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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建立川丹参种根质量等级标准。方法：以四川地区收集的３６份丹参种根为材料，在测定种根根长、根粗、百
根质量、纯度、净度、含水率等指标基础上，根据Ｋ均值聚类法并结合生产实践对川丹参种根进行分级，采用大田栽培进
行分级验证。结果：将四川地区丹参种根划分为３个等级，一级：根粗＞１３ｍｍ，百根质量＞２５００ｇ，净度≥９５％；二级：根
粗：７～１３ｍｍ，百根质量：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ｇ，净度≥９０％；三级：根粗＜７ｍｍ，百根质量＜２０００ｇ，净度＜９０％。结论：为川丹
参生产过程中的种根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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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参，别名红根、紫丹参，以根供药用，既是我国
传统中医常用活血化瘀的药［１］，又是中成药制剂的

重要组成成份。研究表明，丹参在抗菌消炎、改善微

循环、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促进肝细胞修复与再生、

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等方面表现出独特效

果［２５］。随着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丹参的种植面积逐

步增加［６７］。然而我们在对四川不同产地的丹参种

根收集过程中发现，川丹参种质资源较为混杂，大部

分是采用当地栽培种根，还有少部分是采挖野生丹

参进行栽培或者引进省外种源的，使得各区域的丹

参种根在外观性状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缺乏统一的规

范，从而导致川丹参产量不稳定，质量难以得到保

障［８］。因此，本研究通过对川丹参种根的外观性状指

标进行测定，考察各项指标对种根质量的影响，为川

丹参种根质量分级的评价提供相应的标准，从而达到

依靠外观性状指标来控制川丹参种根质量的目的，确

保生产出优质、高产、稳定和可控的川丹参药材。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分析样品　供试丹参种根样品为２０１８年２月
中下旬采自于丹参主要产区四川中江、梓潼、巴州、

南部等地收集的３６批川丹参种根，经四川省中医药
科学院李青苗研究员鉴定为唇形科鼠尾草属植物丹

参Ｓａｌｖｉａ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Ｂｇｅ种根。每批至少 １００根，
具体种根来源见表１。将收集后的种根存放于阴凉
干燥处，避免出现烂根的现象。并及时对川丹参形

态指标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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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川丹参种根收集信息

序号 种根来源 序号 种根来源

１ 四川中江集凤镇高屋村 １９ 四川中江古店乡

２ 四川中江集凤镇高屋村 ２０ 四川中江石泉乡

３ 四川中江集凤镇观 ２１ 四川中江石泉乡

４ 四川中江集凤镇 ２２ 四川中江石泉乡

５ 四川中江集凤镇 ２３ 四川中江石泉乡

６ 四川中江集凤镇 ２４ 四川中江石泉乡

７ 四川中江石泉乡林家沟 ２５ 四川中江石泉乡

８ 四川中江石泉乡 ２６ 四川中江石泉乡

９ 四川中江石泉乡 ２７ 四川中江石泉乡

１０ 四川中江石泉乡 ２８ 四川中江石泉乡

１１ 四川南部县丹参基地 ２９ 四川中江石泉乡

１２ 四川巴州区白庙乡 ３０ 四川中江石泉乡

１３ 四川南充南部丹参基地 ３１ 四川中江石泉乡

１４ 四川南充南部丹参基地 ３２ 四川中江石泉乡

１５ 四川南充南部丹参基地 ３３ 梓潼县仙峰乡丹参基地

１６ 四川中江石泉乡 ３４ 梓潼县仙峰乡丹参基地

１７ 四川中江石泉乡 ３５ 绵阳市紫江生态农业公司

１８ 四川中江石泉乡 ３６ 绵阳市紫江生态农业公司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种根质量检验方法　移栽前对收集的３６份
一年生川丹参种根主要质量指标进行检测。每份样

