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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目前矿物药的品质评价标准尚不完善，在指导临床安全有效用药方面仍有大量可挖掘的信息，明确矿物药的

基原并建立相应的品质评价体系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矿物药材生长过程中常易伴生其他矿物，由于矿物药材在生长过程

中常常伴随着其他矿物，导致其品质存在差异，传统的性状鉴别方法往往难以做到精确鉴定。而 X 射线衍射技术（XRD）则能

够精确地检测矿物的物相，为矿物药的鉴定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手段。本草考证的核心在于系统地梳理和研究历代的文献典

籍，以明确药物的基原，并继承矿物药的使用经验。但谢宗万先生认为“本草考证需要传统的野外药物调查知识，光靠古籍考

证是做不好的”。研究团队在对矿物药的名称、基原、产地、品质、炮制、功效等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进行市场和产地调研，

结合矿物药物相分析和含量测定等，考证矿物药的基原和品质评价指标。本次专栏系列研究，通过本草考证、实地考察与市场

调研，结合现代分析方法，对几种矿物药品质进行了综合评价，旨在为临床提供安全有效的用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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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该文通过查阅历代本草、医籍、方书及现代文献，对赤石脂的名称、基原、产地变迁、品质、功效、炮制加工进行系

统整理与本草考证，结合性状鉴定、吸湿度和 X 射线衍射（XRD）检测等综合分析，以期为赤石脂正本清源提供依据。考证结

果表明，其始载于《神农本草经》，不同时期均以“赤石脂”为正名，尚有赤符、红心石、吃油脂等别名。历代本草记载的赤石脂与

现代硅酸盐类高岭石族多水高岭石相符，其伴生矿物主要为地开石、珍珠陶土、赤铁矿、三水铝石、云母等。古代赤石脂产地主

要位于秦岭，山东，河南一带，现河南、湖北等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历代品质评价包括“色理鲜腻”“细腻粘舌缀唇”“滑如

脂”等，现代本草多以颜色、光泽、质地、吸湿性等方面评价其品质，包括色红、光滑、细腻、质软、黏性强等特征。赤石脂味甘、

酸、辛，性温，无毒，归心经和大肠经，属收涩固脱剂，为久痢泄澼之要药。常用炮制方法包括火煅、水飞、醋淬等。对不同批次

赤石脂药材的性状、XRD 和吸湿度进行综合分析显示，市售赤石脂多以鲜红或棕红色为主，表面光滑如脂，质软滑润，断面纹

理细腻，多具蜡样光泽，吸水性强；主要组成为高岭石中 10 Å（1 Å=0.1 nm）多水高岭石，常与 7 Å 多水高岭石、珍珠陶土等共

生；正品吸湿度整体高于伪品，可作为分辨真伪的关键指标。赤石脂的品质评价与本草考证结果一致，“色鲜理腻缀唇”可作为

其品质评价的关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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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ription books from past dynasties， and modern literature， and combined with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rait identification， hygroscopicity measurement and X-ray diffraction（XRD） dete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al source of the mineral medicin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Halloysitum 

Rubrum was first contained in the Shennong Bencaojing， it had been consistently named Chishizhi， there were 

also aliases such as Chifu， Hongxinshi and Chiyouzhi. The description of Halloysitum Rubrum in ancient 

materia medica aligns with modern findings， categorizing it under the silicate kaolinite family， specifically 

polyhydrous kaolinite， with associated minerals mainly being dickite， nacrite， hematite， gibbsite， mica， etc. 

Historically， the production area of Halloysitum Rubrum was mainly located in the Qinling Mountains， 

Shandong and Henan， and is now primarily distributed in most parts of China， including Henan， Hubei and 

other provinces. Quality evaluation in ancient times included descriptions like "fresh and greasy color"， 

"delicately sticky tongue and lips" and "smooth as fat". Modern materia medica mostly evaluates its quality based 

on color， luster， texture and hygroscopicity， noting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red color， smoothness， delicacy， 

softness and strong viscosity. Halloysitum Rubrum is sweet， sour and pungent in flavor， warm in nature， non-

toxic， and belongs to the heart and large intestine meridians. It acts as an astringent and solidifying agent， 

particularly useful in the treatment of long-term dysentery and diarrhea， common processing methods include 

fire calcination， water flying， and vinegar quenching.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traits， XRD and humidity 

absorption of different batches of samples showed that th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Halloysitum Rubrum is mainly 

bright red or brownish red， with a smooth surface like grease， soft and smooth texture， delicate cross-sectional 

texture， and some have waxy luster and strong water absorption. It is mainly composed of 10 Å（1 Å =0.1 nm） 

polyhydric kaolinite， and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7 Å polyhydric kaolinite， nacrite， etc. Genuine products tend 

to have higher moisture absorption than counterfeit ones， which can be used as a key indicator to distinguish the 

authenticity.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Halloysitum Rubrum aligns with historical materia medica， where "fresh 

color， delicate and greasy lips" could serve as a key feature for its quality evaluation.

