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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名方中厚朴的本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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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历代本草、医籍、方书为基础，笔者拟对经典名方中所用厚朴药材的名称、基原、产地、品质、采收、加工及炮制

等进行系统考证，厘清该药材不同历史时期的基原、炮制等各环节信息，为经典名方的开发与利用提供参考与依据。考证结果

表明，厚朴历代主流品种为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或凹叶厚朴 M. officinalis var. biloba；主产区为湖北、四川、重庆等地，形成

“川厚朴”知名道地药材；历代炮制方法主要为净制和姜制，经典名方中有注明姜制的建议选用姜厚朴；没有明确标注的可根据

需要采用生品或姜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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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cient literature of all dynasties， this article makes a systematic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name，origin，producing area，quality，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of Magnoliae Officinalis

Cortex used in the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and clarifies its information of each link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related formula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n varieties of Magnoliae Officinalis Cortex were Magnolia officinalis or M. officin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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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biloba. The main production areas are Hubei，Sichuan，Chongqing and other places，forming the famous

authentic medicine. The processing methods of the past dynasties are mainly cleansing and processing with

ginger. In the formulas clearly marked with ginger processing，ginger-processed products is suggested to choose.

If not clearly marked，raw or ginger-processed products can be used as needed.

［［Keywords］］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Magnoliae Officinalis Cortex； origin； producing area；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processing methods；herbal textual research

厚朴为燥湿消痰、下气除满的常用中药材，主

治湿滞伤中、脘痞吐泻、食积气滞、腹胀便秘、痰饮

喘咳。在《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以下简称

《目录》）中，包含厚朴药材的名方有 13 首。其中，藿

朴夏苓汤中以“真川朴”之名入药，或与其产地有

关；另外 12 首经典名方中均以“厚朴”之名入药。同

时，厚朴在经典名方中有标注的加工方法主要有

“去粗皮”和“姜制”，与 202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1］（以下简称《中国药典》）中收载的厚朴炮制

品（包括厚朴及姜厚朴）可能接近。因此，明确古方

中“姜制”“姜炒”等炮制方法是否古今一致，以及选

用何种炮制品是含厚朴的经典名方开发中需要解

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中规定厚朴的来源为木

兰科植物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或凹叶厚朴 M.

officinalis var. biloba 的干燥干皮、根皮及枝皮。现

代也有文献对历代厚朴入药的正品基原进行考证，

发现历代本草中记载厚朴入药基原复杂。薛珍珍

等［2］通过本草考证，认为古今厚朴入药的主流品种

均 为 厚 朴 M. officinalis 或 凹 叶 厚 朴 M. officinalis

var. biloba；尚 志 钧 等［3］考 证 认 为 木 兰 科 厚 朴

M. officinalis 在宋代确被取作厚朴药用，但同时也

有樟科润楠属植物作厚朴药用的情况（《本草图经》

中的文字描述），甚至《本草纲目》中仍收载该属植

物；楼之岑等［4］认为《本草图经》及《本草纲目》中的

文字描述并非历版《中国药典》所载品种，而是武当

玉兰 M. sprengeri；宋万志等［5］考证认为历代本草中

记载的厚朴包括厚朴类、姜朴类、枝子皮类和土厚

朴类等多种植物，主要来源于木兰属和木莲属。方

家选等［6］考证认为史上厚朴入药正品 2 种（厚朴或

凹叶厚朴），混淆品（“姜朴”）6 种（同属植物武当玉

兰、望春玉兰、华木兰、龙女花、玉兰、紫玉兰），混充

厚朴使用者 4 种（同属植物山玉兰与木莲属桂南木

莲、红花木莲、四川木莲）。可见现代文献对厚朴基

原问题尚未达到完全统一。此外，1963 年版《中国

药典》收载厚朴的药用部位为干皮及根皮，其后历

版《中国药典》均收载干皮、根皮及枝皮。推测可能

是因为现代以来厚朴药用部位拓展，枝皮才开始作

厚朴入药。至于古代医家侧重用哪个位置的树皮，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对于此方面的本草考证尚属空

白。另外，因产地、采收年限、现代产地加工方法

（发汗）等因素的影响，厚朴品质良莠不齐。基于

此，为了更好地开发经典名方，本文以历史发展为

脉络，对历代厚朴药材的基原、产地、采收加工炮制

方法等关键信息进行系统的本草考证。

1 名称考证

《说文解字》云：“朴，木皮也。”颜师古注《汉书·

司马相如传》曰：“此药以皮为用，而皮厚，故呼‘厚

朴’云。”正如李时珍［7］在《本草纲目》中释名曰：“其

木质朴而皮厚，味辛烈而色紫赤，故有厚朴、烈、赤

诸名。”可见“厚朴”一名与性状特征及药用部位有

关，同时也说明厚朴药材的品质或许与其“皮厚”密

切相关。比如，《本草经集注》［8］载：“极厚、肉紫色为

好，壳薄而白者不如。”《本草图经》［9］载：“皮极鳞皱

而厚，紫色多润者佳，薄而白者不堪。”《本草品汇精

要》［10］载：“皮紫厚者佳”。另外“厚”也可指代此药

性、味、气俱厚，或言其功效可厚肠胃。经考证，历

代本草多以“厚朴”为正名，一直沿用至今。此外，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记载有一药物

“厚柎”，帛书整理小组注：“厚柎，应即厚朴。”而有

学者经考证认为厚柎为今木兰科厚朴 M. officinalis

的幼果［11-12］；孙启明［13］考证认为厚柎也可作厚朴花

理解。厚朴还有别名若干，多以其性状特征（包括

外观形态、气味等）命名，比如厚皮［14］、重皮［15］、赤

朴［16］、烈朴［17］、紫油厚朴［18］等。此外，也有以地区命

名（多为产地），比如滇厚朴［19］、川厚朴［19］、温厚朴［20］

等，其中温厚朴的产地为浙江、福建，因其在温州交

易得名。

2 基原考证

2.1 历代本草中厚朴的基原考证 厚朴入药始载

于《神农本草经》［21］，列为中品：“味苦，温。主治中

风，伤寒，头痛，寒热，惊悸气，血痹，死肌，去三虫。”

简要记载了厚朴的性味主治，其性味与今相近，后

世医家增补其味苦且辛。但主治与今相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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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中所载的主治更偏向于解表药，而今

