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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陕西传统药材柴胡用药历史悠久。通过本草考证、地方志考证、资源概况、陕西柴胡发展现状等层
面，对陕西柴胡进行了系统的本草考证。同时，对现阶段陕西柴胡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整改建议，以期为

陕西柴胡资源的保护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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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是常用大宗中药材，用药历史悠久，其始载

于 《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中品［１］。张仲景的 《伤寒

杂病论》中含柴胡的汤方有１３种之多，以柴胡命名
的大、小柴胡汤是著名的常用经方［２］，可见其应用之

广泛。２０１５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柴

胡为伞形科植物柴胡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ＤＣ或狭叶柴
胡Ｂ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Ｗｉｌｌｄ的干燥根。按性状不同，
分别习称 “北柴胡”和 “南柴胡”，具有疏散退热、

疏肝解郁、升举阳气的作用［３］。北柴胡产于内蒙古、

甘肃、陕西、河北、山东、河南及东北等地区；南

柴胡产于湖北、江苏、福建、广西、四川、贵州、

云南等地区［４］。陕西是柴胡的重要产地，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大面积种植柴胡以来，无论陕北，还是

关中、陕南，都有上万亩的柴胡基地。在本次全国

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中，列入普查的９６个区、
县中，几乎每个区、县都有柴胡分布。本研究通过

对中药柴胡的基原考证、陕西柴胡的本草考证、地

方志考证及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以期为陕西柴胡

资源的保护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参考依据。

１　中药柴胡的基原考证

历代本草典籍关于柴胡类别的记载很多，其中

《本草图经》收录的柴胡有襄州柴胡、江宁府柴胡、

淄州柴胡、寿州柴胡和丹州柴胡 ５种类别［５］。见

图１。《植物实名图考》中收录的除柴胡以外，还有
大柴胡、广信柴胡以及小柴胡这３种类别［６］。

·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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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襄州柴胡；Ｂ江宁府柴胡；Ｃ丹州柴胡；Ｄ淄州柴胡；Ｅ寿州柴胡。

图１　 《本草图经》中收录的５种柴胡

近现代专著及文献对于柴胡种类及分类，亦有

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及考证。潘胜利等［７］通过全国

范围内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覆盖柴胡属主要供药用

的２５个种及其８个变种和３个变型的柴胡，对其分
类、组织显微鉴定、化学成分分析及药理作用、柴

胡专利等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总结，在 《中国药用

柴胡原色图志》中提到，中国大部分地区药用的柴

胡以伞形科柴胡属的北柴胡Ｂ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ＤＣ（包括其
变型）和红柴胡 Ｂ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Ｗｉｌｌｄ（包括其变
型）为主，而西南地区则用竹叶柴胡Ｂ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ｍ
ＷａｌｌｅｘＤＣ（包括其变种），这与现今的使用种类
完全一致。王晖等［８］对历代本草典籍所用柴胡物种

