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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马蔺子进行系统本草考证,为该药材质量标准的制订提供参考,也为进一步挖掘其新

的药用功效提供线索。方法:查阅历代本草及中医典籍,比较马蔺子在16个地方标准中质量标准的

差异,从其名称、产地、形态、药性及功用等方面进行本草考证。结果:马蔺子以“蠡实”之名始载于《神

农本草经》,且别名众多,清代以后均以马蔺子作为药名;植物形态描述及绘图表明,马蔺子无混淆品,
且与《中华本草》记述基本一致;古代本草记载产地以河北冀县最为道地,且清代以后全国各地均有出

产;药性方面主要为性温、平,味甘,无毒,归肝、脾、胃、肺经,有清热利湿、解毒消肿、止血的功效。可

治疗小便不利、寒痹湿滞、便血、寒疝、血崩、白带、痈肿等,其外敷还可治疗虫蛇咬伤。结论:通过对马

蔺子进行本草考证,可为国家制定该药材的中药质量标准提供科学依据,为进一步开发其新功效提供

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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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ResearchontheMedicinalHerbsofIrisLacteavar.Ch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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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makeasystematictextualresearchonthemedicinalherbsofIrisLacteavar.Chinensis,soas
toprovideahistoricalreferencefortheformulationofthequalitystandardofthismedicinalmaterial,andalsotopro-
videcluesforfurtherexploringitsnewmedicinalefficacy.Methods:Byconsultingtheancientherbalmedicineand
TCMclassics,thedifferencesofqualitystandardsin16localstandardswerecompared,andtheherbaltextualresearch
wascarriedoutfromtheaspectsofitsname,origin,form,medicineandfunction.Results:ThefruitofIrisLactea
var.ChinensiswasfirstpublishedinShennongsHerbalClassicunderthenameof“LiShi”andhadmanyaliases.Af-
tertheQingDynasty,itwasusedasthedrugname;Thedescriptionanddrawingofplantmorphologyshowedthat
therewasnoadulterantinirisanditwasbasicallyconsistentwiththedescriptioninChineseMateriaMedica;Accord-
ingtotheancientherbalrecords,JixianCounty,HebeiProvinceisthemostauthenticplaceoforiginandhasbeenpro-
ducedalloverthecountrysincetheQingDynasty;Themaindrugpropertiesare“mildinnature,sweetintaste,non-
toxic,belongingtotheliver,spleen,stomachandlungmeridians”.Ithasthefunctionsofclearingawayheatand
dampness,detoxifyinganddetumescence,andhemostasis.Itcanbeusedtotreatadverseurination,coldarthralgia
anddampnessstagnation,bloodystool,coldhernia,bloodavalanche,leucorrhea,carbuncle,etc.itsexternalapplica-
tioncanalsobeusedtotreatinsectandsnakebites.Conclusion:ThetextualresearchonthemedicinalherbofIris
Lacteavar.ChinensiscanprovidescientificbasisforthestatetoformulatethequalitystandardoftraditionalChinese
medicine,andcanalsoprovideimportantreferenceforthefurtherdevelopmentofitsnewefficacy.
Keywords:IrisLacteavar.Chinensis;LiShi;TextualResearchonthisHerb;LocalProcessingSpecifications;Drug
Propertie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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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蔺子首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1],列为中
品,原名蠡实,是鸢尾科植物马蔺IrislacteaPall.
var.chinensisKoidz.的干燥成熟种子,在我国有很悠
久的药用历史[2]。近年来,随着对马蔺子素药理作
用的深入研究,还发现其具有治疗鼻咽癌、食道癌及
肺癌等疾病的作用[3]。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从

1953-2020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并未收载过马
蔺子,但是全国30个地方标准中,有北京、天津、黑
龙江、浙江、辽宁等16个省份的现行版本的地方炮
制规范收录了马蔺子饮片标准[4-19],可见“一品多标”
的问题比较严重。本研究对马蔺子进行本草考证,
以本草文献为主,结合中医药相关典籍,澄清药物品
种基原,并对马蔺子的名称、产地、形态、药性、功用
进行正本清源。旨在规范马蔺子的饮片标准,促进
临床精准用药,保障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

1 中药饮片地方标准中马蔺子的差异

比较马蔺子的16个地方标准中的各项内容,除
了用法用量和贮藏基本无差异外,其他项目均有差
异:①植物来源及药用部位方面有两种观点,一是鸢
尾科植物Irisensata Thunb.,一是茄 科 植 物Iris

lacteaPall.var.chinensis(Fisch)Koidz;②别名方面,
仅浙江标准中,收录别名“蠡实”;③产地方面,马蔺
子全国各地广布,有的标准根据自己的地域进行划
分,有所侧重;④性状方面,关于马蔺子的具体描述
有所参差,有的比较笼统概括,有的因为其植物来源
不同形态描述也有不同;⑤性味方面,大部分认同马
蔺子“味甘,性平”,但也有不同观点认为其味“苦”
“辛”,性“温”;⑥归经方面,有的地方炮制规范无归
经内容,其他有归经记载的情况,普遍认可归“脾、胃
经”,天津地区认为应入“肝经、大肠经”,北京、浙江
等7个省份认为应入“肺经”;⑦功用方面,马蔺子均
有“清热、利湿、止血、解毒”的功效,但在“利尿、凉
血、消肿、驱虫”方面存在争议,主治争议在于“小便
不利、便血、蛇虫咬伤、痈肿、寒疝、血崩、白带”。

