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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名方中鸦胆子的本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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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查阅历代本草典籍及现代文献资料，笔者对鸦胆子的名称、基原、产地、采收加工、炮制、性味归经、功能主

治、禁忌毒性等进行本草考证，梳理其古今药用沿革，为含鸦胆子药材的经典名方开发提供参考依据。经考证可知，鸦胆子自

清代始入本草，历代本草多以“鸦胆子”为正名，另有老鸦胆、苦参子、鸦蛋子等别名。鸦胆子主流基原为苦木科鸦胆子属植物

鸦胆子 Brucea javanica；药用部位为果实，采收期为每年阴历 8—10 月，果实成熟即可采收。鸦胆子最早分布于福建、广东、广

西一带，随着时代变迁，逐步扩大至我国南方等地均有产。鸦胆子的传统炮制方式以去壳取仁，作霜捶去油为主。2020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其炮制方法为除去果壳及杂质。基于考证结果，建议开发包含鸦胆子的经典名方时，选取鸦胆子

B. javanica 的干燥成熟果实入药，原方未明确注明炮制要求的可以选用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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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consulting the ancient herbal books and modern literature， this paper has carried out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name， origin， place of origin，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and other contents of 

Bruceae Fructus， combed its ancient and modern medicinal history，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containing Bruceae Fructus. Through the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It 

can be verified that， since the Qing dynasty， Bruceae Fructus has been recorded in the materia medica， most of 

the materia medica in previous dynasties took Bruceae Fructus as its proper name， and Laoyadan， Kushenzi and 

Yadanzi as the aliases. The main origin of Bruceae Fructus is Brucea javanica， its medicinal part is the fruit， 

which is harvested from August to October every year， the fruit can be harvested when it is ripe. Bruceae Fructus 

was first distributed in Fujian， Guangdong and Guangxi， and gradually expanded to the south of China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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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of time. The traditional processing method of Bruceae Fructus is mainly to remove the shell and kernel， 

and remove the oil by frosting. The 2020 edition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stipulates that its processing method 

is to remove the shell and impuriti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dried mature fruit of 

B. javanica should be select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containing this herb， and the 

raw products can be used if the original formula does not specify the processing requirements.

［［Keywords］］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Bruceae Fructus；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name； origin； place 

