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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芍的本草考证※

茹凯月 1，2 仇婧玥 1，2 宋厚盼 1，2▲ 隆采玲 1，2 吴嫚婷 1，2 吴 佳 3 龙 荣 3 曾梅艳 1 袁振仪 1

摘 要 目的目的：厘清经典名方中白芍的药名、基原、产地、药性、采收炮制、证候禁忌、功效主治。

方法方法：通过超星数据库、中医智库、国学大师、CNKI等数据库或网站，查阅、收集、整理历代本草、方书、

医籍资料中关于白芍的文献记载，结合现代研究进行综合分析。结果结果：白芍别名有11种之多，现临床

应用中常用名只有“白芍”“白芍药”“芍药”三种。白芍的产地今多以杭、川、亳为道地产区。炮制加

工多以煮制之法，毒性作用记载为无毒或有小毒。其性味归经相关记载与现代权威中药材记载差异

较小。临床上白芍主要应用于妇科和内科。结论结论：考证结果为白芍的种植采收、炮制及应用提供文

献支撑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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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芍（拉丁名为Paeonia lactiflora Pall.）具有敛阴

止汗、养血调经、平抑肝阳、柔肝止痛功效，临床主要

用于月经不调、血虚萎黄、自汗、盗汗、头痛眩晕、胁

痛、腹痛、四肢挛痛等病证的治疗[1]。白芍有着悠久的

药用历史，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卷二》[2]：“芍药，

味苦平。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

痛，利小便，益气。生川谷及丘陵。”现代研究证实白

芍在神经根型颈椎病、便秘、病毒性肝炎、泌尿系统结

石、男性高泌乳素性不育症、急性肠炎、腓肠肌痉挛、

类风湿关节炎等方面具有良好疗效[3-9]。课题组前期

查阅文献发现，目前关于白芍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对

其化学成分、药效学、药代动力学等方面，尚少有或缺

少关于其基原、炮制、性味归经、不良反应、功效、临床

应用的古代文献的系统考证研究。因此，为了深入挖

掘白芍的古籍文献信息，进一步推动白芍的临床应用

与开发，本研究将基于文献记载，对白芍的基原、产

地、炮制、性味归经、功效主治、证候禁忌等方面进行

全面系统的考证分析，为单味白芍药材或含白芍的经

典名方的研发提供理论依据和文献参考。

1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 （第一批）》
中含白芍的处方信息

白芍药性温和，临床应用广泛，历代文献记载颇

丰，201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制定且公布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中，包

含白芍的经典名方有25首，其中有11首标注为芍药，

14首标注为白芍或白芍药。见表1。
2 白芍的药名考证
2. 1　释名　白芍属于芍药的一种，现存古籍资料中，

“芍药”最早见于《诗经·国风》[10]：“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

药。”《辞源》[11]释曰：“《汉书》颜师古注：‘勺药，药草

名。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气，故合之于兰桂五味以

助食，因呼五味之和为勺药耳’。一说认为是和调的

意思。清·王念书<读书杂志·汉书·十·芍药>说勺药

是‘适历’的音转，读若酌略，即均调的意思。”该观点

认为芍药其名为和调、调匀之意。《本草纲目》[12]载曰：

“芍药，犹约也。约，美好貌。此草花容约。”李时珍认

为芍药之名由于花形美貌而来。日本著名学者伊豫

专安所著《中国药物学大纲》[13]记载：“绰约美好貌。

故名。其花根能制食毒故有药名。”其认为芍药之名

与其花姿与功用皆有关联。目前有关于白芍的药名

考证尚未有较权威统一之说法。

2. 2　别名　白芍最早入药时尚未从芍药中分化出

来，古籍记载中多以芍药之名，故笔者将芍药之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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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纳入别名考证中。今广泛使用的芍药之名最早出

