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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查阅历代本草、医籍和方书，笔者对经典名方中所用槟榔的名称、基原、产地变迁、药用部位、品质评价及炮

制方法等进行了系统的本草考证，结果表明历代槟榔之名多源于其形态、功效及产地，均以“槟榔”为正名。其主流基原为棕榈

科植物槟榔 Areca catechu，药用部位为其种子（槟榔）和果皮（大腹皮）。槟榔的道地产区为我国海南省。近代以来总结其品质

以个大、体重、结实、无破裂者为佳。历代槟榔的主要炮制方法为净制、切制和炒制。因此，建议经典名方达原饮中槟榔使用棕

榈科植物槟榔 A. catechu 的干燥成熟种子，未明确注明槟榔炮制要求的可选择 202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槟榔生

品（槟榔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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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name，origin，changes of producing area，medicinal parts，quality

evaluation and processing methods of Arecae Semen in the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by consulting related herbal

medicines，medical books and prescription book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ames of Arecae Semen in the past

dynasties were mostly derived from its shape，efficacy and producing area. The main base of the past generations

was Areca catechu，the medicinal parts were its seeds（Arecae Semen）and pericarps（Arecae Pericarpium）.
Arecae Semen is produced in Hainan province of China. Since modern times，it has been concluded that the best

quality is large，heavy，firm，and unbreakable. The main processing methods of Arecae Semen in the past

dynasties were netting，cutting and frying. Therefore，it is suggested that Arecae Semen should be us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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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uanyin. If the processing requirements of Arecae Semen are not clearly indicated，it can be processed

according to raw products in the 2020 edition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Keywords］］ Arecae Semen；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herbal textual research；origin；producing area；

quality evaluation；processing methods

槟榔为传统中药材，在中国至少已有 1 800 多

年的使用历史，其味苦、辛，性温，具有杀虫、消积、

降气、行水、截疟等功效，常用于治疗积滞泻痢、里

急后重、水肿脚气等证［1］。1953年版《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首次收录槟榔，至

2020 年版《中国药典》已经历 9 次修订，在 2020 年版

《中国药典》收载了槟榔常见的几种药用形式，包括

槟榔、焦槟榔和大腹皮等，其中焦槟榔为槟榔的炮

制加工品，具有消食导滞的功效；大腹皮为槟榔的干

燥果皮，具有行气宽中、行水消肿等功效［2］。此外，还

收载了包含槟榔的成方制剂共 50 余种。2020 年版

《中国药典》［1］规定，槟榔的来源为棕榈科植物槟榔

Areca catechu 的干燥成熟种子。槟榔不仅是常用中

药材之一，也是我国南方地区的传统食品之一［3］。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中包含槟榔的