［［Keywords］］ Halloysitum Rubrum；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physical phase analysis； origin； quality 

evaluation； hygroscopicity

赤石脂始载于《神农本草经》［1］，列为上品，历代

本草对其均有记载，主要功效为固胃涩肠，涩精止

崩，敛疮生肌，镇脏安神。临床主要用于治疗腹痛，

泄澼，下痢赤白，小便利，及痈疽疮痔，女子崩中漏

下，难产，胞衣不出等［2］。赤石脂的临床常用方剂包

括赤石脂禹余粮汤、桃花汤、紫石寒石散和乌头赤

石脂丸等［3-4］。

1975 年版《全国中草药汇编》［5］记载赤石脂为天

然产的一种红色多水高岭土，主含硅酸铝。其中含

氧化铝 34.7%，氧化硅 40.8%，水 24.5%，并含有微量

的氧化铁，氧化铬，氧化镁等。历版《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6-15］均将其收录其

中，2020 年版《中国药典》［15］记载赤石脂为硅酸盐类

矿物多水高岭石族多水高岭石，主含四水硅酸铝

Al4（Si4O10）（OH）8·4H2O，但未对其主要成分含量进

行明确规定。高岭石族矿物根据相邻结构单元层

的构成不同，分为高岭石、地开石、珍珠陶土、b 轴无

序高岭石、多水高岭石［16］。其中多水高岭石又分为

10Å 多水高岭石（埃洛石）和 7 Å 多水高岭石（变埃

洛石），其分子式分别为 Al4（Si4O10）（OH）8·4H2O 和

Al4（Si4O10）（OH）8，化学成分相近，仅层间含水量和

结构单元层叠置方式稍有不同，7 Å 埃洛石是 10 Å

埃洛石脱水后的产物， 结构与高岭石类似［17］，其中

10 Å 多水高岭石分子式与 2020 年新《中国药典》中

记载一致。

研究表明，不同产地赤石脂中化学元素的全量

含量存在差异［18］，可能是其药效不同的原因之一。

调研发现，市售矿物类中药真伪混杂［19-21］，质量良莠

不齐，且现有质量标准对赤石脂品质评价缺乏具体

指标［22］。本文通过查阅历代本草、医籍等，对赤石

脂的命名、基原、产地变迁、品质评价、功效、炮制加

工等进行系统整理与本草考证，并对不同批次的赤

石脂的性状、X 射线衍射（XRD）结果和吸湿度测定

结果进行比较，综合评价赤石脂的真伪及品质，为

进一步挖掘其药用价值，指导临床用药提供更多科

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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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

