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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查阅古代本草著作并结合近现代文献综合分析,考证栀子在浙南地区的发展情况,包括名称、
产地、药用部位、应用以及种植等。栀子在浙南一带多称“山栀”“山黄栀”,其产地主要集中在浙江泰

顺、苍南、乐清、平阳等地;栀子除可以整个果实入药外,栀子仁和栀子皮也可单独入药,花和根亦可药

用;作为中药,历代医家不断完善其功效主治,其作为染料,从古传承至今;栀子在浙南地区种植历史

悠久,随着现代化种植的发展,其种植逐渐规模化、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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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comprehensiveanalysisofancientherbalworksandmodernliterature,thispapermainlymakes
atextualresearchonthedevelopmentofGardeniaJasminoidesinsouthernZhejiang,includingname,origin,medicinal
parts,applicationandplanting.GardeniaJasminoidesisoftencalled“ShanZhizi”and“ShanHuangzhi”insouthern
Zhejiang;TheproducingareasaremainlyconcentratedinTaishun,Cangnan,Yueqing,Pingyang,etc;Inadditiontothe
wholefruit,itskernelandpeelcanalsobeusedasmedicinealone,andtheflowersandrootscanalsobeusedasmedi-
cine;Asa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doctorsofalldynastieshavecontinuouslyimproveditsefficacyandindications,
anditsuseasadyehasbeeninheritedfromancienttimestonow;GardeniaJasminoideshasalonghistoryofplanting
insouthernZhejiang.Withthedevelopmentofmodernplanting,itisgraduallylarge-scaleandstandard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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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栀子为茜草科栀子属栀子(Gardeniajasmi-
noidesEllis)的干燥成熟果实,是我国传统中药,始载
于《神农本草经》,列为木部中品[1]。栀子属,全球约
有250种,广泛分布于东半球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李兆星等[2]对中国栀子属资源的研究结果表明,我
国有5种1变种,于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广泛分布。

栀子资源丰富,应用广泛,因其有保肝利胆功效,且
在使用时不会对肝脏造成二次药物性损伤,故作为
保肝药具有优势[3]。栀子油可食用,栀子色素是优
选天然色素,食品、纺织等行业均可使用。栀子花洁
白美丽,气味芳香,既可鲜食,也可制作花茶,提取的
栀子花精油及纯露可用于化妆及护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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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有山栀和水栀之分。付小梅等[4]研究了山
栀和水栀的利胆抗炎作用发现,水栀利胆作用更强。
水栀子个头大、产量高,故在色素提取方面多以水栀
子为原料。倪勤学等[5]对两种栀子果油的主要经济
性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水栀子的产油量高于山
栀。浙江栀子主产区在温州、丽水,又以温州为主,
分布在苍南、平阳、泰顺、永嘉等地,其品种以水栀为
主,多称温栀子或黄栀子,2019年获得全国农产品地
理标志[6]。

栀子早在汉唐时期就有栽培种植,现今在江西、
湖南、浙江、福建、河南等地广有栽培,面积达1.7万

hm2,年产栀子近4万t[6]。其中,江西和河南种植面
积最大,而福建福鼎、浙江苍南亩产最高。我国栀子
资源丰富,但近年来,栀子价格低迷使农户种植积极
性下降、病虫害增多、化肥农药使用影响药材品质、
人工种植导致野生资源减少等问题阻碍了栀子产业
持续扩大。此次对浙南地区栀子的本草考证,可为
挖掘浙南栀子附加价值、良种选育、遗传多样性保护
提供一定理论参考,对浙南栀子产业发展具有一定
意义。

栀子为一类大宗药材,不乏对其追本溯源的研
究,例如,陈雅琳等[7]通过对栀子的考证主要区分了
山栀和水栀。杨红霞等[8]对《本草图经》中建州产栀
子进行了药图考证。李明利等[9]考证了经典名方中
的栀子。本研究主要对浙南地区栀子名称、产地、药
用部位、应用、种植等方面进行考证,厘清其在浙江
地区的历史变迁过程,为浙江发展栀子产业提供较
为全面的历史依据,为栀子选育与栀子遗传多样性
保护提供理论参考。

1 名称考证

栀子原名厄子,在历代本草著作中其名称不同。
《神农本草经》载:“厄子,一名木丹。”《名医别录》载:
“一名越桃。”[10-11]《本草经集注》载:“支子。”《新修本
草》载:“枝子。”《本草纲目》载:“卮,酒器也,卮子象
之,故名,俗作栀。”[12]《宝庆本草折衷》载:“俗号黄
栀。”《道光乐清县志》记载栀子分花和药材两类,花
类记载为:“佛书名‘薝卜花’,《上林赋》作‘鲜支’,谢
灵运《山居赋》名‘林兰’,《酉阳杂俎》曰‘川栀’‘水
栀’”;药类记载为“山栀子”[13]。另在《雁荡山志》植
物药类中记载栀子为“山栀”[14]。早期温州地区习称
栀子为‘中栀’或‘小红栀’,别名为‘山黄栀’(温州、
乐清、平阳、泰顺),泰顺亦称栀子为‘山栀’”。可见,
栀子自古名称由“卮子”到“栀子”有一定发展历史,
浙南一带多以山栀为主,别名亦多。

