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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药的本草学考证

"

!温中京"

!陈海委#

!!"$浙江省富阳市中医院!富阳 %""&''"#$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杭州 %"''(%#

摘要!对乌药的始载本草!名称和分布!品种!药用部位以及功效主治等作了较详细的本草学考证"

关键词!乌药#本草学考证#文献研究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乌药为樟科植物乌药!./01234455325464!7/89#

:;96238$#的干燥块根$ 其性味辛温%归肺&脾&肾&

膀胱经$ 乌药为传统的理气药%具有顺气止痛%温肾

散寒的功效%广泛用于胸腹胀痛%气逆喘急%膀胱虚

冷%遗尿尿频%疝气%痛经等'"(

$ 现代药理研究揭

示%乌药对胃肠道平滑肌有兴奋和抑制的双向调节

作用%能升高血压及发汗%抗肿瘤&抗炎&抗疲劳&抗

风湿&镇痛等$ 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乌药资源%指

导临床安全%合理%有效地用药%有必要对乌药的本

草记载进行综合整理研究$

"!始载本草考证

乌药作为药用%一般认为是始载于唐代的)本

草拾遗*%也有认为是宋代的)开宝本草*或者)嘉佑

本草*$ 笔者查阅大量文献%仅有)植物名实图考*

一例载+乌药%嘉佑本草始著录,

'#(

%故此可能性较

小$ 而查阅尚志钧先生辑释的)本草拾遗*

'%(

%其中

并无乌药的记载%而其辑复的)开宝本草*中始有乌

药的记载%且在乌药项下明确标有+今附,%即表明

乌药入药始载于)开宝本草*

'&(

$ )开宝本草*是在

参阅)本草拾遗*等著作的基础上编修的%书中大量

引用陈藏器对于某些药物的记述%如薏苡仁&合欢

等%若乌药始载于)本草拾遗*%)开宝本草*定会引

用%而乌药项下没有任何前人的记述$ )浙江药用

植物志*在 +附注,中提出 +乌药%始载 )开宝本

草*,

'((

%)中国木本药用植物*以及)中华本草*也

有类似的观点$ 故笔者认为乌药应始载于)开宝本

草*$

#!名称与分布考证

#$"!文献名!乌药自始载)开宝本草*以来%大多

文献便沿用+乌药,名称$ 但)开宝本草*同时记载-

+一名旁其,$ +乌药,之名缘何而来. )本草纲目*

中明确指出+乌以色名,%同时%李时珍也解释了之

所以叫+旁其,是叶状似
!

鲫鱼而俗称为
!

树

的+音讹也,%而+
!

,的由来也得到)本草汇言*

的证实-+叶尖而微圆%面青色白%状类
!

,

'<%,(

$

此外%李时珍云-+南人亦呼为矮樟%其气似樟也,%

由此可知%南方地区称乌药为+矮樟,%气味与樟树

相似$ 其它本草著作中%乌药的别名也有很多%

##############################################

如

表 #!加味柴苓合剂中黄芩苷的含量测定结果 $! =%%

批号 样品的含量>85/8?

@"

#''*'<"( %$,%

#''*'*"' %$A&

#''*'A"# %$A*

&!讨论

上述实验中%虎杖&桂枝的鉴别专属性强%重现

性好%操作简便%故正式纳入加味柴苓合剂质量标准

中$

本实验采用BC.D测定加味柴苓合剂合剂中黄

芩苷的含量%选择黄芩苷的最大吸收波长 #,& 08作

为检测波长$ 选用 -??62EF 色谱柱!#(' 88G&$<

88%(

!

8#%分别采用不同比例的流动相进行色谱

分离%结果表明以甲醇H水H冰醋酸!('I('I"#为流动

相%黄芩苷峰与相邻峰均可完全分离%指标成分的保

留时间比较恰当$ 选用甲醇做溶剂%超声震荡提取%

可将黄芩苷提取完全$ 所得溶液干扰杂质峰小%不

污染色谱柱%便于分析$

本实验提取方法简单%分析快速%精密度高%重

现性好%且空白实验无干扰%可较好控制本品的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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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乌药, )济生方*%+矮樟根, )经验方*"+
!

树根,)中药材手册*$ +台乌%天台乌%矮樟%铜钱

柴%斑皮柴,)全国中草药汇编*$ +香叶子树%白叶

柴,)中药志*$ +研药%
!

