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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梳理了历代本草著作中对石斛的描述，从产地、形态、质地、颜色等特征进行研究，并与
《中国植物志》中收载的石斛属植物进行对比分析，以判断石斛药材的植物来源。结果显示历代使用的石斛应为生

长于石上的霍山石斛、铁皮石斛、细茎石斛等多糖含量较多的植物种。建议对石斛属植物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进一步明确石斛药材的基原，并指导石斛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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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属药材为我国常用中药材，早在２０００年前
的 《神农本草经》中即有记载，且被列为上品［１］，

由于我国古代植物系统分类学的缺失和石斛属植物

的多样性，一直以来石斛药材的基原一直没有明确。

从古代石斛、木斛、金钗差别到现代开始的黄草、

风斗、金钗、铁皮等不同基原和规格的石斛的混用，

再到建国后历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对石斛

药材植物来源的反复变化，以及历代学者从多角度

对石斛基原进行的考证和分析。本文对历代的文献

进行了汇总，力求通过历代本草文献考证，对比

《中国植物志》，分析石斛属药材的基原变迁，为石

斛药材的用药及深入开发提供依据。

２０１０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开始，来源

于石斛属的药材有石斛、铁皮石斛［３］，石斛的基原则

为多个植物种。在１９９５年出版的 《中国植物志》中，

兰科石斛属项下共收载了 ７６个植物种（含 ２个变
种）［４］，分布在我国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各区域（见

表１）。由于石斛的生长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较高，光
照、温度、湿度均是其限制条件，从而使得单一种的

生态位的地域分布较为狭窄。因此，根据本草及文献

记载，明确其产地的前提下，再综合形态、颜色、质

地、性味等因素，应该可以较为准确的确定植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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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植物志》收载石斛属植物在我国各区域的分布

区域 数量／个 目录

陕西 ２ 细叶石斛、细茎石斛

甘肃 ２ 细叶石斛、细茎石斛

浙江 ２ 细茎石斛、铁皮石斛

江西 ３ 细茎石斛、重唇石斛、黄石斛

湖北 ３ 石斛、曲茎石斛、广东石斛

安徽 ４ 细茎石斛、铁皮石斛、重唇石斛、霍山石斛

福建 ４ 广东石斛、剑叶石斛、铁皮石斛、细茎石斛

河南 ５ 重唇石斛、细叶石斛、细茎石斛、曲茎石斛、霍山石斛

广东 ７ 单葶草石斛、钩状石斛、广东石斛、聚石斛、美花石斛、细茎石斛、重唇石斛

湖南 ８ 串珠石斛、钩状石斛、广东石斛、曲茎石斛、疏花石斛、细茎石斛、重唇石斛、细叶石斛

四川 １０
串珠石斛、广东石斛、罗河石斛、曲茎石斛、石斛、双斑叠鞘石斛、铁皮石斛、细茎石斛、细叶石斛、线叶石斛

海南 １３ 昌江石斛、叠鞘石斛、钩状石斛、海南石斛、黑毛石斛、华石斛、剑叶石斛、聚石斛、美花石斛、石斛、梳

唇石斛、重唇石斛、竹枝石斛

中国台湾 １３ 双花石斛、小双花石斛、菱唇石斛、线叶石斛、串珠石斛、石斛、矩唇石斛、细茎石斛、黄石斛、长爪石

斛、红花石斛、木石斛、燕石斛

贵州 １６ 齿瓣石斛、滇桂石斛、叠鞘石斛、兜唇石斛、钩状石斛、广东石斛、流苏石斛、玫瑰石斛、美花石斛、疏花

石斛、束花石斛、细茎石斛、重唇石斛、石斛、聚石斛、紫瓣石斛

广西 ２５ 藏南石斛、齿瓣石斛、串珠石斛、滇桂石斛、叠鞘石斛、兜唇石斛、钩状石斛、广东石斛、黑毛石斛、剑叶

石斛、矩唇石斛、聚石斛、喇叭唇石斛、流苏石斛、美花石斛、曲轴石斛、石斛、疏花石斛、束花石斛、铁

皮石斛、细茎石斛、长距石斛、重唇石斛、密花石斛、细叶石斛

云南 ５１ 紫瓣石斛、重唇石斛、肿节石斛、针叶石斛、长苏石斛、长距石斛、小黄花石斛、细茎石斛、西畴石斛、铁

皮石斛、束花石斛、疏花石斛、梳唇石斛、少花石斛、杓唇石斛、曲轴石斛、球花石斛、美花石斛、玫瑰石

斛、流苏石斛、喇叭唇石斛、具槽石斛、景洪石斛、晶帽石斛、金耳石斛、剑叶石斛、尖刀唇石斛、黄花石

斛、黑毛石斛、广东石斛、鼓槌石斛、钩状石斛、高山石斛、反瓣石斛、短棒石斛、兜唇石斛、叠鞘石斛、

滇桂石斛、刀叶石斛、单葶草石斛、大苞鞘石斛、串珠石斛、翅梗石斛、翅萼石斛、齿瓣石斛、叉唇石斛、

杯鞘石斛、报春石斛、石斛、矮石斛

１　历代本草著作中石斛的名称

自 《神农本草经》开始，历代的本草著作中基本

以石斛为名对其进行收载，同时也收载了其它的一些名

称，各名称也从侧面反映了石斛的基原及部分特征。因

此本文对所有石斛的名称进行了梳理分析，见表２。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石斛最初的名称较多，但