现在《神农本草经》[2]：“芍药，味苦，平。主邪气腹痛，

除血痹，破坚积、疝瘕、寒热，利小便，止痛，益气。”魏

晋《吴普本草》[14]记载：“一名其积，一名解仓，一名诞，

一名余容，一名白术。”此处芍药之别名其积、解仓、

诞、余容、白术皆首次出现。南朝·陶弘景在《名医别

录》[15]中记载：“一名白木，一名余容，一名犁食，一名

解仓，一名车铤。生中岳及丘陵。二月、八月采根，曝

干。”此处记载了芍药有白木、犁食、车铤之别称。但

在同时期著作《本草经集注》[16]中“白木”记作“白术”，

后世医籍中关于“白木”与“白术”之称皆有，《新修本

草》[17]、《证类本草》[18]、《开宝本草》[19]记作“白木”，《本

草纲目》[12]记作“白术”。宋·苏颂《本草图经》[20]摘录崔

豹《古今注》云：“牛亨问曰：将离相别，赠以芍药何也？

答曰：芍药一名何离，故相赠犹相招召。”因离别时有

赠芍药的习俗，故芍药有“何离”的别称。明代《本草

发挥》[21]中将其名称为“白芍药”。明·卢之颐《本草乘

雅半偈》[22]中提到白芍有金芍药之称，书云：“又或以

为花王之副也。花之名，曰余容、绰概言之，曰花婢，

种种幻巧，难以缕述。根之名曰，曰犁食，曰白木，曰

余容，入药只宜白花单瓣之根，气味全浓，然根之赤

白，亦随花之赤白也。白者曰金芍药，赤者曰木

芍药。”

综上可知，白芍的别名有其积、解仓、诞、余容、白

术、白木、犁食、车铤、何离、金芍药、白芍药等。

3 产地基原考证
早在《神农本草经》[2]中已有白芍入药的记载，但

该书其名曰芍药，尚未有白芍之说。同一时期《山海

经》[23]记载“绣山其草多芍药”，也尚未提出白芍之名，

但明确提到其为草本植物，与现代芍药之植物形态基

本一致。《名医别录》[15]记载：“一名白木，一名犁食，一

名余容，一名解仓，一名车铤。生中岳及丘陵。二月、

八月采根，曝干。”首次提到白芍的产地为中岳地区，

即今河南嵩山一带。尽管缺乏其植物形态描述，但还

是可以初步判断该著作所记载芍药为Paeonia lactiflo⁃
ra Pall.，在这一历史时期，白芍尚未从芍药中划分

出来。

白芍一说首次出现在南朝梁时陶弘景之《本草经

集注》[16]，其曰：“今出白山，蒋山，茅山最好，白而长

大，余处亦有而多赤，赤者小利。世方以止痛，乃不减

当归。道家亦服食之。”陶弘景提出芍药有白芍、赤芍

之分，但该描述尚未明确，“白而长大”之“白”具体是

指外皮颜色还是断面颜色，或是加工炮制后的颜色，

尚不能确定是否为现代临床应用之白芍。同时期的

中药炮制学著作《雷公炮炙论》[24]记载：“凡采得后，于

日中晒干，以竹刀刮上粗皮并头土了，锉之，将蜜水拌

蒸，从巳至未，晒干用之。”由此可推测，当时炮制之法

为刮皮水煮之法，与现代炮制方法基本相同。由此可

推断“白而长大”或为加工炮制后颜色。结合其采收

地理环境白山（今江苏省江宁县）、蒋山（今南京紫金

山）、茅山（今江苏省句容县），推测此处白芍品种可能

为芍药Paeonia lactiflora Pall.。
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25]首次提出“白补

