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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资源·

△ ［基金项目］　中央本级重大增减支项目：名贵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建设（２０６０３０２）
 ［通信作者］　高峰，主管中药师，研究方向：中药资源、中药鉴定与炮制；Ｔｅｌ：（０１０）６２８３５１８２，Ｅｍａｉｌ：ｇｆ＿８０＠１６３ｃｏｍ

紫草药材品种变迁与药用资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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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梳理紫草药用品种变迁，正本清源，并分析其现在药用品种间的关系；方法：通过对紫草在不
同时期的用药基原进行考证，对古今历代本草及其药图中所记载的本草进行对照，并结合含量测定结果对紫草当前

市场供应品种进行调研；结果：历代本草中所记录的正品本草与现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规定的 Ａｒｎｅｂｉａｅｕ
ｃｈｒｏｍａ（Ｒｏｙｌｅ）Ｊｏｈｎｓｔ或ＡｒｎｅｂｉａｇｕｔｔａｔａＢｕｎｇｅ有所差异；结论：根据紫草药用品种的变迁规律，应结合不同基原紫草
的资源分布、成分等情况，对紫草资源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利用。

［关键词］　紫草；本草考证；基原；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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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草又名藐、茈草，紫丹，紫箁等，《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版规定其基原为紫草科植物新疆
紫草 Ａｒｎｅｂｉａｅｕｃｈｒｏｍａ（Ｒｏｙｌｅ）Ｊｏｈｎｓｔ或内蒙紫草
ＡｒｎｅｂｉａｇｕｔｔａｔａＢｕｎｇｅ的干燥根。味苦，寒，归心包
络、肝经，具有清热凉血，活血解毒，透疹消斑的

功效。用于血热毒盛，斑疹紫黑，麻疹不透，疮疡，

湿疹，水火烫伤［１］。近代药理实验证明，紫草具有

抗炎、解热、镇痛、镇静、抗病原微生物、抗肿瘤、

抗生育等药理作用，且对心血管系统、平滑肌等均

有一定药理作用，其所含的化学成分主要为萘醌类

色素，如紫草素等成分［２］。近年来，随着新疆紫草

资源的减少，目前紫草商品主要以巴基斯坦等地进

口的商品为主，但进口商品在植物形态、气味等方

面与新疆紫草仍有一定差别。为了更好的溯源紫草

药用品种，有必要对历代本草进行深入的挖掘整理，

厘清各历史时期紫草的品种，为正确用药提供依据；

同时总结不同时期紫草的产地变迁，为开展其基原

与临床应用，和现代化的资源开发等研究提供依据。

１　基原考证

紫草入药始载于秦汉时期的 《神农本草经》，

列为中品，后历代本草中对其药用形态、产地等均

有简述。

１１历代本草记载的紫草形态学溯源

《神农本草经》后，梁·陶弘景在 《本草经集

注》［１１］中引用了 《博物志》云： “平氏阳山紫草特

好魏国以染色殊黑。比年东山亦种，色小浅于北

者。”初次描述了紫草染色的特点，后唐代 《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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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１２］加注 “苗似兰香，茎赤节青，花紫白色，

而实白。”宋代 《证类本草》［１３］在延续前人记载的基

础上，有附图３张（见图１Ａ），分别为紫草、东京紫
草和单州紫草（东京、单州应分别为今河南开封、山

东单县）。对比图片，３种紫草叶子均为长圆状披针
形至卵状披针形，与硬紫草相符，不是现用的新疆

紫草的线状披针形或线形叶子；东京紫草单叶互生，

无柄先端渐尖，基部楔形，聚伞花序，顶生，花型

与硬紫草花型近似。

明、清时代本草著作众多，对于紫草的形态也

均有更为细致的介绍，其中陈嘉谟 《本草蒙筌》提

出了紫草药用时需 “去根取茸”，李时珍 《本草纲

目》［１６］附图（见图１Ｂ）示其叶型依然类硬紫草而无新
疆紫草特征，且花为顶生，而非腋生，应为硬紫草。

纵观历代本草对紫草原植物的形态描述，均有

以下几个特征：①根色紫赤，可染色： “染色殊

黑”、 “可煎染紫”；②地理位置：初为砀山山谷及
楚地，而后所在皆有，显然与新疆紫草和内蒙紫草

的产区有所差异；③ “苗似兰香，茎赤节青”，“花

紫白色而实白”对于植物的颜色描述较为清晰；④
根头有带白毛，为 “紫草茸”。而清代吴其? 《植

物名实图考》［１８］中记载的紫草则有一定差异，产地

为 “湘中徭
!