品随机选取，至少１００根，分别测定种根的根长、根
粗、根质量、百根质量、纯度、净度、含水率，各项指标

均取３６次测定结果的平均值。根长度为主根茎基

部至根尖的长度；根直径为根中下段的直径。

１２２　不同等级种根大田栽培的试验布置　于
２０１８年２月下旬，将３个不同等级种根移栽于中江
县石泉乡西眉山村、林家沟村。试验采用单因素随

机区组设计，小区面积９６ｍ２，３次重复，播后覆土
３～４ｃｍ厚。除试验因素外的田间栽培管理技术如
密度、施肥、灌排水、中耕除草均按照丹参规范化生产

技术规程进行，采用聚土垄作小厢栽培，厢宽０８ｍ，
厢面宽０５ｍ，栽种２行，密度５６００株／６６７ｍ２。
１２３　不同等级种根产量和药用成分含量测定方
法　收获时测小区产量。按照药典方法进行丹参酮
ＩＩＡ含量和丹酚酸Ｂ含量的测定。对获得的数据进
行方差分析，并用ＬＳＤ法进行多重比较。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和ＳＰＳＳ１９０统
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聚类分析采用 Ｋ均值聚
类法。

２　结果
２１　种根质量指标分析测定结果　川丹参种根质
量等各指标测定结果见表２。不同产地的种根长、
百根质量、根粗、纯度和净度５项主要外观性状指标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这些指标均
可作为川丹参种根质量分级标准的依据。见表３。

表２　川丹参种根质量指标测定结果

样品编号 根长（ｃｍ） 百根质量（ｇ） 根粗（ｍｍ） 纯度（％） 净度（％） 含水率（％）

１ １９３４±２３５ １３９０６０±５０８ ７７３±２４６ ９９２±０１０ ９４５±０３０ ７６１±０３１
２ １８３６±２５１ １０３３９０±５７６ ６５９±０７２ ９９５±０２６ ９１４±０３１ ７５４±０２５
３ １９８２±２３６ １０７５００±４５１ ７４６±２４０ ９８７±０４６ ９７３±０３６ ７６９±０３１
４ １８１４±０７５ １３２３６０±４７０ ８５３±２７９ ９９９±００６ ９３８±０３５ ７４４±０３５
５ １７６７±１５８ １２７４７０±４００ ８４２±３３２ ９９４±０１０ ９５５±０３０ ７５８±０５１
６ １８５１±１７７ １４８５４０±４２９ ９２８±２５７ ９９３±０１０ ８９８±０２１ ７３３±０３６
７ １８１８±３１１ １２３０００±３７９ ７８２±３４５ ９５６±０５５ ８５２±０３５ ７４７±０１５
８ １８６１±１１１ １８９４５０±２２５ ９６４±１８８ ９７２±０３１ ９４１±０２０ ７４９±０１５
９ １６０９±１０３ １３１２２０±２２９ ９０４±２２８ ９５９±０１５ ８８４±０２５ ７５２±０２５
１０ １５８６±３０８ １０９７２０±１８６ ８５２±２９３ ９６３±０２６ ８８９±０２０ ７８３±０１５
１１ １７１９±１８３ １１５４３５±３０５ ８３１±２２３ ９９１±０２０ ９０８±０３５ ７６３±０３１
１２ ２２２４±３２３ １２５３６１±２７５ ７３４±２０６ ９９３±００６ ８９７±０３６ ７５４±０２３
１３ １９８１±１２９ １２７９５０±５３５ ８００±２０５ ９６６±０２５ ９３５±０３１ ７３２±０２１
１４ １８９５±１５８ １８１０７０±３２ １００８±１８５ ９８７±０２０ ９２１±０３０ ７８７±０２０
１５ ２５５０±２９１ １５６４００±３２１ １０２２±２９６ ９９６±０２１ ９０８±０１５ ７６９±０１５
１６ ２２８８±２１４ １５２７７０±２９６ １０６９±１９０ ９５９±０２０ ８９５±０２５ ７５４±０２１
１７ ２７４６±３０８ １５７２３０±３０５ ９６２±１９１ ９９４±００６ ８８７±０３０ ７５０±０２０
１８ ２２２４±００２ １０６８９１±２４５ １０４１±１６７ ９９７±０１０ ９５５±０２５ ７４８±０３０
１９ １５１０±０７８ １２６９４０±１１０ ９７４±１５０ ９９４±０２５ ９０６±０２０ ７３６±０２５
２０ １３８２±１０８ １２２１２０±２５７ １０１２±１６８ ９８３±０３１ ８４９±０２５ ７７２±０１５
２１ ２００３±１２６ １９９１６０±０８ １０６１±２１２ ９９３±００６ ９３８±０２０ ７２３±０３１
２２ １７６４±０３３ １４８３７０±２０２ ９７８±２１２ ９７８±０２５ ９３４±０４０ ７５１±０２５
２３ ２１２９±１７２ １７７２６０±２５０ １０００±１９０ ９７１±０２５ ８８８±０２０ ７４８±０３１
２４ １９８６±０９７ １３７８８０±１６３ ８７２±２０６ ９６９±０５５ ９０１±０３５ ７３６±０１２
２５ １６８３±２９０ １２６８３０±２４７ ９１０±１７３ ９６３±０３１ ８８８±０３６ ７７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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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川丹参种根质量指标测定结果