进行了综述和辨析，认为汉唐时期柴胡的原植物已

无从考证，而宋代柴胡存在多种基原植物，明代以

后柴胡的基原以石竹科银柴胡和伞形科狭叶柴胡、

柴胡３类为主流。刘灿坤等［９］对柴胡的原植物、药

用部位等作了本草考证与调查，建议柴胡的药用品

种应恢复１９７７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的

柴胡为伞形科柴胡、狭叶柴胡及同属数种植物的干

燥根。马亚民等［１０］以各代本草著作记载柴胡性状与

功效为线索，认为银柴胡实为北柴胡，而北柴胡为

柴胡的正品；石竹科银柴胡伪充伞形科银州柴胡始

于李时珍时代，现代讹用为正品，混淆了银柴胡的

真正来源。

２　陕西柴胡的本草考证

最早记载陕西产柴胡的文献是西晋张华的 《博

物志》：“长安及河内并有之”［５］。南北朝刘宋时期

的 《雷公炮炙论》中记载：“凡使（柴胡）茎长软，

皮赤，黄髭须，出平州平县，即今银州银县也”［１１］。

历史上有多地不同时期称为 “平州”，因此雷
&

进

行了进一步解释，“平州”即 “银州”。银州在今陕

西榆林。宋代 《本草图经》中记载：“今关陕、江

湖间近道皆有之，以银州者为胜……生丹州结青子，

于他处者不类”［６］，并收录了 “丹州柴胡”药图，

丹州即为今陕北延安市的宜川县。宋代 《本草别

说》中记载：“柴胡，唯银夏者最良，根如鼠尾，

长一两尺，香味甚佳。今虽不见 《图经》，俗亦不

识真，故市人多以同华者代之，然亦盛于他处者，

盖银夏地多沙，同华亦沙苑所出也”［５］。其中提到

“同华”，“同”即同州，今陕西渭南大荔、合阳一

带；“华”即华州，今陕西渭南华县、华阴一带。

明 《本草蒙筌》记载：“州土各处具生，银夏（州

名，属陕西）出者独胜”［１２］。明代 《本草纲目》中

记载：“银州即今延安府神木县，五原城是其废迹。

所产柴胡长尺余而微白且软，不易得也。北地所产

者，亦如前胡而软，今人谓之北柴胡是也，入药亦

良”［１３］。李时珍对古本草中记载的 “银州”作了详

细的解释说明，其谓之 “北地”应该是指秦岭和淮

河以北广大地区，这与今天的北柴胡 Ｂ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ＤＣ产地分布极其吻合。明代 《本草原始》亦记

载：“今以银夏者为佳，根长尺余，色白而软，俗呼

银柴胡”［１４］。清代的本草著作，如汪昂［１５］的 《本草

备要》、吴仪洛［１６］的 《本草从新》等，对柴胡的记

载均延续了 “银州出者良”的观点。柴胡用药历史

悠久且常用，但与陕西较为密切的 《范子计然》

《千金翼方·药出州土》《新唐书·地理志·土贡药材》

中却均未提及柴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３　陕西柴胡地方志考证

通过查阅１３９部明嘉靖年间到１９４９年前后的陕
西地方旧志，其中记载柴胡相关信息的有 ７８部之

·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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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从现有陕西地方旧志中统计到的４３５种中药
材中记录最多的一味药材。在这７８部地方旧志中，
除了列出 “柴胡”为当地有名的物产外，有些还详

细记录了当地柴胡的产量和销路。明嘉靖二十一年

（公元１５４２年）的 《陕西通志》中记载：“柴胡今葭

州、洛川皆贡之”［１７］。“葭州”即为今天的陕西北部

的佳县；“洛川”即为今陕西洛川县。在明代，这

两地产的柴胡是作为贡品，上贡朝庭。明嘉靖二十

七年（公元１５４８年）《略阳县志》将柴胡列在 “卷

之三·土产·药部”之内［１８］。清光绪年间的 《略阳乡

土志》中记载：“柴胡，运出本境，水程至四川销

行，每岁约二百余捆”［１５］。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

１９０５年）《城固县乡土志》中记载：“柴胡每年产
１万余斤，水运销行湖北”［１９］。１９４１年 《乾县新志》

中记载：“最著名者为红软柴胡，即所称西柴胡，为

国药中地道佳品。产量颇丰，运销四川省”［２０］。

１９４２年的宁强县 《全县经济调查报告书》中记载了

全县２６种数量甚多的药材，“其中以泡参、柴胡、
杜仲、花椒、天花粉、杏仁、桔梗等产量较多”［２１］。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２０００年，陕西省各地区、
县组织专人编写了地方志（通常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编写出版的地方志称为新志），并陆续出版。