及黔滇山中野生甚繁”，记载的植物

形态和特征与前人有异，结合附图（见图１Ｃ），应与
今云 南 所 产 滇 紫 草 Ｏｎｏｓｍａ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ＢｕｒＥｔ
Ｆｒａｎｃｈ相符。

注：Ａ《证类本草》；Ｂ《本草纲目》；Ｃ《植物名实图考》。

图１　历代本草中的紫草图

新中国成立后，众多药学专家对于紫草的资源

也进行了一定的整理与追溯，普遍认为紫草古时药

用以紫草 Ｌｉｔｈ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ｅｒｙｔｈｒｏｒｈｉｚｏｎ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为
主，部分地区用滇紫草 Ｏｎｏｓｍａ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ＢｕｒＥｔ
Ｆｒａｎｃｈ；其中谢宗万先生于 １９６４年所著 《中药材

品种论述》第一版原书收录了紫草的四种药用基源：

新疆紫草 Ｍａｃｒｏｔｏｍｉａｅｕｃｈｒｏｍａ（Ｒｏｙｌｅ）Ｐａｕｌｓ，紫草
Ｌｉｔｈ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ｅｒｙｔｈｒｏｒｈｉｚｏｎ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滇紫草Ｏｎ
ｏｓｍａ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ＢｕｒＥｔＦｒａｎｃｈ，和火黄花紫草
ＡｒｎｅｂｉａｇｕｔｔａｔａＢｇｅ（即后文所谓内蒙紫草），并大略
记录了几个来源的中药材外观和产地，与现在业内

通行的判断标准一致，同时明确提出 “以上除新疆

紫草商品习惯称 ‘软紫草’，其余三种均属 ‘硬紫

草’”并记载了其时市场均以新疆紫草为紫草中的

佳品［１９］。 《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２０］、

《中华本草》［２］、《现代中药材商品通鉴》［２１］、《中华

药海》［２３］等书对紫草的考证也论述了相同的结论，

而肖培根院士著 《新编中药志》中对于 “软紫草”、

“硬紫草”的习称则与谢宗万先生书中稍有区别，

认为 “紫草的根，药材称硬紫草，其他两种（新疆

紫草、黄花紫草）的根，药材称软紫草”［２２］。

１２历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基原

紫草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１９６３年版到
２０１５年版中均有收载，其中１９６３年版的基原为：紫
草科（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植物新疆紫草 Ａｌａｃｒｏｔｏｍｉａｅｕｃｈｒｏ
ｍａ（Ｒｏｙｌｅ）Ｐａｕｌｓ或紫草 Ｌｉｔｈ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ｅｒｙｔｈｒｏｒｈｉｚｏｎ
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的根。多为野生，前者习称 “软紫

草”，主产于新疆；后者习称 “硬紫草”［３］；１９７７年
版、１９８５年版药典删去 “多为野生”一说［４５］；

１９９０年版、１９９５年版、２０００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又增内蒙紫草 ＡｒｎｅｂｉａｇｕｔｔａｔａＢｕｎｇｅ［６８］；
２００５年版、２０１０年版、２０１５年版则将硬紫草删
除［１，９１０］，详见表１。

表１　紫草在历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的来源

《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处
来源

１９６３版一部 紫草科（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植物新疆紫草（Ａｌａｃｒｏｔｏｍｉａｅｕ
ｃｈｒｏｍａ（Ｒｏｙｌｅ）Ｐａｕｌｓ）或紫草（Ｌｉｔｈ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ｅｒｙｔｈｒｏｒｈｉ
ｚｏｎ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的根。多为野生，前者习称 “软

