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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名方中款冬花的本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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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查阅历代本草、医籍、方书及近现代文献资料，笔者对款冬花药材的名称、基原、产地、品质评价、采收加工和

炮制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本草考证，以期为含款冬花药材的经典名方开发提供依据。经考证可知，款冬花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历代本草皆以“款冬花”为正名并沿用至今。历代主流基原为款冬 Tussilago farfara 的花蕾，此外，古代尚有以蜂斗菜 Petasites 

japonicus 的花蕾作为款冬入药的情况。古代采收时间多为农历十二月，现代采收时间为 12 月或地冻前当花蕾尚未出土时采

挖。历代以河南嵩县、甘肃灵台、陕西榆林等地所产品质优良，奉为道地。近代以来总结其品质以个大、肥壮、色紫红、无花梗

者为佳。炮制方法由南北朝开始的用甘草水浸到明代的蜜水拌后微火炒，再逐渐演变到现代的蜜炙法。基于考证结论，建议

在开发含款冬花的经典名方时，选用菊科植物款冬 T. farfara 的干燥花蕾，并按照经典名方的具体炮制要求，选用相应的款冬

花炮制品，未注明炮制要求的建议生品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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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bal Textual Research on Farfarae Flos in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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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nsulting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 the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of Farfarae Flos has 

been conducted to verify the name， origin， producing area， quality evaluation，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method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containing Farfarae Flo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arfarae Flos was first described as a 

medicinal material by the name of Kuandonghua in Shennong Bencaojing（《神农本草经》）， and the name was 

used and justified by later generations. The main origin was the folwer buds of Tussilago farfara， in addi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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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er buds of Petasites japonicus were used as medicine in ancient times. The ancient harvesting time of 

Farfarae Flos was mostly in the twelfth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and the modern harvesting time is in 

December or before the ground freeze when the flower buds have not been excavated. Hebei， Gansu， Shaanxi 

are the authentic producing areas with the good quality products. Since modern times， its quality is summarized 

as big， fat， purple-red color， no pedicel is better. Processing method from soaking with licorice water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o stir-frying with honey water followed by micro-fire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gradually evolved to the modern mainstream processing method of honey processing.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dried flower buds of T. farfara， a Compositae plant， should be select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containing Farfarae Flo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rocessed products 

should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processing requirements of the formulas， and raw products are 

recommended for medicinal use without indicating processing requirements.

［［Keywords］］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Farfarae Flos； name； origin； producing are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cessing；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款冬花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1］，味辛、微

苦，性温，归肺经，具有润肺下气、止咳化痰的功效，

用于新久咳嗽、喘咳痰多、劳嗽咳血［2］。2020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以下简称《中国药典》）规
定款冬花为菊科植物款冬 Tussilago farfara 的干燥