所用厚朴药材主要功效是化湿理气。明代《本草经

疏》试图从厚朴的性味方面对《神农本草经》中所载

功效进行解释，即“辛能散结，苦能燥湿，温热能祛

风寒。故悉主之也……三虫亦肠胃湿热所生，苦能

燥湿杀虫，故亦主之也。”，但未能合理解释主惊悸：

“惊悸属心虚，于脾胃绝无相干。”清代《本经疏证》

也注意到了《神农本草经》中所载厚朴主治多为表

证：“中风伤寒头痛寒热，正三阳表证也。厚朴非表

药，何以独推为首功耶？夫厚朴固非表药，惊悸气

血痹死肌，又岂尽表证也？”随后解释道：“刘潜江谓

草木能四时不凋者，或得于纯阴，或得于纯阳，如厚

朴则所谓纯阳者，故取木皮为用，而气味苦辛，色性

赤烈也……夫伤寒中风变幻虽多，大旨不越乎伤阴

伤阳二者，伤阴为燥化则惊悸，伤阳为湿化则气血

痹，惊悸实包谵妄烦懊等候，气血痹实包胀满呕泄

等候，两候者皆与表邪连横，表以里为根柢。但散

其表，不究其里，则枝叶不能复生，里以表为应援；
但通其里，不究其表，则外邪因之内陷，此厚朴不必

治伤寒中风，而伤寒中风内外牵连者，必不可无厚

朴，此所以推为首功欤！所谓死肌当与他死肌有

别，后世论证有谓之麻者，有谓之木者，仲景无是

也。在仲景书则麻曰虫行皮中，木曰不知痛处，麻

为表气入虚之候，木为阳气拂郁之候，此条死肌当

作木解，斯厚朴之用可无惑。”虽是如此，但未免有

强行解释之嫌，且今厚朴并不符合《本经疏证》中的

“四时不凋”。因此，笔者推测《神农本草经》中所说

厚朴可能不是今所用品种，但缺乏形态描述，无法

确定基原，也有可能存在多种植物混做厚朴入药。

汉魏时期《名医别录》［16］载：“大温，无毒。主温

中，益气，消痰，下气，治霍乱及腹痛，胀满，胃中冷

逆，胸中呕逆不止，泄痢，淋露，除惊，去留热，止烦

满，厚肠胃。一名厚皮，一名赤朴。其树名榛，其子

名逐折。治鼠瘘，明目，益气。生交趾（今越南北

部）、宛朐（今山东菏泽）。”经考证可得以下信息：①
此处明确指出厚朴具有燥湿消痰、下气除满的功

效，与今所用厚朴功效基本一致，考虑到该书系将

当时名医之言汇集而成，很可能此时期已有木兰属

植 物 做 厚 朴 使 用 ，且 现 代 学 者 普 遍 认 为 厚 朴

M. officinalis 功效最佳，凹叶厚朴 M. officinalis var.

biloba 稍次之［4，20，22］。因此，推断此时期上述提到的

2 种厚朴及其近缘种可能是主流品种。②此处提到

厚朴别名“厚皮”与“赤朴”，反映了厚朴药材的特

征，即皮厚、色赤（内表面紫棕色）的树皮，与今所用

厚朴药材特征一致。③此处又提到“其树名榛，其

子名逐折”，可知“榛”为厚朴树之古名，而今榛树为

桦木科植物。《名医别录》［16］在“逐折”项下提到：“杀

鼠，益气，明目。一名百合。厚实，生木间，茎黄，七

月实黑如大豆。”陶弘景曰：“杜仲子，亦名逐折”，而

李时珍提到：“《别录》厚朴条下，已言子名逐折；而
有名未用中复出逐折，主治相同，惟鼠瘘、杀鼠字

误，未知孰是尔？所云厚实，乃厚朴实也，故皮谓之

厚皮。陶氏不知，援引杜仲为注，皆误矣。今正

之。”即“厚实”应指厚朴的果实，所以“逐折”确为厚

朴果。但原文中“七月实黑如大豆”与今所用厚朴

原植物果实形态“外皮鲜红色”不符，即使晒干以后

也多达不到“黑如大豆”的标准。因此，此处提到的

“榛”恐非今所用厚朴或凹叶厚朴，但具体是何种植

物仍需进一步考证。④此处还提到厚朴的产地信

息“生交趾（今越南北部）、宛朐（今山东菏泽）”，但
今未见越南、山东有厚朴分布和生产的记载，或系

误载，或为另一物。综合以上几点，此时期所用“厚

朴”可能有多种植物入药，但应包含有木兰属植物。

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增补注了“今出建平

（四川东部）、宜都（湖北西部），极厚，肉紫色为好，

壳薄而白者不如。用之削去上甲错皮。世方多用，

道家不须也。”现湖北、四川及重庆仍是川厚朴的道

地主产区；此处对药材的形态描述“极厚，肉紫色为

好，壳薄而白者不如”，以及所用加工方法“用之削去

上甲错皮”与今川厚朴皮厚、肉紫油润、刮去粗皮基

本一致。因此，结合今木兰属植物的分布特点，有理

由 推 测 陶 弘 景 所 记 载 的 厚 朴 基 原 为 厚 朴 M.

officinalis。《新唐书·地理志》［23］中载有龙州土贡厚朴

（龙州在今四川平武、青川与江油一带），今称平武厚

朴。2015 年 2 月 11 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批准对平武厚朴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此品种

为厚朴 M. officinalis。此外，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药

材厚朴，见图 1，正仓院官网注释：“现代真正的厚朴

是木兰科植物的树皮，但本品的原生植物不明”。历

史上，对日本正仓院所藏药物进行了 2 次全面调查

（1948—1949、1994—1995），第 1次调查时曾指出，从

形态学特征上来看此厚朴基原并非现代市售厚朴的

原植物木兰科日本厚朴 M. obovata；第 2次调查根据

化学成分研究证明与现代厚朴并非一物，似为同科

含笑属 Michelia 植物的树皮［24］。可见唐代所用厚朴

品种除今所用品种外，还包括其他种属植物。

宋代《开宝本草》［25］载：“出梓州（今四川三台）、
龙州（今四川平武、青川与江油一带）者最佳。”梓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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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四川三台）作为唐宋时期四川有影响力的府城

之一，很可能是当时厚朴的集散地，而古龙州地区

至今仍有大规模厚朴种植，且其种植品种为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本草图经》［9］载：“厚朴，出交

