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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查阅历代本草及医书典籍，结合现代相关文献资料，笔者对没药药材的名称、基原、产地、品质评价、采收加

工、炮制历史沿革及变迁情况进行了系统考证，以期为包含没药的经典名方开发提供依据。经考证可知，古代没药药材主流基

原为 Commiphora myrrha，历代产地集中在非洲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地区及肯尼亚北部，可生用或炒用。现今常用的规格有没

药、炒没药、醋没药，其中没药为净制后的生品；炒没药为清炒品，在古代本草中均有相关记载并沿用至今；醋没药为近代新增

炮制规格。基于考证结果，建议经典名方身痛逐瘀汤中所用没药采用 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净制后的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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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containing

Myrrha，the name，origin，quality evaluation，harvest and processing of Myrrha were systematically researched

by consulting the ancient herbal and medical books，combining with the modern related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textual research，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miphora myrrha was the main base in ancient times，which was

produced in Somalia，Ethiopia and northern Kenya. In addition，raw and fried products of Myrrha were the

commonly used specifications in ancient herbal medicine，which are still used today. Nowadays，Myrrha，fried

Myrrha and vinegar-processed Myrrha were the commonly used specifications. Among the three specifications，

Myrrha is the raw products after cleaning，fried Myrrha is a kind of processed products，which has relevant

records in ancient materia medica and is still used today. Vinegar-processed Myrrha is a new processing

specification in modern tim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it is suggested that Myrrha in Shentong Zhuyutang

should be the purified raw Myrrh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2020 edition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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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药为我国常用的进口中药材，具有散瘀定

痛、消肿生肌的功效，常用于治疗胸痹心痛、胃脘疼

痛、痛经经闭等证［1］。《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
中包含没药的经典名方为清代王清任《医林改错》

的身痛逐瘀汤。2010—202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和《儿茶等 43 种进口

药材质量标准》规定的没药均为橄榄科植物地丁树

Commiphora myrrha 或哈地丁树 C. molmol 的干燥

树脂，分为天然没药和胶质没药［1-4］。然而，《全国中

草药汇编》［5］《新编中药志》［6］《中华本草》［7］《台湾中

药典》［8］《美国药典》［9］及《欧洲药典》［10］记载的没药

来源均为没药属植物。

关于没药入药品种已有学者进行了考证，于新

兰等［11］通过查阅国内外药品质量标准、植物学专著

和相关文献，对天然没药、胶质没药和穆库没药的

原植物进行考证，得出天然没药的原植物主要为 C.

myrrha，异名为 C. molmol，曾用中文名为没药树、地

丁树；胶质没药的原植物主要为 C. erythraea。此

外，经多位学者调查研究发现，我国各地应用的没

药除 2020 年版《中国药典》所载 2 个基原外，尚有同

科及不同科属多种植物的树脂亦被当做没药使用，

药材市场流通中常见的伪品有枫香脂和松脂［12-13］。

由于没药为进口品种，基原多、产地多，因此有必要

系统梳理没药的历代本草文献，从名称、基原、产

地、品质评价、采收加工及炮制等方面对没药药材

进行本草考证，明确其入药品种及历史演变过程，

为相关经典名方的开发和临床应用奠定基础。

1 释名

没药首载于唐代《药性论》，以“没药”为正名，

后世历代本草多沿用之［14］。《本草纲目》［15］曰：“没、

末皆梵言。”《本草原始》［16］载：“一名末药。末、没，

皆梵言。或云：没，沦没也。木之膏液，没入地中。

故名没药。”《本草乘雅半偈》［17］记载：“没药，谐声

也。水中有所取，曰没。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之文；
出于中，散于外，曰乐。盖人身精血膏液……岂复

有罔发于中，失散于外，为症瘕，为疮疡，为痔漏，为

恶血，为翳膜肤赤之患。”“没”为阿拉伯语 mu（苦味）
的音译，没药称 Myrrha［7］。

2 基原考证

我国使用没药的起源与其作为香药所需相关。

现人们普遍认为随着秦汉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和海

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香药

贸易开始发展，尤其是隋唐时期，稳定的社会环境

和发达的交通运输为中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大量外史、外商进入中国朝贡、经商，包括安息香、