of production； processing

鸦胆子为果实类药材，味苦，性寒，归大肠、肝

经，具有清热解毒、截疟、止痢之功效，外用腐蚀赘

疣，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痢疾、疟疾，外治赘疣、鸡

眼等。202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

《中国药典》）明确规定鸦胆子基原为苦木科植物鸦

胆子属鸦胆子 Brucea javanica 的干燥成熟果实，秋

季果实成熟时采收，除去杂质，晒干［1］。其首载于清

代《生草药性备要》，至今已有 300 余年药用历史［2］。

诸多古代名方含有该药材，如《本草纲目拾遗》［3］引

《医碥》鸦胆丸、《吉云旅抄》里急后重方、《医宗汇

编》痢疾神方等；诸多中成药如久痢丹［4］、红白痢症

丸［5］、肉刺散［6］等也含有该药材，由于鸦胆子对胃肠

道有一定刺激性，故内服多以去壳取仁包龙眼肉服

用为主，以甘温之品包裹防止伤胃。

近现代以来，诸多学者对鸦胆子进行了本草考

证。例如，《中药材品种论述》［7］中明确指出，正品鸦

胆子应为樗树科鸦胆子树 B. javanica 的果实，中医

处方常用的“苦参子”（苦榛子）亦即此物，而非豆科

苦参 Sophora flavescens 的种子；《中华本草》［8］记载

鸦胆子之名首见于《本草纲目拾遗》，所述鸦胆子植

物形态特征与现时所用一致；邹婧等［9］对鸦胆子的

名称、产地、植物形态等进行了本草考证。然而，已

有研究对鸦胆子的品质评价、采收加工及炮制方法

等方面论述较少，且相关考证较为简单，未按照历

史发展脉络梳理考订。近年来，鸦胆子油乳注射液

用于临床辅助肿瘤治疗效果显著，常结合联合放疗

方式用于肺癌、肠癌、胃癌等的预后。虽然《古代经

典名方目录（第一批）》未收载包含鸦胆子的经典名

方，但其作为清热解毒之要药，截疟止痢之功较佳，

且作为抗肿瘤辅助药物广泛用于临床，又因诸多本

草典籍均含有此类方剂，故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的

本草考证。基于此，笔者拟根据不同时期鸦胆子的

历史发展脉络，梳理其名称、基原、产地变迁、采收

加工、炮制、性味功效等内容，为保证鸦胆子的临床

用药安全及其经典名方开发提供参考。

1 名称考证

鸦胆子一名首载于清代《生草药性备要》，以

“老鸦胆”作为正名收录，但未对原植物形态进行描

述，可能由于鸦胆子色黑如鸦，味苦如胆，故名老鸦

胆［10］。关于鸦胆子名字的由来，《医碥》［11］载有“鸦

胆子”并附有“鸦胆丸”一方，但未进行释名。《本草

纲目拾遗》将其收载为“鸦胆子”并记载：“一名苦参

子，一名鸦胆子。出闽广，药肆中皆有之。形如梧

子，其仁多油，生食令人吐，作霜捶去油，入药佳。”

首次将“鸦胆子”的别名收录为“苦参子”，可能是由

于 鸦 胆 子 在 外 文 文 献 中 通 常 被 称 为 Kosam 或

Khosam seeds，指苦参的粤音，可见该药最早引起印

度尼西亚的爪哇及越南等地人注意，该地华侨通用

粤语，故名［12］。再者，鸦胆子之名主要以其形、色、

味而得名，《本草纲目拾遗》将其药材形态描述为

“形如梧子”，梧桐的果实呈球形，大小与鸦胆子相

似，表面均具有不规则的网状皱纹，而苦参的种子

表面光滑，苦参种子的形态与鸦胆子相差甚远，显

然豆科植物苦参子不具有此类特征，可见此处描述

的并非为苦参的种子。“其仁多油”为鸦胆子药材的

典型特征之一，且豆科植物苦参子不具油性，可见

此处苦参子正为鸦胆子别名，而并非今之豆科植物

苦参的种子。此外，《本草纲目拾遗》又引《吉云旅

抄》中所言鸦胆为“苦榛子”，可能以鸦胆子味极苦，

且外观大小形似榛子而得名。榛子又称山板栗、棰

子等，因其果实黄褐色，形态近类球形，果肉淡黄白

色，鸦胆子形态与其相似，多具有苦味，故而得名。

早期部分本草将豆科植物苦参 S. flavescens 的

种子苦参子与鸦胆子名称混为一物，同名异物的现

象较为普遍，正如《本草正义》［13］记载：“苦参子，一

名鸦胆子……其味极苦，专主诸痔及滞下，大有神

效。其功用亦与苦参相类。其仁多油而气味甚烈，

入胃易致引呕，故皆去油作丸，或囫囵吞之。”鸦胆

子味苦且多具有刺激性，而苦参作为豆科植物，其

种子多具有豆腥味但气味不甚烈，且苦参主要含有

生物碱类成分［14］，“其仁多油”描述的仅仅为苦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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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鸦胆子 B. javanica。《本草求原》［15］同样以“老鸦