阯、冤句；今京西、陕西、江淮、湖南、蜀川山谷中往

往有之，而以梓州（今四川三台）、龙州（今四川平

武、青川与江油一带）者为上。木高三四丈，茎一二

尺。春生叶如槲叶，四季不凋。红花而青实。皮极

鳞皱而厚，紫色多润者佳，薄而白者不堪。”其中增

补了产区“今京西、陕西、江淮、湖南、蜀川”，与今基

本相符，并延续《开宝本草》以四川为道地产区。根

据其中的形态描述，肖培根［22］考证认为所谓叶如槲

叶、红花而青实的特征与武当玉兰近似；楼之岑等［4］

考证认为武当玉兰的叶子与槲树叶相近，且植物分

布与《本草图经》所载产地大致相符，在四川作为姜

朴入药有较长的历史；宋万志等［5］认为此处描写即

为梓州厚朴、龙州厚朴的形态特征，结合产地，认为

其与川东一带所用的姜朴形态相似，原植物为武当

玉兰；尚志钧等［3］考证“四季不凋。红花而青实”者

很可能是樟科润楠属植物红楠 Machilus thunbergii。

经笔者考证，红楠与武当玉兰确实均存在作厚朴入

药的情况。但武当玉兰为落叶乔木，不符合“四季

不凋”的描述；红楠的新叶随生长期出现红、黄、绿

等颜色变化，其后叶子革质有光泽，与槲叶不相像；
而 2020 年版《中国药典》所载的 2 个厚朴品种，均为

落叶乔木，花白，显然与“春生叶如槲叶，四季不凋。

红花而青实”不相符合；又考察了厚朴的常用代用

品、混充品种，未曾找到与此形态描述完全一致的

基原。因苏颂整理当时各州府所呈样品及其图经

文字时，归并所致文字部分常为多种植物的汇总，

因此可能混杂了多种植物的不同描述。结合产地

分布及药用习惯等信息，笔者认为此处所用品种为

武当玉兰 Magnolia sprengeri的可能性更大，但无法

准确判断所描述的品种。

《证类本草》保存了《本草图经》中当时苏颂向

全国征集的 2 幅厚朴药图，见图 2，图中特征已较为

清晰。商州（今陕西商洛）厚朴皮孔大而明显，花与

叶同时开放，叶大聚生于枝端，花大单生于枝端，花

被、心皮离生，与今所用正品厚朴相似。又可明显

看出叶先端并不凹缺成 2 钝圆的浅裂片，可见此处

所绘“商州厚朴”应为厚朴 M. officinalis；而归州（今

湖北西部）厚朴根据其叶形、叶序和茎的分枝方式，

近似木兰科木莲属植物。《本草衍义》［26］载：“今西京

伊阳县（今河南嵩县）及商州（今陕西商洛）亦有。

但薄而色淡，不如梓州（今四川三台）者厚而紫色。

有油，味苦。不以姜制，则棘人喉舌。”今河南嵩县

一带当前无厚朴生产，四川宜宾至今仍有厚朴出

产，但此地还有多种习用品作厚朴使用，“薄而色

淡”说明当时就已观察到不同物种质量有差异。而

今厚朴药材仍以紫色油润者佳，与“梓州”所记载的

优质厚朴相近。除此以外，“不以姜制，则棘人喉

舌”说明厚朴多以姜制入药，与今常用炮制方法相

符。因此，此处所描述的厚朴可能包括今正品厚朴

及其不同地区习用品。元代多沿用前人描述，无所

发明。如《本草元命苞》载［27］：“生交趾冤句山谷，惟

梓州（今四川三台）、龙州（今四川平武、青川与江油

一带）者佳。木高三四丈，径圆一二尺，叶如槲，四

季不凋，结青实，花开红色，取皮厚紫色多润，用姜

汁涂炙火烧，不尔刺人喉。”《本草品汇精要》［10］除引

用前人所载外，提出：“【质】类桂皮而粗厚。”与今厚

朴药材的外观基本相符。结合附图，可见其所绘

“商州厚朴”“归州厚朴”为《本草图经》转绘所成，但

更加精美，改为彩绘图，见图 2。除《本草图经》中提

到的特征外，此处的“商州厚朴”还可看出叶上面绿

色，下面灰绿色，花白色，叶先端无凹缺等特征，与

厚朴 M. officinalis 相近。“归州厚朴”与木兰科木莲

属多种植物相似，比如桂南木莲 Manglietia chingii、

红花木莲 M. insignis、四川木莲 M. szechuanica 等，

但因为没有花果等更多特征，难以确定其具体品

种。明代《药性粗评》载［27］：“树高三四丈，叶似槲，

凌冬不凋，红花青实。”此形态描述可能是参考《本

草图经》的内容。《本草蒙筌》［28］载：“树甚高大，榛乃

注：A. 束状全姿 大（上），小（下）；B. 全姿（大）；C. 束状的厚朴（大）；D. 厚朴（小）外表面；E. 厚朴（小）内表面

图 1 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厚朴

Fig. 1 Magnoliae Officinalis Cortex of Tang dynasty in Shosoin of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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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名。陕西川蜀多生，梓州（今四川三台）属四川。

出者独胜。凡资治病，秋尽采皮。择厚脂颜色紫莹

佳，去粗皮姜汁炒褐用。”该书多沿用前人记载，且

其万卷楼版的附图较为简略，见增强出版附加材

料，可粗略看出叶大聚生于枝端等少部分特征，无

法准确判断其品种。

明代《本草纲目》［7］释名曰：“其木质朴而皮厚，

味辛烈而色紫赤，故有厚朴、烈、赤诸名。”反映了当

时所用厚朴药材与今特征一致：皮厚、味辛、色赤。

其后又提到厚朴原植物“朴树肤白肉紫，叶如……

五六月开细花，结实如冬青子，生青熟赤，有核。七

八月采之，味甘美。”根据刘衡如、刘山永校注，“叶

如”后缺空二字，有 3 种版本：“榆叶”（湖北本）、“檗

叶”（石本）或“槲叶”（钱、吴、璘、立、文、芥、张等

本）。可见“槲叶”版本认可度更高，且前人描述中

也多有提到“叶如槲叶”，而未见“榆叶”“檗叶”等说

法。因此，此处“叶如槲叶”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按

“榆叶”理解，有可能是指榆科朴树 Celtis sinensis；如
果作“檗叶”或“槲叶”理解，则有多种可能，但显然

不是厚朴，甚至不是木兰科植物。除此以外，今厚

朴花大且果实为聚合蓇葖果，与“五六月开细花，结

实如冬青子，生青熟赤，有核。七八月采之，味甘

美”相差甚远。其插图也显然不是今所用厚朴的基

原，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尚志钧等［3］考证认为其

所指可能是樟科润楠属植物。此后，诸多本草沿用

此处的植物形态，不知是只参考了该书，还是实地

观察之后的结果。《本草原始》［18］除引用前人论述

外，依据其药材形状进行了简单分类：“皮鳞皱而

厚，紫色油润者，俗呼紫油厚朴，入剂最佳。薄而白

者，俗呼山厚朴，不堪用。”此处“紫油厚朴”具有皮

皱而厚、紫色而油重等特征，与当今湖北恩施等地

所产的道地药材紫油厚朴相一致，基原应为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而“山厚朴”皮薄白，不堪用，

