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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反中甘草物种的本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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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八反”中有甘草作为反药组合的记载，《中国药典》2020 年版记载有甘草 Glycyrrhixa uralensis、胀果甘草 G. 
inflata 或光果甘草 G. glabra 3 个物种，“十八反”中甘草属何物种不能确定。在《神农本草经》提出“甘草”作为正名前，

甘草名称较为混乱；古代陕西、甘肃、四川、内蒙古等地均产甘草，与今乌拉尔甘草产地较为一致；历代本草著作中甘草的

小叶形态、荚果、总状花序等植物学形态与当今《中国植物志》中记载甘草植物学形态基本一致，与乌拉尔甘草最为接近；

综合分析“十八反”中所记载甘草为乌拉尔甘草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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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xtual study on varieties of licorice in “eighteen antagonisms” 

ZHANG Chen, LI Na, ZHONG Gan-sheng, XIU Lin-lin, LIU hai-yan, CHEN Shao-hong, CHEN Feng, LI Mu-
yun, LIAO Wen-yong, REN Yu-n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record of licorice as an aotagonstic medicinal combination in “eighteen antagonisms”. The 2020 edition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records that there are three varieties of licorice: Glycyrrhixa uralensis Fisch., G. inflata Bat., G. glabra L. The species 
of licorice in the “eighteen antagonisms” cannot be determined. Before Shen Nong’s Materia Medica proposed “licorice” as the correct 
name, the name of licorice was rather confused. Ancient Shaanxi, Gansu, Sichuan, Inner Mongolia and other places all produced 
licorice, which is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current licorice production area. The leaflet morphology, pods, racemes, butterfly flowers, 
corolla color, and root skin color of licorice recorded in the licorice can be judged that the licorice used in ancient times is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e licorice botanical morphology recorded in Flora of China, and is the most similar to G. uralensi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records that the licorice species is more likely G. ural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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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为我国常用大宗中药材，为“众药之主，

经方少不用者”[1]，诸多医学典籍中均有使用甘草

的记载。甘草味甘，性平，归心、肺、脾、胃经，

具有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缓急止痛、

调和诸药的功效。“十八反”歌诀中却有“藻戟遂芫

俱战草”甘草与他药配伍产生相反药性的记载，《中

国药典》2020 年版[2]记载甘草为豆科（Leguminosae）
植物甘草 Glycyrrhixa uralensis Fisch.、胀果甘草 G. 
inflata Bat.或光果甘草G. glabra L.的干燥根和根茎。

“十八反”中所记载的甘草是何种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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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甘草的本草考证[3-6]，本

文在现有本草考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查阅历代本草学

著作、古今地名辞典及《中国植物志》等资料，分

析不同时期本草学著作中关于甘草的名称、植物学

特征、产地等方面的记载，对古籍中使用的甘草属

于何物种进行考证。 
1  “十八反”中甘草相反的源流简述 

“十八反”作为中药配伍禁忌之一，理论形成的

年代远远晚于有中药记载的年代，《神农本草经》中

最早出现关于中药配伍禁忌的记载，药“有单行



·6426· 中草药 2021 年 10 月 第 52 卷 第 20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1 October Vol. 52 No. 20 

   

