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葶苈子本草与文献学考证

马梅芳1∗ 李 芳2▲

摘 要 目的：为葶苈子现代研究奠定本草与文献学基础。方法：考查古今本草与文献记载，考

证葶苈子的名称、原植物、产地、采收时间、加工炮制、性味归经、功效主治及使用注意等方面的历史

变迁，并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葶苈子名称的由来与其利水功效相关，炮制后药性缓和，历代本草所

载葶苈子的原植物来源复杂，其药性缓急和适应证不同。结论：建议对不同来源葶苈子的异同点进

行现代系统研究，临床中明确品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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葶苈子自汉代入药，至今已有几千年的药用历

史，在长期的临床应用过程中，历代医家对其认识不

断深入，论述颇多。但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历代本

草所载葶苈子的原植物品种较多，其形态差异如何，

哪几种是道地药材；（2）“北葶苈子”“南葶苈子”“甜葶

苈”“苦葶苈”这些名称有何差别；（3）葶苈子不同炮制

品有何差别；（4）葶苈子古今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用

药禁忌有何衍变。

为保证临床安全用药，本文从本草学的角度对此

进行了整理，考查古今文献记载，进行综合分析，考证

葶苈子的名称、原植物、产地、采收时间、加工炮制、性

味归经、功效主治及使用注意等方面的历史变迁，为

葶苈子系统研究奠定了基础。

1 名称考证［1-4］

葶苈子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又名“大室”“大

适”。葶苈，《急就篇》《五十二病方》中均作“亭历”。

《尔雅》称“蕇，亭历”。《广雅》称“狗荠”。《名医别录》称

“丁历、蕇蒿”。关于其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解释。

（1）“亭历、丁历”均为叠韵连绵词“滴沥”的书写变体。

葶苈子功能利水，可治小便滴沥不下，故有此二名。

因其为草本植物，从“艹”则作葶苈。《说文通训定声》

云：“一名大室，一名大适，一名丁历，皆一声之转也。”

认为其名称为象声词。（2）《经典释文》谓：“亭，字或作

葶；历，字或作苈。”亭历因有通调行水的作用，故以功

用名之。亭，含均平、通调及疏导的意思；历，有行、经

的意思。《神农本草经》谓葶苈子能“通利水道”，即取

亭历之义，以功效而命名，称作葶苈子。不论何种解

释，都与其利水功效相关。

2 原植物考证［3-10］

葶苈子原植物形态在《神农本草经》没有描述。

《本草经集注》首次提到“子细黄，至苦”。《蜀本草》首

次对葶苈子的原植物形态进行描述：“葶苈，苗似荠，

春末生，高二、三尺，花黄，角生子黄细。”《图经本草》

描述更为详尽：“初春生苗叶，高六、七寸，有似荠，根

白，枝茎俱青，三月开花微黄，结角，子扁小如黍粒、微

长，黄色。”“葶苈单茎向上，叶端出角，角粗且短。又

有一种苟芥草，叶近根下，作奇生，角细长，取时必须

分别，前件二种也。”（见图1）《本草衍义》记载“葶苈用

子，子之味有甜苦两等，其形则一也。”《本草纲目》记

载：“按《尔雅》云，亭历也。郭璞注云，实叶皆似荠，一

名狗荠。然则狗荠即是葶苈矣。盖葶苈有甜、苦二

种，狗荠味微甘，即甜葶苈也。或云，甜葶苈是菥子，

考其功用，亦似不然。”（见图2）《植物名实图考》记载：

“葶苈，今江西犹谓之狗荠。李时珍谓有甜、苦二种，

此似因《炮炙论》赤须子味甘而云然也。”又“《滇本草》

葶苈，一名麦蓝菜，生麦地。余采得视之，正如荠，高

几二尺，叶大如花杈。腌为蔬，脆而不甘，与荠味殊

别。其花实亦似荠，盖即甜葶苈也。《尔雅》葶苈，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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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实叶皆似芥。此草正如初生白芥菜。其狗荠一

