宋代起 （宋 《图经本草》，“今帷广州舶上

来，他无所出……以其形似枯骨……”。李时珍也说

“木香，南番诸国皆有。”）木香多从广州进口，故称为

广木香。其原产地为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巴基斯

坦。据考证，１９３５年云南鹤庆县人张相臣先生在印度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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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公商号帮工，有一天，其妻到市内特巴特街一个大院

去冲凉，拾到一串贵重的珠宝项链，其失主为英属木香

专营公司的一位印度女职员，张妻将珠宝项链还给女职

员后，这位女职员为感谢张妻，不顾危险，特偷赠木香

籽０５千克，并传授其详细的栽培方法。张瞒过海关，
把木香籽及栽培方法带给在武汉经商的八弟张相如，张

相如又将木香籽种分成两份，一份由自己在湖南衡山白

云寺秘密种植。１９３７年中日战争爆发，日军轰炸武汉，
张相如无法做生意，只好抛弃木香回云南。另一份寄给

云南鹤庆大侄儿张孟明，而张孟明又转给丽江县鲁甸区

的岳父张云秘密种植，从此丽江鲁甸及周边地区引种木

香获得成功，并逐渐得到发展。开始时，商品销往昆明、

广东等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中药工作的重视，

木香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木香又销往四川、上海、武汉、

河南、湖南等地，除满足国内需要外还部分出口，其质

量受到公认。为此，就称这一引种国产木香为 “云木

香”。

（一）药用价值

云木香为历版 《中国药典》收载的品种。性温，味

辛、苦，归脾、胃大肠、三焦、胆经，具有行气止痛、

健脾消食的功效。用于胸脘胀痛，泻痢后重，食积不消，

不思饮食。煨木香增强了实肠止泻功效，用于脾虚泄泻，

肠鸣腹痛等症。多用于治内科的气滞积聚类、暑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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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病类和妇产科的经带类中成药配伍，如六味木香散、

胃痛散、气痛散、治痢片、香砂六君片、木香顺气丸、

木香槟榔丸、香砂枳术丸六味木香胶 、开胸顺气丸言、

正骨水等。

现代研究证实，木香含萜类、甾体、配糖体、生物

碱、糖脂肪酸及其酯和氨基酸，其中以萜类化合物的含

量最为丰富。木香挥发油是云木香的主要成分之一，以

β－榄香烯、异丁香烯、丁香烯、α－紫罗兰酮等成分为
主，萜类、甾体、配糖体、生物碱、糖脂肪酸及其酯和

氨基酸，其中以萜类化合物的含量最为丰富。木香挥发

油是云木香的主要成分之一，以β－榄香烯、异丁香烯、
丁香烯、α－紫罗兰酮等成分为主，主要有效成分还有
木香烃内酯 （Ｃ１５Ｈ２０Ｏ２）和去氢木香内酯 （Ｃ１５Ｈ１８Ｏ２），
木香碱、木香醇等。实验表明木香中药提取物对胃肠道、

心血管、呼吸系统等方面有明显的疗效，还有抗菌、降

血糖、抗癌、抑癌等作用。

（二）经济价值

目前全部来源于多年栽培产品或少量半野生资源，

以云南产的木香质地坚实、油性足、香气浓、质量好而

闻名，故又称为云木香。云木香是云南供全国药用的大

宗地道药材之一，是常用中药饮片配方和中成药配伍的

常用药材。以木香为生产原料配制的中成药产品有上百

种。木香全株含芳香油，根药用，所含化学成分十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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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其生物活性也较为广泛。可以利用云木香已知的化

学成分和药理作用开发新的中成药或用化学成分单体研

制新药，还有创新余地。

有人利用木香内酯和脱氢木香内酯作为抗诱变剂，

利用能抑制植物萌芽的凤毛菊醛和４β－甲氧基脱氢木香
内酯制成植物生长调节剂，利用具有驱昆虫活性的脱氢

木香内酯制成昆虫驱避剂。在香料工业，云木香所含的

挥发油种类和含量均十分丰富，可作调香和定香剂，具

有较高的开发价值。云木香的茎叶还可作为饲料添加剂，

用于养殖业。印度、缅甸等国还用云木香为原料生产藏

香 （檀香）、香水、糖果等产品，因此云木香具有较高

的经济和开发价值。

（三）分布情况

云南木香种植分布在东经 ９９°以东至 １０５°，北纬
２４°至２９°之间，海拔 ２１００～３３００米之间，但海拔在
２４００～３３００米的山坡草甸种植的产品，产量和质量均优
于其他地区。最适宜在滇西北高原冷凉二半山区种植，

以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地区，包括丽江、维

西、中甸、兰坪、宁蒗、剑川、大理、云龙等县的大部

分，保山、永胜、德钦等县海拔在 ２０００～３２００米的地
区。这些地区属寒温带及温带范围，年均温度８～１５℃，
极端高温２７～２９℃，极端低温 －８～－１１℃，１０℃的活
动积温２０００～３２００℃。年降雨量９００～１５００毫米，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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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６８％～７５％。土壤以棕壤、黄棕壤、红壤等类
型为主。植被以亚高山、高山针叶林、高山灌丛等为主。

这些地区气候冷凉，土壤湿润，最适合云木香的生长发

育，总产量占全省的９０％以上。目前滇中楚雄的武定、
大姚等地区也有少量种植。

（四）发展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国家对中药工作的重视，

从上个世纪中期 （１９６０年起），木香种植面积和产量不
断增加。但供应长期偏紧，还部分依靠进口。对云木香

的质量化验分析表明，其水溶性浸出物及挥发油含量均

高于进口木香。到７０年代初，满足了国内药用需要，还
开始出口。在当时大搞中草药种植时，云木香种植生产

扩展到我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的９个省，种植面积达到
４０万亩，产量达到１０００万千克，造成产大于销，商品
积压，价格下降，挫伤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使云木香

种植生产几经反复。现经过几十年生产和市场调整，一

些有实力的企业和种植户按照国家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 （ＧＡＰ）》进行种植生产，使云木香产量和质量
都得到恢复与提高，全国药用量也在稳步上升，云木香

产量和价格保持在一个较高平稳合理的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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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类及形态特征

云木香为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云木香属 （Ａｕｃｋ
ｌａｎｄｉａ）木香 （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ｌａｐｐａＤｅｃｎｅ）的干燥根茎，
是历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品种。云南是其

主产地，也是云南地道药材品种之一。异名有云木香、

广木香、丽木香、新木香、蜜香等。历史上和目前还有

菊科、马兜铃科的其他植物也叫木香，应加以区别。

（一）木香的植物形态与药材性状

１木香植物形态
木香为多年生高大草本，主根粗壮，圆柱形，直径

２～５厘米，表面黄褐色，部分有１～３条侧根和多条须
根。茎直立无分枝，高可达２００厘米，基生叶心状卵形，
基部心形或阔楔形，边缘呈翅状或波壮不规则分裂，基

部下延成有翼的长柄，叶片三角状卵形或长三角形；茎

生叶较小，叶基翼状下延抱茎，叶缘锯齿状。头状花序

顶生或腋生，苞片７～１０层，三角状披针形或长披针形，
先端长锐尖如刺。花管状，暗紫色，长１５厘米，先端
５裂；雄蕊５，花柱伸出花冠外，柱头两裂。瘦果线形或
长圆形，长约６毫米，先端较狭，稍压扁，具４条纵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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