花蕾，其采收加工方法为 12 月或地冻前当花尚未出

土时采挖，除去花梗和泥沙，阴干。现代研究表明

款冬花化学成分种类较多，主要有黄酮类、萜类、酚

类、生物碱类、挥发油等［3］。其在历代经典名方中多

有应用，如《金匮要略》［4］射干麻黄汤、《太平圣惠

方》［5］紫菀散、《圣济总录》［6］款冬花汤和《严氏济生

方》［7］百花膏等方剂。

《中药志》［8］和《中华本草》［9］等记载款冬花来源

均为菊科植物款冬 T. farfara 的干燥花蕾，此外，刘

佳等［10］发现款冬花在古籍中的别名多达 26 种，药材

名只有“款冬花”并沿用至今。刘毅等［11］考证认为

古代款冬花的产地与现今产地相符。安衍茹等［12］

考 证 认 为 从 古 至 今 其 药 用 均 为 菊 科 植 物 款 冬

T. farfara 的干燥花蕾。然而，上述研究对款冬花的

本草考证各有侧重，且均未立足于经典名方开发，

按不同历史脉络进行系统梳理考证；同时，近代以

来国外学者考订的款冬花基原与我国有所不同，而

这方面内容亦未见报道。基于此，本研究从名称、

基原、拉丁学名演变、产地、采收加工与炮制等方面

对款冬花进行系统的本草考证，并梳理近现代文献

及国外学者对款冬花的研究内容，明确其学名演变

历史，对款冬花学名混淆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考证与

解析，以期为相关经典名方的开发提供参考依据。

1 别名和释名

“款冬”最早记载见于战国时期《楚辞》：“款冬

而生兮，凋彼叶柯。”《尔雅·释草》记载其别名“颗

涷”。款冬花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1］，列为中

品，记载其正名为款冬花，后世皆沿用此名称，同

时，还记载橐吾、颗东、虎须、菟奚等别名。此外，

《急就篇》“款东贝母薑狼牙”，《广雅》［13］“苦萃欵冻

也”，《名医别录》［14］“一名氐冬”，《千金翼方》［15］“虎

发”，《太平御览》［16］“橐石”“颗冬”，《本草图经》［17］

“蜂斗叶、水斗叶”，《本草衍义》［18］“百草中，惟此罔

顾冰雪，最先春也，世又谓之钻冻”，《本草纲目》［19］

“按《述征记》云：洛水至岁末凝厉时，款冬生于草冰

之中，则颗冻之，名以此而得。后人讹为款冬，乃款

冻尔。款者至也，至冬而花也”，《疮疡经验全书》

“款花”［9］，《万氏家抄方》“冬花”［9］，《植物名实图

考》［20］“八角乌”，《本草崇原集说》［21］“看灯花”也均

记载了款冬花的别名。现代书籍中也记载有款冬

花的别名，如九九花［8］、艾冬花［9］、岗嘎冲［22］、九尽

草［23］、渣涧木［24］、连三朵［25］。因历代本草对款冬的

别名记载颇多，大致可将其分成以生境时节和植物

形态命名、以少数民族语言命名、由于古书错字和

非同物种而形态相似误用命名三类，其中对生境时

节和植物形态认识的发展，是该药材被命名为“款

冬”的主要原因。

1.1　以生境物候和植物形态命名     “款”，《康熙字

典》［26］云：“又至也”，即款冬开花在冬天到来之时，

因此名为“款冬”。“款花”和“冬花”名义均与款冬相

同。“苦萃”中的“苦”是因款冬的叶柄和花薹肉质有

苦味，“萃”在《说文解字》［27］中记载：“草貌；聚也”，

即“草丛生；聚集”的意思。“欵冻”中“欵”同“款”，

“冻”是因其开花在冰冻之时。根据《说文解字》［27］

“氐，至也”及《广雅》［13］“艾，至也”可知，“艾冬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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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氐冬”之名义亦与款冬同。《本草经考注》［28］称颗东

乃“谓其花未开，其状颗东然。”并认为“颗东，亦与

骨董、骨突、疙瘩同，原无定字，以音假字。”按款与

颗，冬与冻、东并为双声［9］。因此，“颗冻”不仅因为

款冬花生长在冰中，而且有象形之意。《本草经考

注》［28］对“橐吾”“虎须”“菟奚”解释为“橐吾之急言

为徒，徒与简、洞等字古相通。则徒，空也，为中通

之义，故名橐吾。”橐吾为“徒”之义，徒为“空”“中

通”之义，“橐吾”则是因为款冬花花葶中通。“虎发”