2 产地考证

早期本草著作记载栀子多以“生南阳川谷”为
主,宋代《本草图经》记载南方及西蜀州郡皆有栀子。
《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药学分典八》[15]收录的

《宝庆本草折衷》中记载:“西域及建州、江陵府、临江
军”,以及《药性粗评》记载:“江南山谷处处有之”。
其后本草著作记载的栀子产地与上述基本一致。现
代中药材指导用书《实用药材新编》[16]记录栀子野生
产地主要是江西、湖南、福建、浙江等地。可见,栀子
从北到南即从河南至四川再到江西、湖北、福建、浙
江均有产出。

浙江作为栀子产区之一,具有悠久历史。宋、明
时期,浙江一带文人就曾以栀子为题作诗,如南宋文
学家张镃《水栀·汲水埋盆便当池》中“汲水埋盆便当
池,水栀花旺雪盈枝”,明朝范汭《孟蜀官词二首·猩
红栀子艺成林》中“猩红栀子艺成林,复砌勾栏日映
深”,可见栀子在浙江早有分布。温州作为浙江栀子
主产区,对其记载较早的是魏晋时期谢灵运,其在《游
名山志》中写道:“楼石山多栀子”,楼石,即今流石,位
于温州苍南藻溪镇[17]。后有南朝名医陶弘景在《名医
别录》中曰:“按栀子皆六棱,唯产岐头山者有八
棱”[11],岐头山今位于温州乐清。《道光乐清县志》及
《雁荡山志》均对栀子有所描述。1987年,温州市进行
了药源普查,结果表明,栀子与其他64种药用植物为
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药用资源。《实用药材
新编》[16]对栀子产品等级规格划分时,“小红枝”“温建
枝”“泰顺枝”多以浙江温州平阳、泰顺为主。姜武
等[18]运用现代分子标记技术研究了浙江居群栀子遗
传多样性,明确了浙南地区平阳、泰顺、文成种源的道
地性。可见,栀子在温州产区自古至今并无太大变
化,仍以苍南、乐清、平阳、泰顺为主。

3 药用部位考证

历代医药著作记载栀子多以整个果实入药,如
经典方剂栀子豉汤、栀子柏皮汤等。但也有医家将
栀子入药分留皮和去皮用于治疗不同病证,如《本草
蒙筌》[19]中记载留皮除肌表热,去皮除心胸热。《本
草述钩元》[20]中记载留皮泻肺火,去皮泻心火。单以
栀子仁入药亦有详细记载,如南北朝刘宋时期雷敩
《雷公炮炙论》中栀子须先去皮、须,之后用甘草水浸
泡再炮制入药[21]。唐代孟诜等在《食疗本草》中记载
栀子仁要烧成灰。宋朝严用和在其《严氏济生方》中
有药方为“栀子仁丸”,所用为栀子仁。近代《本草简
要方》记载栀仁散亦是以栀子仁入药。除以仁入药
外,清代陈其瑞在其著作《本草撮要》[22]中曰:“内热
用仁,表热用皮”,表明栀子皮亦可入药。

此外,栀子除以果实入药外,明代兰茂《滇南本
草》[23]中记载栀子花可消痰、止鼻衄血。《本草纲目》
亦载栀子花可悦颜色。现代研究表明,栀子花具有
抗炎、抗氧化、抗抑郁等多种生物活性[24]。2005年
载入《浙江中药炮制规范》的畲药山里黄根即栀子
根,有清热、凉血、解毒的作用,以根入药的方子多达

20种[25]。考证栀子入药部位,可对栀子综合开发利

—091—



用提供帮助。

4 应用考证

栀子是一味常见中药,《神农本草经》[10]曰其:
“主五内邪气;胃中热气,面赤;酒疱渣鼻、白癞、赤
癞、疮疡。”后历代本草、医学著作不断完善栀子功效
及主治。南北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26]曰:“疗目热
赤痛,胸心大小肠大热,心中烦闷。”唐朝甄权《药性
论》[27]中记载栀子:“利五淋,主中恶,通小便,解五种
黄病。”元代朱丹溪在《丹溪心法》[28]中曰:“亦能治痞
块中火邪。”明代方谷《本草纂要》记载栀子可清三焦
浮游及六欲气结之火。清代杨时泰在《本草述钩
元》[20]中曰:“清胃脘血,及吐衄、下血、尿血,散肝热
血郁,并脐下血滞而小便不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明确栀子具有泻火除烦、清热利尿、凉血解毒的
功能,用于热病心烦,黄疸尿赤,血热吐衄;外治扭挫
伤痛[1]。

