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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参卖出天价 由于野山参与人工栽培参之间巨大的价格

差，今天我们不难看到的是，在药品市场中，人参产品以次

充好，以假充真，标签、说明标识失实，特别是以生晒参、

移山参假冒生晒山参、野山人参、野山参等情况相当严重。

此类现象，前不久，就在北京一家著名的老字号药店里也发

现了。 东北的姜先生从小跟随父亲在山里采挖人参，并在长

白山参茸药材产区多年专业从事参茸业务工作，凭自己对野

山参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他一眼就发现京城的这家老字号药

店，几年来公开以巨额高价出售的野山参、千年野生灵芝王

等是假冒的。这里标价几万乃至几十万的“野山参”不过是

价值几十元钱的普通栽培人参。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自2001年起，他多次向国家及地方药监部门进行反映，并将

于2001年10月在该药店购到的2支假野山参实物送检。北京市

药品检验所于2001年11月12日向他出具了《关于“野山参”

检验结果的报告》，报告说，“我所按《中国药典》2000年

版（一部）人参项下[性状]规定进行了初检，并转送中国药

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检验，所送样品均系五加科人参Panax

ginseng C.A.Mey的根及根茎”，1号样品“其性状符合生晒参

的规定”，2号样品“其性状不符合《中国药典》2000年版一

部人参项下生晒参、生晒山参的规定”。 对于报告的文字如

何理解，记者请教了一位药典会专家。专家指出，“符合生

晒参的规定”，可以说明是生晒参（即园参，也就是栽培人



参）；“不符合生晒参、生晒山参的规定”，可以认为存在

质量问题或真假问题。 换句话说，一个药存在质量问题或真

假问题，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它是劣药或假药。 无独有偶

，2002年，又一消费者王军持在该老字号另一药店花13000元

购买的一支“野山生晒参”，到北京市药监局进行投诉。北

京市药品检验所2003年1月29日向他出具的《关于“野山人参

”检验结果报告》结论是这样的：“按《中国药典》2000年

版（一部）人参项下[性状]规定进行了检验，结果其性状不

符合人参项下生晒参、生晒山参的规定。”说明也是劣药或

假药。 鉴于检验的结果，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03年8

月5日对姜先生举报这个老字号所属3家门店出售的假野山灵

芝、假生晒山参等药品情况，做出正式答复：“我局已责成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对相关药品进行了检验，上述野山灵芝、

生晒山参均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规定。上述生晒山参经检验

不是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生晒山参，野山灵芝不是灵芝。我

局已责成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上述药店销售的野山灵芝

按假药依法进行调查处理。对生晒山参按劣药依法进行调查

处理。” 在最令人信服的老字号里出现这类现象，应该说是

触目惊心。 对于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国家主管部门的态度是

严肃的。 为加强对该类产品的治理整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2003年8月6日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