其它名称并不常用，且一直对石斛这一名字没有解

释。李时珍直接称其为 “其名义未详”，即不知道

名字是什么意思。直到清代的 《本草崇原》才第一

次分别从 “石” “斛”二字所代表的生长环境和功

用上对石斛的名字进行了解释。金钗石斛、钗石斛

等名字主要是根据形态而取，有学者考证认为其为

自汉代开始使用的 “石斛”［２１］；但是经其他学者考

证，在秦巴山区金钗石斛的干品药材又称金耳环，

为近似 “Ｓ”形的弯曲状，该特征与我国特有种曲
茎石斛极为相似，且因此认为古代所述金钗石斛应

为曲茎石斛［２２］。从形态上，金钗在古代为佩戴于发

髻上的金质装饰物，由两股合成，且两端粗细不一。

根据现有古代金钗的文物对比可知，一般金钗的

“股”为底端至末端由粗变细而渐尖，且长度一般

都较短，与 《本草经集注》中的 “蚱蜢髀”有着一

定的形似，野生霍山石斛、铁皮石斛、细茎石斛等

均为此形态，极为相似。因此，笔者认为古代金钗

石斛应来源于以上３类石斛。
清代首次出现了霍山石斛的名字，其形态与今

天的霍山石斛一致，且至今依旧在霍山地区有分布。

经学者研究后，霍山石斛于 １９８４年鉴定为植物
种［２３］，正式收载入了 《中国植物志》。由于霍山石

斛的资源稀缺，在其后的多年间伪品盛行，但是在

其后多位学者的努力下，从本草考证及产地、形态

多个方面，对前人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和勘误，最终

明确了霍山石斛作为单一植物种的形态特征［２４，２５］，

并收载在了 《安徽植物志》中［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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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历代本草著作收载的石斛药材别称
名称 作者 成书时间 名称

《神农本草经》 不详 约秦汉时期 一名林兰［１］

《名医别录》 陶弘景 约公元２２０—４５０年 一名禁生，一名杜兰，一名石遂［５］

《本草蒙筌》 陈嘉谟 明代（公元１５６５年） 世人每以金钗石斛为云，盖亦取其象也［６］。

《本草纲目》 李时珍 明代（公元１５５２年） 时珍曰∶石斛名义未详。其茎状如金钗之股，故古有金钗石斛之称。
今蜀人栽之，呼为金钗花……精好如金钗，是矣。林兰、杜兰，与

木部木兰同名，恐误……俗称为千年润［７］。

《本草崇原》 张志聪 清代（公元１６７４年） 一种形如金钗，谓之钗石斛［８］。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徐大椿 清代（公元１７３６年） 世谓之金钗石斛［９］。

《本草纲目拾遗》 赵学敏 清代（公元１７６５年） 霍山石斛出江淮霍山……霍石斛……［１０］

《百草镜》 赵学楷 约公元１７６５年前 系出六安及颍州／府霍山是名霍山石斛……［１０］

《本草正义》 张山雷 １９２０年 ……名铁皮鲜斛，价亦较贵［１１］。

《中国药学大辞典》 陈存仁 １９３５年 石斛，本品茎状如金钗之股，故古有金钗石斛之称。处方用名，米

心石斛，川石斛，元石斛、铁皮石斛、扁石斛、原扁斛、霍石斛、

金石斛、鲜扁斛、霍山石斛、金钗斛、鲜石斛、风斗石斛、原金钗、

鲜金石斛、真风斗……外国名词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ｍｏｎｉｌｉｆｏｒｍｅ，Ｓｗ（拉丁）
……取名黄草……今市肆中之所谓川斛……金钗斛则较伟……名铁

皮鲜斛……则霍山石斛为佳……而近时更有所谓绿毛干风斗者……

又有鲜金石斛……［１２］

《中药石斛的生药学研究》 木村康一 １９３７年 枫斗、无芦枫斗、铁皮枫斗及耳环石斛等，来源分别为细茎石斛和

铁皮石斛［１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１９６３版）
国家药典委员会 １９６３年 兰科（Ｏｒｃｈｉｄａｏｅａｓ）石斛属（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植物的新鲜或干燥茎……通

常分为鲜石斛，石斛、扁石斛、细石斛及耳环石斛［１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１９７７版）
国家药典委员会 １９７７年 为兰科植物环草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ｌｏｄｄｉｇｅｓｉｉＲｏＩｆｅ、黄草石斛 Ｄｅｎ

ｄｒｏｂｉｕｍ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ｕｍ Ｗａｌｌ、 马 鞭 石 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ｆｉｍｂｒｉａｔｕｍ
ＨｏｏｋｖａｒｏｃｕｌａｔｕｍＨｏｏｋ、金钗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ｎｏｂｉｉｅＬｉｎｄｌ或铁皮
石斛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ｃａｎｄｉｄｕｍＷａｌｌｅｘＬｉｎｄｌ的新鲜或干燥茎［１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１９８５—２０００版）
国家药典委员会 １９８５—２０００年 本品为兰科植物环草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ｌｏｄｄｉｇｅｓｉｉＲｏＩｆｅ、马鞭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ｆｉｍｂｒｉａｔｕｍＨｏｏｋｖａｒｏｃｕｌａｔｕｍＨｏｏｋ、黄草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
ｕｍ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ｕｍＷａｌｌ、铁皮石斛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ｃａｎｄｉｄｕｍＷａｌｌｅｘＬｉｎｄｌ
或金钗石斛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ｎｏｂｉｉｅＬｉｎｄｌ的新鲜或干燥茎［１６１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０５版）
国家药典委员会 ２００５年 兰科植物金钗石斛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ｎｏｂｉｌｅＬｉｎｄｌ．铁皮石斛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ｃａｎ

