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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名方中桑类药材的本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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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查阅历代本草、医籍、方书等古代资料，笔者结合现代文献对桑类药材（桑叶、桑白皮、桑枝、桑椹）的名称、基

原、产地、质量评价、采收加工及炮制方法等进行全面梳理和综合考证，为含该类药材经典名方的开发提供依据。经考证可知，

桑叶、桑白皮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桑枝入药始载于《近效方》，桑椹入药始载于《新修本草》。唐以前，本草书籍记载桑有

山桑与女桑之分；自唐代以后，桑类药材基原有白桑、鸡桑、山桑等，经考证，历代主流基原品种为鸡桑 Morus australis、桑

M. alba 及其栽培变种；近现代以来相关资料及历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桑类药材正品基原均为桑科植物桑 M. alba。

古代时桑树产地随桑蚕业的发展而变迁，从宋代起桑树被广泛种植；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生长最多；近代主产于江苏、浙江、安

徽、湖南等地。近几年，由于“东蚕西移”等相关政策及战略，桑蚕养殖业的中心逐渐向西部转移。关于桑类药材的质量评价和

采收加工，桑叶药材古今记载大多一致，为经霜后采收，除去杂质晒干，质量以叶大而厚、黄绿色、握之刺手且经霜者为佳；桑白

皮的采收时期古今记载略有差异，古籍记载其一年四季均可采收，现代多为秋末至次春时期采收，加工方法有除去泥土及须

根，刮去黄棕色粗皮，剥取白皮，晒干，质量以色白、皮厚、质柔韧、无粗皮、粉性足者为佳。关于桑枝和桑椹的采收加工和质量

评价，历代本草书籍中有关记载较少，综合现代文献所述，桑枝多在春末夏初采收，去叶，略晒，趁鲜切片，晒干，质量以枝细质

嫩、断面黄白色者为佳。桑椹为 4—6 月果实变红时采收，晒干，或略蒸后晒干，以个大、色暗紫、质油润、肉厚者为佳。桑类药

材炮制方法较多，古籍记载桑叶有炒法、焙法、烧法、炙法、蒸法等，现代有蜜炙法，但多数为生品入药；古代本草中桑白皮有烧

制法、焙制法、炒制法，蜜炙法等，现代有清炒法和蜜炙法，多以生品入药；古籍记载桑枝有切制、炒制法，现代可分为切制、炒

制、酒制、麸制；桑椹炮制方法古今一致，多为净制后晒干或蒸后晒干。基于考证结果，建议经典名方中所用桑类药材可选取桑

科植物桑 M. alba，根据方义主治选用合适的药用部位及炮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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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of Sang（Mori Folium，Mori Cortex，Mori Ramulus，Mori Fructus）in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containing medicinal materials of Sang.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Mori Folium and Mori Cortex were first used as medicines in Shengnong

Bencaojing ，Mori Ramulus was first used as medicine in Jinxiaofang，and Mori Fructus was first used as

medicine in Xinxiu Bencao. Before the Tang dynasty，there were Nyusang and Shansang. Since Tang dynasty，

there were many sources of medicinal materials of Sang， including Baisang（Morus alba）， Jisang（M.

australis），Shansang（M. mongolica），etc. According to textual research，the mainstream varieties were M.

australis，M. alba and their cultivated varieties. In modern times，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M. alba is the original base. In ancient times，the origin of mulberry chang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ericulture，mulberry has been widely planted since the Song dynast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mulberry has been planted most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In modern times，they are mainly produced

in Jiangsu，Zhejiang，Anhui，Hunan and other places. In recent years，due to the related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such as "moving silkworms from east to west"，the center of silkworm breeding has gradually transferred to the

west. As for the quality evaluation and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of mulberry medicinal materials，Most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records of Mori Folium are the same. They are harvested after frost，and dried after

removing impurities. The quality is better when the leaves are large and thick，yellowish green，holding prickly

hands and undergoing frost. The harvesting period of Mori Cortex is slightly different in ancient and modern

records. Ancient books record that it can be harvested all the year round，but in modern times，it is mostly

harvested from late autumn to the next spring. The processing methods include removing soil and fibrous roots，

scraping off yellow-brown rough skin，peeling off white skin and drying in the sun. The quality is better when

they are white，thick，flexible，free of rough skin and full of powder. There are few records about the collection，

processing and quality evaluation of Mori Ramulus and Mori Fructus in ancient Chinese herbal books. According

to modern literature，Mori Ramulus is usually collected in late spring and early summer，with leaves removed，

slightly dried，sliced while fresh，and dried in the sun. The best quality of Mori Ramulus is fine and tender with

the yellow and white section. Mori Fructus is harvested from April to June when the fruit turns red，and dried in

the sun，or slightly steamed and dried in the sun，and it is better to be big，dark purple，oily and thick. There are

many processing methods of mulberry medicinal materials. Ancient books record stir frying，baking，burning

and steaming of Mori Folium，in modern times，there is honey-roasted method，but most of them are used as

raw products. In ancient materia medica，Mori Cortex has firing method，baking method，stir-frying method，

honey-fried method，etc. In modern times，there are stir-fried and honey-fried methods，and most of them are

