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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鳖 虫 入 药 历 史 悠 久 ， 临 床 应 用 广 泛 ， 治 疗 效 果 确 切 。 武

威 出 土 的 汉 代 医 简 中 即 有 使 用 土 鳖 虫 的 记 载 [1]； 《 神 农 本 草 经 》

（ 以 下 简 称 《 本 经 》 ） 谓 其 “ 主 心 腹 寒 热 洗 洗 ， 血 积 ， 癥 瘕 ， 破 坚 ，

下 血 闭 ， 生 子 大 良 ” [2]； 《 金 匮 要 略 》 中 所 载 的 大 黄 广 廿虫 虫 丸 、 鳖 甲

煎 丸 、 下 瘀 血 汤 、 土 瓜 根 散 等 含 有 土 鳖 虫 的 方 剂 用 于 方 证 对

应 的 疾 病 ， 效 如 桴 鼓 ； 含 有 土 鳖 虫 的 中 成 药 ， 如 通 心 络 胶 囊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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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系统查阅古今文献的基础上，对土鳖虫的名称、基原、功效主治、炮制方法及用药禁忌进行全面

考证，以期为土鳖虫的正本清源及进一步资源开发利用提供参考。土鳖虫的基原为鳖蠊科昆虫地鳖Eupolyphaga

sinensis Walker及冀地鳖Steleophaga plancyi (Boleny)雌虫的干燥体，金边土鳖Opisthoplatia orientalis Burm在广

东省作为土鳖虫习用品入药。土鳖虫功专破血逐瘀，炮制以“火制法”为主，入药部位有使用全体、去足、去头足

的不同，无瘀血停留或体虚有瘀之人慎用，孕妇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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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Research on Tubiechong (Ground Beetle)

[Abstract] Tubiechong (Ground Beetle) is a commonly us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review of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the name, basic origin, efficacy indications, processing methods

and drug contraindications of Tubiechong (Ground Beetle) were comprehensively researched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original source of the ground beetle and the further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The basic origin is the dry body of female Eupolyphaga sinensis Walker and Steleophaga plancyi

(Boleny). Opisthoplatia orientalis Burm is used as a medicine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efficacy of Tubiechong

(Ground Beetle) is specialized in improving blood circulation to dissipate blood stasis. The processing is based

on "fire preparation method". The medicinal parts are different in using whole body, removing foot and removing

head and foot. Doctors should be cautious when using it for patients with no blood stasis or body deficiency

with blood stasis. Pregnant women should not us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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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冠 心 病 、 脑 梗 死 等 疾 病 的 治 疗 获 得 了 良 好 的 临 床 疗 效 [3-4]。