胆”为正名收录。《植物名实图考》［16］称其为“鸦蛋

子”，此命名可能是根据鸦胆子外观呈椭圆形近似

鸭蛋而命名，又因“胆”与“蛋”音似，故推测“蛋”可

能为“胆”讹化音误传而来。近现代以来，诸多医药

典籍均有收录鸦胆子，《医学衷中参西录》［17］中收载

为鸦胆子，俗名为鸭蛋子（“即苦参所结之子”）。并

解释言道：“鸦胆子，一名鸭蛋子，为其形椭圆若鸭

卵也。”可见“鸭蛋子”一名应是以鸦胆子药材的外

观形似鸭蛋而得名。其所言将“鸦胆子”认为是“苦

参所结之子”，系张锡纯未对原植物调查所致误解。

此二者性状各不相同，苦参的种子呈长卵形，稍扁，

表面较为光滑，微有光泽，其颜色较鸦胆子浅，且苦

参子为豆科植物，嚼之有豆腥味，而鸦胆子味苦无

豆腥味，可见鸦胆子非“苦参所结之子”。 1956 年

《现代实用中药》［18］同样将“鸦胆子”作为其正名，附

有别名苦榛子、老鸦胆、鸦蛋子，并解释道：“中药店

习称‘苦参子’，大概是‘苦榛子’的音误，此物并不

是‘苦参’的果实。”可见，此时医药学家已将鸦胆子

与苦参子区分开，并分别作为不同药物名称使用。

《中药材手册》［19］中将“鸦胆子”作为正名，苦参子则

作为别名收载。《中华本草》云：“本品成熟时色黑，

大小如鸟胆、榛子，且味极苦，故有鸦胆子、苦榛子

之名。鸭蛋子、鸭胆子、鸦蛋子等皆为鸦胆子音近

讹字。苦参子亦为苦榛子音讹之名。”

鸦胆子药材名称均根据音近讹字、果实形态特

征进行命名。因其果实形态多似乌鸦的胆，故有老

鸦胆等名。又因其外观椭圆多似鸭卵，故有鸭蛋子

等名，鸦胆子成熟时黑，大如鸟胆、榛子，因味极苦，

故有鸦胆子、苦榛子之名。鸭蛋子、鸭胆子、鸦蛋子

皆为鸦胆子音近讹字。《本草纲目拾遗》首次将其别

名记载为“苦参子”，随后亦有本草著作将“苦参子”