used as raw products. Ancient books record that Mori Ramulus has cutting and frying methods，while modern

ones have cutting，frying，wine-processed and bran-processed methods. Processing methods of Mori Fructus are

consistent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and they are mostly dried after being cleaned or steam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it is suggested that M. alba should be selected as mulberry medicinal materials in the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and appropriate medicinal parts and processing methods can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indications of the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Keywords］］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Mori Folium；Mori Cortex；Mori Ramulus；Mori Fructus；

herbal textual research；quality evaluation

桑源药材桑叶、桑白皮、桑枝、桑椹均为我国传

统中药材，202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

简 称《中 国 药 典》）［1］规 定 其 分 别 为 桑 科 植 物 桑

Morus alba 的干燥叶、干燥根皮、干燥嫩枝、干燥果

穗。来源于桑的不同部位的桑类药材性味、功效各

异。在《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中，包含桑类

药材的经典名方总共 10 首，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其中包含桑白皮药材的方剂 6 首，但不同处方中桑

白皮的炮制方法（细锉炒黄、炙）及处方用名（桑白

皮、桑皮）等有所不同；包含桑叶药材的方剂 3 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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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叶与冬桑叶之分；包含桑枝药材的方剂 1 首。此

外，尚有不少包含桑类药材的其他经典名方，如《圣济

总录》中的夜合枝酝酒，《集验良方》中的桑椹丸等。

目前已有桑类药材的本草考证大多是关于桑

白皮的［2-4］，有关桑叶、桑枝、桑椹的考证甚少，且多

针对单个药材讨论，但桑叶、桑白皮、桑枝、桑椹属

同源异效药材，四者在历代本草文献中的记载虽分

列在不同条下，但在基原、产地等方面相互关联。

因此，笔者拟按历史发展脉络对桑类药材的基原、

产地、质量评价、采收加工及炮制方法进行考证，并

对其近现代学名的变化加以详细的论述，梳理历史

演变过程 ，为含桑源药材经典名方的开发奠定

基础。

1 名称考证

明代《本草纲目》［5］记载：“徐锴《说文解字》云：

叒，音若，东方自然神木之名，其字象形。桑乃蚕所

食，异于东方自然之神木，故加木于叒下而别之”。

“叒”为象形字，3 个“又”字的组合如树叶重叠的形

状，为古代神话中神树的名字，而作为蚕食物来源

的桑树，与神树不同，所以于“叒”字下面加一“木”