与“虎须”因其花蕾撕开后可见白色丝状绵毛，像老

虎的毛发和胡须一样，即陶弘景所云“腹里有丝”而

命名。“菟奚”中“菟”作“兔”字，《说文解字》［27］曰：

“奚，大腹也”，即在款冬花未开花之际，其形态像兔

子的腹部一样。“钻冻”之名是因款冬花在百草中最

先破冰而出。“九九花”和“九尽草”，是因其入冬孕

蕾，至春盛开，历经数九寒天而得名。“看灯花”为元

宵节看灯时节，款冬花最盛之意。“连三朵”是因款

冬花花蕾呈捧状或长椭圆形，单一或 2~3 并生，有时

可达 5 朵，俗称“连三朵”。

1.2　以少数民族语言命名     款冬花的别名岗嘎冲、

渣涧木分别是根据蒙古族语和藏族语而命名。

1.3　由于古书错字和非同物种而形态相似误用命

名     《神农本草经》将《尔雅》中的“颗冻”误写成“颗

东”，《太平御览》［16］将《神农本草经》中的“橐吾”误

写为  “橐石”“颗冻”误写为“颗冬”。还有就是非同

物种而形态相似误用而记载下来的，如  蜂斗叶、水

斗叶和八角乌。

2 基原考证

2.1　古代基原考证     款冬花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

经》［1］，曰：“咳逆上气，善喘，喉痹，诸惊痫，寒热邪

气。一名橐吾，一名颗东，一名虎须，一名莵奚。生

山谷。”其记载的功能主治与今基本一致，并记载了

其生境和异名。《吴普本草》［29］载：“十二月花，花黄

白。”其对花颜色的描述，符合款冬花 T. farfara 花冠

舌状，黄色，冠毛白色的特征。东晋郭璞注《尔雅》

菟奚，颗冻：“款冻也，紫赤华，生水中”，“紫赤华”为

紫色的花蕾，符合今款冬花苞叶淡紫色的特征。《名

医别录》［14］不仅记载了款冬花花期为“十一月”，还

对其产地进行了描述，即“生常山及上党水傍”，“常

山”（今河北石家庄）和“上党”（今山西长治）两地均

属于华北地区，与《中国植物志》［30］中所述款冬分布

地区“产东北、华北、华东”一致。南北朝《本草经集

注》［31］记载：“第一出河北，其形如宿莼未舒者佳，其

腹里有丝。次出高丽、百济，其花乃似大菊花。次

亦出蜀北部宕昌，而并不如。其冬月在冰下生，十

二月、正月旦取之。”“河北”在当时为“黄河以北的

广大地区”，包括今河北省及其相邻地区，与《名医

别录》［14］中的“上党”地理位置接近。陶弘景将款冬

花形态描述成“宿莼”，宿即“大”或“老”之意，而莼

即“莼菜”，款冬花的叶像大的莼菜叶一样，叶片较

大，叶柄较长。未开花的花蕾为佳品，见图 1A，“其

腹里有丝”如图 1B 所示，即款冬花药材撕开后可见

白色茸毛。又将出自高丽、百济（今朝鲜半岛）的款

冬花形容成“大菊花”，应是款冬花花开之时，其黄

色花冠像菊花一样。再根据其对款冬花采收时节

的描述“十二月、正月旦取之”，能明确排除不符合

蜂斗菜 4—5 月的花期，因此认为其基原植物为款冬

T. farfara。

唐代《新修本草》［32］云：“今出雍州南山溪水及

华州山谷涧间。叶似葵而大，从生，花出根下。”

“葵”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据《本草纲

目》［19］记载：“葵菜古人种为常食……大叶小花……

六七月种者为秋葵，八九月种者为冬葵，经年收

采。”结合图片对比可知，两者叶片均为圆形，基部

心形，掌状网脉，花均出自根下，见图 2。故判断这

里的“葵”为冬葵 Malva verticillata var. crispa，再结

合其所述产地为“雍州南山溪及华州，山谷涧间”

（“雍州”即今西安西北部，辖境相当今陕西咸阳西

北部、宝鸡全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区域［33］；“华

州”即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判断为今款冬花

T. farfara。《急就篇》记载：“款东，即款冬也。亦曰款

涷，以其凌寒叩冰而生，故为此名也。生水中，华紫

赤色。一名兔奚，亦名颗东。”其记载了款冬的生境

及 形 态 ，所 述 的 生 物 学 特 征 与 今 所 用 款 冬 花

T. farfara 基本一致。

宋代《本草图经》［17］载：“款冬花，出常山山谷及

上党水旁。今关中亦有之。根紫色，茎青紫，叶似

注：A.药材；B.花蕾

图 1　款冬花药材及其花蕾

Fig. 1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of Farfarae F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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萆薢。十二月开黄花，青紫萼，去土一、二寸，初出

如菊花萼，通直而肥；实无子。则陶隐居所谓出高

丽百济者，近此类也。又有红花者，叶如荷而斗直，

大者容一升，小者容数合，俗呼为蜂斗叶，又名水斗

叶。则唐注所谓大如葵而丛生者，是也。十一月采

花阴干。或云花生于冰下，正月旦采之。郭璞注

《尔雅》颗冻云：紫赤花，生水中。冰、水字近，疑一

有误。而傅咸《款冬赋序》曰：余曾逐禽，登于北山，

于时仲冬之月也，冰凌盈谷，积雪被崖，顾见款冬炜

然，始敷华艳，当是生于冰下为正也。”记载了 2 种植

物，第 1 种植物分布于“常山”（今河北石家庄市）、
“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关中”（今陕西省中部），
与今款冬花分布于华北和西北地区情况一致。“根

紫色，茎青紫”符合款冬“互生的苞叶，苞叶淡紫色”

