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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药用枸杞的名称、品种、性味及功效等进行考证，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枸杞提供文献依据。方法：立足传统本
草文献进行梳理和校对，并同《中国植物志》及２０１５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等进行古今对照。结果：梳理清楚了枸杞
的名称、品种、性味及功效。结论：枸杞产地经历了由河北、江苏逐渐向陕西、甘肃等地的变迁，最终形成了以宁夏为道地

产区的稳定状态；古时药用枸杞的品种由枸杞（Ｌｙｃｉ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Ｍｉｌｌ）逐步变为宁夏枸杞（ＬｙｃｉｕｍｂａｒｂａｒｕｍＬ）；枸杞子同
枸杞根（地骨皮）的功效自唐代开始就有区别，至《本草纲目》变得完全清晰，２０１５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枸杞子功
效中的“内热消渴”在传统本草文献中为地骨皮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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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枸杞又名杞，枸
$

，枸忌，羊乳等，为历代本草所

记载。枸杞属植物在我国有７个品种和３变种，其
中宁夏枸杞（ＬｙｃｉｕｍｂａｒｂａｒｕｍＬ）、枸杞（Ｌｙｃ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Ｍｉｌｌ）、北 方 枸 杞 （Ｌｙｃ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Ｍｉｌｌｖａｒｐｏｔａｎｉｎｉｉ（Ｐｏｊａｒｋ）ＡＭＬｕ）都有药用功能。
从１９７７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开始，枸杞和地
骨皮分别单独收载，但其基原及功效上的异同传统

本草文献记载多有不同。因此，为了更好的明确药

用枸杞的来源，开发利用枸杞，有必要对药用枸杞的

名称、形态、产地、功效等方面进行详细考证。

１　名称考证
枸杞二字，在《说文解字》中分别记载为：“枸，

木也，可为酱。出蜀。从木句声”。及“杞，枸杞也。

从木己声”。在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分别解

释为：“枸，木也。可为酱。出蜀。史，汉皆云枸酱。

详?部下。从木。句声。按小雅：南山有枸。毛

（毛亨）曰。枸，枳枸也。枳枸
%

礼记之蓂。许於枸

下不言枳枸。蓂字亦不
&

。杞，枸杞也。按释木，毛

传皆云。杞，枸
$

。礼记郑注亦云。芑，枸
$

也。郭

注尔雅云。今枸杞也。是则枸
$

为古名。枸杞虽见

本?经，而为今名。许
$

篆下当云。枸
$

杞也”。

从上可知，“枸”在古代多与“酱”“枳”连用，而

“枸”在?部下，“”的果实像桑葚，有辣味，可

吃，可制酱。同时“枳”作为一种果实，其自身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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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滋味。而“杞”即为“
$