字与神树相区别。“桑”之名由此得来。

桑叶入药始见于《神农本草经》［6］，并以桑叶为

正名，后世皆沿用此名称。《百草镜》载：“须大雪压

过，次日雪晴采下，线穿悬户阴干，其色多青黑色，

风吹作铁器声，故名铁扇子”，因而又有别名铁扇

子［7］。另有按照其采收时间记载别名为霜桑叶、冬

桑叶等。桑白皮最早以桑根白皮记载于《神农本草

经》［6］，后多数本草均沿用此名称。其正名为桑白

皮，桑白皮最早可见于《日华子本草》［8］，又有别名为

桑皮（《食疗本草》［9］），白桑皮（《山西中药志》）［10］，马

领、伏蛇（《本草纲目》［5］载：“古本草言桑根见地上者

名马领，有毒杀人。旁行出土者名伏蛇，亦有毒而

治心痛。”），伏蛇皮（《药材资料汇编》［11］）。桑枝入

药始载于《近效方》：“桑条二两，用大秤七两，一物

细切如豆，以水一大升，煎取三大合。”依据其形态

特征称之为桑条［12］。正式以桑枝一名单独作为药

材收载于《本草纲目》［5］。桑枝以质嫩者为佳，故又

名嫩桑枝、童桑枝。《常用中药名辨》［13］记载有少数

地区（如广东）习惯以桑的老枝入药，因此别名为老

桑枝。另有别名为家桑枝（《日华子本草》［8］）、荆桑

枝（《农书》）［14］。桑椹入药始载于《新修本草》［15］，名

桑椹，其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秦汉时期《尔雅·释木

第十四》［16］“桑辨有葚”，《尔雅注疏》［17］对其解释为

“辨，半也，葚与椹同。”“葚”和“椹”均从“甚”演变而

来，“甚”有密集之意，因桑树果实为聚花果穗，由多

数小瘦果集合而成，故名桑椹。其别名有乌椹（《本

草衍义》［18］）、桑椹子（《滇南本草》［19］）、黑椹（《本草

蒙筌》［20］）、桑枣（《生草药性备要》［21］）、桑果（《江苏

省植物药材志》［22］）和桑子（《药材学》［23］）。
2 基原考证

2.1 唐代以前 《尔雅·释木第十四》［16］曰：“桑辨有

葚，栀。女桑，桋桑……檿桑，山桑。”《尔雅注疏》［17］

云：“辨，半也，葚与椹同。一半有葚，半无，名曰

栀……檿桑丝中琴瑟，皆材之美者也，他木鲜及

焉。”记载桑树有结实与不结实之分，即此时已有桑

为雌雄异株植物的记载。且提出桑有桋桑和檿桑

之分。桋桑即女桑，《说文解字》［24］云：“桋，赤栜也。

从木夷声。《诗》曰：隰有杞桋。”“桋”又称“赤栜”，生

长于低湿的地方。文中记载桋桑（女桑）树形较小，

枝条较长。檿桑即为山桑，《说文解字》［24］云：“檿，

山桑也，从木厌声。”《周礼·考工记·弓人》［25］载：“凡

取干之道七：柘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檿桑（山

桑）因木质坚韧，古代常用来制作弓箭，其桑叶饲蚕

所吐之丝可作琴弦。桑白皮和桑叶入药始载于《神

农本草经》，其桑根白皮项下［6］载：“桑根白皮，味甘，

寒。主伤中……叶主除寒热，出汗。生山谷。”对桑

白皮及桑叶的功效主治进行了描述。在《名医别

录》［26］中，桑根白皮项下记载：“去肺中水气，唾血热

渴，水肿腹满胪胀……采无时。出土上者杀人。”记

载了桑白皮的药用功效和采收时期，且说明生长出

地面的桑白皮不可入药。《本草经集注》［27］桑根白皮

项下记载：“东行桑根乃易得，而江边多出土，不可

轻信。”说明生长在江边的桑根大多露出地面，具有

毒性，不可入药。

2.2 唐宋时期 《新修本草》［15］桑根白皮项下记载：

“桑椹，味甘，寒，无毒。单食，主消渴。”首次记载了

以桑椹入药。《本草拾遗》［28］桑叶项下记载：“叶桠者

名鸡桑，最堪入用。”“桠”为分裂之意，可能是叶分

裂 似 鸡 爪 才 称 为 鸡 桑 ，入 药 最 佳 。 与 今 鸡 桑

M. australis 叶为 3~5 裂叶形态比较相符。《本草图

经》［29］桑根白皮项下记载了以桑枝入药：“本方云桑

枝，平，不冷不热，可以常服。”文中附有桑图，可见

桑树树干粗壮，枝条较长，叶片互生，呈卵形或广卵

形，网状叶脉，基部近心形，顶端尖，结有果实，果实

呈椭圆形，长度稍短，见图 1。为追溯桑类药材的品

种正源，对《中国植物志》［30］桑属的 11 个桑种植物进

行筛查，并列出主要植物特征，根据图中所绘桑树

形态，结合现代桑种特征，推测其可能为桑 M. al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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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综上分析，唐以前记载桑有

女桑和山桑之分，其中树形较小而枝条较长的为女

桑；山桑木质坚硬，可制弓弩，其桑叶饲蚕所吐之丝

可作琴弦。

2.3 明清时期 《救荒本草》［31］桑椹树项下记载：

“旧不载所出州土，今处处有之。其叶饲蚕，结实为

桑椹，有黑白两种，桑之精英尽在于椹……叶桠者

名鸡桑，最堪入药。”记载桑椹有黑白 2 种，现代可结

白色果实的桑树不止 1 种，如鲁桑、华桑、奶桑、川

桑。《救荒本草》描述了不同品种桑，但其所附桑椹

树图树干细长，叶片较小呈宽卵形且无分裂，桑果

穗短小呈椭圆形，与今桑 M. alba 形态相似，并未见

鸡桑图，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本草品汇精要》［32］

桑根白皮项下记载：“［名］栀（树半无椹），女桑，山

桑，家桑，鸡桑（叶桠者）……遍体风痒干燥风气，四

肢拘挛，上气眼晕，肺气咳嗽，消食利小便。久服轻

身，聪明耳目，令人光泽，兼疗口干”。记载了桑有

女桑、山桑、家桑与鸡桑，并沿用了《本草图经》对桑

树的形态描写。《本草蒙筌》［20］桑根白皮项下记载：

“山谷出少，家园植多。山桑质坚……凡入剂中，须

觅家者。”提及桑有野生和家种，即山桑和家桑，山

桑木质坚硬用于盖房，家桑气味较浓可做药用。万

卷楼版本所附桑图中桑叶细长，基部楔形，顶端较

尖，有 5 裂叶，形似鸡爪，与今鸡桑 M. australis 形态

相似，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本草纲目》［5］桑项下记载：“桑有数种：有白桑，

叶大如掌而厚……桑生黄衣，谓之金桑，其木必将

槁矣。”李时珍总结了前人对桑原植物的记载，提出

桑有白桑、鸡桑、子桑、山桑等品种，且描述了不同

品种桑植物形态的差异。参照《中国植物志》［30］，发

现其中“女桑，桑矮而叶肥”与“白桑，叶大如掌而

厚”应同为桑 M. alba。“鸡桑，叶花而薄”与鸡桑

M. australis 相符；“山桑，叶尖而长”，根据筛选推

测，与山桑组中蒙桑 M. mongolica 叶片椭圆状卵形，

长 8~15 cm，宽 5~8 cm，先端尾尖相似，有学者考证

认 为 其 为 尾 叶 蒙 桑 M. mongolica var.