乳香、没药在内的香药输入随之大增。进口的这些

香料被中国医药学家们认识、吸收、应用于临床并

载入我国医药书籍。没药首载于唐代《药性论》［14］：

“没药单用亦得。味苦、辛。能主打搕损。”其功效

与今之没药相近，但未对原植物及药材形态做出描

述。五代《海药本草》［18］记载：“谨按徐表《南州记》：

生波斯国（今伊朗地区），是彼处松脂也。状如神

香，赤黑色。味苦、辛，温，无毒。主折伤马坠，推陈

置新，能生好血。”明确了没药为进口药材，所记载的

“彼处松脂”一定程度上记述没药为树脂类药物，其

颜色为“赤黑色”与今没药药材相似。至于书中所提

“神香”，尚志钧在辑校《海药本草》时校注为安息香，

这和唐朝安息香是大家熟知使用的香料有关。

宋代《开宝本草》［19］对没药功效、产地、形状及

颜色等做出了记述：“没药，味苦，平，无毒。主破血

止痛，疗金疮杖疮，诸恶疮痔漏，卒下血，目中翳，晕

痛肤赤。生波斯国，似安息香，其块大小不定，黑

色。”其描述的“大小不定”“黑色”均与今没药药材

相符。宋代《本草图经》［20］云：“没药，生波斯国，今

海南诸国及广州或有之，木之根株皆如橄榄，叶青

而密。岁久者，则有膏液流滴在地下，凝结成块，或

大或小，亦类安息香，采无时。”首次对没药原植物

的形态进行了描述，“木之根株皆如橄榄，叶青而

密”符合今橄榄科植物的特征，书中绘有没药原植

物图，附图粗劣地勾勒了没药树的远观轮廓及没药

流滴在地下，凝结成块的形态，整体比较失真，推测

绘制时未见过没药树实物，仅按照外人描述大致绘

制而成，见图 1。《本草衍义》［21］仅记载了没药的功

用，云：“大概通滞血，打扑损疼痛，皆以酒化服……

凡打扑着肌肉须肿胀者，经络伤，气血不行，壅瘀，

故如是。”其功效与今之没药相近，但未对原植物及

药材形态进行描述。宋代地理著作《诸蕃志》［22］收

载了没药：“出大食麻啰抹国（今阿拉伯半岛南部阿

曼境内），其树高大如中国之松，皮厚一二寸，采时

先掘树下为坎，用斧伐其皮，脂溢于坎中，旬余方取

之。”其对没药原植物形态、采收方式、产地的描述

与今没药相符。“其树高大”“皮厚一二寸”等与今橄

榄科植物地丁树 C. myrrha或同属近缘植物相符。

明代《本草品汇精要》［23］对原植物形态和产地

主要引用自《本草图经》和《海药本草》：“［苗］《图

经》曰：木之根株皆如橄榄……或大或小，类安息

香。《海药》云：按徐表《南州记》云状如神香，赤黑

色，是彼处松脂也。［地］《图经》曰：生波斯国，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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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诸国及广州或有之……［主］通滞血，定诸痛。”

《本草蒙筌》［24］对没药药材的描述为“味苦，辛，气

平。无毒。黄黑类安息香……擂细入药，制同乳

香。”其所附没药原植物图基本为《本草图经》附图

的描绘，推测均因未见过实际原植物，致使植物和

今之正品差异较大，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李时珍

在《本草纲目》［15］中对《开宝本草》《本草图经》《海药

本草》等的没药描述进行评论：“按一统志云：末药

树高大如松，皮厚一二寸。采时掘树下为坎……李

珣言乳香是波斯松脂，此又言没药亦是松脂，盖出

传闻之误尔。所谓神香者，不知何物也？”此外，书

中绘有没药原植物图，附图粗劣地勾勒了没药树的

远观轮廓，可见没药树属乔木类，能清晰地看见没

药“掘树下为坎，用斧伐其皮，脂流于坎”状态，但整

体和今之正品差异较大，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本

草原始》［16］基本沿用了《本草图经》对没药的记载，

提出“没药如琥珀色者佳”，其所附没药原植物图基

本为《本草图经》所附图的描绘，均因原植物形态绘

制粗劣，难以判定其种，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本

草乘雅半偈》［17］记载：“【核】曰：出波斯，及海南，今

广州亦有之。其木根株，俱似橄榄。叶青茂密。岁

久者，脂溢下地，凝结成块，色黑而香，状似安息。”