SmartLab SE 型 XRD 仪（日本理学珠式会社），
XRD 采集由苏州德优博测新材料有限公司完成。

AL204 型十万分之一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

有限公司），DGG-9203A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

森信实验仪器有限公司），SHZ-82A 数显气浴恒温

振荡器（常州恩培仪器制造有限公司）。15 批样品

分别购自安徽亳州、江西樟树、河北安国及河南南

阳等，并经湖北中医药大学陈科力教授依据性状方

法进行初步鉴定。 15 批赤石脂样品具体信息见

表 1，外观性状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2 方法

2.1　赤石脂的本草考证     

2.1.1　文献数据来源     以“赤石脂”为关键词，基于

现有的如药智数据库、中国古籍文献知识库等中医

古籍数据库与知识库进行文献检索，必要时查阅古

籍原版内容进行资料收集与内容审校，并结合其他

相关古籍资料和标准进行对比。

2.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内容涉及赤

石脂的释名及别名、基原、产地、功效配伍、炮制方

法等信息；②以经典古籍优先，同一出处者以较早

版本为准，不重复录入；③同一古籍的不同版本只

纳入较早版本。排除标准：只检索到“药名”，既没

有论述其相关基原、产地，也没有功效配伍和炮制

相关文献信息者。

2.1.3　数据范围     ①录入的内容与原古籍记载完

全相同。②录入采用的字段信息，包括药名、出处、

版本、成书年代、主题段落；别名、基原、产地、炮制

方法等。

2.2　赤石脂的吸湿度测定     称取适量烘干至恒重

的样品粉末于具塞玻璃称量瓶，置于恒温恒湿培养

箱 ，设 定 温 度（26±1） ℃ 内 24 h，精 密 称 定 质 量

（M1）。取各样品 2.0 g 于称量瓶，平铺为 2 mm 厚

度，精密称定质量（M2）。称量瓶敞口并与瓶盖同置

于上述恒温恒湿条件下 24 h。盖好称量瓶盖，精密

称 定 质 量（M3），吸 湿 度 =（M3-M2）/（M2-M1）×

100% 计算吸湿增重率［23］。

2.3　XRD 光谱采集与分析     将 15 批药材粉碎并过

200 目筛，取适量用玻璃板压平于样品板的凹槽中，

关闭主机盖，10 s 后进行测量。设置角度范围 3°~

65°，X 管电压 40 kV，管电流 50 mA，步长 0.01，扫描

速率 8°·min-1。将 XRD 原始图谱导入 MDI JADE 

6.5 软件，利用 JADE 6.5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对样品

的图谱进行寻峰，所得 XRD 数据与粉末衍射标准联

合委员会（JCPDS）标准卡片匹配，确定各样品的物

相组成。使用 Origin 2021 分析软件作图，并标注各

物质的特征峰。

3 结果

3.1　赤石脂的本草考证     

3.1.1　名称考证     赤石脂始载于东汉《神农本草

经》［1］：“五色石脂，分别为青石，赤石，黄石，白石，黑

石脂”，取其颜色鲜红可爱，质地如脂之意。《吴普本

草》［24］作“赤符”之名。南北朝时期《雷公药对》［25］亦

云：“赤符，一名赤石脂”，“符”与“附”同音，有附着

之义，谓其有黏附之功。明《本草蒙筌》［26］有言：“种

有五色，实共一名”；《医学入门》［27］记载：“赤以色

言，脂乃石之膏粘也”。《本草纲目》［28］称：“膏之凝者

曰脂，此物性粘固，滑卢鼎甚良。盖兼体用而言

也”，“脂”为其药材质地，李时珍认为其是做卢鼎之

器物的好材料，是因为其膏凝如脂，滑利而性黏，

《本草原始》［29］与之记载一致。明代《本草崇原》［30］

记述：“赤中有白，白中有赤，总名赤石脂”，提出赤

石脂的颜色与以往记载不同，为红白相间，总称赤

石脂，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记载其或有红白相间

花纹一致。《晶珠本草》［31］记载：“又名格格若嘎，都

木亚”（藏语音译）。近代《石雅》［32］曰：“赤者殆即所

谓红高岭也”。 1961 年版《中药志》［33］中记载别名

“吃油脂（陕西）”。《中华本草：维吾尔药卷》［34］中异

名有“提而阿而马尼、吉里也儿麦你、亦儿麦你泥、

表 1　赤石脂样品信息

Table 1　Sample information of Halloysitum Rubrum

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批号

20230615

20230619

20230629

20230630

20230503

20230622

20230505

20230625

20230618

20230506

20230504

20230708

20230509

20230616

20230620

采购地

陕西西安

河北保定

河南禹州

河南禹州

安徽亳州

江西樟树

安徽亳州

山东泰安

福建泉州

安徽亳州

安徽亳州

河南南阳

福建泉州

山西阳泉

河北安国

鉴定结果

赤石脂

赤石脂

赤石脂

赤石脂

赤石脂

赤石脂

赤石脂

赤石脂

赤石脂

赤石脂

多硅白云母

多硅白云母

地开石

白云母

地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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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而麦你泥、阿而马尼泥、阿而马泥泥、阿麦你泥、