longicaudata［33］。尾叶蒙桑是蒙桑的 1 个变种，此种

主要分布于广西地区，而蒙桑广泛分布于我国黑龙

江、吉林、青海、安徽、江苏、云南等地。根据其性状

结合分布情况，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古代本草中所述

山桑为现代山桑组的蒙桑 M. mongolica；“子桑，先

椹而后叶”与现代果桑比较相近。所载“桑生黄

衣……其木必将槁矣。”黄衣是生长于桑树上的一

种真菌，即桑黄，桑黄的产生容易导致桑树枯萎。

所附桑图中有 2 种桑树，其叶子形态明显不同，其中

一 种 叶 子 多 有 分 裂 ，基 部 为 楔 形 ，与 鸡 桑

M. australis 特征相符，另一桑树结有桑椹，其椹果

短小呈椭圆形，叶互生，叶片呈卵形，基部钝圆，先

端渐尖，推测可能为桑 M. alba，见图 1。《本草原

始》［34］桑根白皮项下引《本草纲目》：“旧不载所出州

土。今处处有之。有数种……子桑先椹而后叶。

山桑叶尖而长。”所附图中桑叶形态清晰，基部近心

形，边缘有粗锯齿，椹果椭圆形，与桑 M. alba 形态相

似，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本草乘雅半偈》［35］提及

注：A.《本草图经》桑；B.《本草纲目》桑；C.《植物学大辞典》桑；D1.《本草图谱》山桑；D2.《本草图谱》白桑；D3.《本草图谱》鸡桑；D4.《本

草图谱》女桑

图 1 历代本草中所附桑

Fig. 1 Mulberry painted in ancient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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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磐对于桑的植物形态描述：“王磐曰：桑种甚多，

不可遍举……鲁为地桑，而有压条之法，传转无穷，

是亦可久远也。”记载桑树种类较多，广为人知的是

荆桑和鲁桑。荆桑桑椹较多，叶薄且尖，枝干和条

叶坚劲，根比鲁桑的牢固并且心实，与现代华桑

M. cathayana 特征相仿；鲁桑桑椹较少，叶子圆且多

汁，枝干条叶比较茂盛，与现代鲁桑 M. alba var.

multicaulis 特征类似。此外，《本草乘雅半偈》又介

绍了栽种方法，荆桑宜为树（为乔木），可以用鲁桑

条嫁接，使叶更为盛茂；鲁桑为地桑（为灌木），可以

用枝条栽种。

清代《本草崇原》［36］记载：“桑处处有之，而江浙

独盛。二月发叶……蚕食桑精，叶丝如银，盖得阳

明金精之气。”记载桑各处均有分布，江浙一带最

多，并说明原植物为白桑。《植物名实图考》［37］记载：

“桑，《本经》中品，尔雅女桑、桋桑。注，今俗呼桑树

小而条长者为女桑树……桑枝、根、白皮、皮中汁、

霜后叶及葚耳、鲜花、柴灰、螙虫皆入药。”记载其植

物来源有女桑与山桑，“桑矮而叶肥”可能指现代的

桑 M. alba。其所附桑图形态清晰，叶片宽卵形，有

网状叶脉，基部为圆形或近心形，先端渐尖，叶片边

缘呈锯齿状，桑椹长圆形，其形态特征与现代植物

桑 M. alba相似，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记载桑类药材的原植物有

山桑、白桑、鸡桑等。其中，山桑叶尖而长；白桑叶大

如掌而厚；鸡桑叶花而薄；子桑先椹而后叶；荆桑多

椹，叶薄而尖，其边有瓣，枝干条叶坚劲；鲁桑少椹，

叶圆厚而多津，枝干条叶丰腴；女桑桑木小而条长，

桑矮而叶肥。经考证后认为白桑和女桑均为桑

M. alba，山桑、鸡桑、荆桑、鲁桑分别为现代蒙桑

M. mongolica、鸡桑 M. australis、华桑 M. cathayana 和

鲁桑 M. alba var. multicaulis。由此可见，此时期桑类

药材的基原有多种，从历代所载植物形态及其附图，

结合现代桑种特征比较，其主流品种应为桑 M. alba。

2.4 近代以来 桑属的分类情况随时代变迁而变

化，桑属分类起源于 Species Plantarum［38］，其中将桑

属分为白桑、黑桑、红桑、鞑靼桑、印度桑 5 个桑种；
1842 年毛利奇（Giuseppe Moretti）将桑属分为 10 个

种；1855 年法国施林奇（Nicolas Charles Seringe）将
桑 属分为 8 个 种 19 个 变种；1873 年 法国 布油 劳

（Louis Édouard Bureau）将 其 分 为 6 种 19 个 变 种

12 个亚种；1917 年日本小泉源一进一步将桑属分为

24 个种 1 个变种，1931 年又更改为 30 个种 10 个变

种［39］。1937 年陈嵘在《中国树木分类学》［40］中将桑

属分为 5 个种 7 个变种；之后胡先骕［41］又将桑属分

为 8个种；1959 年我国分类学家正式开始编写《中国

植物志》［30］，并将桑属分为桑组和山桑组，共有 11 个

种 13 个变种，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近代不少学者

对 桑 做 了 考 订 ，涉 及 M. alba L.，M. atropurpurea

Roxb.，M. alba Linn. var. atropurpurea（Roxb）Bur.