土 鳖 虫 具 有 良 好 的 开 发 前 景 ， 但 目 前 对 土 鳖 虫 的 研 究 主 要 集

中 在 土 鳖 虫 的 临 床 疗 效 [5-6]、 活 性 成 分 的 筛 选 及 药 理 作 用 [7-8]，

未 见 系 统 的 文 献 研 究 。 然 而 土 鳖 虫 古 今 名 称 的 沿 革 脉 络 、 功

效 主 治 的 变 迁 情 况 、 炮 制 方 法 的 衍 变 以 及 目 前 关 于 土 鳖 虫 基

原 动 物 的 争 论 ， 均 需 借 助 文 献 研 究 才 能 解 答 。 因 此 ， 笔 者 在 系

统 查 阅 古 今 文 献 的 基 础 上 对 土 鳖 虫 的 名 称 、 基 原 、 性 味 、 功 效

主 治 、 采 收 炮 制 、 用 药 禁 忌 等 方 面 进 行 了 梳 理 ， 以 期 为 土 鳖 虫

的 药 材 开 发 、 正 确 使 用 、 临 床 及 基 础 研 究 提 供 文 献 依 据 。

1 名称源流考

土 鳖 虫 ， 古 时 常 称 为 广 廿虫 虫 。 《 广 韵 》 载 ： “ 广 廿虫 … … 虫 名 ， 亦 作

蟅 也 。 ” [9] 因 此 文 献 中 亦 有 写 作 蟅 虫 者 。 古 代 本 草 均 以 广 廿虫 虫 作

为 正 名 ， 其 别 名 除 土 鳖 虫 之 外 还 有 地 鳖 、 土 鳖 、 过 街 、 簸 箕 虫 、

蚵 蚾 虫 、 土 元 、 地 乌 龟 等 。 土 鳖 虫 之 名 最 早 见 于 明 代 《 雷 公 炮

制 药 性 解 》 [10]， 该 书 首 次 将 土 鳖 虫 当 作 正 名 ， 而 将 广 廿虫 虫 作 为 别

名 。 土 鳖 虫 、 地 鳖 、 土 鳖 、 簸 箕 虫 、 地 鳖 虫 均 以 象 形 命 名 ， 因 “ 其

形 扁 扁 如 鳖 ” ， 又 似 簸 箕 ， 故 有 上 述 名 称 。 历 代 土 鳖 虫 名 称 总

结 及 见 表 1。

表 1 历代古籍记载的土鳖虫名称总结

朝 代 出 处 名 称 及 别 名

汉 《 本 经 》 [2] 广 廿虫 虫 ， 地 鳖

南 朝 《 名 医 别 录 》 [11] 广 廿虫 虫 ， 土 鳖

宋 《 埤 雅 》 [21] 广 廿虫 ， 过 街

宋 《 本 草 衍 义 》 [22] 广 廿虫 虫 ， 簸 箕 虫

明 《 普 济 方 》 [17] 蚵 蚾 虫 ， 土 鳖 子 ， 异 名 生

明 《 袖 珍 方 》 [23] 广 廿虫 虫 ， 蚵 蚾 虫

明 《 本 草 纲 目 》 [24] 广 廿虫 虫 ， 地 蜱 虫

明 《 雷 公 炮 制 药 性 解 》 [10] 土 鳖 虫 ， 广 廿虫 虫

清 《 本 草 易 读 》 [25] 广 廿虫 虫 ， 土 元

清 《 本 草 从 新 》 [26] 广 廿虫 虫 ， 地 鳖 虫

清 《 本 草 求 原 》 [27] 广 廿虫 虫 ， 土 鳖

清 《 分 类 草 药 性 》 [28] 地 乌 龟

注：未出现新名称的古籍均未纳入该表

广 廿虫 虫 这 一 名 称 经 历 了 从 常 用 到 少 用 ， 从 正 名 到 别 名 的 转

变 。 广 廿虫 虫 别 名 在 《 本 经 》 中 为 地 鳖 ， 在 《 名 医 别 录 》 [11]中 为 土 鳖 ，

但 这 两 个 别 名 在 很 长 一 段 历 史 时 期 内 并 不 常 用 。 汉 代 《 金 匮

要 略 》 [12]， 唐 代 《 备 急 千 金 要 方 》 [13]、 《 外 台 秘 要 》 [14]， 宋 代 《 太 平 圣

惠 方 》 [15]中 仅 有 广 廿虫 虫 之 名 ， 而 无 地 鳖 、 土 鳖 的 名 称 ； 《 圣 济 总 录 》 [16]

中 仅 有 1 方 使 用 地 鳖 之 名 ， 其 余 均 为 广 廿虫 虫 ； 明 代 《 普 济 方 》 [17] 中

仍 以 使 用 广 廿虫 虫 为 主 ， 地 鳖 、 土 鳖 等 别 名 罕 用 。 直 到 清 代 ， 土 鳖

虫 、 地 鳖 虫 之 名 的 出 现 才 明 显 增 多 ， 《 疡 医 大 全 》 [18]、 《 医 学 衷 中

参 西 录 》 [19] 中 以 土 鳖 虫 、 地 鳖 虫 之 名 多 见 。 在 现 代 ， 1963 年 版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药 典 》 [20]（ 以 下 简 称 《 中 国 药 典 》 ） 规 定 土 鳖 虫