方剂有 1 首，即出自明代吴又可《瘟疫论》的达原饮。

早在 1985 年，刘大放等［4］对槟榔的植物形态、药用

功效及其应用进行了简单介绍；乔立新等［5］对槟榔

和大腹子的出处进行了考证，证明大腹子与槟榔同

处一物，即大腹子为槟榔多型种子中的一种类型，

同时还对两者的质量和功用进行了探讨；乔立新［6］

和孙龙宇等［7］皆考证了槟榔的古代炮制方法，历史

文献中共记载了 20 余种，如粉碎、加热制法、煨制、

辅料制法等，至今沿用的只有净制、切制和炒制；景
永帅等［8］主要从名称、基原、产地和炮制方法等方面

对大腹皮进行本草考证。目前，现有槟榔考证类文

章各有侧重点，但未对槟榔的基原进行详细考证，

亦未见文献对槟榔名称、产地变迁和采收加工进行

考证。基于此，笔者拟立足于服务经典名方开发，

拟对槟榔药材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对历代本草相

关记载进行整理，从名称、基原、产地、采收加工、炮

制等方面对该药材进行系统本草考证，以期为含槟

榔的经典名方开发提供参考依据，并为槟榔的综合

利用提供有益借鉴。

1 释名

槟榔最早收录于《名医别录》，历代本草多以

“槟榔”为正名并沿用至今。此外，中文名字槟榔是

中国人将马来语 Pinang 音译所得。《本草纲目》［9］记

载：“槟榔以‘宾门’一名始载于李当之《药录》。”司

马相如《上林赋》记载：“留落胥余，仁频并闾”，其中

“留落”是指木名，“胥余”亦作“胥邪”，为椰子的别

名，“仁频”指槟榔树，“并闾”则是指棕榈。晋朝《南

方草木状》［10］记载：“以扶留藤古贲灰并食，则滑美

下气消谷。出林邑，彼人以为贵，婚族客必先进。

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一名宾门药饯。”既介绍了

槟榔食用方法和口感功效，还提到南方民众在待

客、婚嫁、社交中食用槟榔的习俗。

唐代《食疗本草》［11］介绍了南北方人对槟榔食

用方法的差异：“多食发热，南人生食。闽中名橄榄

子。所来北者，煮熟，熏干将来。”其中“闽中”即指

福建，唐朝福建人将槟榔称为“橄榄子”是因为其果

形似橄榄。唐代《岭表录异》记载：“真槟榔来自舶

上，今交广生者皆大腹子也，彼中悉呼为槟榔”。其

中记载槟榔曾是一种“舶来品”，我国所产为大腹

子，自此之后本草学家对于大腹子与槟榔是否为同

一物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北宋《嘉祐本草》［12］按唐

代《药性论》云：“白槟榔，君，味甘，大寒。”明代《本

草纲目》［9］载：“【释名】宾门（李当之药录）仁频［音

宾］。洗瘴丹〔时珍曰〕宾与郎皆贵客之称。”古时有

用槟榔预防瘴疠、招待宾客的习俗，入乡随俗，因此

称槟榔为洗瘴丹。《本草纲目》［9］记载大腹子：“【释

名】大腹槟榔（图经）猪槟榔［时珍曰］大腹以形名，

所以别鸡心槟榔也。”大腹槟榔为槟榔的品种之一，

以形状命名，与鸡心槟榔应区分开。民国《中国药

学大辞典》［13］记载：“处方用名：花槟榔。尖槟榔。

连皮槟。鸡心槟。枣儿槟。海南槟。古籍别名：宾

门（李当之）。仁频。洗瘴丹。橄榄子（纲目）。仁

榔。槟榔孙（和汉药考）。蒳子（本草集注）。”其中，

“花槟榔”指槟榔的雄花蕊，“尖槟榔”“鸡心槟”“枣

儿槟”均以槟榔的形状命名，“连皮槟”指带有果皮

和种子的槟榔，“海南槟”引海南地名对其进行命

名。综上分析，槟榔的命名方式主要以外观形态、

功效和产地命名，“宾”与“郎”是对贵客的称呼，在

历代古籍中有关槟榔别名的记载颇多。

2 基原考证

槟榔在《名医别录》［14］中列为中品：“味辛、温，

无毒。主消谷，逐水，除淡澼，杀三虫，去伏尸，治寸

白。生南海。”南海指南海郡，主体范围为今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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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海南省和广西东南部。陶弘景首次对槟榔的性

味、功效和产地进行了描述，但并未对槟榔植物形

态进行介绍。晋代《南方草木状》［10］最早对槟榔进

行了详尽的描述：“槟榔，树高十余丈，皮似青桐，节

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调直亭亭，千万若一，

森秀无柯。端顶有叶，叶似甘蕉，条派（脉）开破，仰

望眇眇，如插丛蕉于竹杪；风至独动，似举羽扇之扫

天。叶下系数房，房缀数十实，实大如桃李，天生棘

重累其下，所以御卫其实也。味苦涩。剖其皮，鬻

其肤，熟如贯之，坚如干枣，以扶留藤、古贲灰并食，

则滑美，下气消谷”。说明当时对槟榔的记载极为

全面，涵盖了树、茎、叶、根、干、果实，证明槟榔较受

重视，所述特点与今棕榈科槟榔属植物大致相同，

但“叶似甘蕉”一说存疑，甘蕉叶片为长圆形，其基

部圆形或不对称，叶面鲜绿色，这些特点不符合槟

榔植物特征。槟榔与扶留藤、古贲灰一起食用，味

道滑美不涩，具有下气、祛除瘴气的功效，其中扶留

藤为胡椒科植物，是一种藤类植物，果穗黑褐色，产

于云南、广东、广西等地，古贲灰即蛎蚌灰。晋代

《广志》云：“木实曰槟榔树，无枝略如柱，其颠生檖

而秀，生棘针，重叠其下，彼方珍之，以为口实。”其

对槟榔树特征进行了简单描述，其描述与今槟榔 A.