样品编号 根长（ｃｍ） 百根质量（ｇ） 根粗（ｍｍ） 纯度（％） 净度（％） 含水率（％）

２６ １６９７±２２６ １４５０７１±２９６ ９６２±１４４ ９７１±０３６ ９１７±０１５ ７２３±０２１
２７ １７８４±１７７ １４６１４０±１５９ ９３３±１９３ ９７３±０２５ ９３４±０２５ ７４８±０１５
２８ １６６８±１０１ １３９５５０±２０１ ９４４±２０７ ９６２±０３０ ９２４±０３０ ７７２±０２５
２９ １７００±１２３ １４６２４０±２４６ ９６８±１３３ ９５９±０１５ ９５６±０２５ ７７２±０１５
３０ ２０１７±１３４ １５９８２０±０７６ ９２２±１４２ ９６４±０４０ ９３２±０２１ ７２３±０２０
３１ １８０２±１０９ １３１５２０±３２２ ８９１±１３７ ９７３±０２５ ９４８±０２５ ７５５±０１５
３２ １８６２±１１２ １５９０００±４３６ ９８８±１２９ ９８９±０２０ ９６２±０３６ ７３８±０２１
３３ １６５０±２４０ １７８９２０±２５６ １１３３±１３６ ９８９±０１５ ９４２±０２５ ７３５±０１５
３４ １５６０±２７８ １８２０９０±３３５ １４１８±１４８ ９８３±０１５ ９１６±０１５ ７４９±０２０
３５ １９７２±０８６ １３４９３０±２１１ ９３０±１８７ ９７６±０１０ ９２３±０１０ ７６２±０３０
３６ １８２０±０８３ １３７８２０±２３８ ９３６±１４３ ９７９±０１５ ９３４±０３０ ７４７±０１０

表３　川丹参种根外观性状指标的描述统计及方差分析（ｎ＝３６）

指标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Ｆ值 Ｐ值

根长（ｃｍ） １３８２ ２７６ １８８０ ２７６ ２８１８ ００１６
百根质量（ｇ） １０３３９０ １９９１６０ １４２６２４ ２４２０９ ３６５３ ００００
根粗（ｍｍ） ６５９ １４１８ ９２８ １１４ ３４４３ ００００
纯度（％） ９５６０ ９９９０ ９７８０ ００１ ３６０９ ００００
净度（％） ８４９０ ９８００ ９２００ ００３ ０７２１ ００００
含水率（％） ７２３０ ７８７０ ７５２０ ００２ ０６６１ ０７６０

２２　川丹参种根分级指标及Ｋ均值聚类分析结果
２２１　川丹参种根质量、种根长、种根粗 Ｋ均值聚
类分析结果　通过对丹参种根质量、种根长、种根粗
３个指标进行测定并对测定数值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
计软件采用Ｋ均值聚类法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将不
同产地丹参种根划分为３类。见表４、表５。

表４　最终聚类中心（ｎ＝９８４６）

指标
聚类

１ ２ ３

根粗 ８１９ １００６ １３０１
根长 １５３９ ２３４７ ２７３５
根质量 ９４１ ２０４４ ４１０５

表５　川丹参种根根质量、根长、根粗描述统计和方差分析

指标
聚类

均方

误差

均方
Ｆ值 Ｓｉｇ值

根质量 １３２００２９６１ ２０７５６ ６３５９６４７ ００００
根长 ６０１４４７０６ ８２２２ ７３１４９５５ ００００
根粗 ８１３４９５４ １４７０ ５５３５６３８ ００００

２２２　川丹参种根纯度、净度 Ｋ均值聚类分析结
果　川丹参种根纯度、净度检测数据见表６、表７。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丹参种根净度、百根质量在聚类

