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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仁的本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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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中药的本草考证，是推动经典名方开发与上市的前期工作。查阅现代文献发现，近年对桃仁的研究大多集中

在药理成分、药代动力学、医案等方面，鲜有从古籍文献出发对桃仁的基原、炮制、性味归经及功效主治等方面进行研究。经考

证发现，桃仁的常用名有“桃仁”“桃核仁”，产地较广；从品种而言，桃仁的植物来源古今变化不大，清代以前，桃仁的植物来源

为山桃或毛桃的种子，近代以来桃或山桃的种子成为主流，不同著作关于桃仁植物来源的拉丁学名有所不同，笔者认为桃

Amygdalus persica，山桃 A. davidiana 拉丁学名较为合理。桃仁行血，宜连皮、尖，生用；桃仁润燥，宜去皮、尖，炒黄。桃核承气

汤和桃红四物汤原方中桃仁的炮制方法应当皆为“去皮、尖，炒黄”，身痛逐瘀汤中桃仁的炮制方法则应为“连皮、尖，生用”。桃

仁主治闭经、瘕邪、小虫、胸痹、咳喘、便秘等多个病证，血虚者、血燥者、孕妇等群体慎用或勿用。现代临床应用仅是对古籍记

载的部分继承，提示桃仁还有许多功效可供考证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以扩大临床应用。古籍关于桃仁的性味归经、品质

评定与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内容较一致。因桃仁外观与杏仁相似，尤以粉碎后难以区分，需耗费大量时间和财力予以

鉴别，建议医疗机构采购桃仁时尽量采购未经粉碎的桃仁，药房根据临床需求再进行加工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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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Research of Persicae S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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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xtual research on Chinese herbs is the preliminary work for the preparation of famous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it wa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es of Persicae Semen focused on

chemical compositions，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 and medical record analysis in the recent years，and few

researches based on the ancient literature were about the origin，concocting methods，flavor，meridian tropism，

effects and indications. Textual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ost commonly used names are Taoren and Taoheren，

with a wide range of producing areas. The plant origin of Persicae Semen has not changed much since ancient

times. Before the Qing dynasty，the plant origin of Persicae Semen was from the seeds of a kind of fruit named

Shantao or Maotao，and in modern times，the seeds of Amygdalus persica or A. davidiana have become the major

source. While different books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Latin names for the origin of the Persicae Semen. We

suggest that the Latin names of A. persica and A. davidiana should be more reasonable for Tao and Shan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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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 .In the concocting methods of Persicae Semen for activating vital energy and blood circulation，raw

Persicae Semen should be used with peel and tip，while for moisturizing dryness，it should be fried into yellow

without peel. Therefore，in the concocting methods of Persicae Semen for Taohe Chengqitang and Taohong

Siwutang，the raw materials should be fried into yellow without peel or tip，while for Shentong Zhuyutang，raw

Persicae Semen materials should be used with peel and tip. The indications of Persicae Semen include

amenorrhea，lump，parasite，obstruction of chest，cough and asthma，constipation，etc.，and the people with blood

deficiency，blood dryness and the pregnant women should use it with caution or should not use it. The modern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ersicae Semen is only a partial inheritance of ancient literature，which means that the

Persicae Semen still has many effects to be verified and studied，and it is worthwhile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in

order to expand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The records of ancient literature on flavor，meridian tropism，and quality

evaluation of Persicae Semen we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in Chinese Pharmacopoeia. Because of the similar

appearance，it is especially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Persicae Semen and Armeniacae Semenis Amarum after

crushing ，requiring much time and money for identificatio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medical institutions should

purchase Persicae Semen without crushing as far as possible，then decide the best concocting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clinical requirement.