通过查阅陕西地方新志１０９部，几乎每个县志的药
材资源目录中都有柴胡。其中，宝鸡 《凤翔县志》

在医药卫生卷中记载： “柴胡年收购量２５００ｋｇ左
右，除满足本地需要，还有外调”［２２］。宝鸡 《扶风县

志》中记载：“１９８３年统计野生药材有１０４种，以柴
胡等面积最大，远销长江以南”［２３］。宝鸡 《太白县志》

中记载：“１９８３年柴胡收购量３０１１ｋｇ”［２４］。渭南 《富

平县志》［２５］中记载：“收购量最大品种为柴胡，１９７６
年收购７８５０ｋｇ”。《延安地区志》将柴胡列在名优特
产志中：“延安柴胡蕴藏丰富，品质优良，早在清代

以前就名扬天下”［２６］。延安 《延长县志》中记载：

“常年收购中药材 ３０余种，其中柴胡等最多最稳
定”［２７］。延安 《黄龙县志》中记载： “柴胡年收购

量在０５～１万公斤”［２８］。延安 《洛川县志》中记

载：“中草药年最高采收量１０万公斤，其中柴胡采
收量为最多，野生资源亦丰富”［２９］。延安 《吴旗县

志》中记载： “北柴胡年收购量１０００ｋｇ左右”［３０］。
榆林 《佳县志》中记载： “柴胡年收购量 ３～
５ｔ”［３１］。榆林 《米脂县志》中记载： “柴胡年收购

量１０ｔ左右”［３２］。榆林 《清涧县志》中记载： “柴

胡蕴藏量１５万公斤”［３３］。汉中 《城固县志》中记

载：“柴胡年产鲜品５万公斤以上”［３４］。安康 《旬阳

县志》中记载：“柴胡蕴藏量７５万公斤，常年收购
量４５万公斤，主销安康、西安、广东、河北等
地”［３５］。安康 《白河县志》中记载： “柴胡最高年

收购量１０２５０ｋｇ”［３６］。商洛 《丹凤县志》中记载：

“柴胡蕴藏量１１０６０ｋｇ”［３７］。
综上所述，陕西柴胡资源分布，野生资源储量

大，远销境外，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４　陕西柴胡研究概况

《中国植物志》柴胡属植物有 ３６种，２４个变
种或变型，共计６０种。分布于黄河、长江流域及
东北的广大地区。其中，北柴胡（柴胡）Ｂ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ＤＣ和红柴胡（狭叶柴胡）Ｂ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Ｗｉｌｌｄ
是分布较为广泛的 ２个种。在 《中国植物志》柴

胡属６０个种中，陕西有分布的共有１１个种［３８］。见

表１。
据陈士林［３９］研究，柴胡Ｂ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ＤＣ在陕西

生态适宜面积为１９２５１８２ｋｍ２，其面积占所调查的
陕西９８个县（市）的９３％，结合自然条件、社会经
济条件、药材主产地栽培和采收加工技术，建议选

择柴胡栽培区域以内蒙古、陕西、黑龙江、辽宁一

带为宜。狭叶柴胡 Ｂ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Ｗｉｌｌｄ在陕西
生态适宜面积为１０９９９８９ｋｍ２，其面积占所调查的
８９个县（市）的５３％，结合气候、土壤等因素，可视
为适宜发展种植研究的重点区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李广民［４０］对陕西柴胡属植物

及药用种类做了初步调查研究，统计到陕西有柴胡

属植物１５种。其中８种原种、５变种、２变型。在
这１５种柴胡属植物中，入药的柴胡主要有５种：北
柴胡Ｂ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ＤＣ，分布于山阳、商县、宜君、铜
川、旬邑、永寿、潼关、华阴、凤翔、凤县、太白、

镇巴、洋县、佛坪；红柴胡Ｂ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Ｗｉｌｌｄ，
分布于靖边、洛川、黄陵、永寿；银州柴胡 Ｂｙｉｎ
ｃｈｏｗｅｎｓｅＳｈａｎｅｔＹＬｉ，分布于神木、榆林、横山、
清涧、绥德、安塞、延安、甘泉、铜川、宜君、长