共 3 个 拉 丁 学 名 。 M. alba L. 一 词 首 次 出 现 在

Species Plantarum［38］中。 1832 年 William Roxburgh

将桑的拉丁学名订为 M. atropurpurea Roxb.。之后

1873 年 瑞 士 植 物 学 家 德 堪 多 父 子 先 后 主 编 的

Prodromus Systematis Naturalis Regni Vegetabilis［42］

中认为，M. atropurpurea Roxb. 实为 M. alba L. 的变

种 ，并将其更正为 M. alba Linn. var. atropurpurea

（Roxb）Bur.，如今该学名已合并于 M. alba L. 之中。

此 后 1881 年 的 Early European researches into the

Flora of China［43］、1887 年《亨 利 氏 中 国 植 物 名

录》［44］、1911 年《中药植物王国》［45］中均记载桑的拉

丁学名为 M. alba L.，1871 年 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Materia Medica and Natural History of China［46］

和文献［45］中介绍了桑树的品种和桑类药材的功

效，文献［46］中提到桑树在中国种植广泛，可见到

印度桑、广东桑、红果桑，而白桑和荆桑是比较流行

的品种。文献［45］中记载南方的桑树叶子多是圆

的，而北方多为浅裂叶，桑的品种较多，有白桑、鲁

桑、鸡桑等，檿桑可能与山桑相同，为印度桑。桑树

所结果实称为“葚”，1066 年以“桑葚子”的名字进入

商业市场，1065 年被制作为桑椹膏，以药物的形式

进行储存。桑根白皮也可入药，具有滋补功效，用

于虚弱、月经过多、肺结核和各种消耗性疾病等，而

长出地面的桑根有毒。从以浆果为食的鸡鸭粪便

中获取的种子，长出的桑叶更多，所结果实较少，因

此更适合养蚕。

1844 年《本草图谱》［47］中描绘了山桑、白桑、鸡

桑、女桑的外观形态，见图 1，并于 1915 年增补了拉

丁学名，山桑拉丁学名记载为 M. bombicis Koidz.，

该学名由日本植物学家小泉源一在 1915 年首次发

表于 Botanical Magazine，现今 M. bombicis Koidz.在

《中国植物志》中已被合并于鸡桑 M. australis Poir.

中。1915 年大沼宏平等考订增补版《本草图谱》［48］

中记载鸡桑和女桑的拉丁学名均为 M. bombicis

Koidz. forma。白桑拉丁学名记载为 M. multicaulis

Perr.，该学名在 1824 年由 George Samuel Perrottet 发

表在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Linnéenne de Paris，订

为鲁桑的拉丁学名，1838年 John Claudius Loudon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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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oretum et Fruticetum Britannicum 中将该学名修

订为 M. alba Linn. var. Multicaulis（Perrott.）Lond.，

现今鲁桑已明确为白桑的变种。1918 年《植物学大

辞典》［49］明确桑为桑科桑属植物，记载拉丁学名为

M. alba L.，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1］记载一致。所

绘桑图叶片呈卵形，边缘有锯齿，花小，穗状花序，

雌花与雄花异株，果实长椭圆形，与桑 M. alba L. 形

态一致，见图 1。1933 年《新本草纲目》［50］记载桑白

皮属于桑科之鸡桑，剥去根之外皮，而取其白色之

嫩皮用之；桑叶属于桑科山桑之叶；桑椹属于桑科

之山桑所结之果实。

1935 年《中国药学大辞典》［51］与《新本草纲目》

记载基本一致：“［桑枝］柔枝。外国名词：Morus

alba L.（拉丁）基本：系桑科桑属之嫩枝……［桑白

皮］基本：属桑科为鸡桑之嫩根白皮。”《中国药学大

辞典》中记载桑椹和桑叶原植物为山桑，桑白皮原

植物为鸡桑。但所附桑图与《植物学大辞典》的桑

图完全一致，其中所描绘的桑与现代植物桑 M. alba

L. 相似，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其配套彩图集《中

国药物标本图影》［52］附有桑叶、桑枝、桑白皮的药材

彩图和桑树图，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1955 年《中

国药用植物志》［53］记载了桑树的整体外形并详细描

述了桑枝、桑芽、桑叶的植物形态特征。同时，记载

了 2 个拉丁学名，其中 M. alba Linn. 为桑科桑属植

物桑，M. indica Linn. 为分布在印度的 1 个桑种。

1959 年版《中药志》［54］明确指出桑叶、桑椹、桑白皮

的原植物为桑科植物桑 M. alba L.，与 2020 年版《中

国药典》［1］记载一致。1959 年版《药材资料汇编》［11］

记载：“科目形态：桑科落叶乔木。叶卵形或广椭圆

形……初青逐红，熟呈紫黑色。果与枝叶均入药。”

记载了桑树叶、花、果实等植物形态，与桑 M. alba L.