之间差异较大，差异达极显著显著，可作为分级指

标，各样品种根的纯度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作为

分级指标。

２２３　川丹参种根质量分级　根据 ２２１、２２２
分析结果，可知不同聚类丹参的长度、粗度、重量、净

度差异均达显著水平，均可作为分级的指标。因此，

初步划分出川丹参种根的质量分级标准。其中，为

确保药材质量，并体现中药材种子种苗较高质量的

特征，规定纯度不低于９９％。见表８。

表６　最终聚类中心（ｎ＝３６）

指标
聚类

１ ２ ３

纯度 ０９９４ ０９９４ ０９９５
净度 ０８５１ ０９００ ０９４５

百根质量 １３０６０１ ２０１５１８ ２５５４６７

表７　川丹参种根纯度、净度描述统计和方差分析

指标
聚类

均方

误差

均方
Ｆ值 Ｓｉｇ值

纯度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

净度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８０４４２ ００００
百根质量 ２４４３４０１ １９６６３３８３ １２４２６１ ００００

表８　川丹参种根质量分级

项目名称 一级 二级 三级

根粗（ｍｍ） ＞１３ ７～１３ ＜７
百根质量（ｇ） ＞２５００ ２０００～２５００ ＜２０００
净度（％） ≥９５ ≥９０ ＜９０

　　注：三级种根属于不合格种根

２３　种根分级对川丹参产量的影响　各等级川丹
参药材产量的差异显著水平均大于００１，表明不同
规格根条做种对药材产量的影响达到极显著水平。

从多重比较结果可以看出，一级和二级药材产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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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显著高于三级，一级和二级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９。

表９　不同种根直径对川丹参产量的影响

分级 小区产量（ｋｇ／小区） 折合亩产（ｋｇ／亩）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一级 ２１ １４５６１ ａ Ａ
二级 ２０７ １４３７６ ａ Ａ
三级 １７４ １２０７３ ｂ Ｂ

２４　种根分级对川丹参主要化学成分含量的影响
　　丹参酮ＩＩＡ含量二级最高，一级和三级间丹参
酮ＩＩＡ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不同等级种根
做种对丹参酮含量有显著影响。就丹酚酸 Ｂ含量
来看，３等级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不同规格
根条做种对丹参酮含量有显著影响，对丹酚酸 Ｂ含
量无显著影响。见表１０。

表１０　不同种根直径对川丹参主要化学成分
含量的影响单位（ｋｇ）

分级 丹参酮ⅡＡ含量（％） 丹酚酸Ｂ含量（％）

一级 ０２０９ ９２
二级 ０２２５ ９１
三级 ０２０５ ９２

　　通过对不同等级川丹参种根田间实验研究表
明，不同等级的川丹参种根直接影响最终新鲜根条

的产量，以及最终的药材质量，说明丹参种根的分级

指标是合理的。

３　讨论
壮苗是作物高产、优质、高效的基础，农谚“秧

好一半谷”说明培育壮秧在增产提高质量方面的重

要性。药材生产上也同样遵循该理论。川丹参栽培

中的种根质量直接影响川丹参出苗和苗期生长，种

根质量差，易造成缺苗、缺窝及弱苗，导致减产；反

之，如果苗生长过旺，使得地上部与地下部不能相互

协调，也必将影响产量和质量提高［９１５］。

本研究通过四川地区收集３６份丹参种根为材
料，在测定种根根长、根粗、百根质量、纯度、净度、含

水率等指标基础上，根据Ｋ均值聚类法并结合生产
实践对川丹参种根进行分级，将川丹参种根根粗、百

根质量、净度等３项指标作为川丹参种根的质量分
级指标，制定分级标准。即一级：根粗 ＞１３ｍｍ，百
根质量 ＞２５００ｇ，净度≥９５％；二级：根粗 ７～
１３ｍｍ，百根质量 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ｇ，净度≥９０％；三
级：根粗＜７ｍｍ，百根质量＜２０００ｇ，净度＜９０％。

种根分级移栽后，一级、二级处理间川丹参的产

量差异不明显，并且二级种根的丹参酮 ＩＩＡ含量显
著高于一级。由于川丹参的药用部位为根部，种根

并非越粗越好［１６１９］，当其足够粗时，可作药材销售，

避免生产浪费［１３］。而三级川丹参种根产量、丹参酮

ＩＩＡ含量等均较低，鉴于此，综合考虑丹参种根宜用
二级７～１３ｍｍ的根条为好，可合理分配资源，有利
于提高川丹参种根的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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