作为正名收录，因音误而有“苦榛子”之名，鸦胆子

俗名“苦参子”并不等同“苦参之子”，二者功效各不

相同，多数本草典籍收录“苦参子”实则为苦木科植

物鸦胆子的果实，使用应注意甄别，切勿混淆使用。

随后本草书籍均以“鸦胆子”作为正名收录，将苦参

子、鸭蛋子、老鸦胆等作为别名收录，后世均沿用此

名称。历代鸦胆子药材名称详见增强出版附加

材料［20-44］。

2 基原考证和学名沿革

清代《生草药性备要》记载：“老鸦胆，味苦，性

平。凉血，去脾家疮，治牛毒，理跌打。”说明鸦胆子

早在畜牧业中也有药用，但行文未言及鸦胆子原植

株形态。《本草纲目拾遗》首次对鸦胆子果实特征做

了较为详细描述：“形如梧子，其仁多油……其形似

益智子而小，外壳苍褐色，内肉白有油……用小铁

锤轻敲其壳，壳破肉出，其大如米。”鸦胆子果实呈

卵形，黑色至棕色，表面可见不规则隆起网状皱纹，

两侧倶明显棱线，顶端渐尖，种子呈卵形，淡黄白

色，见图 1A［45］。言及“形如梧子”，干燥的梧子呈球

形，状如豌豆，直径 6~8 mm，黄棕色至深棕色，表面

皱缩成网纹状。外层种皮较脆，易破裂，剥开外层

种皮，可见内有肥厚的淡黄色胚乳，与鸦胆子形态

较为相似［46］，见图 1B［47］；又形似益智子之小，益智的

果实呈纺锤形或椭圆形，两端渐尖，长 1.2~2 cm，直

径 1~1.3 cm，表面棕色至灰棕色，果实外形与鸦胆子

形态颇为相似［1］，见图 1C［48］。可见《本草纲目拾遗》

所载鸦胆子即为今鸦胆子 B. javanica。

清代《植物名实图考》对鸦胆子仅简要记载：

“小树圆叶，结实三粒相并，中有一棱”，并附有药

图。据吴其濬所言，“小树”为灌木或小乔木，“圆

叶”可见叶形为卵圆形，“结实三粒相并”正如《中国

植物志》所载“核果 1~4 枚，分离”。《植物名实图考》

的植物形态描述与《中国植物志》较为吻合，在描述

上虽略不同于今鸦胆子原植株，结合附图可见其叶

呈卵状披针形，为奇数羽状复叶，有毛，叶片边缘具

三角形粗锯齿，小叶柄短，叶片上面疏被柔毛，下面

密被柔毛，脉上尤密，每一复叶分枝 3~6 枚叶子，见

图 2。上述特征与《中国植物志》所述鸦胆子原植株

基本一致。再者，其果实生长形态的描述“结实三

粒相并，中有一棱”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所载“两

侧有明显的棱线”基本相符，故可明确此处描述的

即为鸦胆子 B. javanica。《中国植物志》收录我国苦

木科植物共有 3 属 10 种，其中鸦胆子属植物仅 2 种，

即鸦胆子 B. javanica 和柔毛鸦胆子 B. mollis。二者

虽为同属植物，但在植物形态上略有不同，鸦胆子

嫩枝、叶柄和花序均被黄色柔毛，果实成熟时灰黑

色，且表面可见不规则的网状皱纹；而柔毛鸦胆子

注：A.《药材学》鸦胆子；B.《中国中草药图典》梧桐子；C.《中药

鉴定学》益智仁

图 1　果实类药材的鉴别

Fig.  1　Identification of fruiting medicina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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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嫩枝仅微被柔毛，且枝条为红紫色，密布白色皮