catechu形态特征一致。

《本草经集注》［15］在草木中品记载了不同产地

槟榔在形状和性味上的差异：“出交州，形小而味

甘；广州以南者，形大而味涩，核亦大；尤大者，名楮

槟榔，作药皆用之。又小者，南人名蒳子，世人呼为

槟榔孙，亦可食。”陶弘景通过不同产地槟榔的品种

不同对其进行命名，“交州”即今广州、广西等地，所

产的槟榔形状小并且味甘，“广州以南”指今海南、

台湾等地，所产的槟榔多为形、核大且味涩，大槟榔

又名“楮槟榔”，后作将“楮”作“猪”，可作为药用，小

槟榔又名蒳子、槟榔孙，可以食用。推测不同产地

槟榔品种不同。有关“蒳子”一词的描述，《吴都赋》

载：“草则藿蒳豆蔻，姜汇非一”，刘逵注：“蒳，草树

也。叶如栟榈而小，三月采其叶，细破，阴干之。味

近苦而有甘，并鸡舌香食之益美。”根据上述文字，

蒳子的叶子与棕榈树相似但叶子较小，根据其描述

推 测 蒳 子 为 棕 榈 科 槟 榔 属 中 的 三 药 槟 榔

A. triandra，三药槟榔与槟榔相比较为矮小，花序和

花与槟榔相似，其果实比槟榔小，所以又将其称之

为“槟榔孙”。

在《本草拾遗》［16］中对槟榔的品种进行了补充，

对蒳子和山槟榔进行了简单的介绍，记载：“蒳子，

小槟榔也。生收火干，中无人者，功劣于槟榔。顾

征《广州记》云：山槟榔，形小而（而字底下一个犬）
细。蒳子，士人呼为槟榔孙。”由于书中只对山槟榔

与蒳子的形态进行简单介绍，山槟榔与蒳子的形状

均小，无法判断是否为同一物。据李时珍考证，山

槟榔与蒳子为同一物，故推测山槟榔与蒳子均为棕

榈科槟榔属三药槟榔 A. triandra。《海药本草》［17］记

载了槟榔与大腹子的差异：“谨案《广志》云：生南海

诸国。树茎叶根干，与大腹子异耳。又云如棕榈

也，叶茜似芭蕉状。陶弘景云：向阳曰槟榔，向阴曰

大腹。”其提及槟榔的树、茎、叶、根、干与大腹子存

在差异，但并未对其进行详细说明。对于“叶茜似

芭蕉状”一说存疑，叶子呈深红色且像芭蕉状，这一

特点与现槟榔的形态特征有所不同，推测其为棕榈

科猩红椰属猩红椰子 Cyrtostachys renda，其冠茎鲜

艳的红色或橙红色，羽状复叶，叶柄与叶鞘为猩红

色，在我国南北方均有种植，南方主要分布在广东、

广西、海南等地。

《本草图经》［18］详细描述了槟榔的植物形态：

“槟榔，生南海，今岭外州郡皆有之。大如桄榔，而

高五、七丈，正直无枝，皮似青桐，节如桂竹；叶生木

巅，大如楯头，又似甘蕉叶；其实作房，从叶中出，旁

有刺若棘针，重叠其下；房数百实，如鸡子状，皆有

皮壳，肉满壳中，正白。”提及桄榔 Arenga pinnata 为

棕榈科桄榔属植物，为乔木状，茎粗壮，高约 5 m。

与槟榔相比，桄榔的树干较为粗壮，果实也较大，且

桄榔树干上包裹着不会脱落的叶柄和纤维，但槟榔

比桄榔高很多。根据《本草图经》［18］中对槟榔形态

特征的描述，与《中国植物志》中槟榔 Areca catechu

植物形态较为接近，但对于叶的描述不符合槟榔植

物特征。“旁有刺若棘针”即有棘针保护果实，槟榔

初生时肉为白色。《本草图经》［18］在《本草经集注》［15］

基础上将槟榔品种进行补充：“此有三、四种，有小

而味甘者，名山槟榔……今医家不复细分，但取作

鸡心状、有坐正稳心不虚、破之作锦纹者为佳。”苏

颂将槟榔分为山槟榔、猪槟榔和蒳子，山槟榔小而

味甘，猪槟榔形状和核大且味涩，蒳子最小。据后

代学者考证，推测山槟榔与蒳子均为棕榈科槟榔属

三 药 槟 榔 A. triandra，猪 槟 榔 为 棕 榈 科 植 物 A.

catechu。同时，还有一种说法，即形状为尖且长有

紫色纹路的槟榔称为槟，形状圆且小的槟榔称之为

榔。通过查阅《饮片新参》，推测“槟”应该是其中所

记载的枣槟榔，其色紫质坚，如枣形的描述与书中

所记载的相似。现将枣槟榔记为棕榈科植物槟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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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成熟果实，具有消食醒酒、宽胸腹和止呕恶的

