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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岁一词，最早出现于《山海经》中，“地之所载，

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

要之以太岁”，是指用以纪年的太岁星。《本草纲目》中记载，

太岁呈肉芝状，是一种能延年益寿的药物。道教认为太岁

神掌管人间一年的吉凶祸福，是值年神灵之一。在民间传

说中，一些人挖掘太岁后出现了灾祸，所以人们认为“不

能在太岁头上动土”。因为这些记载和传说，太岁被赋予

了神秘化的色彩。大量的科学研究揭示了太岁的生物学本

质，发现其为一种复杂的菌类共生体。本文结合传统文化

和现代科学，解读复旦大学李辉教授所写的《太岁三字经》

（图 1），以期宣传太岁的科学本质，进一步推动太岁的

开发和应用。

一、太岁的历史及地理分布

“三皇五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位于三皇之首

的天皇太昊伏羲氏被视为中华文明史的真正开端。在湘西

怀化的高庙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最早的两仪四象八卦图，这

意味着推演八卦，研究天象的文明史可以追溯至八千年前。

古人依据天地的运行规律，创立八卦，制定历法。通过观

测太阳每天在星空中升起的位置，将日出位置移动一个循

环的时间定为年，并将其在星空中的运行轨道称为黄道。

依据月亮在星空中移动一个循环的时间定位月，这种月共

有 28 天，科学名称为恒星月，其运行轨道称作白道。依据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将恒星月一分为四，并将一周定为7天。

因为黄道和白道本质上都由地球自转形成的，所以基本重

合。人们先有了计日的需求，随着社会发展，又有了计年

的需求。观察黄道上移动的星体，人们发现木星每年移动

一格，十二年走完一个周天，因此将木星作为计年星体，

称为“岁星”。岁星自西向东的右旋运动与黄道自东向西

的左旋运动相反，而与地道的运动方向相同。因此，古人

认为天上看不见岁星的时候，岁星隐藏在地下反向运动。

人们顺着岁星对应在大地上的位置，偶然挖掘出了一种奇

特的生物——肉灵芝。

肉灵芝形状殊胜，多为肉质，神奇的是肉灵芝身上存

在两条与岁星相似的粗横纹，更让古人坚信这就是岁星所

变。肉灵芝充满灵气，有着与岁星相似的样貌，且经常出

现在岁星运行下方的土地中，人们便将肉灵芝尊称为太岁，

守诸般禁忌。五帝时代（龙山文化时期）末期，黄河流域

洪水泛滥，大禹在疏通河道的治水过程中挖掘过太岁。《史

记 • 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命方士徐福寻找长生不

老药，而太岁就属于其中之一。进入现代社会后，各地基

建工程不断增多，太岁出土的频率越来越高。根据太岁出

土地点的分析，发现太岁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气候寒冷、

环境干燥、养分贫瘠的土壤中 [1]。从东北长白山到西北玉

门关外，越过秦岭到达青藏高原昆仑山区，这些区域中都

出现过太岁。

漫谈神秘化的太岁生物体
Knowledge of Sanctified Taisui Org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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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太岁常被赋予神秘的色彩。近年来，太岁的频频出土引起了公众的关

注，也促进了相关的科学研究和医学应用。研究证实太岁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四大菌类共生生物，由黏菌、

古菌、细菌、真菌四大类菌群各司其职共生而成，拥有固定形态（柱形或佛手形）和独特的代谢产物

（聚乙烯醇和亚精胺）。通过太岁菌群发酵中药复方，可以优化药物分子结构，大大促进药物的功效。

因为传统科学领域的界定困难，有关太岁的科普报道较少，使得人们对于太岁的认知大多停留在神秘

性上。复旦大学李辉教授凝练了太岁的科学研究成果和人文背景，针对太岁文化爱好者乐于接受传统

文化的形式，写成了《太岁三字经》，朗朗上口，简单易懂，说明了太岁来源于与计岁的木星外貌相似，

太岁有独特的结构、组成成分及功效作用。科普工作既要正确全面传播科学知识，又要选择受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三字经的形式是对传统文化中的事物进行科学普及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太岁、肉灵芝、复杂共生体、酵素、中医保健

【科学名词·中医药学】 挑选（sorting）将药材中非药用部分挑出，保留药用部分； 或分离不同药用部分；或将药材按大小、粗细分类选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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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太岁三字经

筛选（screening）用筛筛去混在药材中的杂质的净制方法。亦指将药物按大小用筛分开。【科学名词·中医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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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五营六养的示意图

五营包括水、无机盐、肽、糖类、脂肪，是构成细胞的物质基础

【科学名词·中医药学】 风选（selection in wind）利用风力，除去药材中杂质的净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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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五营六养的示意图

六养包括：酯、苷、酮、酚、酸、胺

水选 （selection in water ）通过水洗或漂，除去药材中杂质的净制方法 。【科学名词·中医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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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岁的分类及化学成分