［Key words］ Persicae Semen； famous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origin； processing； flavor and

efficacy；herbal textual research

桃仁入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卷三》［1］，但未记

载桃仁植物来源、炮制、毒性等内容，国家中医药管

理 局 2018 年 公 布 了《古 代 经 典 名 方 目 录（第 一

批）》［2］，其中含桃仁的方剂有桃核承气汤、身痛逐瘀

汤和桃红四物汤共 3 首，而 3 首方中对于桃仁的炮

制亦无明确记载。为加强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

制剂的质量管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古

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简化注册审批管理规

定》［3］（简称《规定》），《规定》明确了经典名方研究的

重点和方向，其中包含“处方中不含配伍禁忌或药

品标准中标识有“剧毒”“大毒”及经现代毒理学证

明有毒性的药味；处方中药味及所涉及的药材均有

国家药品标准”等内容。查阅现代文献发现［4-8］，有

关桃仁的研究多集中在药理、药效机制、配伍规律，

而从古籍方面对桃仁的基原、炮制、性味归经、功效

主治等内容进行考证研究较少见或缺乏系统考

证［9-12］，然多部古籍记载桃仁“无毒或微毒”“双仁者

有毒，不入药”等内容，为保障临床用药安全和提高

临床疗效，故而本研究从古籍方面出发对桃仁的基

原、炮制、药性、功效主治、品质采收及鉴别等方面

进行系统考证，为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积极推动

经典名方的复方制剂提供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资料。

1 桃仁药名考

1.1 “桃”释名 《说文解字》［13］云：“桃，果也，从木

兆声。”《本草纲目》［14］云：“桃性早花，易植而子繁，

故字从木、兆，十亿曰兆，言其多也。”日本著名学者

伊豫专安著《中国药物学大纲》［15］记载与《本草纲

目》一致，故可推测，《中国药物学大纲》是以《本草

纲目》为蓝本。《中文形音义综合大字典》［16］关于

“桃”的解释为“皮有一种细毛之木本果名，又以

‘兆’即预兆，有视其象而预知吉凶意，可视桃花之

盛衰以预知丰歉之意。”近代植物学家夏纬瑛认为，

桃树之名“桃”，是取义于叶形，谓其叶形之狭长，因

陕西关中方言，谓物之狭长曰“逴”，“逴”与“桃”音

相近，故名之曰“桃”耳［17］。有关桃的释名各家学说

见解不一，缺乏较为权威统一的说法。

1.2 别名 桃仁的使用，最早可追溯到商代，但无

法证实为食用还是药用［18］。而桃仁作为药材入药，

首载于《神农本草经》［1］，名为“桃核仁”，列为果部下

品。古代医学著作有关桃仁的文献记载颇多，别名

近 20 种。桃仁别名记载见表 1。

综上可知，桃仁在文献中记载名有桃核仁、桃

人、桃核、制桃仁等。以地域命名有辽桃仁、桃日、

哲日勒格-陶古日、兰溪桃仁、苏北桃仁；以形态命名

有桃仁泥、脱核仁、花桃仁；以品种命名有毛桃仁、

光桃仁、山桃仁。目前在临床上，最常用的名称为

“桃仁”“桃核仁”，笔者认为，可以统一用“桃仁”作

为药名以规范临床使用。

2 产地基原考

2.1 清代以前 桃仁全国皆产，基原主要为山桃或

毛桃 Prunus davidiana。古代关于桃仁基原的记载

大多欠详，《礼记·月令》［46］曰：“仲春之月……桃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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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只记载了桃树开花的时间为农历二月。《尔雅·

