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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种质沿革及历代质量评价

刘淼琴!彭华胜

!摘要"!栀子为常用清热类中药!除药用外还用于食品或工业染色" 古代很早便有栀子药用和

染用的记载!但历代本草认为二者种质有别" 民国以后!为与#山栀子$区别!染用栀子称#水栀子$"

栀子古代产区最早为河南!明代以后南迁!现以江西%福建为道地" 历代本草非常注重药用栀子的质

量评价!主要依据是外观形态!以及是野生还是栽培" 近代以来!栀子按产地%外观性状等要素划分

为不同的商品规格等级!在外观形态方面和历代本草一脉相承" 对历代本草中栀子的种质%产地%采

收和质量评价进行梳理!分析近代以来栀子商品规格等级的划分要素!可为当前栀子商品规格分级

研究提供本草学依据"

!关键词"!栀子&!山栀子&!水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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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来源于茜草科植物栀子 -&572)%& F&0=%G

)'%720S//&)的干燥成熟果实!具有泻火除烦%清热利

湿%凉血解毒的功效-<.

" 栀子为常用的清热类中

药!除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外!还用于提取工业染料

和食用色素->.

!应用前景广阔" 目前!栀子的质量

评价主要依据外观和产地!市场规格混乱" 笔者从

栀子的种质%产地变迁%采收及质量评价等方面进行

梳理和研究!旨在为栀子的资源利用和商品规格等

级研究提供本草学依据"

758历代栀子均来源于茜草科植物栀子

栀子始载于/神农本草经0!列为中品!但并未

对其形态进行描述" 至宋/本草图经0才首次对栀

子的植物形态做出具体阐述,#木高七八尺" 叶似

李而厚硬!又似樗蒲子" 二三月生白花!花皆六出!

甚芬香!俗说即西域詹匐也" 夏秋结实如诃子状"

生青熟黄!中人深红$

-N.

!并在书中附有#建州栀子$

#江陵府栀子$和#临江军栀子$N 幅图" 其中建州

栀子叶对生!全缘!椭圆形!顶端渐尖!果实长椭圆

形!表面有 P 条纵棱!顶端有细长宿存的花萼&江陵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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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栀子叶近对生或 N 片顶生于枝端!果实较大&临江

军栀子叶轮生%对生!花 P 瓣"

明/本草纲目0详细记载了栀子的果实形态,

#卮!酒器也" 栀子象之!故名" 俗作栀" 栀子11

入夏开花!大如酒杯!白瓣黄蕊" 随即结实!薄皮细

子有须!霜后收之$

-T.

" 清代/本草崇原0记载了栀

子果实的生熟区别!#栀子11五月花开!花皆六

出!洁白芬芳" 交秋结实!如诃子状!生青!熟则黄

赤!其中仁穰亦红赤$

-R.

"

通过古代本草著作中栀子原植物形态特点的描

述!古代栀子特征可总结如下,

!

#木高七八尺$描

述了栀子为灌木这一特性&

"

#叶似李而厚硬$等明

确栀子叶为长圆倒卵形%长椭圆形!叶厚%革质&

#

#入夏开花!大如酒杯!白瓣黄蕊$等说明栀子入夏

开花%花瓣白色%花蕊黄色%酒杯大小%芳香的特点&

$

#夏秋结实如诃子状$ #薄皮细子有须$ #生青!熟

则黄赤$#仁穰亦红赤$等表明栀子果实的特点为,

夏秋结果实!果实形状如诃子!果皮生青熟红!皮薄

子小有须!种仁为深红色" 对照/中国植物志0

-P.中

栀子形态描述!这些特征均与茜草科植物栀子 -&5G

72)%& F&0=%)'%720S//&)相符"

958药用栀子与染用栀子的种质分化

栀子在古代不仅供药用!也作染用" 栀子作染

用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汉代" 汉许慎著/说文解

字0解释#栀$!#黄木可染者也$

-O.