《本草乘雅半偈》之后如《本草从新》《本草求真》等

清代本草基本延续了《海药本草》《开宝本草》《本草

图经》《本草原始》等对于没药的描述，其产地亦录

自前朝文献，无多大创新。另外，《本草乘雅半

偈》［17］中记载明代当时已出现伪品：“市肆多用松

脂、沥清，伪造入药，殊为患也。”

1844 年日本岩崎常正在《本草图谱》［25］绘制了

没药图，图中清晰可见具有多数不规则尖刺状黄褐

色枝条，叶形似桑，小叶倒披针形，见图 1。大沼宏

平等于 1915 年对《本草图谱》所绘植物图一一进行

增 补 考 订 其 学 名 ，增 补 没 药 拉 丁 名 为

Balsamodendron myrrha Nees.（C. myrrha Engl.）［26］。

1895 年日本松村任三《改正增补植物名汇》［27］记载

没药植物学名为 B. myrrha Nees.，该学名最早于

1828 年由德国植物学家 Christian Gottfried Daniel

Nees von Esenbeck 命名发表，1883 年德国植物分类

学 家 Adolph Engler 在 de Cabdolle 父 子 主 编 的

Monographiae Phanerogamarum 中将没药命名为 C.

myrrha （Nees） Engl.。 Balsamodendron 为

Commiphora 的异名，两者实为同属，在近现代仍常

被使用。在《改订植物名汇》［28］记载学名 B. myrrha

Nees.=C. myrrha Engl.（Burseraceae）。1911 年《中药

植物王国》［29］记载没药植物学名 B. myrrha，概括总

结了我国古代对没药形态、别名、功效、使用方法的

记述，还记载了没药油的作用，该书中还指出了假

没药（Chia-mu-yao）为东印度 Bdellium，推测该产品

来源于 B. mukul或 B. roxburghii。1931 年《中国北部

之药草》［30］关于没药的基原做了考订：“没药为西方

运来之药物，汉方药肆常备之。此药为阿剌伯地方

所产之。 Balsamodendron myrrha 之树脂，呈松脂

状，中国最先收载于宋本草，该书谓来自波斯国。

通常经上海、营口等货栈而运至东三省及朝鲜。”

1933 年丁福保将《和汉药考》翻译成《新本草纲

目》［31］，其中记载没药：“基本：属于橄榄科之密儿

拉，鐕刻其树，即有一种树脂渗出，干则成块，即没药

也……分裂为两爿至四爿，种子有似膜之子衣覆之，

此树之外皮及髓中，俱存有腺体，与骨湃波树及秘鲁

脂树甚相似。形态：为形圆不整之块，小者仅如谷

粒……又以没药之粉末一瓦，加伊打三立方仙米摇

荡，滤过，则得黄色之液，使其挥散，以其余渣与发烟

硝酸之蒸气相接触，则现红紫色，又于没药中加热酒

精，令十分浸出，其余渣，百分中尙留七十分，更以之

化为灰，百分中仅留六分以上之固性物。”其记载的

没药特征符合天然没药 C. myrrha Engl.。

1935 年《中国药学大辞典》［32］对没药原植物和

形态的描述主要引用《新本草纲目》：“属于橄榄科

之蜜儿拉，鐕刻其树，即有一种树脂渗出，干则成

注：A.《本草图经》；B.《本草图谱》；C.《中国药物标本图影》；D.