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

勿用相恶、相反者”。两晋南北朝时期，梁代《本草

经集注》中即有甘草反药记载“甘草反甘遂、大戟、

芫花、海藻”；五代时期《蜀本草》有“相反者十八

种”的记载，有学者认为“十八反”之名正是来源

于此[7]，北宋《太平圣惠方》中记载了“十八反”较

完整内容，其中关于甘草记载为“甘草反大戟、芫

花、甘遂、海藻”与南北朝时期记载一致。直至金

元时期“十八反”歌诀广为流传，金代《珍珠囊补

遗药性赋》记载的“十八反”歌诀一直沿用到今天。

但至于“十八反”为何反，古籍中未见明确记载，

导致药物不良反应的原因繁多，希望能抽丝剥茧，

探明原因。不同物种的甘草分布区域越广泛，形态

变异幅度越大，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也越丰富[8]，

甘草与他药配伍是否产生相反作用与甘草的物种密

切相关。 
2  甘草的名称考证 

甘草这一名称首见于汉代《神农本草经》[9]，在

此之前也有关于甘草的记载，在汉以前《尔雅》中

有关于甘草的记载，宋代《嘉祐本草》[10]引《尔雅》

“霝大苦。郭璞注：今甘草也，蔓延生，叶似荷青黄，

茎亦有节，节有枝相当。疏引《诗·唐风》云：采

苓采苓，首阳之巅，是也。”认为霝与苓均为甘草，

存在争议。宋代《图经本草》[11]云：“首阳之山在河

东蒲坂县（今山西省永济县南），乃今甘草所生处相

近”。认为《诗·唐风》的“苓”与“霝”通用，霝、

苓、大苦均为甘草别称。但《图经本草》怀疑《尔

稚》所注甘草形态“先儒所说苗叶与今全别，岂种

类有不同者乎？”明朝《本草纲目》[12]中提到北宋

沈括在《梦溪笔谈·药议》云：“本草注引《尔稚》

云：‘霝，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叶似荷，

茎青赤，此乃黄药也。其味极苦，谓之大苦，非甘

草。甘草枝叶悉如槐，高五、六尺，但叶端微尖而

糙涩，似有白毛。实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柰生。

熟则角坼，子如小扁豆，极坚，齿啮不破”。沈括对

比《尔雅》注释中对甘草的描述，认为《尔雅》中

所讲甘草并非甘草，而是黄药。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卷十二甘草条中同意了这一说法。 
在《神农本草经》[9]提出“甘草”作为正名前，

甘草名称较为混乱，可能不为同一植物。同时载录

异名“美草”“蜜甘”。在此之后的本草大多沿用“甘

草”这一名称。同时，在不同历史时期又出现了新

的异名，以“国老”之名最为著名，首次出自陶弘

景《名医别录》[13]：“此草最为众药之主，经方少而

不用者，犹如香中有沉香也，国老即帝师之称，虽非

君而为君所崇，是以能安和草石而解诸毒也”。唐代

甄权在《药性论》[14]中载“诸药中甘草为君，治七十

二种乳石毒，解一千二百余种草木毒，调和众药有

功，故有国老之号”。此外还有《本草纲目》[释名]记
载密草、蕗草、美草出自《名医别录》，灵通出自《记

事珠》，粉草出自《本草纲目》，落草出自《群芳谱》。

历代本草中多有关于甘草的记载，足以见其重要地

位。汉代《神农本草经》提出“甘草”这一名称以前，

甘草命名较为混乱，霝、苓、大苦均为甘草别称，其

中还存在错误，如《尔雅》中所讲甘草并非甘草，而

是黄药；而在此之后甘草也产生了许多异名，如“美

草”“蜜甘”等，其中以“国老”最为著名。 
3  甘草的产地考证 

历代本草均有关于甘草的记载，甘草的使用历

史十分悠久，历代对于甘草产地的记载也有不同。笔

者通过查阅《古今地名大辞典》[15]对照古今地名，进

行整理归纳。魏晋《名医别录》记载甘草“生河西川

谷，积沙山及上郡。二月、八月采根，暴干，十日成”。

《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河西泛指黄河上游以西之

地，今陕西、甘肃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等地。并未查

到积沙山，有积石山的记载，积石山在今青海西南。

上郡位于陕西省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 
南北朝《本草经集注》[1]中载：“河西、上郡不

复通市。今出蜀汉中，悉从汶山诸夷中来。赤皮、

断理，看之坚实者，是枹罕草，最佳。枹罕乃，羌

地名……青州间亦有，不如。又有紫甘草，细而实，

乏时可用”，其中汉中指今陕西省南部汉水上游；汶

山，同岷山，自中国甘肃省南部延伸至四川省西北

部的一褶皱山脉；枹罕指今甘肃省临夏市西南；青

州指今山东及河北部分地区。其中青州紫甘草可能

为不同物种的甘草，唐代《新修本草》[16]中甘草产

地延续了《名医别录》及《本草经集注》中的记载。 
宋代所著《图经本草》[11]中有关于甘草产地的

记载“今陕西、河东周郡皆有之……采得去芦头及

赤皮，阴干用”。河东地区指山西地区。书中配图的

府州甘草与汾州甘草，分别位于今天的陕西省榆林

市以及山西省汾阳、平遥、介休等地。宋代《本草

衍义》[17]中也记载甘草“今出河东西界”。明朝《本

草品汇精要》[18]中提到甘草“山西隆庆州者最胜”，

清代《本草从新》[19]载甘草“大而结者良，出大同

名粉草，弹之有粉出，细者名统草”。大同即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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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大同市。清代《植物名实图考》[20]载“余以