种，南方至多，花黄，叶深绿，不堪入馔；《图经》极详

晰，殆苦葶苈耳。陈藏器谓大荠即葶苈。然《尔雅》本

分三种，以余考之，荠实盖即荠菜，叶长圆，味美，作葅

羹皆佳。菥蓂，大荠，即今花叶荠，一名水荠，叶细碎，

味淡。犍为舍人云：荠有小，故言大。此种科叶易肥

大。《唐本草》注‘验其味，甘而不辛’。《蜀本草》：‘似荠

菜而种细，俗呼老荠，皆此物也。’葶苈亦名蕇，而又有

苦、甘二种。陶隐居云‘荠类甚多，《野菜谱》亦列数

种，正恐并葶苈一类耳’。”（见图3）
从历代本草的记载可看出，自《图经本草》开始，

已有一种长角果类型的植物也被作为葶苈子使用。

自《本草衍义》开始，葶苈子有苦、甜之分。历代本草

所载葶苈子的原植物不止一种，其来源有着复杂的混

乱现象。

《中华本草》《中药大辞典》中收载的葶苈子为十

字花科植物葶苈、琴叶葶苈和播娘蒿的种子，《新编中

药志》收载的葶苈子为十字花科植物独行菜和播娘蒿

的种子。根据书中的描述和所附的图（见图 4～9）可

以看出，《中华本草》《中药大辞典》收载的葶苈和《新

编中药志》收载的独行菜实为一物，均为十字花科植

物Lepidium apetalum Willd.。《中国药典》2020年版

一部收载的葶苈子为十字花科植物独行菜和播娘蒿

的种子。

独行菜 Lepidium apetalum Willd.又名蕇、亭历

（《尔雅》），狗荠（《广雅》），蕇蒿（《名医别录》），公荠

（《经典释文》），麦秸菜（《救荒本草》），腺独行菜（《东

北植物检索表》）、腺茎独行菜（《秦岭植物志》），无瓣

独行菜、沙荠、洋辣罐子（《长白山植物药志》），尿溜溜

（《陕西中草药》），小辣辣、羊辣罐（《沙漠地区药用植

物》），芝麻眼草、宁津草（天津），辣辣菜（陕西、东北），

辣辣根（内蒙古、甘肃），辣麻麻（内蒙古、东北），辣蒿

（山东）[3，8]。为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高5～30 cm。茎

直立，或自基部具多数分枝，被白色微小头状毛。基

生叶有柄，叶柄长 1～2 cm；叶片狭匙形或倒披针形，

一回羽状浅裂或深裂，长3～5 cm，宽1～1.5 cm，先端

短尖，边缘有稀疏缺刻状锯齿，基部渐狭；茎生叶披针

形或长圆形，中部叶片长 1.5～2 cm，宽 2～5 mm，基
部稍宽，无柄，贴茎生，边缘有疏齿；最上部叶线形，先

端尖，边缘少有疏齿或近于全缘；两面无毛或疏被头

状毛。总状花序顶生，果期可延长至5cm；花小，排列

疏松；萼片 4枚，近卵形，边缘白色膜质状，外面有弯

曲的白色柔毛；花瓣不存或者退化成丝状，比萼片短；

雄蕊2或4枚，等长；蜜腺4枚，短小；雌蕊1枚，子房卵

圆形而扁，无花柱，柱头圆形而扁。短角果卵圆形或

椭圆形，长2～3 mm，扁平，顶端微凹，宿存极短花枝，

果瓣顶部具极狭翅，假隔膜宽不到 l mm。种子椭圆

状卵形，表面平滑，棕红色或黄褐色。花期 5～6月，

果期6～7月。

播娘蒿 Descurainia sophia（L.）Webb ex Prantl.又
名麦蒿子（《沙漠地区药用植物》），翁杠研（《福建药物

志》），眉毛蒿、线香子（江苏），婆婆蒿（山东、福建），米

米蒿（江苏、山东），麦蒿、麦里蒿（山东），野荠菜（河

北、陕西、内蒙古）[3，10]。为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高20
～80 cm。全株呈灰白色。茎直立，上部分枝，具纵棱