根据太岁的生长环境，可将其分为石太岁和土太岁。

石太岁生长在高海拔深山地下 1000 至 2000 米的岩石溶洞

中，表面会附着一层岩石的颜色。一些石太岁表面呈粉红

色或黄色，形似佛手，另一些则为白色堆砌的纤维状，如

同羊脂玉。土太岁生长在地下 20 ～ 150 米的土层中，呈粗

柱状，顶部形似帽盔 [1]。土太岁自下往上一层层的生长，

在表面形成了许多层纹。层纹中两条明显的粗横纹与地球

经历的两次盛冰期有关。因为气候寒冷时期太岁生长得紧

密，所以不容易收缩，故而形成凸出得横纹。上方的一条

横纹在距今 1.8 万年的盛冰期形成，下方横纹在距今 7.4

万年的盛冰期形成 [2]。

太岁的年龄普遍在十多万年，这与地球的气温变化以

及太岁的主要成分有关。在十多万年前，地球处于末次间

冰期，气温极其炎热 [3]。利用质谱与核磁共振分析发现，

太岁的主要成分为聚乙烯醇，温度略高时极易融化 [4, 5]。

这意味着具有耐寒不耐热特性的太岁极有可能在末次间冰

期的高温中融化了，因此目前无法找到年代更早的太岁。

太岁的另一种重要组成成分为亚精胺。亚精胺最早在精液

中发现，广泛分布于动物细胞中。研究表明，亚精胺能够

引发细胞自噬，从而延长多种模式生物的寿命 [6]。此外，

亚精胺在大脑老化的过程中能促进线粒体的蛋白丰度和功

能，从而预防大脑早衰 [7]。亚精胺增强细胞活性、抗肿瘤免

疫反应及抗衰老的特性，使得太岁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三、太岁的生物组成

天然环境下，单一的生物无法产生聚乙烯醇，而太岁

却能够产生大量的聚乙烯醇，这与它的物种组成有关。宏

基因组分析结果表明，太岁是以黏菌为主体，古菌、细菌

和真菌的特定菌种共生形成的一种菌类共生生物体[4, 8-11]。

黏菌在太岁中以领袖的地位存在，它能分泌抑菌酶，管理

太岁中的所有菌种，使各种菌种和平共处 [12]。古菌作为地

球上最古老的生命形态，能在高压、高盐、强酸、强碱等

极端环境中存活。因此，古菌类似于镇守疆域的士兵，使

太岁拥有极强的抗逆能力。研究人员利用 16SrDNA 克隆文

库方法，发现太岁样品中的细菌优势属如短波单胞菌属、

食酸菌属等具有降解多种环境物质的作用 [13]。这表明太岁

中的细菌如同提供物质的商人、运输物质的搬运者以及改

造物质的能工巧匠。由于黏菌能以酵母菌和霉菌孢子等微

小生物为食，所以在太岁中，真菌发挥着农民的作用，负

责原始生产，维持太岁的生命活动。黏菌、古菌、细菌和

真菌这四个界域的菌种以大致固定比例共生结合后，就形

成了能够延续万年寿命的太岁。

四、太岁的功效及应用前景

太岁生于神州大地，是一种天材地宝，只有以谨慎的

态度对待它，以科学的手段研究它，才能有效发挥它的各

种作用。利用太岁的多菌种特性，可以分离并鉴定出太岁

中的优势菌株，优化太岁的发酵工艺，大规模地发酵药食

同源功效的本草（代表性的案例有吉林省林源春公司的太

岁酵素产品），使太岁成为真正的“仙药”。在中医营养

学中，“营”指构建身体的物质基础，“养”指养护细胞

的能量基础。太岁由多菌种组成，含有大量的粘多糖 [14]。

粘多糖又称糖胺聚糖，是糖和蛋白质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

种分子。太岁中粘多糖的蛋白质脱落后形成小肽，小肽与“五

营”和“六养”（图 2）相结合，如同高铁载货一样，将

大量的营养快速运输进细胞，发挥太岁的药理作用。其中

五营可以集中运用，而六养之间是互斥的，需要选择性链接。

古人云“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中医的理论基础

来源于《易经》，而《易经》是古人建立的一种完美的数

学模型，其中蕴含着各种深奥的道理。在充分了解《易经》

的数学原理后，将其转变为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才能将更

好地将其中的道理运用到实处。在传统文化中，太岁的存

在令人们敬畏。经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后，人们才了解太岁

是大自然中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体。在生物界中，依旧存

在许多未被解释的奥秘。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进行科学

研究，开发新技术，了解真实的世界，才能利用好太岁，

为人类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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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名词·中医药学】 洗漂（washing and rinsing）用水浸渍药材，漂去杂质、腥味、盐分及毒性等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