%房花%台麻%矮脚樟%比

目沉香,)和汉药考*

'*(

$

#$#!地区分布与地方别名!)开宝本草*中载-+乌

药%生岭南%邕&容州及江南,%)图经本草*

'A(载+今

台州%窗州%衡州亦有之%以天台者为胜,%此后%历

代本草记载乌药分布时均如是说$ 由于历史的变

迁%地域名称的改变%现乌药主要分布于我国浙江&

湖南&安徽&广东及广西%在江苏%江西%福建%湖北%

湖南%陕西%四川%河南%云南%台湾等省以及菲律宾&

日本等国也有分布'"& J"<(

$

由于乌药在全国分布较广%其地方别名也是五

花八门%如浙江有+台乌药%铜钱树%铜钿树%香叶

子%斑皮柴%撩头柴%
!

柴%铜钱柴%铜钱柴根%香

柴%乌药儿,之称"广东有+细叶樟%雷公树%猫药%金

狗仔%敛桂树%白衣树根%白叶子树%鲫鱼胆%老贼骨%

樟桂树%千金树%土玉桂%台药,等之称"广西有+台

乌药%樟拐%鸡骨香%吹风散%上青下白%坡樟木,等

之称'"'(

$

%!品种考证

%$"!原植物考证!宋代的)开宝本草*对于乌药的

形态有较详细描述-+树生似茶%高丈余$ 一叶三

桠%叶青阴白%根色黑褐%作车毂形%状似山芍药根%

又似乌樟根00,

'&(

%这与樟科植物的特征非常类

似$ 宋代的另一本草著作)图经本草*云-+五月开

细花%黄白色%六月结实$,

'A(

%增加了对乌药开花结

果的时间以及花的颜色的描述%这为我们鉴别原植

物提供了参考"但同时本书附有天台乌药&信州乌

药&潮州乌药&衡州乌药四图%四者各不相同$

至明代%)本草纲目*把乌药归入香木类%云-

+吴&楚山中极多%人以为薪%根&叶皆有香气%但根

不甚大%才如芍药尔$ 嫩者肉白%老者肉褐色$ 其子

如冬青子%生青熟紫%核壳极薄%其仁亦香而苦,

'<(

%

指出+吴&楚,之人把乌药当柴烧%并进一步说明了

乌药老嫩根在色泽方面的区别%果实的大概形状和

生熟颜色差别等$ 而)本草汇言*关于乌药形态的

记载则是汇各家之言%乌药的植物大小%根&叶&花&

果实的色泽%叶的形状%开花结果期等均是是对前人

记述的总结$

清代的)植物名实图考*云-+开花如桂,

'#(

%并

附有一图%从图观之%其与)开宝本草*和)图经本

草*的描述非常相似$

综上所述%历代本草除)图经本草*以外%对乌

药的品种认同基本一致%从这些本草的文字记录和

图画来看%其原植物应为樟科山胡椒属植物$ )图

经本草*所附四图中%+天台乌药,应为本种% +衡州

乌药,为防己科植物樟叶木防己'D;EEK?K9?4K3/L;?/K9

!);MN$#OD$(

'""(

$ 而+信州乌药&潮州乌药,是何

来源%有待进一步考证$

%$#!优质品种天台乌药!乌药入药始于宋代%而天

台乌药的使用则历史更为久远%据史料记载%秦代即

已移植于日本纪伊半岛%并植于徐福墓旁%时至今

日%天台乌药更被日本人称为+长生不老药,$ 自

)图经本草*记载乌药+天台者为胜,以来%天台乌药

更盛行于世%历代本草文献记述乌药时多有引用%也

历来作为浙江省的传统道地药材$

乌药喜亚热带气候%宜生长于荒山灌木林中或

林缘以及山麓&旷野&蒿草丛中阳光充足&土壤疏松

肥沃处%而天台地处亚热带%水热充足%气候温暖湿

润%境内多高山丘陵%形貌多样%天台山脉横贯其中%

土壤肥沃%矿物质含量丰富%水质优良$ 这种独特的

地理环境非常有益于乌药的生长'"#(

$ 故加强当地

的气候%土壤等条件的研究%对于促进乌药人工栽培

技术的提高%在野生资源日益缺乏的今天%显得尤为

重要$

&!药用部位考证

关于乌药的药用部位%#''( 版以及以前各版本

的)药典*均规定为干燥块根%并且质老&不呈纺锤

状的直根%不可供药用$ 但宋代的)开宝本草*中

载-+其叶及根%嫩时采作茶片%炙碾煎服%能补中益

气%偏止小便滑数,

'&(

%即认为除了根之外%乌药叶

同样可以入药$ 元代的)汤液本草*也记载了乌药

叶和根可同时入药$ 明代的)本草汇言*则引用)斗

门方*的记载%用乌药子治疗+阴毒伤寒%腹痛欲

死,

',(

%说明乌药除了根和叶外%其果实也可入药$

)本草蒙筌*中载-+叶采入剂%下气亦灵$ 但力迟

缓%须醋浸炙,

'"%(

%同样说明乌药叶可以入药%只不

过与根相比%+力迟缓,%需要醋浸渍以增强作用$

清代)本草述钩元*载-+乌药下通肾经%上理脾胃元

气%故丹溪补阴丸药中往往加乌药叶,%分析了丹溪

补阴丸中加入乌药叶所起的作用 '"&(

$ )医林纂要/

药性*称乌药叶为蒡箕茶%指出其+温中燥脾%能消

食杀蛔%治腹中寒痛,

'""(

$ 此外%现代本草著作中%

)全国中草药汇编*记载了乌药树皮晒干研末敷患

处可以止外伤出血%)中国木本药用植物*指出乌药