局发出《关于对人参产品进行专项检查抽验的通知》，决定

自2003年8月20日至2003年9月30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人参产

品的专项检查抽验。检查抽验的重点为，标识为生晒山参、

野山人参、野山参等，一律按国家药典标准人参项下生晒山

参的规定进行检验。检查抽验重点地区为，人参产品产地、



全国17个中药材专业市场、人参产品主要销售地区、零售药

店等。要求各地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辖区内生产、销售人参

产品的相关情况及特点，及时研究制定专项检查和抽验的具

体措施，并认真实施。对检查抽验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依法

查处。通过专项检查和抽验，使制售假劣人参产品的行为得

到有效遏制。 野山参假冒伪劣花样翻新 买主防不胜防难辨真

伪 野山参的应用据史书记载距今已有4000年的历史，而栽培

人参的历史只不过400年的历史。 那么为什么有人要拿栽培人

参冒充野山参呢？这一切都是因为野山参太难得了。 据专家

介绍，野山参生长于原始森林肥厚的腐殖土中，逢有适宜的

自然条件，可生长百年以上。其种子靠风、水、鸟、兽自然

传播，萌发率很低。在缓慢的生长过程中，山参要经受冰冻

、暴雨、病害等自然灾害的侵袭，还要经常遭遇虫嚼鼠咬、

兽吃畜踏，历尽磨难，可谓“九死一生”。加上人类的滥采

乱挖，使得野山参日趋罕见而名贵。目前只有中国、俄罗斯

、朝鲜出产。古时我国人参产地有着广阔的地域，西至上党

（今山西南部），东到辽东（今辽宁西部）。随着大量采挖

和森林的破坏，人参的主要产区已迁移至东北长白山南部山

脉。清末民初，大量移民涌入东北，人口骤增，采参人倍增

，野山人参产量锐减，只能以千斤计。到了20世纪80年代，

野山参产量也就只有150千克左右。至于现在的年产量，据采

参人估计，应该在200～300棵左右。 野山参生长年限最少也

要30年以上，而栽培人参生长年限最长不过20年。野山参由

于常年累月吸收风霜雨露日月精华，具有很强的滋补作用。

它的有效成分，可能是我们至今也没有完全认识清楚的。因

而，野山参贵为珍品，古时只有皇帝内宫、达官贵人才能享



用。 珍贵的东西便难防假冒。早在东汉时就有了以假乱真的

记载。此后历代假冒伪劣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让买主防不

胜防，难辨真伪。有用荠尼、沙参伪充人参的，有用党参冒

充人参的。 据著名的人参专家方土福介绍，清代时流行一种

“秧参”，采参者将不足重量的野生小参集中移植适当地方

，加以看护，待重量够时挖出。这种参习称“移山参”。“

秧参”之苗确为野山所生，而后期为人工所移，重量急骤倍

增，但较之野山参功力浅薄，医家贬之为“充参”。 再到近

代，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加剧，连野山所生小秧参都难找了

，移山参栽培业萎缩，逐渐兴起人参的人工栽培活动，设法

采种催芽播种，发展成林下籽趴、林下秧趴、参园籽趴、参

园秧趴，在东北人参市场则明确以“趴货”论价交易。 时至

今日，趴货多数假名“移山参”出现，更有胆大妄为的逐利

者，堂而皇之冠以野山参名目，泰然陈列于宾馆、机场应市

。当今已成为充参中的主角。 更有甚者，还有一种被业内人

士贬斥为“工艺参”的人参。所谓“工艺参”，是好听的说

法，其实就是在加工作坊里拼凑成的“野山参”。这种参也

分高、中、低三个档次。高档的是用野山参中的破烂货经接

须换芦做出来的，一般肉眼难以看出破绽。价格卖到几万到

几十万。中、低档货均用圆参粘接加工而成，论斤批发，三

五百至一二千元不等，零售可卖几十元、几百元，甚至几千

、几万元一支。这种“野山参”常出现在国内某些药店、保

健品市场，或豪华商场、宾馆、机场，以及香港、东南亚市

场。据说东北有一山村，家家成作坊，户户齐接货，年产量

以万斤计。 不知大家还记得否，五年前，在北京燕沙商场曾

展出过一支100多克的大山参，号称“参王”，标价180多万



。由于“参王”就是经京城一权威参茸专家鉴定过的，可信

度大增，曾轰动一时。于是被香港人万先生于1998年8月委托

他人以108万元买走。谁知，这支参就是一支“工艺参”。结

果这枝“参王”一见水就现了原形：参须纷纷落下这都是粘

上去的。万先生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以双倍退还货款。2000

年8月14日北京高院做出终审判决：燕沙商城退给顾客人参

款108万元。当天报纸以《北京燕沙败诉，天价人参退款百万

》为题进行了披露。 这可谓造假“野山参”的极至了。 野山

