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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研究大量本草文献,并结合其功效主治临床应用,对麦冬性味的演变历程进行系统梳理,
探究麦冬性味变化,为进一步研究开发利用中药麦冬提供理论依据。麦冬经历“一药一味”到“复合药

味”,由“甘、平”至“甘、微苦,微寒”的发展过程,随着中药性味理论由萌芽到完善发展,标定性味的原

则由“一药一味一性”到“一药多味(少数为一味)一性”,由“根据药物的真实滋味、结合五行及藏象理

论、三品和功效而定”到“主要根据药物的功效而定”转变,本质上反映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医家

在医疗实践对中药性味的新思考。
关键词:麦冬;味;性;本草典籍;考证研究

DOI:10.11954/ytctyy.20230303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R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97(2023)03-0170-03

收稿日期:2022-05-31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医药公共卫生服务补助专项“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项目”(2018ZX09201009)
作者简介:杨 娜(1998-),女,黑 龙 江 中 医 药 大 学 硕 士 研 究 生,研 究 方 向 为 中 药 质 量 标 准 与 新 药 研 发。E-mail:

1225671615@qq.com
通讯作者:孙慧峰(1969-),男,硕士,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中药质量标准与新药研发。E-mail:FANa

0802@163.com

HerbalTextualStudyonTheNatureandFlavorofOphiopogonisRadix
YangNa,ZhangFan,YuMinghui,YangJudong,ZhuJunxiu,SunHuifeng*

(CollegeofPharmacy,HeilongjiangUniversityof
ChineseMedicine,Harbin150040,China)

Abstract:ToexploretheflavorchangesofOphiopogonisRadixandprovideatheoreticalbasisforfurtherresearchand
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OphiopogonisRadix.Theevolutionofnatureandtasteof
OphiopogonisRadixwassystematicallyreviewedbystudyingalargenumberofherbaltextualandcombiningwithits
clinicalapplication.OphiopogonRadixhasexperiencedthedevelopmentandevolutionprocessfromonemedicineand
onetastetocompoundmedicinetaste,fromsweet,mildtoweet,slightlybitter,andslightlycold.Theprincipleforde-
marcatingnatureandflavourhaschangedfromoneChineseherb-onenature-oneflavourtooneherb-multipleflavours
(rarelyone)-onenature,withthebasistransformedfromrealflavourofherbs,aswellasthefiveelements,theviscera-
statedoctrine,thethreegradesofmedicines,andthedrugeffecttomainlythedrugeffect,whichessentiallyreflectsdif-
ferentperiodsanddifferentenvironments.Newthinkingonthenatureandflavor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bydif-
ferentdoctorsinmedical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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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具有各自独特的性味,性与味是药物性能的
体现[1]。中药性味理论是中医药理论的核心组成,是
人们对药物认识、临床使用的经验总结。研究开展中
药性味理论研究是深刻阐明中药性味理论的科学性
所必须的文献准备和理论前提。麦门冬简称麦冬,始
载于《神农本草经》,为百合科植物麦冬Ophiopogon
japonicus(L.f)Ker-Gawl.的干燥块根,具有养阴生津、
润肺清心的功效[2]。麦冬药用广泛,应用价值较高,在
古今各类本草中均有详细记载。现对麦冬考证研究

多是对麦冬来源品种的考证,性味方面研究较少,因
此通过检索古籍文献与现代临床资料对麦冬的性味
进行考证,查阅从汉代《神农本草经》至2020版《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的典籍,发现历代本草对麦冬的性
味描述存在差异,麦冬的性、味从开始的“甘、平”逐渐
转变为现代的“甘,微苦、微寒”。按朝代顺序排列,将
麦冬的性味进行整理,如表1,解释各个“味”和“性”标
定的依据及其联系,为麦冬的现代研究与临床应用提
供理论基础与文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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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历代本草对麦冬的性味统计