槽，密被分枝状短柔毛。叶轮廓为长圆形或长圆状披

针形，长3～7 cm，宽1～4 cm，二至三回羽状全裂或深

裂，最终裂片条形或条状长圆形，长 2～5 mm，先端

钝，全缘，两面被分枝短柔毛；茎下部叶有叶柄，向上

叶柄逐渐缩短或近于无柄。总状花序顶生，具多数

花；萼片 4枚，条状长圆形，先端钝，长约 2 mm，边缘

膜质，背面有分枝细柔毛；花瓣黄色，匙形，与萼片近

等长；雄蕊 6枚，几与花瓣等长，基部并有爪；雌蕊 1
枚，子房圆柱形，花柱短，柱头呈扁压的头状。长角果

圆筒状，长 2.5～3 cm，无毛，稍内曲，与果梗不成直

线，果瓣中脉明显。种子每室 1行，形小，多数长圆

形，稍扁，淡红褐色，表面有细网纹，潮湿后有粘胶物

质。花、果期为4～7月。

葶苈子药材分为南、北两大类，《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收载的独行菜种子习称“北葶苈子”，播娘蒿

种子习称“南葶苈子”。《中华本草》《中药大辞典》《新

编中药志》称北葶苈子为苦葶苈；南葶苈子为甜葶苈。

但是，《中国药材学》《常用中草药图谱》《道地药材图

典》却称北葶苈子为甜葶苈；而南葶苈子为苦葶苈。

目前为止，十字花科植物独行菜 Lepidium apetalum
Willd.的种子习称“北葶苈子”，十字花科植物播娘蒿

Descurainia sophia（L.）Webb ex Prantl.的种子习称“南

葶苈子”，已经达成共识。但是，究竟何为苦葶苈、何

为甜葶苈？国内学者尚无统一的认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学者曾经在全国范围内

对葶苈子药材资源进行调查发现，全国销用的葶苈

子，主流品种是独行菜和播娘蒿的种子。但是，在少

数地区，尚有数种植物[包括：菥蓂 Thlaspi arvense L.、
芝麻菜Eruca sativa Mill.、小花糖芥Erysimum che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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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ides L.、抱茎独行菜L. perfoliatum L.、家独行菜L. sa⁃
tivum L.、柱毛独行菜 L. ruderala L.、北美独行菜 L.
virginicum L.、光果阔叶独行菜 L. latifolium L. var.af⁃
fine C.A. Mey.、印度焊菜 Rorippa indica（L.）Hiern.、花

旗 杆 Dontostemon denatus（Bge.）Ledeb.、葶 苈 Draba
nemorosa L.等]的种子习惯性作为葶苈子应用或混杂

于正品药材中使用。

图1 《图经本草》所绘葶苈图

图4 《中华本草》所附葶苈图

图7 《中华本草》所附播娘蒿图

图2 《本草纲目》所绘葶苈图

图5 《中药大辞典》所附葶苈图

图8 《中药大辞典》所附播娘蒿图

图3 《植物名实图考》所绘葶苈图

图6 《新编中药志》所附独行菜图

图9 《新编中药志》所附播娘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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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收时间考证

《神农本草经》未提及葶苈子的采收时间。《名医

别录》记载“立夏后采实，阴干”；《蜀本草》记载“五月

熟，采之暴干”；《图经本草》记载“立夏后采实暴干。

《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许慎、郑康成注皆云，靡

草，荠、葶苈之属是也，至夏则枯死，故此时采之”[3-4]。

《中华本草》《中药大辞典》记载“4月底 5月上旬果实

呈黄绿色时采收”。《新编中药志》《中国药材学》《道地

药材图典》记载“7～8月间果实成熟转黄时采收”。《中

国本草彩色图鉴》记载“秋季果实成熟时采收”。《中国

药典》2020年版一部记载“夏季果实成熟时采收”。[5]