安、宁陕、华阴；锥叶柴胡 ＢｂｉｃａｕｌｅＨｅｌｍ，分布
于靖边、府谷；线叶柴胡ＢＡｎｇｕｓｔｉｓｓｉｍｕｍ（Ｆｒａｎｃｈ）
Ｋｉｔａｇａｗａ，分布于吴旗、靖边、神木。
２００５年权秀丽等［４１］通过实地调查，对陕西产柴

胡属药用植物的种类、生境分布、资源多度等进行

了归纳总结，研究认为陕西柴胡属药用植物共计１５
种。其中７原种、６变种、２变型。大部分资源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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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植物志》中陕西有分布的柴胡属植物

序号 名称 分布区域及生境

１ 紫花大叶柴胡ＢｌｏｎｇｉｒａｄｉａｔｕｍＴｕｒｃｖａｒｐｏｒｐｈｙｒａｎｔｈｕｍＳｈａｎｅｔＹＬｉ 产河南、陕西、甘肃和四川一带。生长于海拔８００～１５００ｍ
山坡林下或阴地草坡。

２ 黑柴胡ＢｓｍｉｔｈｉｉＷｏｌｆｆ 产河北、山西、陕西、河南、青海、甘肃和内蒙古等地。生

长于海拔１４４～３４００ｍ的高山草坡、山谷、山顶阴处。

３ 空心柴胡ＢｌｏｎｇｉｃａｕｌｅＷａｌｌｅｘＤＣｖａｒ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ｄｅＢｏｉｓｓ 产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及云南。生长于海拔 １４００～
４０００ｍ山坡草地。

４
秦岭柴胡ＢｌｏｎｇｉｃａｕｌｅＷａｌｌｅｘＤＣｖａｒｇｉｒａｌｄｉｉＷｏｌｆｆ 产陕西太白山及佛坪一带、山西、甘肃等地。

５ 锥叶柴胡ＢｂｉｃａｕｌｅＨｅｌｍ 产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及河北、内蒙古等省区。生于海拔

６５０～１５５０ｍ山坡向阳草地上。

６ 红柴胡（狭叶柴胡）Ｂ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Ｗｉｌｌｄ 广布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江

苏、安徽、广西、及内蒙古、甘肃诸省区。生于海拔１６０～
２２５０ｍ的干燥草原、向阳山坡及灌木林缘。

７ 线叶柴胡ＢＡｎｇｕｓｔｉｓｓｉｍｕｍ（Ｆｒａｎｃｈ）Ｋｉｔａｇａｗａ 产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等地。生于干草原。

８ 银州柴胡ＢｙｉｎｃｈｏｗｅｎｓｅＳｈａｎｅｔＹＬｉ 产陕西北部（定边、延安、横山、清涧、子长、榆林）、甘

肃（榆中、静宁）、宁夏（海源）及内蒙古等省区。生长于干

旱山坡及多沙地带瘠薄的土壤中，海拔５００～１９００ｍ。

９ 北柴胡Ｂ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ＤＣ 广布于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和华中各地。生长于向

阳山坡路边、岸边或草丛中。

１０ 北京柴胡Ｂ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ＤＣｆ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ｅ（Ｆｒａｎｃｈ）ＳｈａｎｅｔＹＬｉ 产于北京、河北、山西和陕西等省区。生于海拔５６０～１５５０ｍ的
山坡草地。

１１
多伞北柴胡Ｂ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ＤＣｆｃｈｉｌｉｏｃｉａｄｉｕｍ（Ｗｏｌｆｆ）ＳｈａｎｅｔＹＬｉ 产河北、陕西、安徽等地。

