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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功效的历史演变与入药品种及

药用部位的相互关系

翟昌明　王雪茜　程发峰　马重阳　于　才　穆　杰　王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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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析柴胡功效演变与入药品种及入药部位间的关系。方法：通过梳理历代文献，总结柴胡功效的演变，并分
析其与柴胡入药品种及入药部位间的关系。结果：《神农本草经》时期应用的柴胡品种已不可考。唐代以后，狭叶柴胡、银

州柴胡被认为是柴胡上品，而银柴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亦被当做上品柴胡应用，这有可能成为柴胡出现“补虚劳”功效描

述的原因。古来柴胡皆以根入药，清末以来，在长江一线逐流行以全草或地上部分入药。同时期兴起的“柴胡劫肝阴”之

说或许与入药部位的改变而造成的有效成分改变有关，但仍需进一步的实验研究。结论：历代对柴胡功效认识的不统一，

有可能是不同时期内应用柴胡的品种及入药部位不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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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胡是一味在我国有着悠久应用历史的中药，
亦是临床常用药品。２０１５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将其功效概括为疏散退热、疏肝解郁、升举阳气

３点。但这一认识并非短时间内形成，而是历史上
众多医家经过漫长时间逐步探究形成的，且在不同

时期的不同医家对柴胡的功效认识并不完全统一，

如有的医家即认为柴胡具有“除虚劳、益气力”的作

用，而亦有人认为柴胡劫伤肝阴，用之须慎。笔者通

过梳理历代文献，发现这种对柴胡功效认识的不统

一，有可能是不同时期内应用柴胡的品种及入药部

位不同造成的。

１　历代本草主要文献关于柴胡功效、主治的记述
各家本草医籍，对柴胡功效的描述虽多有出入，

但大致可划分为４个时期。
１１　唐代以前　关于柴胡最早的明确记载见于《神
农本草经》。《本经》将柴胡的功效概括为：“治心

腹，去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

久服轻身，明目，益精。”［１］参考仲景《伤寒论》中大、

小柴胡汤的应用及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除伤

寒，心下烦热，诸痰热结实，胸中邪逆，五脏间游气，

大肠停积水胀，及湿痹拘挛”［２］的描述，可知这一时

期对柴胡功效的认识较为统一，以除寒热，破结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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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１２　唐代至宋代　本时期对柴胡的功效认识在继
承之前《本经》《集注》的基础上又有所扩大，增加了