形 态 特 点 ；“ 叶 似 萆 薢 ”，今 绵 萆 薢 Dioscorea 

spongiosa ，其叶为卵状心形，与款冬叶“基部叶卵形

或三角状心形”较为相似。“十二月开黄花，青紫萼，

去土一、二寸，初出如菊花萼，通直而肥”，花期为

12 月，萼片紫色，刚开花时形状像菊花一样，有黄色

的舌状花冠，直立而肥，故推测第 1 种植物为款冬花

T. farfara。第 2 种植物为“又有红花者……又名水

斗叶。”根据《本草纲目药物彩色图鉴》［34］对《本草图

经》［17］的分析：“而后一种‘叶如荷’者应是指蜂斗菜  

Petasites japonicus （Sieb. et Zucc.） Fr. Schmidt。本

品花为白色，说是红花恐有误。”推测第 2 种植物与

今款冬花不是同一种植物，疑为今蜂斗菜。《本草图

经》［17］附款冬花图 4 幅，见图 3。结果显示，秦州（今

甘肃天水市）款冬花（图 3A）、潞州（今山西长治市）
款冬花（图 3B）为采收时节的植物图，其头状花序生

根上，多个成簇状，花的总苞片 1~2 层，且花茎细小，

叶心型，不论是形态还是产地，均与菊科植物款冬

T. farfara 一致。而耀州（今陕西省铜川市）款冬花

（图 3C）花茎先于叶生，花茎较长，总苞片多而长大，

披针形苞片，且花茎粗大，头状花序多数，应为菊科

植物蜂斗菜 P. japonicus。晋州（今河北晋州市）款
冬花（图 3D）叶基生，微抱茎，无叶柄，与款冬有长叶

柄不符，其基原有待进一步考证。

明代《救荒本草》［35］记载：“茎青，微带紫色，叶

似葵叶，甚大而丛生，又似石葫芦叶，颇团。开黄

花，根紫色。”其对款冬花的叶和花进行了描述，并

附原植物图片，见图 4A。图中可见长叶柄的阔心形

叶，故推断为今款冬 T. farfara。《本草品汇精要》［36］

所附款冬花图与《本草图经》［17］相似，为转绘彩图，

图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本草蒙筌》［37］记载款冬蕊

“生常山山谷及上党水旁。叶大成丛似葵，花出根

下如菊。”产地为《名医别录》［14］转述，“叶似葵”和

“花出根下如菊”与今款冬 T. farfara 的特征一致，万

卷楼版《本草蒙筌》［37］所附“晋州款冬花”亦转绘自

《本草图经》［17］中晋州款冬花，见图 4D。《本草纲

目》［19］只引前人所说，无新增形态描述，其所附潞州

款冬花图、秦州款冬花图见图 4B 和见图 4C，系《本

草图经》中潞州款冬花、秦州款冬花 2 幅图的转绘。

明代其他本草如《本草原始》［38］、《本草汇言》［39］及

《本草乘雅半偈》［40］对款冬花的描述均引自《本草图

经》［17］，《本草原始》［38］所附款冬花图见图 4E-图 4G，

其中“黄花者”只能看出头状花序的花蕾，无叶片等

其他性状特征；“花腹中有丝”者可见其花蕾撕开后

的白色丝状绵毛，以及鳞片状互生的苞叶；而“紫花

者”也可见其明显的鳞片形苞片，“紫色”应是其初

时淡紫色的苞片。此三者均为菊科植物款冬花

T. farfara。清代《本草备要》［41］和《本草从新》［42］均载

款冬花“十一二月开花如黄菊，微见花未舒者良。”

这 2 本古籍中均未提及植物或药材形态，虽然花期

与《中药志》［8］中的“12 月为盛产期”描述一致，但从

中不能判别植物来源。《植物名实图考》［20］记载：“今

注：A.款冬；B.冬葵

图 2　款冬与冬葵的比较

Fig. 2　Comparison of Tussilago farfara and Malva verticillata var.  

crispa

注：A. 秦州款冬花；B. 潞州款冬花；C. 耀州款冬花；D. 晋州款

冬花

图 3　《本草图经》所附款冬花

Fig. 3　Farfarae Flos in Bencao Tu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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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湖南亦有此草，俗呼八角乌。”，从所附植物图

