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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研究

白术性味的历史沿革

于彩娜　窦德强
（辽宁中医药大学，大连，１１６６００）

摘要　通过系统疏理历代主流本草著作关于白术性味及相关功效主治的记载，对白术性味的历史沿革进行归纳总结，整理出白
术温热之性和苦、甘、辛味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对温热性、苦甘辛味和白术功效与临床应用的关系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古本草对

白术温热性程度的认识存有争议，而且有本草著作认为白术不但有甘苦味，并有辛味。此与现代药典记载有所出入，需进一步

的实验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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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术为菊科植物白术 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ｍ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
Ｋｏｉｄｚ的干燥根茎［１］。首见于《神农本草经》（简称

《本经》），“术，味苦温。主风寒湿痹死肌，痉疸，止汗，

除热，消食，作煎饵，久服，轻身延年，不饥”［２］。《本

经》中只有“术”的记载，不分苍术与白术。陶隐居认

为：“术乃有两种：白术叶大有毛而作桠，根甜而少膏，

可作丸散用；赤术叶细无桠，根小苦而多膏，可作煎

用”［３］。从陶隐居的这句话可见，术有两种，即白术、赤

术，赤术即是苍术。自此，从基原上术已有白术、苍术

之分，但在性味与功效主治的记载中并未予以区分，仍

只言“术”。寇宗的《本草衍义》记载：“只缘陶隐居

言术有两种，自此人多贵白者。今人但贵其难得，惟用

白者，往往将苍术置而不用。如古方平胃散之类，苍术

为最要药，功尤速。”［４］。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引用陈

自良的论述：“白而肥者，是浙术；瘦而黄者，是幕阜山

所出，其力劣。昔人用术不分赤、白。自宋以来，始言

苍术苦辛气烈，白术苦甘气和，各自施用，亦颇有

理。”［５］从这两段论述可以看出，到了宋代，苍术与白术

在遣药组方上才被区分开。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

期，白术与苍术性味混淆不清，对白术性味的记载，特

别是药味的认识为历代医家所争论不休。本文按照时

间顺序，探讨白术性味的历史沿革。期望为白术的现

代研究提供本草学依据。

１　白术“性”的历史沿革
白术之性在《本经》明确记载“温”［２］，《经史证类

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总结宋代以前本草学的

有关论述，认为“术，味苦甘，温，无毒”［６］。后世本草

著作基本上没有调整白术性温这一药性，如，《药类法

象》中李东垣认为白术“味苦而甘，性温，味厚气薄，阳

中阴也，可升可降”［７］。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

指出白术：“味苦、甘、辛，气温。味厚气薄，可升可降，

阳中阴也。无毒。［８］”另一方面，从白术的功效主治又

可反推其性温，《名医别录》记载白术具有“暖胃”［９］之

功，可治疗“五劳七伤，冷气腹胀……妇人冷”［１０］（《日

华子本草》）、“腹中冷痛”［１１］（《药性论》）等阴寒之证。

《经效产宝》中以“白术四两，右酒三升，煎取一升，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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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之”［１２］治疗“产后中风，寒授遍身，冷直口噤，不识人