" /植物名实图

考长编0对汉代栀子作染用的盛况有如下记载,

#/汉书+货殖传0云,千亩卮茜" 孟康注云,茜草卮

子!可用染色" 南北朝/述异记0,洛阳有卮茜园"

/汉官仪0云,染园出卮茜!供染御服$

-W.

" /图经本

草0也载,#/货殖传0云,栀%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

言获利之博也$

-N.

!说明汉代栀子栽培作染用已经

规模化!且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栀子用于染色的这

种兴盛之风一直延续到唐代!唐/新修本草0记载栀

子#今皆入染用!于药甚稀$

-=.

"

宋代以后!本草认为药用栀子与染用栀子的种

质有别" 宋/本草图经0,#入药者山栀子!方书所谓

越桃也" 皮薄而圆!小核!房七棱至九棱者佳" 其大

而长者!乃作染色!又谓之伏尸栀子!不堪入药

用$

-N.

" 药用栀子与染用栀子的果实性状不同!药

用栀子皮薄%圆小!染用栀子大而长" 明/本草原

始0

-<M.也持同样观点!该书配有附图并注明栀子色

赤&大栀子染色用"

元代有本草著作认为野生者入药用!栽培者入

染用" 李东垣/珍珠囊补遗药性赋注释0,#生于山

间者为山栀!人家园圃种莳者为黄栀!形肥壮可染

物!惟紧小者为山栀!方可入药$

-<<.

"

明代多认为染用栀子为栽培!果实#形大皮厚

而长$!药用栀子为野生!果实#七棱至九棱!圆小皮

薄$" /本草蒙筌0载,#家园栽者!肥大且长'此号伏

尸栀子(" 只供染色之需!五棱六棱弗计" 山谷产

者!圆小又薄!堪为入药之用!七棱九棱方良$

-<>.

"

/本草汇言0曰,#卮子!入药以山谷产者!又以七棱

至九棱!圆小皮薄者为上" 如家园栽者!形大皮厚而

长!雷氏称为伏尸栀子!只堪染家!入药无力$

-<N.

"

至清!逐渐认识到染用与药用栀子的花不同!且

染用栀子的花香没有药用栀子浓郁" /本经疏证0,

#一云染栀子!花六出!虽香不浓郁" 山栀子!花八

出!一株可香合圃$

-<T.

"

综上所述!自宋代以来!本草著作认为药用栀子

与染用栀子种质不同!药用栀子来自野生品!称为

#山栀子$!其果实特征为圆小皮薄!表面具有七棱

至九棱&染用栀子为栽培品!称为#伏尸栀子$!其果

实为皮厚且大而长"

:58染用栀子与水栀子的演变

明代染用栀子的演变逐渐多样化!除传统的白

花类型外!还有一种红花栀子亦用于染色" /本草

纲目0,#蜀中有红栀子!花烂红色!其实染物则赭红

色$

-T.

" /本草汇言0,#蜀中有一种卮子!其花红色!

其实染物则赭红色$

-<N.

" 清初/花镜0,#昔孟昶十

月宴芳林园!赏红栀子花!清香如梅!近日罕见此

种$

-<R.

" 由此可见红花栀子是栽培过程中产生的新

品种!只用于染色"

另外!明/八闽通志0首次出现#水栀$之名,#有

花开百叶者!名水栀花$X

-<P.

" 此处水栀花即指观

赏用重瓣花的栀子!明代王圻的/三才图会0在#栀

子花$项下也有记载,#一种花小而千叶!出福建!谓

之水栀$

-<O.

" 而清/广群芳谱0记载,#一种花小而

重台者!园圃中品$

-<W.

" 由此得出!水栀子花小%重

瓣!为栽培品!也进一步说明此时期水栀子为观赏用

栀子!不做染料用"

民国/药物出产辨0则正式记载染用栀子为水

栀子,#身长者为水栀!染料用!广西均有出产$

-<=.

"

同时期的/中国药学大辞典0#山栀子$项下分 > 类,

#身短而圆者为山栀!合药用&身长而大者为水栀!