格力艾尔美尼”（维吾尔语音译）。同时，2020 年版

《中国药典》［15］言其为多水高岭石，多水高岭石又称

“埃洛石”或“叙永石”。综上所述，以“赤石脂”为正

名，别名众多，以颜色命名为“赤石”；以功效命名为

“赤符”，本土方言命名的有“吃油脂”；藏药记载命

名为“格格若嘎”“都木亚”；以成分命名的有“埃洛

石”“叙永石”。

3.1.2　基原及品质考证     《神农本草经》［1］以“赤石

脂”之名列为上品，称其为五色石脂之一，并未对其

形态做出描述。魏晋《吴普本草》［24］记载：“赤符，色

绛，滑如脂”。《本草经集注》［35］云：“此五石脂……今

俗用赤石、白石二脂尔”。唐代以前本草描述了赤

石脂的颜色绛红、质地滑腻，结合其所载产地在山

东一带，与含铁矿物色红及滑石质地滑软的特征相

似。至唐代，《新修本草》［36］记载：“此五石脂中，又

有石骨，似骨，如玉坚润”，首次提到石骨，与之前记

载的赤石脂质地滑如脂有所差异，不为同一矿物。

《日华子本草》［37］曰：“文理腻，缀唇者为上也”，认为

其纹理细腻，舐之粘唇为上品，记载了赤石脂表面

纹理细腻，具有粘舌的特征。北宋《本草图经》［38］中

描述赤石脂“以理色鲜腻者为胜”并附图（图 1A），形
如块状，层纹明显、细腻。《大观本草》［39］、《绍兴本

草》［40】、《本草衍义》［41］等古籍均沿用“鲜腻缀唇者为

胜”。唐宋时期，更细致地描述了赤石脂的质地、表

面纹理，以及粘舌的特征，与层状硅酸盐类矿物多

呈片状，具有吸附性的特征相符；以“色赤鲜艳，纹

理细腻，缀唇者”为上。明代《本草蒙筌》［26］言“形赤

粘舌为良”，并转绘《本草图经》示图（图 1B）。《本草

纲目》［28］言：“状如豚脑，赤者鲜红可爱”，如图 1C 所

示，色鲜红，形状与猪脑相似，呈稍圆滑块状，并有

清晰纹理。《本草原始》［29］曰：“形如滑石，色赤”描述

赤石脂与硅酸盐类滑石形状相似，而色不同，且“以

细腻粘舌缀唇者为上”。《本草雅乘半偈》［42］记载：

“皆揭两石中取之”。《本草崇原》［30］谓：“此石中之

脂，如骨之髓，故揭石取之”，指出赤石脂多与其他

矿物伴生的特征，“如骨之髓”更是体现出赤石脂与

其他矿物结合之紧密，突出其“黏合”之特性。《本草

述钩元》［43］言：“赤者色如绛，滑如脂者良”。清代

《本草思辨录》［44］记载：“两石必同根歧出而相并，脂

者粘合雨石之胶”。《本经疏证》［45］有：“似此体贴物

情，固已最为精密……则是脂者，即黏合两石之胶

矣”的记载，同时期《本草崇原集说》［46］谓：“石脂为

山之血脉凝结而成”，均指出赤石脂常伴生于两石

之间，且紧密相连，这与现代研究发现其原矿物多

水高岭石为长期风化形成，常与母岩中稳定矿物伴

生一致。明清时期，更细致地指出了赤石脂的生境

和黏合两石的特性，与现硅酸盐类高岭石常与母岩

中其他稳定矿物伴生的特征相符，以“色赤鲜艳，细

腻粘舌，滑如脂者”者为佳。

近现代，《晶珠本草》［31］记载：“产自土下的红色

赤石脂如同彩木者，即为此石”。《石雅》［32］记载：“具

五色，今以赤白二种验之亦高岭之类其赤者殆即所

谓红高岭也”。同时期《药物图考》［47］记载其属氧化

矿类。《矿物药与丹药》［48］描述：“置水中能逐渐濡湿

崩融而不溶解，能溶于酸类”。《全国中草药汇编》［5］

记载赤石脂产于岩石的风化壳和黏土层中，主含硅

酸 铝 。 其 中 含 氧 化 铝 34.7%，氧 化 硅 40.8%，水

24.5%；并含有微量的氧化铁，氧化铬，氧化镁等。

1998 年版《中药志》［49］记载其为：“层状硅酸盐类多

水高岭石族矿物多水高岭石（又名埃洛石，叙永

石）”，并指出“变多水高岭石”亦作赤石脂药用。

《500 味常用中药材的经验鉴别》［50］记载：“老式者色

红光滑细腻且粘舌力强；新式为红色土”。1963 年

版《中国药典》记载赤石脂为天然产的一种红色的

多水高岭土，以色红，光滑细腻，易碎，舌舔之黏性

强者为佳。1977 年版《中国药典》［7］记载赤石脂为三

斜 晶 系 多 水 高 岭 土 ，主 含 含 水 硅 酸 铝 。 1985—

2020 年版《中国药典》指出来源于多水高岭石，主含

四水硅酸铝。此后各地中药炮制规范也与药典来

源相同。近现代，赤石脂基原逐渐明确为多水高岭

石，以“色赤鲜艳，细腻滑润，质软易碎及黏舌性强”

者为佳。

综上所述，唐代及以前，赤石脂主要记载以“颜

色绛红、质地滑腻、纹理细腻及缀唇”为主要特点，

与含铁矿物色红及滑石质地滑软的特征及硅酸盐

类矿物特征描述均相似。明清时期，其粘合两石的

注：A.《本草图经》潞州赤石脂［38］；B.《本草蒙筌》潞州赤石脂（转

绘）［26］；C.《本草纲目》五色石脂［28］

图 1　历代本草所附赤石脂

Fig.  1　Halloysitum Rubrum in ancient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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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与硅酸盐类高岭石族矿物具有吸附性基本符

合，但尚不明确具体基原。近现代文献资料显示，

赤石脂为硅酸盐类多水高岭石族多水高岭石，并规

定其层间水含量，但未明确指出其属 10 Å 多水高岭

石。综上，本草所述的赤石脂与现代硅酸盐类矿物

多水高岭石族多水高岭石相符合，主含四水硅酸铝

Al4（Si4O10）（OH）8·4H2O。以色赤红，质腻滑润，纹

理细腻，粘舌者为佳品。

3.1.3　产地变迁考证     东汉《神农本草经》［1］记载：

“生南山之阳山谷中”，“南山”即今秦岭终南山。魏

晋《吴普本草》［24］曰：“或生少室，或生太山”，“少室”