为 正 名 ， 广 廿虫 虫 为 别 名 ， 这 一 规 定 一 直 沿 用 至 今 。 因 此 目 前 临

床 、 科 研 均 多 用 土 鳖 虫 之 名 ， 广 廿虫 虫 之 名 少 用 。

2 基原考

在 基 原 上 ， 1963年 版 《 中 国 药 典 》 [20]规 定 土 鳖 虫 来 源 于 鳖 蠊

科 昆 虫 地 鳖 Eupolyphaga sinensis Walker的 雌 虫 全 体 ， 2020年 版

《 中 国 药 典 》 [29]规 定 土 鳖 虫 来 源 于 鳖 蠊 科 昆 虫 地 鳖 Eupolyphaga

sinensis Walker 或 冀 地 鳖 Steleophaga plancyi (Boleny) 的 雌 虫

干 燥 体 。 查 阅 各 版 药 典 ， 发 现 冀 地 鳖 作 为 土 鳖 虫 的 基 原 入 药

始 于 1977 年 版 《 中 国 药 典 》 [30]， 之 后 各 个 版 本 的 药 典 均 规 定 冀

地 鳖 也 是 土 鳖 虫 的 基 原 动 物 。 冀 地 鳖 体 型 较 地 鳖 大 ， 其 余 形

态 特 征 与 地 鳖 非 常 相 似 ， 均 属 雌 雄 异 形 ， 雄 虫 有 翅 ， 雌 虫 无

翅 ， 且 其 生 活 习 性 、 形 态 特 征 与 古 籍 描 述 相 符 。 如 在 生 活 习 性

上 ， 《 本 经 》 谓 土 鳖 虫 “ 生 川 泽 ” [2]， 《 名 医 别 录 》 谓 其 “ 生 河 东 川

泽 及 沙 中 ， 人 家 墙 壁 下 土 中 湿 处 ” [11]， 《 本 草 汇 》 记 载 其 “ 生 于 壁

墙 土 壤 中 ” [31]， 上 述 特 征 与 地 鳖 、 冀 地 鳖 性 喜 温 暖 湿 润 的 生 活

习 性 相 符 。 在 形 态 上 ， 《 本 草 图 经 》 描 述 其 形 态 为 “ 状 似 鼠 妇 ，

而 大 者 寸 余 ， 形 扁 如 鳖 ， 但 有 鳞 而 无 甲 ， 故 一 名 土 鳖 ” [32]。 《 本 草

品 汇 精 要 》 在 《 本 草 图 经 》 基 础 上 增 加 “ 有 鳞 而 无 甲 ， 不 能 飞 ” [33]

之 描 述 ； 《 本 经 疏 证 》 谓 其 “ 似 鼠 妇 而 大 ， 形 扁 如 鳖 ， 甲 有 断 纹

似 鳞 ， 但 自 左 及 右 ， 通 连 无 直 纹 也 ” [34]； 《 验 方 新 编 》 则 言 其 “ 形

扁 不 能 飞 ， 大 小 不 等 ， 色 黑 而 亮 ， 背 有 横 楞 ， 前 窄 后 宽 ” [35]。 结 合

《 本 草 纲 目 》 《 本 草 原 始 》 药 图 [24， 36]， 则 古 籍 中 所 载 地 鳖 虫 形 态

特 征 与 地 鳖 、 冀 地 鳖 的 雌 虫 相 符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 随 着 中 医 药

临 床 实 践 的 积 累 ， 古 籍 本 草 中 土 鳖 虫 的 药 图 逐 渐 由 写 意 向 写

实 发 展 。 地 鳖 、 冀 地 鳖 仅 有 3 对 足 ， 而 《 本 草 图 经 》 《 绍 兴 本 草 》

药 图 [32， 37] 所 示 的 动 物 有 5~8 对 足 不 等 ， 从 形 态 上 看 更 类 似 鼠

妇 ， 而 不 是 土 鳖 虫 。 《 本 草 纲 目 》 药 图 有 3 对 足 ， 符 合 土 鳖 虫 大

致 特 征 ， 而 《 本 草 原 始 》 的 药 图 则 更 加 写 实 。 本 草 中 土 鳖 虫 的

图 证 见 图 1。

注：图A~D为本草古籍中土鳖虫的图证，E为土鳖虫实物图。

A.《本草图经》；B.《绍兴本草》（神谷本）；C.《本草纲目》（金陵

本）；D.《本草原始》

图 1 历代本草所附土鳖虫图证及土鳖虫的实物图

地 鳖 与 冀 地 鳖 为 土 鳖 虫 基 原 确 凿 无 疑 ， 然 而 ， 除 上 述 两

种 动 物 外 ， 光 镰 科 昆 虫 金 边 土 鳖 Opisthoplatia orientalis Burm、

鳖 蠊 科 昆 虫 云 南 真 地 鳖 Eupolyphaga Limbat (Kirby) 分 别 在 我

国 东 南 （ 广 东 、 福 建 等 地 ） 、 西 南 （ 云 南 、 贵 州 等 地 ） 部 分 地 区 作

为 土 鳖 虫 习 用 品 入 药 [38-39]。 尤 其 是 金 边 土 鳖 ， 早 在 20 世 纪 80 年

代 已 有 金 边 土 鳖 作 为 土 鳖 虫 的 习 用 品 入 药 的 报 道 [40]， 虽 有 学

者 据 《 中 国 药 典 》 认 为 金 边 土 鳖 与 土 鳖 虫 不 能 混 用 [41]， 但 在 一

些 较 权 威 的 文 献 ， 如 《 中 药 大 辞 典 》 [42]中 亦 记 载 金 边 土 鳖 为 土

鳖 虫 的 基 原 ， 在 地 方 法 规 中 ， 《 广 东 省 中 药 材 标 准 》 [43]已 将 金 边

土 鳖 作 为 土 鳖 虫 的 一 种 予 以 收 录 。 近 年 来 ， 有 较 多 的 临 床 及

实 验 研 究 均 将 金 边 地 鳖 与 地 鳖 虫 等 同 [44-47]。 云 南 真 地 鳖 的 使

用 区 域 较 窄 ， 但 《 中 国 药 用 动 物 志 》 [48]记 载 其 功 效 与 地 鳖 相 似 。

虽 然 中 药 的 品 种 在 漫 长 的 历 史 发 展 过 程 中 形 成 了 多 基 原 现

象 ， 但 谢 宗 万 [49]指 出 ， 多 基 原 药 材 的 形 成 需 要 有 相 近 的 亲 缘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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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特 别 是 科 属 相 同 ） 、 相 同 的 有 效 化 学 成 分 。 《 中 国 药 典 》 规