播娘蒿果实一般在 5～6月间成熟，而独行菜果

实一般在 7～8月间成熟，古今本草记载的葶苈子的

采收时间主要集中在夏秋季节，但是时间并不完全一

致，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历代本草所载的葶苈子并非统

一的品种，也可能是由于不同产地气候的差异导致采

收的时间不同。

4 产地考证

《神农本草经》提到“生平泽及田野”。《名医别录》

记载“葶苈，生藁城平泽及田野”。《本草经集注》记载

“葶苈，出彭城者最胜，今近道亦有”。《图经本草》记载

“葶苈，生藁城平泽及田野，今京东、陕西、河北州郡皆

有之，曹州者尤胜”。《本草品汇精要》称“道地曹州、彭

城”[3，6，8]。藁城即河北正定一带；彭城即江西铜山；曹

州即山东菏泽。《道地药材图典》记载北葶苈子主产于

河北沧县、保定、承德，辽宁海城、凤城及内蒙古；南葶

苈子主产于江苏邳州、淮阴、南通，安徽滁州、嘉山，山

东聊城。《中华本草》《新编中药志》《中药大辞典》《中

国药材学》均记载：北葶苈子主产于河北、辽宁、内蒙

古，黑龙江、吉林、山西、山东、甘肃、青海等地区亦产；

南葶苈子主产于江苏、安徽、山东；浙江、河北、河南、

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区亦产。

可以看出，葶苈子的分布范围较为广泛，历史上

山东曾经是葶苈子的道地产区之一，现在仍是南葶苈

子的主产区之一。

5 加工炮制考证

葶苈子入药始于生用，而后在临床实践中随有炮

制品出现。《金匮玉函经》云：“葶苈，皆熬黄黑色。”作

为种子类药物，从汉代起葶苈子就有捣后入药的记

载。《金匮玉函经》云：“熬令色黄，捣末为丸。”《雷公炮

炙论》记载：“凡使葶苈，以糯米相合，微微焙，待米熟，

去米，单捣用。”此后，熬、炒、焙等炮制方法一直得以

长期沿用。自宋代开始，葶苈子有净制要求。《太平圣

惠方》记载“以水净过，日晒干”。明、清时期酒炒、酒

润炒、酒拌炒渐有记载，似乎是对《神农本草经》“得酒

良”记述的沿用。此外，《医学入门》《本草述》尚有“蒸

制”，《串雅补》尚有“醋制”，《普济方》尚有“浆水制、黑

枣制、制霜”等个别方法的零星记载。葶苈子现代的

炮制方法主要是净制（去杂质及灰屑）和炒制（炒爆），

尚有蜜炙品，但是不常见[12]。目前最新 2020年版《中

国药典》（一部）所收录的炮制品仅为生品和炒制品[5]。

葶苈子的炮制作用，历代记述较少，《本草问答》

中提出“不炒则不香，不能散，故必炒用”。《中药炮制

学》总结为：生品力速而猛，降泄肺气作用较强，长于

利水消肿，宜于实证，多用于胸水积滞和全身水肿；炒

后药性缓和，免伤肺气，可用于实中挟虚的患者，多用

于咳嗽喘逆，腹水胀满等[13]。

6 性味归经考证［3-4，14］

《神农本草经》记载“葶苈，味辛，苦，寒”。《名医别

录》记载“苦，大寒，无毒”。《药性论》记载“味酸，有小

毒”。《开宝本草》记载“味辛、苦，大寒，无毒”。《药性

赋》记载“味苦，性寒，无毒。沉也，阴中阴也”。《本草

经疏》记载“味辛、苦，大寒。无毒。气薄味厚，阳中阴

也。为手太阴经正药，亦入手阳明、足太阳经”。《本草

蒙筌》记载“味辛、苦，气大寒。沉也，阴中之阴。无

毒。一云：小毒”。《药性解》记载“葶苈，味辛苦，性寒，

有小毒，入肺、心、脾、膀胱四经”。《药鉴》记载“气大

寒，味苦辛，沉也，阴中阴也，无毒”。《景岳全书》记载

“味苦，大寒，沉也，阴也，气味俱厚，有毒”。《本草备

要》记载“辛苦大寒，属火性急”。《本经逢原》记载“葶

苈苦寒不减硝黄，专泄肺中之气，亦入手阳明、足太

阳”。《本草求真》记载“葶苈专入肺，兼入胃。辛苦大

寒，性急不减硝黄”。《得配本草》记载“辛、苦，大寒。

入手太阴，兼足太阳经气分”。《本草经解》记载“葶苈

子气寒，秉天冬寒之水气，入足太阳寒水膀胱经、手太

阳寒水小肠经；味辛无毒，得地西方之金味，入手太阴

肺经。气味降多于升。阴也”。《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记载“味辛，寒”。《本草正义》记载“葶苈子苦降辛散，

而性寒凉”。《本经疏证》记载“味辛气寒，恰合从肺至

脾之用”。《本草分经》记载“辛、苦，大寒。性急力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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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记载可看出，历代医家普遍认为葶苈子味

