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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干姜生姜母姜干生姜来源

干姜为常用中药，《中国药典》2000版及其他权

威性文献均将其来源确定为姜科植物姜Zingiber offci—

naie Rose的干燥根茎。对于其来源问题自古以来就

有争议，因为药用干姜质地丰满，而生姜晒干或晾干

后干瘪，与药用干姜又全然不同。为了弄清干姜的来

源，1979年陈毓亨老师曾专门到于姜的主产区四川作

实地调查了解后发现，干姜和生姜来源于一个植物

种，即姜。两者在品质上的某些差别是由于经过长期

选育和栽培的结果，干姜和生姜是两个不同的栽培品

种。“1目前临床使用的干姜就来源于姜的栽培品种。

然而，对于干姜的历史来源，笔者通过查阅有关文献

发现，在不同的朝代也有所不同。

1 汉代至宋代记载的干姜为生姜的干
燥品

干姜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干姜，味辛温，主

胸满咳逆上气，温中止血，出汗，逐风湿痹，肠辟，

下痢，生者尤良。””1由此可见，在汉代生姜虽未单独

记载于本草著作中，但亦作为干姜使用，且认为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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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于干姜。因此，可以认为当时的干姜和生姜并未区

分使用，干姜应为生姜的干燥品。自梁代开始，生姜

作为一味独立的药物与干姜共同收载于古代本草中。

如唐慎微引《本草经集注》云：生姜，归五脏，去

痰，下气，止呕吐，除风邪寒热。”1另据唐慎微引

《本草图经》云：生姜生犍为山谷及荆州、扬州，今

处处有之，以汉温池州者为良。苗高二、三尺，叶

似箭、竹叶而长，两两相对。苗青，根黄，无花实，

秋采根于长流水洗过，日晒为干姜。”1据此可以判断，

宋以前使用的干姜为生姜的干燥品。

2 元代至清代记载的干姜为母姜(鲜
姜侧畔的老种姜)的干燥品

从元代开始，生姜的干燥品作为一味独立的药物

与干姜、生姜并存于本草著作中，名日干生姜。这一

点，元代医家李东垣的一段话可以充分说明：“干姜，

辛大热，治沉寒痼冷，’肾中无阳⋯．．．干生姜，辛

大温，主伤寒头痛，鼻塞上气，止呕吐，治痰嗽，与

生者并相同。””1另外，王好古的～段话也可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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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屑比之干姜不热，比之生姜不润，以干生姜代干

姜者，以其不僭故也。””1此中的“以干生姜代干姜”

之句，则说明在当时干姜和干生姜并非一种药物，生

姜的干燥品是干生姜，而不是干姜。

明李时珍也是在以生姜和干姜分别列条的同时，

另于生姜条下附载了干生姜，并且在干姜条内明确地

记载了“干姜，以母姜造之。””1这种记载还存在于清

代的其它几部本草著作中，如《本草崇原》中：“干

姜用母姜晒干，以肉厚而白净、结实如天麻者为

良．．．．．”。”。《炮炙全书》中：“造干姜法，以母

姜，水浸三日，去皮，又置水中六日，更刮去皮，然

后晒干，置瓷缸中酿三日，乃成。”[81《本草求真》

中：“母姜晒干为干姜。”⋯1

3讨论和建议

综上所述，古本草记载的干姜在宋以前为生姜的

干燥品，元代至清代应为母姜的干燥品。这个差别也

许是源于古人发现母姜和鲜生姜在品质上有所不同。

近些年来，人们对干姜和生姜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

究，”””o特别是近来对同批次的干姜和生姜，从脂溶

性和水溶性两大类化学成分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两

者在化学成分的定性定量方面均有明显的区别。”“但

对用“母姜”加工的干姜，尚未见到化学成分定性定

量研究的记载。鉴于部分古本草就有用母姜加工干姜

的记载，况且母姜与鲜生姜在生长过程和品质上有明

显差别。另外，在少数地区也有以母姜充干姜使用的

习惯。”“因此，建议对用母姜加工的干姜和用生姜加

工的干姜进行化学成分的定性定量比较研究，以探讨

古人对干姜、干生姜、生姜分别应用的临床意义，进

而倡导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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