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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梗与甜桔梗的辨析

陈京荔　赵京春
（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北京，１０００５０）

摘要　目的：对《北京市中药饮片调剂规程》２０１１版中的桔梗处方应付进行探讨，为临床用药提供依据。方法：从桔梗、甜
桔梗的本草记载，近代医药工作者的论述，性、味、功效、鉴别要点的比较，现代研究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桔梗与甜桔梗

二者在性、味、功效上均不同。结论：建议《北京市中药饮片调剂规程》（２０１１年版）桔梗的处方常用名项下去除甜桔梗名
称，以免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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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出版的《北京市中药饮片调剂规
程》（以下简称《规程》）３３页中桔梗一项的处方应
付为桔梗，常用名中有：桔梗片、北桔梗片、南桔梗、

甜桔梗、苦梗、苦桔梗，即桔梗处方名项下收载了甜

桔梗、苦桔梗［１］，按照《规程》临床大夫处方中书写

甜桔梗或苦桔梗药师均应给付桔梗，为此我们对桔

梗和甜桔梗进行了本草考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

典》）２０１０版记载，桔梗为桔梗科植物桔梗 Ｐｌａｔｙｃ
ｏｄｏｎ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ｍ（Ｊａｃｑ）ＡＤＣ的干燥根。春、秋
二季采挖，洗净，除去须根，趁鲜剥去外皮或不去外

皮，干燥［２］。

１　桔梗的本草记载
桔梗始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下品，一名

荠絇；魏晋的陶弘景在《名医别录》有：“桔梗，味苦，

有小毒，主利五脏肠胃，补血气，……，一名房图，一

名白药，一名梗草，一名荠”。从《名医别录》始分出

荠絇条，即将桔梗、荠絇分为二物。《唐本草》苏敬

谓：“根如指大，黄白色。……。其根有心，无心者乃

荠絇也。”明代《本草纲目》李时珍谓：“此草之根结

实而梗直，故名。桔梗、荠絇乃一类，有甜、苦之分，

故本经桔梗一名荠絇，而今呼荠絇为甜桔梗也。”因

此，至《本草纲目》就明确了甜桔梗是“荠絇”之释

名。

著名中药专家金世元老师主编的《中药材传统

鉴别经验》（２０１２）一书中提到，桔梗根据不同的产
区，有南桔梗、北桔梗之分。南桔梗主产江苏、浙江、

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四川、贵州等地，北桔梗主产

河北、山西、内蒙古及东北三省。南桔梗多为野生，

北桔梗完全为野生。近年来，全国各地多有种植，形

成了当今种植桔梗五大产地，除药用外，大量新品销

往韩国作瞏菜用［３］。

金老在桔梗的附注中还提到，桔梗在北京地区

以往用药习惯：处方写桔梗付给大中条一、二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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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直径１～１４ｃｍ，长１２～１４ｃｍ以上）桔梗饮片；写
苦桔梗付给三等（上部直径０５ｃｍ以上）小条桔梗
饮片。桔梗片为薄片，苦桔梗为厚片。金老尤其强

调北京地区以往在调配处方中写荠絇即付给桔梗是

错误的。

在《实用中药材新编》中提到野生桔梗又称“南

桔梗”“苦桔梗”，主产于安徽滁县等地；种植桔梗又

称“北桔梗”“甜桔梗”，主产于内蒙古牙克石等地、

黑龙江宁海、吉林和龙、辽宁辽阳、河北承德、安国等

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药材来源于野生资源。商
品规格：南桔梗曾分一至三等，北桔梗为统货［４］。

《中药大全》也提到桔梗的使用，“有的地区以

桔梗切片为甜桔梗，以桔梗中坚实切咀称苦桔梗，又

以荠絇为桔梗的别名，并规定药方中写荠絇者即付

桔梗，致桔梗与荠絇不分（即甜、苦桔梗不分）。荠

絇为桔梗科沙参属植物，别名甜桔梗，根茎与南沙参

相似，体质轻泡，断面白色，形成层不明显，有多量裂

隙，无淡黄色射线状“菊花心”，其味甘淡而不苦辛，

与苦桔梗形、味均不同，不能混用［５］。

由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南、北桔梗曾有因野生

品、栽培品的不同而区分，而甜桔梗曾是荠絇的别

名，与桔梗不是一物，不能用作桔梗入药，众多中药

专家也一再澄清它们的不同之处。目前，北京地区

中药饮片调剂中使用的桔梗已无南、北之分，野生品

很少，且北京地区也无甜桔梗一物，故处方应付中将

甜、苦桔梗视为一物，笔者认为欠妥，应再次予以辨

析。

历版《中国药典》（１９６３—２００５）年版、《中国植
物志》《中国高等植物》收载的桔梗植物拉丁学名均

同２０１０版药典一致，即：桔梗为桔梗科植物桔梗
Ｐｌａｔｙｃｏｄｏｎ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ｍ（Ｊａｃｑ）ＡＤＣ的干燥根［６］。