功效。根据形状圆且小的特征推测“榔”为三药槟

榔。将鸡心状、安坐时端正稳固、质地坚硬且破碎

后断面有花纹的槟榔作为佳品。《本草图经》［18］还记

载了大腹子与槟榔的差异：“其大腹所出，与槟榔相

似，但茎、叶、根、干小异，并皮收之，谓之大腹槟榔。

或云槟榔极难得真者，今贾人货者多大腹也。”将大

腹子称为大腹槟榔，并提及大腹槟榔与槟榔在茎、

叶、根、干均有一定差异，与《海药本草》［17］相比，槟

榔与大腹子在树的形态上没有区别，商人采购多为

大腹槟榔。此外，《本草图经》［18］还附有槟榔和广州

槟榔 2幅槟榔药图，见图 1，图中槟榔正直无枝，叶簇

生于茎顶，叶片大，苏颂对槟榔叶的描述为“又似甘

蕉叶”，通过查阅《本草图经》所附甘蕉图与桄榔图，

甘蕉叶与槟榔树叶相似，槟榔的植物形态与桄榔相

似，其所附槟榔图可能是受“又似甘蕉叶”的误导所

致，不符合今槟榔属植物特征。广州槟榔为分支花

序，花从叶中出，旁边有刺像棘针。根据图中可知

广州槟榔与槟榔分支花序形态相似，但叶子与今棕

榈科槟榔属植物不同。

明代《本草品汇精要》［19］《本草汇言》［20］和《本草

蒙筌》［21］基本延续了前朝的记载。《本草品汇精

要》［19］在《本草图经》［18］基础上对槟榔的生长和采收

时间进行补充，记载：“其实春生，至夏乃熟”。《本草

纲目》［9］除汇总前朝之说外，首次将槟榔自木部移入

果部，与此同时对槟榔的植物形态做了补充：“槟榔

树初生若笋竿积硬，引茎直上……三月叶中肿起一

房，因自拆裂，出穗凡数百颗，大如桃李。又生刺重

累于下，以护卫其实。五月成熟，剥去其皮，煮其肉

而干之。皮皆筋丝，与大腹皮同也。”其在对槟榔的

描述上增加了不同月份槟榔的变化，即三月起房，

五月成熟，对于槟榔叶的描述也细化为端顶有叶如

甘蕉，条派开破，像羽扇扫天的形状，与今槟榔的描

述相符。《本草纲目》［9］所附药图简化失真，与书中描

述不一致，由附图可见槟榔树像笋竿一样，茎干有

节，枝从中心部位长出，左右两侧没有枝，根据其描

述猜测此图为槟榔初生的样子，见图 1。但结合文

字描述和图中槟榔的形态可知，其与《本草图经》［18］

中槟榔图大体一致。

《本草纲目》［9］记载：“大腹子出岭表、滇南，即槟

榔中一种腹大形扁而味涩者，不似槟榔尖长味良

耳，所谓猪槟榔者是矣。盖亦土产之异，今人不甚

分 别 。 陶 氏 分 阴 阳 之 说 ，亦 是 臆 见 …… 青 时 剖

之……则大腹子与槟榔皆可通用，但力比槟榔稍劣

耳。”提示槟榔与大腹子的差异可能是产地不同所

致，现在不将其区分开，并否定了将槟榔和大腹子

分为阴阳的说法，大腹槟榔需要在未成熟时剖开，

大腹槟榔与今槟榔 A. catechu 可以通用，只是大腹

槟榔的药效稍逊于槟榔。《本草乘雅半偈》［22］记载：

“出南海、交州、广州，及昆仑，今岭外州郡皆有。子

状非凡，木亦特异……擢穗缀实，凡数百枚，大似桃

李，至夏乃熟，连壳收贮，入北者，灰煮焙干，否则易

注：A.《本草图经》（1. 槟榔，2. 广州槟榔）；B.《本草纲目》；C.《植物名实图考》；D.《本草图谱》（1. 槟榔，2. 鸡心槟榔）；E.《植物学大辞

典》；F.《中国药物标本图影》；G.《新编中药志》

图 1 不同历史时期本草著作中所附槟榔

Fig. 1 Arecae Semen attached to herbal work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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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腐败。”“出南海、交州、广州，及昆仑，今岭外州郡