ｄｉｄｕｍＷａｌｌｅｘＬｉｎｄｌ．或马鞭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ｆｌｍｂｒｉａｔｕｍＨｏｏｋ．ｖａｒ．
ｏｃｕｌａｔｕｍＨｏｏｋ．及其近似种的新鲜或干燥茎［２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版）
国家药典委员会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年 本品为兰科植物金钗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ｎｏｂｉｉｅＬｉｎｄｌ、鼓槌石斛 Ｄｅｎ

ｄｒｏｂｉｕｍｃｈｒｙｓｏｔｏｘｕｍＬｉｎｄｌ或流苏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ｆｉｍｂｒｉａｔｕｍＨｏｏｋ
的栽培品及其同属植物近似种的新鲜货干燥茎［２，３］。

　　民国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第一次出现了铁皮石
斛的名称，并明确为鲜用；同时期的各种石斛的名

称大量出现，除了古代已有的名字外，不同产地的

川斛、霍山石斛；不同形态特征的金石斛、鲜扁斛

等；不同规格的枫斗、鲜石斛、扁石斛、风斗石斛、

耳环石斛等以及后期长期使用的黄草等名称全部出

现。同时也第一次出现了拉丁名的标识，对应的植

物为细茎石斛，作为当时被鉴定后并收载的第一个

品种具有极大的意义和代表性。在此期间日本学者

在对市场流通的枫斗等样品进行了鉴定，认为基原

只有两种，即细茎石斛和铁皮石斛。可见细茎石斛

在当时的市场上为常见品种，并得到了一致的认可，

而且铁皮石斛在名称确定之初，也成为了当时颇受

欢迎的主流品种。

建国后颁布的第一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１９６３版）中收载的石斛药材的基原为石斛属植物，
规格等名称基本承袭 《中国药学大辞典》中的名

词。从 《中国人民共和国药典》１９７７年版开始至

·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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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版，药材名称未变，基原则使用现代植物学
名称明确了５个植物种，并无历代所常用的霍山石
斛、细茎石斛等品种，但是收录了铁皮石斛。到

《中国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０５年版变为３个植物种，
将黄草石斛（即美花石斛）删除。 《中国人民共和国

药典》２０１０年版对将铁皮石斛单载为一个药品，添
加了鼓槌石斛，将马鞭石斛的名字改为 《中国植物

志》中的流苏石斛，添加了 “及其同属植物近似

种”的词句，使得石斛药材的植物来源更加扑朔迷

离，部分学者也对此表示不妥［２７］。由于没有统一的

标准，不同的理解则可能使得不同的植物都可以，

从而在其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石斛属植物大

部分都有做药用的情况出现。中国药材公司在全国

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１９８３—１９８７年）的基础上编著
的 《中国常用中药材》一书中对石斛药材来源进

行了总结，收载的石斛计有金钗石斛、铁皮石斛、

钩状石斛、重唇石斛、疏花石斛等 ２０个植物种，
并含有金石斛属的戟叶金石斛［２８］。谢宗万［２９］在专

著中整理的石斛药材基原有２１种，除金钗石斛外
分成了３个大类，分别是环草石斛、黄草石斛和马
鞭石斛，各自有７、１０、３个基原，基本沿袭了民
国期间的惯例，其中环草石斛主要是用于制作枫

斗，而黄草石斛和马鞭石斛则是形态都较为粗、

长。１９７９—１９９５年间，多位学者对石斛的药材来
源进行了调研和鉴定，分别发现市场流通的石斛种

类有２１种［３０］、２２种（及２个变种）［３１］、３４种［３２］、

３９种［３３，３４］之多，甚至仅云南一地，就发现了２２种
石斛属、１种金石斛属和１种石仙桃属来源的植物
加工成石斛药材［３５］，可见当时石斛药材来源之广

泛，已与本草著作所记载的石斛来源大不相同。这

一阶段同时也是我国从植物学、中药基原的角度对

药用石斛的第一次系统的梳理，明确了大部分石斛

药材的拉丁名，为日后的石斛基原鉴定奠定了基

础［２７］。然而，石斛药材基原并未被真正厘清，这

与建国后霍山石斛、铁皮石斛等品种的野生资源匮

乏有关，导致的结果则是２０１５年再次调查结果显
现，市场上的石斛药材的来源已达６０多种［３６］。可

见石斛药材来源之混乱，已到了无序的状态。植物

分类学研究对石斛定种的工作，也对石斛的基原有

一定影响，且不论马鞭、流苏的变化，仅铁皮石斛

一种，有学者剖析了其定种、拉丁名的变迁，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拉丁名称的变化，就已

