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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三七剪口药用部位的商榷

刘来正 ,裴慧荣

⒇

(山西生物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31)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简称药典 )一部从 1985年版开

始在三七项下记载“剪口” ,该版第 7页称: “茎基习称`剪

口’ ”。“剪口呈不规则的皱缩块状及条状 ,表面有数个明显的

茎痕及环纹 ,断面中心灰白色 ,边缘灰色”。 1990, 1995, 2000

年版与 1985年版描述完全相同。 作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系统

的研究 ,发现关于三七“剪口”的药用部位记载比较混乱 ,认

为药典对三七的“茎基习称`剪口’ ”的提法值得商榷。

1　关于三七“剪口”药用部位的各家论述

1. 1　为三七的根茎部分: 《中药志》第一册第 11页三七条采

制项记载: “将挖出的根除去地上茎及泥土 ,并将芦头、侧根、

须根剪下 ,分别晒干。 剪下的芦头称`剪口’ ,……。”第 15页

记载: “剪口为三七的根茎”。与此观点相同的还有《中药材手

册》、《中国药材学》、《中华本草》、《中药鉴定学》、《全国中草

药汇编》、《中国中药材真伪鉴别图典》。

1. 2　为三七茎基部分:与药典持同一观点的还有《中药现代

研究与应用》、《中药八百种详解》、《中药鉴定学》。

1. 3　为三七较细支根部分: 《中药大辞典》上册记载: “其剪

下的粗支根 ,称为`筋条 ’ ;较细者为`剪口三七 ’ ;最细者为

`绒根’ ”。 《中华药海》与此观点一致。

1. 4　把三七的茎基、根茎习称“剪口”: 《中草药学》记载 : “茎

基、根茎习称“剪口”。

2　三七标本鉴定

2. 1　三七 “剪口”性状鉴定:作者观察了山西生物应用职业

技术学院标本厅 1037号三七“剪口”标本 ,共 54个个体。 其

性状多呈不规则的皱缩块状或条状 ,长约 2～ 5 cm。 表面灰

黄色或灰棕色 ,有明显的环节及纵皱纹 ,凹窝状的茎痕 2～ 4

个 ,交错排列 ,其中有 2个茎痕的个体 8个 ,有 3个茎痕的个

体 28个 ,有 4个茎痕的个体 16个 ,且茎痕周围有瘤状突起。

质坚实 ,击碎后断面黑褐色 ,隐约可见放射状纹理 ,中心髓明

显 ;气微 ,味苦而后微甜。 另外标本中还有小圆锥状根 2个。

2. 2　三七植物浸制标本鉴定: 作者又观察了该院标本厅

059号三七全株浸制标本 ,全株高约 38 cm。 主根肉质 ,类圆

柱形 ,下部有分支 ,表面灰黄色 ;顶端生有根状茎 ,颜色与主

根相同。 根茎节明显 ,节间长约 1 cm,上有一明显的凹窝状

茎痕 ,其侧面生有不定根 ;根茎顶端生长一地上苗。 茎绿色 ,

圆柱形 ,光滑无毛。掌状复叶 4枚轮生茎的上端 ,此处距根茎

约 28 cm。 伞形花序单个顶生。

2. 3　三七茎基干燥前后的性状比较: 作者取浸泡三七植物

地上茎基约 2 cm,自然干燥后观察其性状变化。干燥前圆柱

形 ,断面髓约占直径 3 /4;干燥后呈扁缩条状 ,表面深绿色 ,

可见多数纵向条纹 ,髓部干缩呈不规则空腔。

3　关于三七“剪口”药用部位的讨论

3. 1　药典三七“剪口”的药用部位与其性状描述自相矛盾:

三七为多年生草本植物 ,一般每年生出一个地上茎 ,冬季地

上茎枯萎 ,第二年长出新茎。在茎基的“表面有数个明显的茎

痕及环纹”显然不可能。

3. 2　中药三七传统以根入药: 多数文献记载 ,采收后除去茎

叶、泥土 ,故茎为杂质 ,多已除去 ,不可能把茎基作为一个商

品规格。

3. 3　通过三七植物和药材标本的观察: 明显看出三七“剪

口”表面节与节间明显 ,有茎痕和不定根 ,颜色与主根相同 ,

符合根茎的性状特征。

4　结语

　　综上所述 ,作者认为《中药志》“剪口为三七的根茎”观点

正确 ,药典记载的三七“茎基习称`剪口’ ”是不妥的 ,应予以

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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