的形态上可以看出，其叶的形态为掌状网脉，阔心

形，具长叶柄，头状花序，与款冬在《中国植物志》［30］

中“边缘有多层雌花，花冠舌状”的描述不符，判断

其并不是正品款冬，见图 4H。而其所述八角乌即今

菊科大吴风草属植物大吴风草 Farfugium japonicum

的别称，结合《中国植物志》［43］所附大吴风草图片，

发现阔心叶及头状花序与之一致，见图 4I。

2.2　近现代学名及基原考证     1790 年，卢雷罗根据

对越南北部和中国广西等地的植物调查结果，将粤

语拼音“Koan tun hoa”“Khoan doung hoa”考订为款

冬花的学名 Tussilago farfara，该拉丁学名即为款冬

T. farfara Carolus Linnaeus［44］。1829 年《泰西本草名

疏》［45］将款冬考订为 T. petasites Linn.，该学名最早

是卡尔·彼得·通贝里于 1784 年发表在《日本植物

志 》［30］ ，目 前 作 为 菊 科 植 物 蜂 斗 菜 Petasites 

japonicus （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Joseph Gerhard 

Zuccarini） Carl Johann （Ivanovič） Maximowicz 的异

名。1844 年《本草图谱》［46］所附款冬花彩图见图 4J。

图中款冬花基生叶卵形或三角状心形，后出基生叶

宽心形，头状花序单生花葶顶端，总苞钟状，披针形

或线形，带紫色，即为款冬花 T. farfara L.。1915 年，

大沼宏平等［47］对《本草图谱》［46］中的彩图进行了基

原考订，将款冬花的学名考订为 P. japonicus Miq.，

即今蜂斗菜。1856 年《草木图说》［48］前篇中附彩图

1 幅，见图 4K。图中描绘的款冬苞叶长卵状，钝而

具平行脉，无叶柄，薄质，紧贴花葶，且头状花序多

数，与今款冬的阔心形叶在形态上有很大差异。结

合《中国植物志》［30］中的蜂斗菜图，见图 4L，可知当

时日本学者将蜂斗菜作为款冬的来源。1871 年《中

国本草的贡献》［49］记载款冬花名为 Coltsfoot.，为今

款冬的英文名。其在文中描述道：“在中国和朝鲜

有两种品种，其带有紫色的苞片和未开放的黄色小

花，在中国药学中使用的方法与在英国流行的医学

注：A.《救荒本草》款冬花；B.《本草纲目》潞州款冬花；C.《本草纲目》秦州款冬花；D.《本草蒙筌》晋州款冬花；E.《本草原始》黄花者；F.《本草

原始》花腹中有丝；G.《本草原始》紫花者；H.《植物名实图考》款冬花；I.《中国植物志》大吴风草；J.《本草图谱》款冬花；K.《草木图说》款冬；L.《中

国植物志》蜂斗菜；M.《植物学大辞典》款冬；N.《中国药学大辞典》款冬花；O.《中国药学大辞典》款冬花；P.《中国药物标本图影》款冬；Q.《中药

志》（第 1 版）款冬；R.《中药志》（第 1 版）款冬花；S.《中国药用植物图鉴》款冬；T.《药材学》款冬

图 4　不同历史时期本草所附款冬花

Fig. 4　Farfarae Flos attached to materia medica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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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的方法大致相同。”描述的植物形态“带有紫

色的苞片和未开放的黄色小花”与今款冬 T. farfara 

L. 相符。1874 年《草木图说目录》［50］将款冬学名命

名为 P. japonicus Miq.，即今蜂斗菜，Miq. 即该学名

的 定 名 人 德 国 植 物 学 家 Friedrich Anton Wilhelm 

Miquel（弗里德里希·安东·威廉·米克尔）。
俄国学者埃米尔·布雷特施奈德是较早用现代

分类方法调查研究中国植物的外国学者之一，在

《先辈欧人对中国植物的研究》［51］中，布雷特施奈德

认为日本与中国的款冬花不是同一来源，其在转载

《交趾植物志》中款冬花考订结论“Tussilago farfara. 