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铁皮石斛在国际市场的

使用［３７］。

２　历代石斛产地与生境

由于石斛属植物的分布范围基本覆盖了我国秦

岭—淮河一线以南的所有区域，鉴于药材多具有道

地性，不同的产地和生境对其品质的影响巨大。因

此，本文梳理了历代本草著作中记载的石斛的产地

和生境，以期对石斛的基原进行判断，见表３。
根据表３可以看出，历代本草著作对石斛的产

地首先认定为六安，即现安徽六安市为核心的大别

山区及周边地带；其次陆续出现了始兴（今广东韶

关）、宣城（今安徽黄山）、始安（今广西桂林）等地，

并扩大到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湖北、湖南、江浙以及

两广地区；民国期间还有河南甚至日本、越南等地。

六安不仅仅是固定产地（包括今霍山县与湖北英山

县），产出的霍山石斛更是被历代认可为品质最佳，

此外宣城、广南（今广东、广西及云南东北部部分地

区）、四川（今四川、重庆）、温州产出的石斛也都

名闻一时。根据表１进行对比，这些区域所产出的
石斛的种类十分丰富，而可以明确的一点即六安、

宣城的石斛种类应为安徽所分布的四种石斛中的一

种或几种，温州的石斛种类应为浙江所分布的两种

中的一种或两种；但是根据表１可知，浙江、安徽
两地均有分布的石斛种类即铁皮石斛和细茎石斛，

对此有学者认为，铁皮的应用历史应在宋代甚至以

前即有出现［３７，４５］。

广南、四川的种类较为丰富，不能准确的定位。

有考证认为，四川所产石斛种类非单一种，可能是

细茎石斛、金钗石斛、以及曲茎石斛等种类，且明

确分类了石斛和木斛［４６］。陈存仁 《中国药学大辞

典》中收载了 《药物产出辨》所述金钗石斛 “以宜

安为上，河南次之、广西南宁亦有之”，如果仅从产

地上推断，宜安在今河北藁城附近，并无石斛分布，

应为记载有误；而河南所分布的石斛种类与广西相

似的品种只有三个，重唇石斛、细茎石斛和细叶石

斛，而且广西南宁所产石斛被称为 “形如马鞭，又

名黄草”，且作为金钗的伪品使用，而此三者均无此

形态，可推测当时产地的记载并不准确，或基原来

源较多。从该记载可知当时的金钗石斛的来源应为

植株较高大粗壮者，这与古代所定义的金钗的形态

有着巨大的差距。

·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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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历代本草著作记载的石斛产地及生境
名称 作者 出版时间 产地及生境

《神农本草经》 不详 约秦汉时期 生山谷

《名医别录》 陶弘景 约公元２２０—４５０年 石斛，生六安山谷，水傍石上。

《本草经集注》 陶弘景 魏晋南北朝（约公元４８０—４９８年） 生六安山谷水旁石上……今用石斛，出始兴……近道亦

有，次于宣城者［３８］。

《新修本草》 苏敬 唐代（公元６５９年） 今始安（今广西桂林一带）亦出……［３９］

《本草图经》 苏颂 宋代（公元１０２０—１１０１年） 今荆、湖、川、广州郡及温、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

佳。多在山谷中［４０］。

《本草蒙筌》 陈嘉谟 明代（公元１５６５年） 多产六安（州名，属南直隶），亦生两广（广东、广

西）……生溪石上者名石斛。

《本草纲目》 李时珍 明代（公元１５５２年） 今蜀人栽之……耒阳龙石山多石斛……石斛丛生石上。

《医学六要》 张三锡 明代（公元１６０９年） 丛生石上［４１］

《本草崇原》 张志聪 清代（公元１６７４年） 不若川地产者……石斛丛生石上……石斛生于石上，得水

长生

《本草经解要》 叶桂 清代（公元１７２４年） 然六境罕有，产英邑深山中，峭壁千寻，可望而不可即。

采者自巅顶缒巨而下及山腰［４２］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徐大椿 清代（公元１７３６年） 出卢江六安者色青

《本草从新》 吴仪洛 清代（公元１７５７年） 温州最上、广西略次、广东最下［４３］

《本草纲目拾遗》 赵学敏 清代（公元１７６５年） 霍山石斛出江淮霍山

《百草镜》 赵学楷 约公元１７６５年前 系出六安及颍州府霍山是名霍山石斛，最佳……

《植物名实图考》 吴其浚 清代（公元１８４８年） 今山石上多有之［４４］

《中国药学大辞典》 陈存仁 １９３５年 金钗石斛产越南东京为多出。以宜安为上，河南次之，广

西南宁亦有出，但不多，药商取名黄草，用意在于减纳税

饷，实非黄草也……名医别录皆言石斛出六安……又有鲜

金石斛，支干较伟，即金钗斛之新采于山崖者，浙江金处

诸山多有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１９６３版）
国家药典委员会 １９６３年 产于四川、贵州、广西、广东、云南、湖北等地。

　　 《神农本草经》首次记载石斛的生境为 “山

谷”，到了魏晋时期的 《名医别录》中给予了明确：

“生六安山谷，水傍石上”，这一描述一直延续至

今。明代的 《本草蒙荃》中称 “生溪石上”，则是

更为准确的一个描述。《本草纲目》的 “丛生石上”

