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2 卷 第 1 0 期
2 0 2 4年 1 0 月

中 华 中 医 药 学 刊
CHINESE ARCHIVES OF TRAD 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ol.42 No.1 0
Oct.2 0 2 4

DOI：1 0.1 31 93／j.issn.1 673-771 7.2024.1 0.033

红芪品质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谭雪艳，李成义，梁婷婷，强正泽，王明伟，林鑫，谢耀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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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红芪药用价值突出，其品质直接影响到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对传统及现代红芪的品质评价和影响因
素进行了系统综述。结果显示，红芪的质量控制标准有待进一步完善，如在红芪重金属和有害元素、农药残留、二氧化硫

及霉菌毒素等有害物质，以及红芪指标性化学成分的含量测定方面未作出明确规定，应进一步进行研究和规范。另外，

种质、产地、栽培、采收、加工、贮藏等方面均对红芪品质有一定影响。未来应当明确和规范红芪的种植、采收以及加工技

术，保证饮片质量的稳定性。对上述方面进行探究，以期进一步完善红芪质量标准和红芪品质评价体系，为红芪产业的

科学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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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Quality Eval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ongqi（Hedysari Ra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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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Pharmacy，Gans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Lanzhou 730000，Gansu，China）

Abstract：Hongqi（Hedysari Radix）has outstanding medicinal value，and its quality directly affects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
ness of clinical medication.In this article，the quality eval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ncient and modern Hongqi（Hedysari
Radix）wer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quality control standard of Hongqi（Hedysari Radix）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such as the determination of heavy metals and harmful elements，pesticide residues，sulfur dioxide and mycotox-
ins，as well as the index chemical components of Hongqi（Hedysari Radix），which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and standardized.
Additionally，germplasm，producing area，cultivation，harvesting，processing and storage all have certain effects on the quality of
Hongqi（Hedysari Radix）.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and standardize the planting，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Hongqi
（Hedysari Radix）in the future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the quality of the decoction pieces.The above aspects were explored in
this article，so a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standard and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Hongqi（Hedysari Radix）and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Hongqi（Hedysari Radix）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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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芪为豆科植物多序岩黄芪 Hedysarum polybotrys Hand.－
Mazz.的干燥根，是甘肃道地药材之一，具有补气升阳，固表止
汗，利水消肿等功效，用于气虚乏力，食少便溏，中气下陷［1］。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红芪具有抗肿瘤、抗炎、免疫调节、抗氧化、

机体保护及防治糖尿病并发症等多种作用［2］，是红芪口服液、

扶正解毒颗粒、复方红芪颗粒等［3］产品的重要原料，由于种

质、产地、栽培、采收、加工、贮藏等因素造成红芪质量参差不

齐，严重影响了临床疗效及红芪产业发展。

近年来，有关红芪的研究不断深入，已有学者对红芪的化

学成分、药理作用、质量控制等进行了研究［4 －5］，鉴于此，本文

首次对传统和现代红芪品质评价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总结，以

期进一步完善红芪质量标准和红芪品质评价体系，为红芪产业

的科学发展提供支撑。

1  传统红芪品质评价
红芪始载于《本草经集注》［6］，南北朝时期红芪作为黄芪

品种之一，临床上与黄芪通用［7］。南北朝时期通过性状观察

及口感来评价品质优劣，指出甘肃陇西一带所产品质最佳［8］；

唐代从叶、花等角度描述形态特征，认为红芪叶多似羊齿、蒺

藜、花黄，并指出原州所产品质最佳；五代将品质、产地进行划

分，赤水耆品质稍次于黄耆；此后宋代开展了全国性的中药资

源普查行动，因此对原植物形态有了更详细的描述，认为质地

柔韧如绵者为上品；元代认为优质黄芪的形状特征应为“折之

如绵，皮黄褐色，肉中白色”，此观点至今仍具有较高参考价

值。而明代则认为具“紧实如箭杆”“味甘”“肉白心黄”等性

状的黄芪质佳；清代主流医家沿袭了明代的观点。详细见

表 1。
2 现代红芪品质评价
2.1 红芪的化学成分评价

红芪含有多种化学成分，红芪多糖类、黄酮类为其主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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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红芪历代品质评价