孔，核果干后红褐色，具浅网纹。《医学衷中参西录》

记载鸦胆子“为其形椭圆若鸭卵也”“大如梧桐子，

外有黑硬皮”“其味极苦，实为苦参所结之子”。可

见张锡纯误将鸦胆子认为苦参所结的种子，实则将

2 种不同药材混为一物。豆科植物苦参 S. flavescens

为草本或亚灌木，叶为单数羽状复叶，互生，叶形多

为椭圆形、卵形、披针形至披针状线形，先端稍尖或

微钝，基部宽楔形，具荚果，呈长条形，内含种子 3~

7 粒，近似球形，棕褐色［49］；而鸦胆子为灌木或小乔

木，叶为奇数羽状复叶，先端渐尖，基部为宽楔形至

近圆形，边缘具有粗锯齿，两面均密被柔毛，核果 1~

4 枚，分离，呈长卵形，成熟时呈灰黑色，干后表面可

见不规则的网状皱纹，内含种仁 1 枚，淡黄白色，近

似卵形。由此特征可知，苦参原植株与鸦胆子明显

不同，见图 3。综上可知，清代本草书籍多以功效主

治记载为主，对于原植株描述较少，诸多学者误将

鸦胆子与苦参子名称混为一物，从而导致鸦胆子与

豆科植物苦参子名称混用现象时常发生。而后医

家张锡纯妙用鸦胆子却也误称其为苦参子，由于二

者名称混淆现象在清朝时期较为常见，导致清朝及

民国时期各本草书籍对鸦胆子真实植株的形态描

述甚少。

近代以来，欧美、日本等诸多学者对我国本草

古籍，以及我国和日本的药用植物进行详细研究并

考订。1753 年，林奈在《植物种志》［50］中首次创立漆

树属 Rhus，将鸦胆子的拉丁学名定为 R. javanica L.，

现已被《中国植物志》作为鸦胆子 B. javanica （L.） 

Merr. 的异名收录。1790 年《交趾植物志》［51］中首次

建立了鸦胆属 Gonus，并且将鸦胆子的拉丁名定为

G. amarissimus Lour.，现《中国植物志》已将其作为

鸦胆子的异名收录；并阐明该种植物生境为热带或

亚热带灌丛，与《中国植物志》记载现今鸦胆子生境

极为相似。 1814 年 Hortus Bengalensis［52］将鸦胆子

学名定名为 B. sumatrana Roxb.，现《中国植物志》亦

将其作为鸦胆子异名收载。文献［52］中首次将鸦

胆属 Gonus 重新命名为 Brucea，并在此基础上将其

种加词定为 sumatrana，该词以苏门答腊地名进行命

名，苏门答腊位于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大型岛

屿，可见鸦胆子最早可能来源于印度。此后，《植物

界自然系统概论》［53］和《不列颠植物》［54］中均接受该

命名。1928 年《阿诺德植物园杂志》［55］中将鸦胆子

学名修订为 B. javanica Merr.，在林奈的基础上将鸦

胆子属修订为 Brucea。《中国植物志》将其作为鸦胆

子的正名收录，此命名一致沿用至今。

1946 年《和汉药名汇》中曾指出鸦胆子为大戟

科 Euphorbiaceae 植物，存疑。说明当时学者误将鸦

胆子错认成大戟科植物，对于原植物的记载不明。

1956 年后，各本草书籍对于鸦胆子原植株的记载更

加详细。1960 年《中国药用植物图鉴》［56］将鸦胆子

拉丁名学名收载为 B. javanica （L.） Merr.，对于鸦胆

子原植物的形态描述较为详细：“半常绿灌木，高可

达 3 米，全体密被淡黄色绒毛……叶互生，奇数羽状

复叶，长约 14 厘米，有柄……花腋生，圆锥花序……

花瓣暗紫色……核果椭圆形，黑色，长约 9 毫米，宽

4 毫米，表面有突出网纹。种子卵形，头尖，长约 5 毫

米，淡黄色，富含油质。”并附有鸦胆子原植物图，从

图中可见，叶互生，有柄；叶缘多具有三角形粗锯

齿，先端渐尖；基部呈圆形至楔形；小花为圆锥状花

序腋生于枝条两端，核果三粒相并，呈卵圆形，表面

具不规则网状皱纹；种子呈卵形，头较尖，见图 4A。

经对比后发现该种正为今之苦木科植物鸦胆子

B. javanica （L.） Merr.。同年《药材学》收录鸦胆子

来源为苦木科植物鸦胆子树 B. javanica （L.） Merrill

图 3　《全国中草药汇编》所附苦参

Fig.  3　 Pictures of Sophorae Flavescentis Radix attached to 

Quanguo Zhongcaoyao Huibian

图 2　《植物名实图考》所附鸦胆子

Fig.  2　Pictures of Bruceae Fructus in Zhiwu Mingshi Tuk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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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熟种子。此外，还附注说明《本草纲目拾遗》中