参的鉴别与价格 人参的化学成分比较复杂，目前研究人员已

从人参根中分离出了十多种皂苷，并发现其中人参皂苷Rg2

、Rb1、Rc、Ro的含量，野山参都是数倍于栽培人参，而这

些正是解决心肌供氧不足，防止心肌梗死，有强心作用，可

抢救心源性和失血性休克，有促智作用，可抗老年痴呆症的

重要成分。此外，人体所必需的营养元素锶、锰、锌等微量

元素的含量，也是野山参明显高于栽培人参。并且野山参年

限越长，含量则越高。这就从科学上对野山参与栽陪参做了

区别。但由于野山参价昂而不易得，所以对野山参的研究较

之栽培人参就少之又少了，也使得野山参神奇药用成分的奥

秘至今尚未得到全面的诠释。 又由于对野山参的鉴别不允许

搞破坏性实验，即使现在已有较为先进、发达的各种现代科

学仪器与技术，但很难发挥其作用。通过X光透视检查、断

层扫描，也只能检验其是否“工艺山参”，山参主根是否穿

入铁钉、铅丝、铜线等。如今鉴别野山参真伪、判断年龄长

短、山参类别品位，还主要是靠感官经验鉴别。而传统的感

官经验鉴别则是一门专门的学问。 在东北广泛流传着这样一

首歌谣：“芦碗紧密相互生，圆膀圆芦枣核，紧皮细纹疙瘩



体，须似皮条长又清，珍珠点点缀须下，具此特征野山参。

”这首歌谣所说的芦、、体、纹、须，是行业术语，也是鉴

别野山参的基本点，即要“五形俱美”。有经验的人参专家

指出，野山参自然生长，千姿百态，真正完全符合五形皆美

标准的当属凤毛麟角，多数野山参只具备其中一二形特征，

能具备三形的较少，应属佳品；若能具备四形，市场罕见，

精品无疑；偶尔遇到“五形俱美”的绝品，真是万幸。所以

在实际当中，仅凭这点儿“五形”的常识还会感到不得要领

而束手无措。而在东北林区放山老药工中世代相传的另一首

歌谣可称是“武林秘籍”：“山参形态显玲珑，马牙芦碗短

横体，肩纹紧密细结皮，支腿清稀珍珠须。”歌谣言简意赅

，指点了检验山参的秘诀，即玲珑横灵体、紧皮细纹等山参

的体态，是检验的重点，是纲领，是关键，是本质性特征。

这些特征是栽培人参（包括林下籽货，即林下人工撒籽、原

地生长的；圆参趴货，即人工育苗、移栽的）均不具备的。 

目前在行业内还有一个可用于鉴别的国家标准，就是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0年发布的《野山参分等质量》

（GB/T18765-2000）。在这个文件中，包括了野山参的分等

、定级、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储藏等

内容。并指出，该标准适用于野山参的采收、加工、等级分

类及鉴定、收购和经营。 《野山参分等质量》中术语和定义

项下指出，野山参即指自然生长于深山密林下的野生人参，

生晒野山参指刷洗后烘干或晒干的野山参；此外还对野山参

的各种芦、、体及纹、腿、须、珍珠点都作了具体规定。在

基本要求项下规定，鲜、生晒野山参任何部位不得粘接，体

内无异物，体不得做纹；并规定了野山参的规格、等级要求



。 所以，鉴定野山参确实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学问。一位在药

行干了几十年、目前仍在某旅游药店工作的老药师告诉记者

，在他接洽的业务中遇到的野山参来货，有20%～30%都是加

工的。他说，一旦看“走了眼”（行话），将会给经营者和

消费者造成严重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保证不了用药的“安全

有效”。 以上说明，野山参虽说鉴定不易，但还是能做出准

确鉴定的。开头我们提到的姜先生就是一眼看出老字号卖的

不是真货的。难就难在买人参的消费者，吃一辈子人参也难

以鉴别这东西。只好靠商家的信誉了。 真正的野山参因稀少

而价格昂贵，市场上都是以单支品评论价，单支的完整性是

审定价格的依据之一。折芦断须就要降低品位，价格骤降。

而体形好的野山参价格就不好说了。有句俗话说，“黄金有

价参无价”。从事人参经营几十年的李先生这样告诉记者。

一般情况，批发价分8等，特等的1万/克，在100克以上。一等

的，在25克以上。10～20克左右的小野山参，卖几千到1万

，30～40克左右的大野山参，卖20万左右，最高的30～40万。

标野山参卖的，盒里都配有野山参的照片，有签字、盖章的

证书，有的还带铅封，标重量（按克卖或按支卖）、价格（

总价）、产地、鉴定者。而普通人参，比如最好的，要算是

新开河人参，规格跟野山参不同，是按（多少）支，如16支

的（最大的），一斤（小两，约625克）卖2000～3000元。 由

此可见，野山参与普通的人工栽培人参是多么的不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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