即今河南登封市西北地区少室山，“太山”为今山东

泰山。《名医别录》［51］曰：“生济南，射阳，及太山之

阴，采无时”，“济南”即今山东历城，“射阳”即今江

苏淮安。东汉至魏晋时期，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

山东及江苏一带。唐代《新修本草》［36］云：“此石济

南太山不闻出者，今虢州（今河南灵宝）卢氏县、泽

州陵川县（今山西晋城陵川县）及慈州（今山西吉

县）吕乡县（今山西乡宁）并有，色理鲜腻，宜州（今

广西宜州市）诸山亦有”，明确指出此时山东泰山已

无赤石脂产出。《蜀本草》［52］中亦有记载“今义阳山

甚有之，一本南阳山谷中也”，“义阳”在今信阳西和

南阳部分地区；“南阳”即今河南南阳。北宋《本草

图经》［38］“今出潞州”，“潞州”即今山西长治。《本草

衍义》［41］言：“今四方皆有”。南宋《绍兴本草》［42］记

载：“生南山之阳”，并指出《神农本草经》所载性味

皆甘平，是由于产地均在一处，而后世由于产地不

同，性味亦发生了变化，可见其品质差异具有地域

性。唐宋时期，赤石脂的产地主要分布于河南、山

西及广西等地。明代《本草蒙筌》［26］记载：“多产泰

山”，与唐代《新修本草》［36］记载：“此石济南太山不

闻出者”不同，此时泰山亦有赤石脂产出。《本草原

始》［29］与《名医别录》记载一致，《本草汇言》［53］亦有：

“生少室，或太山延州”的记载。《本草崇原》［30］记载：

“始出南山之阳，及延州、潞州、吴郡山谷中，今四方

皆有”，指出产地逐渐变得广泛。明清时期，主产地

从陕西、山东等地逐渐延伸到全国各地均有。至现

代，《全国中草药汇编》［5］中记载：“主产于山西、河

南、江苏等地”。1998 年版《中药志》［49］记载：“山西，

河南，江苏，安徽，四川，云南等省”。《500 味常用中

药材的经验鉴别》［50］记载：“主产于福建永春、德山、

连城；河南禹县、济源；江苏镇江、无锡、苏州；陕西

延安；湖北孝感等地以及安徽、山西均产”。《中华本

草》［54］指出主产地包括湖北、陕西、河北等地十多个

省份。可见，近现代产地逐渐扩大，全国范围内均

有。综上所述，赤石脂最早记载产于陕西秦岭，而

后河南，江苏，山西，广西等地亦有产出；明清时期

产地逐渐广泛，现全国范围内均有。

3.1.4　炮制考证     南北朝时期《雷公炮炙论》［55］言

其“须研如粉，新汲水飞过三度，晒干用”，新汲水即

清晨时第一次打的井水，又称井泉水、井花水。《本

草备要》［56］沿用“研粉，水飞用”。清代《修事指

南》［57］与雷公同法炮制。《本草蒙筌》［26］记载：“形赤

粘舌为良，火煅醋淬才研”，始载火煅醋淬的方法。

火煅可使质地酥脆，利于粉碎和煎出，而醋淬可引

药入肝经，增强其收敛之功效。《医学入门》［27］补充

煅至通体红透。《本草原始》［29］亦有“火煨水飞”的记

载。《全国中草药汇编》［5］记载：“碾成细粉，用醋和

匀，搓条切段，晒干。再放无烟的炉火或坩埚内煅

烧，至红透时取出，晾凉即可”。1992 年版《江苏省

中药饮片炮制规范》［58］对醋淬时醋的用量进行补

充：“每赤石脂 100 kg，用醋 30 kg”。2002 年版《江苏

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59］收录另一种炮制方法：“放

入炒锅中用文火微炒”。2008 年版《北京市中药饮

片炮制规范》［60］记载煅制温度和时间：“再置炉或适