一致。1960 年《中国药用植物图鉴》［55］记载：“桑，别

名家桑。形态：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多数小瘦果

密集形成假果——桑椹，肉质，长 1~2.5 厘米，成熟

时为暗紫色或近黑色，也有白色的。”所附桑图形态

清晰，且图下注明了其拉丁学名 M. alba L.，见增强

出版附加材料。1963 年《药材学》［23］记载了桑白皮、

桑枝、桑叶、桑椹的原植物均为桑科植物桑 M. alba

L.。并附有桑树原植物形态图，见增强出版附加材

料。1975 年《全国中草药汇编》［56］记载桑白皮的基

原为桑科桑属植物桑 M. alba L. 的根部内皮，桑枝、

桑椹和桑叶分别为桑的嫩枝、果序和叶片。此后的

《中国药材学》［57］《现代中药材商品通鉴》［58］《新编中

药 志》［59］等 现 代 文 献 、1963—2020 年 版《中 国 药

典》［1，60-68］均沿用记载，将桑 M. alba L.作为桑类药材

的正品基原。详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23，43-59，69-71］。

综上所述，古代本草文献中所载桑类药材原植

物有女桑、山桑、白桑等。为考察桑类药材基原，对

《中国植物志》［30］中分布于我国的 11 种桑属植物进

行筛查，结果发现桑类药材原植物来源并不单一，

但现代多以 2020 年版《中国药典》所载桑 M. alba L.

作为桑类药材正品基原，这可能是由于我国桑树的

种植主要是随着桑蚕业的发展而变化，白桑因桑矮

（灌木）叶大如掌而厚（肥），适合采摘和蚕生长而被

广泛种植，故后世多以桑 M. alba L. 作为桑类药材

的主要植物来源。而桑类药材中的桑白皮为桑树

的干燥根皮，其采收需要采挖桑树根部，不利于栽

桑养蚕，且现今桑树嫁接现象普遍，鸡桑、华桑等桑

种可作为砧木进行桑树嫁接，《湖南省中药材标

准》［72］《湖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73］《浙江省中药

炮制规范》［74］《上海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75］中也有

记载桑白皮为桑科植物鸡桑、华桑或蒙桑的干燥根

皮，因此，桑白皮的植物来源除最常见的桑 M. alba

L. 之外，还可能包括鸡桑 M. australis Poir.、华桑

M. cathayana Hemsl.等其他桑种。

3 产地变迁

有关桑类药材的产地，至宋代《本草图经》［29］才

有记载：“《本经》不著所出州土，今处处有之”，可见

桑树生长地区较为广泛，推测因桑树的种植与桑蚕

业、丝织业的发展联系密切，宋代时丝织业发达，故

桑树种植较广；到明朝时，野生桑树变少，家园栽培

桑树增多；现代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有生产，主产于江

苏、浙江、安徽、湖南、河北、四川等地。《亳州志》《蒙

城县志》《涡阳县志》均收载桑白皮药材［76-78］。蒙城县

和涡阳县均为今安徽省亳州市下辖县，说明清朝时

期亳州地区盛产桑白皮药材。近代以来，有关桑白

皮的文献记载以安徽产量大，安徽亳州的亳桑皮质

量佳，因此，桑类药材中桑白皮的道地产区为安徽亳

州及其周边地区，故经典名方中桑白皮可选用来自

安徽亳州的药材，桑叶、桑枝、桑椹可根据实际市场

供应选用相应的产区药材，现对桑类药材的历代产

地变迁进行梳理，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54-59，79-83］。

4 历代质量评价

4.1 桑叶 通过本草考证可知，古代记载桑叶以头

叶、大雪或经霜后采收者为佳；其形状以叶大者为

好；现代以叶大而厚、色黄绿、握之刺手、无杂质者

为佳。综上可知，桑叶药材以叶大而厚、黄绿色、握

之刺手且经霜者为佳。于小凤等［84］，张魏琬麒等［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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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经霜前后桑叶中功效成分的变化规律发现，桑

叶中黄酮类成分含量与温度呈负相关，在经霜后含

量较高；王笃军等［86］应用现代药理模型评价桑叶经

霜前后功效物质对疏散风热、清肺润燥功效的影

响，结果发现经霜后桑叶清肺润燥的功效优于未经

霜桑叶。以上研究证明霜桑叶质量上乘、药性俱

佳，以及桑叶经霜采收的合理性。桑叶历代质量评

价信息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87-93］。

4.2 桑白皮 有关桑白皮的质量评价最早记载于

《名医别录》［26］：“出土上者杀人。”即生长出地面的

桑白皮使用后对人体有害；《千金翼方》［94］记载生长

于地面三尺以下的桑根白皮质量佳；《救荒本草》［31］

有了详细记载：“桑根白皮东行根益佳，肥白者良。”

即向东生长的桑根根皮质量好，皮厚、颜色发白者

质量佳；近现代之后均认为桑白皮以色白、皮厚、质

柔韧、无粗皮、粉性足者为佳。高原等［95］研究发现

颜色偏黄棕色的桑白皮中桑根皮素含量较高，颜色

偏黄白色的桑白皮中总黄酮含量较高；郑甜碧等［96］

研究桑白皮及未去外粗皮的桑根皮主要化学成分

及其含量的差异发现，去皮加工后，桑皮苷 A、绿原

酸、二氢桑色素及桑辛素 O 含量均较未去皮前升

高；袁婷等［97］研究发现桑白皮厚度与二氢桑色素、

桑辛素 O 含量呈显著正相关，与桑根酮 C 含量呈极

显著正相关，表明药材厚度与化学成分之间存在一

定相关性。以上研究表明，桑白皮的质量与药材颜

色、厚度及有无粗皮具有相关性。桑白皮历代质量

评价信息详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4.3 桑枝 古代本草文献未见对桑枝质量评价的