皆有”主要包括越南部分地区和我国广东、广西、海

南，在后文产地变迁部分进行详述。该书中将槟榔

的最大高度延伸至“九丈”约 30 m，与“槟榔高 10 多

米，最高可达 30 米”记载一致，推测槟榔为棕榈科，

其余描述均与《本草纲目》［9］一致。《本草乘雅半

偈》［22］对 2 种槟榔的形态特征进行了补充：“山槟榔，

名蒳子，生日南，木似棕榈而小，与槟榔同状。一丛

十余干，一干十余房，一房数百子。子长寸许。五

月采之，味近甘苦。一种猪槟榔，大而味涩，核亦

大，即大腹子也。修事用白槟，存坐稳正，心坚锦文

者最佳。刮去底，胜瘴也。”山槟榔生于“日南郡”，

今越南顺化等地，与棕榈树大小相似且与槟榔形状

相同，五月将其采摘，味甘苦。“猪槟榔”形大且味

涩，又称大腹子。选择白槟榔进行炮制，安坐时稳

固端正，使用时先将底刮掉，能够有效缓解瘴气。

经考证，推测山槟榔与蒳子均为棕榈科槟榔属三药

槟榔，大腹子与猪槟榔为同一物，且大腹子与槟榔

可以通用，因此推测猪槟榔与大腹子为棕榈科槟榔

属槟榔。参考前述，山槟榔和猪槟榔均为棕榈科槟

榔属植物，只是品种存在差异。

清代《本草纲目拾遗》［23］记载豆蔻槟榔：“此即

《纲目》槟榔注内所云蒳子是也。形如鸡心，一头

尖，一头圆，仅如小指大，外有壳包之……广南槟榔

亦无有专货之者，或云此种始为鸡心槟榔。广南所

市者，皆山槟榔，乃大腹子而已。时珍循竺氏说，以

山槟榔为药子，恐误。”赵学敏认为豆蔻槟榔为“蒳

子”，“豆蔻槟榔”就是拣出的类似豆蔻的个头小的

槟榔，因其形为圆锥形，故也叫鸡心槟榔。同时对

李时珍“山槟榔即蒳子，猪槟榔为大腹子也”的说法

提出质疑，认为槟榔和大腹子为 2 个物种。经考证，

2017 年版《中药大辞典》中所收录山槟榔为唇形科

植物鸡脚参的根，并非棕榈科“山槟榔”。因此，“山

槟榔即蒳子”这一观点更接近实际，即山槟榔与蒳

子均为棕榈科槟榔属三药槟榔 A. triandra。经后代

学者考证，认为大腹子与槟榔为同一物，推测猪槟

榔与大腹子均为棕榈科植物槟榔 A. catechu。直至

《植物名实图考》［24］记载：“槟榔《别录》中品。大腹

子，《开宝本草》始著录，皆一类。而大腹，皮入药。

又山槟榔一名蒳子，琼州有之。”本草学家才认识到

槟榔和大腹子为同一物。其所附图中为槟榔原植

物图，由图可以看出槟榔叶叶轴为三棱形，但对小

叶没有进行描绘。但其叶片形状与今槟榔叶为狭

长披针形不同，见图 1。

1753 年林奈 Carolus Linnaeus 在《植物种志》［25］

中创建了槟榔属 Areca Linn.，该属植物全世界约 60

余种，主要分布于亚洲热带地区和澳大利亚。我国

台 湾、海 南 及 云 南 等 省 主 要 分 布 与 栽 培 的 为 A.