一说，不仅有着生位置，也是对其生长状态的进一

步明确，这与目前石斛属的大部分植物基本吻合。

在清代 《本草经解要》不仅记载了其生境，更对采

收方法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峭壁、山腰”的生境

与现代资源普查过程中发现的野生石斛的生境则基

本相同。《植物名实图考》称 “山石上多有”，则进

一步明确了该状态。 《中国药学大辞典》记载的

“生于高山湿润之岩石或古木上……新采于山崖

者”，第一次将古木（即树木）作为石斛的着生物，

与古代本草著作的记载有着较大的出入，对比 《中

国植物志》可知确实存在既附生在石头上，又附生

在树木上的石斛属植物。因此，对待石斛的生境，

并非一概而论，需要辩证的去对待。

３　历代本草著作记载的石斛形态

《中国植物志》中石斛属植物分为８个组，各自
的外观形态差异巨大，不同的植物种间存在的差异，

是植物遗传变异的结果，用作药材，其有效性必然

会有一定的差异。因此，从形态上对石斛药材的基

原进行考证，可为现代的基原选择起到指导意义，

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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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历代本草著作记载的石斛的形态

名称 作者 成书时间 产地及生境

《本草经集注》 陶弘景 魏晋南北朝（约公元４８０—４９８年） 细实，以桑灰汤沃之，色如金，形如蚱蜢髀者佳……

《本草图经》 苏颂 宋代（公元１０２０—１１０１年） 五月生苗，茎似竹节，节节间出碎叶；七月开花，十月结实；其根细

长，黄色……以桑灰汤沃之，色如金。

《本草衍义》 寇宗 宋代（公元１１１６年） 石斛，细若小草，长三、四寸，柔韧，折之如肉而实［４７］。

《本草蒙筌》 陈嘉谟 明代（公元１５６５年） 茎小有节，色黄类金。世人每以金钗石斛为云，盖亦取其象也……

《本草纲目》 李时珍 明代（公元１５５２年） 精好如金钗，是矣……其茎叶生皆青色，干则黄色。开红花。节上自

生根须。

《本草崇原》 张志聪 清代（公元１６７４年） 其形修洁，茎长一二尺，气味清疏，黄白而实……茎叶生皆青翠。干

则黄白而软……

《本草经解要》 叶桂 清代（公元１７２４年） 今真石斛干者色正黄，形如蚱蜢髀，所谓金钗石斛也。其生者高不及

寸，极似矮小瓦松，丛生连根……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徐大椿 清代（公元１７３６年） 色青，长三二寸，如钗股，世谓之金钗石斛，折之有肉而实，咀之有

腻涎粘齿……

《本草从新》 吴仪洛 清代（公元１７５７年） 光泽如金钗，股短中实味甘者良……

《本草纲目拾遗》 赵学敏 清代（公元１７６５年） 形似钗斛细小，色黄而形曲不直，有成?者，彼土人以代茶茗……霍
石斛嚼之微有浆、黏齿、味甘、微咸，形缩为真。

《百草镜》 赵学楷 约公元１７６５年前 形短祗寸许，细如灯芯，色青黄、咀之味甘，微有滑涎……以其形如累

米，多节，类竹鞭，干之成团，他产者不能米心，亦不能成团也……

《植物名实图考》 吴其浚 清代（公元１８４８年） 今山石上多有之，开花如瓯兰而小，其长者为木斛，又有一种，扁茎

有节如竹，叶亦宽大，高尺余，即竹谱所谓悬竹，衡山人呼为千年

竹，置之筒中，经时不干，得水即活。

《本草正义》 张山雷 １９２０年 皮色深绿，质地坚实，生嚼之脂膏黏舌，味厚微甘者为上品……

《中国药学大辞典》 陈存仁 １９３５年 茎色青绿，高三四寸至六七寸，每离寸许即有一节，稍似木贼，但内

部充实，每节生叶，叶为披针形，具并行脉，厚而有光泽，初夏之

际，每一稍端开花两朵，色有淡红与白色二种……今市肆中之所谓川

斛，则细小干枯，最为贱品，金钗斛则较伟，色泽鲜明……其形甚

细，而色作金黄，望之润泽，嚼之味厚者，斯为上品……所谓绿毛干

风斗者，色作淡绿，质柔而软，望之隐隐有绿色茸毛者，亦产霍山，

则仅撷其极嫩之尖，故干之而不槁，嚼之而无渣滓，味浓厚而又富脂

膏……又有鲜金石斛，支干较伟……

　　 《本草经集注》第一次描述了石斛的形态、颜

色和以形态判定石斛好坏的标准。根据对比现有石

斛类药材，其形态特征与今天的霍山石斛的形态相

比较最为相似。历代的本草著作记载中，对石斛形

态的描述多集中在 “细”“小”“色黄”，长度较短，

多为几寸，且质实有肉，嚼之富膏脂者为 “上品”。

《本草纲目拾遗》中所载霍山石斛与现代的霍山石

斛的所有特征完全符合。除霍山石斛外，具备这些

条件的石斛属植物还有铁皮石斛、曲茎石斛、细茎

石斛等，其野生植株均较短小，且多糖含量较高。

经学者考证，书中的 “成?者”的描述应为现代枫

斗的起源［４８］，而且民国期间出现的绿毛风斗产地也

是霍山，可见霍山不仅是霍山石斛的道地产地，历

史悠久，更是枫斗的起源所在。

民国期间第一次明确了铁皮石斛的名称、颜

色、质地等特征，为近代的植物鉴定和考证提供

了充分的证据。当时主要的铁皮的产地为雁荡山

等地，根据考证当地的地方志，早在明代就已有

石斛进贡皇室，且至今依旧是铁皮石斛的主

产区［４４］。

此外 《本草纲目》所载的石斛形态与上述几

种石斛相差较大，明确记载了石斛 “开红花，且

·７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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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而中实”，而笔者统计花色带红的石斛大概有