定 的 土 鳖 虫 基 原 均 来 源 于 鳖 蠊 科 ， 而 金 边 土 鳖 属 于 光 镰 科 。

另 有 研 究 显 示 ， 金 边 土 鳖 与 地 鳖 、 冀 地 鳖 成 分 有 明 显 差 异 [50-51]。

而 云 南 真 地 鳖 虽 属 鳖 蠊 科 ， 但 目 前 尚 无 将 其 与 地 鳖 、 冀 地 鳖

对 比 研 究 的 临 床 及 实 验 报 道 。 综 上 所 述 ， 金 边 土 鳖 、 云 南 真 地

鳖 是 否 可 以 作 为 土 鳖 虫 的 基 原 学 界 尚 有 争 论 ， 而 在 现 实 应 用

中 ， 广 东 省 历 来 习 惯 使 用 金 边 土 鳖 作 为 土 鳖 虫 入 药 [43]， 可 以

说 ， 金 边 土 鳖 是 中 药 土 鳖 虫 的 主 要 来 源 之 一 。

3 性味归经考

《 本 经 》 载 土 鳖 虫 “ 味 咸 ， 寒 ” [2]， 《 名 医 别 录 》 云 其 “ 有 毒 ” [11]。

自 《 宝 庆 本 草 折 衷 》 谓 土 鳖 虫 “ 味 咸 、 苦 ， 寒 ， 有 毒 ” 后 [52]， 后 世 本

草 在 广 廿虫 虫 五 味 上 就 有 “ 咸 ” “ 咸 苦 ” 的 不 同 。 在 归 经 上 ， 《 雷 公 炮

制 药 性 解 》 载 土 鳖 虫 “ 入 心 、 肝 、 脾 三 经 ” [10]， 《 本 草 汇 》 亦 持 此 种

观 点 。 然 《 本 草 汇 纂 》 言 土 鳖 虫 “ 专 入 肝 ” [53]， 《 中 国 药 典 》 亦 谓 土

鳖 虫 归 肝 经 。 综 合 古 籍 文 献 的 记 载 ， 土 鳖 虫 ， 性 味 咸 、 寒 ， 有

毒 ， 归 肝 、 脾 、 心 经 。

4 功效主治考

《 本 经 》 谓 土 鳖 虫 “ 治 心 腹 寒 热 洗 洗 ， 血 积 ， 癥 瘕 ， 破 坚 ， 下

血 闭 ， 生 子 大 良 ” [2]， 与 《 本 经 》 均 成 书 于 东 汉 早 期 的 《 武 威 汉 代

医 简 》 中 土 鳖 虫 用 于 治 疗 “ 伏 梁 裹 脓 在 胃 肠 之 外 ” “ 金 疮 内 漏

血 不 出 ” [54-55]。 伏 梁 首 见 于 《 黄 帝 内 经 》 ， 《 素 问 · 腹 中 论 篇 》 云 ：

“ 病 有 少 腹 盛 ， 上 下 左 右 皆 有 ， 此 为 何 病 … … 病 名 曰 伏 梁 。 ” [56]