可能是山玉兰（别名山厚朴）M. delavayi等一系列厚

朴伪品。其附图则与木莲属植物接近，见增强出版

附加材料。《本草乘雅半偈》［29］对原植物的描述则是

汇总了《本草图经》《本草纲目》等的内容：“出交趾、

冤句，及洛阳、陕西、江淮、湖南、川蜀山谷亦有之。

近以建平（四川东部）、宜都（湖北西部），及梓州（今

四川三台）、龙州（今四川平武、青川与江油一带）者
为上。木高三四丈，径一二尺，叶似槲叶，四季不

凋。五六月开花红色，结实如冬青子，生青熟红，实

中有核，味颇甘美。木皮鳞皱，以肉浓色紫多液者，

入药最良。”但其记载以四川、湖北厚朴为优质药

材，与厚朴现在的产地分布情况相近。

清代《本草崇原》［30］载：“木高三四丈，径一二

尺，肉皮极厚，以色紫油湿润者为佳，春生叶如槲

叶，四季不凋，五六月开红花，结实如冬青子，生青

熟赤，实中有核，其味甘美。厚朴之实，别名逐折。

《别录》云：主疗鼠瘘，明目，益气。厚朴气味苦温，

色赤性烈，花实咸红，冬不落叶，肉厚色紫，盖禀少

阳木火之精，而通会于肌腠者也。”其中植物形态的

部分主要参考了《本草纲目》内容。《医林纂要探源》

载［27］：“树耸直，叶似樟而长，子亦如樟而色青黑。

味甘咸可食，核形圆而扁，如盒子。生川中者，皮厚

而紫润，故曰厚朴。或以为榛树皮，误矣。”根据其

对叶、果的描述，应为樟科植物，并结合樟科作厚朴

入药的情况，此处可能为樟科植物大叶新木姜子

注：A.《本草图经》（1. 商州厚朴；2. 归州厚朴）；B.《本草品汇精要》（1. 归州厚朴，2. 商州厚朴）；C.《本草图谱》

图 2 历代本草所附厚朴

Fig. 2 Graphic evidence of Magnoliae Officinalis Cortex in ancient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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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litsea levinei。而“生川中者，皮厚而紫润”可能

为厚朴 M. officinalis。此外，自《名医别录》中记载

厚朴：“其树名榛”，其后《通志》《药性粗评》《本草蒙

筌》《本草备要》《本草从新》等历代本草多采用此说

法，而这里认为“或以为榛树皮，误矣。”说明当时经

过观察与实际不符。《质问本草》［31］载：“厚朴生山

中，木高数丈，春开花，生叶结实。厚朴，释名烈朴。

产跤趾（今越南北部）者为最，建平（四川东部）、宜
都（湖北西部）及洛阳、山、陕、河南、川蜀、浙、闽皆

有之。南产者，功胜于北，以厚而紫色者为佳。”“春

开花，生叶结实”或表达其先开花，再生叶，这与部

分玉兰属植物一致。跤趾今无厚朴出产。产于浙、

闽的厚朴可能是该地区主要分布的凹叶厚朴 M.