年代 品质评价 出处

南北 第一出陇西、洮阳，色黄白甜美，今亦难得。次用黑水宕昌者，色白肌理粗，新者亦甘而温补，又有蚕陵白水者，色

理胜蜀中者而冷补，又有赤色者，可作膏贴用，消痈肿，世方多用，道家不须

《本草经集注》

唐 此物叶似羊齿，或如蒺藜，独茎或作丛生 《新修本草》

唐 虚而客熟，用白水黄耆；虚而客冷，用陇西黄耆 《本草拾遗》

唐 出原州、华原谷子山，花黄 《四声本草》

五代 叶似羊齿草，独茎，枝扶疏，紫花，根如甘草，皮黄肉白，长二三尺许。今原州者好，宜州、宁州亦佳 《蜀本草》

五代 白水耆凉无毒，排脓治血，及烦闷热毒骨蒸劳，赤水耆凉无毒，治血退热毒，余功并同，木耆凉无毒，治烦排脓之

力，微于黄耆

《日华子本草》

宋 今河东（今山西境内黄河以东者）陕西州郡多有之、根长二三尺已来，独茎，作丛生，枝杆去地三四寸。其叶扶疏

作羊齿状，又如蒺藜苗。七八月开黄紫花，其实作荚子长寸许，八月采根，其皮折之如绵，谓之绵芪

《本草图经》

宋 黄耆本出绵上为良，故名绵黄耆 《本草别说》

元 折之如绵，皮黄褐色，肉中白色 《汤液本草》

明 以长二三尺，紧实如箭干者为良，多歧者劣 《本草原始》

明 黄耆处处有之，以紧实如箭杆者为良 《救荒本草》

明 软如绵，直而细，中有菊心，味甘者良 《炮炙大法》

明 单股不岐，直如箭干，皮色褐润，肉白心黄，折柔软类绵，嚼甘甜近蜜 《本草蒙筌》

明 黄耆叶似槐叶而微尖小，又似蒺藜叶而微阔大，青白色。开黄紫花，大如槐花。结小尖角，长寸许。根长二三尺，

以紧实如箭竿者为良。嫩苗亦可食，其子收之十月下种，如种菜法亦可

《本草纲目》

清 紧实若箭杆，皮色黄褐，折之柔韧如绵，肉理中黄外白，嚼之甘美可口 《本草述校注》

清 皮黄肉白，坚实者良 《本草备要：草部》

清 肥润而软者良，坚细而枯者，食之令人胸满 《本经逢原》

学成分。化学成分的定性、定量分析可评价中药质量。有学者

从红芪功效、药性、临床疗效等方面推测红芪多糖、毛蕊异黄

酮、毛蕊异黄酮苷、芒柄花素、芒柄花苷、美迪紫檀素、γ氨基丁
酸等成分可作为其 Q －Marker，以上成分是红芪发挥药效的物
质基础，可为评价红芪有效性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高效液相色谱法（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是检测红芪中黄酮类成分最普遍和最常用的方法（表
2）。这种方法可靠、简单、准确。“一测多评法”可用于红芪更
全面的质量控制。杨秀娟等［9］采用了 HPLC 建立了红芪中芒
柄花苷、金雀异黄酮、毛蕊异黄酮、芒柄花素 4 种黄酮类成分的
一测多评法，可为深入开发利用红芪资源提供科学依据。此

外，指纹图谱技术也被用于红芪的质量评价，有学者通过

HPLC测定红芪及其炮制品中的芒柄花素和毛蕊异黄酮含量，
可对红芪与其炮制品做鉴别和质量控制。多位学者建立了红

芪的 HPLC 指纹图谱，用于红芪药材及其炮制品的质量控
制［1 0 －1 3］，研究显示红芪与蜜炙红芪指纹图谱存在共有色谱峰

峰面积及数量上的差异，可以采用此方法对两者进行质量控制

和鉴别［1 4］。用 HPLC法也可以测定红芪药材中红芪多糖的含
量［1 5］。但是 HPLC是否可以代替紫外分光光度法（Ultraviolet
and visible spectrophotometry，UV）广泛应用于多糖含量的测定，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1 6］。