等方”［１２］。金元时期的张元素称白术“其用有九：温中

一也”［１３］。

但是，李东垣《珍珠囊补遗药性赋·总赋》中将白

术列于热性药中，并非温性，具有“消痰壅，温胃兼止吐

泻”［１４］的作用。清代黄宫秀认为白术“且其性最

温”［１５］，将白术列于补剂中温中之项。

综上可见，历代本草著作对白术“性”的认识基本

是一致的———具有温热之性，但对温热的程度见解不

一。

２　白术“味”的历史沿革
２１　白术“味”的“苦甘”说　《本经》载有“术，味苦，
温”［２］。《名医别录》：“术，味甘，无毒”［９］。《本草经

集注》合而言之：“术，味苦、甘，温，无毒。”［３］《证类本

草》虽未明确区分白术与苍术，但有“术有二种……凡

古方云术者，乃白术也”［６］的论述，由此可知，陶弘景等

人认为白术“味”苦甘。后世本草多遵此论，如元代王

好古的《汤液本草》记载白术“气温，味甘。苦而甘温，

味厚气薄，阴中阳也”［１６］，明代杜文燮的《药鉴》中著述

白术“气温，味甘苦而甘温，味厚气薄，无毒，可升可降，

阴中阳也”［１７］，清代徐大椿认为白术“色黄，气香，味苦

而带甘，性温”［１８］，清代严西亭在《得配本草》中叙述白

术的苦甘味的厚薄与采收季节有关，“冬术甘而柔软，

夏术苦而燥烈，功用大有不同，不可不辨”［１９］。

明清本草著作，诸如《重订本草徵要》《本草备要》

等从白术的功效与临床应用佐证了白术的“苦甘”之

味。明代李中梓在《重订本草徵要》记载：“白术甘温，

得土之冲气，补脾胃之良药也。脾胃健于转输，新谷善

进，宿谷善消。土旺自能胜湿，痰水易化，急满易解。

腰脐间血，周身之痹，皆湿停为害，湿去则安矣。消痞

者，强脾胃之力”［２０］。清代汪昂在《本草备要》中指出：

“白术补脾、燥湿，苦燥湿，甘补脾，温和中……燥湿则

能利小便，生津液，止泄泻。消痰水肿满，黄疸湿痹。

补脾则能进饮食，祛劳倦……止肌热，化癖。和中则

能已呕吐，定痛安胎”［２１］。

２２　白术“味”的“苦甘辛”说　因为自《本经》之后漫
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本草著作中白术与苍术不分，导致

后世医家对二术“味”说法不一，如李东垣《珍珠囊补

遗药性赋·主治指掌》载有：“苍术，气味主治与白术

同。补中除湿，力不及白；宽中发汗，功过于白”［２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则认为白术味苦甘，苍术味辛苦

甘，将“辛”味列为苍术之味，非白术。

但甄权在《药性论》中明确提出“白术，君，忌桃、

李、雀肉、菘菜、青鱼。味甘、辛，无毒”［１１］，至此白术有

“辛”味之说，遗憾的是，《药性论》原著早已亡佚，《药

性论》中的条文零星散见于后世一些本草著作中，其中

有无关于苍术的论述无从得之，当然也无法判断此中

白术是否与苍术截然分开。至寇宗《本草衍义》延

续了甄权的“辛”味之说，并与苍术之辛味比较，“苍

术，其长如大小指，肥实，皮色褐，气味辛烈，须米泔浸

洗，再换泔浸二日，去上粗皮。白术粗促，色微褐，气味

亦微辛，苦而不烈”［４］。此处所言白术微辛，不再混淆

于苍术的辛味。张志聪《本草崇原》加以拓展“白术味

始甘，次微辛，后乃有苦。苍术始甘，次苦，辛味特胜。

白术性和而不烈，苍术性燥而烈，并非一种可知”［２３］，

并口尝白术，从不同采收季节获得的其真实滋味，“白

术之味，《本经》云苦，陶弘景云甘，甄权云甘辛，张杲

云味苦而甘，今取浙中所产白术尝之，实兼甘辛苦三

味。夏采者，辛多甘少，冬采者，甘多辛少，而后皆归于

苦。是知诸说各举其偏，而未及乎全也”［２３］。张志聪

的论述更加明确地厘清白术苦甘辛味非苍术辛苦甘

味，为白术的“苦甘辛”说添加了有力的一笔。杨时泰

《本草述钩元》、清·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对此

论述亦大同小异，“白术之味始甘，次有微辛，后归于

苦，苦味居多”［２４］，“白术，性温而燥，气香不窜，味苦微

甘微辛”［２５］。周岩《本草思辨录》中指出成熟白术带有

“辛”味，“白术味甘多脂，有似湿土，非脾之正药而何。

其肉白，老则微红，味复带辛”［２６］。由此可见，寇宗

等人认为白术除“苦甘”外，尚有“微辛”之味。

遗憾的是，本草著作中只有白术具有辛味的论述，

没有明确阐述辛味所产生的功效主治，只有陈其瑞《本

草撮要》中提到“白术，味辛甘，入足太阴经，功专除湿

益气，得枳实，能涤饮消痞［２７］”的论述，似乎暗示白术

辛除湿，甘益气。

２３　白术“性味”演变探析　中药具有寒热温凉四种
不同的药性，而寒与凉、温与热，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即

“凉次于寒”“温次于热”，后世一些本草著作对药物的

“性”还用“大热”“大寒”“微温”“微凉”加以描述，对

中药四性程度的进一步予以区分。对温热与寒凉程度

的区分标准主要来源于实践，界线模糊、不明确。那

么，众多学者对于白术温热程度的认识存在差异，也是

可以理解的。

本草著作之所以对白术“味”的观点不同。主要

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始于《本经》的“术”，无苍术、

白术之分，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苍、白不分，致使二术

性味混淆。二是，对中药“五味”确立依据存在争议。

观点一：“五味”源于口尝味道，是药物真实滋味的反

映；观点二：“五味”不仅是药物真实味道的反映，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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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作用的概括；观点三：“五味”是从药物作用中推

断出来的，不代表药物的真实滋味，而是药物疗效的归

纳与概括。现阶段，大多数学者赞同第三种观点。所

以，２０１０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在白术“性状”方面
记载“气清香，味甘、微辛，嚼之略带黏性”［１］；而在“性