所述“一名苦参子”并非来源于苦参 S. flavescens 

Ait.的种子。1961 年《中药志》（第三册）将鸦胆子拉

丁名收录为苦木科鸦胆子 B. javanica （L.） Merr. 的

干 燥 成 熟 果 实 ，并 且 注 明 B. sumatrana Roxb.、

B. amarissima （Lour.） Desv.为其异名，与《中国植物

志》记载一致；并记载鸦胆子的生活型为灌木，有苦

味，与《中国药用植物图鉴》不同之处在于《中药志》

记载鸦胆子花为红黄色，而《中国药用植物图鉴》和

其他本草书籍均记载其花为暗紫色或紫红色。关

于花颜色不同的记载，应该是由于描述不完全所

致，鸦胆子的雄蕊常常退化，加之花极小，花瓣皱缩

之后会残留较为明显的暗紫色萼片，因此导致整体

呈现为红黄色，其余有关原植株形态描述皆与《中

国药用植物图鉴》相同。此外，《中药志》（第三册）
收录了鸦胆子的原植物图，可见其叶片呈羽状长卵

形，叶缘具有多数三角形的粗锯齿，花较小，腋生较

为狭长，果实呈卵形，三粒相并，且表面多具有不规

则的网状皱纹，同《中国植物志》进行对比，发现其

与鸦胆子 B. javanica （L.） Merr. 十分相近，见图 4B。

1963 年《药材学》记载本品为黄楝树科植物鸦胆子

树 B. javanica （L.） Merrill 的成熟种子，药市以干燥

果实出售。再次将其归为黄楝树科，此后国际统一

将黄楝树科修订为苦木科 Simaroubaceae。同时提

出鸦胆子初开紫色小花，有关植物形态特征记载基

本与 1961 年《中药志》一致。亦附有鸦胆子原植物

图，此图与《中国药用植物图鉴》所附原植物图极为

相似，正为今之鸦胆子 B. javanica （L.） Merr.，见

图 4C。

1963 年版《中国药典》［57］收载鸦胆子为苦木科

植 物 鸦 胆 子 B. javanica Merr. 的 干 燥 成 熟 果 实 。

1964 年《中药材品种论述》载：“其所记载，均与现时

华南盛产而畅销全国的一种樗树科植物鸦胆子树

Brucea javanica （L.） Merr.（Brucea sumatrana 

Roxb.）的果实相吻合。”同时提出中医处方中所用苦

参子、苦榛子亦指此物，但并非为苦参 S. flavescens 

Ait.的种子。1970 年《和汉生药》将鸦胆子学名载为

B. sumatrana Roxb.，转引 Hortus Bengalensis 的考订

结果，与今《中国植物志》收录的鸦胆子异名一致。

此外，《和汉生药》言及其形态为羽状复叶，长 30~

40 cm，小叶密生柔软黄色短毛，甚苦，核果呈黑色，

长度约 1 cm，主要分布于东印度诸岛、南支至台湾

南部的小乔木，与《中国植物志》中收载的鸦胆子

B. javanica （L.） Merr.原植株较为一致。其后《中药

鉴别手册》《新华本草纲要》《中国药材学》《中华本

草》《新编中药志》《中药品种理论与应用》［58］及历版

《中国药典》［59-66］等均将 B. javanica （L.） Merr. 作为

鸦胆子的唯一基原。其中，《新华本草纲要》将其归

为苦木科植物鸦胆子属 Brucea Mill.，虽未提及原植

物的形态特征，根据产地记载可知，主要分布于福

建、广东、广西、云南、海南、台湾等我国南部省份，

与《中国植物志》所收录的主产区一致。此外，《中

华本草》记载其来源于鸦胆子 B. javanica （L.） Merr.

的果实，并将 Rhus javanica L.（该学名系林奈于

1753 年发表在《植物种志》，《中国植物志》已将其作

为鸦胆子异名收录）作为鸦胆子异名收录，其中

Rhus 有漆树属之意，在早期分类学中苦木科植物常

归为漆树科收录。《中华本草》对鸦胆子原植物的形

态描述与附图均与前本草记载一致，见图 5，正为鸦

胆子 B. javanica （L.） Merr.的主流基原。

3 产地考证及品质评价

3.1　产地考证     鸦胆子首见于《本草纲目拾遗》，

载：“出闽广，药肆中皆有之。”其中，“闽广”即今之

福建、广东、广西一带。随后《植物名实图考》仅简

要记载：“鸦蛋子，生云南。”由于鸦胆子药用历史较

短，故未形成良好的道地产区，诸多本草均沿用前

本草对于鸦胆子产地记载，古今记载一致。近现代

注：A.《中国药用植物图鉴》；B.1961 年《中药志》；C.1963 年《药

材学》

图 4　现代典籍所附鸦胆子

Fig.  4　Bruceae Fructus painted in moder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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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各本草典籍均对鸦胆子的产地做了细致归