２０种。
对比四川分布的品种可知，金钗石斛、广东石

斛、细茎石斛均有可能。 《本草崇原》所阐述的形

态也与以上几种出入颇大，并称钗石斛、木斛皆不

若 “川地产者”，且均味苦。本研究秉承 《神农本

草经》中对石斛味甘的描述，认为石斛鲜品味甘，

干品味变，但言下之意即为苦味，但未进行详细解

释，且描述的 “干则黄白而软”的状态跟木斛的

特征十分相似，应为生物碱含量较高的一类石斛。

据此推断可能是当时霍山石斛、铁皮石斛等量少不

多见，从而将霍山石斛等多糖含量较高的石斛属植

物的特征转嫁给了木斛（生物碱含量较高的部分石

斛属植物），为一大谬误，极大的误导了后世的

用药。

附：花色带红的石斛品种有红花石斛（仅分布于

中国台湾地区，故排除）、细茎石斛、石斛、串珠石

斛、钩状石斛、齿瓣石斛、紫瓣石斛、报春石斛、

肿节石斛、晶帽石斛、杯鞘石斛、大包鞘石斛、重

唇石斛、兜唇石斛、矩唇石斛、喇叭唇石斛、滇桂

石斛、美花石斛（紫红色斑点）、流苏石斛、广东石

斛（淡红色）。

在 《本草图经》中除了 “五月生苗、七月开

花、十月结实”的描述，还附有 “春州石斛” “温

州石斛”的图片（见图１）。由图可知温州石斛叶大，
叶鞘明显，与浙江所分布的细茎石斛十分相近［２１］。

春州石斛的形态较为弯曲下垂，节间明显，有学者

认为可能是束花石斛［４９］，另有考证认为可能是包括

细茎石斛、美花石斛、铁皮石斛、广东石斛和钩状

石斛［２１］。然而根据表１可知，春州所在今广东省现
有分布的石斛种，并无束花石斛的分布，同时其它

种也无 “七月开花”（唐代七月即现代公历的８月底

图１《本草图经》中春州石斛与温州石斛图

９月初前后）的特征，其真实身份尚且存疑。 《植物
名实图考》附绘图两幅（见图２），图中石斛一似细
茎石斛，石斛二则与其描述的 “悬竹”基本一致，

极似金钗石斛［２１］。而 《中国药学大辞典》附图与文

中所载拉丁名所对应的细茎石斛则基本一致（见

图３）。

图２《植物名实图考》中石斛图

图３《中国药学大辞典》中石斛图

４　历代本草著作记载的木斛等伪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收载的石斛作为多

基原的药材是有其历史原因。石斛的基原虽不甚明

确，但是其范围却也是相对稳定，而且与木斛等伪

品之间的差异也相当大。表 ５列数其伪品及特征，
为石斛药材基原的鉴别提供依据。

石斛属植物品种类型多样，在南北朝时期即通

过着生位置对石斛、木斛进行了区别。在唐代收载

了在湖北区域分布的麦斛、雀髀斛及 “其余斛”，

也就是后世所述竹叶斛三种，其形态也是区别的要

点。有学者考证，湖北所产麦斛的形态极似今石豆

·８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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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历代本草著作记载的木斛等伪品
名称 作者 成书时间 木斛

《本草经集注》 陶弘景 魏晋南北朝（约公元４８０—４９８年） 其生栎木上者，名木斛。其茎至虚，长大而色浅。不入丸散，惟

可为酒渍煮之用。俗方最以补虚，疗脚膝。

《新修本草》 苏敬 唐代（公元６５９年） 今荆襄及江左（今湖北省中部、中北部及长江以南一带）又有二

种，一者似大麦累累相连，头生一叶而性冷（名麦斛）。一种大

如雀髀，名雀髀斛，生酒渍服，乃言胜干者，亦如麦斛，叶在茎

端。其余斛如竹，节间生叶也。

《本草图经》 苏颂 宋代（公元１０２０—１１０１年） 其江南生者有二种：一种似大麦……一种大如雀髀……亦有生栎

木上者，名木斛，不堪用。

《本草衍义》 寇宗 宋代（公元１１１６年） 今人多以木斛浑行，医工亦不能明辨。世又谓之金钗石斛，盖后

人取象而言之。然甚不经。将木斛折之，中虚如禾草，长尺余，

但色深黄光泽而已。

《本草纲目》 李时珍 明代（公元１５５２年） 石斛短而中实，木斛长而中虚，甚易分别。

《本草蒙筌》 陈嘉谟 明代（公元１５６５年） 其种有二，细认略殊。生溪石上者名石斛，折之似有肉中实；生

栎木上者名木斛，折之如麦秆中虚。石斛有效难寻，木斛无功易

得。卖家多采易者代充，不可不预防尔。

《本草崇原》 张志聪 清代（公元１６７４年） 其外更有木斛……又有竹叶斛……又有雀髀斛……性皆苦寒，不

堪用之。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徐大椿 清代（公元１７３６年） 如市中长而黄色及枯槁无味者，皆木斛也。因近日无不误用，故