catechu Linn.，该学名亦首次由林奈命名，其中槟榔

的属名 Areca 由马来西亚土名拉丁化而来，其种名

catechu 则是马来语的“一种从植物中提炼出来的液

汁”之意。1790 年卢雷罗（Joannis de Loureiro）［26］在

《交趾植物志》中将槟榔定名为 A. hortensis Lour.。其

后 1805年 WILLDENOW［27］将槟榔定名为 A. catechu

Willd.。按照国际植物命名法规，2个均为无效发表，

现均已作为槟榔 A. catechu Linn.的异名处理。

1844 年岩崎常正［28］在《本草图谱》对槟榔进行

了描述，所附图与今槟榔和槟榔子形态特征一致，

然其所绘鸡心槟榔显系根据古籍描述所做的臆绘，

并非实物写生，见图 1。1871 年 SMITH［29］的《中国

本草的贡献》记载到，“槟榔”一名可能来源于马来

语音译所得，很多学者将 A. catechu 的种子错误地

叫做 betel-nut，咀嚼槟榔所产生的效果都归功于

betel（蒌叶）。蒌叶为胡椒科胡椒属的攀援藤本植

物，其茎、叶入药，适当食用有助于消化、提神及清

除肠道，具有祛风散寒、行气化痰、消肿止痒的功

效。槟榔还可称为“洗瘴丹”或者“抗疟疾灵丹妙

药”，生长在云南、广西和海南等地，Sampson 报道

称，最好的槟榔产自海南南部，槟榔树高度和果实

大小对槟榔的质量有很大影响。槟榔被认为具有

滋补、健胃、收敛和驱虫等功效。在南方，槟榔曾被

用作茶，作为预防疟疾的药物。槟榔的 1 个品种为

大腹子，还可以称为猪槟榔，其外皮被称为大腹皮，

用途与槟榔相似。

1881 年俄国 BRETSCHNEIDER［30］在《先辈欧

人对中国植物的研究》中对《交趾植物志》定为

A. catechu L. 的粤语发音为“pin lam”的植物备注其

中文名“槟榔”。1895 年其在《中国植物》［31］中亦将

槟榔基原定为 A. catechu L.，并翻译了《名医别录》

关于槟榔的记录，转引了海关出口报表的数据，当

时中国琼州大量出口槟榔。1895 年松村任三［32］在

《改正增补植物名汇》中收录了槟榔，其拉丁名为

A. catechu L.，大腹子拉丁名为 A. dicksonii Roxb.=

Pinanga dicksonii Bl.（该学名《中国植物志》仅有中

文名金鞘山槟榔记载，但无具体记录，产于印度，我

国无该种分布）。1915 年《改订植物名汇》［33］中增补

参 考 各 类 资 料 ，将 槟 榔 基 原 修 订 为 A. catechu

Willd.，大腹子为 A. dicksonii Roxb.。1915 年大沼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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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对《本草图谱》［34］所画植物进行考订，其拉丁名

与《改订植物名汇》一致。

1918 年《植物学大辞典》［35］对槟榔的描述为“棕

榈科，槟榔子，拉丁学名为 Areca catechu L.。属东印

度原产。木本高三十尺许。叶为羽状复叶，小叶之

上端，其形状宛如齿而断之者。此植物之干似椰子

而细，每一干有三四穗，每一穗上结实三四百颗。”

从其附图可以看出，槟榔叶为断齿状，小叶长于最

上端，叶底长出 3~4 个花梗等形态特征与今槟榔相

符，见图 1。1930 年丁福保［36］在《中药浅说》中对槟

榔子进行了详细介绍：“槟榔子为棕榈科槟榔树

（Areca catechu L.）的种子，树的外形类似椰子，果实

为卵圆形，外皮坚硬，由纤维状之组织而成，以中皮

存于内部围绕种子（即槟榔子）……其横断面有大

理石样之纹理，而被包种子之中皮，即附着果肉纤

维状部称大腹皮，供药用。”这与现槟榔子的形态特

征相吻合。1931 年日本石户谷勉［37］在《中国北部之

药草》中对槟榔子和大腹子进行描述：“槟榔子、大

腹子均为棕榈科 Areca 属植物之果实。大腹子较槟

榔子为扁圆，带灰色。汉方医士将此二者区别阴阳

而使用之。大腹皮为包裹大腹子之纤维状果皮。”