在陕西中部的秦岭山区，分布于海拔４００～２０００ｍ
间的山坡草地、灌木林缘、疏林下、山谷草地、干

旱草地及山顶阴处。罗明超等［４２］研究了陕西户县野

生柴胡的中药学形态特征，研究表明陕西户县野生

柴胡作为柴胡道地产区的野生药材，具有很强的代

表性。

谭玲玲等［４３］对陕西省不同产地的北柴胡药材中

柴胡总皂苷及柴胡皂苷 ａ的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
显示从高到低依次为汉中市 ＞榆林市 ＞渭南市 ＞咸
阳市＞西安市 ＞安康市，其中汉中产北柴胡药材中
柴胡总皂苷和柴胡皂苷 ａ质量分数均最高，分别为
２８９８％和１０４９％。侯会平等［４４］对辽宁、陕西、甘

肃及山西４个产地的柴胡皂苷含量进行了测定，研
究发现陕西宝鸡产区的柴胡皂苷含量在５月和８月
均能达到最大值，故春、秋季均可进行采收。康

玮［４５］收集了河北、甘肃、陕西及山西 ４个产地的

多份人工栽培柴胡样品进行质量评价，研究表明

３９批次样品浸出物含量全部高于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标准２倍左右；其中陕西柴胡皂苷质量分
数最高，皂苷ａ质量分数达到５９６ｍｇ·ｇ－１，皂苷 ｄ
质量分数为７６５ｍｇ·ｇ－１；陕西、山西和甘肃的栽培
品种普遍为北柴胡，陕西和山西的样品相似度高。

龚建华等［４６］收集陕西、河南、甘肃、河北及内蒙

５个省份的北柴胡药材，测定柴胡皂苷的含量，结
果表明陕西柴胡皂苷质量分数最高，其中皂苷 ａ质
量分数为０９６％，皂苷ｄ质量分数为１１５％，总皂
苷质量分数为３５８％。

综上所述，陕西人工栽培柴胡的品种较为统一，

均为北柴胡，与当前柴胡市场品种、基原混乱的现

状形成强烈反差；同时，陕西柴胡质量较好，浸出

物及柴胡皂苷ａ、ｄ均高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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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陕西柴胡产业发展与思考

２０１５年底，陕西省出台了 《陕西省中药材保护

和发展实施方案（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将柴胡作为宝鸡
市、渭南市和咸阳市重点发展的中药材，将宝鸡陈

仓区的柴胡基地列入重点提升的规范化基地。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陕西省宝鸡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发布并实
施了 《宝鸡柴胡生产技术规程》，从政府层面加大

了对陕西柴胡发展的高度重视。陕西省目前在陕北、

关中的宝鸡、陕南的汉中、商洛都建有较大规模的

柴胡种植基地。尤其是宝鸡陈仓区有多家企业在这

里建立柴胡基地，现有种植面积７３００ｋｍ２，其集中
面积是全国最大的。在这些企业中，陕西华远医药

集团公司申宝有限公司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发展种植，主
要以加工出口给日本、韩国作柴胡药材为主要目的

而建立的，目前与种植合作社合作面积８００ｋｍ２，经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实地考察、采集标

本、取样鉴定，该基地种植的柴胡种质为伞形科植

物柴胡Ｂ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ＤＣ。宝鸡市博仁药业有限公司
与合作社合作种植面积１３００ｋｍ２，以加工柴胡饮片
销售为主。汉中略阳的柴胡种植也是起步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后期，由当地县政府主导适宜乡镇的农民发
展起来的，目前地存面积近２０００ｋｍ２。在陕西的其
他地方，情况都类似。陕西的柴胡产业虽然具备了

一定规模，但仍然具有种植模式简单、管理方式粗

放、盲目引种、加工与仓储不规范等与其他中药材

生产相似的现状，在规范化种植、种子繁育、质量

控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龙头企业带动力不足。当前，陕西的柴胡

基地只有宝鸡陈仓基地是由陕西华远医药集团公司

申宝有限公司作为龙头企业，与中国种业合作建立

了种子繁育基地，通过给农户发放种子，指导农户

种植，统一收购柴胡药材。但该企业种植科研投入

不足，与合作社是一种松散的买卖合作关系。宝鸡

市博仁药业也是如此，并且存在资金链短缺的问题。

其余的柴胡基地，有的是由农村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组织农户种植、加工、收购，再销售给药材市场的