释木》［47］曰：“旄，榹桃、山桃，实如桃而不解核。”《尔

雅》认为“旄”即为榹桃、山桃，“实如桃”而非“桃”，

顾名思义，与山桃为不同品种。梁·陶弘景所著《名

医别录》［48］云“生泰山川谷佳。今处处有，京口者亦

好，当取解核种之为佳。”晋·张华所著《博物志》［49］

云：“东方有树，高五十丈，叶长八尺，名曰桃。其子

径三尺二寸……”。据《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

卷》［50］，晋代一尺约为 24 cm，以此推测，树高超百

米，叶长超 1 m，显然与桃树特征不相符，故而推测

《博物志》所描述有夸张不实之嫌。

苏颂在校正《急备千金要方》和《神农本草经》

的基础上，编著了宋代较完备的本草学著作《本草

图经》［51］。该著作对桃树进行了描述，所附图证

（图 1A）可以总结以下特征：①叶互生，叶片狭长状

披针形，在尖部呈簇生状；②果实表皮有毛。然该

图无果、叶、茎等具体描述，仍无法确定品种。宋代

王继先《绍兴本草所有注》［52］（图 1B）云：“今处处产

之，唯北地者佳。”元代《饮膳正要》［53］亦有图证（图

1C），然无具体描述。

明代《滇南本草》［54］云：“桃，各处俱有，独滇中

生大黄桃，乃西竺种也。又金弹子、毛桃……”。《滇

南本草》以图证的形式描述了桃的果实、花、叶、茎

（图 1D），但仍缺乏果实、花、叶、茎大小的相关描述，

难以确定品种。《饮膳正要》和《滇南本草》关于桃的

特征与《本草图经》十分相似，故推测三本著作所载

有关桃的植物来源可能为同一品种。卢之颐著《本

草乘雅半偈》［55］云：“《尔雅》所谓榹桃者，小而多毛，

其仁充满多脂，可入药用。”上述记载描述了药用桃

仁之特点，品种当为毛桃，该品种外观小表面布满

果毛，核仁较多油脂。《救荒本草》［56］云：“树高丈余，

叶枤似柳叶而阔大，又多纹脉……山中有一种桃，

正是《月令》中桃始华者，谓山桃，不堪食啗，但中入

表 1 桃仁的别名记载

Table 1 Aliases of Taoren in different literature

时期

东汉

南齐

唐

五代

宋

元

明

清

近代

著作

《伤寒论》[19]

《刘涓子鬼遗方》[20]

《备急千金要方》[21]

《新修本草》[22]

《外台秘要》[23]

《蜀本草》[24]

《开宝本草》[25]

《本草衍义》[26]

《幼幼新书》[27]

《丹溪心法》[28]

《名医类案》[29]

《本草汇言》[30]

《张氏医通》[31]

《医林一致》[32]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33]

《幼幼集成》[34]

《妇科玉尺》[35]

《本草经考注》[36]

《中华本草》[37]

《中国植物图鉴》[38]

《中药炮制学》[39]

《内蒙古中草药》[40]

《贵州中草药名录》[41]

《山东中药》[42]

《常用中药名与别名手册》[43]

《实用中药学》[44]

202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45]

名称

桃核

桃核

桃人

桃核仁

桃人

桃核仁

桃核仁

桃核仁

越桃仁

桃仁泥

桃仁泥

桃核

桃仁泥

桃核

桃核仁

光桃仁

桃核仁

桃核

毛桃仁

辽桃仁

制桃仁

桃日、哲日勒格-陶古日

花桃仁

山桃仁

兰溪桃仁、苏北桃仁

碧桃干、桃枭

桃仁

A.《本草图经》；B.《绍兴本草所有注》；C.《饮膳正要》；D.《滇南本草》；
E.《救荒本草》；F.《本草便读》；G.《植物名实考》；H.《天宝本草》；I.《和

汉药百科图鉴》

图 1 不同著作有关桃仁植物来源的图证

Fig. 1 Graphic evidence of Persicae Semen in different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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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救 荒 本 草》对《礼 记·月 令》进 行 了 佐 证

（图 1E），认为《礼记》所载之桃为入药之山桃。这种

桃树高 3~4 m，单叶，《救荒本草》所载之桃叶呈椭圆

披针形或倒卵状披针形，而其他著作所载之叶片呈

狭长披针形，二者是否为同一品种仍缺乏有说服力

的证据。《植物名实图考》［57］中图证（图 1F），仅有成

熟果实、叶及幼果，此外，《本草便读》（图 1G），《天宝

本草》（图 1H）都对桃仁的来源予以图证。清代《本

草三家合注》［58］曰：“疑《素问》之桃，乃胡桃也，俗名

核桃，外壳内白，庶几似之。若谓桃，则惟毛桃仁之

桃，皮色白有毛，余即无矣。”清代《本草崇原集

说》［59］云：“惟《本经》桃仁，及经方桃核承气之类，所

用皆毛桃仁，非胡桃也。胡核经方所无，时方始

有。”以上两本著作对古人所用桃仁进行了考证，认

为古人所用之桃仁多为毛桃仁。《和汉药百科图

鉴》［60］（图 1I）对古人所用桃仁的植物来源进行了考

证，认为山桃与毛桃实为同一品种，并对桃仁植物

来 源 的 品 种 进 行 了 规 范 ，该 著 作 将 毛 桃 Prunus

persica var. davidiana 规范为山桃 P. davidiana。

综上分析，清代以前，古代著作对于桃仁植物

来源有山桃与毛桃，然缺乏相关具体信息，例如果

实、花、叶、茎的性状特征。根据图证进行比较，并

结合《和汉药百科图鉴》中的考证结果，山桃与毛桃

较为相似，可能为同一品种，即古人所述山桃很可

能就是毛桃，全国皆产。

2.2 近代 桃仁的产地基本未变，植物来源主流品

种为桃或山桃。近代以来，中医药科研机构对中药

的研究不断深入，上海中医学院中药学教研组编著

《中药学讲义》［61］，成都中医学院本草教研组编《中

药学讲义》［62］，《山东中药》［42］都对桃仁的产地、形态

进行了研究，但未明确记载桃的品种。 1963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63］（简称《中国药典》）规定