紫草”，主产于新疆；后者习称 “硬紫草”，主产于

辽宁、湖南、湖北等地。

１９７７版一部

１９８５版一部

紫草科植物新疆紫草 Ａｒｎｅｂｉａｅｕｃｈｒｏｍａ（Ｒｏｙｌｅ）Ｊｏｈｎｓｔ
或紫草Ｌｉｔｈ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ｅｒｙｔｈｒｏｒｈｉｚｏｎ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的干燥
根。前者习称 “软紫草”，后者习称 “硬紫草”。

１９９０版一部

１９９５版一部

２０００版一部

紫草科植物新疆紫草Ａｒｎｅｂｉａｅｕｃｈｒｏｍａ（Ｒｏｙｌｅ）Ｊｏｈｎｓｔ、
紫草Ｌｉｔｈ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ｅｒｙｔｈｒｏｒｈｉｚｏｎ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或内蒙
紫草ＡｒｎｅｂｉａｇｕｔｔａｔａＢｕｎｇｅ的干燥根。
后文中称新疆紫草为软紫草，紫草为硬紫草。

２００５版一部
２０１０版一部
２０１５版一部

紫草科植物新疆紫草 Ａｒｎｅｂｉａｅｕｃｈｒｏｍａ（Ｒｏｙｌｅ）Ｊｏｈｎｓｔ
或内蒙紫草ＡｒｎｅｂｉａｇｕｔｔａｔａＢｕｎｇｅ的干燥根。
后文中称新疆紫草为软紫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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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产地变迁

紫草的分布最早记载于秦汉时期的 《神农本草

经》［２４］曰： “生砀山山谷。”魏晋时期 《名医别

录》［２５］记载 “生砀山及楚地”，应为今江苏、浙江、

四川、广西、陕西、湖南、湖北一带，后世多沿用

此说。南朝 《本草经集注》［１１］额外记录了 “今出襄

阳，多从南阳、新野来，彼人种之”，而在明代

《本草品汇精要》［１４］中则强调 “道地：单州、东京为

胜”，认为单州、东京所产为佳（东京、单州分别为

今河南开封、山东单县）。

历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紫草产地

为，１９６３版 ［３］一部收载软紫草主产于新疆，硬紫草

主产于辽宁、湖南、湖北等地；１９９０版 ［６］一部增加

为 “新疆紫草、紫草（硬紫草）、内蒙紫草”；２００５
版 ［９］一部改为只收载 “软紫草”，产于新疆、内蒙。

现代众多中药资源研究的书籍中，以 《常用中

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南方协作组 第一

册）［２０］中对紫草的药源的调查较为详细，认为：软

紫草主产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地。全新疆分布面积约

２００万亩（１亩≈６６６７ｍ２），蕴藏量１６０００ｔ，年收
购约１３０ｔ……新疆紫草产量占全国紫草产量的７０％
以上，全自治区每年以收购１００ｔ左右为宜；内蒙紫
草主产区为内蒙古巴颜淖尔盟、乌兰察布盟、阿拉

善盟，在新疆、西藏、甘肃、宁夏也有分布；紫草

主产于河北和辽宁，销东北、华北。其他省区如山

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

四川、陕西、甘肃等地也有分布，产量较小；滇紫

草产云南昆明、大力、丽江等地，自产自销，四川

和贵州也有分布；露蕊滇紫草分布于云南省大理、

弥渡、华坪、蒙自、鹤庆、楚雄等地，四川西部也

有分布；密花滇紫草产云南和四川，在四川凉山州

作紫草皮用。此外， 《金世元中药材传统经验鉴

别》［２６］提到 “近年来从新疆边贸进口有巴基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的紫草，亦属软紫草。”