朝代 典籍 味 性 参考文献

汉 《神农本草经》 甘 平 [3]
魏晋 《吴普本草》 甘 平 [4]
魏晋 《名医别录》 - 微寒 [5]
南朝 《本草经集注》 甘 平、微寒 [6]
唐 《新修本草》 甘 平、微寒 [7]
唐 《千金翼方》 甘 平、微寒 [8]
宋 《证类本草》 甘 平、微寒 [9]
元 《珍珠囊补遗药性赋》 甘 平、寒 [10]
元 《汤液本草》 甘、微苦 微寒 [11]
明 《本草蒙筌》 甘、微苦 平、微寒 [12]
明 《雷公炮制药性解》 甘 平、微寒 [13]
明 《本草乘雅半偈》 甘 平 [14]
明 《本草纲目》 甘 平 [15]
明 《药鉴》 甘 平、微寒 [16]
清 《本草崇原》 甘 平 [17]
清 《本草备要》 甘、微苦 寒 [18]
清 《本草便读》 甘、苦 寒 [19]
清 《本经逢原》 甘 寒 [20]
清 《得配本草》 甘、微苦 平、凉 [21]
清 《长沙药解》 甘 平、微凉 [22]
清 《本草从新》 甘、微苦 微寒 [23]
清 《本草分经》 甘、微苦 微寒 [24]
清 《本草思辨录》 甘 平 [25]
清 《本草新编》 甘 微寒 [26]
清 《本草害利》 甘 微寒 [27]
清 《医学衷中参西录》 甘 凉 [28]

现代 《中医药大辞典》 甘、微苦 微寒 [29]
现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甘、微苦 微寒 [2]

1 味的考证

1.1 “甘”味考证
麦冬始载于《神农本草经》(以下简称《本经》),

称“麦门冬”,记载:“味甘,性平。”其后历代本草著作
至2020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均认同麦冬“甘”,
但其他本草还有“甘”味伴有“苦”“微苦”的描述。例
如,认同其味“甘、苦”的本草著作有清代的《本草便
读》。金元时期的《药性赋》《汤液本草》,到明清时期
的《本草正义》《本草备要》,和现代《中医药大辞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均认同其味“甘、微苦”。麦
冬“甘”味贯穿于整个性味演变史,分析可能的原因
如下。
1.1.1 根据麦冬的真实滋味而定 五味起源,与
口尝滋味有很大关系,对医家以口尝确定药味的论
述颇多。如《淮南子》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
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明代医家张景岳
用药时,会“逐件细尝”。由此可见,历代医家对中药
“味”的认知,离不开中药真实的滋味,提示麦冬味
“甘”可能与其真实滋味有关。
1.1.2 受五行及藏象理论影响 五味所属于五
脏,“甘”味在脏归脾;所属于五行,“甘”味配属于
“土”。《白虎通 五行》云:“土味所以甘何? 中央者,

中和也,故甘。犹五味以甘为主也。”《素问·藏气法
时论》云:“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
之。”在《本草经解》中记载麦冬:“味甘无毒,得地中
和之土味,入足太阴脾经。”《本草乘雅半遏》记载:
“麦冬,气味甘平,具土德性,当判入脾,脾之脾药
也。”甘入脾,麦冬可入足太阴脾经。因此,根据五行
及脏象理论,麦冬应具有“甘”味。
1.1.3 与麦冬的功效作用有关 汉代张仲景《金
匮要略》中的麦门冬汤,方中重用麦冬滋肺胃阴的
功效。唐代之后,随着医药的发展,医家对麦冬的
认识逐渐加深,对麦冬功效有了逐渐详细的描述。
《药性赋》记载麦冬:“味重于气,以甘为用,善能养
阴益胃。”《本草正义》描述麦冬:“味大甘,可专补胃
阴,是甘药补益的上品。”[10]《本草思辨录》称麦冬
是纯补胃阴之药[11]。这些本草均提示麦冬的补益
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也描述麦冬养阴生
津的作用,可用于阴虚痨嗽。通常认为“甘”味药有
补益、和中、缓急的作用,能补阴阳气血,治疗虚损
等病症[30]。如《灵枢·终始》中记载:“阴阳俱不
足……可将以甘药。”因此,从麦冬补阴养阴的作用
推测出其有“甘”味。
1.1.4 与《本经》三品论有关 《本经》将药物分三
卷论述,即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多标为甘味。
“上药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
年者,本上经”。麦冬在《本经》中被列为上品,记载:
“久服轻身,不老不饥。”其后的医家多沿用此观点,
故味标为“甘”。
1.2 “苦”“微苦”考证

