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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下 山 参 鉴 别 纲 要 及 其 商 品 属 性 的 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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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综述了林下山参的鉴别要点，同时论述了林下山参的商品属性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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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的林下山参是中国药典 2015 版中的人

参项下的籽海。
林下山参、野生人参、园参三者是同一种人参植

物，科学上命名为 Panax ginseng C.A.Mey.自然传播，
生长于深山密林的原生态人参称为“野生人参”，该品

种在 《野山参鉴定及分等质量》GB/T 18765－2008 标

准公布前被称为“野山参”；栽培的人参俗称“园参”；
播种在山林野生状态下自然生长的人参被称为“林下

山参”，习称“籽海”。 按标准规定，现在所称的“野山

参”指的是生长 15 年以上的林下山参。因为野生人参

是国家二级保护物种，资源几近枯竭，不让采挖，因此

人参在商品类别上只有林下山参（含野山参）和园参

这两类。
林下山参的特征是什么，如何鉴别？ 虽然有文献

论述之[1～3]，但多偏向于感官论述，现代科技手段的发

现和科技发展没有写进去，本文力求从多角度，多层

次阐述林下山参的特征及鉴别方法，并概述其商品价

值，为林下山参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 林下山参的鉴别依据

林下山参生产上有别于园参及野生人参，这是林

下山参鉴别的依据。
首先，林下山参是回归自然的一种野性的种植方

法，但种子却是人工选育的。 吉林省长白山山参有限

责任公司 2004 年前做了山参品种选育项目并通过省

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鉴定。 实验结果揭示，马牙芦是长

白山野生人参的原始品种，其基因稳定，抗病力强，形

体美；而竹节芦，线芦（草芦）品种则是长白山野生人

参的变异品种，因此他们将林下山参的育种目标确定

为马牙芦品种。 事实上，也只有马牙芦品种才能育出

野山参典型的三节芦的特征。
其次，林下山参的生长环境是模拟野生人参的自

然生长环境，具有伴生的动植物圈。 园参种植是在人

造环境中生长起来的，要打药、施肥、除草，防虫防鼠

的，并要进行人工遮光处理。可以看出，林下山参生态

“竞争性”比园参要突出和全面，在这个过程中，林下

山参要适应自然环境生长起来， 依靠自然植物遮光，
有生态钳制的保护，因此产生出一种适应态。

最后， 林下山参是整个生长周期都不被移动，其

生长时间可长达十几年，甚至更长；而园参在生长期

间要经过移栽，生长时间一般 4 到 6 年或更长。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林下山参的种植核心就是

体现两个字―“野化”，是“野化”的人参。 “野化”塑造

了林下山参的外观和内在的变化，也为林下山参的鉴

别提供了客观的依据。
2 林下山参的鉴别要点

2.1 感官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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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鉴别是鉴别整支人参的有效方法，是一种经