记载了槟榔与大腹子的区别，现将大腹子与槟榔子

定义为同一物，大腹皮为槟榔子外皮。

1933 年丁福保将《和汉药考》翻译成《新本草纲

目》［38］，对槟榔进行了详尽描述：“槟榔子拉丁名为

Semen Areca，槟榔，乔木也，高至四五丈……多附有

纤维之毛冠。外面灰褐，内坚实，有纹理，味甘而为

收敛性。”其槟榔拉丁名显非学名而是药材名，现

Arecae Semen 记为槟榔英文名。《邦产药用植物》［39］

《药物图考》［40］《药物学备考》［41］《中国植物学文献评

论》［42］《中国植物图鉴》［43］与《和汉药名汇》［44］中记载

槟榔拉丁名均为 A. catechu L.，形态特征描述均与

前朝记载一致。1935 年版《中国药学大辞典》［13］是

汇集式文献，引录了日本《和汉药考》对槟榔的记

载：“拉丁名 Semen Areca。种类：大腹槟榔，形扁圆

即母槟榔，猪槟榔。鸡心槟榔，形细长，即公槟榔。

棗儿槟榔……乃蔓生结实，大如葡萄，色紫味甘，核

仁亦甜，功用与此不同。”配套的《中国药物标本图

影》［45］所附图中槟榔的特征为槟榔子呈球圆或卵圆

形，槟榔子外皮为灰褐色且有纹理，鸡心槟榔细长，

尖槟榔两头尖等形态特征与之相符，见图 1。《新本

草纲目》［38］和《中国药学大辞典》［13］将槟榔拉丁名订

为“Semen Areca”。经考证，semen 是拉丁语 semin

意为 seed 后变形而来，seed 译为种子，在历版《中国

药典》［2，46-54］中均记载 Arecae Semen 为槟榔英文名。

1959 年版《中药志》［55］将槟榔拉丁名订为 A. catechu

L.，后世均沿用此规定。

1961 年《药材学》［56］除收载槟榔、大腹皮外，尚

有枣槟榔一药，并对其进行了详细描述：“［来源］枣

槟榔为棕榈科（Palmae）植物枣槟榔 Areca sp.的干燥

果实。［历史］据李时珍考证山槟榔一名蒳子，生日

南，村似栟榈而小，但是否即现代的枣槟榔，尚待证

实。按古代本草未见记载枣槟榔。王一仁著《饮片

新参》谓：枣槟榔色紫质坚，如枣形。南京药材公司

称它为壳槟榔，其种子称枣槟仁。华东地区近年曾

用作治血吸虫病药。［植物形态］本属植物为灌木，

茎直立。叶为羽状复叶，花序生于叶簇下，花单性，

果实像老挝槟榔（A. laosensis）而较大。果皮纤维

状。”古籍并枣槟榔记载，从《药材学》所附枣槟榔图

可知，应为棕榈科槟榔属植物槟榔的干燥未成熟果

实，而槟榔与大腹皮则是成熟的种子与果皮。《新编

中药志》［57］对前朝考证进行了详细汇总，从所附图

中可以看出叶在茎顶端丛生通常单生，羽状复叶，

叶轴三棱形，小叶披针状线形或线形，见图 1。槟榔

叶片先端渐尖，有不规则分裂，基部较狭，槟榔坚果

呈卵圆形或长圆形，基部有宿存的花被，熟时橙黄

色等植物特征与附图中的描述一致。

近现代以来本草学家对槟榔的考证结果基本

一致，对槟榔的树、茎、叶、根、干、果实进行了详细

描述。通过对国内外古籍进行考证，发现国内外记

载的槟榔和槟榔子形态特征相似。槟榔的记述始

于《名医别录》［14］，《南方草木状》［10］最早对槟榔植物

形态进行描述，后代对其进行补充。古代所述槟榔

有 2 个 品 种 ，但 均 为 同 属 同 种 ，即 三 药 槟 榔 A.

triandra Roxb. 与槟榔 A. catechu L.，然而三药槟榔

的主要价值为观赏。经考证，大腹子与槟榔为同一

物，在历版《中国药典》［2，46-54］和《中国植物志》中英文

版［58-59］等文献中皆将 A. catechu L. 作为槟榔基原。

综上所述，古代药用槟榔大致为同一种药材，并与

现代中药材槟榔一致。

3 产地变迁与品质评价

历代本草著作记载槟榔的产地为中国、越南、

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即在热带和部分亚热带

地区广泛栽培，我国主产地为广东、广西、海南、云

南、台湾。《本草经集注》［15］记载“广州以南”即海南、

台湾等地所产的槟榔尤大者可为药用。据明代《本

草品汇精要》［19］记载，广州是当时槟榔的重要产地，

此时海南归广东管辖。《南海药谱》［60］和《海槎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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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61］均记述槟榔产于海南。《中国本草的贡献》［29］