根和种子均可杀虫$ )广西中药志*载乌药鲜叶捣

碎酒炒后可治疗风湿性关节炎$

综上所述%关于乌药的药用部位%本草文献中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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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不仅仅局限于根%乌药叶&果实&种子&树皮也可

以入药$ 所以%进一步加强对这些部位的研究%对扩

大乌药的药用部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功效主治和方剂考证

历代本草对乌药的功效和主治记述较多$ )开

宝本草*载乌药可以治疗+恶心腹痛%宿食不消%膀

胱肾间冷气攻冲背膂%妇人血气%小儿腹中诸虫,

等'&(

%对乌药的功用做了较全面的记载$ )汤液本

草*曰-+理元气,%)本草通玄*曰-+理七情郁结,%

)本草丛新*曰-1能疏胸腹邪逆之气%一切病之属气

者皆可治,%均指出乌药具有强大的+理气,功能%代

表方如)卫生家宝方*载天台乌药%茴香%香橘皮%良

姜等分配伍治+一切气痛%不拘男女,")证治准绳*

载+绀珠正气天香汤00治妇人一切气,

'"((

$ )药

品化义*云-+乌药00以之散寒气%则客寒冷痛自

除00疏经气%中风四肢不遂%初产血气凝滞%渐次

能通,%代表方如)景岳全书*暖肝煎%治寒疝少腹痛

引睾丸"或乌药与当归同用%治经行腹痛%属寒凝气

滞者%如)圣济总录*乌药散'"<(

$ )玉楸药解*曰-

+破瘀泄满%止痛消胀,%代表方如)济生饮*四磨汤%

用以除满降逆"若脘腹痞满%大便秘结%喘逆者%则加

用大黄&枳壳行气导滞通便%如)世医得效方*六磨

汤&)通俗伤寒论*六磨饮子'""(

$ )本草述钩元*载-

+治气厥头痛00小儿积聚羠虫%慢惊昏沉或搐,%

代表方如)本草纲目*载川芎%乌药配伍治疗气厥头

痛")济煎仙方*载乌药磨水灌之治小儿慢惊%昏沉

或搐'",(

$

总之%乌药的功效应用如)日华子本草*云-+其

功不可悉载,%而)本草汇言*载-+凌氏方谓此药治

一切气%除一切寒%消一切食%调一切血%妇人温经%

非此不行"小儿诸虫%非此不去"大人诸痛%非此不

除,

',(

%可以说是对乌药的功用作了高度概括$

<!小结

乌药始载于何本草%历来有多种看法%应加以统

一"乌药名称在历代本草记载中较统一%但由于在全

国分布较广%故别名较多%实际应用中品种也较混

乱%应引起重视"由于近几年乌药需求量增加%其野

生资源破坏严重%故加强对优质品种的研究%提高人

工栽培技术%显得尤为迫切"乌药除根之外%尚有叶&

果实&种子&树皮可入药%应加强对这些部位的研究"

乌药的功效主治复杂%应探索其更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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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中医药#征订启事

'江西中医药(创刊于 "A(" 年)是新中国创办最早的中医药杂志)也是第一批进入中文核心期刊的中国医药类核心

期刊)并被多家知名权威检索期刊及数据库确定为固定信息源" 五十多年来)'江西中医药(发表了数以万计的优秀论

文)一大批中医药学者就是从这里走向成功!走向成名的" #" 世纪)'江西中医药(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 年评为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江西省优秀期刊)#''& 年评为全国高校优秀期刊" #''% 年成功改为月刊)赢得了更多读者的青睐"

本着*面向临床)面向基层)坚持传统)注重实用+的办刊思路)我们进一步充实内容)调整栏目)使文章更具可读性!实用

性!信息性)以满足读者的需要"

'江西中医药($Q77R'&"" @A(*&)DR%< @"'A(>)%为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邮发代号为 && @()国外代号为

SP"'"#" 每期定价&&+*' 元"

/A(/

江西中医药 #''A 年 % 月第 % 期总 &' 卷第 %"( 期 !

http://www.ajutc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