纳，均认为鸦胆子产于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

州、海南等我国南部省份。自 1960 年《药材学》的出

版起，首次增加中国台湾产地记载，其余产区记载

均沿用前本草记载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将

国外产地纳入在册，鸦胆子在中国乃至全球分布更

加详细明确。鸦胆子主要分布于东半球热带地区，

喜好生长在气候温暖且土壤疏松的滨海地带，以及

草地、灌丛、路旁向阳处，海拔约 950~1 000 m。广

东、广西、福建、云南、海南为我国南部省份，属于亚

热带季风气候，常年气候温暖湿润，尤适宜鸦胆子

的生长。历代鸦胆子产地信息的记载详见增强出

版附加材料［67］。

3.2　品质评价     鸦胆子作为果实类药材，其来源相

对简单，采收即可。历代本草典籍对鸦胆子的品质

未做过多评价，主要以粒大、完整、饱满、种仁白色、

油性足者为佳。在现代研究中，多通过色谱法对其

指标成分的含量测定来评价其质量，如油酸、亚油

酸、棕榈酸、硬脂酸、1，2-油酸 -3-亚油酸甘油酯、甘

油三油酸酯、鸦胆苦醇和鸦胆子素 A 等［68-72］。历代

书籍有关鸦胆子的品质评价记载详见增强出版附

加材料［73-75］。

4 采收加工与炮制

历代本草对鸦胆子采收时期记载均为每年 8—

10 月，秋季果实成熟时采收，如采收过早，晒干后仍

为绿色或黄色，则会影响药材质量，与 2020 年版《中

国药典》秋季果实成熟时采收相符，说明古今记载

基本一致。关于鸦胆子的炮制加工最早可追溯到

清代《医碥》鸦胆丸，曰：“去壳，捶去皮。”《本草纲目

拾遗》记其炮制方法为“作霜捶去油。”《本草纲目拾

遗》引《医宗汇编》中鸦胆子霜方剂对其简要描述：

“去壳纸包，压去油。”可见历代本草多以制霜法作

为鸦胆子主要炮制方式之一，以达到减毒增效作

用。近现代以来，鸦胆子的加工炮制多收载于地方

炮制规范中。《医学衷中参西录》载：“用时去皮……

恒以龙眼肉包之。”《常用中草药手册》在此基础上

新增老鸦胆根的炮制方法。《广西中草药》强调鸦胆

子用时需去壳取仁，且不要破碎。《福建药物志》收

录制霜法与清代鸦胆子制霜法基本一致。1980 年

起，全国各地逐渐将中药材炮制规范收载入册，对

鸦胆子炮制加工方法描述更加详细。《上海市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76］、《湖南省中药材炮制规范》［77］、