”，单独一字即可解释

为枸杞这一植物。从字的形态上看“杞”字右边是

“木”，表示植株的地上部分为树木，左边是“己”可

看为植物的底下根部形态弯曲，此特点与“枸”通

“钩”的树根弯曲之意相通。而“
$

”字从外形上看

可视为树木之上长有许多果实。因此在这里推测

“枸”可能主要表示枸杞这一植物的味道、用途，

“杞”则代表枸杞这一植物的形态特征与植物的真

实名称。

同时还有其他说法认为“枸杞”之名来自于其

植物地下部分的形态像“狗”而得名。如《证类本

草》引《续仙传》云：朱孺子见溪侧二花犬，逐入于枸

杞丛下。掘之得根，形如二犬。烹而食之，忽觉身

轻。周密《浩然斋日抄》云：宋徽宗时，顺州筑城，得

枸杞于土中，其形如獒状，驰献阙下，乃仙家所谓千

岁枸杞，其形如犬者。以及明代吴文炳《药性全备食

物本草》曰：枸，狗也。《尔雅》云：其根久如狗形，服之

大有灵异。杞，即杞柳之杞。多刺，又名枸棘。这些

记述中都出现枸杞的根形态上与“犬”相似的描述。

比较于以上２种解释李时珍还曾提出另一种说
法即“枸、杞二树名。此物棘如枸之刺，茎如杞之条，

故兼名之。道书言：千载枸杞，其形如犬，故得枸名，

未审然否？”这里提出枸杞之名的来源是由于植物上

的刺类似于枸树，植物的茎条类似于杞树的枝条。

从“枸”字的组词上看，枸橼、枸骨、枸橘其植株上都

也有刺存在。比较中国植物志上对枸杞属植物“灌

木，通常有棘刺或稀无刺”描述，这种说法也有其一

定的依据。

综合以上３种说法虽然各有差异，但可以看出
枸杞二字的解释本质上都是通过象形、取音而来。

通过上述描述可以推测“枸杞”的外部特征，根部曲

折类似“犬”状，枸杞果悬挂枝头，果实酸甜可食用，

枝条类似杞树，上有棘刺。比较中国植物志枸杞属

植物，与古代记载的“枸杞”基本相同。

２　产地考证
枸杞首载于《神农本草经》１９，但自汉魏时期

《名医别录》７才开始有明确产地记载，时至今日，枸
杞产地历经变迁，最终以宁夏一带为道地产区。

汉魏时期的《名医别录》中记载：枸杞，“生常山

平泽及诸丘陵阪岸”。说明当时药用枸杞来源于常

山一带，即今河北省石家庄市附近的中心区域。

南北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记载：枸杞，“生

常山平泽、及诸丘陵阪岸上。冬采根，春、夏采叶，秋

采茎、实，阴干。今出堂邑，而石头烽火楼下最多。

其叶可作羹，味小苦”。这里的“堂邑”指南京市。

从所记载的区域来看，应该是广布种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Ｍｉｌｌ以及变种北方枸杞。

唐·《千金翼方》记载：“甘州者为真，叶厚大者

是。大体出河西诸郡，其次江池间圩埂上者。实圆

如樱桃。全少核，暴干如饼，极膏润有味”。文中以

“甘州者为真”来肯定甘州枸杞在药效上的优势。

“甘州”指进甘肃省张掖市；“河西”泛指黄河以西之

地，汉、唐时多指甘肃、青海两省黄河以西的地区。

比较现行《中国植物志》枸杞属植物的分布图，这里

提到的药用枸杞在品种上来说应该为宁夏枸杞或新

疆枸杞ＬｙｃｉｕｍｄａｓｙｓｔｅｍｕｍＰｏｊａｒｋｖａｒｄａｓｙｓｔｅｍｕｍ。
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枸杞，陕西极边生

者，高丈余，大可柱，叶长数寸，无刺，根皮如厚朴，甘

美异于他处者”。这里说到陕西极边所生的枸杞

“甘美异于他处”，说明在口感上，这一带所产的枸

杞比较于前面所说的北方枸杞味甜，查看宋朝疆域

图，陕西极边之地包括现在甘肃兰州以及宁夏银川

一带的部分地区。

明·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地】〔图经曰〕

生常山平泽及丘陵阪岸今处处有之〔道地〕实陕西

甘州茂州”。文中明确指出“陕西甘州茂州”为枸杞

的道地产区，这与宋代本草结论一致。明·陈嘉谟

《本草蒙筌》：“近道田侧俱有，甘肃州（并属陕西）者

独佳。春生嫩苗，作茹爽口”。此时甘州枸杞已经被

成为“独佳”。明·李时珍《本草纲目》５记载：“古
者枸杞、地骨皮取常山者为上，其他丘陵阪岸者可

用，后世惟取陕西者良，而又以甘州者为绝品。今陕

之兰州、灵州、九原以西枸杞，并是大树，其叶浓根

粗。河西及甘州者，其子圆如樱桃，曝干紧小少核，

干亦红润甘美，味如葡萄，可作果食，异于他处者”。

李时珍在这里用“绝品”二字再次点明甘州枸杞的

品质优于其他产地。并将兰州、灵州（今宁夏吴忠市

境内）、九原（今包头市九原区）所产的枸杞称为西

枸杞。

清·汪昂《本草备要》：“以甘州所产者、红润少

核良”。清·陈士铎《本草新编》：“甘肃者佳”。

清·王孟英《归砚录》引徐季方“甘枸杞”以甘州得

名。河以西遍地皆产，惟凉州镇番卫（民勤县）了江

石所产独佳”。从这里可以看出清代早期还是延续

宋朝与明朝的说法多以甘州为道地产区。清代《中

卫县志》道：“宁安（中宁县一带）一带家种杞园各省

入药甘枸杞皆宁产也”，由此枸杞的产地从甘州逐渐

迁移至宁夏。同时在清代《甘肃府志》《宁夏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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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皆有对枸杞的记载。

综上所述，按时间顺序枸杞的产地呈现出从河

北、南京到甘肃、青海等地最终稳定在宁夏及周边。

而在品种上呈现出从枸杞Ｌｙｃｉ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Ｍｉｌｌ或其
变种北方枸杞到宁夏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ｂａｒｂａｒｕｍＬ的
变化。