《 难 经 · 五 十 六 难 》 言 ： “ 心 之 积 名 曰 伏 梁 ， 起 齐 上 ， 大 如 臂 ， 上

至 心 下 ” [57]。 伏 梁 是 积 聚 的 一 种 ， 是 包 括 腹 部 肿 瘤 在 内 的 一 种

疾 病 [58]。 何 谓 “ 金 创 内 漏 ” ？ 《 诸 病 源 候 论 · 金 疮 病 诸 候 · 金 创 内

漏 候 》 解 释 为 “ 凡 金 疮 通 内 ， 血 多 内 漏 … … 瘀 血 在 内 ” [59]。 由 此

可 见 ， 《 武 威 汉 代 医 简 》 中 所 载 土 鳖 虫 的 主 治 与 《 本 经 》 相 同 。

随 着 临 床 实 践 的 积 累 ， 古 籍 文 献 记 录 的 土 鳖 虫 功 效 、 主 治 病

种 逐 渐 增 多 。 《 金 匮 要 略 》 中 大 黄 广 廿虫 虫 丸 、 下 瘀 血 汤 取 土 鳖 虫

下 瘀 血 之 功 ， 鳖 甲 煎 丸 用 土 鳖 虫 破 癥 瘕 之 力 ， 与 《 本 经 》 所 载

功 效 若 合 符 节 ， 是 张 仲 景 对 《 本 经 》 的 继 承 。 而 土 瓜 根 散 主 “ 带

下 经 水 不 利 ， 少 腹 满 痛 ， 经 一 月 再 见 ” [12]， 实 为 后 世 本 草 中 土 鳖

虫 用 于 治 月 经 不 调 的 滥 觞 ， 是 张 仲 景 对 土 鳖 虫 功 效 主 治 的 拓

展 。 《 药 性 论 》 中 土 鳖 虫 治 “ 月 水 不 通 ” [60]的 记 载 当 源 于 张 仲 景 。

唐 代 《 备 急 千 金 要 方 》 中 有 使 用 土 鳖 虫 治 疗 “ 舌 肿 满 口 ， 不 得

语 ” 、 “ 腹 中 有 瘀 血 ” [13]的 记 载 ； 宋 代 《 本 草 衍 义 》 记 载 土 鳖 虫 可

治 “ 乳 脉 不 行 ” [22]； 《 外 台 秘 要 》 《 太 平 圣 惠 方 》 中 有 土 鳖 虫 用 于

治 疗 小 儿 夜 啼 的 方 剂 。 在 《 本 经 》 基 础 上 增 益 的 功 效 主 治 由

《 本 草 纲 目 》 总 结 为 ： “ 月 水 不 通 ， 破 留 血 积 聚 … … 通 乳 脉 … …

行 产 后 血 积 ， 折 伤 瘀 血 ， 治 重 舌 、 木 舌 、 口 疮 ， 小 儿 腹 痛 夜 啼 ” [24]。

后 世 本 草 古 籍 对 土 鳖 虫 功 效 主 治 的 记 载 不 出 《 本 经 》 及 《 本 草

纲 目 》 的 范 围 。 尤 其 是 土 鳖 虫 用 于 治 疗 “ 折 伤 瘀 血 ” ， 在 《 本 草

纲 目 》 后 屡 见 诸 本 草 方 书 。 如 《 本 草 经 疏 》 言 土 鳖 虫 “ 治 跌 扑 损

伤 ， 续 筋 骨 有 奇 效 ” [61]， 《 本 草 汇 》 [31]、 《 本 草 汇 笺 》 [62]、 《 药 性 纂

要 》 [63]、 《 本 草 求 原 》 [27] 等 多 种 本 草 古 籍 均 持 类 似 观 点 。 历 代 古

籍 文 献 对 鳖 甲 功 效 主 治 的 记 载 见 表 2。

土 鳖 虫 广 泛 用 于 内 外 妇 儿 各 科 ， 主 治 疾 病 颇 多 ， 但 病 机

多 与 血 瘀 有 关 。 宋 代 《 绍 兴 本 草 》 言 土 鳖 虫 “ 惟 行 血 闭 ” [37]， 明 代

《 本 草 品 汇 精 要 》 亦 言 土 鳖 虫 主 “ 消 血 积 ， 破 癥 瘕 ” [33]。 《 本 草 经

疏 》 则 围 绕 血 瘀 这 一 病 机 对 土 鳖 虫 的 功 效 主 治 进 行 了 详 细 解

释 ， 其 云 ： “ 血 若 凝 滞 则 经 络 不 通 ， 阴 阳 之 用 互 乖 ， 而 寒 热 洗 洗

生 焉 。 咸 寒 能 入 血 软 坚 ， 故 主 心 腹 血 积 ， 癥 瘕 血 闭 诸 证 ， 血 和

而 荣 卫 通 畅 ， 寒 热 自 除 ， 经 脉 调 匀 ， 月 事 时 至 ， 而 令 妇 人 生 子

也 。 ” [61]土 鳖 虫 用 于 跌 打 损 伤 ， 续 筋 接 骨 ， 亦 是 取 其 活 血 化 瘀 之

功 。 因 此 在 药 物 配 伍 方 面 ， 土 鳖 虫 多 与 活 血 化 瘀 之 品 如 大 黄 、

乳 香 、 没 药 、 桃 仁 等 配 伍 。

表 2 古籍文献中土鳖虫的功效主治总结

