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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几种中药是否去核使用的商榷

辽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沈阳 n 。。3 2) 姿志华
辛

中药 自古以来就需要炮制后应用
,

非常讲究
,

例

如有去皮
、

去心
、

去节
、

去核等说
,

但 随着炮制研究的

不断深人
,

如麦冬
、

远志等现已不再去心
,

麻黄不再

去节
,

钩藤也不再去茎枝
。

目前除药典还明确规定山

茱英去核外
,

其它如山碴 已不再去核
,

乌梅
、

诃子均

有去核和不去核的两种炮制品
。

因此笔者拟以 山茱

英为主
,

论述几种 中药是否应该去核使用
。

1 历史文献简述

《本经 》中述山茱英
“

味酸平
,

主心下邪气
,

寒热
,

温中
,

逐寒湿痹
,

去三虫
,

久服轻身
” ,

并未言去核
。

而

汉张仲景的著作中屡用山茱英
,

也未见去核者
。

即使

到《唐本草 》也仍未见去核用的记载
,

只有到《雷公炮

炙论》时才记载去核
: “

使 山茱英
,

须去 内核
,

每修事

去核一斤
,

取肉皮用
,

只秤成四两已来
,

缓火熬之
,

方

用
。

能壮元气
,

秘精
,

核能滑精
” 。

自此 以后
,

各家本

草及医书均遵此说
。

但亦有不同论述
。

如陶弘景在

《本草经集注》中指出
: “

凡汤中完物 皆擎破
,

干枣
、

桅

子
、

括萎之类是也
; 用细核 物亦打碎

,

山茱 英
、

五味

子
、

羹核
、

决明子之类是也
” 。

还特意强调 了山茱英的

用法
: “

既干
,

皮甚薄
,

当合核为用尔
” 。

宋代的官修方

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也规定合核为用
: “

凡使
,

先

须捣碎焙干用
,

或只合核使亦得
” 。

至于合核用 的根

据
,

沈括的《梦溪笔谈》论述的较 为具体
: “

山茱英能

补骨髓者
,

取其核温
,

涩能秘精气
,

精气不泄
,

所以补

骨髓
,

今人削取其肉
,

而用其核
,

大非古人之意
。

如此

皆近穿凿
,

若用本草中主序
,

只当依本说
” 。

说明其核

不但不会滑精
,

而且还可能秘精气
。

在方剂中
,

除《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规定连核用

外
,

宋《普济本事方 》中 6 个含山茱英的处方都特意

标明连核用 [lj
,

如人参散
、

川芍散
、

养血地黄丸
、

肾气

丸
、

地黄丸
、

当归散等
。

可以看 出
,

山茱英在古代连核

用也是很多的
。

山 植
,

《本 草 纲 目》云
: “

去核 曝干 或蒸熟 去皮

核
” 。

((本草通玄 》曰
: “

核有功 力不 可去
” 。

《得配本

草 》云
: “

核能化食磨积
” 。

诃 子
,

《本草纲 目》曰
: “

取其 核人 白蜜研
,

注 目

中
,

治风赤涩痛
” ,

能
“

止咳止痢
” 。

但古代以面偎去核

者为多
。

乌梅
,

汉《金匾玉函经》就要求去核
,

宋《太平圣

惠方》要求
“

并子捶碎用
” ,

许多本草书籍也要求连核

用药
。

至于金樱子历代本草均要求去核用药
。

2 现代化 学
、

药理研究概况

近年来 由于药源的紧张
,

所以 山茱英的去核问

题又引起人们 的关注
,

并有许多学者从事这方面的

研究
。

尚遂存等 首先从山茱英 核中分离到 白桦脂

酸〔2〕
,

同时还测定 了有机酸的含量
,

表明核 中没食子

酸 含量 明显 高于果 肉川
。

还 比较 了果核
、

果 肉的成

分
,

并从果核 中分离鉴定 了 7 种单体
,

分别为白桦脂

酸
、

熊果酸
、

尽
一

谷 幽醇等川
。

余象煌等也先后 比较了

山茱英果 肉
、

果核 的化学成分
,

发现它们同样含有大

量的氨基酸及无机元素 [s.
6〕

。

杨加华等测定了核 中

F e 、

Al 等 21 种无机元素及天门冬氨酸等 17 种氨基

酸
,

并认为果核加工成粉后
,

可 同果 肉一样人药川
。

张广强等用气相 色谱法测定 了山茱英核 中 6 种有

机酸的含量
,

其中亚油酸含量为 70
.