栀子除药用外,亦可用于染色,自秦汉时期以
来,栀子就作为染料染色[29]。《本草图经》[30]曰:“大
而长者,乃作染色。”元代《珍珠囊补遗药性赋》[31]中
记载:“人间园圃……为黄栀,形肥壮,可染物。”李时
珍在《本草纲目》[12]记载:“蜀中有红卮子……其实染
物则赭红。”近代药学著作《中国药学大辞典》中亦
有:“身长而大者为水栀,染料用。”栀子作染料使用
自古传承至今,提取和分离技术创新更是为栀子色
素充分利用提供了有力支撑。

浙南栀子较早的应用记载为《雁荡山志》中的
“降火,通利三焦,并作染料”,道光时期《乐清县志》
载其可解羊踯躅毒。现代《温州市医药志》载录栀子
炒用清热降火、凉血解毒,与黄柏、糯米饭配伍用于
治疗黄疸肝炎;捣烂生用活血散瘀、消肿止痛,用作
跌打损伤外敷;栀子作为染色剂的理想原料,可制作
美食九层糕、年糕等[17,32]。整理浙南地区对栀子药
食两用的记载,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栀子的附
加价值。

5 种植发展

宋代朱翌古诗《与罗教授饭园中种栀子》,以及
《履巉岩本草》记载的:“今处处种有”,是浙江对栀子
种植栽培较早的记载。温州是栀子栽培历史悠久的
产区,据产区老农回忆,以往父辈与子辈分家就包括
栀子树,可见其在农户心中的经济地位[32]。根据《洞
头县志》记载,洞头大瞿岛早已将栀子作为引种的药
材之一。据《温州林业志》早年统计,温州市种植木
本 药 材 面 积 342.4hm2,其 中 黄 栀 子 约 占

204.87hm2[33]。温州洞头县仉屿、苍南县桥墩、泰顺
县以及永嘉、乐清等地有较多种植,年产可达上万公
斤[32]。2003年,泰顺县中药材收益数据显示,栀子
作为木本药材,其种植面积从2001年的33.33hm2增
长至2003年的53.33hm2,总产值增收60%。2013

年,温州市对本地草药分布种植进行了调查,平阳桥
墩、泰顺彭坑及洞头县的霓屿、大门两岛是产量较为
集中地区,而乐清、永嘉及温州市郊等地亦有栀子分
布、种植。2017年底,据温州中药材协会统计,黄栀
子种植面积达到0.37万hm2,除散户种植外,栀子标
准化、规模化种植有所增长。栀子在浙南地区的种
植和发展有一定历史,可基于此加大浙南栀子品牌
推广力度,提高浙南栀子知名度。

6 总结

通过考证栀子以上5个方面的情况表明,栀子
在浙南地区种植和发展既有悠久的历史,也有现代
化的未来。栀子作为药食两用的一类大宗药材,其
食药价值被不断挖掘,栀子作为稳定性好、具有一定
营养价值的天然色素,其应用日益广泛。通过此次
考证,可为栀子一、二、三产业发展,以及浙南栀子新
品种选育提供理论支撑,避免因人工种植栽培单一
品种而导致栀子遗传多样性下降。此次考证对保护
栀子资源及加强栀子食药安全、可控,提高其规范化
栽培和药材有效性有一定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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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猪胆为常用中药,古人常直接药用或用其炮制他药。通过查阅整理猪胆相关本草典籍,考证其

基原、药性、功效主治、炮制药物种类及历史等,为猪胆资源开发、临床使用及炮制研究等提供参考。考

证发现自唐代起,医家已区分使用猪胆和野猪胆。张仲景最先确定猪胆苦寒之性,并沿用至今。其功

效以滋阴清热、润燥通便为主。总结用猪胆炮制的中药共12味,猪胆炮药可以改变药物药性,降低药物

毒性、燥性,提高药物清热、镇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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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balogicalStudyofPigBile
FanHang,ShenHaijin*

(DepartmentofMedicalTechnologyManagement,ChangzhouHygieneVocational
TechnologyCollege,Changzhou213000,China)

Abstract:PigBileisacommonlyused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whichhasbeenusedasmedicationdirectlyorprocessed
withothermedicines.Toclarifytheorigin,carriedoutresearchonmateriamedicaforitsorigin,tasteandefficacy,typesand
historyofprocesseddrugs,etcbyconsultingandsortingouttheancientTCMbooksrelatedtoPigBile,providethebasisfor
theresourcedevelopment,clinicaluseandprocessingofPigBile.WefoundthatphysicianshavedistinguishedbetweenPig
BileandwildboarbilesincetheTangDynasty.ZhangZhongjingfirstdeterminedthebitter-coldnatureofPigBile,andcon-
tinuedtouseitnow.Itsfunctionismainlynourishingyin,clearingheat,moisteningdryness,andpurging.Literaturesummary
of12kindsofChineseherbsprocessedwithPigBile,whichprocessingmedicinecanchangedrugproperties,reducedrugtox-
icity,dryness,improvedrugclearingheat,shock.
Keywords:PigBile;TextualResearch;Resource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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