附记于此。

《本草分经》 姚澜 清代（公元１８４０年） 木斛，即石斛之味苦者［５０］。

《植物名实图考》 吴其浚 清代（公元１８４８年） 其长者为木斛，又有一种，扁茎有节如竹，叶亦宽大，高尺余，

即竹谱所谓悬竹，衡山人呼为千年竹，置之筒中，经时不干，得

水即活。

《中国药学大辞典》 陈存仁 １９３５年 其贱者，皮做淡黄色，嚼之无脂，味亦淡薄……

兰属、石仙桃属或金石斛属的植物［４３］。有学者认为

可能是原植物包括石豆兰属植物斑唇卷瓣兰 Ｂｕｌｌｂｏ
ｐｈｙｌｌｕｍｐｅｄｔｅｒｖｅｎｅｒｉｓ（Ｇａｇｎｅｐ）Ｓｅｉｄｅｎｆ及厚唇兰属植
物单叶厚唇兰 Εｐｉｇｅｎｅｉｕｍｆａｒｇｅｓｉｉ（Ｆｉｎｅｔ）Ｇａｇｎｅｐ
等［５１］。雀髀斛 “叶在顶端”的形态，则极似顶

叶组石斛的形态，然而在现代实际的野生分布中

却没有顶叶组石斛，反而霍山石斛在生长过程中

叶片会逐步脱落，顶端的叶片为最后脱落，且

“雀髀”的形状跟 “蚱蜢髀”类似，可推测此种

亦可能是霍山石斛。 《本草崇源》中虽称其 “性

苦寒，不堪用”，但根据上文的考证，则认为其

不可取信。

区别石斛和木斛的方法除了着生位置外，还有

其形态、味道和质地。木斛主要是形态较长，较为

粗大，颜色主要为金黄色，且味道为苦味，部分无

味道，质中虚枯槁。木斛非石斛，亦不能当石斛使

用。自有木斛的记载开始，历代本草著作中不断的

证伪，但是到了明清时朝，则明确的提出了当时混

用的现状，更有记载称木斛即石斛，可知当时的石

斛使用已经十分混乱。到了民国期间，“黄草”石

斛作为金钗伪品使用的情况的出现，则是将木斛作

为石斛使用，则进一步加剧了近代石斛基原的复

杂性。据学者考证，黄草石斛最初从民国期间开

始流通，到建国后的大量应用，使得其植物来源

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几种逐步发展为现在的兰科

７个属５１个植物中，其中石斛属植物有４１种［５２］，

而黄草石斛、马鞭石斛在 １９７７版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中即收载为石斛的植物来源，作为美

花石斛和流苏石斛的曾用名，更是直接证明了其

来源。

５　讨论

综合以上信息可知，自古以来的历代本草著作

中，对药用石斛的基原名称虽未如现代之明确，但

·９４５·



２０１９年４月　第２１卷　第４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Ａｐ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４

对石斛的品质要求和外观形态的描述却十分详细。

首先，是生于石上，性平味甘；作为药用部位的茎

要 “实”，且似竹有节，节间生叶、细短，如蚱蜢

髀；鲜者色绿，炮制后色黄；嚼之腻涎粘齿、脂膏

黏舌。对比可知，霍山石斛、铁皮石斛、细茎石斛、

曲茎石斛等为代表的多糖含量较高，形态较短小（野

生种，家种后形态变化大）的植物种才是石斛药材的

基原。以霍山石斛为首味道地药材，从 《名医别

录》开始历代本草著作中均对其有描述，至 《本草

纲目拾遗》正式定名，药用历史达１７００多年，至今
依旧在使用。其次，曲茎石斛和细茎石斛产地、形

态和图片的对比中发现古代所用石斛与之多有相似

之处，可能即是石斛的基原。铁皮石斛作为定名较

晚的品种，在清末明确其名称时其特征也十分准确，

且历代本草著作中也有部分特征和产地与其有一定

相似度。金钗石斛、束花石斛等或在本草著作中记

载或被考证为古代所用石斛基原，但是证据均未详

实可靠。

木斛等伪品则生于树木之上，味苦，长而中虚，

炮制后色黄，但嚼之枯槁，应为现流苏石斛、美花

石斛为代表的 “黄草”类石斛。南北朝时期已经明

确了这一情况，历代有医家本草著作在论述木斛不

可用，但是从宋代开始，木斛作为伪品使用的情况

已经出现，至明清时期已经十分普遍，并有木斛为

石斛的明确的记载。到了民国期间，依旧有此类争

议的存在。而建国后的第一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则囊括了石斛属的所有植物，在后期虽有段时

间明确了具体的种类，但是又修改成为 “石斛属植

物近似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又认可了所有石斛属

植物可做药用。由于石斛属植物种类多，在药用方

面的研究目前尚不全面，将所有的石斛种类均列入

药用的做法并不可取。因此，本研究建议对石斛属

植物单品种进行深入的药效研究，明确其药效后，

再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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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陶弘景．名医别录［Ｍ］．尚志钧，辑校．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１９８６：２９．
［６］　陈嘉谟．本草蒙筌［Ｍ］．王叔民，陈湘萍，周超凡，校注．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８：５１．
［７］　李时珍．本草纲目［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７７：１３８３．
［８］　张志聪．本草崇原［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２００８：６
［９］　徐大椿．神农本草经百种录［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２０．
［１０］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６３：７６７７．
［１１］ 张山雷．本草正义［Ｍ］．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３：３２６．
［１２］陈存仁．中国药学大辞典［Ｍ］．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３５：