Linn.”下 注 解 到 ：“ 在 日 本 款 冬 认 为 是 Petasites 

japonicus. Miq.”。同样，1884 年《植物名汇》［52］记载

款冬为菊科植物，亦将基原定为 P. japonicus Miq.，

显然在日本将蜂斗菜作为款冬使用。1888 年《亨利

氏 中 国 植 物 名 录》［53］记 载 ：“ 葫 芦 包 叶 ，Petasties 

japonica， S.&Z. 在日本这种植物是款冬花，但是在

宜昌，枇杷干了的花被称为这个名字。中药冬花的

来源，是从四川出口的，我认为从天津出口的还不

被知道。”说明款冬花在中国和日本存在混淆的情

况，并且在中国宜昌，枇杷的花也被用作款冬花；还
说明款冬花产地为四川，而产自天津的没有人知

道。布雷特施奈德在 1895 年《中国植物》［54］款冬花

条下，对历代本草中的款冬花别名进行了梳理：“大

约十年前，我把从北京一家药店买到的款冬花药

材，寄给了我已故的朋友马克西莫维奇。他发现这

是一个款冬花的花蕾，并观察到这个属迄今为止还

没有在中国被采集过，但在日本和中国，一个同属

植物 Petasties japonicus Miq. 已经记载。”其所述日

本所载蜂斗菜系参考自松村任三的结论。1895 年

《改 正 增 补 植 物 名 汇》［55］将 款 冬 基 原 修 订 为

T. farfara L.，更正了 1884 年蜂斗菜的考订结论。

1912 年《增订草木图说》［56］中转绘了《草木图说》［48］

中的彩图，并重新校正了日本款冬植物的学名为

P. japonicus Miq.，可见这里也将蜂斗菜当成了款冬

花入药。

1911 年《中药植物王国》［57］中概括了款冬花的

形态、别名和功效，并将其学名定为 T. farfara，指出  

“款冬是在西方国家常用的药材，它开花的花茎，略

带有紫色的苞片和花蕾被当做中药使用。在中国

和韩国有两个品种，其中一个有大花。这种植物有

很多名字，其中一个是橐吾（Farfugium kaempferi）
（为今大吴风草的异名［43］），名称的由来是指其开花

较早以及它的抗寒性。”根据其描述的“紫色的苞片

和花蕾”及“名称的由来是指其开花较早以及它的

抗寒性”可知，此处描述的款冬花与现今一致。

1912 年《华英字典》［58］记载：“款冬的小根被用作补

药；款 冬 花 即 Coltsfoot，学 名 为 Tussilago farfara， 

L.。”其所载款冬花与现今一致。1915 年《改订植物

名汇》［59］对我国及国外不同时期古籍中的款冬花来

源 进 行 了 考 证 ：“ ① Eriobotrya japonieus Miq.

（Eriobotrya 为今枇杷属）为《汉英韵府》《亨利氏中

国植物名录》中的款冬花；②Ligularia kaempferi（为

今大吴风草的异名）为《植物名实图考》中的款冬

花；③ Tussilago farfara， L. 为《救荒本草》《汉英词

典》《交趾植物志》《中国经济植物学论丛》中的款冬

花 。”其 所 述 的 3 个 来 源 分 别 为 枇 杷 E. japonica 

（Thunb.） Lindl. 的花蕊、菊科大吴风草属植物大吴

风 草 Farfugium japonicum （L. f.） Kitam. 及 款 冬

T. farfara L.。

1918 年《植物学大辞典》［60］将款冬花命名为

P. japonicus Miq.，与 1911 年《和汉药考》［61］（该书由

丁福保翻译成中文，名为《新本草纲目》）命名一致，

并转录了《和汉药考》中的内容：“款冬，菊科款冬

属，生于山野，亦有栽培于园圃者。多年生草本，茎

高二尺余，叶大，圆肾形。叶柄长，花茎有叶，长卵

形，互生。顶上着以数个头状花序，花皆为筒状花

冠，带白色，此植物之叶柄。”再结合《植物学大辞

典》附 图 可 知 ，此 为 蜂 斗 菜 P. japonicus （Sieb. et 

Zucc.） Maxim.，见图 4M。 1931 年《中国北部之药

草》［62］对款冬花进行了总结，其认为中国所属该植

物 计 有 P. japonica Siebold et Zucc.，P. tricholobus 

Franch.，P. saxatilis （Turcz.） Kom.等，日本学者以为

中国本草之款冬花乃 Petasites（今蜂斗菜属）之类，

又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的橐吾 L. kaempferi Siebold 

et Zucc. 拟 为 款 冬 。 在 朝 鲜 境 内 ，将 P. japonica 

Siebold et Zucc.栽培，P. saxatilis （Turcz.） Kom.则见

于北部白头山高原。又在朝鲜的高山及北部的原

野上，生有 L. sibirica （L.） Cass.及类似品种很多，山

间的村民只将其当成蔬菜来食用。以上拉丁学名

经考证，P. japonica Siebold et Zucc. 为蜂斗菜异名，

P. tricholobus Franch. 为今毛裂蜂斗菜，P. saxatilis 

（Turcz.） Kom.为今长白蜂斗菜的异名，L. kaempferi 

Siebold et Zucc. 为今大吴风草的异名，L. sibirica 

（L.） Cass. 为橐吾等植物。文献［62］阐述了款冬的

来源被误认为是菊科蜂斗菜属，日本学者认为日本

的橐吾即是款冬。蜂斗菜属植物蜂斗菜和长白蜂

斗菜虽在朝鲜有栽培或分布，但未作为款冬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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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头注国译本草纲目》［63］及 1934 年《邦产

药用植物》［64］均将款冬花的学名订为 T. farfara L.。

1935 年《中国药学大辞典》［65］是汇集式文献，总结了

自唐、宋、明、清及近代学者对款冬花功效和方剂的

描述，并绘制了 2 幅款冬图，其中一幅（图 4N）转绘

自《植物学大辞典》；另一幅（图 4O）其花冠并不是管

状，且没有苞片，故推断 2 幅图不是正品款冬，而是

现今蜂斗菜。1935 年《中国药物标本图影》［66］附图

（图 4P）中的款冬花花葶，苞片紫红色，鳞片状，可知

为今款冬。1936 年《本草新注》［67］和 1946 年《和汉药

名汇》［68］均将款冬花来源确定为 2 个，即 T. farfara L.

