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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黄药子、红药子、白药子常见品种进行了整理, 并对主要品种进行了鉴定, 旨在为纠正这 3 种生药

的混乱现象和正确应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黄药子　红药子　白药子　品种整理　鉴定

Attempts to Straighten out the Differences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TCM,

Huangyaozi, Hongyaozi and Baiyaozi
Section o f Pharmacognosy, Lanzhou Medical Colleg e ( Lanzhou 730000)　Ma Zhigang and Zhang Bo

Abstract　　 TCM s Huangyaozi, Hongyaozi and Baiyaozi w ere very confusing because of their

sim ilarit ies in Chinese names, though they w ere actually o f differ ent plant families. T heir character ist ic

dif ferences were st raightened out to pr ovide a basis for proper ident if icat ion of the three crude dr ug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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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药子、红药子、白药子为 3种较常用生药,功

效分别为: 苦平。清热解毒, 凉血, 消瘿;苦涩,微甘

凉。清热解毒,止血止痛;苦寒。清热解毒,凉血,止

血等。因药名、功效、生药性状相近,各地使用习惯及

古今文献记载不一致等原因,造成了混乱现象。为澄

清是非,纠正混乱,我们对 3种生药的常见品种及使

用情况进行了归纳和整理,并对主要品种进行了鉴

定,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品种整理与鉴定

1. 1　黄药子:计有 9科 10属 12种植物,分别是:薯

蓣科薯蓣属黄独 Dioscorea bulbif er a L.
[ 1～4]、薯莨

D . cirrhosa Icur. [ 4, 5, 8] ;蓼科蓼属毛脉蓼Polygonum

cili inerv e ( Nakai ) Ohwi
[ 4, 5]

; 虎杖 P . cusp idatum

Sieb. et Zucc.
[ 4, 8] ; 虎耳草科索骨丹属鬼灯檠

Rodgersia aescul if ol ia Batal.
[ 4, 5] ;落新妇属水滨落

新妇 A st ilbe riv ularis Buch. -Ham .
[ 4]
, 鼠李科鼠李

属长叶冻绿 Rhamnus crenata Sieb. et Zuzz.
[ 3, 4, 8]

;

毛茛科铁线莲属圆锥铁线莲 Clematis ter nif lora

DC. [ 4] ; 卫矛科雷公藤属雷公藤 T rip terygium

w ilf ordii Hook. f.
[ 2, 3, 5, 6]

;菊科蟹甲草属双舌蟹甲草

Cacal ia davidii ( Fr anch. ) Hand. -M azz. , 葫芦科土

贝母属土贝母 Bolbostemma paniculatum ( Max im. )

Fr anquet
[ 4]
; 唇形科香薷属垂花香薷 Elshol tz ia

p endul if lora W. W. Sw ith
[ 4]
。

1. 2　红药子:计有 3科 4属 4种植物, 分别是:蓼科

蓼 属 毛 脉 蓼 Polygonum ciliinerve ( Nakai )

Ohw i
[ 4, 5]

, 翼 蓼 属 翼 蓼 Pterox ygonum gir aldi i

Dammer et Diels
[ 4, 5]

, 薯蓣科薯蓣属薯莨 Dioscorea

cirrhosa Lour .
[ 4, 5, 8] , 虎耳草科索骨丹属鬼灯檠

Rodgersia aescul if olia Batal . [ 4, 5]。

1. 3　白药子:计有 6科 6属 7种植物, 分别是:防己

科千金藤属头花千金藤 S tep hania cepharantha

Hayata; 千金藤 S . Japonica ( Thunb. ) M iers[ 3, 5, 7] ;

薯蓣科薯蓣属黄山药 Dioscorea panthaica Prain et

Burk.
[ 5, 8]

; 百合科黄精属湖北黄精 Polygonatum

z anlanscianense Pamp(《甘肃省中药质量标准》(试

行) 甘卫药字、( 92) 417 号 ) ; 蓼科翼蓼属翼蓼

F teroxygonum gir aldii Dammer et Diels
[ 4]
; 葫芦科

栝楼属叉指叶栝楼 Trichosanthes p edata Merr. et

Chun
[ 7] ;紫茉莉科紫茉莉属东亚紫茉莉(猪婆蔓, 甘

肃武都) Mir abilis himalaica ( Edgew . ) Heim . 的根

在甘肃天水地区作白药子使用。

2　混乱原因初探

2. 1　本草记载不一致(内容作另文报道)。

2. 2　来源于生药性状的相似性: 3种生药的来源因

历史原因及文献记载的含混, 从而导致了应用上的

复杂化,据整理黄药子计有 9科 12种药用植物的地

上或地下部分入药,红药子计有 3科 4 种药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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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下部分入药, 其中有 3种与黄药子混用,白药子