宜容器内，（550 ℃，1 h）至红透，取出，晾凉”。后多

省炮制规范沿用此炮制方法。

炮制工艺对赤石脂中元素含量影响较大，据报

道，赤石脂煅制后挥发性金属元素 Hg 能得到有效的

去除，Cu 炮制后含量增加，Pb、Cd、As 有不同程度的

下降［61］。高慧慧等［62］研究发现，赤石脂煅制后水溶物

含量比生品增加 2~10 倍，重金属元素 Ga、Sb、Ba、Pb

含量明显下降，可见赤石脂传统火煅醋淬的炮制方法

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综上，赤石脂的炮制方法包括

“水飞”“火煅”“文火微炒”及“用醋搓条再煅”。

3.1.5　性味归经及功效配伍考证     魏晋时期《吴普

本草》［24］首次记载赤石脂味甘，无毒，性小寒。南北

朝《名医别录》［51］及《本草经集注》［35］均言：“味甘、

酸、辛，大温，无毒。主养心气，明目，益精”“治腹

痛，女子崩中漏下，难产，胞衣不出”之功效。唐代

以前，赤石脂主要功效是固胃涩肠，敛疮生肌及涩

精止崩。唐代《药性论》曰：“补五脏虚乏”［63］。《日华

子本草》［37］谓：“治吐血衄血，安心，镇五脏，除烦，疗

惊悸”，描述其安心神，镇五脏及除烦疗惊悸之功

效。南宋《绍兴本草》［40］解读其功效：“阳中之阴，固

胃肠有收敛之能，下胎衣无推荡之峻”。唐宋时期，

补充赤石脂的安神镇脏、疗惊悸等功效。明代《药

性歌括四百味》［64］概括为“赤石脂温，保固肠胃，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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疡生肌，涩精泄痢”。《神农本草经疏》［65］从象思维及

归经阐述其功效：“主养心气，明目益精，疗腹痛泄

澼……久服补髓好颜色，益智不饥，轻身延年。禀

土金之气而色赤，则象火，故其味甘酸辛，气大温，

无毒。气薄味厚，降而能收，阳中之阴也。入手阳

明大肠，兼入手足少阴经”。清代《本草汇笺》［66］记

载：“其他固涩之药，性多轻浮，不能达下，惟石脂体

重而涩，直入下焦阴分，为久利泄澼之要药”，指出

其体重而涩，为久痢泄澼之要药。同时期《本草备

要》［56］曰：“益气生肌而调中，酸而涩，故收湿，止血

而固下”，从性味阐释赤石脂功效，酸而收，指出其

益气生肌、收涩止血的功效。《本草经解》［67］记载其：

“入足厥阴肝经、手厥阴心包络经……入足阳明燥

金胃土、手阳明燥金大肠”，指出亦入肝及心经。《本

草诗笺》［68］亦记载：“养心止血功堪数……痢出初行

总不宜”，指出初有积热者不宜使用。《长沙药解》［69］

有“敛肠胃而断泄利，护心主而止痛楚”的记载，描

述其除固胃止泻的功效外尚有护心止痛之功。《本

草求真》［70］记载：“专入大肠，与禹余、粟壳，皆属收

涩固脱之剂”，将赤石脂列入收涩固脱剂。《本草便

读》［71］总结“其治能入心、肾、大肠血分，其功不外乎

固涩重镇，足以尽之”。明清时期对赤石脂性味归

经解释赤石脂的功效进行了补充，并记载其属收涩

固脱剂，为久痢泄澼之要药。

赤石脂配伍禁忌始见于南北朝《名医别录》［51］：

“恶大黄，畏芫花”。同时期《雷公药对》［25］补充其

“恶松脂”。唐代《日华子本草》［37］曰：“畏黄芩，大

黄”。明代《炮炙大法》［72］言其：“恶豉汁，畏黄芩，大

黄，官桂”，将豉汁，官桂列入其配伍禁忌。同时期

《本 草 纲 目》［28］记 载 ：“ 畏 芫 花 ，恶 大 黄 、松 脂 。”