《中华本草》

图 1 不同历史时期本草所附没药

Fig. 1 Myrrha drawings attached to Chinese medicine book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125



第 28 卷第 10 期
2022年 5 月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Traditional Medical Formulae

Vol. 28，No. 10

May，2022

块，即没药也。形态为形圆不整之块……暖之则柔

软，发清香，投火中不熔，但放淡焰而燃烧，香气甚

烈味苦辛，遇硝酸或盐酸，立变紫色。”该书配套的

《中国药物标本图影》［33］所附没药药材图显示，其呈

不规则颗粒性团块，大小不等，表面黄棕色或红棕

色，部分呈棕黑色，含有树皮杂质，与 2020 年版《中

国药典》没药药材的性状相符，见图 1。1937 年《本

草药品实地之观察》［34］没药项下论述：“其原植物为

橄 榄 科（Burseraceae）之 Commiphora myrrha Engl.

及其同属之各种乔木，产于非洲东北部海岸之山岭

地，当地土人附伤痕与本植物之干部，使其树脂自

然渗出，待其凝固后采集之，此即上商业通称之

Heerabol-Myrrha 是也。”同时该书中记录没药伪品

甚多。1959 年，在《药材资料汇编》［35］中，没药没有

基原学名记载，仅在“科目形态”项下记载：“橄榄科

小乔木（或灌木），高二三尺。枝有尖棘……经切伤

后，油胶脂由伤口渗出，渗出的液体，初呈黄白色，

暴露于空气中，则转呈红棕色，硬块，收集后，供药

用。”上述描述符合没药树 C. myrrha Engl. 的描述。

《中药志》（第三册）［36］收载了没药药材原植物来源

于两大类，一类为没药树，该书记载没药树基原学

名为 C. myrrha Engl.（C. molmol Engl.）；另一类为爱

伦 堡 没 药 树 ，该 书 记 载 基 原 学 名 为 B.

ehrenbergianum Berg.（B. gileadense Kunth.， B.

opobalsammum Kunth.，B. meccaensis Gled.）。《中药

志》还记载了没药树和爱伦堡没药树存在差异，记

载的没药树：“低矮灌木或乔木、高 3 米。树干粗，具

多数不规则尖刺状的粗枝。”而爱伦堡没药树：“早

先用为没药的来源。小形无刺乔木或灌木。”1994

年《中药志》（第五册）［37］对没药来源进行了修订，记

载没药为橄榄科植物没药树及同属植物树干皮部

渗出的油胶树脂，其中没药树基原学名为 C. myrrha

Engl.（C. molmol Engl.）。
1959 年《中药材手册》［38］记载没药“系橄榄科没

药树及其同属植物茎干皮部渗出的油胶树脂，均为

进口”。《全国中草药汇编》［5］记载没药来源“为橄榄

科植物没药树 Commiphora myrrha Engl.［C. molmol

Engl.］及同属他种植物的树干皮部渗出的油胶树

脂”。《新编中药志》［6］记载没药“商品为橄榄科植物

没药树及同属植物树干皮部渗出的油胶树脂……

原植物：没药树别名地丁树，Commiphora myrrha

Engl.”。《中华本草》［7］记载没药来源“为橄榄科植物

没药树及同属植物树干皮部渗出的油胶树脂，没药

树 Commiphora myrrha Engl.［C. molmol Engl.］”，同

时该书中还记载“另有一种称胶质没药，原植物与

上种不同，但品种尚不清楚”。可见近现代以来本

草学家对没药的品种考证基本一致，其植物来源于

没 药 树 及 同 属 植 物 ，没 药 树 有 2 种 基 原 学 名 C.