综合以上古文献及现代文献考证，古文献中用

紫草为南方广泛种植品，明代认为河南开封、山东

单县产者为佳，对比现代文献中调研的产地，应属

硬紫草无疑，而非如今标准来源之新疆、内蒙等地；

另外云南、西藏、四川产的滇紫草也为古代常用

品种。

３　讨论和结论

紫草是皮肤科常用的一味中药，最早应用可追

溯至秦汉时期的 《神农本草经》，具有清热凉血、

活血解毒、透疹消斑的功效。目前广泛应用在中医

皮肤科、血液肿瘤、肾病等科室处方中，另很多医

院的院内制剂均也含有紫草；除此之外，紫草在白

癜风丸、白癜风胶囊、消糜栓、京万红、九华痔疮

栓等多种常用中成药中也广泛使用。北京地区使用

紫草，仅使用新疆紫草，建国前中医使用紫草仅限

于皮肤科、外科，当时适用范围小，使用人群数量

也小，所以建国前至建国初期，新疆紫草供应未发

生明显不足状况，而近年来，随着血液肿瘤、肾病

等病种的使用，紫草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用量增

加，新疆生长的紫草产量确实已经无法满足市场

需求。

通过对紫草药用资源进行考证可以得知，古代

所用紫草，基本上是现在已经停用的紫草科植物紫

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硬紫草”，另外云南、西

藏、四川产的滇紫草也为古代常用品种；软紫草属

植物新疆紫草作为紫草使用，至少是清朝以后的事

情，认为软紫草品质好，基本上是建国前后才出现

的说法。而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０５版以后，
也因为硬紫草资源匮乏，无法形成商品的原因，一

部改为只收载新疆紫草和内蒙紫草。可见紫草的使

用，是随着时间、用量、地域、紫草科新物种的发

现等多种因素变化而随之发生变化的。

经笔者走访安国、亳州、荷花池药材等主流中

药材市场发现，目前市场上新疆产紫草的资源供给

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很难形成有效的商品供应。

市场上紫草的主流货，目前看都是产自新疆周边地

区进口过来的。经走访国医大师金世元先生：“建国

前紫草均为野生，因为新疆紫草生长对海拔高度有

要求，所以建国后新疆紫草也是以野生品为主，栽

培品的产量极其有限”。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

中心主持的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时（１９８３—１９８７
年），新疆自草资源匮乏已经较为严重，巴州蕴藏量

约３０００ｔ，伊犁地区约 ３００ｔ，博州约 ４００ｔ。近年
来，由于自然气候变化，草场退化，加之过度采挖，

新疆紫草资源更加锐减，目前仅和静县尚有成吨收

购，伊犁地区和博州只有零星收购。

除了产量极低以外，新疆紫草品质退化，无法

达到药典要求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目前市场

·６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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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通的少量新疆产紫草，大多数有效成分β，β′二
甲基丙烯酰阿卡宁无法达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要求。与之相对应的，新疆周边地区采挖的紫

草，进入市场已经超过十年，且有效成分 β，β′二
甲基丙烯酰阿卡宁含量高于药典，品质稳定且货源

充足，金世元先生在多年前曾亲赴南疆考察过，通

过性状、气味等性状鉴别，断定其应属于软紫草一

类，可以当做新疆紫草使用。

新疆产紫草和新疆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的紫草，

两者在木心上存在粗细的差别，此外薄层色谱检测

中也略有不同。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有以下

几个方面：首先，植物外观形态和化学成分的积累

受生长年限影响很大。我国紫草临床用量大，又没

有形成成熟的栽培体系，新疆地区或许少见生长年

限较长的野生新疆紫草资源，而周边国家和地区对

紫草的药用需求较小，资源相对丰富。生长年限较

长的紫草，根部粗大，木质化严重，很有可能是导

致其 “皮质稍硬，可见较宽的条状片块，木部较

大”与药典外观性状描述不一致的主要原因；而

生长年限不同，植物次生代谢产物积累也可能存

在不同，极有可能导致薄层色谱斑点不一致。其

次，植物外观形态和化学成分积累也受生长环境

和种内变异的影响。随着环境因素的影响，种内

也可能产生比较大的变异，从而导致外观形态和

内部化学成分显著不同。新疆周边国家和地区，

地理位置有远有近，即便是同种基原，由于生长

环境千差万别，对于紫草外观形态和化学成分积

累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此

外，采收季节、产地加工方式等，也会影响药材

外观性状、化学成分。

致谢：国医大师金世元教授，北京医药行业协会相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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