验的鉴别方法。 整支林下山参的鉴别以芦、体、须为

主，艼和纹为辅。 前面说过，林下山参种子的选育就

是依据野生人参参芦的形态特征筛选繁育出来的，芦

的鉴别具有极重要的地位。
高参龄林下山参的芦一般是以节为单位的，可分

为二节芦，三节芦，其特点是芦比较长，呈现出一段段

的特征（分别呈现的是圆芦、马牙芦和堆花芦三个特

征段）； 但也有一部分高龄林下山参的芦因生长条件

限制生成的芦较短，这样的芦被称为缩脖芦，具有明

显的缢缩痕。 低参龄（20 年以下者）的林下山参的芦

也比较长，但分节的少，干后细 而直；有的芦 碗间距

大，不紧密，形成类似竹节的竹节芦。 林下山参的体

（包括腿）顺长，自然舒展，分腿“灵活”，具有“野性”之

美。 林下山参的须柔软不脆，清疏而长，长短不齐，类

比为面条须。 至于艼，其形状不定，但多为横伸或下

伸，上举者几乎没有。林下山参的纹以环纹为主，老者

出现较深的纹，称之为紧皮细纹，或铁线纹，但纹均出

现于主体的上部（肩部），下部不出现[1，2，4]。由于野生人

参市场几乎没有了，所以在此不与其相区别，但以上

特征是园参所不具备的。
2.2 显微鉴别

显微鉴别是一种组织切片或粉末的鉴别方法，这

种方法以观察细胞中后含物特征、数量为主。 人参因

种植方法的不同， 后含物会呈现出一些特征性的变

化，主要体现在草酸钙簇晶、淀粉粒以及树脂道等的

形状，大小或多少上。因为生长条件和年限的不同，比

较于园参，林下山参的草酸钙簇晶较多，呈现菊花状，
规则并近等大；其淀粉粒较少，多单粒，脐点不明显，
大小差别较大，形状规则或不规则；其树脂道较少，呈

管状或挤压成不规则形；园参则在大小多少上与之相

反[5]。
显微鉴别法也是一种经验方法，是观察人参的微

观结构，可作为林下山参感官鉴别的有力补充。
2.3 仪器鉴别方法

红外光谱可用于林下山参的无损鉴别。主要原理

是林下山参中的不同分子经一定频率的红外线照射

后，吸收各自不同波谱的红外线，从而引发分子发生

振动，并产生相应的红外吸收光谱，根据光谱分析，判

断出林下山参的光谱特征，实现鉴别的目的。 红外光

谱鉴别的主要依据是内在成分或组成比例的差别导

致出现可识别的波谱。
卜海博 [6] 等用近红外光谱无损地识别出林下山

参，并判断了其生长年限。其过程是，首先获取林下山

参、园参的红外光谱，然后对光谱进行处理，再在处理

后的光谱中找出合适的主成分数， 分别建立判断模

型。 鉴别时将未知的样品应用于模型，从而判断未知

样品属于哪一类。 据报道，所建两组模型对要验证的

人参正确判别率是 100%。
仪器鉴别法具有客观性，是科学的鉴别方法。

2.4 化学成分鉴别方法

2.4.1 特有成分鉴别法

林下山参含有特有的 Rg3 和 Rh2 成分[3]，但含量

却很低，园参不含有这两种成分；只要建立起有效的

检出 Rg3 和 Rh2 的方法， 就可以从园参中识别出林

下山参。
2.4.2 指纹图谱鉴别法

指纹图谱是国际上公认的一种综合的、宏观的质

量评价手段[7]。 指纹图谱可以表征中药材中多成分的

整体特征，根据多成分的整体特征通过相似度分析而

对中药材进行鉴定。
徐世义[8]等进行了林下山参与野山参 HPLC 指纹

图谱的比较研究，指出林下山参与野山参指纹图谱相

似，但野山参所含组分在数量及含量上略高于林下山

参。
2.5 遗传物质鉴别方法

林下山参遗传物质的多态位点（变异位点）明显

多于栽培人参 [9]，通过比较林下山参与园参所获得的

DNA 直接 扩 增 片 段 长 度 多 态 性 （DALP：Direct Am-
plirication of Length Polymorphism）图谱，可以筛选出

林下山参样品共有而园参没有的 6 条特异性 DNA 片

段谱带，具有指纹特征，可作为鉴别林下参与园参的

有效依据。
3 林下山参的商品属性的评价

林下山参不仅外观上与园参有显著的不同，同时

其内在成分及功效上与园参也有着重大的差别。
3.1 林下山参的化学成分及其比较

林下山参主要含有的有效成分的类别大体有皂

苷类、挥发油类、糖类、黄酮类、甾醇类、氨基酸和蛋白

质以及微量元素类，下面分别介绍各类有效成分。
3.1.1 林下山参皂苷

野山参的总皂苷含量要求是不低于 4.4%， 比园

参（不低于 2.5%）的要求高[10]。 在单体人参皂苷上，除

含有园参所具有的皂苷外， 还含有园参不具有的皂

苷，它 们 是，20（S）-Rg3、20（R）-Rg3、20（S）-Rh1、20
（S）-Rg2、20（R）-Rg2、20（S）-Rh2、20（R）-Rh2、西 洋

参 皂 苷 F6、Rg6、Rh4、F5、C-K 等 [11～15]，这 些 成 分 一 般

被称为稀有人参皂苷 [16]，有着特殊的药物活性，比如

抑制肿瘤，对心脑缺血的保护作用，益智作用以及免

疫的作用。因此说，林下山参含有稀有人参皂苷，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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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没有。
3.1.2 林下山参挥发油