“除虚劳、益气力”之说。如《药性伦》中云柴胡能

“治劳热，骨节烦痛，热气……，劳乏羸瘦”［３］，《日华

子本草》亦云“补五劳七伤，除烦止惊，益气力，消痰

止嗽，润心肺，添精补髓”［３］。虽然扩大了柴胡的应

用范围，但也造成了对其功效认识的混乱，导致了后

世就“柴胡究竟能否‘补虚劳’”之说展开了漫长的

争论。

１３　金元至明代　随着这一时期中医理论的发展，
各家对柴胡的认识也随之升华，提出了其具有升散

清阳，疏肝解郁功效的观点。如张元素《医学启源》

中称：“柴胡，此少阳、厥阴引经药也。……引胃气上

升，以发散表热”［４］。首次提出柴胡归于肝胆经，且

可“引胃气上升”。东垣师古而不泥，创补中益气汤

治劳倦内伤之发热，谓柴胡“引清气行少阳之气上

升”。柴胡疏肝解郁作用主要始于金元医家理论的

发挥，《药品化义》即载：“柴胡性轻清主升散，味微

苦主疏肝，若多用二三钱能祛散肌表”。其疏肝作用

的代表方如《景岳全书》之柴胡疏肝散。另外，李东

垣亦提出“诸经之疟，皆以柴胡为君”［５］的观点，提

示柴胡可用于疟疾的治疗。李时珍《本草纲目》中

关于柴胡功效的论述“治阳气下陷，平肝胆三焦包络

相火，及头痛眩运，目昏赤痛障翳，耳聋鸣，诸疟，及

肥气寒热，妇人热入血室，经水不调，小儿痘疹余热，

五疳羸热”［５］，较为全面，堪称这一时期的典范。同

时，本时期明确提出了柴胡的禁忌证，如缪希雍《神

农本草经疏》中即说：“柴胡性升而发散，患者虚而

气升者忌之，呕吐及阴虚火炽炎上者，法所同忌”。

１４　清至民国　本时期本草著述众多，对柴胡的原
有功效，如和解少阳、解表退热、疏肝解郁、升阳举

陷、治疟、治劳热等方面进行充分的发挥，是柴胡功

效丰富完善定型时期。值得注意的是，本时期叶天

士提出了“柴胡劫肝阴”的观点，后世如吴鞠通、王

世雄、张山雷等力倡此说。同时期不少医案亦有应

用柴胡剂后变证蜂起的记载。如王孟英《王氏医

案》中载“某夏患疟，服柴胡药二三帖后，汗出昏厥，

妄语遗溺。……此必阴虚之体，柴胡汤劫汗伤阴”。

从以上所述可知，虽然不同时期医家关于柴胡

的功效认识存在差异，但在同一历史时期中，大多数

医家的认识趋于相同，说明其对柴胡功效的认识存

在一定临床实践基础。通过文献复习和对柴胡品种

的调查研究，笔者认为除了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之

外，对柴胡功效认识的不同与其在不同时期应用的

品种和入药部位亦相关。

２　从品种及入药部位角度理解柴胡功效认识的演
变

２１　各时期柴胡品种的演变　古今应用柴胡品种
众多，产地遍布南北各省，且各地用药习惯亦有别，

这就造成了对柴胡功效理解的不统一［６］。对柴胡植

物形态的描述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雷
'

的《雷公炮

炙论》。《本经》虽最早记载了柴胡的功效主治，但

对其植物形态并无具体描述，故而有学者认为《本

经》及《伤寒论》时期柴胡品种已不可考［７］。《雷公

炮炙论》记载柴胡“凡使，茎长软，皮赤，黄髭须。出

在平州平县，即今银州银县也。”由此可知，在本时期

柴胡产自银州，据其描述，此应为今日药用之伞形科

柴胡属植物狭叶柴胡 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 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Ｗｉｌｌｄ［８］。古用柴胡，不分品种，但云“出银州者
良”，以银州柴胡为上品，如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中龙脑鸡苏圆在所用柴胡后即注明，“要真银州

者”。柴胡“出银州者良”之说首见于北宋苏颂《本

草图经》，其云：“柴胡……以银州为胜，二月生苗，

甚香，茎青紫坚硬，微有细线，叶似竹叶稍紧小，亦有

似邪蒿者，亦有似麦门冬也而短者。……根赤色，似

前胡而强，芦头有赤毛如鼠尾，独窠长者好。……张

仲景治伤寒有大小柴胡汤及柴胡加龙骨，柴胡加芒

硝等汤，故后人治寒热，此为最要之药”。从其对叶

的描述来说，此时期柴胡的药源植物有３种，而就其
根 的 描 述 来 说，很 可 能 亦 为 狭 叶 柴 胡

Ｂ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Ｗｉｌｌｄ［８］，并且描述这种柴胡治寒
热效果最佳。《本草图经》尚附有淄州柴胡、襄州柴

胡、江宁府柴胡、丹州柴胡、寿州柴胡五幅图。其中

丹州柴胡、襄州柴胡显然是伞形科植物，而寿州柴胡

叶对生，花五星，显然为石竹科植物。可见，宋朝除

沿袭之前汉唐所用品种之外，还扩大至数种柴胡同

属植物，甚至包括了石竹科植物。

此外，历代文献还描述了一种“色白而软”柴

胡。如宋·陈承《本草别说》云：“谨按柴胡，唯银夏

者良，根如鼠尾，长一二尺”。明·李中立《本草原

始》曰：“今以银夏者为佳，根长尺余，色白而软，为

银柴胡”。据考证，现代学者有认为其为伞形科植物

银州柴胡 ＢｙｉｎｃｈｏｗｅｎｓｅＳｈａｎｅｔＹＬｉ者［７，９］，亦有认

为其为石 竹 科 植 物 银 柴 胡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Ｌｖａｒ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Ｂｇｅ者［８］。

细究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所载银柴胡“色白

黄而大者，名银柴胡，专用治劳热骨蒸”的描述，此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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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石竹科植物银柴胡 Ｓ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Ｌｖａｒ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
Ｂｇｅ无疑，且据王氏考证［７］，古银州应为当今陕西

北部的榆林、延安地区以及与之相接的内蒙古局部，

而伞形科银州柴胡与石竹科银柴胡在该地区均有分

布，故而可以推测，在由唐到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伞形科银州柴胡与石竹科银柴胡均被当做上品柴

胡，且应用广泛，故而至清仍有“延安所产者，根长尺

余，色白而软良。北产者如前胡而软亦良，南产者强

硬不堪用”之说［１０］。于此相对的是，当今应用最广

泛的，以“根黑褐或浅棕色、质硬而韧”为特点的北

柴胡 Ｂ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ＤＣ在本草上出现的较晚，至明朝
方见。明·倪朱谟《本草汇言》载：“柴胡有银柴胡、