辛、苦，性寒，主入肺经，性急。

7 功效主治考证［3-4，14］

《神农本草经》记载“治癥瘕积聚，结气，饮食寒

热，破坚逐邪，通利水道”。《名医别录》记载“下膀胱

水，腹留热气，皮间邪水上出，面目肿，身暴中风热痱

痒，利小腹”。《药性论》记载“能利小便，抽肺气上喘息

急，止嗽”。《日华子本草》记载“利小肠，通水气虚肿”。

《开宝本草》记载“疗肺痈上气咳嗽，定喘促，除胸中痰

饮”。《伤寒类要》记载“治肾瘅、唇干”。《药性赋》记载

“其用有四：除遍身之浮肿；逐膀胱之留热；定肺气之

喘促；疗积饮之痰厥”。《本草衍义》记载“葶苈用子，子

之味有甜苦两等，其形则一也。《经》既言味辛苦，则甜

者不复更入药也。苦甜二味……主治不同，仲景泻肺

汤用苦，余方或有用甜者，或者不言甜苦者，大抵苦者

下泄，甜则少缓，量病虚实用之，不可不审”。《汤液本

草》记载“葶苈，苦、甜二味，主治同。仲景用苦，余方

或有用甜者，或有不言甜、苦者。大抵苦则下泄，甜则

少缓，量病虚实用之，不可不审，本草虽云治同，甜、苦

之味，安得不异”。《本草纲目》记载“甘、苦二种，正如

牵牛黑白二色，急缓不同；又如葫芦，甘、苦二味，良、

毒亦异。大抵甜者，下泄之性缓，虽泄肺而不伤胃；苦

者，下泄之性急，既泄肺而易伤胃，故以大枣辅之。通

月经。宜大枣”。《本草经疏》记载“辛能散，苦能泄，大

寒沉阴能下行逐水，故能疗《本经》所主诸病”。《本草

蒙筌》记载“种因甜苦两般，证量轻重各用。苦葶苈行

水走泄迅速，形壮证重者堪求；甜葶苈行水走泄缓迟，

形瘦证轻者宜服。主癥瘕积聚结气，理风热瘙痒痱

疮”。《药性解》记载“主水肿结气、膀胱留热，定肺气之

喘促，疗积饮之痰厥”。《药鉴》记载“有甘苦二种。苦

者行水迅速，甘者行水迟缓，要在看病症之轻重而用

之也”。《景岳全书》记载“善逐水气。第此有甜苦二

种，虽曰为甜，然亦非真甜，但稍淡耳，稍淡者，其性亦

稍缓。”《本草备要》记载“大泻气秘，通行水。大能下

气，行膀胱水”。《本草崇原》记载“葶苈花实黄色，根白

味辛，盖禀土金之气化。禀金气，故主治癥瘕积聚之

结气。禀土气，故主治饮食不调之寒热。破坚逐邪，

金气盛也。通利水道，土气盛也”。《本草求真》记载

“大泻肺中水气，膹急下行膀胱”。《得配本草》记载“大

泄阳分之气闭，下泻膀胱之留热”。《神农本草经读》记

载“葶苈滑润而香，专泻肺气，肺为水源，故能泻肺，即

能泻水，凡积聚寒热，从水气来者，此药主之”。《神农

本草经百种录》记载“主癥瘕，积聚，结气，水饮所结之

疾”。《本草正义》记载“能破滞开结，定逆止喘，利水消

肿”。《本草分经》记载“下气破结，行膀胱水，除肺中水

气膹急，通经利便”。《本草思辨录》记载“大黄泄血闭

而下热，葶苈泄气闭而逐水。凡水气坚留一处有碍肺

降者，葶苈悉主之。惟泄肺而亦伤胃，故葶苈大枣泻

肺汤以大枣辅之”。

古代医方中收载的含有葶苈子的处方，如《太平

圣惠方》《世医得效方》中葶苈散，《三因极一病证方

论》中葶苈大枣丸，《外台秘要方》治“阳水暴肿，面赤

烦渴、喘急、小便涩”，《圣济总录》治“一切痈疽恶疮”，

均指明用甜葶苈。《太平圣惠方》中独圣还睛丸，《外科

精义》治“男女大小头面手足肿”，均指明用苦葶苈。

而《金匮要略》中葶苈大枣泻肺汤、己椒苈黄丸，《杨氏

家藏方》中葶苈散，《箧中方》含膏丸，《外台秘要方》治

“上气咳嗽，长引气不得卧，或水肿，或遍体气肿，或单

面肿，或足肿”，《补缺肘后方》治“卒大腹水病”，《太平

圣惠方》治“瘰疬结核”，均未指明品种。

从上述记载可看出，葶苈子专泻肺气，破滞开结，

定逆止喘，利水消肿，可以除遍身之浮肿，逐膀胱之留

热，定肺气之喘促，疗积饮之痰厥，为泄气逐水之要

药，临床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自宋代开始，葶苈子有

苦、甜之分。此后，医家对两种葶苈子的功效及使用

有何区别论述也逐渐多起来。从本草的记载可以看