人参挥发油是一类能够被水蒸汽蒸留出来，并溶

于乙醚的一类物质成分。它们主要成分是单萜和倍半

萜，是由不饱和烃类、醇类、酯类、有机酸以及芳香类

化合物组成，具有抑菌、镇静、消炎和抗癌的功效，是

人参的有效成分之一。 林下山参中的挥发油以 1-氧

杂环十四碳-4,11-二炔(17.3%)、邻苯二甲酸正丁醇酯

（16.8%）、 人 参 炔 醇 (11.9%)、 邻 苯 二 甲 酸 二 丁 酯

(11.5%)、正十六酸乙酯（10.4%）和邻苯二甲酸叔丁醇

酯（10.3%）含量较高 [16～18]，与园参比较，这些成分在园

参中尚未发现，属于林下山参中特征性成分。
林下山参的挥发油的成分和含量是随参龄增长

而增加。
朱海林 [16]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新技术结合 GC-

MS，测定了 20 年参龄林下山参中挥发油的种类和含

量， 结 果 共 鉴 定 出 58 个 成 分 , 主 要 为 不 饱 和 烃 类

(34.3%)、醇类(22.0%),酯类(17.8%)和芳香类(11.7%)化
合物。 李海军 [15]采用乙醇回流方法提取 14 年林下山

参的挥发油，分离得到 40 种挥发性成分。 钟方丽[19]用

水蒸气蒸馏－萃取法从 12 年林下山参中提取到 34 个

挥发性成分。相对应的，Qiu[20]等应用全二维气相色谱/
时间飞行质谱法对 3、5、8 年的吉林人参（园参）进行

挥发油的定性和定量的研究， 确定了 36 种萜类挥发

油成分；并发现，相对含量丰富的荜茄醇、没药醇、罗

汉柏烯和棕榈酸会随着人参参龄的增长而含量显著

地增加。 有学者[21]从野生人参叶中的挥发油中分离出

73 种成分， 但目前还未见到分析野生人参挥发性成

分的报道。
3.1.3 林下山参糖类

林下山参含有单糖及多糖。与园参相比，林下山参

的总糖与还原糖含量低，但水溶性的多糖含量高[22]。
药理学研究表明，人参多糖是人参的主要活性成分

之一，具有免疫调节、抗补体、抗肿瘤、细胞保护、降血糖

等功效，且对人参其他药理活性起协同调节作用[23～24]。
3.1.4 林下山参黄酮类

林下山参黄酮目前未见研究报道。有报道称园参

叶及西洋参中主要黄酮是人参黄酮苷 [山柰酚－3－O－
β－D－半乳糖（2→1）－β－D－葡萄糖苷][25，26]。
3.1.5 林下山参甾醇类

林 下 山 参 含 有 豆 甾 醇-3-O-β-D-吡 喃 葡 萄 糖

苷，5，6-二氢豆甾醇-3-O-β-D-吡喃葡萄糖苷,β-胡

萝卜苷，β-谷甾醇[11]。
3.1.6 林下山参氨基酸与蛋白质

有关林下山参的氨基酸研究还未见报道，但从园

参的研究来看，园参含有 17 种氨基酸，其中必需氨基

酸有 7 种（人体必需氨基酸共 8 种），而缺少的色氨酸

可能是在样品制备过程中被酸解破坏了[27]。 不同品种

的园参氨基酸含量相差不大 [28]，可以推测林下山参至

少含有相同的氨基酸。
林下山参的水溶性蛋白比园参低，而且总蛋白也

低。 林下山参的水溶性蛋白只有园参的 10%[29]。
3.1.7 林下山参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是人体的必须元素，也是中药材活性成

分之一。 虽然人体每日对微量元素的需要量很少，但

对人体来说必不可少，它们的摄入过量、不足、不平衡

都会不同程度地引起人体生理的异常或发生疾病，因

此能够平衡地提供人体可利用的微量元素的药物就

显得非常重要。已确定与人体健康和生命有关的必需

微 量 元 素 一 共 有 个 18 个，它 们 是 铁 (Fe)、铜 (Cu)、锌

(Zn)、钴(Co)、锰(Mn)、铬(Cr)、硒(Se)、碘(I)、镍(Ni)、氟(F)、
钼 (Mo)、钒 (V)、锡 (Sn)、硅 (Si)、锶 (Sr)、硼 (B)、铷 (Rb)、砷

(As)。
在野生人参、林下山参及园参中，总体上必需微

量元素含量是呈现递次降低的规律 [30]；但个别元素在

林下山参和园参中较高，比如 Mn 元素在林下山参中

最高，而 Cu 元素在园参中含量最高[31]，这说明环境对

林下山参及园参中的微量元素有一定的影响。
林下山参中含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有 16 种[32]，

它 们 是 Fe、Zn、Cu、Mn、Cr、Mo、Co、Ni、V、Sr、Se、Rb、
Sn、Si、B、As。 这些微量元素对人体的生长发育、营养、
代谢、内分泌免疫等过程均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值