北柴胡、软柴胡３种之分。银柴胡出关西诸路，色
白而松，形长似鼠尾；北柴胡出山东诸路，色黑而

细密，形短如帚；软柴胡出海阳诸路，色黑而软。

一名三种也。……银柴胡清热，治阴虚内热也；北

柴胡清热，治伤寒邪热也；软柴胡清热，治肝热骨

蒸也。其出处不同，其形色长短黑白不同，其功内

外两伤、主治不同。胡前人混称一物，漫无分

理”［１１］。而北柴胡之所以在现代能成为药典正品之

主，可能是与现代药学分析发现其含有更高含量的

柴胡总皂苷有关。

由以上可知，狭叶柴胡 Ｂ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Ｗｉｌｌｄ
与银州柴胡ＢｙｉｎｃｈｏｗｅｎｓｅＳｈａｎｅｔＹＬｉ在历史上被
当做主流柴胡使用，且在很长历史时期内石竹科植

物银柴胡 Ｓ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Ｌｖａｒ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Ｂｇｅ亦被当
做柴胡混用，这可能是本草上增加柴胡“除劳热骨

蒸，补虚劳”功效描述的理论基础。且直至清·赵学

敏《本草纲目拾遗》始载银柴胡条目之前，关于银柴

胡的描述均是附于柴胡条目之下，这就造成了对柴

胡功效认识的混乱，故而酿成了千年纷争。

２２　各时期柴胡入药部位的演变　《吴普本草》最
早对柴胡入药部位进行了描述，其云：“二月、八月采

根”，明确说明了柴胡的入药部位为根。后世医家多

遵此法，其对柴胡的加工或云“去芦”（《博济方》），

或云“去苗”（《本事方》），均是取根而用。对于柴胡

根分部而用的描述始于金元，李杲云：“欲上升，则用

根，以酒浸；欲中及下降，则用梢。”朱丹溪《本草衍

义补遗》中亦云：“去往来寒热非柴胡梢子不能除”，

均是以取类比象的方法将药势升降理论应用于柴胡

入药部位的划分。如今在江浙沪、川渝滇一带，存在

柴胡地上部分或整株入药的用法。这种用法据考证

应肇始于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其治耳聋方中有

“取柴胡苗汁灌耳中，再度瘥”的描述。然而这种用

法仅是绞汁外用，并非内服，且之后的文献再无相似

记载。这种取地上部分或整株入药的用法的真正广

泛应用据笔者推测应始于清朝末期。如王孟英《王

氏医案》（１８５０年）处方中多次应用了“春柴胡”，但
对其具体加工方法未做描述。根据江浙一带长期的

用药习惯，该春柴胡应为春季采收幼嫩的连根全株，

其原植物包括柴胡 Ｂ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ＤＣ与狭叶柴胡
Ｂ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Ｗｉｌｌｄ，以狭叶柴胡为主。四川唐
容川《本草问答》（１８９３年）中云“柴胡须用一茎直
上，色青叶四面生如竹叶而细开小黄花者，乃为真柴