计有 6科 7种药用植物的地下部分入药, 各类生药

的性状特征都比较相似。

2. 3　效用的相似性: 黄、红药子多有凉血,止血,消

炎,清热解毒,散瘀止痛等作用, 白药子多有祛风,解

毒,清热止痛, 通经活络,散瘀消肿, 止痛等功效[ 5]。

由于效用上的相似性, 造成同物异用、异物同用的混

乱现象,如毛脉蓼在一些地方作红药子使用,在另一

些地方又作黄药子使用;翼蓼在一些地方作红药子

使用,同时在有的地方作白药子使用;薯莨既作黄药

子又作红药子使用。

3　关于“子”的问题

生药学中的“子”系指种子或细小的果实(如地

肤子、蛇床子、枸杞子、五味子等)。3种生药应与

“子”无关,但又何以称“子”呢?追根溯源可能与古书

记载及后人误解有关, 唐《新修本草》苏恭在“药实

根”项下记载“此药子当今盛用。《本经》用根,恐误载

根字⋯⋯树生,叶似杏,用其核仁”。苏恭认为药实根

就是药实 (子) , 《本经》用根是错的, 应用其核仁

(子)。明李时珍经考《新修本草》曰:“⋯⋯唐苏恭言,

药实根即药子,宋苏颂遂以为黄药之实。然今黄药冬

枯春生,开碎花无实。苏恭所谓药子, 亦不专指黄药,

则苏颂所以言, 亦未可凭信也。”李时诊认为苏恭将

药实根和药子等同起来,致使苏颂也认为黄药子就

是黄药之实, 但现今未见黄药结实,苏恭所说的药子

又未明确是否为黄药, 故苏颂所说亦不可轻信[ 9]。由

于古人对此考究不严或误解,以至以讹传讹,从而使

实为地下部分入药不该用“子”的这类生药就有了

“子”字之说了。

4　讨论

4. 1　3种生药使用混乱,孰是孰非,如何定论呢? 我

们认为首栽(本草)文献应该是用药的原始依据。“黄

药子”始载于唐孙思邈的《千金月令》中:“万州黄药

子,可疗忽生瘿疾一二年者”。此功效为唐代邕州从

事张岩复已试,其验如神”。唐代文人刘禹锡也亲眼

目睹, 疗效确凿
[ 10]
。这与现今所用薯蓣科黄独

Dioscorea bulbif er a L.功效相符, 因此, 黄独块茎应

视其为正品,从当今权威性文献《中药志》、《中药大

辞典》看,已将此品种作为正品以正文收载。至于其

它品种,虽其效用与黄独接近, 但仍有一定差距,应

根据情况作地方习用品或作它用, 其中雷公藤因具

大毒, 其成分与功效则完全不同[ 6] , 实属误用,当应

避免。“红药子”之名始见于《图经本草》,在“黄药

根”项下有: “黄药根生岭南⋯⋯秦州(今甘肃天水)

出者谓之红药子”等的记载,在以后的本草中均未将

红药子作为一种独立的生药而专项收载,只因产地

不同而分列在白药和黄药根的内容里。另据《图经本

草》“秦州红药”附图与文字辨析,该物与当今全国大

部分地区使用 的毛脉蓼 Polygonum cil iiner ve

( Nakai) Ohw i极为相似。唯《中药大辞典》将红药子

作为正名独立收载,毛脉蓼为其主要来源以正文收

载,应视其为首载文献是恰当的,主要来源的翼蓼因

其来源、性状特征、显微特征、化学成分及性味功效

与毛脉蓼几乎一致
[ 5]
, 故应将二者均作为“红药子”

正品对待是合适的, 至于薯莨和鬼灯檠因来源、成

分、效用等均与此不同, 因地方习惯原因,建议作地

方习用或作它用。“白药子”之名见载于唐·《新修本

草》。宋·《图经本草》载白药子,“江西出者, 叶似乌

桕,子如绿豆,至八月其子变赤色”。该描述与防己科

头花千金藤基本相符。《本草纲目》中: “蔓及根并似

土瓜,叶如钱, 根似防己”的陈家白药亦与头花千金

藤相似。《植物名实图考》中以通称的别名“金线吊乌

龟”作为正名而收载, 其描述亦与头花千金藤一致。

《中国药典》( 1977 年版)已将头花千金藤作为白药

子之正品正式收载。至于千金藤、翼蓼、黄山药、湖北

黄精、栝楼属、紫茉莉属植物因来源、成分、效用等方

面均与正品有一定差异, 见于有的品种已在一些地

方已有使用的习惯, 可作为地方习用品对待, 有的应

作为其它药物更为恰当, 故不应再作白药子使用, 如

翼蓼、叉指叶栝楼等。

4. 2　鉴于 3种生药在应用上的混乱现象,建议尽快

确立它们的基源、生药的质量标准和鉴别依据,以维

持其科学和合理性, 同时为科学研究、开发应用及临

床安全用药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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