４４５４４８．
［１３］木村康一．中药石斛的生药学研究：第二报［Ｊ］．上海自

然科学研究所汇报，１９３７（７）：２７．
［１４］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Ｍ］．北

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１９６５：６７．
［１５］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Ｍ］．北

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１９７９：１４５１４６．
［１６］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Ｍ］．北

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５：７１７２．
［１７］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Ｍ］．北

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１９９０：７５７６
［１８］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Ｍ］．北

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１９９５：７５７６
［１９］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Ｍ］．北

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０：７０７１．
［２０］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Ｍ］．北

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５：６２６３．
［２１］谢宗万．中药材品种论述［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１９８４：４１９４３９．
［２２］明兴加，李博然，赵纪峰，等．金钗、金钗石斛的名实考

证［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６，４１（１０）：１９５６１９６４．
［２３］唐振缁，程式君．中药霍山石斛原植物的研究［Ｊ］．植物

研究，１９８４，４（３）：１４１１４６．
［２４］刘守金．霍山石斛的本草考证［Ｊ］．中药材，１９９６，１９（７）：

３７３３７５．
［２５］王德群，彭华胜．霍山石斛的名实混乱与原植物［Ｊ］．中

国中药杂志，２００４，１９（１２）：１１９８１１９９．
［２６］安徽植物志协作组．安徽植物志：第２卷［Ｍ］．合肥：安

徽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７：７４６７５１．
［２７］顺庆生，魏刚，王雅君．石斛类药材品种的历史和现

状［Ｊ］．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２０１７，２８（６）：８３８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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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中国药材公司．中国常用中药材［Ｍ］．北京：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５：７８５．

［２９］谢宗万．中药材品种理论与应用［Ｍ］．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２００８：９８０９８７．

［３０］沙文兰，罗金裕．中药石斛鉴定研究———Ⅰ．石斛原植物
和药材调查［Ｊ］．药学学报，１９８０，１５（６）：３５１３６０．

［３１］徐珞珊，徐国钧，沙文兰，等．中药石斛显微鉴定研
究Ⅰ［Ｊ］．南京药学院学报，１９８０，２（１５）：１８．

［３２］马国祥，徐国钧，徐珞珊，等．中药石斛显微鉴定研
究Ⅳ［Ｊ］．南京药学院学报，１９９５，２６（３）：１３４１３８．

［３３］李满飞，徐国钧，徐珞珊，等．商品石解的调查及鉴定［Ｊ］．
中草药，１９８６，１７（１０）：３３３６．

［３４］李满飞，徐国钧，徐珞珊，等．商品石解的调查及鉴
定Ⅱ［Ｊ］．中草药，１９９１，２２（４）：３３３６．

［３５］李满飞，徐国钧，徐珞珊，等．商品石解的调查及鉴
定Ⅲ［Ｊ］．中草药，１９９５，２６（７）：３３３６．

［３６］金效华，黄璐琦．中国石斛类药材的原植物实名考［Ｊ］．
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５，４０（１３）：２４７５．

［３７］斯金平，张媛，罗毅波，等．石斛与铁皮石斛关系的本
草考证［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７，４２（１０）：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３８］陶弘景．本草经集注［Ｍ］．尚志钧，辑校．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０８．

［３９］苏敬．新修本草［Ｍ］．尚志钧，辑校．合肥：安徽科学技术
出版社，１９８１：１６２．

［４０］苏颂．本草图经［Ｍ］．胡乃长，王致谱，辑注．福州：福建
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８：９０．

［４１］张三锡．医学六要［Ｍ］．王大妹，陈守鹏，点校．上海：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１４１．

［４２］叶桂．本草经解要［Ｍ］．张森，伍悦，点校．北京：学苑出
版社，２０１１：１４６．

［４３］吴仪洛．本草从新［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５８：１４０．

［４４］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Ｍ］．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６３：４０６．
［４５］姜武，吴志刚，陶正明．铁皮石斛的本草考证［Ｊ］．中药

材，２０１４，３７（４）：６９７６９９．
［４６］李博然，明兴加．基于地方文献的重庆石斛考［Ｊ］．中药

材，２０１６，３９（８）：１９１１１９１４．
［４７］寇宗爽．本草衍义［Ｍ］．颜正华，点校．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１９９０：４８．
［４８］包雪生，顺庆生，叶愈青，等．石斛类药材枫斗的历史及

现状［Ｊ］．中药材，１９９９，２２（１０）：５４０５４２．
［４９］滕建北，万德光，王孝勋，等．石斛名实及功效的本草考

证［Ｊ］．中草药，２０１３，３６（１１）：１８７６１１８０．
［５０］姚澜．本草分经［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２０１５：１５１．
［５１］赵玉娇，韩邦兴，彭华胜，等．石斛的历代质量评价沿革

与变迁［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６，４１（７）：１３４８１３５３．
［５２］赵菊润．黄草石斛的药源变迁［Ｊ］．内蒙古林业调查设

计，２０１４，３７（２）：１００１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１２８　　编辑：周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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