紫外分光光度法是红芪中检测总黄酮常见的含量测定方

法，具有测定成本低、易操作等特点。如叶菊等［1 7］采用紫外分

光光度法测定了红芪不同连作年限和不同作物茬口的黄酮含

量，表明红芪具有较强的忌连作性。多位学者亦采用该法对红

芪或与其相关产品中的总黄酮含量进行了测定［1 8 －1 9］。研究显

示武都地区红芪总黄酮含量最高［20］。

此外，该法也是测量红芪多糖含量的常用方法，有关研究

显示相对于测量溶液蒽酮－硫酸，苯酚－硫酸测得红芪多糖的
结果更加准确［21］。燕玉奎等［22］以该法测定红芪不同提取部

位中多糖、总皂苷及总黄酮的含量，表明不同提取部位红芪多

糖含量不同，简单易行、结果可靠。因此，紫外分光光度法可作

为红芪多糖含量测定首选方法。

比色法亦被用于红芪质量评价，是通过比较或测量有色溶

液颜色深度来确定待测组分含量的方法。该法是测量红芪多

糖含量常用方法，主要包括苯酚－硫酸法和硫酸－蒽酮法。研
究发现［23］硫酸－蒽酮法可测定溶液中所有的碳水化合物，会
导致测量的多糖含量高于实际值，而用苯酚－硫酸法测定多糖
误差较小，结果准确［24］。有学者［25］用苯酚－硫酸比色法分析
红芪及黄芪药材中多糖含量，该法测得的红芪多糖含量高于黄

芪。因此，二者不适合替代使用。

此外，此方法可以用来测定总黄酮含量［26］，叶迎等［27］采

用了紫外分光光度法和比色法［6 种显色剂：NaNO2 －Al
（NO3）3 －NaOH、Mg（Ac）2、NaOH、AlCl3、磷钼酸、盐酸 －镁粉］
测定甘肃黄芪和红芪药材中总黄酮含量，表明红芪黄酮类化学

成分可用比色法测出，但与比色法相比，紫外分光光度法更适

用于两者总黄酮含量的测定。

魏舒畅等［28］采用改良差示酚硫法，建立了红芪多糖的定

量测定方法，提高含量测定准确性，可为多糖含量测定提供了

参考。

2.2 红芪的药理作用评价
红芪常见的药理作用为抗氧化、免疫调节、抗炎、抗肿瘤、

防治糖尿病等［29 －30］，红芪水提液能显著提高衰老小鼠脑组织

SOD活性，显著降低 MDA 含量，且抗衰老作用略强于黄
芪［31］，其抗衰老机制可能与抵抗氧化应激，抑制细胞凋亡相

关［32］。红芪水提物某些免疫调节作用要优于黄芪［33］，淋巴细

胞增殖力、NK细胞活性和促进细胞因子 IL －2 和 IL －4 的分
泌能力均高于黄芪。基于脾气虚大鼠模型进行炙红芪与炙黄

芪对比研究，发现炙红芪免疫调节能力、消化吸收能力均明显

优于炙黄芪［34］，此外，红芪清除自由基活性，治疗化学性肝损

伤等作用均强于黄芪［35］，显示红芪作为黄芪的替代品具有一

定的优越性［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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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红芪评价方法