officinalis var. biloba。而其附图中所绘厚朴花与叶

同时开放，再结合叶、花、果实的特征，应当为厚朴，

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植物名实图考》中载有 3 种

厚朴，且均有附图，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厚朴”条

下云［19］：“滇南生者叶如楮叶，乱纹深齿，实大如豌

豆，谓之云朴，亦以冒川产。”但其附图中叶为全缘。

“滇厚朴”条下云［19］：“滇厚朴生云南山中。大树粗

叶，结实如豆。盖即川厚朴树，而特以地道异。滇

医皆用之。”附图中叶有锯齿，叶脉纹路较乱，且滇

医习用厚朴为滇缅厚朴。根据上述二者的文字描

述与附图特征，《植物名实图考》极有可能将两图顺

序颠倒了。结合正确顺序的图，肖培根［22］、宋万志

等［5］普遍认为“厚朴”可能为紫草科西南粗糠树

Ehretia corylifolia；而“滇厚朴”应为木兰科滇缅厚朴

M. rostrata，在云南西部作云朴，并且沿用至今。除

上述 2 种厚朴外，同书还载有“土厚朴”［19］：“生建昌

（江西南城）。亦大树也。叶对生，粗柄，长几盈尺，

面绿背白，颇脆，枝头嫩叶，卷如木笔。味辛气香，

土人以代厚朴，亦效。”结合附图综合来看，应为木

莲属植物。

2.2 近现代厚朴的学名沿革 1833 年，《草木图说

后篇》［32］（未出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有手绘

本）中绘有厚朴图，与今厚朴相似，但书中缺乏文字

描述，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1862 年，《中国本草备

注》［33］记载厚朴为木兰科 M. hypoleuca S. et Z.（该学

名为德国博物学家 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于 1845

年根据日本所见原植物而定的学名，我国称之为日

本厚朴，1996 年《中国植物志》将其作为日本厚朴接

受名，原产于千岛群岛以南，现我国东北、青岛、北

京及广州有栽培）的树皮。并记载：“其为一种粗糙

而厚的树皮，在我的标本中，它被紧紧地卷了好几

圈，形成了一个 7 英寸长，2.5 英寸粗的筒状；气香，

味辛辣、苦涩。”上述形态描写与今厚朴药材相似。

1864 年 ，HOFFMANN 等［34］考 订 厚 朴 学 名 亦 为

M. hypoleuca S. et Z.。

1871 年 ，SMITH［35］考 订 厚 朴 的 拉 丁 学 名 为

M. hypoleuca，并描述：“这种树皮最初从中国进口，

现四川、陕西、湖南和江南地区均多有分布；树皮粗

而厚，被卷成大而紧的圆筒，一般 7 到 9 英寸长；外
表面灰褐色，有结节，并有地衣生长；内表面光滑，

呈红棕色；味道芳香、苦涩，常被用作除臭剂、补药

和健胃药。”可见其形态、加工方式与今中药厚朴相

近。另外，该书中还提到“赤朴”一名（可能源于《本

草纲目》），并将其拉丁名记作 M. rubra（“rubra”即红

色之意，可能为本属其他近缘物种或部分植物人工

栽培驯化成红花品种，如今云南等地的观赏植物红

花山玉兰就以“rubra”作为品种名称）其后描述：“这

是一种木兰属植物的树皮，被世人尊崇；产自四川

和安徽；其树皮厚、红褐色味苦。”以上描述与今木

兰属植物特征相近，尤其是厚朴 M.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及其近缘种属。

1887 年，《亨利氏中国植物名录》［36］中考订厚朴

学名为“Magnolia sp. Nova”，并记载：“厚朴的树皮

是一种著名的中国药品，主产地为四川。在巴东地

区的山区种植着两个品种，一种开红花，另一种开

白色的花。树叶非常大，有的长 16 英寸。这似乎是

《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土厚朴’。《植物名实图考》中

的‘滇厚朴’似乎指向另一种树。标本来自四川，尤

其野生树皮，据说在价格上有很大优势，将是非常

有价值的。综上，如果有不止一种树名叫厚朴，应

该对其进行调查。”可见亨利氏虽考订了学名，但其

对厚朴基原并不明确，仅能到属，其所述白花品种

可能为今厚朴，红花品种可能为其近缘品种。根据

前面对《植物名实图考》的考订，发现其中所记载的

“厚朴”可能为紫草科植物，“滇厚朴”为木兰科滇缅

厚朴，与常用药材厚朴相差较大，而“土厚朴”为木

莲属植物，与今厚朴的植物形态较为相似，且在很

多地区有作厚朴入药的习惯。亨利氏可能基于此

原因，认为厚朴的基原与《植物名实图考》中“土厚

朴”更相似。

1895 年，Bretschneider Emil 在《中国植物》［37］中

注解：“湖北的厚朴引种至英国皇家植物园林（邱

园）后，学名被考订为 Magnolia hypoleuca S.&Z.，但

其与亨利（《亨利氏中国植物名录》）所考订之厚朴

Magnolia sp. nova 实为一种，并非新种”。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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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tschneider Emil 引用《花汇》（日本书籍的法文翻

译本）中考订厚朴学名 M. hypoleuca S.&Z. 的结论，

并评述“中国未有 Magnolia hypoleuca 的记载”。说

明 Bretschneider Emil 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之厚朴

可能并非 M. hypoleuca S.&Z.。1911 年，《中药植物

王国》［38］记载厚朴的学名为 M. hypoleuca，并描述：

“由于其树皮广泛用作药物，这种树在长江上游栽

培，是重要的商品。厚朴之木头是深色的，树皮是

白色的，有非常大的叶子。厚朴有两个变种；一个

开红色的花，另一个开白色的花。”其后对于厚朴药

材的描述参考了《中国药料品物略释》，并提到：“正

品树皮的味道是芳香和苦涩的，但在商店里发现的

厚朴几乎是无味的，而且可能是惰性的。”说明正品

基原应为今厚朴 M.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但存在

诸多混淆品。

上述早期文献中多将厚朴的学名考订为 M.

hypoleuca S. et Z.或类似写法，而此学名是学者根据

日本植物所订，今作日本厚朴的学名，《中国植物

志》中也表明 M. hypoleuca Sieb. et Zucc.曾误订为我

国厚朴的学名，说明早期可能未对厚朴进行细分，

根据形态相似性，简单将中国厚朴与日本厚朴归为

一类。直至 1913 年，Ernest Henry Wilson 等外国学

者根据大量中国植物标本，在《威尔逊华西植物

志 》［39］ 中 首 次 发 表 厚 朴 的 学 名 M. officinalis

Rehder&Wilson（在今《中国植物志》中作厚朴接受

名），“officinalis”即药用之意，同时发表凹叶厚朴学

名 M. officinalis var. biloba Rehder&Wilson（在此基

础上，《中国植物志》依法将其修订为厚朴的亚种，

即 M. officinalis subsp. biloba）。 且 Ernest Henry

Wilson 等学者在书中提到：“此前，由于此种中国产

厚朴与日本厚朴 M. obovata Thunberg（M. hypoleuca

Siebold&Zuccarini）的叶子完全相同，所以这两个物

种一直被混淆。但是根据我们面前的完整样本，它

们显然是不同的物种。日本物种有紫色的树皮；雄
蕊和心皮柱 4 厘米，或更长，顶端尖锐；花丝 9~15 毫

米长，花药 16~18 毫米。果圆柱形长 13~20 厘米，宽

4.5~5.5 厘米，在先端有点尖和在基部渐狭；成熟的

心皮具长，通常稍下弯的喙和相当薄的壁。比较后

可发现，日本厚朴在上述性状中与中国种存在差

异。这些性状的差异虽然很小，但却是比较重要

的，特别是新种的果实为卵球形长圆形，先端截形，

基部圆形……厚朴在湖北西部和四川的山上很常

见 …… 凹 叶 厚 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var. biloba

Rehder&Wilson 与 其 他 厚 朴 的 区 别 主 要 在 于

叶型……这个品种栽培在宁坡附近。”可见，Ernest

Henry Wilson 等对中国厚朴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标

本研究，观察到中国广泛分布的厚朴 M. officinalis

Rehder&Wilson 与 日 本 厚 朴 M. obovata Thunberg

（M. hypoleuca Siebold&Zuccarini）相似，导致长期以

来二者常混淆为一种，但二者存在确切的植物形态

差 异 。 与 此 同 时 ，该 书 中 厚 朴 M. officinalis

Rehder&Wilson 与凹叶厚朴 M. officinalis var. biloba

Rehder&Wilson 的植物形态及产地等描述与今基本

一致。

1918 年，《植物学大辞典》［40］中记载厚朴的拉丁

学名为 M. hypoleuca S. et Z.，并在其后对其植物形

态进行了描述：“木兰科木兰属，生于山地。落叶乔

木，高至四五十尺。叶大，长倒卵形，中肋之两侧有

而是内外之侧脉，互生。花大，花瓣蓖形，亦大，带

白色。”结合其附图，可见其为落叶乔木，高达 20 m；
叶大，7~9 片聚生于枝端，长圆状倒卵形，全缘而微

波状；花大，长圆状倒卵形，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上述文字描写及附图与今厚朴等近缘种属特征相

似，但由于该书多由日本文献汇总而成，部分为日

本 当 地 植 物 ，故 不 排 除 其 有 可 能 为 日 本 厚 朴

M. hypoleuca Sieb. et Zucc.。1920 年，白井光太郎等

对《本草图谱》［41］进行学名考订，将厚朴的拉丁学名

订为 M.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 并于学名后标注

“？”，可见该学者对其所鉴定的学名并不十分确定。

《本草图谱》中“厚朴”项下记载 10 种厚朴，见图 2，多

与今厚朴相差甚远（其中仅前 2 种厚朴与今相似），
侧面说明在日本此时期厚朴的基原较广。白井光

太 郎 等 考 订 其 项 下 的 前 2 种 厚 朴 ，拉 丁 名 均 为

M. hypoleuca S. et Z.；第 3 种 厚 朴 学 名 为

M. parviflora S. et Z.（在《中国植物志》中作含笑花

Michelia figo（Lour.）Spreng. 的异名），其图及相关

描述与今含笑花相近；第 4 种厚朴学名为 Magnolia

watsoni Hook. f.，其细节描写较为简略，未能考证为

何种植物；其后 6 种厚朴，白井光太郎等未进行学名

考订。经观察《本草图谱》中前 2 种厚朴的附图，可

见其与今厚朴近缘属种相似，但由于《本草图谱》主

要记载日本植物，且考虑到白井光太郎等所考订的

拉 丁 学 名 ，此 处 原 植 物 可 能 为 日 本 厚 朴

M. hypoleuca Sieb. et Zucc.。此外，《本草图谱》中考

订厚朴学名为 M.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说明该学

名于 1913 年公开发表后，很快得到了业界学者的认

可；而《本草图谱》中“厚朴”项下未收载该种厚朴，

说明日本所产厚朴与我国所用之厚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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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药物出产辨》［42］载：“厚朴产四川打剑