五月按兵塞外（旧时指长城以北，包括今内蒙古自

治区及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北部，河北省外，

长城以北的地区），道傍辙中皆甘草也……。闻甘凉

诸郡（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民勤一

带）尤肥壮，或有以为杖者”。较细的统草也可能为

不同物种甘草。 
综合分析可知，陕西、甘肃、四川、山西、山

东、内蒙古、青海等地均产甘草，其中以枹罕甘草、

府州甘草、汾州甘草、山西隆庆、大同产甘草较为

优质，集中在山西、陕西、甘肃等地，青州产甘草

品质次之，主要在山东及河北部分地区。早先甘草

闻名盛产于陕西、山西、甘肃等地区，也有山东、

河北等地的甘草，但品质较差，之后逐步转向甘肃、

内蒙古等地。有学者[21]认为这可能与历代京城建都

于中原有关，而后以上地区资源趋于贫乏而向甘肃

开发，逐渐有较多的关于西羌甘草的使用。边疆甘草

资源较为丰富，但是由于当时内蒙古、宁夏、东北及

新疆等地区人员稀少，交通不便，又远离中原，因而

自然资源保存较好，而且也很少有记载。乌拉尔甘草

产地为华北、东北、西北各省区及山东等地，历代本

草记载的甘草产地与今乌拉尔甘草较为一致。 
4  甘草的植物学特征考证 

古本草中也有著作对甘草原植物的形态特质的

描述，记载较少，但其中不乏较为详细的描述。 
北宋《图经本草》[11]卷四载：“甘草......春生青

苗，高一二尺，叶如槐叶，七月开紫花似柰冬，结

实做角子如毕豆。根长者三四尺，粗细不定，皮赤

色，上有横梁，粱下皆细根也”。由此可知甘草地上

部分高 30～60 cm；小叶如槐叶，槐也属豆科植物，

槐叶一般呈卵状披针形或卵状长圆形，向基部渐小，

先端骤尖，具芒尖，基部圆或钝，上面常无毛，下

面淡灰白色，被短柔毛，叶柄短，被锈色柔毛，与

《中国植物志》记载甘草小叶形态基本一致；开紫花，

《中国植物志》记载乌拉尔甘草花冠为紫色、白色或

黄色，光果甘草与胀果甘草花冠均为紫色或淡紫色，

3 种甘草的花冠均可为紫色，与古籍记载符合；“结

实做角子如毕豆”，《本草纲目》[12]中记载毕豆为豌

豆的别称，豌豆荚果一般呈长椭圆形，3 种甘草植

物均有荚果，与记载相符，其中乌拉尔甘草荚果弯

曲呈镰刀状或呈环状，光果甘草荚果长圆形，扁，

胀果甘草荚果呈椭圆形或长圆形，直或微弯。根部

皮色赤，3 种甘草中只有乌拉尔甘草的表皮呈红棕

色或灰棕色，其余呈灰棕或灰褐色。 
北宋《本草衍义》[17]载：“甘草，枝叶悉如槐，

高五六尺，但叶端微尖而糙涩，似有白毛。实作角

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子如小扁豆，齿啮不破”。

此处记载与《图经本草》记载基本一致，同样提到

甘草枝叶与槐相似，并具体记载了甘草小叶叶端糙

涩有白毛，也与《中国植物志》中描述甘草特征一

致。清朝《植物名实图考》（卷七）[20]载：“甘草……

《梦溪笔谈》谓甘草如槐而尖，形状极确。” 
除文字描述外，历代本草著作中有甘草的原植

物图例（图 1），也可用来研究辅助分析甘草的物种。

宋代《证类本草》[22]、《图经本草》[11]，明代《本草蒙

筌》[23]、《本草纲目》[12]，清代《本草备要》[24]、《植

物名实图考》[20]，均有甘草的原植物绘图，分别将

其与《中国植物志》[25]中记载的乌拉尔甘草、光果

甘草与胀果甘草的植物形态特征描述及图例进行对

比研究。从以上图片可知甘草奇数羽状复叶、总状

花序、蝶形花等特征，与现今所用甘草基本一致。

有学者[3]通过历代本草图例考证了古本草中甘草的

小叶数量为 5～15 枚，《中国植物志》中记载乌拉尔

甘草小叶数量为 5～17 枚，光果甘草为 11～17 枚，

胀果甘草为 3～7 枚，通过小叶数量判断光果甘草

与乌拉尔甘草与古本草著作中记载较一致。因此通

过小叶数量排除掉胀果甘草的可能性，虽不能完全

确定，但很有参考价值。 
通过植物学特征分析，历代本草著作中记载的

甘草的小叶形态、植物荚果、总状花序、蝶形花等、

花冠颜色、根部表皮颜色，能初步判断古代用甘草

与今《中国植物志》中记载甘草植物学形态基本吻

合，其中小叶数量和根部皮色的特征综合分析更偏

向于乌拉尔甘草。《中国植物志》中记载甘草的植物

形态特征见图 2、表 1。 
5  当代甘草物种考证 

建国后的本草著作大多明确记载了所使用甘

草物种，我国的第 1 版药典即《中国药典》1953 年

版[26]记载甘草为豆科植物甘草 G. glabra Linne var. 
glandulifera Regel et Herder 或甘草属 Glycyrrhiza 
Linn.其他植物的干燥根茎与根，此时被纳入药典标