染料用$

->M.

!而在 <=PM 年的/药材学0则载,水栀系

大花栀子树-&572)%& F&0=%)'%720S//&)9$+5-5&)7%<;'G

5& I$K$&的干燥果实!与栀子的形态相似!但叶缘边

为白色!花较大!并有水栀子的附图!从图中得出水

+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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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果实为长椭圆形!长 T36左右-><.

" /中药

志0

->>.

/中药大辞典0

->N.等文献也一致认为水栀子

原植物为大花栀子 -&572)%& F&0=%)'%720S//&)9$+5

35&)7%<;'5& I$K$&" 至此!将染用的栀子称为#水栀

子-&572)%& F&0=%)'%720S//&)9$+5-5&)7%<;'5& I$K$&$"

根据上述!#水栀子$在古代有 > 个不同的种

质,其一是观赏的栀子!特征是重瓣花!如/八闽通

志0/三才图会0/广群芳谱0所载&其二则指染用的

栀子!特征是果实长!根据谢宗万考证即长果栀子

-&572)%& F&0=%)'%720S//&)*5;')3%4&56& ?5Y5Z&,,'

LK$%$

->T.

" 据长果栀子的果实长的特征!应与古代

#伏尸栀子$一致"

;58栀子产区的沿革与变迁

栀子产区始记载于/名医别录0,#一名越桃!生

南阳'今河南省($

->R.

" 其后/千金翼方0

->P.

/新修

本草0

-=.亦有相同记载&至宋!栀子的栽培产地开始

扩大" /本草图经0曰,#栀子!生南阳川谷!今南方

及西蜀州郡'今江南地区%四川省(皆有之!11南

方人竞种以售利" /货殖传0云,卮%茜千石!亦比千

乘之家!言获利之博也"$

-N.说明汉代至宋朝栀子在

河南南阳%四川%江南等地区有广泛分布!但由于染

用栀子的兴起带动巨大的经济效益!致使南方产区

竞相引种!因此扩大了栀子的栽种" 明代!栀子逐渐

形成一些南方省份的地道产区!如江西%福建%湖北

等地" /本草品汇精要0记载栀子#-道地.临江军

'今江西清江(!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建州'今福建

建瓯($

->O.

" 民国时栀子在广东形成地道产区!并

指出广西出染用水栀子!/药物出产辨0载,#栀子以

广东%北江%星子%连州产者佳!其次乐昌%英德%清

远%翁源亦可" 身短而圆者为山栀!合药用" 身长者

为水栀!染料用" 广西亦均有出产$

-<=.

" 可见明代

以后栀子产区由北向南逐渐延伸!江西%福建等地逐

渐形成道地产区"

目前亳州市场调查发现主要产区在江西%福建!

量大%质量较好" 其他产区亦有但产量较小" 据调

查由于江苏%浙江%广东劳动力成本较高%经济发展

较快!种植栀子积极性明显降低" 产量急剧萎缩!已

经不能形成市场主流" 加之部分产区长期种植品种

退化!不符合质量标准要求!逐渐被市场淘汰"

<58采收时节的沿革与变迁

关于栀子的采收时节!最早见于汉代的/名医

别录0, #九月采实!曝干 $

->T.

" 此后! /千金翼

方0

->P.

/图经本草0

-N.

/本草品汇精要0

->O.等均与该

说一致" /本草经集注0则载,#九月采实!11经霜

乃取之$

-=.

" 明代本草如/本草纲目0

-T.

/本草蒙

筌0

-<>.等皆认为栀子#霜后收之$" 民国时期!栀子

开始有了#霜降后采收$的表述!如/中国药学大辞

典0,#霜降后采收!晒干入药$

->M.

" 近代以后本草

著作皆沿袭#霜降后采收$的观点!如 <=R= 年/中药

材手册0,#霜降后果实充分成熟时采收$

->W.

!/药材

资料汇编0,#一般在霜降果实成熟!逐步转红!立冬

季节为旺产季$

->=.