炉为正。湖北施南府亦可用。湖南次之。云南又

次之。一产福建福州府亦可用，但气味略逊，出产

最多，近日药肆俱用福州来者，因四川、湖北、湖南

少出，不能供足市上之需。湖北（这里应该是浙江，

而非湖北）温州有出，全无气味，不适用。”此处四

川 、湖 北 所 出 优 质 厚 朴 基 原 可 能 为 厚 朴

M.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云南所产者可能为滇缅

厚朴 M. rostrata W. W. Smith，福建、浙江所出者可

能 为 凹 叶 厚 朴 M. officinalis var. biloba Rehd. et

Wils.。1931 年，《中国北部之药草》［43］记载：“今日中

国、朝鲜之汉方医士均用作胃肠病之药物，价格颇

高。厚朴之原植物，著者昔时于中外医事新报一千

一百六十一号中，当谓除 Magnolia 属之外，尚有

Machilus 属、Aphananthes 属、Celtis 属等；今日朝鲜

药肆所见者，则有二种：其一为朝鲜产 Machilus

thunbergii之树皮，另一由中国输入，称为唐厚朴，其

来源似为 Magnolia officinalis。又在中国药肆出售

之厚朴，除该国土产外，亦有日本产及朝鲜产者，故

中 国 厚 朴 之 品 种 颇 不 一 律 ，记 有 Magnolia

hypoleuca、M. officinalis、Machilus thunbergii 等，不

可不加注意。中国药肆对此类药物均照其产地区

别之，经验丰富之医士亦区别其用途。”根据产地及

学名，可见主产于中国、日本、朝鲜的厚朴原植物大

抵分别为今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

日本厚朴 M. hypoleuca Sieb. et Zucc.、红楠（樟科）
Machilus thunbergii Sieb. et Zucc.。同时，侧面反映

了上述 3种植物均有作厚朴入药。

1933 年，《新本草纲目》［44］提到：“日本和名钞训

厚朴为朴皮、故市场用商州厚朴树皮充之，惟药用

需用汉产厚朴云。商州厚朴（浮烂罗勒）Magnolia

hypoleuca 系为木兰科落叶乔木，多生深山中，高三

四丈，叶互生，长一尺许，作倒卵圆形，惟前端稍尖，

表面滑泽，背作灰白色，有软毛，全缘作波动状。夏

季开黄白色花，香气颇烈，后结长圆形果实，夏秋之

间，剥取树皮阴干。其外面被有灰褐色木栓层，内

部呈茶褐色，破碎面作纤维状，味苦辛，带收敛性，

此树皮即药铺所称之和厚朴，用代汉产厚朴。”根据

其所描述的产地分布及植物形态，与日本厚朴相

近。此处认为汉产厚朴佳，商州厚朴（和厚朴）为劣

品，可能与其基原不同有关。该书认为“商州厚

朴”，即日本药铺中所称之和厚朴，属于浮烂罗勒

（浮烂罗勒在《本草纲目》厚朴“附录”中收载，源自

《本草拾遗》），为厚朴的 1 种，乃下品。据考证，商州

为今陕西商洛，而陕西商洛无日本厚朴分布，且文

中提到商州厚朴为汉产厚朴的代用品，可知此处的

商州厚朴为日本本土所产厚朴，而非我国本草古籍

中所描述的商州厚朴。 1935 年，《中国药学大辞

典》［45］记载厚朴为 M. hypoleuca 之皮。与其配套的

《中国药物标本图影》［46］中厚朴药材（筒朴、靴筒朴、

厚朴切片、紫油厚朴、厚朴花）与今所用厚朴性状相

当接近，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1946 年，《和汉药名

汇》［47］中收载了日本、中国、朝鲜厚朴的基原植物的

拉 丁 名 分 别 为 Magnolia obovata Thunberg、

M. officinalis Rehder et Wilson、Machilus thunbergii

Siebold et Zuccarini。

1959 年，肖培根等学者首次大规模对药用植物

进行调查，出版了《中药志》［48］，其中记载我国厚朴

基 原 主 要 为 为 厚 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 与 凹 叶 厚 朴 M.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 var.

Biloba Rehd. et Wils.。并描述二者的区别为厚朴

“落叶乔木，叶先端钝圆，或具极短尖头”，凹叶厚朴

“灌木状乔木，叶先端凹陷，形成 2 圆裂”。另附有二

者植物图，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该书中二者的相

关描述、附图均与今一致。自此，厚朴基原基本确

定，该学名也得到了国内学界广泛的认可。比如，

《药 材 学》［49］记 载 厚 朴 来 源 ：“ 本 品 系 木 兰 科

（Magnoliaceae）植 物 厚 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Rehder et Wilson 的干燥树皮；浙江出产的厚朴，都

为庐山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var. biloba Rehder

et Wilson 的树皮。”二者的区别主要是 M. officinalis

var. biloba Rehder et Wilson 叶先端凹缺，成 2 钝圆的

浅裂片；聚合果基部较窄。但幼苗之叶先端钝圆，

并不凹缺，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1964 年，谢宗

万［20］对目前使用的厚朴品种进行了调查整理，在

《中药材品种论述》中提到：“药用厚朴，由来均毫无

非议地以木兰科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为正品，川朴即为此种。而商品有所谓‘温朴’

者，系浙江、江西一带所产的凹叶厚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var. biloba Rehd. 亦同等入药。西北所产

的姜朴，为同属另种植物，质量较次。个别地区以

核桃楸皮、樟树皮、油桐皮、枫香皮、木棉树皮、桦树

皮、黄杞皮、野木兰皮、枇杷树皮等冒充厚朴，实属

伪品，应予取缔。”说明根据产地分布情况，各地所

用厚朴品种有所不同。但药用的主流品种应为木

兰科厚朴 M.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 及凹叶厚朴

M. officinalis var. Biloba Rehd. et Wils.。此外，市场

上存在多种伪品，不能入药作厚朴使用。其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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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中国药典》《中华本草》《新编中药志》等现代本