测定指标性成分 常见评价方法 特点 药理作用 备注

黄酮类成分 高效液相色谱法

紫外分光光度法

比色法    

检测红芪中黄酮类成分最普遍和最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可靠、简单、

准确

红芪中检测总黄酮常见的含量测定方法，具有测定成本低、易操作等

特点

可以用来测定总黄酮含量，稳定性和选择性都较差，所需仪器的灵敏

度高

具抗肿瘤、抗氧化、改

善肺纤维化、抗骨质

疏松、降低骨骼肌损

伤等作用

［9］

［1 7］

［23］

红芪多糖 高效液相色谱法

紫外分光光度法

比色法    

改良差示酚硫法

检测红芪多糖重现性好，稳定，分析速度快

紫外分光光度法可作为红芪多糖含量测定首选方法

测量红芪多糖含量常用方法，简单易行、快速、经济，主要包括苯酚－硫
酸法和硫酸－蒽酮法
提高含量测定准确性，可为红芪多糖含量测定提供参考

具免疫调节、抗氧化、

抗炎、抗肿瘤、机体保

护、防治糖尿病等

作用

［1 5］
［22］
［25］

［28］

2.3 红芪的安全性评价
有学者通过体外试验、体内体细胞及生殖细胞染色体试

验、致畸试验、亚慢性毒理学评价等对红芪提取物进行综合评

估，结果未见致突变等遗传毒性作用，无致畸作用，且 90 d 喂
养实验，未观察到大鼠具有危害作用［37］，因此，红芪药材中的

不安全因素大多是由外源性有害物质带来的，主要有重金属、

农残与二氧化硫等。外源性物质是影响红芪安全性的重要因

素，但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尚未规定有关指标的检测

限量，应进一步加强红芪饮片质量标准研究，并完善优质种植

基地和中药材溯源体系建设。

2.3.1  重金属及有害元素 红芪药材现以栽培为主，污水灌
溉和农药化肥等外界因素会导致红芪药材具有一定的重金属

与有害元素，如铅（Pb）、镉（Cd）、砷（As）、汞（Hg）、铜（Cu）等。
甘肃省陇南市为红芪主产地，研究表明陇南市部分地区土壤已

受到个别重金属元素的影响［38 －39］，但中药材种植基地土样的

重金属含量在质量标准范围之内，适宜中药材种植［40］。《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未对红芪进行限量规定。

此外，王庆等［41］采用微波消解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ICP －MS）法对红芪中 5 种重金属（Cu、Cd、Pb、As、Hg）含量进
行测定，结果显示 5 种重金属含量分别为 1 1 .73 μg·g －1、1 .38
μg·g －1、0.62 μg·g －1、0.1 7 μg·g －1、0.05 μg·g －1，含量均
低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的安全限度，此方法简

便、快速、准确、灵敏度高。欧阳晓玫等［42］采用石墨炉原子吸

收法测定了红芪中 As、Cd、Pb、Cu 的含量，冷原子吸收法测定
Hg含量进行测定。研究表明 Pb、Cu、As的残留量均符合规定，
部分红芪样品 Cd、Hg的残留量，超出规定限度。因此，需明确
红芪重金属残留进行限量标准，严防中药红芪重金属超标。以

上这些研究方法为红芪安全性评价奠定基础。

2.3.2 农药残留 化学农药是中药材种植过程中防治病虫草
害的主要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明确规定
了对植物类药材进行 33 种禁用农药残留量检测［43］。但相比

于欧盟、日本等国家，我国农残涉及品种少［44］，红芪不在限量

品种之内［45］。此外，武都红芪样品经检测，《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2020 版）规定必检的 33 种农残均在规定定量限以下，
有害元素也显著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限量，野生

红芪中所有农残均未检出［46］。

2.3.3 二氧化硫及霉菌毒素 硫磺熏蒸是传统的中药材养护
方法，可起到快速干燥、治虫防霉、控制水分、改变色泽的作

用［47］。过度使用硫熏方法，会导致二氧化硫的残留量超标和

有效成分的破坏［49 －50］。体内蓄积二氧化硫会产生亚硫酸钠，

能损害呼吸、神经、心血管和生殖系统［51 －52］，会增加患哮喘、慢

性肺病的风险［53］。中药材在未及时干燥的情况下，极易霉变，

产生毒性较强的黄曲霉素等真菌毒素，可致癌、致畸、致突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均未对红芪进行限量规定。