２　甜桔梗（荠絇）的本草考证
荠絇始载于《名医别录》。《图经本草》云：“荠，

旧不载所出州土，今川蜀、江浙皆有之。春生，苗茎

都似人参，而叶小异，根似桔梗根，但无心为异。”

《滇南本草》：“荠，杏叶沙参，又名荠。根茎似人参，

叶不同，又似桔梗，但无心，与沙参异种。味甘，性微

寒。入心、肺二经。利中气，治干咳，解百药毒。”

《本草纲目》：“荠絇，读如齐尼。亦名杏参、杏

叶沙参、甜桔梗、白面根。苗名隐忍。”

《中药大辞典》记载荠絇原植物为桔梗科荠絇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ｔｒａｃｈｅｌｉｏｉｄｅｓＭａｘｉｍ的根［７］。

现代中药记载：甜桔梗。中文学名：杏叶沙参，

拉丁学名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ｈｕ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Ｎａｎｎｆ别称：甜桔

梗、荠絇、杏参、白面根。桔梗科沙参属植物。分布

区域：贵州、广西、广东、江西西部、湖南等地。生于

海拔２０００ｍ以下的山坡草地和林缘草地。能治疗
疔疮肿毒、脸上黑泡等疾病。

但著名学者屠鹏飞、徐国钧等根据《图经本草》

的记载，对荠絇的品种进行了考证，认为：根据其产

地描述及润州荠絇图，荠絇应为 Ａｈｕ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Ｎａｎ
ｎｆ，因为只有这个种分布于川蜀江浙，在润州、陕州尤
多，而不是ＡｔｒａｃｈｅｌｉｏｉｄｅｓＭａｘｉｍ，因为Ａｔｒａｃｈｅｌｉｏｉｄｅｓ
Ｍａｘｉｍ在川蜀不分布，且叶具长柄，基部心形。《滇
南本草》云：“杏叶沙参又名荠絇，根茎似人参，叶不

同，又似桔梗，但无心，与沙参异种。”指出荠絇是现

今的杏叶沙参ＡｈｕｎａｎｅｏｓｉｓＮａｎｎｆ因为只有这个种
分布于云南。ＡｔｒａｃｈｅｌｉｏｉｄｅｓＭａｘｉｍ在云南不分布。
故屠鹏飞等认为荠絇应是ＡｈｕｎａｎｅｏｓｉｓＮａｎｎｆ，而非
《中药大辞典》记载的ＡｔｒａｃｈｅｌｉｏｉｄｅｓＭａｘｉｍ［８］

《中华药海》荠絇项下记载其处方用名为：荠

絇［９］。

３　桔梗与甜桔梗（荠絇）药材鉴别要点不同
研究中药材历史和品种考证的意义在于为临床

实际用药提供参考。现临床应用的桔梗为药典品种

Ｐｌａｔｙｃｏｄｏｎ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ｕｍ（Ｊａｃｑ）ＡＤＣ，它与荠絇的
鉴别要点不同。

明·李中立《本草原始》将桔梗、荠絇、南沙参

三物加以区分，谓：“沙参形如桔梗，无桔梗肉实，亦

无桔梗金井玉栏之状，又似荠絇，无荠絇色白，亦无

荠絇芦头数股之多，然而有心者为桔梗。多芦者为

荠絇……”。

《中国药典》２０１０版记载：其性状呈圆柱形或略
呈纺锤形，下部渐细，有的有分枝，略扭曲，长７～２０
ｃｍ，直径０７～２ｃｍ。表面白色或淡黄白色，不去外
皮者表面黄棕色至灰棕色，具纵扭皱沟，并有横长的