" /金世元中药材传统鉴别经

验0,#每年霜降后果实由青变成黄绿色%红黄色时

可进行采摘$

-NM.

"

/中国药典0记载栀子为#= [<< 月果实成熟呈

红黄色时采收$

-<.

!与本草著作记载基本一致" 本

草著作中#九月%霜后$相当于今 <M 月左右!霜降为

每年的 <M 月 >N 日前后" 从古至今!栀子均要求经

霜采收" 因为栀子过早采收!果皮发黑!质轻泡!过

晚果实变软自行脱落!加工时不易干燥!以霜降前后

果实成熟饱满呈黄色带红时采收较为适宜-N<.

"

=58历代药用栀子的质量评价

历代医药学家非常重视栀子的质量评价!如南

北朝/雷公炮炙论0记载,#凡使!勿用颗大者!号曰

伏尸栀子!无力" 须要如雀脑!并须长!有九路赤色

者上$

-N>.

" 强调了栀子颗大者入药无力!不能药用"

宋/本草图经0则是从形态上判断栀子的质量,#入

药者山栀子!方书所谓越桃也!皮薄而圆!小核!房七

棱至九棱者佳$

-N.

" 至元明以后!本草学家评价栀

子质量不仅重视外观形态!还强调野生和栽培质量

有别!栀子以野生者药用!如/本草蒙筌0,#山谷产

者!圆小而薄!堪为入药之用!七棱九棱方良$

-<>.

"

/本草崇原0,#入药宜用山卮子!皮薄而圆小!刻房

七棱至九棱者为佳$

-R.

" /本经疏证0,#入药用山栀

子!刻房七棱至九棱者佳$

-<T.

" /本草乘雅半偈0

曰,#修治须如雀脑!并长须九路赤色者上$

-NN.

" 清

代/植物名实图考0记载,#山栀子!以染黄者!以七

棱至九棱者佳$

-NT.

"

综合以上所述!历代本草对药用栀子的质量评

价!以具备以下特征为优良,

!

野生!即为 #山栀

子$&

"

房有七棱至九棱&

#

皮薄而圆!如雀脑&

$

核

小&

%

须长!即栀子果实宿存花萼长&

&

色红%黄"

>58近代以来栀子的商品规格

栀子的商品规格历代本草鲜有具体记载!近代

以后才对商品规格进行强调"

/药材资料汇编0按产地不同%外观性状不同!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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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方法各异的划分依据将栀子商品分为 W 个规

格" 从外观性状上得出栀子形态区分是由小而卵圆

逐渐变大而长&外皮颜色分为红色'鲜红%暗红和淡

红 T 种(%淡黄色'< 种(%灰黑系'> 种(

->=.

"

/药材学0则是依据产地分为 T 个规格,温山栀

'产于温州(%江山栀'江西(%召栀'广东%福建%夏

门(%大建栀'湖南(!每一栀子规格中栀子形态%色

泽%质量差异较大-><.

"

<=WT 年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发布的/七十

六种药材商品规格标准0才首次制定了国内栀子药

材的分级标准!主要以栀子果的成熟程度%是否饱

满%果皮和种子团的内外颜色深浅等将栀子分为一

等和二等 > 个等级"

>MMO 年/中药材产销0以产区'北方产区%江浙

产区(%采摘早晚'生黑熟红(及药材形状将栀子规

格分为 T 个,红栀子%黑山栀%温建栀%水栀子-N<.

"

可见!近代对栀子的商品规格的划分依据!产地

是做为第一要素!其次是栀子的形态%颜色" 随着栀

子药用的发展!栀子的采摘早晚%饱满程度逐渐成为

栀子商品分级的依据之一" 在栀子规格分级中!对

栀子颜色的判断更加细致!既区分果实外皮里仁的

颜色!也区分采收时间和加工方法对栀子颜色产生

的影响" 对栀子形态的评价依然与历史一脉相承!