入药所用桃仁为蔷薇科植物桃 P. persica 或山桃

P. davidiana 的 种 子 并 沿 用 至 2020 年 版《中 国 药

典》［45］。然《中国植物志》［64］记录桃的拉丁学名为

Amygdalus persica，山桃的拉丁学名为 A. davidiana，

通过对二者的植物型态进行详细地对比，结果发

现，上海中医学院中药学教研组编著《中药学讲

义》，成都中医学院本草教研组编《中药学讲义》及

《山东中药》所载桃仁的植物来源为桃的种子。《中

华本草》［37］记载桃仁的植物拉丁学名则与《中国植

物志》相同，然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不同，即以桃

Amygdalus persica 代 替 Prunus persica，山 桃

Amygdalus davidiana 代替 Prunus davidiana。由此

可知，《中国植物志》和《中华本草》认为桃仁的植物

来源归于桃属，而非李属，从植物归属而言，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存在差异。

此 外 ，西 藏 、四 川 省 部 分 地 区 亦 用 光 核 桃

Prunus mira［65］的种子入药，然现今所用的光核桃仁

与古人所用的光核桃仁是否为同一品种亦无法证

实。现代研究表明，光核桃仁和桃仁所含化学成分

虽大体相似，但含量有区别，并认为以光核桃仁作

为桃仁的药材使用当慎用 ，有待临床实践加以

验证［66］。

综上可知，桃仁全国皆产，植物来源古今略有

变化，部分地区以其他品种入药，然蔷薇科植物桃

或山桃的种子入药已成为主流。此外，桃仁的植物

来源桃和山桃的拉丁学名在不同著作存在差异，

《中国植物志》和《中华本草》记录桃的拉丁学名为

Amygdalus persica，山桃的拉丁学名为 A. davidiana；
近 代 多 部 著 作 如 2020 年 版《中 国 药 典》则 为 桃

Prunus persica 或山桃 P. davidiana。

3 炮制考

桃仁的炮制，有燀、炒、烧灰、煮、制霜，最常见

的为燀、炒。具体内容见表 2。

综上可知，桃仁的炮制方法主要有燀、炒、烧

灰、煮、制霜。唐代以前，桃仁的炮制主要为“去皮

尖及双仁”；唐、宋时期，炮制主要为“去皮尖及双

仁，炒黄”；发展至元、明、清时期，桃仁炮制进一步

细化，多为“去皮尖及双仁，炒黄，捣碎”，处方中多

记载为“桃仁泥”。加入的辅料有白术、乌豆、酒、

麸、干漆、童便，以麸炒为常见。从功用差异而言，

古代医家大多遵从前人的炮制经验，即行血，应当

连皮、尖，生用；润燥活血，宜去皮、尖，炒黄；就是否

留皮而言，有留皮，入肝经；去皮，入大肠经之异。

《本草便读》记载为“欲散连皮尖，欲降去皮尖。”

2020 年版《中国药典》对桃仁的炮制记载主要为生

用、燀和炒，且都要研碎。

4 药性考

《神农本草经》记载桃仁药性为“味苦平”，但未

记载其归经和毒性。后世著作有关桃仁的性味多

在《神农本草经》基础上进行补充和完善。五代《蜀

本草》［24］记载略有不同，其曰：“桃核仁，热，微毒。”

宋代《汤液本草》［90］首次记载了桃仁的归经，曰“气

温，味苦甘性平，苦重于甘，阴中阳也。无毒，入手

足厥阴经。”

明代《本草发明》［91］记载：“下品。味苦、甘，平。

入手、足厥阴经。无毒。苦重于甘，阴中阳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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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本草通玄》［78］云：“甘辛微温。苦重于甘，气薄味