皮孔样斑痕及支根痕，上部有横纹。有的顶端有较

短的根茎或不明显，其上有数个半月形茎痕。质脆，

断面不平坦，形成层环棕色，皮部类白色，有裂隙，木

部淡黄白色。气微，味微甜后苦。

在金世元老师主编的《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

中记载：桔梗呈圆柱形或略呈纺锤形，下部渐细，有

的有分枝，略扭曲，长７～２０ｃｍ，直径１～１５ｃｍ。表
面白色或淡黄白色，具扭曲皱纹，并有横长皮孔样斑

痕及支根痕。上部有横纹，顶端有较短的根茎，其上

有数个半月形茎痕（芦碗）。近年来种植的桔梗由

于生长年限短，半月形茎痕少见。质脆，断面不平

坦，形成层环棕色，皮部类白色，有裂隙，俗称“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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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木部淡黄白色，习称“金井玉栏”。无臭，味微

甜后苦。

在《实用中药品种鉴别》中记载：荠絇，又名土

桔梗、甜桔梗，干燥根呈圆锥形，多芦头，质松泡。断

面白色，不平，无“金心玉栏”及“菊花心”，味甘淡。

根用于肺热咳嗽、咽喉痛、消渴、疗疮肿毒［１０］。

文献记载荠絇为桔梗科沙参属植物，别名甜桔

梗，体质轻泡，断面白色，形成层不明显，有多量裂

隙。无淡黄色射线状“菊花心”，味甘淡［１１］。可见，

桔梗与甜桔梗（荠絇）虽均为桔梗科，但分别属于桔

梗属和沙参属植物，它们在性状、气味上有很大区

别。

４　桔梗与甜桔梗（荠絇）的功能主治不同
《中国药典》２０１０版桔梗功能主治：宣肺，利咽，

祛痰，排脓。用于咳嗽痰多，胸闷不畅，咽痛音哑，肺

痈吐脓。《中药大辞典》功能主治：开宣肺气、祛痰

排脓。治外感咳嗽，咽喉肿痛，肺痈吐脓，胸满胁痛，

痢疾腹痛等。性味：苦、辛、平；入肺、胃经。主要成

分为桔梗皂苷。

甜桔梗（荠絇）《中药大辞典》记载功能主治：清

热、解毒、化痰。治燥咳、喉痛、消渴、疔疮肿毒。《别

录》载：解百毒。性味：甘寒，入肺、脾经，主要含 β
谷甾醇和胡萝卜葡甾醇。可见桔梗与荠絇（甜桔

梗）所含主要化学成分亦不同，功能主治也有差别。

综上所述，桔梗与甜桔梗（荠絇）无论在植物基

原、药材的性状、气味、功能主治方面均有很大区别，

不能视为一物。

５　近代本草中桔梗别名考注
１）《中华本草》（２００２）：【别名】　符?、白药、利

如、梗草、卢茹（《吴普本草》），房图、荠絇（《别

录》），苦梗（《丹溪心法》），苦桔梗（《纲目》），大药

（《江苏省植物药材志》），苦菜根（河北）［１２］。

２）《中药大辞典》（２００９）：【别名】　符?、白药、
利如、梗草、卢如（《吴普本草》），房图、荠絇（《别

录》），苦梗（《丹溪心法》），苦桔梗（《纲目》），大药

（《江苏植药志》）。

３）《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２０１２）：【别名】苦桔
梗、苦梗。

４）《实用中药材新编》（２０１０）：【别名】【文献
名】符?、利如、梗草、芥尼、苦桔梗。【习用名】玉桔

梗、甜桔梗、道拉基。

５）《中华药海》（２０１０）：【别名】符?，百药，利
如，梗草，卢如（《吴普本草》）；房图，荠絇（《别

录》）；苦梗（《丹溪心法》），苦桔梗（《本草纲目》）；

大药，玉桔梗（《江苏植物志》）。

６）《冉氏释名本草》（２００８）：【别名】符?，百药，
利如，梗草，卢如（《吴普本草》）；房图，荠絇（《别

录》）；苦梗（《丹溪心法》），苦桔梗（《纲目》）；大药，

玉桔梗（《江苏植物志》）。【处方名】桔梗；苦桔梗；

苦梗；玉桔梗；蜜炙桔梗［１３］。

７）《新编中药志》（２００７）肖培根：【别名】铃铛花
（山东）、包袱花（山东）、和尚头花（辽宁）、道拉基

（吉林）［１４］。