药物的味感程度区别只是相对的,并无统一的
客观标准,多用“极”“大”“甚”或“微”等表示。麦冬
“微苦”味的记载始见于《药性赋》,记载其“味甘微
苦”。关于“微苦”味的记载一直延续至现代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医药大辞典》,期间只有清代的
《本草便读》认为其具有“苦”味。通过考证,分析原
因麦冬出现“苦”“微苦”味,可能与其功效相关。《本
草衍义》记载麦冬味苦,多用来治疗心肺虚热及虚
劳。《本草正义》描述麦冬味苦少,可以行心肺,补上
焦津液,清渴烦,退血燥之虚热。通常认为“苦”味能
泄、能燥、能坚[31]。苦能泄,有泻下、泄气逆、泄火、泄
湿的含义。苦味药具燥湿的作用,如《素问·脏气法
时论》云:“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苦能坚主要体现
在平相火,固肾阴;清热泻火,顾护阴津;泻下存阴。
根据麦冬治肺热、退虚热的功效,推断其可能具有
“苦”“微苦”味。

2 性的考证

2.1 “平”性的考证
四气的概念最早由《黄帝内经》提出,即寒、热、

温、凉四种药性,《本经》补充了“平”性。平性药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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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而不偏,性质和平。药物的“平”性偏性很小,并
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于“寒、热、温、凉”而言。《本
经》首载麦冬“性平”,清代以前的绝大多数本草著作
皆采用此观点,通过历代本草的梳理,麦冬“性平”的
依据如下。
2.1.1 根据药味和三品归属确定 《本经》中上药
多标平性,下药多标寒性,少标平性;甘味药多标以
平性,而少标寒性。《本经》将麦冬分属在卷一“上
经”中,记载其“甘,无毒,列为上品”,麦冬性“平”由
此而来。
2.1.2 根据其补益作用、无偏忌特性推测 通过
历代本草中对平性药性论述的梳理,认为平性多补,
作用缓和,无偏忌[32]。《珍珠囊补遗药性赋》记载麦
冬可以止烦躁、补虚劳。《本草思辨录》云:“麦冬为
纯补胃阴之药”,体现麦冬有补益作用。《本草经疏》
描述平性:“性禀冲和,无猛悍之气者。”历代本草均
未发现记载麦冬有毒的论断,可体现其性平无偏忌,
无毒、烈之性,故而将麦冬的性确定为“平”。
2.2 “寒”性、“微寒”性的考证

各代医家大多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或消除
热证可使用寒凉性的药物,从其程度分为大寒、寒、
微寒、凉,但这只是寒的程度差别,并无本质不同。
《本草纲目》中也记载:“本草五味不言淡,四气不言
凉,何也? 淡附于甘,微寒即凉也。”[15]寒凉,实为一
类药性。《名医别录》是最早记载麦冬“微寒”“寒”性
的本草,认为麦冬性“微寒”“寒”的依据主要有二。
2.2.1 根据药味与主治病证而确定 《药性赋》
云:“治温热病热传心营,或心阴不足,心失所养之心
烦不眠,心悸怔重之症。”《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
有云:“治虚劳客热,口干燥渴。”苦味药大多伴有寒
凉性,《本草择要纲目》将麦冬归属为寒性药品,记载
其:“苦寒,滋燥金而清水源。”麦冬的苦味可增加寒
性的作用,使药物多具有清热之功。
2.2.2 与炮制方法有关 在临床使用中,有对麦
冬炮制品的描述。《本草备要》和《本草从新》均记载
麦冬:“入滋补药酒浸,制其寒。”清代《外科全生集》
也记载麦冬经酒炮制得“微寒”性,可以祛热毒、泄肺
火。通过炮制麦冬可得“寒”性,也会转向“微寒”性。
《本草撮要》中记载麦冬:“气弱胃寒人禁用。”而《冯
氏锦囊秘录》记载:“气弱胃寒者少用、炒用为妙。”炮
制后的麦冬又不适用于气弱胃寒者,从侧面印证麦
冬的“寒”“微寒”性,通过炒制可以减弱这一药性,以
便于胃寒的患者使用。