综上分析,从中药饮片标准的视角,马蔺子作为
多地方标准收载的饮片品种,其标准内容从品种来
源、形状形态,尤其是临床应用的医学标准类内容方
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中药饮片马蔺子地方标
准的准确性、规范性就存在较大问题,其标准的法律
效力也受到了相应影响。

2 本草考证

2.1 名称考证
汉代《神农本草经》首次以“蠡实”为马蔺子的药

用名称进行收载,称其“一名剧草,一名三坚,一名豕
首”。唐代《新修本草》中,“马蔺子”首次作为别名出

现,五代《日华子本草》云:“马蔺,治妇人血气……”,
首次出现以“马蔺”为药名,此后宋、明两代,还是主
要以“蠡实”为药用名。清代《本草备要》开始以“马
蔺子”作为药用正名,沿用至今。此外马蔺子的别名
在历代演变中,变化多、数量多,推测是马蔺子的生
长地域较为广泛的原因。综上,该药以“蠡实”为名
首载于东汉《本经》,一直沿用至明代;“马蔺子”“马
蔺”作为别名首次出现于唐代《新修本草》。清代至
今,“马蔺子”一直作为药用正名使用。详见表1。

表1 马蔺子的药用名称的演变情况

年代 药用名称 别名 出处

汉代 蠡实 剧草、三坚、豕首 《神农本草经》
魏晋 蠡实 荔实 《名医别录》[20]

唐 蠡实 马蔺子、荔、马薤、马蔺 《新修本草》[21]

五代 马蔺 《日华子本草》[22]

宋 蠡实 剧草、三坚、豕首、荔实 《开宝本草》[23]

宋 蠡实 马楝子 《图经本草》[24]

宋 蠡实 荔实、剧草、三坚、豕首 《证类本草》[25]

宋 蠡实 马蔺子 《绍兴本草校注》[26]

明 蠡实 旱蒲、豚耳 《本草品汇精要》[27]

明 蠡实 荓、荔草、马帚、铁扫帚 《本草纲目》[28]

清 马蔺子 蠡实 《本草备要》[29]

清 蠡实 马蔺、荔挺、马楝子、马薤 《植物名实图考》[30]

2.2 基原形态考证
关于马蔺子的形态描述,最早记载于我国宋代

的《图经本草》:“叶似薤而长厚,三月开紫碧花,五月
结实作角,子如麻大而赤色有棱,根细长通黄色,人
取以为刷。”并附药图,明确其为冀州蠡实。同时期
的《证类本草》《绍兴本草校注》的文字描述及药图与
之相同。明代《本草品汇精要》对中药的形态记载更
为详尽,此处描述的“质”与之前记载“类麻子而肥
圆”的说法基本一致;增加了味道“臭朽”的描述;但
此处记载“色赤黑”与之前的“赤色有棱”有分歧,并
附有冀州蠡实图。《本草纲目》述其特征∶“蠡草生
荒野中,就地丛生,一本二三十茎,苗高三四尺,叶中
抽茎,开花结实。”清代的马蔺子在《本草备要》的记
载是“丛生,叶似薤而长厚……”,与《图经本草》描述
一致,《植物名实图考》记载“其叶可绳,其实可药,其
根可刷”,且所附的药图也与之前为同一植物。从上
述的分布、生境和形态特征并对照各本草蠡实的附
图,即是现今广泛药用的马蔺。具体见图1。
2.3 产地考证

产地方面,《本经》载:“生川谷。”《名医别录》载:
“生河东。”唐朝《新修本草》及宋朝《开宝本草》《嘉祐
本草》均记载为“生河东川谷”,即今山西境内,黄河
以东[31]。至宋代《图经本草》的产地记载较为详细:
“今陕西诸郡及鼎、澧州亦有之,近汴尤多。”即今河
南陕县以西及湖南常德、湖南澧县,靠近河南一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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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马蔺子的植物形态考证图谱

产;《图经本草》又记载“此物河北平泽率生之,江东
颇多,种于堦庭”,即马蔺子最初生长在河北,这里的
江东应为皖南、赣东、江宁府等地,也就是如今的安
徽、江西、江苏等地,并附马蔺子“冀州蠡实”图样,冀
州即指今河北省冀县。明代《本草品汇精要》首次记
载马蔺子的道地产地,即“今河北省冀县”。《本草纲
目》载:“蠡草生荒野中,就地丛生”,即蠡草长于荒野
中,就地成丛生长。综上考证,马蔺子的产地以今河
北省冀县最为道地。
2.4 药性考证