赤泻”的观点：“凡茯苓、芍药，补药须白者，泻药须赤

者。”同时，该书中含芍药的方剂多达 400余首，但仅

有 10首标明其为白芍。同一时期中医学著作《外台

秘要》收载含芍药相关方剂 400余首，但只有 10首标

明其为白芍。五代《日华子本草》[26]记载：“芍药，治

风、补劳，主女人一切病，并产前后诸疾，通月水，退

热，益气，除烦，天行热疾，惊狂，瘟瘴，妇人血运，及肠

表1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中含白芍的处方

方名

芍药甘草汤

真武汤

当归四逆汤

附子汤

桂枝芍药知母汤

黄芪桂枝五物汤

当归建中汤

小续命汤

当归饮子

温经汤

三痹汤

升阳益胃汤

大秦艽汤

保阴煎

化肝煎

托里消毒散

达原饮

三甲复脉汤

宣郁通经汤

完带汤

清经散

清肝止淋汤

两地汤

桃红四物汤

散偏汤

出处

《伤寒论》

《伤寒论》

《伤寒论》

《伤寒论》

《金匮要略》

《金匮要略》

《千金翼方》

《备急千金要方》

《严氏济生方》

《妇人大全良方》

《妇人大全良方》

《脾胃论》

《素问病机气宜

保命集》

《景岳全书》

《景岳全书》

《外科正宗》

《瘟疫论》

《温病条辨》

《傅青主女科》

《傅青主女科》

《傅青主女科》

《傅青主女科》

《傅青主女科》

《妇科冰鉴》

《辨证录》

朝代及作者

汉·张仲景

汉·张仲景

汉·张仲景

汉·张仲景

汉·张仲景

汉·张仲景

唐·孙思邈

唐·孙思邈

宋·严用和

宋·陈自明

宋·陈自明

金·李东垣

金·刘完素

明·张景岳

明·张景岳

明·陈实功

明·吴又可

清·吴瑭

清·傅山

清·傅山

清·傅山

清·傅山

清·傅山

清·柴得华

清·陈士铎

白芍剂量与炮制

白芍药四两（炙）

芍药三两

芍药三两

芍药三两

芍药三两

芍药三两

芍药六两

芍药一两

白芍药一两

芍药半两

白芍药一两

白芍药五钱

白芍药二两

芍药二钱

芍药二钱

白芍一钱

芍药一钱

生白芍六钱

白芍五钱（酒炒）

白芍五钱（酒炒）

白芍三钱（酒炒）

白芍一两（醋炒）

白芍药五钱（酒炒）

白芍药五分（酒炒）

白芍五钱

··47



中医药通报2023年8月 第22卷 第8期 TCMJ，Vol. 22，No. 8，Aug 2023

风，泻血，痔瘘，头痛，发背，疮疥，明目，目赤胬肉。赤

色者多补气，白者治血。”该书对芍药的功效作出具体

概括，提出“白芍治血”的观点。

南朝至五代十国期间，白芍在临床应用中逐渐从

芍药中分化出来，但就现存资料记载来看，这一时期，

虽然白芍在临床应用上正逐渐从芍药中分化，但实际

应用依然较为混乱。临床上白芍和赤芍尚未有明确

的划分标准，关于其产地记载同《名医别录》[15]，尚未

见不同描述。

宋代《开宝本草》[19]记载：“此有两种：赤者利小便

下气，白者止痛散血。其花亦有红、白二色。”首次载

录其花色赤、白的相关描述，但仍未指出白芍的划分

是否与花色有关。宋代《本草图经》[20]记载：“芍药，生

中岳川谷及丘陵，今处处有之，淮南者胜。春生红芽

作丛；茎上三枝五叶，似牡丹而狭长，高一、二尺；夏开

花，有红、白、紫数种：子似牡丹子而小；秋时采根，根

亦有赤、白二色。”首次对白芍的植物形态展开了具体

描述，此处白芍植物学形态与今芍药属植物特征重合

度极高，所载芍药应为Paeonia lactifloral Pall.，并且该

书提出其根有赤白二色，全国皆产，淮南地区（今安徽

一带）为主产区。

宋·寇宗奭所著《本草衍义》[27]提出白芍在选用时

“花红而单叶”的观点，并指出其根皮赤色居多，书中

记载：“芍药全用根，其品亦多，须用花红而单叶，山中

者为佳。花叶多，即根虚。然其根多赤色，其味涩苦，

或有色白粗肥者益好。余如经。”