以皮薄%个圆小者为好"

目前!药材市场上的栀子分为江西栀子和福建

栀子" 江西栀子又有野生品和栽培品之分!且以栽

培品为主" 在同一类型栀子商品中又分为, 精装

货,颗粒饱满!大小一致!内外色红!色泽鲜艳!去除

须!无黑果!无杂质%霉变等& 净货,去除杂质!大小

基本一致!颜色以红为主!少量略带青色%淡黄色!无

黑果%杂质%霉变& 统货,大小%颜色差异大!有一定

杂质" 各商品价格差异明显!江西产价格高于其他

产地!野生品价格高于栽培品!选货高于统货"

?58讨论

?578栀子药用与染用和观赏种质的分化

中国古代很早就发现栀子即可作染用!又可作

药用" /神农本草经0记载栀子#一名木丹$!表明其

可入染" 汉代有#千亩卮茜$记载!描述了栽培盛

况" /本草经集注0 /新修本草0均记载#今皆入染

用!于药甚稀$

-=.-NR.

!说明在南北朝及唐代时期栀子

多入染用"

宋代本草著作已明确记载栀子药用种质与染用

种质的分化" 药用栀子称#山栀子$!染用栀子称

#伏尸栀子$!二者果实有明显差异!前者皮薄而圆!

后者大而长" 这种观点并不是宋代才开始出现!可

以追溯至/雷公炮炙论0,#勿用颗大者!号曰伏尸栀

子!无力" 须用如雀脑!并有须长有九路赤色者

上$

-N>.

" 这表明!随着栀子的染用与药用分化!古代

已经选育不同的种质"

为与药用山栀子区别!民国时期/药物出产辨0

/中国药学大辞典0将染用栀子称为#水栀子$!其种

质曾被当代/药材学0/中药志0/中药大辞典0等认

作大花栀子-&572)%& F&0=%)'%720S//&)9$+5-5&)7%<;'G

5& I$K$&!后据谢宗万考证!即长果栀子-&572)%& F&0G

=%)'%720S//&)*5;')3%4&56& ?5Y5Z&,,'LK$%$"

在古代!栀子花大而香!相继培育有观赏品种"

如明/八闽通志0/三才图会0和清/广群芳谱0均记

载了花小%重瓣的观赏品种" 由于花重瓣!不结实!

因此!重瓣的观赏栀子即不作药用!也不作染用"

?598历代栀子药用质量评价与当前商品等级关系

古代不仅很早就发现栀子的染用种质与药用种

质分化!也很早发现染用者不宜入药" 因此!历代本

草著作非常注重药用栀子的质量评价"

在进行栀子质量评价时!其外观形态是要点!同

时注重栀子的栽培品和野生品质量有别!即栀子以

野生!皮薄圆小!有七至九棱!色红!须长者为佳"

时代变迁!栀子的质量评价抑或不同!近代以

来!栀子的商品规格划分在历代栀子质量评价的基

础上!新增了以产地定规格!以采摘早晚和果实饱满

度分等级" 而在外观形态方面和历代本草一脉相

承!在对栀子颜色的判断上也较历代本草更加明确

和细致!既区分果实外皮里仁的颜色!也区分采收时

间和加工方法对栀子颜色产生的变化"

目前!商家评价中药材质量依然沿袭#看货评

级%分档议价$!市场上栀子只有商品规格!而无等

级区分" 在商品规格方面!划分依据大致可总结为,

按产地!分江西货和福建货!其他产区量小& 按颜色

和洁净度!分净货和统货!净货色红!色泽一致!大小

基本一致!无杂质等& 按野生和栽培!野生量小!质

优" 其质量评价可以总结为以个小%完整%饱满%内

外色红为佳!江西产山栀子为佳" 市场上还存在部

分商家对栀子质量评价依赖于仪器的检测的现象!

认为含量高质量好!而不注重其产地!外观等因素"

表明目前市场栀子的规格分级混乱"

分析历代栀子质量评价!可知传统的形态%大小

等质量评价对当前栀子商品规格等级有指导作用!

为栀子规格分级研究提供了依据"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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