myrrha Engl. 和 C. molmol Engl.，这与《中药志》描述

一致。《全国中草药汇编》《新编中药志》《中华本草》

3 本书中附有没药植物图，描绘基本一致，见图 1 及

增强出版附加材料，附图中可见没药具多数不规则

尖刺状的粗枝，叶散生或丛生，单叶和三出复叶，柄

短，小叶倒长卵形或倒针披针形，核果卵形。

没药作为国际上广泛使用的药用植物品种，被

多个国家及地区的药典收录，但有关其基原方面的

规定存在一定差异。《台湾中药典》［8］规定没药的基

原为橄榄科植物植物没药树 C. myrrha Engl.和哈地

丁树 C. molmol（Engl.）Engl. ex Tschirch 及同属植

物，《美国药典》［9］则为 C. molmol Engl.及同属植物，

《欧洲药典》［10］规定为 C. molmol Engl. 及同属植物。

目前，国内外期刊文献仅有数篇涉及没药基原报

道。于新兰等［11］通过查阅国内外药品质量标准、植

物学专著和相关文献，对天然没药、胶质没药和穆

库没药的原植物进行考证，得出天然没药原植物主

要为 C. myrrha Engl.、胶质没药原植物主要为 C.

erythraea（Ehrenb.）Engl.的结论。SHAMEEM［39］在

文献中附了原植物、树叶、树脂图，可见其为低矮灌

木，树干粗，树枝具不规则尖刺状，叶散生或丛生，

单叶和三出复叶，柄短，小叶倒长卵形，为地丁树 C.

myrrha Engl. 植物之特征。本课题组在调查过程中

通过产地供应商提供的没药图谱，可以推测出古代

本草中没药图描绘的情景，因没药为进口品种，古

代缺乏摄像技术，未见过原植物，通过他人描述所

描绘的没药失真的原由，见图 2。

综上所述，历代本草明确没药为进口药材，古

代本草文献对没药来源的描述不够明确，难考定其

原植物，但对其树脂形态、色泽、功效的描述却与现

今所用没药药材相似。地丁树或哈地丁树为 2020

图 2 供应商提供的拍摄于肯尼亚的没药原植物

Fig. 2 Original plants of Myrrha photographed in Kenya

provided by supplier

··126



第 28 卷第 10 期
2022年 5 月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Traditional Medical Formulae