元·王好古所著《汤液本草》[28]首次提出白芍依花

色划分，其曰：“今见花赤者，为赤芍药；花白者，为白

芍药。俗云白补而赤泻。”这也是现存相关资料中首

次提及白芍与赤芍的区分标准。

明·陈嘉谟在《本草蒙筌》[29]提出白芍依据根色划

分以别赤芍，其书曰：“近道俱生，淮南独胜。开花虽

颜色五品，入药惟赤白二根。山谷花叶单，根重实有

力；家园花叶盛，根轻虚无能。”同时指出，白芍道地产

区为淮南（今安徽一带），单瓣者品质更佳。

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12]记载：“昔人言洛阳牡

丹、扬州芍药甲天下。今药中所用，亦多取扬州者。

十月生芽，至春乃长，三月开花。其品凡三十余种，有

千叶、单叶、楼子之异。入药宜单叶之根，气味全浓。

根之赤白，随花之色也。”李时珍提出根色同花色的观

点，白芍白根白花，然此与今植物实际特征不同。同

时，其将扬州列为白芍主要产区，然而此前，相关资料

多记载白芍主要产区为淮南。结合所附植物图证，以

及同时期著作《滇南本草》[30]图证可推测明代所用白

芍可能为植物芍药Paeonia lactiflora Pall.。
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31]记载：“芍药，《本

经》中品，古以为和，今入药，用单瓣者。”再次提出以

单瓣入药的观点，结合书中图证，其植物学形态与今

之白芍大致相同。

清·张锡纯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32]记载：“芍药

原有白、赤二种，以白者为良，故方书多用白芍。至于

化瘀血，赤者较优，故治疮疡者多用之，缘其能化毒热

之瘀血不使溃脓也。白芍产于南方，杭州产者最佳，

其色白而微红，其皮则红色又微重。为其色红白相

兼，故调和气血力独优。赤芍出于北方关东三省，各

山皆有，肉红皮赤，其质甚粗，若野草根，故张隐庵、陈

修园皆疑其非芍药花根。愚向亦疑之，至奉后因得目

睹，疑团方释，特其花叶皆小，花皆单瓣，其花或粉红

或紫色，然无论何色，其根之色皆相同。”张锡纯指出

方书中多用白芍，并对白芍的功用、药材性状作了具

体描述，首次提出白芍的道地产区为杭州。结合清·

张秉承所著《本草便读》[33]所附图可推测清代所用白

芍为植物芍药Paeonia lactiflora Pall.。
历代药典记载白芍的基原均为毛茛科植物芍药

Paeonia lactiflora Pall.的干燥根。现代药学著作《药材

资料汇编》[34]记载：“白芍按照产地分为东芍（浙江东

阳、磐安一带）、亳芍（安徽亳州）、川芍（四川中江一

带）三大产区，现以亳州为主。”

综上可知，秦汉之际尚未有白芍之说，皆统称为

芍药，其主产区为今河南嵩山一带；南朝陶弘景首次

提出白芍之说，其道地产区迁移至今江苏省江宁县、

南京紫金山、句容县附近；隋唐至两宋时期方书中已

有白芍的记载，但仍未有明确的划分标准，该时期白

芍的主产区为江浙地区。元明清时期，提出了明确的

白芍判别标准，以根色为依据，其主产区为安徽、浙江

和江苏，道地产区为杭州。今以浙江杭州、金华，四川

中江，安徽亳州等地为道地产区。历代所用白芍拉丁

名应都为Paeonia lactiflora Pall.。历代本草典籍中所

附白芍图证见图1。
4 炮制考

白芍的炮制方法有生用、酒浸、酒炒、醋炒、煨用、

蒸制、煮制之分。宋代以前其采收、炮制之法尚未从

芍药中分化出来，不论赤、白皆以相同的方法炮制。

南朝以去皮蜜制之法，或是直接晒干，在二、八月采

收。宋朝以去皮蒸制之法，八、九月采收。到了明代，

白芍的采收、炮制已经从芍药中分化出来，此时，白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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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用和炒制之分，但划分标准尚未统一，加工方式

未形成统一标准。清代以后，白芍入药，入血分以醋

炒，散寒以酒炙，亦有生用者。2015年版《中国药典》[1]

关于白芍的记载以生用为主，干燥后切片入药，而炮

制方法为煮制后入药，曰：“夏、秋二季采挖，洗净，除

去头尾和细根，置沸水中煮后除去外皮或去皮后再

煮，晒干。”历代本草著作中关于白芍炮制方法的论述

见表2。
表2　不同书籍中有关白芍的炮制记载

朝代

南朝

南朝

唐

宋

宋

明

明

明

清

近代

出处

《雷公炮炙论》[24]

《本草经集注》[16]

《新修本草》[17]

《本草图经》[20]

《证类本草》[18]

《本草乘雅半偈》[22]