厚，厥阴血分药也。”清代《本草经解》［92］首次将桃仁

的归经增加了肺、心、脾经，其曰：“桃仁气平，秉天

秋收之金气，人手太阴肺经；味苦、甘，无毒，得地中

南火土之味，入手少阴心经、足太阴脾经。气味降

多于升，阴也。”清代《神农本草经读》［93］记载：“气味

苦、甘、平，无毒。双仁者，大毒……泻多而补少者，

以气平主降，味苦主泄。”清代《类经证治本草》［94］

言：“苦、甘。入肝、大肠。”清代《本草述钩元》［95］则

认为，桃仁既入气分，又入血分，气血互用，与传统

赤色药多有不同，曰：“诸紫赤色药归血分，各有所

入，惟桃仁色白而和血，上下中无不行……桃仁之

用在血，而用之体乃在肺。”清代《本草求原》［86］云：

“气平，主降。味苦多，甘少，故泄多，补少。无毒 。”

综上可知，桃仁的味为苦、甘，性平或温，归心

包、心、脾、肝、肺、大肠经；毒性为无毒或微毒，双仁

者有毒或大毒。2020 年版《中国药典》［45］有关桃仁

的性味归经记载为苦、甘，平。归心、肝、大肠经。

对比发现，现代药典有关桃仁性味归经的记载有所

删减，未记载毒性。

5 功效主治及禁忌考

《神农本草经》［1］是目前发现最早记载桃仁主治

表 2 不同书籍有关桃仁的炮制记载

Table 2 Concocting methods of Persicae Semen in different books

时期

晋

刘宋

唐

宋

元

明

清

现代

著作

《补辑肘后方》[67]

《雷公炮炙论》[68]

《备急千金要方》[21]

《千金翼方》[69]

《圣济总录》[70]

《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71]

《卫生宝鉴》[72]

《本草集要》[73]

《本草品汇精要》[74]

《本草约言》[75]

《本草蒙筌》[76]

《本草纲目》[14]

《炮炙大法》[77]

《本草汇言》[30]

《本草通玄》[78]

《药品化义》[79]

《本草乘雅半偈》[55]

《本草汇笺》[80]

《本草详节》[81]

《本草述校注》[82]

《本经逢原》[83]

《炮炙全书》[84]

《长沙药解》[85]

《本草求原》[86]

《本草害利》[87]

《本草便读》[88]

《常用中药名辨》[89]

内容

去皮、尖及双仁

用白术、乌豆二味，和桃仁同于垍埚子中煮二伏时后，漉出用手擘作两片，其心黄如金色……

凡诸果实仁，皆去尖及双仁者，汤柔挞去皮……桃仁、杏仁、葶苈、胡麻诸有脂膏药，皆熬黄黑，别捣令如膏

烧灰，酒调服

去皮、尖及双仁

吴茱萸和青盐拌炒

先以汤浸，去皮尖及双仁者，控干，用面炒，令黄赤色为度

同童子小便并酒二升炒热

取仁阴干，汤浸，去皮尖，研如泥

汤柔挞去皮

以汤退去尖皮，研如泥用

泡，去皮尖，研皮泥烂

行血，连皮、尖生用；润燥活血，宜汤浸去尖，炒黄用。或麦麸同炒，或烧存性，各随本方

去皮尖及双仁者。麸炒，研如泥，或烧存性用

以滚汤泡去皮，晒用

凡行血连皮尖，生用活血润燥，去皮尖炒用

若连皮研碎多用，藉其赤色，以走肝经……若去皮捣烂少用，取其纯白，以入大肠

用白术、乌豆二味，和桃仁同于垍埚子中煮二伏时后，漉出用手擘作两片，其心黄如金色

行血，宜连皮尖生研，多用；活血，宜去皮尖焙黄，捣，少用。留皮，藉其赤色以走肝经；去皮，取其纯白以入大肠

行血，连皮、尖，生用；润燥活血，汤浸，去皮、尖，炒用，或麦麸炒，或烧灰存性，各随病宜。双仁者杀人

熬令黑烟出，研膏，酒下取汗……行血，连皮、尖生用；润燥，去皮、尖炒用，或麦麸炒，或烧存性用。双仁者有

毒，勿用

干漆拌炒

行血，连皮尖，生用。活血、润燥，汤浸去皮尖，炒用

泡，去皮尖

熬令黑烟出，研膏，酒下取汗……行血，连皮、尖生用；润燥，去皮、尖炒用，或麦麸炒，或烧存性用

去皮尖炒黄用。或麸炒，或烧存性。润燥活血，宜汤浸。行血宜连皮尖生用

欲散连皮尖，欲降去皮尖

将去皮的净桃仁研粉，用吸油纸包好，榨去油后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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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其曰：“主瘀血，血闭瘕邪，杀小虫。”晋代