和  P. japonicus Miq.，其中文献［68］中指出日本款冬

花为 P. japonicus Miq.，即今蜂斗菜。《中药志》［8］在

正文中只收载了 1 种款冬花，并指出原植物只有

1 种，即菊科植物款冬 T. farfara L.，其形态及药材图

见图 4Q 和图 4R。《中药志》［8］附注中记载：“在陕西

的款冬花商品中，会发现另一种菊科植物蜂斗菜

Petasites japonica Miq. 的花，今市售款冬花商品中

未有发现。”可见，在陕西有将蜂斗菜用作款冬花商

品的情况，但应将款冬花作为正品商品出售。此后

的大部分著作均只收录了 1 种款冬花，如《中国药用

植物图鉴》［69］（图 4S）、《药材学》［70］（图 4T）所附图中

植物与《中药志》［8］中所附的形态基本一致；1963、

1977 年 版《中 国 药 典》［71-72］，以 及《新 华 本 草 纲

要》［73］、《新编中药志》［74］和《中药品种理论与应

用》［75］等 记 载 的 款 冬 花 均 只 有 1 个 来 源 ，即

T. farfara L.。《中药材品种论述》［76］总结了款冬花来

源及其混淆品：“商品款冬花，其植物来源有二，在

全国范围内应用最广的一种确为真正的款冬，即

Tussilago farfara L.，在西南、西北、华北等地均有分

布；而在西北地区如陕西、甘肃一带，又产一种蜂斗

花 Petasites japonicus，在商品中时而也作款冬入药。

不仅中国如此，日本也有此等类似情况，蜂斗花嫩

穗在日本民间亦用作镇咳药。”说明款冬在中国和

日本存在混用的情况。1970 年《和汉生药》［77］记载

款冬花原植物为 T. farfara L.，并记录在日本的款冬

花命名为 P. japonicus （Sieb. et Zucc.） Maxim.（今蜂

斗菜）。《中药材品种论述》［76］亦记载：“此二者疗效

虽然相似，而入药历史亦均久长。但古人亦知有所

分 别 ，故 作 为 药 用 款 冬 花 来 说 ，仍 以 Tussilago 

farfara L. 为正品，而蜂斗花则可视为地区习惯用

药 。 除 了 蜂 斗 花 外 ，其 同 属 植 物 Petasites 

tricholobus Fr.（今毛裂蜂斗菜）在陕西亦同时作款冬

入 药 。 此 外 ，甘 肃 岷 县 老 乡 尚 有 称 菊 科 橐 吾

Ligularia tussilaginea Makino 为款冬者。”可见，会

将蜂斗菜等同属植物作为款冬入药。

综上所述，通过对古代本草基原考证及近现代

基原学名考证，结合历代本草附图可知，并非所有

植物均与今款冬植物相符，基原存在异物混用现

象。中国与日本所用基原不尽相同，我国主流基原

为菊科植物款冬 T. farfara L.，日本古籍和近代文献

中将蜂斗菜 P. japonicus （Sieb. et Zucc.） Maxim. 作

为款冬。在我国陕西、甘肃一带，商品中有时也将

蜂斗菜作款冬入药，但应以菊科款冬 T. farfara L.为

主流基原。

3 性味功效及用法变迁

款冬花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1］，曰：“味辛，

温。主治咳逆上气，善喘，喉痹，诸惊痫，寒热邪

气。”随后魏晋时期《名医别录》［14］增加了款冬花的

性味“甘”及“无毒”的偏性。五代《日华子本草》［78］

对款冬花的功效记载为“润心肺，益五脏，除烦，补

劳羸，消痰，止嗽，肺萎，吐血，心虚，惊悸，洗肝明

目，及中风等疾。”宋代《本草图经》［17］记载了款冬花

治疗咳嗽的使用方法：“熏法：每旦取款冬花如鸡子

许，少蜜拌花使润，纳一升铁铛中。又用一瓦碗钻

一孔，孔内安一小竹筒笔管，亦得其筒稍长，作碗铛

相合及插筒处，皆面泥之，勿令漏气。铛下著炭火，

少时款冬烟自从筒出，则口含筒，吸取烟咽之。如

胸中少闷，须举头，即将指头捻筒头，勿使漏烟气。

吸烟使尽止。凡如是五日一为之。待至六日，则饱

食羊肉脯饪一顿，永瘥。”明代《本草蒙筌》［37］记载了

与款冬花相恶、相畏及相使的中药：“恶硝石、皂荚、

玄参，畏麻黄、辛夷、贝母，仍畏四味芩连芪葙。黄

芩、黄连、黄芪、青葙。使杏仁，宜紫菀。”历代本草

中记载的款冬花性味功效大多与 2020 年版《中国药

典》［2］一致，详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78-80］。

4 产地变迁及历代品质评价

4.1　产地变迁     款冬花最初产于河北和山西，《名

医别录》［14］记载其“生常山及上党水傍。”“常山”即

今河北石家庄市，“上党”即今山西长治市。南北朝

《本草经集注》［31］记载：“第一出河北，其形如宿莼，

未舒者佳，其腹里有丝。次出高丽百济，其花乃似

大菊花。次亦出蜀北部宕昌，而并不如。”以当时的

“河北”即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今河北省及其相邻

地区）所产者为最；其次是“高丽百济”，今朝鲜半

岛；此外，还有“蜀北部宕昌”，即今甘肃陇南市。唐

代《新修本草》［32］记载：“今出雍州南山溪及华州，山

谷涧间。”产区在现在甘肃省和陕西省。明代《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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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35］又将产区增加了广东和河南：“生常山山谷