３　古籍中枸杞形态考证
秦汉·《神农本草经》引陆玑云：“苦杞秋熟，正

赤，服之轻身益气”。

宋·苏颂《本草图经》曰：“春生苗，叶如石榴叶

而软薄堪食，俗呼为甜菜；其茎干高三、五尺，作丛；

六月、七月生小红紫花；随便结红实，形微长如枣核；

其根名地骨”。

明·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苗〔图经曰〕春

生苗叶如石榴叶而软薄，其茎干高三五尺，作丛，六

七月生小红紫花，随便结实，形微长如枣核；沈存中

云，陕西枸杞长一二丈其围数寸，无刺，根皮如浓朴，

甘美异于诸处，子如樱桃，全少核，今人相传谓枸杞

与枸棘相类其实形长而无刺者真枸杞，圆而有刺者

枸棘也”。明·陈嘉谟《本草蒙筌》：“春生嫩苗，作

茹爽口。秋结赤实，入药益人”。明·《本草纲目》

曰：“……今陕之兰州、灵州、九原以西枸杞，并是大

树，其叶浓根粗。河西及甘州者，其子圆如樱桃，曝

干紧小少核，干亦红润甘美，味如葡萄，可作果食，异

于他处者”。明·《本草纲目》引沈存中《笔谈》亦

言：“陕西极边生者高丈余，大可作柱。叶长数寸，无

刺。根皮如浓朴。则入药大抵以河西者为上也”。

明·倪朱谟《本草汇言》：“苏氏曰：春发苗如榴叶

状，软薄堪作茹食，茎干丛生，高三五尺。李氏曰：

……陕之兰灵，及九原以西者，并是大树其叶厚根

粗。七月作花紫色，随结红子，实形长如枣核或圆如

樱桃……凌冬不落。二月叶发，五月再发，其实乃

谢。七月叶又发，花即随之，极易延蔓。根深者，一

发三四尺，枝茎寸截，或分劈横埋土中，旬日便发，易

生如此”。明·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２４］曰：“春

放苗，作榴叶状，软薄堪食，茎干丛生，高三五尺，陕

之兰灵，及九原以西者，并是大树。七月作花紫色，

随结红实，形长如枣核，凌冬不落。二月叶发，五月

再发，其实乃谢。七月叶又发，花即随之，极易延蔓。

根深者，一发三四尺，枝茎寸截，或分劈镂刻，横埋土

中，旬日便发，易生如此”。

清·张志聪《本草崇原》［２５］曰：“春生苗，叶如石

榴叶，软嫩可食，七月开小紫花，随结实，圆红如樱

桃，凌冬不凋”。

从上述本草古籍的描述中可以总结出以下特

征，第一类药用枸杞“叶如石榴叶而软薄堪食”“其

茎干高三、五尺”“作丛”，第二类药用枸杞“高丈余”

“并是大树”“无刺”“叶长数寸”“叶厚根粗”。将两

类枸杞与我国现有枸杞属的植物进行比较，发现第

一类枸杞与枸杞（ＬｙｃｉｕｍｃｈｉｎｃｎｓｅＭｉｌｌ）相似。从植
物形态上来说枸杞（ＬｙｃｉｕｍｃｈｉｎｃｎｓｅＭｉｌｌ）为多分枝
灌木与“作丛”特点对应；一般高度为０５～１ｍ与
“高三、五尺”对应；与此同时宁夏枸杞（Ｌｙｃｉｕｍｂａｒ
ｂａｒｕｍＬ）在生长高度与形态上与第二类枸杞所提
到的“高丈余”“叶厚根粗”等特点上更为接近。

４　性味及功效考证
枸杞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其性味及功效在本

草文献中的记载。见表１。

表１　本草文献中药用枸杞的性味及功效

朝代 典籍 药用部位 性 味 功效

秦汉 《神农本草经》 — 寒 苦 主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

魏晋 《名医别录》 根 大寒 苦 同上（不区分根、子）

子 微寒 苦

唐代 《新修本草》 根 大寒 苦
主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风湿，下胸胁气，客劳、嘘吸，坚筋骨，

强阴，利大小肠。久服坚筋骨，轻身，能老，耐寒暑。（不区分根、子）

子 微寒 苦

宋代 《证类本草》 根 大寒 苦 同上

子 微寒 苦

明代 《本草品汇精要》 — 寒 苦 强阴益精（不区分根、实）

实 微寒 甘

明代 《本草纲目》 苗 凉 甘
除烦益志，补五劳七伤，壮心气，去皮肤骨节间风，消热毒，散疮肿（大

明）……去上焦心肺客热（时珍）。

根 寒 甘、淡
去骨热消渴（孟诜）。

解骨蒸肌热消渴，风湿痹，坚筋骨，凉血（元素）。

子 平 甘 坚筋骨，耐老，除风，去虚劳，补精气（孟诜）。

清代 《本草备要》 子 平 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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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种药用枸杞特点比较