《肘后备急方》［96］多处载有单味药组成的方剂，如

“治卒心疼不止。取桃仁七个，去皮尖，炒熟研细，

用水一合相和，顿服，效。亦可治三十年患。”唐代

《备急千金要方》［21］记载可治疗熛疮，曰：“桃仁熟

捣，以面脂和，敷之。”宋代《经史证类备急本草》［97］

记载：“止咳逆上气，消心下坚，除卒暴击血，破癥

瘕，通月水，止痛。”

明代《滇南本草》［54］记载“治血痰。”《本草约

言》［75］记载：“桃仁，阴中之阳，可升可降。苦以破滞

血，疗诸经久蓄之血结；甘以生新血，润大肠血秘之

便难。”《本草纲目》［14］丰富了桃仁的主治，言：“治传

尸，尸疰，魇寐。主血滞风痹，骨蒸，肝疟寒热，产后

血病。产后阴痛敷之，妇人阴痒塞之。”《本草乘雅

半偈》［55］记载：“桃为肺果，精专在仁，能司肺气，为

营血之帅。凡血之不行不濡，即气之不决不运，气

如橐龠，血如波澜故也。”“橐龠”为古代一种鼓风吹

火用的器具，此喻肺主气，司呼吸，调节气机的功

能，强调桃仁司肺气的功能。《本草崇原》［98］从桃仁

的药性出发对其主治进行了相关论述，曰：“桃仁疏

肝，肝气和平，则癥瘕邪气自散矣。杀小虫者，厥阴

风胜则生虫，虫为阴类，肝气疏通，则阴类无所容而

自杀。”清代《本草汇笺》［80］又记载“苦能泄滞，辛能

散结，甘以生新，故破瘀血者用之。盖血者有形之

物，周流一身，一有凝滞，则为血结、血秘、血燥、瘀

血、蓄血、血痛、血瘕诸症，用之立通。”《本草经

解》［92］又言：“风痹，疟疾，跌打损伤，瘀血肿痛，血燥

便秘。”《晶珠本草》［99］记载：“桃仁辟邪，拭毒通喉。”

《长沙药解》［85］又曰：“缩小儿癞疝，扫男子牙血。”

《本草思辨录》［100］曰：“仁则主攻瘀血而为肝药，兼疏

肤腠之瘀。”现代著作《中药大辞典》［101］治白秃头疮。

《医学入门》［102］载：“血燥虚者慎之。”《药鉴》［103］

曰：“惟实症可用，若遇血枯之症，必须以滋血补血

之药为主……孕妇所禁。”《神农本草经疏》［104］云：

“故凡经闭不通由于血虚，而不由于留血结块，大便

不通由于津液不足，而不由于血燥闭结，法并忌

之。”《本草正》［105］云：“若血枯经闭者，不可妄用。”

《医宗必读》［106］载：“桃仁破血，血瘀者相宜，若用之

不当，大伤阴气。”

由上可知，桃仁功效主治涵盖了内、外、妇、儿

等多个系统，涉及的病证有闭经，瘕邪，小虫，胸痹，

咳喘，便秘，血痰，传尸尸疰（结核等传染性疾病），
魇寐，风痹，骨蒸，肝疟，产后血证，妇人阴痒，喉痹，

聤耳（耳道流脓，听力障碍为主证，类似于中耳炎），

㿗癫（㿗，㿗疝；癫，癫病，二者类似于小儿腹股沟疝

和小儿癫痫等疾病），外伤，牙龈出血等证。桃仁的

使用禁忌有血燥、血虚及孕妇当慎用或禁用。

6 品质、采收及鉴别考

《补辑肘后方》［67］《本草图经》［51］《本草蒙筌》［76］

及《本草详节》［81］多本古籍强调了桃仁当以野生非

嫁接者为佳，普遍认为“他木接成，殊失本性，本生

者佳。”