3 影响红芪品质的因素
3.1 种质因素

优良的种质资源对药材的质量有决定性的影响。有关学

者研究表明，种苗等级对于药材的产量或质量具有一定影响，

如党参［54］、知母［55］、甘草［56］、广藿香［57］等。中药材不同等级

种苗的产量和质量存在差异，种苗等级的划分对于合理利用资

源、促进规范化生产会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红芪种苗应

选择Ⅱ级（一等苗）和Ⅲ级（二等苗）种苗，同时红芪药材也应
该考虑Ⅰ级（大货）种苗［58］。因此，红芪在栽培时选择高质量

的种苗可提升红芪药材的品质。

3.2 产地因素
红芪主要分布在甘肃陇南、定西地区，不同产地土壤及气

候的差异是造成红芪活性成分含量差别的重要因素。研究表

明，不同产区红芪的总黄酮、总多糖、总皂苷及 9 种元素含量存
在一定差异，武都地区产红芪质量优于渭源、漳县、宕昌［59］，武

山、甘谷、岷县总黄酮含量高于礼县，而礼县、渭源栽培红芪中

总多糖含量高于岷县［1 8］，此外，不同产地的红芪中红芪多糖结

构以及氨基酸含量也存在差异［60 －61］。红芪的道地产区为陇南

武都，以“米仓红芪”享誉全国。分析其道地性成因，发现适宜

的自然环境、优良的种质、独特的产地采收与加工、历史文化等

都是形成道地药材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武都产红芪中阿魏

酸、异阿魏酸、香草酸、芒柄花苷、毛蕊异黄酮［62］、毛蕊异黄酮

的含量要优于其他产地［63］。基于 1 2 种微量元素分析［64］，部

分定西产区样品质量较优，推测红芪可能存在由武都、宕昌向

迁移产区定西迁移规律。因此，产地是影响红芪品质的重要

因素。

3.3 栽培因素
3.3.1 栽培方法 道地产区陇南武都栽培方法为直播和育苗
移栽，武都米仓地区多采用育苗移栽方式［65］。研究显示，黑膜

覆盖侧沟栽是红芪高产栽培的最佳方式，在此栽培方式下红芪

产量较露地平栽增产 56.46%［66］。红芪剪茎可促使侧枝萌发，

提高光合效率，促进植物根系的迅速膨大，从而能显著地提高

红芪产量和质量［67 －68］。红芪留茎高度在 50 cm 左右时［69］，可

达到提高红芪多糖、总黄酮等有效成分含量以及产量的效果。

武都红芪栽培最佳打顶时间为 5 月上旬及以前，主茎株高预留
30 ～40 cm，可有效提高药材根的产量和质量［70］。不同栽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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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导致红芪化学成分和产量的不同，因此，需考虑相关因素