出：在古代，苦、甜两种葶苈子都作药用，但是药性缓

急和适应证似乎有所不同。

8 使用注意考证［3，14］

《本草经集注》记载“榆皮为之使。得酒良。恶僵

蚕、石龙芮”。《名医别录》记载“久服令人虚”。《本草蒙

筌》记载“恶僵蚕，石龙芮。使榆皮，得酒良。久服虚

人，须记勿犯”。《药性解》记载“榆皮为使，恶僵蚕、灯

草”。《得配本草》记载“得酒、大枣良。恶白僵蚕。虚

人禁用。泄真气也”。《本草经疏》记载“不利于脾胃虚

弱及真阴不足之人。凡肿满由于脾虚不能制水，水气

泛溢；小便不通由于膀胱虚无气以化者，法所咸忌”。

《本草便读》记载“寒饮、阴水等证及虚弱者，不可

用也”。

从上述使用注意的记载可看出，葶苈子得酒、大

枣良，榆皮为使，恶僵蚕、灯草、石龙芮，虚人禁用，不

宜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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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讨论与结论

葶苈子名称由来与利水功效相关。历代本草所

载葶苈子的原植物不止一种，自古以来，葶苈子药材

的来源就有着复杂的混乱现象。关于其品种分类，到

目前为止，十字花科植物独行菜 Lepidium apetalum
Willd.的种子习称“北葶苈子”，十字花科植物播娘蒿

Descurainia sophia（L.）Webb ex Prantl.的种子习称“南

葶苈子”，已经达成共识。但是，究竟何为苦葶苈、何

为甜葶苈？国内学者尚无统一的认识。古今本草记

载的葶苈子的采收时间主要集中在夏秋季节，但是时

间并不完全一致，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历代本草所载的

葶苈子并非统一的品种，也可能是由于不同产地气候

的差异导致采收的时间不同。

葶苈子的分布范围较为广泛，历史上山东曾经是

葶苈子的道地产区之一，现在仍是南葶苈子的主产区

之一。山东产葶苈子的道地性研究值得重视。

作为种子类药物，从汉代起葶苈子就有捣后入药

的记载，而当今临床汤剂配方及中成药生产中，均不

捣碎，并有包煎要求，以免其黏液质过多溶出使汤剂

变稠或影响其他药物成分的溶出。但是包煎后葶苈

子本身的成分溶出是否受到影响尚未见报道。是否

有必要粉碎后入药，包煎是否合理，还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葶苈子味辛、苦，性寒，主入肺经，性急，专泻肺

气，破滞开结，定逆止喘，利水消肿。其可以除遍身之

浮肿，逐膀胱之留热，定肺气之喘促，疗积饮之痰厥，

为泄气逐水之要药。葶苈子得酒、大枣良，榆皮为使，

恶僵蚕、灯草、石龙芮，虚人禁用，不宜久服。其临床

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自宋代开始，有苦、甜之分。古

代医方中收载的含有葶苈子的处方，有明确苦、甜葶

苈的，也有未指明品种的。在古代，苦、甜两种葶苈子

都作药用，但是药性缓急和适应证似乎有所不同。其

药理作用、功效究竟有何区别，值得进一步研究。

为保证临床安全用药，建议从化学成分、药理药

效、质控指标、功效应用等多个方面对不同来源葶苈

子的异同点进行系统化研究，临床中明确品种使用。

综上，本文通过对葶苈子药材进行本草考证，明

确了葶苈子的名称、原植物、产地、采收时间、加工炮

制、性味归经、功效主治及使用注意等方面的历史变

迁，为葶苈子药材的质量控制和临床应用及进一步开

发利用提供了文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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