1963 年版《中国药典》［6］记载其“畏肉桂，桂枝”。

2020 年版《中国药典》［15］记载其“不宜与肉桂同用”。

综上，赤石脂味甘、酸、辛，无毒，性大温，入心、肝、

肾及大肠经，有固胃涩肠、涩精止崩、敛疮生肌、镇

脏安神之功，不宜与大黄、芫花、松脂、黄芩、豉汁、

肉桂和桂枝同用。

3.2　15 批市售赤石脂样品的 XRD 图谱及物相分析  

    15 批市售赤石脂样品的 XRD 图谱见增强出版附

加材料。其中 S1~S10 样品的主要特征谱线为 d=

9.963~10.018 Å、（d 为晶面间距，1 Å=0.1 nm），与国

际衍射数据中心 10 Å 多水高岭石粉晶衍射中的主

要吸收峰 10.1 Å 接近，表明 S1~S10 号样品中的主要

物相组成为 10 Å 多水高岭石；同时 XRD 图中主要

特征峰形尖锐，对称性好，表明 10 Å 多水高岭石质

量分数较高。此外，S1~S10 号样品均在 2θ为 19°~

24°（d=4.48~4.18 Å）区域内有 4 条衍射峰；在 34°~

37°（d=2.48~2.59 Å）和 37° ~40°（d=2.24~2.40 Å）两
个区域内各有 3 条衍射峰，与国际衍射数据中心结

晶完好的高岭石粉晶衍射在 2θ为 19°~24°（d=4.5~

4.1 Å）区 域 内 有 4 条 衍 射 峰；在 34° ~37°（d=2.4~

2.6 Å）和 37°~40°（d=2.20~2.40 Å）2 个区域内各有

3 条衍射峰接近，表明 S1~S10 号样品中均含有结晶

完好的高岭石，与 10 Å 多水高岭石伴生矿物为高岭

石一致。由 S11~S15 的 XRD 图经物相检索可知，

S15 主要特征峰峰形尖锐与地开石（d=7.16、3.58、

4.27 Å）接近，表明 S15 中地开石的质量分数较高，

同时还伴生白云母；S11~S14 图谱相似，物相检索表

明，4 个样品均含有石英和白云母。

3.3　赤石脂样品的性状、吸湿度     结果显示，市售

15 批赤石脂样品中 S1~S10 的 10 Å 多水高岭石质量

分数均较高，其中 S1 和 S7 中另含有 7 Å 多水高岭

石，吸湿度也相对较高。S1~S10 样品大部分呈不规

则块状或颗粒状，表面大都呈鲜红色或棕红色，质

软滑润，断面不整齐，部分具有蜡样光泽和层纹，均

有吸舌性。而 S2 和 S6 号样品表面和断面均呈淡黄

色或白色，间附红色斑点，物相分析结果显示，两样

品均含有较高比例的呈无色或黄色的珍珠陶土。

S5 和 S10 号样品断面呈微弱的玻璃样光泽且吸湿

度较高，分别含有斜方晶系麦钾沸石和斜方钙沸

石，此类矿石常呈玻璃样光泽，且具有较高吸附性。

S11~S15 不含 10 Å 多水高岭石或占比低，主要组成

为地开石、白云母、石英等，颜色以红色为主，大部

分样品呈颗粒状，间附白色颗粒，吸舌性差。结合

性状及 XRD 分析，S1~S10 为正品，S11~S15 为伪品。

除 S3 外，正品吸湿度相对较高（>1.05%）；除 S15 外，

伪品吸湿度相对较低（<1.05%）。见表 2。

4 讨论

唐代及以前，对赤石脂的质地、表面纹理，以及

粘舌特征的描述，与层状硅酸盐类矿物多呈片状，

具有吸附性的特征相似；明清时期，更细致地指出

了赤石脂的生境和粘合两石的特性，与现硅酸盐类

高岭石常与母岩中其他稳定矿物伴生的特征相符；
近现代，赤石脂基原逐渐明确为多水高岭石，以“色

赤鲜艳，细腻滑润，质软易碎及粘舌性强”者为佳。

结合物相分析及吸湿度测定结果显示，赤石脂主要

成分应为黏土矿中的 10Å 多水高岭石，自然状态存

在的粘土均含有一定数量的水分，以吸湿水和结构

水（层间吸附水）两种状态存在。S1~S10 主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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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 Å 多水高岭石，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记载

主含四水硅酸铝 [Al4（Si4O10）（OH）8·4H2O]一致。高

岭石族矿物中高岭石，地开石和珍珠陶土均不含层

间水，多水高岭石和 b 轴无序高岭石含有一定量的

水分，这是因为多水高岭石与 b 轴无序高岭石的结

构单元层间没有氢键连结，水分子更易进入［16］。多

水高岭石包括 10Å 多水高岭石和 7 Å 多水高岭石两

种，10 Å 多水高岭石较不稳定，其层间水大部分在

储存过程中容易失掉而形成较稳定的 7 Å 多水高岭

石。吸湿度测定发现 S1 和 S7 吸湿性较高，这可能

与其长期储存导致部分 10 Å 多水高岭石在自然空

间脱水而形成较稳定的 7 Å 多水高岭石有关，而 S3

吸湿度相对较低，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现代

吸湿度测定实验一定程度上与本草考证结果中赤石

脂“粘舌”的特性相佐证，正品吸湿度均>1.0%，因此，

为了更好地控制赤石脂质量，建议在其质量标准中

应增加吸湿度检测项，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结合性状鉴定与物相分析结果发现，样品主要