详细描述，《本草纲目》［5］中有枝以嫩条细切熬香煎

饮的记载；现代记载桑枝药材以枝细质嫩、断面黄

白色者为佳。吴婧婧等［98］采集了不同品种桑树的

新鲜枝条，分析多种营养成分在桑枝不同部位的富

集规律和特性，结果表明蛋白质、脂肪、可溶性糖、

糖酸比、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 和叶酸等成

分均在桑枝的上部位（靠近顶端）含量较高，表明桑

枝确以枝细质嫩者为佳。桑枝历代质量评价信息

详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4.4 桑椹 古代本草文献中有关桑椹质量评价的

记载较少，直到清朝《本草新编》［91］才有记载：“桑椹

紫者为第一，红者次之，青则不可用。”即桑椹以颜

色发紫者为上，而青桑椹不可入药；此后均以个大，

颜色为暗紫色，肉厚，质地油润者为佳，白色者不入

药。冯瀚［99］对桑椹中主要活性成分进行含量测定，

结果发现在桑椹果实成熟过程中，黄酮类、酚类等

成分含量不断增加，在成熟过程后期，花色苷开始

大量合成，当桑椹成熟呈紫黑色时，其活性成分含

量达最大值。由此可见，桑椹颜色紫者为佳。桑椹

历代质量评价信息详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100］。

5 采收加工与炮制考证

5.1 桑叶 关于桑叶的采收加工与炮制，历代本草

具体记载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101-107］。综合古今本

草、书籍记载可知，关于桑叶的采收时节，东晋《神

仙服食方》记载有“以四月桑茂盛时采叶”和“十月

霜后”2 种采收时期，其余本草均记载为桑叶霜后采

收［87］。加工方法多为除去杂质晒干，也有阴干、焙

干，这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1］记载的“初霜后采

收，除去杂质，晒干”一致。关于桑叶的炮制方法，

古代记载除切制以外，还有不加辅料的炒法、焙法、

烧法、炙法、蒸法和加辅料的蜜水拌蒸法，明代的

《证治准绳》［101］中还出现了蜜炙法的记载。现代炮

制方法有净制和蜜炙，但多数为生品入药。2020 年

版《中国药典》［1］记载桑叶的炮制方法为除去杂质，

搓碎，去柄，筛去灰屑。

5.2 桑白皮 关于桑白皮的采收加工与炮制，历代

本草具体记载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107-113］。由历代

本草文献可知，关于桑白皮的采收时期，明代《本草

蒙筌》［20］记载为“近冬收采”，其余古代典籍多记载

为“采无时”，即在一年四季均可采收。而现代多为

春、秋或春、冬两季采收。其加工方法有除去泥土

及须根，刮去黄棕色粗皮，剥取白皮，晒干。现代采

收与加工方法均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1］记载的

“秋末叶落时至次春发芽前采挖根部，刮去黄棕色

粗皮，纵向剖开，剥取根皮，晒干”一致。关于桑白

皮的炮制方法，除修制之外，古籍记载有不加辅料

的炮制方法，如烧制法、焙制法、炒制法；也有蜜炙、

麸炙、米泔水浸、蜜酒炙等加辅料炮制方法，其中蜜

炙法、炒制法为古代桑白皮炮制的主流方法，从宋

代开始，桑白皮有蜜炙法的相关记载，现代主要有

清炒法和蜜炙法。此外，桑白皮常以生品入药。

5.3 桑枝 关于桑枝的采收加工与炮制，历代本草

具体记载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112，114］。古籍中有关

桑枝的采收记载较少，综合现代文献所述，桑枝一

般全年可采，春末夏初采收为佳，加工方法有去叶，

略晒，趁鲜切片，晒干。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1］

记载“春末夏初采收，去叶，晒干，或趁鲜切片，晒

干”一致。关于其炮制方法，古代典籍中主要记载

了桑枝的切制、炒制法，现代炮制方法可分为切制、

炒制、酒制、麸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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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桑椹 关于桑椹的采收加工与炮制，历代本草