商户；有的是农户自发种植，药材由中间商贩收购。

一方面，申宝公司作为国有控股公司没有把全省的

柴胡种植、加工、储运统领起来，把柴胡产业做大

做强；另一方面也缺少实力雄厚的公司来统领陕西

柴胡产业，开展精细化加工和深加工。

二是种质比较混乱。目前，陕西种植的柴胡除

了柴胡Ｂ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ＤＣ、狭叶柴胡Ｂ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Ｗｉｌｌｄ外，还有银州柴胡ＢｙｉｎｃｈｏｗｅｎｓｅＳｈａｎｅｔＹＬｉ、
锥叶柴胡 ＢｂｉｃａｕｌｅＨｅｌｍ、竹叶柴胡 Ｂｍａｇｉｎａｔｕｍ
ＷａｌｌｅｘＤＣ、日本三岛柴胡（阿尔泰柴胡）Ｂ
ｋｒｙｌｏｖｉａｎｕｍＳｃｈｉｓｃｈｋｅｘＫｒｙｌ。日本三岛柴胡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从日本传入的，是日本习用柴胡。
造成种质混乱的原因是我国中药市场开放以后，农

户自行购买种子，跨省地调运，药材种子没有纳入

国家管理行列。有些地区多种种子混杂，不同种柴

胡之间的内在质量和外观质量均存在明显不同，种

质混杂是影响种植药材质量均一性的原因之一。不

同种的柴胡并非都能药用，曾经就发生过误用中毒

事件。因此，规范化种植，首先要明确种质。在调

查中还发现有人推广柴胡杂交新品种（据了解这种新

品种没有相关机构认可）。对于中药材杂交新品种能

否用于临床，是否改变了传统的中药功效，还有待

临床试验研究。

三是缺乏专门的种子企业开展种子选育、种质

纯化、育苗等科研工作。目前国家虽然成立了国药

种业有限公司，但陕西省在这方面工作还未启动。

柴胡的种质纯化、优良品系的选育、优质药材的质

量控制研究等科研工作投入的人力、资金严重不足。

四是道地柴胡品牌打造不足。银州柴胡是本草

著作记载了近两千年的道地药材，驰名中外，但目

前，因银州柴胡ＢｙｉｎｃｈｏｗｅｎｓｅＳｈａｎｅｔＹＬｉ种植面
积较小、产量少，而没有被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收载。陕西省政府联合当地政府应引导和鼓励

企业及科研单位投入，扩大种植面积和药材品质，

重树陕西 “银州柴胡”的品牌。柴胡 Ｂ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ＤＣ和狭叶柴胡 Ｂ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ｉｆｏｌｉｕｍＷｉｌｌｄ也是陕西
应该大力打造的道地药材品牌。柴胡是最常用的一种

药材，每年国内外的消耗量都较大，种植技术相对简

单，是贫困山区政府扶贫攻坚，让农民持续增收较好

的抓手。鼓励、扶持龙头企业开展科研和规范化种

植，由政府和企业联合打造 “陕西柴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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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卫生部药政管理局．中药材手册［Ｍ］．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１９５９：１３９．

［５］　苏颂．本草图经［Ｍ］．尚志钧，辑校．合肥：安徽科学技
术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０１１０２．

［６］　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Ｍ］．侯士良，校注．郑州：河南
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８５１８７．

［７］　潘胜利，顺庆生，柏巧明，等．中国药用柴胡原色图志［Ｍ］．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１４．

［８］　王晖，张改霞，杨成民，等．历代本草所用柴胡物种辨
析［Ｊ］．中草药，２０１８，４９（２０）：４９２８４９３４．

［９］　刘灿坤，李文涛．柴胡的本草研究［Ｊ］．时珍国医国药，
１９９９，１０（１）：４０４２．

［１０］　马亚民，杨长江，王林凤．柴胡本草考证［Ｊ］．陕西中医
学院学报，２００１，２４（２）：４２４３．

［１１］　雷
!