草书籍中均记载厚朴的基原为厚朴 M. officinalis

Rehd. et Wils. 或凹叶厚朴 M. officinalis var. biloba

Rehd. et Wils.。

综合近现代以来对厚朴学名的考订，十九世纪

众学者多参考日本本草中的拉丁学名，记载厚朴药

材的基原为日本厚朴；1913 年，威尔逊首次发表厚

朴学名 M. officinalis Rehder&Wilson、凹叶厚朴学名

M. officinalis var. biloba Rehder&Wilson；其后学者

多认为中国厚朴品种主要为 M. officinalis，日本厚

朴品种主要为 M. hypoleuca，朝鲜厚朴品种主要为

Machilus thunbergii；1950 年代至今（《中药志》出版

后），本草书籍中多记载我国中药厚朴的基原为厚

朴 Magnolia officinalis 或凹叶厚朴 M. officinalis var.

biloba。《中国植物志》中将厚朴、凹叶厚朴作为 2 个

亚种处理，而本课题组在实地考察中发现存在两者

混生现象（存在主次），以及一棵树上可能同时具有

2种叶型，当前《中国植物志》（英文版）已将 2个种合

并，作同型异名处理。现代多名学者经过遗传学研

究，支持厚朴不应分为 2 个亚（变）种，而应分为 3 个

地理宗：典型的厚朴（叶端呈小凸尖形，主要分布于

鄂西，如川朴）、典型的凹叶厚朴（叶端凹陷成两裂

片，主要分布于赣、湘、桂）及中间类型（叶端由微尖

至微凹，呈现较大变化，主要分布于闽、浙、川西，如

温朴），且认为厚朴药材的道地性主要源于遗传差

异［50-53］。其中，余盛贤等［50］研究发现道地产区湖北

恩施的厚朴种质是纯化的，而其他产区厚朴或凹叶

厚朴的种质是混杂的，并认为湖北恩施优质厚朴具

有纯化单倍型 Hap1，可能是厚朴道地性的 1 个遗传

标志。但由于历版《中国药典》均收载厚朴基原为

厚 朴 M. officinalis 或 凹 叶 厚 朴 M. officinalis var.

biloba，故本文仍以此分类方法进行考证。综上所

述，历代厚朴的基原较为复杂，地方习用品及伪品

众多，但主流基原应为 2020 年版《中国药典》收载的

2 个品种。古代本草多记载川厚朴最佳，再结合优

质厚朴的评价标准 ，古代厚朴的主流应为厚朴

M. officinalis。但随着资源的不断开发，清朝凹叶厚

朴 M. officinalis var. biloba 逐步开始入药，直至近代

形成以闽北、浙江为中心的“温朴”产区。

3 产地考证

《名医别录》［16］记载厚朴生于“交趾”即今越南

北部，但今越南未见厚朴分布，恐并非今厚朴品种。

《本草经集注》［8］载：“今出建平（四川东部）、宜都（湖

北西部）。”建平和宜都都处于今所公认的厚朴道地

产区。《新修本草》中沿用《本草经集注》的产地，说

明直至唐朝，厚朴产地仍未发生明显变化。《本草图

经》［9］载：“厚朴，出交阯、冤句，今京西、陕西、江淮、

湖南、蜀川山谷中往往有之，而以梓州、龙州者为

上。”除对产地分布有所描述外，还提出以梓州、龙

州为道地产区，梓州、龙州均属今四川，即当时已开

始以川产厚朴为优，同时期的《本草衍义》［26］中也有

类似说法。因此，唐宋时期逐渐开始以川产厚朴为

优质药材。明代《本草品汇精要》［10］除引用《本草图

经》中的产地分布外，还明确指出蜀川（今湖北恩施

州）、商州（今四川宜宾）、归州（今湖北西部）、梓州

（今四川三台）、龙州（今四川平武、青川与江油一

带）最佳。据《药性粗评》记载［27］，此时期以湖北、四

川为厚朴的道地产区，相较于唐宋时期产地分布有

所扩展。且随着浙江、福建、两广地区作为产地出

现，说明此时凹叶厚朴作厚朴入药已较为普遍。清

代本草多沿用前人的内容。民国时期《药物出产

辨》［42］认为不同产地厚朴品质的优劣顺序为四川>

湖北>湖南>云南>福建>浙江，仍以四川、湖北产的

厚朴质优，与今基本一致。厚朴历代产地记载较

多，原植物分布较广，笔者对厚朴的产地分布变迁

进行了梳理，具体信息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综上

分析，从东汉至明代，厚朴产地一直在扩展，至清代

产地分布情况基本稳定。至于厚朴的道地产区，唐

宋时期逐渐以川产厚朴质优，明代开始以四川、湖

北所产厚朴为道地药材，至今仍推崇四川中部和东

部、重庆与湖北西部等地为道地产区。

4 历代品质评价

通过产地考证，笔者发现历代本草多认为川厚

朴（主要分布在湖北、四川及重庆等区域）质优。此

外，历代医家对优质厚朴的品质标准非常接近，即

厚朴以皮厚、肉紫、油润、味辛者佳。比如，《本草经

集注》［8］载：“极厚，肉紫色为好，壳薄而白者不如。”

说明此时期就意识到皮厚、肉紫的厚朴品质好。《本

草原始》［18］载：“皮鳞皱而厚，紫色油润者，俗呼紫油

厚朴，入剂最佳。薄而白者，俗呼山厚朴，不堪用。”

其中提到的“紫油厚朴”至今仍为优质厚朴的代名

词。历代优质厚朴的评价标准一致，这也从侧面印

证了厚朴的主流品种为木兰科厚朴 M. officinalis。

具体记载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5 采收加工炮制考证

历代本草多记载厚朴的采收时间为三月、九

月、十月，现在多在 4—6 月剥取，此时树皮养分及汁

液增多，形成层细胞分裂快，皮部和木部易于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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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口容易愈合，说明当前的采收时间是较为合理

的。除采收期外，树龄对厚朴药材产量及品质（皮

厚、油性足等）有显著影响。综合考虑药材质量及

成本，现代学者多认为厚朴的最佳采收年限为 15~

30 年［54-57］。历代本草中产地加工方法均为阴干，而

现代为根皮、枝皮直接阴干；干皮置沸水中微煮后

堆置阴湿处，“发汗”至内表面变紫褐色或棕褐色

时，蒸软，取出，卷成筒状，干燥。而对于“发汗”一

词，在古代书籍中几乎找不到相关记载。《植物名实

图考》［19］提及 1 种厚朴的造假方式，与“发汗”有相近

之处：“川中人云：凡得朴树，则掘窖以火煨逼，名曰

出汗。必以黄葛树同纳窖中，及出汗后，则二物气

味糅杂，不能辨矣。”可见类似做法已有应用，只是

未成为 1 种干燥方式，陈茹等［58］推测“发汗”炮制是

在近代药材产地初加工的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现代研究表明“发汗”可通过改变厚朴酚类成分和