陶弘景《名医别录》［48］，王继先《绍兴本草所有

注》［52］，唐慎微《政和本草》［98］，苏颂《本草图经》［51］，

陈嘉谟《本草蒙筌》［76］，缪希雍《炮炙大法》［77］，凌奂

《本草害利》［87］都对桃仁的采收时间进行了记载，其

采收时间较一致，为夏季六七月采收。

日本学者伊豫专安认为“（桃仁）药肆多杂梅杏

核以售，宜择之［15］。”传统的鉴别方法主要是从大

小、形状、色泽、质感、口味等方面相鉴别［107］。从大

小来看，桃仁大而薄，杏仁小而厚；从形状来看，桃

仁呈椭圆形，略平，上部钝圆不尖，基部钝圆无凹

陷，杏仁呈心脏形，上部尖锐，基部钝圆而凹陷；从
颜色来看，桃仁皮呈黄棕色或红棕色，杏仁皮呈深

棕色；从质感而言，桃仁皮皱纹细腻，触之光滑，杏

仁皮皱纹略显粗糙，触之有粗涩感；从味道而论，杏

仁较苦，且有特殊杏仁味。近些年，关于桃仁和杏

仁的鉴别出现了现代研究手段，如理化鉴别［108］、微

性状鉴别［109］、基因测序鉴别［110］等方法。

综上可知，药用桃仁以野生非嫁接为佳，多在

夏季六七月采收，当与杏仁鉴别。

7 讨论与小结

桃仁的别名较多，笔者认为，处方中可以统一

用“桃仁”为正名。清代以前，桃仁的植物来源为山

桃或毛桃的种子；近现代以来，桃仁的植物来源主

流为蔷薇科植物桃或山桃的种子，果实多在六七月

桃果成熟时采收。然桃仁的植物来源不同著作记

录其拉丁学名有所不同，《中国植物志》和《中华本

草》记录桃的拉丁学名为 Amygdalus persica，山桃的

拉丁学名为 A. davidiana；而 2020 年版《中国药典》

记录为桃 Prunus persica，山桃 Prunus davidiana 。

从拉丁学名探讨其归属，《中华本草》和《中国植物

志》则认为桃仁的植物来源归于桃属，而 2020 年版

《中国药典》则认为归为李属。笔者认为，桃仁的植

物来源归为桃属较为合理，故其拉丁学名沿用《中

国植物志》和《中华本草》所记录的拉丁学名较为合

理，即桃 Amygdalus persica，山桃 A. davidiana。

桃仁的炮制方法较为多样，以生用或炒黄为

··147



第 27 卷第 8 期
2021 年 4 月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Traditional Medical Formulae

Vol. 27，No. 8

Apr. ，2021

主。从功用而言，行血，当连皮尖，生用；润燥活血，

宜去皮尖，炒黄。故而桃核承气汤和桃红四物汤中

桃仁的炮制方法宜“去皮、尖，炒黄”，而身痛逐瘀汤

中桃仁的炮制方法宜“连皮、尖，生用”。桃仁的主

治范围涵盖了内、外、妇、儿等多个方面，涉及的病

证有闭经、瘕邪、小虫、胸痹、咳喘、便秘等多个病

证，2020 年版《中国药典》关于桃仁的主治病证主要

是痛经闭经、症瘕痞块、肺痈肠痈、跌扑损伤、肠燥

便秘、咳嗽气喘等。由此可知，现代临床应用仅是

对古籍记载的部分继承，提示桃仁还有许多功效可

供考证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又因桃仁与杏

仁外观相似，尤以粉碎后难以区分，现代鉴别手段

需耗费大量时间和财力，笔者建议医疗机构采购时

尽量采购未经粉碎的完整桃仁，药房根据临床需求

再进行炮制。

本次研究，主要从桃仁的产地基原、炮制、性味

归经、功效主治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对于进一步研

究桃仁具有指导意义。在文献考证过程中，发现以

下问题：①多部古籍记载桃仁“双仁者有毒”，可以

从现代药理研究、动物毒性实验等方面对“双仁者

有毒”说法进行考证以保证临床用药的安全性；
②古人对桃仁加工炮制有“去皮尖”和“留皮尖”之

异，当通过临床实践和现代研究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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