记载具体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综合历代文献可

知，古代典籍中有关桑椹采收时期的记载较少，仅

有《本草新编》［91］记载的“四月采”和《本草述钩

元》［106］记载的“采摘熟椹”，现代多记载为 4—6 月桑

椹变红时采收。古籍中记载桑椹的加工炮制方法

多为除杂，晒干或蒸后晒干，与 2020 年版《中国药

典》［1］记载一致。

6 总结

经考证可知，桑类药材中的桑叶、桑白皮、桑

枝、桑椹均为正名，其余别名较多，多源于药用部位

的形态、颜色和药材的采收时间。对桑类药材基原

考证后可知，唐之前桑树有女桑和山桑之分；唐宋

时期桑类药材来源有鸡桑，其与现代鸡桑形态相

似；明清时期桑类药材基原众多，有女桑、山桑、白

桑等。说明古代桑类药材来源并不单一，但现代多

以现行版《中国药典》所载桑 M. alba 作为桑类药材

正品基原，这可能是由于我国桑树的种植主要是随

着桑蚕业的发展而变化，白桑因桑矮叶大如掌而厚

（肥），适合采摘和蚕的生长被广泛种植，因此后世

多以桑 M. alba 作为桑类药材的主流品种。经典名

方中可结合当前桑树资源情况综合考虑选取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中所载基原 M. alba。而桑白皮的

采收需要挖取桑树根部，不利于栽桑养蚕，且现今

桑树嫁接现象较为普遍，鸡桑等桑种可作为砧木进

行桑树嫁接，各省的中药材标准和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中也有记载桑白皮为桑科植物鸡桑、华桑或蒙桑

的干燥根皮，故其植物来源除最常见的桑之外，还

可能有鸡桑等其他桑种，建议《中国药典》桑白皮的

基原除桑 M. alba 外，或可选用鸡桑 M. australis，并

建议对鸡桑和桑的根皮进行化学成分和药效等系

统的对比研究。

桑树产地随桑蚕业的发展而变化，宋代时丝织

业发达，故桑树种植较广；到明清时期，野生桑树变

少，家园栽培桑树增多；现代主产于江苏、浙江、安

徽、湖南等地。对桑类药材的质量评价和采收加工

考证后可知，桑叶古今记载大多一致，多为经霜后

采收，除去杂质晒干即可，其质量以叶大而厚、黄绿

色、握之刺手且经霜者为佳。桑白皮的采收时期古

今略有差异，古籍记载其一年四季均可采收，现代

多为秋末至次春时期采收，其加工方法有除去泥土

及须根，刮去黄棕色粗皮，剥取白皮，晒干，质量以

色白、皮厚、质柔韧、无粗皮、粉性足者为佳。历代

本草书籍中有关桑枝和桑椹的采收加工和质量评

价记载较少，综合现代文献所述，桑枝春末夏初采

收为佳，加工方法有去叶，略晒，趁鲜切片，晒干，其

质量以枝细质嫩、断面黄白色者为佳。桑椹为 4—

6 月果实变红时采收，晒干，或略蒸后晒干，以个大、

色暗紫、质油润、肉厚者为佳。

桑类药材炮制方法较多，古籍记载桑叶有炒

法、焙法、烧法、炙法、蒸法等，现代有蜜炙法，但多

数为生品入药；古代桑白皮有烧制法、焙制法、炒制

法，蜜炙法等诸多方法，现代其炮制方法有清炒法

和蜜炙法，但常以生品入药；古籍记载桑枝有切制、

炒制法等，现代可分为切制、炒制、酒制、麸制；桑椹

炮制方法古今一致，多为净制后晒干或蒸后晒干。

另外，在含有桑类药材的经典名方中，泻白散中的

桑白皮采用细锉炒黄法以缓解其寒凉之性，其炮制

方法可参考 2020 年版《中国药典》清炒法；华盖散中

桑白皮的炮制品选择，根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所

附“指南总论”卷上“论炮炙三品药石类例”中对桑

白皮总则性炮炙要求“先锉碎，微炒过，方入药用”，

总论未注明辅料者与今清炒法基本一致，对于采用

蜂蜜作为辅料进行炮制的药材如黄连、黄芪与黄柏

在总论有明确要求，而历版《中国药典》及各地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73，75，115-118］收载的炙桑白皮为蜜炙，鉴

于此，建议华盖散中桑白皮参考 2020 年版《中国药

典》清炒法；枇杷清肺饮中桑白皮原方标注建议以

鲜者为佳；其他含有桑类药材的经典名方中未有明

确的炮制方法，故可根据经典名方的实际药用需求

选用生品或适宜的炮制方法。具体信息详见表 1。

［利益冲突］ 本文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表 1 经典名方中桑类药材的基原、炮制参考信息

Table 1 Reference information on origin and processing of

mulberry medicinal materials in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方剂

沙参麦冬汤

桑杏汤

清燥救肺汤

蠲痹汤

清金化痰汤

泻白散

华盖散

桑白皮汤

清肺汤

枇杷清肺饮

桑类药材

冬桑叶

桑叶

桑叶

桑枝

桑皮

桑白皮

桑白皮

桑白皮

桑白皮

桑白皮

基原及药用部位

桑科植物桑 M. alba的干燥叶

桑科植物桑 M. alba的干燥叶

桑科植物桑 M. alba的干燥叶

桑科植物桑 M. alba的干燥嫩枝

桑科植物桑 M. alba的干燥根皮

桑科植物桑 M. alba的干燥根皮

桑科植物桑 M. alba的干燥根皮

桑科植物桑 M. alba的干燥根皮

桑科植物桑 M. alba的干燥根皮

桑科植物桑 M. alba的根皮

炮制规格

生品

生品

生品

生品

生品

炒桑白皮

炒桑白皮

生品

生品

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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