项目 枸杞（ＬｙｃｉｕｍｃｈｉｎｃｎｓｅＭｉｌｌ） 宁夏枸杞（ＬｙｃｉｕｍｂａｒｂａｒｕｍＬ）

灌木形态 多分枝灌木 灌木或栽培呈大灌木

植株高度 高０５～１ｍ，栽培可更高 高０８～２ｍ，栽培者茎粗直径达１０～２０ｃｍ

叶
叶纸质或栽培者质稍厚，单叶互生或２４枚簇生，卵形、卵状
菱形、长椭圆形、卵状披针形，顶端急尖，基部楔形。

叶互生或簇生，披针形或长椭圆状披针形，顶端短渐尖或急

尖，基部楔形，略带肉质，叶脉不明显。

产地 河北、南京等 宁夏、甘肃、青海、内蒙、新疆

味 甜中略带苦味 甘甜无苦味

功效 主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 滋补肝肾，益精明目

　　由表１可见，《神农本草经》没有区分枸杞的药
用部位，因此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本经》

所列气味主治，盖通根、苗、花、实而言，初无分别

也”。《名医别录》中首次明确了枸杞的药用部位，

即“冬采根，春、夏采叶，秋采茎、实”，并且区别了根

和子的性味，但功效亦同《本经》，对根、叶、茎、实等

不作区别，这种情况在本草著作中一直延续到了宋

代。但在此期间，医家在具体医疗实践中却逐渐对

枸杞不同部位的功效进行了区别。唐代孙思邈的

《千金要方》中“消渴”用到的只有枸杞枝叶和根，枸

杞子主要用于补虚劳等［２６］；《千金翼方》更是直接将

枸杞根归类到了“消渴”项下。至李时珍的《本草纲

目》，首次出现了对枸杞“根、叶、苗、实”性味及功效

的区别，更加明确了枸杞子主在滋补，而消渴退热则

为枸杞根（地骨皮）的功效。但比较２０１５版《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发现，枸杞子的功效记载中具有“内热

消渴”，这与传统本草文献的记载是不相符合的。

５　结论
５１　产地变迁　药用枸杞的产地的历史变迁分３
个阶段。第一阶段，药用枸杞的产地在“常山（河北

省石家庄市附近）”与“堂邑（南京市附近）”。比较

中国植物志以及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中枸杞属植物

分布结果，初步判断此处的药用枸杞为枸杞以及变

种北方枸杞。第二阶段，药用枸杞的产地变为“甘

州（今甘肃省张掖市）”“河西诸郡（泛指黄河以西之

地汉、唐时多指甘肃、青海两省黄河以西的地区）”

“陕西极边”。从地理位置来看，以上地区分布的枸

杞有可能为宁夏枸杞或新疆枸杞等。第三阶段为清

朝后期，随着枸杞的栽培化，产区逐步集中固定，被

前几朝所推崇的“甘杞”这一时期几乎都产自宁安

（今中宁县）一带。

５２　形态分析　本草文献中记载的枸杞大致可分
为两类。第一类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叶如石榴叶

而软薄堪食”“其茎干高三、五尺”“作丛”等。第二

类以“高丈余”“并是大树”“无刺”“叶长数寸”“叶

大而厚”“叶厚根粗”为特点。将两类枸杞与中国植

物志枸杞属下植物进行形态学上的比较，发现第一

类枸杞与枸杞（ＬｙｃｉｕｍｃｈｉｎｃｎｓｅＭｉｌｌ）相似。同时宁
夏枸杞（ＬｙｃｉｕｍｂａｒｂａｒｕｍＬ）与第二类中描述的“高
丈余”“叶厚根粗”等更为接近。２种类型枸杞的特
点比较详见表２。
５３　性味及功效　《神农本草经》没有区分枸杞的
药用部位，所列气味主治，是针对根、苗、花、实整体

而言。《名医别录》中首次明确了枸杞的药用部位，

并且区别了根和子的性味，但功效亦同《本经》，对

根、叶、茎、实等不作区别，这种情况在本草著作中一

直延续到了宋代。但在此期间，医家在具体医疗实

践中却逐渐形成了“枸杞枝叶和根用于消渴，枸杞

子用于补虚劳等”基本认知。至李时珍的《本草纲

目》，首次出现了对枸杞“根、叶、苗、实”性味及功效

的区别，更加明确了枸杞子主在滋补，而消渴退热则

为枸杞根（地骨皮）的功效。但２０１５版《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中，枸杞子的功效记载中有“内热消