呈鲜红色或棕红色，这可能与其铁元素有关［62］。现

代研究表明，铁元素参与血红蛋白合成，有助于红

细胞形成，改善细胞携氧能力，加速伤口愈合［73-74］。

而颜色鲜腻可能与铁元素含量较高有关，与本草考

证中赤石脂具有收涩止血，敛疮生肌之功，“理色鲜

腻者为胜”相一致。珍珠陶土和麦钾沸石和斜方钙

沸石为 10 Å 多水高岭石常见伴生矿物，S2 和 S6 号

样品含有较高比例的珍珠陶土，断面呈黄色或白

色；S5 和 S10 号样品分别含有麦钾沸石和斜方钙沸

石，断面稍具蜡样光泽，吸湿度较高。

赤石脂有固胃涩肠、涩精止崩、敛疮生肌、镇脏

安神之功，属收涩固脱剂，为久痢泄澼之要药。现

代药理研究认为赤石脂的“涩”与其具有吸附性有

关［75］，内服能吸附消化道内的毒物，可保护消化道

黏膜［76］。赤石脂主要成分 Al4（Si4O10）（OH）8·4H2O，

其中铝元素可能是其固胃涩肠的主要成分之一。

铝制剂常用于胃酸过多、胃及十二指肠溃疡、反流

性食管炎及上消化道出血等，但长期大量应用铝制

剂也可容易诱发肠梗阻与便秘等症状［77］。研究表

明，高岭土通过电化学法可以分解为铝酸盐和硅酸

盐，可用于制备氢氧化铝［78］。此外，研究发现，赤石

脂煅品水溶物微量元素的含有量比生品增加 2~

10 倍，Al 元素含有量大幅增加，而对人体有害的重

金属元素 Ga、Sb、Ba、Pb 下降，这种变化与其止泻、

表 2　赤石脂及其相似品的性状、吸湿度和组成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humidity absorption and composition of Halloysitum Rubrum and its similar products

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形状

块状

块状

颗粒状

颗粒状

块状

块状

块状

块状

块状

块状

颗粒状

颗粒状

颗粒状

颗粒状

块状

色泽

鲜红色，黄色及白色相间

棕色与白色相间

棕红

棕红色和白色相间

红白相间

黄白相间

粗糙，深红与黄白色相间

红色，覆有淡黄色粉末

棕红色，灰白色相间

红白相间

暗红色

深红色，附有白色斑点

暗红色，间附白点

红色

红色，覆有棕黄色粉末

质地

质滑腻

质软

质较硬

质松软

滑润

质细腻

质粗糙，较硬

质软

质软、滑

质较硬

质疏松

质松软

质硬

质较硬

质较硬

断面

    紫红色，不规则突起，明显层纹，具

蜡样光泽

    淡黄色，有少量红色，明显层纹，具

蜡样光泽

红棕相间，具明显层纹

红白相间，具明显层纹，具蜡样光泽

    红白相间，具蜡样光泽和微弱玻璃

样光泽

    黄色，白色，淡红色相间，层纹明显，

具蜡样光泽

红黄相间，呈颗粒感，明显层纹

绛红色，棕褐色，具蜡样光泽

红黄白相间，明显层纹，具蜡样光泽

    红白棕色相间，具蜡样光泽，微弱玻

璃样光泽

暗红色，颗粒性

深红色，间有白色颗粒

红色，颗粒性

暗红色，间有花瓣状粉色斑点

棕红色，黄色相间

吸湿度/%

2.37

1.56

0.96

1.06

1.83

1.89

2.21

1.68

2.40

1.70

1.04

0.61

0.68

0.47

1.98

组成

    7 Å/10 Å 多水高岭石，白云母，地开石，水钙

沸石，方氟硅铵石

石英，珍珠陶土，10 Å 多水高岭石

    高岭石，10 Å多水高岭石，氧化钛铁（钛铁矿），
白云母，片沸石

    高岭石，10 Å 多水高岭石，斜铝钒，锐钛矿，

碲化铜

10 Å 多水高岭石，高岭石，麦钾沸石

珍珠陶土，10 Å 多水高岭石，铜泡石，白云母

7 Å/10 Å 多水高岭石，高岭石，白云母，红闪石

高岭石，10 Å 多水高岭石，三水铝石

10 Å 多水高岭石，赤铅矿，硅锂钠石

10 Å 多水高岭石，高岭石，斜方钙沸石

石英，黑云母，多硅白云母，赤铁矿

石英，多硅白云母，磷钙镁石

石英，白云母，地开石

白云母，石英，赤铁矿

地开石，白云母，水砷锌矿，块铜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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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血、黏膜保护作用可能有关［62］。但是，赤石脂炮

制的方法能否降低赤石脂的不良反应，以及其微量

元素对药效的具体影响等仍待进一步探索。

综上所述，通过对赤石脂的名称、基原、产地、

品质、功效、炮制进行系统整理与本草考证，历代本

草多以“赤石脂”“赤符”之名记载，现代多以赤石脂

为正名；本草记载的赤石脂与现代硅酸盐类矿物多

水高岭石族 10 Å 多水高岭石相符；产地范围遍布全

国各地；历代品质评价包括“色赤鲜艳，细腻滑润，

质软易碎及黏舌性强”等，现代评价包括“多以鲜红

或棕红色为主，表面光滑如脂，质软滑润，断面纹理

细腻，有的具蜡样光泽，吸水性强，具黏土气，味淡，

嚼之无沙粒感”等特征；味甘，酸，辛，大温，无毒，归

心、肝、肾及大肠经；现代描述赤石脂的功效“涩肠，

止血，生肌敛疮”，结合历代描述，还包括固胃，涩精

止崩，镇脏安神等功效；古代炮制方法，以“研”为

主，另有火煅，醋淬等，现代大多亦沿用此方法。通

过不同批次的赤石脂的性状、XRD 检测和吸湿度测

定等，赤石脂的品质与本草考证结果一致，“鲜腻缀

唇者为胜”可作为其品质评价的关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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