《广东省中药炮制规范》均记载除去果壳及杂质，用

时去壳取仁，后续诸多本草典籍皆与其记载一致。

鸦胆子采收加工与炮制方法从古至今基本一

致。采收加工以“秋季果实成熟时采收，除去杂质，

晒干”为主，秋季采果，根全年可采。传统炮制方法

主要以“去壳取仁，作霜捶去油”为主，现行炮制方

法以“除去果壳及杂质”为主。据相关本草书籍记

载可知，鸦胆子有一定毒性，故多以外用为主，少有

内服。外用可通过制霜法降低其不良反应，古人通

常将鸦胆子捣烂作霜涂布于患处，效果显著；由于

鸦胆子味苦性寒且具有毒性，容易腐蚀胃肠道，故

内服多以去壳取仁用之，将其用龙眼肉包裹吞服为

主，以减少胃肠道损伤。2020 年版《中国药典》规定

鸦胆子的炮制方法为除去果壳及杂质，用时以龙眼

肉包裹或装入胶囊吞服，外用适量。综上所述，建

议经典名方中鸦胆子的炮制方式按现行版《中国药

典》规定来执行。鸦胆子历代采收加工与炮制方式

记载详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78-85］。

5 性味归经与功效主治

《生草药性备要》首次记载了鸦胆子的功效：

“老鸦胆，味苦，性平，凉血，去脾家疮，治牛毒，理跌

打。”随后《本草纲目拾遗》增加“治痢，治痔”为其新

功效，并引用“近日闽中板客皆带鸦胆子来，治痔如

神。有患者，以子七粒包圆眼肉吞下，立愈”来说明

鸦胆子的治痔方法和效用。此处首次提及使用龙

眼肉包裹鸦胆子服用的方法，后世多引用。《本草求

原》在此基础上增添“能腐肉”的功效，并增加鸦胆

子叶的功效“叶洗热毒理跌打”。近现代以来，各大

医方典籍对于鸦胆子的功效主治记载更加详细明

确，均认为鸦胆子味苦，性寒，有小毒，为清热解毒、

化腐生肌之要药，可用于治牛毒、理跌打，具有治痢

疗痔之功。1956 年《现代实用中药》首次新增鸦胆

子的泻下作用，其功泻之力同于大黄，并认为鸦胆

子捣碎涂抹于皮肤可起到祛痣的效果，但后世未见

将鸦胆子作为泻下药使用的记载，该效用仍有待于

图 5　《中华本草》所附鸦胆子

Fig.  5　Pictures of Bruceae Fructus attached to Zhonghua Ben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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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考。1959 年《广西中药志》沿用前人记述，在此基

础上增加“外用（油亦可）治皮肤瘤”的功用，鸦胆子

逐渐用于抗肿瘤治疗。自 1960 年《药材学》的出版

以来，首次增加鸦胆子的归经，主要入大肠经，后世

书籍沿用一致。各大本草在传承延续的同时，增加

了不少新功效，与现行版《中国药典》记载基本

一致。

自清代至民国早期，有将鸦胆子用于畜牧业中

害虫的毒杀，1959 年后基本用于抗癌临床一线。鸦

胆子作为外用药，腐蚀赘疣效果较佳，但使用时应

注意保护好周围皮肤，以免对皮肤造成刺激。鸦胆

子味苦性寒，对胃有一定的刺激性，故内服多以去

壳取仁包龙眼肉吞服为主。其毒性成分存在于果

壳及种仁，多为水溶性苦味成分，对中枢神经系统

有一定抑制作用，其急性中毒主要表现为恶心、呕

吐、腹泻、食欲不振、头晕、乏力、中枢神经系统抑

制、尿量减少及过敏性休克，严重者则会引起四肢

软弱甚至瘫痪，不良反应的发生主要因鸦胆子误服

过量所致。鸦胆子性寒，易伤脾胃，且对肝肾有一

定损害，内服应严格控制剂量，以免过量服用，确保

临床用药安全。综上所述，鸦胆子性味功效古今记

载基本一致，药用传承良好，相关记载详见增强出

版附加材料。

6 小结

鸦胆子药用源流较短，自清朝方有本草记载其

药用。其名首载于《生草药性备要》，以鸦胆子果实

形态为原型命名，将其收载为“老鸦胆”。之后《医

碥》将鸦胆子作为正名收载，后世皆以此为正名并

沿用至今。早期本草书籍易将苦木科植物鸦胆子

B. javanica 与豆科植物苦参 S. flavescens 的种子名

称相互混用，直至 1956 年后，医药学家才将鸦胆子

和苦参作为 2 种不同药材使用。历代本草书籍对鸦

胆子的形态描述与附图皆与今之鸦胆子 B. javanica

相符，药用部位以果实为主。鸦胆子产区最早出自

于福建、广东、广西一带，近现代以来，各本草书籍

对于其产地记录更为详细，主要分布于我国南部地

区，该地区气候常年温暖湿润，适宜鸦胆子生长繁

殖。对于其品质评价描述均较为统一，鸦胆子药材

品质皆以粒大、完整、饱满、种仁白色、油性足为佳。

采收期为每年 8—10 月，秋季果实成熟时采收。

2020 年版《中国药典》明确规定鸦胆子炮制需除去

果壳及杂质，内服需用龙眼肉包裹或装入胶囊。故

建议经典名方中涉及鸦胆子药材应按照处方炮制

要求入药，若原方未明确注明炮制要求，可遵循

2020 年版《中国药典》“鸦胆子”的炮制方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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