及上党水旁，关中蜀北宕昌、秦州（今甘肃天水市）、
雄州（今河北雄县）皆有。今钧州密县（今河南新密

市）山谷间亦有之。”之后的著作中基本对款冬花的

产地无太大变动，将其产区固定为河北、山西、陕

西、甘肃和河南。近现代文献记载款冬花“以河南

产量最大，而以甘肃灵台、陕西榆林为佳。”目前款

冬花主产于甘肃定西、陇西等地，河北承德围场及

张家口蔚县等地也有栽培。历代款冬花产地记载

情况详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81-88］。

4.2　品质评价     最早有关款冬花商品等级描述的

古文献，为南北朝《本草经集注》［31］，曰：“第一出河

北，其形如宿莼、未舒者佳，其腹里有丝。次出高

丽、百济，其花乃似大菊花。次亦出蜀北部宕昌，而

并不如。其冬月在冰下生，十二月、正月旦取之。”

记载了不同产地款冬花有等级之分，以黄河以北的

广大地区（今河北省及其相邻地区）质量最好，质量

较好的在高丽百济（今韩国）、蜀北部宕昌（今甘肃

宕昌一带）。植物形态上，十二月、正月时形如宿

莼、未舒者佳，其腹里有丝。 1963 年版《中国药

典》［71］记载款冬花以朵大、颜色紫红、无花梗者为

佳。朵小、色棕黄、带有短嫩梗者质次。其花梗老

者不可入药。1977 年版《中国药典》［72］则认为其以

朵大、色紫红、花梗短者为佳。木质老梗及已开花

者不可供药用。综合历代本草文献考证，确定款冬

花的品质评价以个大、肥壮、色紫红、无花梗者为

佳。具体品质对比详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88-90］。

5 采收加工与炮制

款冬花的采收加工在历代本草中记录较少，药

用部位由最开始的花，逐渐变成花蕾，仅少量文献

记载为“十一二月采花，阴干”，此季节应为款冬花

的花蕾期。炮制方法始于《雷公炮炙论》［91］，曰：“凡

采得，须去向里裹花蕊壳，并向里实如栗零壳者。

并枝叶，以甘草水浸一宿，却取款冬叶相拌裹一夜，

晒干去叶用。”此后的本草著作中，炮制方法均与此

相近。蜜制款冬花始载于明代《本草通玄》［92］，曰：

“蜜水拌，微火炒。”其所记载炮制方法较为简单，现

代比较系统且明确的炮制方法出自《中药志》［8］“炙

款冬花：取拣净的款冬花……不粘手为度，取出，放

凉即成。”现代研究发现，蜜制款冬花采用甘草蜜复

制和甘草蜜炙工艺者为佳［93］。款冬花的采收加工

与炮制记载详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94-101］。

6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历代本草的考证可知，主流

以菊科植物款冬 T. farfara 为款冬花的正品基原，尚

有菊科植物蜂斗菜也曾入药的情况，在陕西等地作

为地方习用品。 1963 年后全国以时行《中国药

典》［71］为标准，将款冬花的基原统一为菊科植物款

冬 T. farfara 的干燥花蕾，品质评价以个大、肥壮、色

紫红、无花梗者为佳。1977 年版《中国药典》［72］中以

朵大、色紫红、花梗短者为佳。木质老梗及已开花

者不可供药用。历代本草中记载款冬花的性味功

效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较为一致，且无毒。但现

代研究表明款冬花中含有多种吡咯里西啶类生物

碱（PAs），此类成分具有较强肝毒性，长期服用可能

存在较大用药安全风险，建议在药材标准中尽快建

立对 PAs 的限量检查及服用的风险提示，完善质量

标准［102］。蜜制款冬花始载于明代《本草通玄》［92］，其

后炮制方法逐渐系统。基于以上考证，建议在开发

含款冬花的经典名方时，明确并固定其基原和产

地，使用菊科植物款冬 T. farfara，产地选择河南、甘

肃和陕西，严格控制产品质量，稳定产品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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