８）《常用中药名与别名手册》（２００７）：【文献名】
符?、白药、利如、梗草、卢茹（《吴普本草》），房图、

荠絇（《别录》），苦梗（《丹溪心法》），苦桔梗（《纲

目》），白桔梗、大桔梗（《和汉药标本目录》），大碗花

（《满洲植录》），地参、雀将花（《食用植物图说》），

紫花桔梗（《中药材》）。【地方名】和尚帽、喇叭花、

和尚头、包袱花根、四叶菜（东北），大药（江苏、安

徽），土桔梗（甘肃、四川），桔梗菜（黑龙江），道拉

基、多拉机、刀拉吉（吉林延边朝名），明叶菜根子

（吉林延边），打碗花（北京），苦菜根、和尚帽子花、

狗旦花、掘菜根（河北），荠蘑（山西），“苏格拉”（内

蒙古），过腰菜根、母铃铛、铃铛花、姐姐包袱花、紫姐

包袱、包袱根、光光尖、光棍头、公雀、支锅蒿、沙油

菜、山铃铛花（山东），六角花（上海），玉桔梗、大药

子（安徽），土人参（福建），洋参、紫花丁、蓝花根（湖

南），蓝花兜（广西），绿花根（贵州），鸡肉参、臭参

（云南）［１５］。

９）《中药材正名词典》（２００４）谢宗万：【别名】符
?、白药、利如、梗草、卢茹（《吴普本草》），房图、荠

絇（《别录》），苦梗（《丹溪心法》），苦桔梗（《纲

目》），白桔梗、大桔梗（《和汉药标本目录》），大碗花

（《满洲植录》），地参、雀将花（《食用植物图说》），

紫花桔梗（《中药材》）［１６］。

１０）《中药大全》（２０００）：【别名】苦桔梗。
１１）《本草释名考订》（２０１３）：【别名】符?、白

药、利如、梗草、卢茹（《吴普本草》），犁如（《广

雅》），房图、荠絇（《名医别录》）、苦梗（《丹溪心

法》），苦桔梗（《本草纲目》），白桔梗（《一草亭百科

全书》），玉桔梗（《中国药学大辞典》），铃铛花根

（《东北药用植物志》），大药（《江苏省植物药材

志》），包袱花根（《陕甘宁青中草药选》），土人参（南

药《中草药学》），南桔梗、芽桔梗（《常用中药名

辩》），四叶菜根、沙油菜根、和尚花根（《本草药名集

成》），和尚头花根（东北），土桔梗（甘肃、四川），秋

桔梗，粉桔梗（上海），和尚帽花根，明叶菜根子（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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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过腰菜根、包袱根（山东），苦菜根（河北），鸡肉

参（云南），绿花根（贵州），篮花根（湖南）掘菜根（河

北张家口）［１７］。

１２）《中药正别名集》（２００６）：【别名】：荠絇、符
?、房图、利如、白药、梗草、苦梗、大药、包袱花、铃铛

花、山铃铛花、甜桔梗、北桔梗、四叶菜、沙油菜、土人

参、和尚头花根、道拉基。【商品名】桔梗、白桔梗、

苦桔梗、南桔梗、玉桔梗、粉桔梗、秋桔梗、芽桔梗。

【炮制品名】净桔梗、炒桔梗、炙桔梗、桔梗炭［１８］。

１３）《中药辞海》（１９９６）：【别名】道拉基（延
边），苦菜根（河北），包袱根、铃当花（山东），大药、

包袱花（江苏），苦桔梗、桔梗草（安徽），梗草（江

西），甜桔梗（浙江），紫花丁（湖南）［１９］。

可以看出：桔梗别名多数文献记载为苦桔梗，只

有《实用中药材新编》（２０１０）中习用名为甜桔梗；
《中药辞海》（１９９６）记载甜桔梗为浙江地方用名，有
待进一步考证其地方用药习惯。

综上所述，桔梗与甜桔梗不是一物，自古就有辨

析，苦桔梗为真正的桔梗。甜桔梗实指同科沙参属

荠絇，它们的原植物是同科不同属的植物，无论在气

味、功效、药材性状、化学成分上均不同，因此，建议

在《北京市中药饮片调剂规程》（２０１１年版）桔梗项
下处方常用名中去除甜桔梗，以免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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