渴”，这与传统本草文献的记载是不相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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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为中医药惠及人类健康而奋斗

———庆祝１０月１１日“世界中医药日”
　　２０１８年，我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召开了第十五届世界中医药大

会，向全球发布了《罗马宣言》，将每年的１０月１１日定为“世界中医

药日”。这一重要日期的创立，体现了全世界重视和发展中医药的趋

势，反映了全球中医药人的心声和愿望，展示了中医药强大的生命力

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对各国认识中医药，了解中医药，加强全球中医

药人的团结，增强信心，凝聚力量，形成共识，进一步促进中医药的国

际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时隔一年，全球中医药人以“全球共享中医药·让中医药惠及人

类健康”为主题，于１０月１１日前后，在全球五大洲中医药普及的国

家和地区，共同开展“世界中医药日”系列活动。世界中联会员团体、

分支机构和全球中医药工作者积极参与到“世界中医药日”庆祝活动

中，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坚定中医药人胸怀全球、服务人类的自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

断满足各国对中医药发展的需求，积极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为

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人类健康全覆盖做出更大的贡献。

“众人拾柴火焰高”，本次“世界中医药日”系列活动受到了全球

中医药工作者的持续关注和广泛回应，并得到了各地使领馆的大力

支持。截止到目前，已经收到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意大利、西班

牙、匈牙利、澳大利亚、南非等五大洲４３个国家和地区的活动信息，

覆盖全球７３座城市。

系列活动包括“义诊”、“会议”、“公益活动”、“科普活动”、“文

艺演出”、“电视宣讲”，出版发布“国际标准”、“期刊”、“宣传片”、

“文创产品”等多种形式，有２６场义诊、２８场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１９

场公益活动、１４场科普演讲活动、１０场文艺演出等。几乎每天都有

围绕庆祝“世界中医药日”的主题活动在各大洲举办。例如，在欧洲，

西班牙拉蒙主席、法国朱勉生副主席、英国、匈牙利、乌克兰、捷克等

国的中医药团体；在美洲，美国东西海岸、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墨西

哥等国的中医药团体；在大洋洲，澳大利亚林子强副主席、新西兰、斐

济的中医药团体；在非洲，南非孙庆涪副主席、纳米比亚、加蓬等国的

中医药团体；在亚洲，泰国林丹乾会长、日本、马来西亚、印尼、菲律

宾、伊朗等中医药团体，均开展了多种形式；同时，世界中联各分支机

构也将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等城

市，围绕庆祝“世界中医药日”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并与“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十周年”等主题活动紧密结合。

在此，世界中联向此次热烈响应、积极组织、广泛参与的世界中

联会员单位、各分支机构、全球中医药工作者和社会团体，表示衷心

的感谢！

作为“世界中医药日”的创立发起单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向全球拟推出四项新的工作举措，为全球中医药人提供服务，为“世

界中医药日”献礼。

一是，发布２２项“国际中医临床实践指南”，这批指南是在中国

已发布的临床指南基础上，根据海外需求，经海内外专家多轮筛选和

审议，转化为国际组织标准。这批指南均采用循证评价的方法，凝聚

了长期中医临床实践智慧的结晶，为全球中医药工作者提供技术支

持。目前，此２２项国际中医临床实践指南电子版已在“全球中医在

线”网上全文上线。

二是，启动“国际师承中医临床能力提升项目”，此项目是在“国

际名师带高徒”项目基础上，进一步放宽领域，更广泛地接纳世界范

围内高水平的指导老师（含中国）和对师承培养感兴趣的国际学员加

入。鼓励中国名师带国际徒弟，鼓励海外名师带中国学生，扩充全球

中医药导师力量，进一步提高国际中医临床专业人员的服务能力和

水平，为各国人民提供高质量的中医药服务。

三是，面向会员，启动“国际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建设工

作，面向全球征集诊疗技术、养生方法、中药炮制技术、制剂方法、单

验方等中医药传统知识项目，进行审核，发布名录，探索中医药传统

知识保护模式，保护中医药原创成果，规范传统知识的开发利用，推

动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和发展。

四是，上线“世界道地中药材电子交易服务平台”，为全球提供集

合“电子交易、仓储物流、供应链金融、质检溯源、云存储和大数据”为

一体的安全、有效、便捷的国际中药材电子商务服务。

世界中联欢迎更多的海内外中医药工作者和学会组织加入到

“世界中医药日”系列活动中；更希望全世界的普通民众，透过这一全

球中医药人自发的庆祝活动，关注并受益于中医药。

中医药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现在的，也是未来的。我们相

信，“世界中医药日”系列活动，必将凝聚全球中医药人的力量，为人

类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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