提及海南南部所产槟榔质量最佳，树与果实大小不

同也会影响其质量。《中国药学大辞典》［13］记载海南

所产槟榔为佳品。槟榔历代道地性及品质变迁信

息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60-71］。综上所述，认为海南省

所产槟榔质量最优，为道地药材。在早期本草所载

槟榔的品质评价中，多以“存坐稳正，心坚锦文者最

佳”为优质品的标准，指槟榔一端平整，即安坐时端

正稳固、质地坚硬且断面有纹路的槟榔为佳品。现

代文献多将个大、体重、结实、无破裂者作为佳品。

4 药用部位

通过历代本草古籍对槟榔的描述，可判断其入

药部位较为一致，均为槟榔种子和果皮。《本草图

经》［18］记载：“岭南人啖之，以当果实。”《本草品汇精

要》［19］记载：“用：实。”《全国中草药汇编》［72］详细记

载：“槟榔主治用法：食积气滞，腹痛胀满，腹水，痢

疾，绦虫病，胆道蛔虫，血吸虫病；外用治青光眼。

大腹皮主治腹部胀满，水肿，小便不利。”槟榔果皮

亦有药用记载，《本草纲目》［9］大腹子项下记载：“收

其皮入药，外皮黑色，皮内皆筋丝如椰子……［主

治］冷热气攻心腹，大肠壅毒，痰膈醋心。”《药材资

料汇编》［66］记载：“大腹皮，采槟榔之果壳，又称槟榔

衣。”大腹子又分为大腹皮和大腹毛，冬季至次春采

收未成熟的果实，煮后干燥，纵剖两瓣，剥取果皮，

称为大腹皮；春末至秋初采收成熟果实，煮后干燥，

剥取果皮，打松，晒干，称之为大腹毛。大腹皮与大

腹毛均可入药。《中国药用植物图鉴》［67］记载槟榔的

药用部位为种子（槟榔）及果皮（大腹皮），其果实具

有止痢、健胃、驱虫等功效，果皮有治腹胀、驱风、消

水肿等功效。综上分析，槟榔的种子（槟榔）与果皮

（大腹皮）均具有药用价值，均可入药。

5 采收加工及炮制

历代本草所收录的槟榔采收期不断变化，但均

在果实成熟时采摘。大腹子则为果实未成熟时采

收，取其果皮。《本草图经》［18］记载槟榔：“其实春生，

至夏乃熟。”明清之前本草古籍记载的槟榔采收时

期基本沿用《本草图经》。《本草纲目》［9］对槟榔的成

熟时间和加工方式进行了介绍，但对于具体的采收

时间并未说明。近现代本草学家对于槟榔的采收

时间则具有不同的观点，《中药材手册》［68］详细介绍

了槟榔的采收时间和加工方式，即槟榔冬季当果实

外皮呈黄色，果内具显明的花纹时采收，且主要介

绍了 3 种加工方式：①摘下后剥其果皮，取其种子干

燥；②果实晒 3~4 d 后用火烘 7~10 d，烘干后取出即

可；③水煮 4 h 后烘 7~14 d，干后取出。现代加工方

式多为第 3 种，先对其水煮后进行干燥。《中药志》［55］

和《全国中草药汇编》［72］记载槟榔的采收时间不同，

但加工方式相同，《中药志》［55］载：“冬、春果实成熟

时采收”，《全国中草药汇编》提及在春末夏初槟榔

成熟时进行采收，加工方式都为去其果皮，取其种

子后晒干或烘干。《500味常用中药材的经验鉴别》［73］

和《金世元中药材传统经验鉴别》［74］均记载槟榔多于

3—6 月果实呈黄色时采收，日晒后或烘焙后捣破果

皮取出种子晒干。综上所述，2020年版《中国药典》［2］

对历代本草古籍进行总结，最终定将槟榔的采收时

间延伸到春末至秋初采收成熟果实，加工方式为水

煮后干燥，除去果皮，取出种子，干燥。

槟榔应用广泛，历代书籍和本草文献中均有关

于 其 炮 制 方 法 的 记 载［6-7］，见 增 强 出 版 附 加 材

料［71-82］。《雷公炮炙论》［63］首次介绍了槟榔的炮制加

工方法，根据槟榔的形态特征对槟榔进行了分类，

主要分为槟与榔，槟榔要选择心坚、花纹像流水一

样，碎后内里有美丽花纹的为最佳者，其中一半为

白色、一半为黑色且易破碎的槟榔，不为药用。如

果使用，必须要区分开槟与榔，槟为身形尖、具有紫

色花纹且横截面大者，榔为头圆、身形矮者。槟榔

在使用前要先用刀刮去底部，之后细切。切记不要

经过火烧，否则会失去效果，如果用熟槟榔，不如选

择不用。《雷公炮炙论》［63］中对于切制没有具体要

求。《新修本草》［65］记载：“今入北来者，皆先灰汁煮

熟，仍火熏使干”“生捣未服”，所描述的槟榔炮制方

法为煮制和粉碎。《太平圣惠方》［80］首次提到炒制：

“细剉，微炒，捣为末”。明清期间，槟榔炮制方法发

展较快，出现了煨制、醋制等方法，其中《本草纲目》［9］

记载槟榔采用煨制的炮制方法，煨制根据辅料的差

异具有多种方法，但在现代没有被继续沿用。总之，

近代槟榔的炮制方法多沿用前朝记载，但很多方法

已经较少使用，或者局限于某些地区。目前，在槟榔

的炮制方法中，净制、切制和炒制最为常用。

6 结语

综上所述，槟榔在我国入药历史悠久。槟榔一

名为马来语音译所得，其中李时珍记载到“宾”与

“郎”皆为古时对贵客的称呼，历代本草均以槟榔为

正名。历代本草古籍记载槟榔的主流基原为棕榈

科植物槟榔 A. catechu 的干燥成熟种子。古代本草

对于槟榔植物的形态均有详细的记载，并对槟榔与

大腹子是否为同一物种进行了详细考证，最终证实

二者确为同一物。槟榔多分布于热带及亚热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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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广东、广西、海南和台湾

等地，道地产区为海南省，建议在经典名方开发中

选用此产区。槟榔以个大、体重、结实、无破裂者作

为佳品，槟榔种子和果皮均可入药，槟榔主要采收

时间为春末至秋初采收成熟果实，加工方式为煮后

干燥，除去果皮，取出种子，干燥。古时记载槟榔炮

制方法繁多，近代对槟榔的炮制以净制、切制和炒

制为主。参考《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考证原则》

与《古代经典名方关键信息表（7 首方剂）》，建议经

典名方中未明确注明炮制要求的药材以生品入药，

故建议槟榔用生品（槟榔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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