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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枫斗是我国名贵、传统的中药与保健品，自《本草纲目拾遗》记载至今，仅有200多年历史；而石
斛，自《神农本草经》做药用记载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枫斗是用石斛属中一些我国特有的石斛种类的茎，经过多道工序加工而成的一种产品；而石斛，自应
用以来已分化成若干类不同来源、形态与功能的药材产品，可分为枫斗、石斛（金钗石斛）、环钗石
斛（美花石斛）、黄草石斛等若干类别。

　　《中国名贵传统中药与保健饮品：枫斗（第2版）》介绍枫斗的起源、发展历史、商品规格、产
地变迁、植物基源及变更原因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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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包雪声 主任药师，教授
　　1951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曾任上海市卫生局主管药政，上海市药品检验所中药室副主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会委员、
上海市中药质量监督检测技术站顾问、上海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长期从事中药材的原植物来源研究、生药鉴定、化学鉴定及质量标准研究制定工作。
对石斛属、乌头属、砂仁属、山姜属中药材及珍珠、檀香、沉香、降香等有较深入研究，并发表了大
量学术论文和著作。

　　顺庆生 教授
　　195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
曾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生药学教研室副主任、药学系副主任，上海医科大学副校长，上海职工
医学院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上海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长期从事生药学和药用植物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对丹参属、连翘属、缬草属、石斛属中药材及地龙等
有较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著作。

　　金良标 浙江民康石斛研究所所长
　　现任浙江民康天然植物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枫斗世家，曾多年在野外采集收购铁皮石斛，在此过程中发现并命名了许多新的石斛品种。
结合祖辈经验，在对不同品种石斛的分类和鉴别上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长期以来在铁皮石斛
人工栽培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濒危石斛野生变家种的驯化培育，以及组培苗仿野生
环境栽种的研究建立了一整套理论。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名贵传统中药与保健饮品>>

书籍目录

一、 概述
　（一） 什么是枫斗？
枫斗名称初考
　（二） 枫斗的起源与历史演变
　（三） 石斛和枫斗效用风靡至今的原因
二、 历史上枫斗的加工生产概况
　（一） 清代时期
　（二） 20世纪前50年
　（三） 20世纪后50年
三、 浙江省加工生产枫斗历史的回顾
　（一） 20世纪末浙江乐清大荆镇双峰乡平园村枫斗加工生产概况
　（二） 枫斗产品是如何由安徽霍山县转移至浙江省的
　（三） 浙江乐清药农对浙江省枫斗加工生产历史的回顾与分析
四、 枫斗价格昂贵原因探析
　（一） 过度索取、毁灭性采挖、资源枯竭、物种濒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破坏是导致“物稀”的
主要原因
　（二） 取材不同也是影响并决定枫斗产品价格的原因
五、 目前市场上枫斗商品规格概述
　（一） 正品枫斗
　（二） 类同品枫斗
　（三） 伪品枫斗
六、 石斛植物与药材的鉴定和鉴别
　（一） 石斛植物鉴定的重要性与两个重点注意的问题
　（二） 石斛类药材枫斗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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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石斛类药材的应用量，20世纪60年代时，全国产销鲜品为71吨（约合干品为9吨），干品为5800kg
，两者相加共约15吨。
但是，至20世纪80年代时，其产量已上升至600吨。
20世纪的80年代比60年代时产量上升了约40倍。
至20世纪末，笔者等对浙江乐清大荆镇双峰乡调查得知，枫斗的产量因没有统计，无从查证，但据说
其最高年产量可达100吨（约需鲜货石斛800吨以上）；当时国内某著名制药企业对黄草（石斛）的年
需量约在700～1000吨（约合鲜货5000～8000吨）（以上数量还未包括全国各地供应商及制药业之量）
。
而当时国内几乎石斛类药材的主产区，如四川、贵州、广西等省，几乎均已多年没有石斛类药材的产
出与销往外省的记录。
以上情况说明，由于多少年来的不断向大自然索取，国内石斛类植物的资源几乎已完全挖完。
有些药农几乎是以一种毁灭性或掠夺性的方法采挖收集，因而后来浙江有些一直以采收石斛为生的药
农，不得不向云南南部以及西南部及与云南省相邻的境外国家去采收或收购。
　　此外，石斛属植物依赖生存的条件不断变化，生态环境破坏以致它们无法生存并繁衍后代。
石斛属植物为附生兰的一类，它们与大多数兰科植物生活习性相仿，偏爱湿润、温暖、有散射光线，
而且排水良好的地方，它们有粗大发达的根系，盘根错节依附在有苔藓、腐殖质和积土的树干树枝上
或悬崖峭壁上；石斛属植物的种子又非常细小，不含胚乳（含营养物质）以供幼苗生长所需养分，而
且常常还需要某些真菌帮助才能萌发生长，它不能像其他种子植物一样可以直接在苗床上或大田中播
种，因而繁殖难度极大，如果上述石斛属植物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有所破坏，则不可期望它能继续繁
殖后代，只能是断子绝孙。
这样，石斛属植物资源只能越来越少，因供需关系矛盾而影响其价格不断上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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