进行实际栽培。

3.3.2 外施肥料 红芪生长过程中，施肥能够提高地上部分
多糖和地下部分总黄酮的含量，增加地下部分在生长中后期的

多糖积累，提高收获期红芪药材的质量和产量［71］。坡缕石配

施可对红芪吸氮的产生促进效果，提高红芪质量［72］。土壤及

药材中无机元素与质量具有相关性，外施一定浓度的钾、钙、

镁、锌元素可提高红芪药材的品质。外施适量钾盐有利于红芪

药材生长和异黄酮类成分的积累［73］。外施一定水平的钙可提

高无机元素及异黄酮成分含量［74］。外施无机锌盐溶液能够促

进生长期红芪不同部位的无机元素累积［75］。全钾、全氮、速效

磷含量高的土壤有利于红芪中毛蕊异黄酮与芒柄花素成分的

累积［76］。此外，有机栽培模式（以有机肥料为主，按牛粪、羊

粪、猪粪、驴粪各占 25% 的比例混合腐熟）也可提高红芪多糖
含量，高于不施肥处理 1 1 .77%［77］。有机肥料的使用，会使土

壤变得柔软、疏松，对于植物的根部生态环境也将起到积极的

调节作用。陈士林等提出中药材施肥应以有机肥为基础，根据

作物种类及生长阶段等信息，结合土壤供肥能力和肥料效率，

将大量元素与微量元素进行配比，建立相应的无公害施肥技

术［78］。综上，不同微量元素及土壤条件，可导致红芪化学成分

和产量等的不同，实际生产中，需综合考虑相关因素。

3.4 加工方式
产地加工是影响红芪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的加工方

法会导致红芪品质产生差异。目前有关红芪产地加工对品质

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干燥和搓条两个方式。

3.4.1  干燥 干燥是保证红芪药材质量的重要环节，干燥的
方法、温度、时间等会对中药材的质量、色泽和有效成分的含量

产生影响［79］。产地采挖红芪后割去地上部分残留茎基，抖净

泥土，拣去病根，晾晒至半干后扎捆。自然干燥操作简单，凭借

自然条件就能达到干燥药材的目的，是产地初加工时最重要的

干燥方法。但此方法耗时较长、长期暴露在阳光下会影响红芪

颜色及质量。因此，探究红芪产地新型干燥方法，对红芪生产

加工标准化、把控红芪品质具有深远意义。

3.4.2 搓条 搓条处理，可避免干燥过程中发生皮肉分离或

空枯的现象，起到使根油润、饱满、坚实或柔软的作用。常见于

党参［80］、黄芪［81］等根类药材。中国红芪之乡武都等道地产区

具有特色的产地加工方法，将捆成小把的红芪在鲜皮柔软时进

行搓条 2 ～3 次，使其皮肉紧贴，条直，边晒边搓，晚上堆积发
汗，直至全干。比较红芪搓条与未搓条样品结果显示，在性状

特征、一级纹理及皮孔、淀粉粒、木栓细胞、指纹图谱相似度、芒

柄花素含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且红芪搓条后增加了芒

柄花素的含量［82］。因此，揉搓处理可对红芪品质产生影响。

3.5 采收时间
红芪的化学成分含量随着生长期改变而发生变化。对不

同生长期（7 ～9 月）红芪无机元素动态特征研究显示，无机元
素含量与生长期密切相关，可作为红芪采收期确定的指标之

一［83］。基于对不同时段红芪各成分的含量和产量的综合分

析，得出了与红芪传统采收期相一致的结论，即红芪最佳采收

期为 1 0 月中下旬。以不同生长年限红芪为研究对象发现，1
年生、2 年生红芪异黄酮类成分含量相当［84］。4 年生、3 年生
红芪比 8 年生、6 年生无机元素含量高［85］，生长 1 年或 2 年的
红芪活性成分中浸出物质量较佳。比较分析生长年限（1 ～
4 年）和主要功效成分含量，发现红芪生长年限应以 3 年为
宜［86］。因此，红芪采收期的选择，影响红芪中多成分的

含量。

3.6 贮藏
中药贮藏的空气、温度、湿度、光线等均能引起中药品质变

化［87］。目前，未见贮藏方式影响红芪质量的相关报道。红芪

药材贮藏环境应通风良好、避光干燥，避免虫蛀、发霉等情况

发生。

3.7 商品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记载的红芪饮片规格为红芪与

炙红芪。经除杂、分拣、洗净、润透、切厚片后干燥得红芪饮片；

将红芪饮片加入炼蜜拌匀、闷润、文火炒至不粘手取出放凉得

炙红芪饮片［1］。研究显示两种规格化学成分差异显著，炙红

芪中毛蕊异黄酮和芒柄花素含量高于红芪，蜜炙后红芪可能产

生新成分［88］。改善大鼠脾虚证、提高脾气虚大鼠免疫功能的

作用强于红芪［89 －90］。

图 1  优质红芪产生进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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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展望
红芪药用价值突出，其品质直接影响到临床用药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虽然已有学者对红芪化学成分进行了多种方式的

测定和研究，为红芪的质量控制和鉴别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但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尚未规定红芪外源性物质的检测限

量，例如重金属与有害元素、农药残留、二氧化硫及霉菌毒素等

均对红芪品质有一定影响，应对这些物质进行检测限量的具体

规范，促进红芪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种质、产地、栽培、采

收、加工、贮藏等方面均对红芪品质有一定影响（见图 1）。基
于以上分析研究，未来应当进一步加强对红芪质量标准的研

究，完善质量控制体系。其次，应当明确红芪外源性物质有关

指标的检测限量，为红芪的临床实际应用提供安全保障。在红

芪种质资源挑选时应选择高等级的种苗以提升红芪的品质。

同时，明确和规范红芪的种植、采收以及加工技术，保证饮片质

量的稳定性，不断探索和健全红芪质量标准和红芪品质评价体

系，为红芪产业的科学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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