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山贡菊（徽州贡菊）

【简介】

黄山贡菊也叫徽州贡菊或贡菊，历史上最早叫徽菊。清

光绪年间，徽菊因作为贡品进贡朝廷而得名徽州贡菊。1997

年，中央电视台为歙县的贡菊花做扶贫广告，因冠名“黄山

贡菊”在黄金时段进行了大力宣传，于是黄山贡菊这一名字

就迅速享誉全国而被世人接受。从此，黄山贡菊成了歙县特

产──贡菊花的代名词。黄山贡菊既是大宗名贵的地道药材，

又是茗饮佳品，以其独特的药用功能和饮用品质被誉为“菊

中之冠”。《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 年版一部）收载黄

山贡菊为全国四大名菊之一。《安徽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

社）中就记述：滁菊和贡菊除药用外，可“以菊代茗”。

【产品特点】

黄山贡菊别称徽州贡菊或贡菊，为菊科植物菊的干燥头

状花序，属白菊中的平瓣小菊品种。其外形呈扁球形或不规

则球形，直径 1.5～2.5 厘米。以舌状花白色或类白色、斜



升、上部反折，管状花少、外露的典型特征与其它地区饮料

菊花有明显区别。黄山贡菊色、香、味、形俱佳，令人赏心

悦目，因其“色白、蒂绿、花心小、质柔软、气芳香、均匀

不散朵，开水冲泡汤清、味甘”的品质特点被誉为“菊中之

冠”。

【产地环境】

歙 县 地 处 北 纬 29°39'34" ～ 29°47'7" ， 东 经

118°11'15"～118°22'4"。属亚热带边缘山厚型季风湿润

气候区，具有四季分明、春秋短（各占两个月）、夏冬长（各

占四个月）、温暖湿润、冬少严寒、夏无酷暑、常有伏秋旱、

湿度大、热量丰富、雨水充沛、无霜期长等特点。西北部黄

山山脉绵延起伏，东北部天目山脉相连不断，中部新安江从

西北穿境而过与东南方白际山相望，组成外围中山地貌特征，

并由外向内逐渐降低，形成蜿蜒起伏的低山丘陵。境内主要

山峰有清凉峰、歙岭、石尔山等二十余座，海拔均在 1000

米以上，其中，海拔最高点清凉峰 1787.4 米，海拔最低点

街口村 110 米，相对高差 1677 米。由于境内峰峦起伏，河

流交织，地形地貌复杂，土地类型繁多。主要土地类型分布：

海拔 1100 米以上多为山地黄棕壤，呈酸性反应，土层厚度

在 50～80 厘米，有机层 25 厘米；海拔 1100 米以下为山地

黄壤，土层厚度多在 50 厘米上下，有机质层料厚；低山海



拔一般在 200～800 米，主要为黄棕壤、黄红壤和沙黄壤，

土壤一般比较深厚肥沃，有机层厚，腐殖质含量丰富，（全

氮、全钾含量高）保水、保肥能力强，立地条件好。黄山贡

菊就主产于海拔 200～800 米的山坡地，生态环境十分优越。

【历史渊源】

歙县种菊已有 700 余年历史。早在宋朝，歙县农家就有

种植。《徽州府志·药材》（明弘治十五年）记载：“菊：其

种类甚多，宋歙人王子发为图八十一种”。到清末民初，黄

山贡菊在歙县金竹岭一带已广为种植。该村《金川胡氏宗谱》

（民国 21 年编）有诗为赋：“九月（农历）看花开，万山铺

若雪；江南千万花，吾村最高艳。”及“少植桑麻植菊花，

菊花利益倍桑麻；九秋采摘盈三径，阵阵薰风透碧纱。”

关于黄山贡菊的“贡”字由来，在《安徽之最》、《安徽

大辞典》和《黄山旅游文化大辞典》中均有记载，其中以《黄

山旅游文化大辞典》最为详细，书中记载道：在一大旱之年，

有许多人得了红眼头痛病，有人采用鲜菊花泡水降火，十分

灵验。以后人们经常用鲜花或菊花干泡水泡茶，医治目赤羞

明、胆虚心燥等病。从此，这一带的农家门前屋后广种菊花，

为了久藏又特意烘制成干菊花，金竹岭由此闻名远近。清光

绪年间，北京紫禁城里也流传红眼病，皇帝下旨，遍访名医

良药，徽州知府献上徽州菊花干，京人泡服后眼疾即愈。于



是徽菊名气大振，被尊称“贡菊”。

史料记载：从民国初年到 1922 年之间，黄山贡菊产量

每年不过千担（约 33 吨）。1935 年产量最丰，年产约三千担

（约 99 吨）。建国后，黄山贡菊生产有了新发展，种植面积

逐渐递增，产地也由金竹岭扩大到北岸、呈村降、霞坑等十

多个乡镇，年产量大约 100 至 150 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

来，歙县政府高度重视黄山贡菊产业化工作，通过农业综合

标准化项目示范区建设、开展多项科研项目研究、实施农业

产业化、提高花农科学种植水平、举办病虫害防治培训和研

制加工机械等措施推动了黄山贡菊生产迅猛发展，近几年，

歙县的黄山贡菊种植面积稳定在2300公顷以上，年产量1500

吨以上。



【产品荣誉】

《徽州府志·药材》（明弘治十五年）记载：“菊：其种

类甚多，宋歙人王子发为图八十一种”。

《歙县志·物产·药材》（许承尧·民国 26 年）记载：

“…白菊花…大多数运销江浙”、“驰名各省，销鬯（畅）利

厚”

《歙县志·物产》（1937 年）记载：“白菊花，花小而心

带绿色，邑人治畦经营之，能解煤毒代茗饮。”

作为中药材或茗饮佳品入选：全国中医药教材《中药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国土特名产辞典》、《安徽大辞

典》、《安徽之最》、《黄山旅游文化大辞典》

1997 年，中央电视台二台黄金时段扶贫广告，黄山贡菊

名称家喻户晓



98'第二届国际“一村一品”名优、土特、新产品博览

会金奖

98'安徽特色农产品称号

第二届“中茶杯”贡菊包装特等奖

中国之星全国包装设计优秀奖

2004 年被列为原产地域保护产品（现称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

制作技艺被黄山市列为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成立有黄山贡菊行业协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省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区

优质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

【地域保护范围】

安徽省歙县现辖行政区域。

【产品标准或质量技术要求、产品保护要求】

2017 年 7 月 30 日，DB34/T 1757—2017《地理标志产品

黄山白茶（徽州白茶）》正式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