最早关于马蔺子性味记载的是汉代的《神农本

草经》,称其味“甘”、性“平”。《名医别录》第一次提
出马蔺子性“温”,并且第一次提出马蔺子“无毒”。
此后,除了明代《本草汇言》认为马蔺子性“寒”外,其
性味“甘、平、温,无毒”基本得到了历代主流本草医
家的认可。

在归经方面,通过梳理发现,最早在《得配本草》
中关于马蔺子归经的记载为“入阳明经血分”;《本草
再新》有了明确的归“脾、肺”二经的记载;到了现代,
《中华本草》有了马蔺子归“肝、脾、胃、肺”的记载。
马蔺子药性在历代本草中的演变情况,见表2。
2.5 功用考证

《神农本草经》中马蔺子主皮肤寒热,病在表,风
寒湿痹是指风寒湿等外邪侵袭人体肌肉、筋骨、关

表2 马蔺子药性在历代本草的演变情况

年代 归经 性 味 出处

汉代 平 甘 《神农本草经》
南北朝 温 无毒 《名医别录》

唐 温、平 甘,无毒 《新修本草》
宋 温、平 甘,无毒 《开宝本草》
宋 大温 《本草图经》
明 温、缓 甘 《本草品汇精要》
明 平 甘,无毒 《本草纲目》
明 寒、平 甘,无毒 《本草汇言》[32]

清 入阳明经血分 平 辛 《得配本草》[33]

清 入脾、肺二经 《本草再新》
现代 归肝、脾、胃、肺经 平 甘 《中华本草》

节,痹阻经络,气血运行不畅所致,病在里,马蔺子即
有宜宣通脉络之功也;其主胃中热结,及《名医别录》
之止烦满、利二便,花叶之去白浊,治喉痹,马蔺子即
有泄降结滞之效也。因此,唐以前,马蔺子功用皆有
清热利湿之意,即功用主要为“清热利湿,利二便”。

唐宋时期,功用有了变化和发展,唐代《新修本
草》言其能“止血疗伤、解毒消肿”;五代《日华子本
草》所载内容较多,且首开治疗妇科崩中带下、敷蛇
咬、解酒毒、治黄病及止鼻洪吐血之说;但是宋朝时
期,《日华子》中的新增功效并没有得以延续下去,主
要是对《新修本草》的沿袭,可见唐宋时期马蔺子功
用以“止血疗伤、解毒消肿”为主。

明清时期,马蔺子的功用有了较为全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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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本草纲目》第一次提出“治疝痛、消、水痢”的功
用。清朝本草医家开始对《日华子》治疗妇科疾病的
功用有了继承,《本草备要》《本草易读》均载有治疗
崩中、带下的功用。可见明清时期马蔺子的功用为
“清热利湿、止血、解毒消肿,治寒疝,消水痢”。马蔺
子功用在历代本草中的演变情况,见表3。

表3 马蔺子功用在历代本草中的演变情况

年代 出处 功用

汉代 《神农本草经》
主皮肤寒热,胃中热气,风寒湿痹,坚筋

骨,人嗜食,久服轻身

汉末 《名医别录》 止心烦满,利大小便,长肌肤肥大

唐 《新修本草》 子疗金疮血内流、痈肿等病

五代 《日华子本草》

治妇人血气烦闷,产后血晕并经脉不

止,崩中,带下,消一切疮疖肿毒,止鼻

洪吐血,通小肠,消酒毒,治黄病,敷蛇

咬,杀蕈毒

北宋 《开宝本草》 子疗金疮血内流,痈肿等病

明 《本草品汇精要》 坚筋骨,利大小便

明 《本草纲目》 治小腹疝痛,腹内冷积,水痢诸病

清 《本草备要》
泻湿热,解毒。治寒疝喉痹,痈肿创疖,
妇人血气烦闷,血晕崩带,利大小肠

清 《本草易读》[34]

治寒疝,消水痢,平痈肿,愈创疖。利大

小肠,止吐衄血。除妇人血气烦闷,调
妇科产后血晕。经脉不止之疾,崩中带

下之

  综上,马蔺子的药性为“性平,味甘,无毒,归肝、
脾、胃、肺经”,功用为清热利湿、解毒消肿、止血。治
疗小便不利、寒痹湿滞、便血、寒疝、血崩、白带、痈肿
等,其外敷还可治疗虫蛇咬伤。

3 结语

马蔺子以“蠡实”为药名首载于《神农本草经》,
且别名众多,清代以后统一以“马蔺子”为药名;马蔺
子的植物形态为“叶似薤而长厚,三月开紫碧花,五
月结实作角,子如麻大而赤色有棱,根细长通黄色,
人取以为刷”。从古至今,产地逐步扩大,清代以后,
全国大部分均有出产,其中以河北省冀县最为道地;
药性为“性温、平,味甘,无毒,归肝、脾、胃、肺经”,功
用为清热利湿、解毒消肿、止血。治疗小便不利、寒
痹湿滞、便血、寒疝、血崩、白带、痈肿等,其外敷还可
治疗虫蛇咬伤。本研究对马蔺子进行本草考证,可
为国家制定该药材的中药质量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也可为进一步开发其新功效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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