Vol. 28，No. 10

May，2022

年版《中国药典》记载的没药正品来源，与其他药典

标准、国内外相关著作及文献等记录的没药基原为

没药属植物存在差异。至今关于没药基原研究的

文献极少，推测因产地因素导致原植物样本难以获

得所致。但民国至今本草、著作、文献等所载没药

的主流来源为橄榄科植物没药树 C. myrrha Engl.树

干皮部渗出的油胶树脂是可以明确的，这与现今没

药市场主要流通的品种为天然没药相符。

3 道地性考证

历代本草典籍均记载没药为进口药材，《海药

本草》《开宝本草》《本草图经》均提到没药“生波斯

国”。产地“波斯”，古时大致是指波斯湾以北、里海

以南、两河流域以东的这片区域，为今伊朗地区所

在，与今没药的产区地理位置相近。《本草图经》［20］

提到没药“生波斯国，今海南诸国及广州或有之”，

记载产地除“波斯”外，还提及“海南诸国”“广州”，

其所云“海南诸国”应指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包

括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推测当

时没药产于非洲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地区，以及肯

尼亚北部，其可以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国，而当时

的“波斯”“海南诸国”“广州”是丝绸之路的货品主

要集散地或必须途经之地，人们误将集散地或途径

之地认为是没药的产地。宋代《诸蕃志》［22］提到没

药“出大食麻啰抹国”，其所记载没药产地“大食”，

是古时用来称谓阿拉伯帝国的，中国史书所记的阿

拉伯除伊朗外，泛指叙利亚及美索不达米亚的一部

分、红海西岸、波斯湾东岸及非洲北部等有阿拉伯

人的地区，其中“麻啰抹国”为当时大食之都会，亦

称麻啰拔国，位于今阿拉伯半岛南部阿曼境内，是

古代东西方船舶、商人会聚之地。因没药主产区位

于非洲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地区，以及肯尼亚北

部，与麻啰抹国地理位置接近，麻啰抹国成为没药

销售的主要集散地或必须途径之地，人们误认为其

是没药产地，《诸蕃志校注》［22］也提出麻啰抹国非没

药产地，其记载“今没药之佳者尚为 Somali 沿岸

Harar附近地方之出产，但从此地或阿剌壁沿岸转贩

至麻啰拔致误会其出产于此国也”。明代起，有关

没药的产地均与前朝文献记载一致，无拓展。至近

现代，基本明确没药原植物分布于非洲东北部海岸

之山岭地及阿拉伯半岛西海滨一带，主产区为索马

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历代典籍中没药药材产

地变迁记载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40-43］。

4 品质评价考证

本草中与没药品质评价相关的记载相对较少，

诸多本草大都提及颜色、大小等相关性状描述，如

《海药本草》［18］记载没药“赤黑色”，《开宝本草》［19］载

其“似安息香，其块大小不定，黑色”，《本草图经》［20］

记载“岁久者，则有膏液流滴在地下，凝结成块，或

大或小，亦类安息香”，《本草品汇精要》［23］“［质］类

安息香。［色］紫黑”。《本草蒙筌》［24］对没药药材的描

述为“黄黑类安息香……逐日结凝成块；大小不侔，

断碎光莹可爱”。《本草原始》［16］记载没药“如琥珀色

者佳”，这与《本草从新》［40］《本草求真》［44］记载“色赤

类琥珀者良”一致。《本草求原》［45］中描述没药“亦树

脂入地所结而成，色黑带赤、明透者良”。赵燏黄在

《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34］中较详细评价了没药优

劣真伪：“查 Myrrha 伪品甚多，不得不辨别之，药肆

之所谓炼没药者……破碎面暗褐色乃至暗赤色，无

香气而有苦味。药肆中尚有一种称为黑香者，是亦

没药之类，较炼没药尤劣，出于非洲及印度……此

恐属于 Bdellium 之橡胶树脂。尚有所谓 Bisabol-

Myrrha 者，亦属于劣品或伪造上品没药（Heerabol-

Myrrha）而用之。此等劣品没药虽通谓 Commiphora

属中各种植物之产品……尚有所谓花没药者，是为

紫铆（紫梗）之别名，与本条之没药无关系也。”近现

代本草文献基于上述本草观点，认为没药商品以块

大、棕红色、香气浓、杂质少者为佳。历代典籍中没

药品质评价记载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40-47］。

5 采收加工炮制

5.1 历代采收时期 没药作为树脂类药材，历代本

草均记载其“采无时”。《本草图经》［20］云：“采无时。”

《诸蕃志》［22］记载：“脂溢于坎中，旬余方取之。”《本

草品汇精要》［23］记载：“［时］生：无时。采：无时。

［收］阴干。”《本草原始》［16］记载：“采无时”。现代药

材标准及文献认为全年均可采收。

5.2 历代加工与炮制方法

5.2.1 净制 没药为树脂类药材，杂有树皮、砂石

等杂质，需进行净制处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48］

提出“去砂石”，《本草纲目》［15］记载了水飞法的加工

操作“或言入丸药，以少酒研如泥，以水飞过，晒干

用”，清代《本草求原》［45］载“酒研水飞，晒干”。《新编

中药志》［6］记载没药收集后除去树皮、砂石等杂质。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虽未明确净制操作，但规定了

没药中杂质和灰分的限量要求［1］。

5.2.2 粉碎 没药常“凝结成块”，《海药本草》［18］即

提出“凡服皆须研烂”的相关要求。研是没药最早

且最常用的方法，《本草图经》《本草纲目》《景岳全

书》《得配本草》等本草中有“研烂”“研细”“研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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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记载。另随着时代变迁，“研”法拓展为“捣

碎”“剁碎”“粉碎”“打碎”“敲碎”“砸碎”“碾”“擂”等

类似炮制方法。历代文献中对加辅料粉碎的炮制

方法记载也较为丰富。《本草纲目》［15］记载：“或言以

灯芯同研则易细。或言以糯米数粒同研，或言以人

指甲二三片同研，或言以乳钵坐热水中乳之，皆易

细。”《炮炙大法》［49］对比古方中加辅料的炮制方法，

提出：“云皆易细，总不如研细和人乳略蒸，再研匀，

晒干，研如飞尘为妙”。《本草蒙筌》［24］提出“箬盛烘

燥，灯草同擂。”《本草从新》［40］记载：“性粘难研，水

飞过，用钵坐热水中，以灯心同研，则易细。”