《本草蒙筌》[29]

《本草纲目》[12]

《本草备要》[35]

《中国药物学大纲》[13]

作者

雷敩

陶弘景

苏敬

苏颂

唐慎微

卢之颐

陈嘉谟

李时珍

汪昂

伊豫专安

关于白芍炮制方法的内容

凡采得后，于日中晒干，以竹刀刮上粗皮并头土了，锉之，将蜜水拌蒸，从巳至未，晒干用之

二月、八月采根，曝干

二月、八月采根，曝干

采得净，刮去皮，以东流水煮百沸出，阴干，停三日。又于木甑内蒸之，上覆以净黄土，一日夜熟出，

阴干，捣末

每岁八、九月取其根分削，因利以为药，遂曝干货卖

先别赤白，白根固白，赤根亦白，每根切取一片，各以法记，火酒润之，覆盖过宿，白根转白，赤根转

赤矣。各以竹刀刮去皮，并头，锉细，蜜水拌蒸，从巳至未，晒干用

白芍药色应西方，能补能收，酒炒才妙

今人多生用，惟避中寒者以酒炒，入女人血药以醋炒耳

酒炒用（制其寒），妇人血分醋炒，下痢后重不炒

水浸，去皮头。挫焙忌铁。多生用。避其寒。酒炒入。血药醋炒。血虚者煨用

A.《本草图经》

D.《本草蒙筌》

B.《本草便读》

E.《本草纲目》

C.《滇南本草》

F.《植物名实图考》

图1　不同本草著作中有关于白芍的植物来源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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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药性考
白芍药性记载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2]中：“味苦

平”；明·王好古所著《汤液本草》[28]首次出现了白芍的

归经记载：“气微寒，味酸而苦。气薄味浓，阴也，降

也。阴中之阳。有小毒。入手、足太阴经。”历代关于

白芍药性记载多有不同见解，总的来说，白芍味苦或

酸或酸而苦，性平或微寒，归肺、脾、肝等经络，毒性为

有小毒或无毒。2015年版《中国药典》[1]关于白芍性味

归经的记载为：“苦、酸，微寒，归肝、脾经。”其对白芍

的性味归经有所删减，未记载其毒性。历代本草著作

中关于白芍药性的论述见表3。
6 功效主治考

《神农本草经》[2]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记载白芍主治

的著作，曰：“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

瘕，利小便，止痛，益气。”南朝《本草经集注》[16]记载：

“主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止痛，疝瘕，利

小便，益气。通顺血脉，缓中，逐贼血，散恶血，去水

气，利膀胱大小肠，消痈肿，腹痛，中恶，时行寒热，腰

痛。”该书所载主治与《神农本草经》相似，补充了功效

作用。后世经典本草著作《新修本草》[17]、《开宝本

草》[19]、《证类本草》[18]等关于白芍功效主治的相关内容

记载大致与《本草经集注》相同。

明代《滇南本草》[30]记载白芍“主泻脾热，止水泄，

止腹痛，收肝气逆痛，调养心肝脾经血，止肝气痛，舒

肝降气”。《本草蒙筌》[29]记载白芍“固腠理止泻痢，白

和血脉缓中，为血虚腹痛捷方”。李时珍在前人的基

础上补充了白芍的功效，《本草纲目》[12]曰其“止下痢

腹痛后重”。

清代《本草易读》[36]记载白芍“补血泻肝，散瘀利

水，安脾宁肺，除烦退热。固腠理而敛汗，解腹痛而平

肝，和血脉而收气，除后重而止痢……妇科一切悉疗，

产后诸症宜忌”。《医学衷中参西录》[32]记载：“善退热

除烦，滋阴养血，能收敛上焦浮越之热，下行自小便泻

出，为阴虚有热小便不利者之要药。”