挥发油类成分的含量差异，从而增强其临床疗效；
“发汗”可以提高干燥效率，改善厚朴药材的外观性

状特征（使其更加“紫色多润”），还可能增效减

毒［59-61］。《中国药典》自 1963 年版开始收录厚朴时即

收载其发汗干燥方法，可见此方法应用之广泛，并

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认可。但可能由于厚朴发汗

的发展历史较短，目前仍存在不少问题。杜伟锋

等［62］发现市场上存在很多需要发汗而没有发汗或

未发汗完全的药材，其颜色、性状与发汗完全的药

材有很大区别，反而严重影响了药材质量。

厚朴的炮制方法始载于《本草经集注》［8］：“用之

削去上甲错皮。”即除去粗皮的净制法，与今厚朴生

品相近。同时期《雷公炮炙论》［63］中较为系统地概

括了厚朴的炮制方法：“或丸散，便去粗皮。用酥炙

过。每修一斤用酥四两，炙了细锉用。若汤饮中使

用，自然姜汁八两炙，一升为度。”包括去粗皮之净

制法、酥制法及姜汁制法，其中净制法与姜制法沿

用至今。期间也出现过“沥”“姜枣制法”“姜与甘草

同制法”等新的炮制方法，但均较为少见。历代本

草中对于炮制目的亦有详细记载，《本草衍义》［26］

载：“有油，味苦，不以姜制，则棘人口舌。”《用药心

法》载：“腹胀，用姜制厚朴。”《本草述》载：“厚朴始

尝之味苦，苦中微微有甘，最后有辛意，非辛也，乃

苦温之余烈，俗所云麻味也。故以姜制之，犹制半

夏之义耳。”传统认为姜汁炙厚朴可减轻对咽喉的

刺激性，并增强宽中和胃的功效。现代研究表明厚

朴姜制后，其药效作用有增强的趋势［64］。但目前仍

无充分证据表明厚朴对咽喉的刺激性，张成元等［65］

考证认为可能是当时根据混淆品的性味特征，得到

“不以姜制，则棘人口舌。”的说法，并讹传至今。

历代本草中多简单记载姜厚朴的炮制方法为

“姜汁炒”，2020 年版《中国药典》对姜汁制法做了详

细说明，虽然古代姜制法较少提及姜制的细节，但

主体操作差不多。因此，姜厚朴的制法参考现行版

《中国药典》的方法即可。近代以来，市场上流通的

厚朴药材主要是生品及姜制品。与 2020 年版《中国

药典》收载的厚朴饮片一致。《目录》中包含厚朴的

方子共 13 首，分属 5 个朝代（汉、宋、金、明、清）。其

中，宋代及之后的方子大多数标注姜炒。宋代之前

有汉方 5 首，均出自张仲景的《伤寒论》及《金匮要

略》，其中只有小承气汤中的厚朴标注“炙，去皮”，

其余均未标注炮制加工方法。这可能与汉代生产

力低，药物的加工较为简单有关。随着技术的进步

及中医临床用药经验的丰富，带动了中药材炮制加

工的进步。因此，经典名方中厚朴饮片的选择应当

结合炮制方法的变迁及药物在方剂中发挥的作用

来综合确定。因此，经典名方中有注明姜制的建议

选用姜厚朴；未明确标注的可根据需要采用生品或

姜制品，如李煜等［66］建议经典名方半夏厚朴汤中厚

朴选择姜厚朴，与原方“厚朴”有别。相关古籍记载

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6 药用部位考证

历代本草中均记载厚朴“采皮”，说明其药用部

位应当是树皮无疑，但古代侧重于用哪个位置的树

皮却鲜有明确叙述。经过检索历代本草著作，发现

其他根皮入药的药材，会明确在原文中提到“根”

“根皮”等词，而对于厚朴的药用部位描述多为木

皮，木皮应与今常说的树皮一致，而树皮主要是指

干皮及枝皮。1963 年版《中国药典》收载厚朴的药

用部位为干皮及根皮，其后历版《中国药典》均收载

干皮、根皮及枝皮。推测可能是因为现代以来厚朴

资源紧缺，药用部位拓展，枝皮才开始作厚朴入药。

因此，古代医家所用厚朴的药用部位可能主要是干

皮。但历代本草中所记载采收期多描述为“三月、

九月、十月采皮”“秋尽采皮”，可以看出其大部分采

收期是在秋季，而根据现代研究根皮多以秋后采收

为宜，且过去的传统采收方法是伐树剥皮，考虑经

济效益的因素，有可能会挖根取其根皮入药。综上

分析，笔者推测古代医家所用厚朴主要以其干皮入

药，枝皮、根皮相对较少。

7 结语

综上所述，厚朴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历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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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中多以厚朴为正名，别名多以其性状特征、产地

等进行命名。历代所用的厚朴基原较为复杂，地方

习用品及伪品众多，但主流基原应为 2020 年版《中

国药典》收载的 2 个品种。历代本草多记载川厚朴

最佳，再结合优质厚朴的评价标准，有理由推测古

代厚朴的主流为厚朴 M. officinalis。随着资源的不

断开发，凹叶厚朴 M. officinalis var. biloba 在清代逐

步开始入药，直至近代形成以闽北、浙江为中心的

“温朴”产区。从东汉至明代，厚朴产地一直在扩

展，至清代产地分布情况基本稳定。至于厚朴的道

地产区，唐宋时期逐渐以川产厚朴质优，明代开始

以四川、湖北所产厚朴为道地药材，至今仍推崇四

川中部和东部、重庆与湖北西部等地为道地产区。

另外，优质厚朴具有皮厚、肉紫、油润、味辛等特征，

其中皮厚与树龄有关，目前厚朴生产过程中受经济

效益影响而出现过早采伐的现象，建议取样时因控

制厚朴的树龄以保证其质量。历代本草多记载厚

朴的采收时间为“三月、九月、十月”，但考虑到药材

品质及操作的难易程度，现在一般在 4—6 月采收。

历代本草中厚朴的干燥方法为阴干，而现代多采用

发汗的方式，可在提高干燥效率的同时提升药材品

质。由于厚朴在方剂中发挥的作用不同，故经典名

方中所用厚朴药材建议有注明姜制的选用姜厚朴；
没有标注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及需要使用生品或姜

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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