3 结论与讨论

药味考证发现,历代本草沿袭《本经》中说法,认
为麦冬味“甘”。在金元之后“甘”味和“微苦”味并
存,只有少数本草认为麦冬还具有“苦”味。晋唐时
期是一个既历经战火,又享盛世的特殊时期。医家

们对以往的医学成就进行综合整理,又根据临床经
验总结对药物性味功效进行增补修改。之后,医药
文化进入发展繁荣期。金代《药性赋》出现麦冬味
“微苦”的描述,极有可能是根据临床经验总结的“清
热养阴”作用功效推断而来。近现代,随着新兴技术
的崛起,人们逐渐开始对麦冬化学成分进行研究,发
现麦冬主要活性成分是皂苷类、黄酮类,还含有少数
挥发油[33]。有文献报道,苦味药化学成分大多包括
生物碱、挥发油、苷类、黄酮类等[31]。因此,根据其化
学成分,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记载麦冬为“微
苦”味。

药性考证发现,历代本草著作记载麦冬有“平”
“寒”“微寒”“凉”“微凉”之性,从汉代至清代主要集
中在“微寒”性和“平”性,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中医大辞典》认为其只有“微寒”性。寒、微寒、
凉,只是寒的程度差别,并无本质不同,无统一客观
标准,可认为是一类药性。对现代中医临证用药性
味影响最大的清代,清代药物综合性味又多数继承
明代药物特点,而明代中医在临证用药方面上承晋
唐金元下启清代。晋唐最初记载的“微寒”可能是根
据“治虚劳客热,强阴益精”主治病症确定的。麦冬
“微寒”性或是“寒”性贯穿整个性味发展过程。

通过以上梳理,对麦冬性味的发展演变,以及不
同时期各医家对麦冬性味的认识有基本了解,通过
文献考证等方式具体解析,阐明性味发生变化的可
能原因。中药性味理论是中医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基于中医临床实践对药物性质的概括总结。
药味由“一药一味”转向“一药多味”,是人们对中药
功效的深化认识,也是中药多成分、多功效的体现。
目前临床对中药的选择更多的是根据功效,往往忽
略药物的性味。但分析多数本草考证的文献,发现
药物的主治病症往往与其性味是分不开的,性味与
药物功效相联系,因此有必要进行中药性味方面的
研究,以为临床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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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木贸易与明代日常生活
常丹静,王文姮*

(山东中医药大学 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250000)
摘 要:苏木最早在西晋时期传入,后代又通过官、商贸易源源不断输入中国。明代苏木往来进贡的数

量巨大,但对苏木贸易的系统研究却甚少。苏木作为一种香料,既可入药,又可作染料,后又以折俸、折
赏的形式出现,因其自身属性还可作为航海压舱之用,故成为航海贸易中重要的商品。通过剖析古代

苏木海上贸易情况、苏木的应用价值,以期考察苏木不断融入明代社会生活的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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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panLignumTradeandDailyLifeinMingDynasty
ChangDanjing,WangWenheng*

(InstituteofChineseMedicalLiteratureandCulture,ShandongUniversityofChineseMedicine,Jinan250000,China)

Abstract:SappanLignumwasfirstintroducedintheWesternJinDynastyandwasthenimportedintoChinathroughsustained
officialandprivatetrade.TheMingDynastySawaHugeAmountoftributebeingpaid.However,therearefewsystematicstud-
ieshavebeendoneonthetrade.AsaSpice,SappanLignumwasusedformedicationandasanaye,andlaterintheformofdis-
countedsalariesandrewards,becauseofitsproperties.Itwasalsousedasballastatsea,makingitanimportantcommodityinthe
maritimetrade.ByanalyzingthemaritimetradeofSappanLignuminancienttimesandtheapplicationvalueofSappanLignum,
itisexpectedtoinvestigatethehistoricalcontextofthecontinuousintegrationofSappanLignumintosociallifeinMing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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