准的甘草物种仅有乌拉尔甘草。《中国药典》1963 年

版[27]记载甘草为豆科植物甘草 G. uralensis Fisch 的

干燥根及地下根状茎，均系野生，产于我国华北、

东北和西北等地。《中国药典》1977 年版[28]中关于

甘草的物种较之前 2 版药典有所改变：“甘草为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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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草蒙筌》中甘草  B-《本草备要》中甘草  C-《本草纲目》中甘草  D-《证类本草》中府州甘草  E-《证类本草》中汾州甘草  F-《植

物名实图考》中甘草  G-《图经本草》中府州甘草  H-《图经本草》中甘草  I-《图经本草》中汾州甘草 
A-licorice in Enlightening of Materia Medica  B-licorice in Essentials of Materia Medica  C-licorice in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D-licorice of 
Fuzhou in Materia Medica Arranged According to Pattern  E-licorice in Materia Medica Arranged According to Pattern  F-licorice in Illustrated Reference 
of Botanical Nomenclature  G-licorice of Fuzhou in Illustrated Classic of Materia Medica  H-licorice in Illustrated Classic of Materia Medica  I-licorice 
of Fenzhou in Illustrated Classic of Materia Medica 

图 1  不同本草著作中记载的甘草 
 Fig. 1  Records of licorice in different herbal books 

      

A-乌拉尔甘草花序与羽状复叶  B-乌拉尔甘草果序  C-乌拉尔甘草花瓣、雄蕊和子房  D-乌拉尔甘草荚果  E-胀果甘草花瓣、雄蕊和子房  F-胀
果甘草荚果  G-光果甘草花瓣、雄蕊和子房  H-光果甘草各种形态荚果 
A-inflorescence and pinnate compound leaf of G. uralensis  B-infructescence of G. uralensis  C-petals, stamens and ovaries of G. uralensis  D-pod of G. 
uralensis  E-petals, stamens and ovaries of G. inflata  F-pod of G. inflata  G-petals, stamens and ovaries of G. glabra  H-variety of pods of G. glabra 

图 2  《中国植物志》中记载甘草的植物形态特征 
 Fig. 2  Plant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icorice in Flora of China 

科植物甘草 G. uralensis Fisch.、胀果甘草 G. inflata 
Bat.或光果甘草 G. glabra L.的干燥根和根茎”。除乌

拉尔甘草外，光果甘草与胀果甘草也被列入了药典，

之后的药典关于甘草的记载与 1977 年版相同。 
现代中药著作中，也均有使用甘草为豆科植物

甘草、胀果甘草及光果甘草的记载。如《中药志》[29]

中记载：“新疆、甘肃新产的甘草中尚有部分光果甘

草的根及根茎；近年来新疆胀果甘草产量大，质量

尚可已正式收购”。除此之外《中国百科全书·中医

学》[30]《全国中成药炮制规范》[31]《中国药材学》[32]

《中华本草》[33]等书中记载的中药饮片所使用的甘草

均系乌拉尔甘草、光果甘草与胀果甘草，基本统一。 

A                         B                         C                       D                        E 

F                         G                        H                         I 

A               B             C                    D     E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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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植物志》中记载甘草的植物形态特征[25] 

Table 1  Plant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icorice in Flora of China[25] 