5.2.3 炒制 至唐代以来，历代本草方书均有没药

生用的记载，现今“没药”规格为净制后的生没药。

明代开始出现炒制法，并沿用至今。炒制法分为清

炒和加辅料炒，《本草原始》［16］中首次提出清炒：“入

丸散，微炒，杀毒、不粘。”本草书籍中对加辅料炒的

炮制方法记载也较为丰富，例如，《傅青主女科》［50］

载“灯心炒”；《医宗金鉴》［51］载“用童便、酒炒”；《本

草求原》［45］载“米粉炒黄酒调”。现今炒没药采用清

炒法，醋没药属于加辅料炒。

5.2.4 去油 古代本草方书对没药“去油”的记载

较为丰富。《傅青主女科》《医宗金鉴》常要求“去油”

“去油净”，但未对具体方法做出说明；《得配本

草》［52］载“箬上烘去油”；《本草求原》［45］载“箬盛焙去

油”；《本草纲目易知录》［53］载“入铁锅，熬焦枯去油”

“以筍籜作箕形，安文火上，焙其油尽”。

5.2.5 其他 除净制、粉碎、炒制、去油等方法外，

古代本草中还记载了没药其他炮制加工方法。如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48］提到“酒煮面糊圆”；《苏沈

良方》［54］提到“用童便五升，无灰酒二升，银器内熬

令厚”；《本草蒙筌》［24］载“倘煎汤液，临熟加调”；《医

宗金鉴》［51］提出“好酒煎服”“老酒调用”。见增强出

版附加材料［48-54］。

5.2.6 醋没药炮制标准溯源 2020 年版《中国药

典》收载了醋没药，其制法为取净没药，照醋炙法炒

至表面光亮。醋的功效较多，如《名医别录》［55］记载

“其主消痈肿，散水气，杀邪毒”；《本草蒙筌》［24］记载

“用醋注肝经且资住痛”。通过上述对没药炮制历

史沿革进行整理，未发现相关本草有明确没药醋制

的记载。推测醋没药为近现代炮制品，只是借鉴了

古代方书中记载的含没药方剂用醋作为辅料和丸、

服用的方法，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48］在含有没药

的方剂中有“醋糊为圆”“醋汤下”的记载；同时，参

考了方书中乳香的炮制方法，如《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48］中乳香醋制方法“乳香，好者，细研，入米醋一

碗，熬令熟香”。

综上所述，作为常用进口中药，没药在我国具

有悠久的应用历史。历代本草书籍关于没药炮制

方法较多，主要有净制、粉碎、炒制等，但醋制法无

相关记载。与唐、宋、明、清时期相比，没药近现代

炮制方法日趋简化，沿用的炮制方法主要为净制、

炒制、炒去油等，基本不用加酒、姜汁、童便等辅料

炮制的方法。现今常用的规格有没药、炒没药、醋

没药。通过查阅文献，结合没药在临床上的广泛应

用，有关没药炮制方法和基原品种之间的相关性研

究报道缺失，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另外，自唐代

以来，记载较多的酒制法现已基本不用，没药具有

散瘀定痛、消肿生肌等作用，而酒能行药势、杀百邪

恶毒气、通血脉等，有必要开展酒制没药的研究，以

拓展该药材的临床应用。

6 结语

历代本草中记载没药主流基原为 C. myrrha，产

地集中在非洲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地区，以及肯尼亚

北部，可全年采收。因多杂有树皮、杂质，须进行净

制，可生用或炒用。醋制为近代新增炮制规格，借鉴

了古代方书中记载的含没药方剂用醋作辅料和丸、服

用的方法，并参考了方书中乳香的炮制方法。根据身

痛逐瘀汤所处朝代并结合现代研究，建议其所含没药

采用 2020年版《中国药典》中净制后的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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