味”方面为“苦、甘，温”［１］。

３　展望
笔者通过系统梳理不同历史时期主流本草对白术

性味的论述，发现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阐述的白

术味“苦甘”之外，还有“辛”味之说，对白术“性”温热

的程度也存有争议。那么，白术“辛”味只是口尝滋味

么？还是含有一定物质基础，具有相应的药理活性；白

术性温还是性热，如何加以界定。有待于我们进一步

的实验研究予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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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０，４５－４６．

［５］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９：６５５－
６５９．

［６］宋·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５６：
１５０－１５１．

［７］金·李杲撰．郑金生辑校．金元四大家医学全书·药类法象［Ｍ］．天
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４：８５１．

［８］明·陈嘉谟撰．王淑民，陈湘萍，周超凡点校．本草蒙筌［Ｍ］．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８：３１－３３．

［９］梁·陶弘景集．尚志钧辑校．名医别录［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８６：２２．

［１０］五代·吴越日华子集．尚志均辑释．日华子本草［Ｍ］．合肥：安徽科
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５：３２．

［１１］唐·甄权撰．尚志钧辑校．药性论［Ｍ］．芜湖：皖南医学院科研处，
１９８３：１５．

［１２］唐·昝殷著．经效产宝［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５５：１８．
［１３］金·张元素著．任应秋点校．医学启源［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１９７８：１８８．
［１４］元·李东垣原编．（明）李士材编．珍珠囊补遗药性赋［Ｍ］．上海：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５８：２．
［１５］清·黄宫秀著．王淑民校注．本草求真［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

社，１９９７：９－１０．
［１６］元·王好古撰．崔扫尘，尤荣辑点校．汤液本草［Ｍ］．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１９８７：７８．
［１７］明·杜文燮撰．张向群校注．药鉴［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１９９３：２９．

［１８］清·徐大椿撰．伍悦点校．神农本草经百种录［Ｍ］．北京：学苑出版
社，２０１１：１７－１７．

［１９］清·严洁等著．姜典华等校注．得配本草［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１９９７：３７－３８．

［２０］明·李中梓原著．甘仁等增撰．耿鉴庭重订．重订本草徵要［Ｍ］．北
京：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８．

［２１］清·汪昂撰．．郑金生整理．本草备要［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０５：１５－１６．

［２２］元·李东垣原编．（明）李士材编．珍珠囊补遗药性赋［Ｍ］．上海：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５８：２２．

［２３］清·张志聪著．本草崇原［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１９９２：２－
４．

［２４］清·杨时泰辑．本草述钩元［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５８：１０７－１１２．

［２５］清·张锡纯撰．王云凯，杨医亚，李彬之校点．医学衷中参西录（中
册）［Ｍ］．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５：４１－４２．

［２６］清·周岩撰．张金鑫校释．本草思辨录校释［Ｍ］．北京：学苑出版
社，２００８：５８－６５．

［２７］清·陈蕙亭辑．本草撮要［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５：
２．

（２０１３－０１－０４收稿）

第十届国际络病学大会有奖征文活动

　　为推进络病学学科发展、提高心脑血管病、肿瘤、糖尿病等
多种难治性疾病的防治水平，加强国内外医学界的学术交流，

第十届国际络病学大会拟于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１日至２３日在北京
国家会议中心召开，大会现开展有奖征文活动。征文以“继承

创新、发展络病理论“为主题，由络病学大会组委会、《世界中医

药》杂志社、《疑难病杂志》杂志社组成评审组，对征文逐一评

审，评出获奖作品一等奖３名，二等奖６名，三等奖１０名，纪念
奖若干名。获一、二、三等奖的论文将择优在２０１４年分期免费
刊登在《世界中医药》、《疑难病杂志》，对获奖第一作者颁发获

奖证书和奖品。纪念奖论文将收录到国际络病学大会论文集，

并给与纪念奖。

征文内容：１）络脉及络病理论的文献整理研究；２）络脉与
络病的理论探讨；３）运用络病理论指导诊治心血管、脑血管、心
律失常、慢性心衰、周围血管、糖尿病、糖尿病血管并发症、肿

瘤、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等疑难病经验总结或验案报道；４）运用
络病理论指导治疗上述疑难病的创新药物研究；５）通络治法及
通络药物治疗疑难病的临床研究；６）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络病
理论及通络药物的研究；７）国外中医药学发展现状及络病理论
的推广应用前景；８）络病学教学经验与方法学、络病学会发展
建设探讨。

征文不超过４０００字，附中英文摘要，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
位、通讯地址及邮编、第一作者电子邮箱。截稿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１５日。论文发至：河北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络病研究室，
ｗｅｉｔｃｍ＠１６３．ｃｏｍ，魏聪博士收，邮件标题命名为“会议投稿”，联
系电话：０３１１－８５９０１５５３；１３５０３２０５２１３。

第十届国际络病学大会组委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３１日

·００１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Ｖｏｌ．８，Ｎｏ．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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