朝 代 出 处 主 治

汉 《 本 经 》 [2] 治 心 腹 寒 热 洗 洗 ， 血 积 ， 癥 瘕 ， 破 坚 ， 下 血 闭 ， 生 子 大 良

唐 《 药 性 论 》 [60] 月 水 不 通

唐 《 备 急 千 金 要 方 》 [13] 治 舌 肿 满 口 ， 不 得 语 ； 腹 中 有 瘀 血

宋 《 本 草 图 经 》 [32] 有 破 坚 积 ， 下 血 之 功 也

宋 《 本 草 衍 义 》 [22] 乳 脉 不 行 ， 研 一 枚 ， 水 半 合 ， 滤 清 ， 服

宋 《 绍 兴 本 草 》 [37] 惟 行 血 闭 ， 古 方 间 有 用 者 ， 然 非 良 药

明 《 本 草 品 汇 精 要 》 [33] 消 血 积 ， 破 癥 瘕

明 《 本 草 纲 目 》 [24] 行 产 后 血 积 ， 折 伤 瘀 血 ， 治 重 舌 木 舌 口 疮 ， 小 儿 腹 痛 夜 啼

明 《 雷 公 炮 制 药 性 解 》 [10] 主 留 血 壅 瘀 ， 心 腹 寒 热 洗 洗 ， 祛 坚 积 瘕 瘕 ， 下 乳 通 经

明 《 炮 炙 大 法 》 [64] 治 伤 寒 ， 损 续 绝 及 消 疟 母 ， 为 必 须 之 药 也 。 能 行 瘀 血

清 《 本 草 汇 》 [31] 去 血 积 ， 搜 剔 极 周 ； 主 折 伤 ， 补 接 至 妙 ;煎 含 而 木 舌 旋 消 ， 水 服 而 乳 浆 立 至

清 《 本 经 逢 原 》 [65] 和 伤 损 ， 散 阳 明 积 血

清 《 本 草 汇 纂 》 [53] 凉 血 破 积 ， 软 坚 接 骨

清 《 分 类 草 药 性 》 [28] 跌 打 损 伤 ， 风 湿 筋 骨 ， 消 肿 ， 吹 喉 症

5 用法用量考

古 籍 中 ， 土 鳖 虫 内 服 外 用 均 可 ， 以 内 服 常 见 ， 《 太 平 圣 惠

方 》 有 用 土 鳖 虫 煎 煮 液 含 漱 治 疗 “ 木 舌 肿 强 ” [15]的 记 载 。 《 武 威

汉 代 医 简 》 最 早 记 录 了 土 鳖 虫 的 用 量 ， “ 治 伏 梁 裹 脓 在 胃 肠 之

外 ” [1]用 土 鳖 虫 3枚 ，“ 治 金 疮 内 漏 血 不 出 ” [1]用 土 鳖 虫 3分 ， 有 研 究

者 [55]认 为 3 分 作 3 份 讲 ， 是 比 例 关 系 而 不 是 计 量 单 位 。 在 《 金 匮

要 略 》 中 鳖 甲 煎 丸 用 量 为 5 分 ， 大 黄 广 廿虫 虫 丸 用 量 为 半 升 ， 但 上

述 两 方 条 文 中 未 记 载 明 确 换 算 关 系 。 下 瘀 血 汤 用 广 廿虫 虫 20 枚 ，

条 文 中 有 “ 炼 蜜 合 为 四 丸 … … 煎 一 丸 … … 顿 服 之 ” [12]， 即 一 次

的 用 量 为 5 枚 。 有 研 究 者 [66]考 证 ， 土 鳖 虫 1 枚 的 用 量 约 为 0.6 g ， 5

枚 即 为 3 g 。 《 本 草 纲 目 》 中 记 载 ， 土 鳖 虫 用 于 “ 折 伤 接 骨 ” ， 每 次

可 “ 服 二 三 钱 ” [24]， 即 是 7~11 g 。 2020 年 版 《 中 国 药 典 》 [29] 记 载 土

鳖 虫 用 量 为 3~10 g， 与 古 籍 中 记 载 大 致 相 符 。

6 采收炮制考

关 于 土 鳖 虫 的 采 收 时 间 ， 《 名 医 别 录 》 提 出 “ 十 月 采 ” [11]， 古

籍 本 草 均 袭 用 该 说 。 然 而 《 中 药 大 辞 典 》 提 出 在 “ 5~8 月 间 捕

捉 ” [42]； 《 中 华 本 草 》 提 出 “ 野 生 者 在 夏 、 秋 季 捕 捉 ， 人 工 饲 养 者

可 随 时 捕 捉 ” [67]。

土 鳖 虫 的 炮 制 方 法 有 净 制 、 炒 制 、 炙 制 、 焙 制 、 制 炭 、 酒

制 、 生 用 的 不 同 。 《 名 医 别 录 》 中 “ 暴 干 ” [11]， 《 金 匮 要 略 》 中 的 “ 去

足 ” [12] 均 是 净 制 。 《 太 平 圣 惠 方 》 中 的 “ 微 炒 令 黄 ” [15]， 《 圣 济 总

录 》 中 的 “ 炒 焦 ” [16]皆 为 炒 制 ， 其 还 记 载 土 鳖 虫 有 “ 去 足 ， 炙 研 ” [16]