8 % 阁
。

易生富

娄志华 1 9 8 3 年毕业 于辽 宁中医学院中药系
,

工作于辽宁 中医学院附属 医院药剂科
。

先后从事过 调剂
、

制剂
、

药检等工作
,

对中药性质
与炮制

、

制剂工艺等进行 了多方 面的研究
,

并就不 同基 质对 淫羊蓄昔含量的影响进行 了系统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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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用薄层层析法 比较 了山英 肉和果核 的成分
,

发现

斑点 基本 一致
,

同时还 比较了毒 性
,

核 的 L Ds
。

是

8 6
·

2 4 9 / k g
,

果 肉的 L D S。

是 5 9
·

5 4 9 / k g [, j
,

可见 核

的毒性明显小于果肉
。

在临床上
,

山茱英连核用的也不少
。

戴亚明等曾

用带核的山茱英治愈滑精 [l 。〕
。

王寿春等亲 自取带核

山茱英 10 9
,

水煎服
,

每 日 1 剂
,

连服 5 剂
,

无不适

感
,

又以 6 名男性再试
,

均未出现滑精 [ll 困
。

另据报道
,

用加工山茱英 肉的鲜果汁水与带残

肉的果核共同熬煮
,

浓缩后提纯 回收
,

研制出山茱英

矿泉酒
,

其色
、

香
、

味
、

补俱全
,

其产值是药 品的 1
.

3

倍 [l 2〕
,

未发现有滑精的现象
。

其实 目前市场上销售

的山茱英
,

最低也带有 15 % 的核
,

但 尚未发现有副

作用
。

从山植核中也首次分离到熊果酸 [l 3〕
,

孙晓飞等

从山植核中分离到 9 个结 晶
,

鉴定出熊果酸和齐墩

果酸等 [l ‘〕
。

还对 比了山植核乙醇提取物和总三菇酸

提取物的降血脂作用
,

结果总三菇酸组作用 明显
,

并

认为熊果酸
、

齐墩果酸可 能是其 降血脂 的主要成

分仁‘5〕
。

而铁汉用山碴核干馏得 山檀核馏油
,

对烧
、

烫

伤有很好的疗效 [l6 〕
。

在我国 1 9 90 版药典 中规定山

植用药应
“

筛去脱落的核
” ,

而 1 9 9 5 版药典则未作此

要求
。

研究发现
,

诃子核与诃子肉同样含有揉质
,

也有

抑制家兔离体肠管的作用 [l ’〕
。

卢普午等从诃子果实

中分离到莽草酸
、

没食子酸等 8 个化合物
。

乌梅的近代研究较少
。

金樱子以果肉应用为主
,

毛
、

核 占金樱子的 4 4
.

0 6 %
,

其 成分 与果 肉基 本一

致 [ls 〕
,

但含量较低
,

故去核应用
。

金樱子炮制后
,

致

癌 物 质 亚硝 酸 胺 的前 体
、

亚 硝 酸 盐 的含 量 均 下

降〔, 9〕
,

其缩尿
、

固涩作用也以蜜炙和鼓炒者为好
。

去

揉质和不去揉质者作用接近
,

说明揉质不是其 固涩

作用 的主要成分
,

却充分体现 了蜜炙增益元 阳的作

用 〔2 。〕
。

3 小结

综
_

L所述
,

山茱英经过古今文献的研究
,

认为也

可 以不去核
。

目前除金樱子外
,

基本都 已连核应用
。

药用部 位是 可变的
,

如五味子
,

现都不去核
,

而

古《本草述》云
: “

水洗去核取 肉
” 。

《本草述钩元》则认

为
: “

人药不去核
,

必打碎
,

方五味备
” 。

若五味子去

核
,

便无药用部位了
,

故也不去核人药
。

川糠子
,

《雷

公炮炙论 》
: “

剥去皮
,

取 肉去核
,

勿单用其核
” 。

但随

着逐年演变
,

因其果皮太薄也就不去皮了
。

有些中药

若去核
,

可核 肉分用
,

适当破碎即可
,

如橘核等
。

总之
,

中药是否去核应用要根据古今文献及现

代研究情况而定
,

依据充分
、

原理清楚者可不去核
,

否则
,

要遵循传统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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