由上可知，白芍临床主要应用于妇科和内科，涉

及的病症有疝瘕、时行寒热、中恶、腹痛、腰痛等，具有

止痛、利小便、益气、缓中、固腠理、止泻痢等功效。

7 证候禁忌考
白芍证候禁忌的描述最早见于宋·寇宗奭所著

《本草衍义》[27]中，其曰：“然血虚寒人禁此一物。古人

有言曰：减芍药以避中寒，诚不可忽。”宋代以前的医

籍未提及白芍证候禁忌相关内容。明清诸医家对白

芍的禁忌证候所述颇丰，可大致概括为以下几条：①
血虚寒者禁忌；②产后慎用或忌用；③伤寒病血虚阳

结者忌用；④伤寒传入阳明禁用；⑤脾气虚寒忌用；⑥
下痢纯血者忌用。历代医家普遍认为白芍性酸寒，伐

生生之气。历代本草著作中关于白芍证候禁忌的论

述见表4。
表3　历代本草著作中关于白芍药性的论述

朝代

秦汉

南朝

南朝

唐

宋

明

明

清

清

出处

《神农本草经》[2]

《本草经集注》[16]

《名医别录》[15] 

《新修本草》[17]

《开宝本草》[19]

《汤液本草》[28]

《本草蒙筌》[29]

《本草易读》[36]

《本草备要》[35]

作者

佚名

陶弘景

陶弘景

苏敬

刘翰、马志等

王好古

陈嘉谟

汪讱庵

汪昂

关于白芍药性的内容

味苦平

味苦、酸，平、微寒，有小毒

味酸，微寒，有小毒

味苦、酸，平、微寒，有小毒

芍药，味苦、酸，平、微寒，有小毒

气微寒，味酸而苦。气薄味浓，阴也，降也。阴中之阳。有小毒。入手、足太阴经

味苦、酸，气平、微寒。气薄味浓，可升可降，阴中之阳。有小毒

酸，寒，苦，平，无毒，性敛涩。入肝、肺、胆、脾诸经

补血，泻肝，涩，敛阴苦酸微寒，入肝脾血分，为手、足太阴（肺脾）行经药

表4　历代本草著作中关于白芍证候禁忌的论述

朝代

宋

明

明

清

清

出处

《本草衍义》[27]

《本草发挥》[21]

《本草蒙筌》[29]

《本草易读》[36]

《本草新编》[37]

作者

寇宗奭

徐彦纯

陈嘉谟

汪讱庵

陈士铎

关于白芍证候禁忌的内容

然血虚寒人禁此一物。古人有言曰：减芍药以避中寒，诚不可忽

惟治血虚腹痛，诸腹痛皆不可治

凡妇人产后诸病，切忌煎尝，因其酸寒，恐伐生发之性故也。倘不得已要用，桂酒（肉桂煎酒。）渍炒少加。

血虚寒人，亦禁莫服

妇科一切悉疗，产后诸症宜忌

伤寒未传太阳之前，能用芍药，则邪尤易出。惟传入阳明，则断乎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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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讨论与小结
白芍属于芍药的一种，在我国具有十分悠久的用

药历史，在南朝首次从芍药中分化出来。唐宋时期，

医籍中已经出现白芍之名，但尚缺乏划分标准。元明

清时期，白芍已有明确的划分标准。现在认为其道地

产区为浙江杭州、金华，四川中江，安徽亳州等地。历

代所用白芍都应为毛茛科植物芍药Paeonia lactiflora 
Pall.。炮制方法多以蒸制或煮制之法，现考虑到生产

加工多以煮制之法。历代白芍的毒性记载多为无毒，

亦有“有小毒”之说，性味多酸苦寒，归肺、脾、肝等经。

由于白芍有酸寒之性，故血虚寒者、产后、伤寒传入阳

明、伤寒病血虚阳结、脾胃虚寒、下痢纯血等病证不可

用之。白芍具有止痛、利小便、益气、退热、除烦、明

目、补阴、和血脉、缓中、固腠理、止泻痢等功效，临床

上广泛应用于妇科和内科疾病的治疗，涉及的病症有

疝瘕、时行寒热、中恶、腹痛、腰痛、肺邪气、腹中绞痛、

血气积聚、瘟瘴、惊狂、天行热疾、头痛、肠风、发背、泻

血、痔瘘、疮疥、目赤胬肉等。

本文通过查阅古籍考证了经典名方中的常用中

药白芍的名称变更、产地基源、炮制方法、功效、主治

病症及使用禁忌，旨在为白芍的大面积种植与采收，

规范炮制及临床推广应用提供文献支撑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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