．雷公炮炙论［Ｍ］．施仲安，校注．南京：江苏科技
出版社，１９８５：３４．

［１２］　陈嘉谟．本草蒙筌［Ｍ］．王淑民，辑校．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１９８８：５６５８．

［１３］　李时珍．本草纲目［Ｍ］．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４：３６０３６１．

［１４］　李中立．本草原始［Ｍ］．张卫，张瑞贤，校注．北京：学
苑出版社，２０１１：２０．

［１５］　汪昂．本草备要［Ｍ］．谢观，辑校．重庆：重庆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６：７８７９．

［１６］　吴仪洛．本草从新［Ｍ］．窦钦鸿，辑校．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４．

［１７］　赵廷瑞．明嘉靖陕西通志［Ｍ］．西安：三秦出版社，
２００６：１８９７．

［１８］　赵飞．明清略阳县志校注［Ｍ］．郭鹏，校注．西安：三秦
出版社，２０１５：５２，７５２．

［１９］　佚名．城固县乡土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９：２８．
［２０］　范紫东．乾县新志［Ｍ］．袁富民，校注．西安：三秦出

版社，２０１０：１６８．
［２１］　佚名．宁强县经济调查报告书［Ｍ］．宋文富，校注．北

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６：８０．
［２２］　陕西凤翔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凤翔县志［Ｍ］．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７５９．
［２３］　陕西扶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扶风县志［Ｍ］．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８５．
［２４］　陕西太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太白县志［Ｍ］．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４７．
［２５］　陕西富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富平县志［Ｍ］．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２１６．
［２６］　延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延安地区志［Ｍ］．西安：西

安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９７．
［２７］　陕西延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延长县志［Ｍ］．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５５４．
［２８］　陕西黄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黄龙县志［Ｍ］．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６００．
［２９］　陕西洛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洛川县志［Ｍ］．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３，２９７．
［３０］　陕西吴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吴旗县志［Ｍ］．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８５９．
［３１］　陕西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佳县志［Ｍ］．西安：陕西

旅游出版社，２００８：７３．
［３２］　陕西米脂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米脂县志［Ｍ］．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６４３．
［３３］　陕西清涧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清涧县志［Ｍ］．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７３．
［３４］　城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城固县志［Ｍ］．北京：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４：７２８．
［３５］　旬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旬阳县志［Ｍ］．北京：中国

和平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１８．
［３６］　陕西白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白河县志［Ｍ］．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５３０．
［３７］　陕西丹凤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丹凤县志［Ｍ］．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６６．
［３８］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委会．中国植物志［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２１９２９３．
［３９］　陈士林．中国药材产地生态适宜性区划［Ｍ］．北京：科

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３０２３０７．
［４０］　李广民．陕西柴胡属植物及药用种类的研究［Ｊ］．西北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８０（２）：１３０１３５．
［４１］　权秀丽，顾国强，杨长花，等．陕西柴胡属药用植物

资源调查［Ｊ］．现代中药研究与实践，２００５，１９（６）：
２９３０．

［４２］　罗明超，张志宇，龚又明，等．陕西户县野生柴胡中药形
态学研究［Ｊ］．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４，２３（９）：２４８．

［４３］　谭玲玲，侯晓敏．陕西省不同市区的北柴胡药材质量
的分析［Ｊ］．青岛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２，
２９（４）：２８２２８４．

［４４］　侯会平，赵士博，于康平，等．北柴胡不同产地、不同采
收期和不同炮制品中６种柴胡皂苷的含量测定［Ｊ］．
药学学报，２０１８，５３（１１）：１８８７１８９３．

［４５］　康玮．北方地区栽培柴胡的品种及质量研究［Ｄ］．北
京：北京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１．

［４６］　龚建华，石森林．五个产地北柴胡中皂苷含量的比较［Ｊ］．
中华中医药学刊，２０１４，３２（１）：２００２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８２３　　编辑：韩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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