的 炙 制 之 法 。 《 疡 医 大 全 》 八 厘 散 中 土 鳖 虫 “ 焙 干 ” [18]， 《 本 草 汇 》

中 土 鳖 虫 有 “ 去 足 ， 焙 存 性 用 ” [31]的 记 录 ， 是 土 鳖 虫 亦 可 焙 制 的

体 现 。 《 长 沙 药 解 》 中 有 “ 炒 枯 存 性 ， 研 细 用 ” [68]的 制 炭 之 法 。 酒

制 之 法 见 于 《 本 经 逢 原 》 “ 或 酒 醉 死 ， 去 足 捣 汁 ” [65]。 《 验 方 新 编 》

中 有 “ 土 鳖 虫 十 余 个 ， 生 捣 绞 汁 ， 用 滚 黄 酒 冲 服 ” [35] 的 生 用 记

载 。 土 鳖 虫 的 炮 制 方 法 经 历 了 由 净 制 到 火 制 为 主 的 转 变 ， 在

明 清 时 期 出 现 酒 制 的 方 法 ， 考 虑 与 以 下 几 个 因 素 有 关 。 首 先 ，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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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鳖 虫 为 虫 类 药 物 ， 虫 体 富 含 脂 肪 及 蛋 白 质 ， 易 霉 变 ， 单 纯 用