胡。是仲景所用者，近有草根，辛温发表，绝非柴胡

本性。”可见当时四川药用柴胡用的是地上部分。绍

兴俞根初《通俗伤寒论》（１９１６年）中方剂频繁使用
的“川柴胡”亦应是这种柴胡。

柴胡性升散之说始于金元，明清以降更兴起柴

胡为发汗解表药的观念，清代以来不少医家认为柴

胡苗得春时生发之气，疏泄力强，擅于发表退热，疏

肝解郁，是以春柴胡、川柴胡等得以广泛应用。于此

同时，“柴胡劫肝阴”之说逐渐盛行，后世医生称柴

胡为“柴胡狗”而害怕用之。虽说有学者认为这是

后世曲解叶氏原文［１２］，但笔者认为从当时一些医生

的有关讨论、告诫来看，当时应该确有发生一些应用

柴胡剂致亡的医疗事故，其原因笔者推测有３：１）与
柴胡全草的应用有关。古来柴胡均是用根，而本时

期江浙一带多全株而用，且力倡“柴胡劫肝阴”者，

多为江浙地区人［１３］。从中医理论来说，茎叶部分偏

于升散，故而柴胡的这种“劫肝阴”作用与其入药部

分可能有关。冯氏［１４］对南柴胡的根与茎叶的主要

成分进行比较，发现二者成分有差异，似不可代用。

关于这种成分差异是否会导致病理损害仍需进一步

研究。２）源于当时柴胡伪品的应用。古来柴胡品种
繁多，入药杂芜，不可控因素过多。如吴仪洛 《本

草从新》中即云：“如肆中柴胡，夹杂白头翁、小

前胡、远志苗、丹参等于内，不细为拣去，不唯无

益，而反有害矣”［１５］。３）与柴胡本身的毒性有关。
虽然古代中没有柴胡具有毒性的描写，但近来临床

和实验研究逐渐发现柴胡具有一定的不良反应。研

究发现，柴胡按药典规定剂量应用时毒性很小，但

长时间、大剂量服用时，会有显著的肝肾及血液系

统毒性。日本亦有慢性肝炎患者长期服用小柴胡汤

会发生间质性肺炎甚至造成死亡的报道［１６］。且现

已因毒性而被禁用的大叶柴胡 Ｂｌｏｎｇｉｒａｄｉａｔｕｍ
Ｔｕｒｃｚ在当时仍有应用，故不排除是由柴胡本身毒
性导致。

·８０９·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ａｙ．２０１６，Ｖｏｌ．１１，Ｎｏ．５



３　小结
本文参考了历代主要本草文献，结合柴胡品种

及入药部位的变化，探讨了柴胡功效认识的历史演

变。笔者认为，《本经》时期应用的柴胡品种已不可

考。唐代以后，狭叶柴胡、银州柴胡被认为是柴胡上

品，而银柴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亦被当做上品柴胡

应用，这有可能成为柴胡出现“补虚劳”功效描述的

原因。古来柴胡皆以根入药，清末以来，在长江一线

逐流行以全草或地上部分入药。同时期兴起的“柴

胡劫肝阴”之说或许与入药部位的改变而造成的有

效成分改变有关，但仍需进一步的实验研究。

参考文献

［１］马继兴．神农本草经辑注［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５：６１

６２．

［２］陶弘景．本草经集注［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２３２２４．

［３］唐慎微．证类本草［Ｍ］．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６２１６３．

［４］张元素．医学启源［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０７：９５．

［５］李时珍．本草纲目［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４：７８５７８８．

［６］潘胜利，顺庆生，柏巧明，等．中国药用柴胡原色图志［Ｍ］．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２．

［７］王年鹤，郭可跃，袁昌齐，等．银州柴胡钩沉［Ｊ］．中国中药杂志，

１９９２，１７（１１）：６４３６４６．

［８］刘晓龙，尚志钧．银州柴胡的原植物再讨论［Ｊ］．中药材，１９９４，１７

（９）：４０４２．

［９］李达，邓中甲，秦凯华，等．《证类本草》中柴胡的本草学考证［Ｊ］．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３５（１）：８１０．

［１０］林玉友．本草辑要［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５：６１６２．

［１１］倪朱谟．本草汇言［Ｍ］．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４３４５．

［１２］李春花，刘少琼，罗辉．柴胡劫肝阴考辨［Ｊ］．四川中医，２０１１，２９

（６）：３７３８．

［１３］王正公．论柴胡的品种与其功能、特性的关系［Ｊ］．上海中医药

杂志，１９６４，１０（９）：２７３０．

［１４］冯宝麟，王琦，赵小桐．柴胡药用部位的探讨———南柴胡根与茎

叶的比较［Ｊ］．山东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７９，３（２）：５９６２．

［１５］吴仪洛．本草从新［Ｍ］．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４

１５．

［１６］刘亚，刘新民，潘瑞乐．柴胡毒性作用研究进展［Ｊ］．中成药，

２０１２，３４（６）：１１４８１１５１．

（２０１６－０１－０４收稿　责任编辑：王明）

（上接第９０５页）
［１０］韩杰．ＨＰＬＣ测定清开灵颗粒中黄芩苷、栀子苷及胆酸、猪去氧

胆酸的含量［Ｊ］．中成药，２０１０，３２（２）：２２７２３１．

［１１］马玲云，郑笑为，马双成．ＨＰＬＣＥＬＳＤ法测定消痔灵片中胆酸的

含量［Ｊ］．药物分析杂志，２００６，２６（２）：２５０２５１．

［１２］熊登科，张安萍，袁铭，等．高效液相蒸发光散射法测定小儿降

温贴中体外培育牛黄胆酸含量［Ｊ］．医药导报，２００９，２８（５）：６６２

６６４．

［１３］何荣芬．高效液相色谱蒸发光散射检测器法同时测定胆汁槟榔

维 Ｂ１胶囊中鹅去氧胆酸、猪去氧胆酸含量［Ｊ］．中国药业，

２０１５，２４（１５）：３０３２．

［１４］肖锋，万明．蒸发光散射检测器测定黄芪甲苷的参数优化［Ｊ］．

湖北中医杂志，２０１４，３６（８）：７２７３．

［１５］赵宇新，李曼玲．蒸发光散射参数对齐墩果酸和菝葜皂苷元的

影响［Ｊ］．药物分析杂志，２００６，２６（９）：１２４５１２４７．

（２０１５－０８－０５收稿　责任编辑：洪志强）

·９０９·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６年５月第１１卷第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