品种 乌拉尔甘草 光果甘草 胀果甘草 

根与

根茎 

根与根状茎粗状，直径 1～3 cm，外皮褐

色，里面淡黄色，具甜味。茎直立，多

分枝，高 30～120 cm，密被鳞片状腺

点、刺毛状腺体及白色或褐色的绒毛 

根与根状茎粗壮，直径 0.5～3 cm，根

皮褐色，里面黄色，具甜味。茎直

立而多分枝，高 50～150 cm，基部

带木质，密被淡黄色鳞片状腺点和

白色柔毛，幼时具条棱，有时具短

刺毛状腺体 

外皮褐色，被黄色鳞片状腺体，里

面淡黄色，有甜味。茎直立，基部

带木质，多分枝，高 50～150 cm 

小叶 叶长 5～20 cm；小叶 5～17 枚，卵形、

长卵形或近圆形，长 1.5 cm，宽 0.8～

3 cm，上面暗绿色，下面绿色，两面均

密被黄褐色腺点及短柔毛，顶端钝，具

短尖，基部圆，边缘全缘或微呈波状，

多少反卷 

叶长 5～14 cm；小叶 11～17 枚，卵

状长圆形、长圆状披针形、椭圆形，

长 1.7～4 cm，宽 0.8～2 cm，上面

近无毛或疏被短柔毛，下面密被淡

黄色鳞片状腺点，沿脉疏被短柔

毛，顶端圆或微凹，具短尖，基部

近圆形 

叶长 4～20 cm，小叶 3～7 枚，卵

形、椭圆形或长圆形，长 2～6 

cm，宽 0.8～3 cm，先端锐尖或

钝，基部近圆形，上面暗绿色，

下面淡绿色，两面被黄褐色腺

点，沿脉疏被短柔毛，边缘或多

或少波状 

花序 总状花序腋生，具多数花；花冠紫色、

白色或黄色 

总状花序腋生，具多数密生的花；花

冠紫色或淡紫色 

总状花序腋生，具多数疏生的花；

花冠紫色或淡紫色 

荚果 荚果弯曲呈镰刀状或呈环状，密集成球，

密生瘤状突起和刺毛状腺体；种子 3～

11 颗，暗绿色，圆形或肾形，长约 3 mm 

荚果长圆形，扁，长 1.7～3.5 cm，宽

4.5～7 mm，微作镰形弯，有时在种

子间微缢缩，无毛或疏被毛，有时

被或疏或密的刺毛状腺体。种子

2～8 颗，暗绿色，光滑，肾形，直

径约 2 mm 

荚果椭圆形或长圆形，长 8～30 

mm，宽 5～10 mm，直或微弯，

二种子间胀膨或与侧面不同程

度下隔，被褐色的腺点和刺毛状

腺体，疏被长柔毛。种子 1～4

枚，圆形，绿色，直径 2～3 mm 

甘草有巨大的市场需求，除药用外，其提取物

也是很好的甜味剂、乳化剂和矫味剂，广泛应用于

食品、饮料、烟草、日用化工、轻工及畜牧业等领

域，市场需求量巨大[34]。传统的甘草道地药材为乌

拉尔甘草，《中国药典》1953 年版中被纳入药典标

准的仅有乌拉尔甘草，然而由于过度的开发使用，

如甘草的收购与贸易长期未能实行“生长量必须超

过采挖量”与“限额出口”的基本原则，致使甘草

资源过量采挖，资源储量急剧下降[35]。为满足甘草

的市场需求，开始了甘草的人工栽培，用于临床中

药饮片的制备，《中国药典》1977 年版开始载入光

果甘草与胀果甘草，因此光果甘草与胀果甘草可能

早先并未大规模开发或正式应用于临床，由于甘草

资源匮乏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光果甘草与胀果甘草

产量与质量均可，也逐渐被开发使用。 
6  结语 

南北朝时期出现甘草反甘遂、大戟、芫花、海

藻的记载，甘草作为中药材在临床中使用十分广泛，

考证古代本草著作中甘草的物种可以为临床用药提

供参考。历代本草中多有关于甘草的记载，足以见

其重要地位。汉代以前甘草命名较为混乱，霝、苓、

大苦均为甘草别称，其中还存在错误，如《尔雅》

中所讲甘草并非甘草，而是黄药；而在此之后甘草

也产生了许多异名，其中以“国老”最为著名；古

本草记载陕西、甘肃、四川、山西、山东、内蒙古、

青海等地均产甘草，与今乌拉尔甘草产地较为一致，

其中以陕西、山西、甘肃等地产甘草较为优质，其

中与“十八反”出现同时期的南北朝时期记载的青

州紫干草及清代文献中记载的统草可能为不同物种

甘草，具体物种可能难以考证；历代本草著作中记

载的甘草的小叶形态、荚果、总状花序、蝶形花等、

花冠颜色、根部表皮颜色能判断古代用甘草与今《中

国植物志》中记载甘草植物学形态基本吻合，其中

小叶数量和根部皮色的特征更偏向于乌拉尔甘草；

加之建国后甘草资源匮乏，光果甘草和胀果甘草可

作为补充使用。综合分析“十八反”中记载甘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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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为乌拉尔甘草的可能性较大，可通过进一步实验

加以验证。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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