净 制 方 法 不 利 于 药 物 保 存 。 其 次 ， 土 鳖 虫 为 有 毒 类 中 药 ， 目 前

认 为 其 毒 性 成 分 主 要 来 源 于 生 物 碱 ， 炒 制 的 方 法 可 以 降 低 药

物 的 毒 性 ， 起 到 去 毒 存 性 的 作 用 。 再 次 ， 净 制 后 土 鳖 虫 仍 有 较

重 的 腥 味 ， 土 鳖 虫 火 制 后 腥 味 明 显 减 轻 。 最 后 ， 酒 制 土 鳖 虫 一

方 面 能 矫 臭 ， 另 一 方 面 ， “ 酒 为 百 药 之 长 ” “ 酒 制 升 提 ” ， 酒 制 可

以 增 强 土 鳖 虫 活 血 祛 瘀 的 作 用 。 从 土 鳖 虫 炮 制 方 法 的 演 变 可

以 看 出 古 人 对 土 鳖 虫 药 理 作 用 认 识 的 深 化 ， 对 现 今 土 鳖 虫 的

炮 制 亦 有 借 鉴 意 义 。

关 于 土 鳖 虫 的 药 用 部 位 ， 梳 理 本 草 方 书 的 记 载 ， 有 全 体 、

去 足 、 去 头 足 的 不 同 。 《 本 经 》 《 名 医 别 录 》 均 未 提 到 土 鳖 虫 药

用 部 位 ， 因 此 土 鳖 虫 很 有 可 能 是 全 体 入 药 。 《 杂 病 源 流 犀 烛 》

中 八 厘 丸 亦 要 求 土 鳖 虫 “ 头 足 全 ， 纸 包 ， 焙 干 ” [69]。 《 金 匮 要 略 》

下 瘀 血 汤 采 用 的 是 “ 去 足 ” 之 土 鳖 虫 。 自 《 金 匮 要 略 》 后 ， 《 本 草

汇 》 [31]、 《 本 草 辑 要 》 [70]、 《 本 经 逢 原 》 [65]均 记 载 土 鳖 虫 需 “ 去 足 ” 。

《 景 岳 全 书 》 [71]、 《 医 宗 金 鉴 》 [72]中 大 黄 广 廿虫 虫 丸 则 要 求 土 鳖 虫 “ 去

头 足 ” 。 古 籍 文 献 未 给 出 土 鳖 虫 去 足 、 去 头 足 的 依 据 。 但 根 据

土 鳖 虫 有 毒 的 记 载 ， 加 之 诸 如 斑 蝥 、 蜈 蚣 、 虻 虫 、 芫 青 等 有 毒

中 药 古 人 多 去 头 足 炮 制 [13]， 因 此 ， 部 分 古 籍 中 要 求 土 鳖 虫 去 头

足 入 药 有 可 能 是 为 了 减 轻 毒 性 。 1963 年 及 1977 年 版 《 中 国 药

典 》 [19， 30]均 提 到 土 鳖 虫 以 完 整 者 为 佳 ， 2020 版 《 中 国 药 典 》 [29] 规

定 雌 虫 干 燥 体 入 药 ， 按 照 药 典 的 表 述 ， 土 鳖 虫 入 药 当 以 全 体

为 佳 ， 无 需 去 头 足 。 目 前 临 床 上 土 鳖 虫 饮 片 均 多 使 用 干 燥 全

体 。 土 鳖 虫 去 足 、 去 头 足 与 土 鳖 虫 全 体 的 药 效 、 毒 性 对 比 研

究 目 前 尚 属 空 白 ， 值 得 进 一 步 研 究 。

7 用药禁忌考

用 药 禁 忌 包 括 配 伍 禁 忌 、 证 候 禁 忌 、 妊 娠 禁 忌 和 饮 食 禁

忌 。 《 名 医 别 录 》 首 载 土 鳖 虫 的 配 伍 禁 忌 ， 谓 其 “ 恶 皂 荚 、 菖 蒲 ” [11]。

《 宝 庆 本 草 折 衷 》 [52] 记 载 土 鳖 虫 除 恶 皂 荚 、 菖 蒲 之 外 ， 尚 恶 屋

游 。 屋 游 即 “ 瓦 屋 上 青 苔 衣 ” 。 宋 以 后 的 本 草 方 书 多 沿 用 两 者

的 观 点 。 关 于 土 鳖 虫 的 证 候 禁 忌 ， 《 雷 公 炮 制 药 性 解 》 云 ： “ 有

瘀 血 作 疼 者 ， 诚 为 要 药 ， 倘 无 瘀 血 而 其 伤 在 筋 骨 脏 腑 之 间 ， 法

当 和 补 。 ” [10]其 从 侧 面 指 出 无 瘀 血 停 留 之 人 不 宜 用 。 《 本 草 从 新 》

《 本 草 汇 纂 》 则 更 进 一 步 指 出 “ 虚 人 有 瘀 ， 斟 酌 用 之 ” [26， 53]。 本 草

中 虽 未 明 确 记 载 土 鳖 虫 的 妊 娠 禁 忌 ， 但 在 《 太 平 圣 惠 方 》 [15] 堕

胎 类 药 物 中 有 广 廿虫 虫 ， 并 且 土 鳖 虫 攻 坚 下 血 之 力 宏 ， 孕 妇 自 当

禁 用 。

8 小 结

笔 者 通 过 系 统 查 阅 古 今 文 献 ， 在 名 称 源 流 上 ， 梳 理 了 药

物 的 常 用 名 称 由 广 廿虫 虫 到 土 鳖 虫 的 演 变 过 程 。 在 基 原 上 ， 当 依

《 中 国 药 典 》 的 规 定 以 地 鳖 、 冀 地 鳖 作 为 土 鳖 虫 的 基 原 ， 而 云

南 真 地 鳖 不 宜 以 土 鳖 虫 之 名 入 药 。 与 云 南 真 地 鳖 相 比 ， 金 边

土 鳖 临 床 应 用 相 对 较 广 ， 在 广 东 地 区 长 期 作 为 土 鳖 虫 的 习 用

品 ， 但 研 究 显 示 金 边 土 鳖 与 地 鳖 、 冀 地 鳖 的 成 分 确 有 差 异 ， 其

与 土 鳖 虫 功 效 的 异 同 仍 需 进 一 步 深 入 研 究 。 在 功 效 主 治 上 ，

土 鳖 虫 “ 专 主 血 症 ” ， 古 今 主 要 临 床 应 用 范 围 大 致 相 同 ； 在 炮

制 上 ， 土 鳖 虫 炮 制 方 法 多 样 ， 以 火 制 法 为 主 ， 但 去 足 、 去 头 足

之 土 鳖 虫 与 土 鳖 虫 全 体 其 药 效 、 毒 性 是 否 有 差 异 仍 需 进 一 步

研 究 。 在 用 药 禁 忌 方 面 ， 土 鳖 虫 不 能 与 皂 荚 、 菖 蒲 、 屋 游 配 伍 ，

无 瘀 血 或 体 虚 有 瘀 之 人 需 慎 用 ， 孕 妇 禁 用 。 笔 者 通 过 对 土 鳖

虫 进 行 本 草 考 证 ， 梳 理 了 土 鳖 虫 的 名 称 、 基 原 、 功 效 主 治 、 炮

制 、 用 药 禁 忌 的 历 史 沿 革 与 发 展 ， 为 土 鳖 虫 的 进 一 步 研 究 提

供 了 文 献 依 据 和 理 论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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