得注意的是人参中还含有一种元素，即锗（Ge）元素，
其含量比其它中药材要高， 具有较突出的药理活性。
研究发现，有机锗的毒性极低，具有抗肿瘤、消炎与免

疫调节、抗病毒、镇痛及抗衰老等药理作用。研究证实

有机锗对试验鼠有防癌作用，并可治疗肝癌、肺癌、胃

癌，此外对高血压、类风湿性关节炎、肝炎、胃炎等病

有明显的疗效。目前未见林下山参与园参中锗元素比

较的报道。
综上所述，林下山参几乎就是人体必需微量元素

的载体，吃林下山参等于吃复合必需微量元素。
3.2 林下山参的作用与比较

人参（包括野生人参、林下山参、园参）对中枢神

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血液及造

血系统、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及免疫系统均有药理

作用 [33]，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适应原”样的作用，即对

退化的进行增强、提高或修复，对有害或病原性刺激

进行非特异性的抑制或保护，具有扶弱的、避害的、增

强的、保护的作用。 据报道[34]，人参具有抗衰老、抗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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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抗氧化、镇静、镇痛、保护中枢神经细胞、保护心功

能、保护血管、保护大脑、抗肿瘤、抗癌、抗辐射、抗病

毒、抗应激、抗抑郁和改善记忆功能的作用；临床上用

于治疗或辅助治疗神经衰弱和精神病、 性机能障碍、
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化症、糖尿病、肝病、贫血、老年

病、肿瘤及癌症。
林下山参是仿照野生人参的生长方式生产出来，

是半野生人参，在功效上，生长多年的林下山参理论

上与野生人参相近似。
有关林下山参与园参的功效比较研究目前还较

少，但从已有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林下山参的功效

优于园参。
研究揭示，林下山参对免疫功能的影响要优于园参

[35]；具有良好的抗运动性疲劳的作用（园参则无表现）[36]；
抗氧化活性比园参突出，而且参龄越长者越强[37]。

在清朝是禁用裁培人参的，认为其力薄，是假冒

之品。
服用野山参的韩国运动员和有关人士认为，野山

参的作用是园参不能比拟的，确实是最好的健身药[2]。
3.3 林下山参的价值

林下山参的价值一般按参龄、大小、形态及参的

完整性来论价。参龄越久者越值钱。一棵生长 15 年至

20 年的林下山参可卖几十元至几百元钱的价格，但

生长 20 年以上 的林下山 参可能就过 千甚至上 万 元

了； 在香港市场，10～20 年的林下山参售价每公斤达

10 万美元以上[38]。
林下山参之所贵， 是因为一方面其功效突出，另

一方面稀缺。从选地到种植，再到长大，林下山参要经

历抗病害，极端气候，又要防野兽（野猪、鼹鼠等）啃

食；一亩地播种上万粒种子，15 年后能剩下七八百颗

就算丰收了[39]，因此很珍贵。 由此看来，林下山参的价

值应该由五部分组成，即：
林下山参价值＝投资成本+ 时间成本+人力成本+

管理费用+使用价值+稀缺性溢价

既然林下山参功效与野生人参相近，那我们再看

看过去野生人参的使用。
众所周知，乾隆皇帝步入古稀之年后，常服用人

参，高寿 89 岁而去。 毛主席晚年身体不好，睡眠也困

难，工作人员给他泡了人参药酒，希望滋补身体，促进

睡眠，毛主席用了一瓶，遗留了一瓶，现收藏于韶山毛

泽东纪念馆中。
目前人参种植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非林地种

参，另一个就是林下种参。林下种参的面积不断扩大，
据报道 [40]，仅白山市在 2017 年累计林下参（林下山参

及林下园参） 发展面积达 3.9 万 hm2， 实现产值 27.8

亿元， 销售收入达到 1.6 亿， 从业人员 1.3 万人；到

2023 年， 预 计 林 下 参 发 展 面 积 总 计 将 达 到 9.3 万

hm2；2030 年 将 达 到 13.3 万 hm2， 是 2017 年 的 3 倍

半，将来林下山参有可能是药用人参的代表。
4 结语

林下山参是与园参不同而与野生人参相类似的

人参，有野生人参药用之利，而无园参富含农残及重

金属之弊，是绿色的人参。
林下山参农药残留甚微，较园参少得多。 理论上

说，林下山参是不能打药，不施肥料的，但由于环境污

染，或种子含有农药残留，因此检测出农药残留也是

有可能的，但很低。
另一方面， 林下山参受重金属污染也是很轻的。

研究表明， 对于重金属 As、Pb、Cd、Hg、Cu 的含量，林

下山参的重金属远低于园参而略高于野生人参。这里

注意一下，As 和 Cu 微量对人体是必需的， 但超量则

有害。
因为林下山参与野生人参相类似，所以我们引经

据典，重温古人对野生人参的认识，促进林下山参产

业的发展。 《神农本草经》记载，人参（野生人参）“主补

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

智；久服，轻身延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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