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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考证有关百合的历代本草文献，查证其物候、形态、分布、栽培与市场流通情况，分析了百合的
品种沿革、产地沿革以及传统质量评价方法；认为本草中优质的白花百合为野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ｂｒｏｗｎｉｉ及百合Ｌｂｒｏｗｎｉｉ
ｖａｒ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并进一步梳理了近代百合的基原植物学名变化过程，考证了产于湖南邵阳 “形长味甘”的道地药材

龙牙百合形成过程；推断清代开始出现栽培百合，卷丹因其广泛的适种性，渐成为百合商品的主流品种；本草记载

中百合的性味功效变化，本质是百合的基原变化在临床上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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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１］，为 “养肺气，润脾

燥”之药，也是最具代表性的 “药食同源”中药材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 《中国药典》）［２］

收载百合来源于百合科植物卷丹 Ｌｉｌｉｕｍ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Ｔｈｕｎｂ、百合ＬｂｒｏｗｎｉｉＦＥＢｒｏｗｎｖａｒ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Ｂａｋｅｒ
或细叶百合 ＬｐｕｍｉｌｕｍＤＣ的干燥肉质鳞叶。梁云
等［３］认为：“百合是由于描述百合植物鳞茎的结构和

形状而得名， ‘百合病’之名首见于 《金匮要略》，

而百合的得名是因为治疗该疾病的主要药物为百合”，

但却并未阐释命名的内在逻辑。有学者［４５］认为，历

代本草著作皆以 “白花味甘”的百合为佳，并考证其

为野百合及其变种百合Ｌｂｒｏｗｎｉｉｖａｒ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但近
代以来市场流通的药用百合却以卷丹为主，性味也从

甘、平，逐渐转变为味甘、微苦，微寒；功效也更加

强调 “清肺热”。本研究尝试通过考证百合本草与植

物学文献，结合实地调查，阐释百合产区沿革与品质

评价方法，分析其性味功效变化的内在原因。

１　百合名义考辩

自 《神农本草经》将百合列为中品以来，历代本

草古籍皆以 “百合”为该药正名。《金匮要略》记

载：“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６］。《本草

图经》记载：“张仲景治百合病……病名百合，而用

百合治之，不识其义”［７］。《尔雅翼》中记载： “ ，

百合蒜也……百合蒜近道处有，根小者如大蒜，大者

如鰕，数十片相累，状如白莲花，故名百合，言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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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也”［８］。《本草纲目》记载：“百合之根，以众瓣

合成也。或曰专治百合病，故名，亦通”［９］，保留了

２种观点。森立之［１０］认为：“谓之百合者，即是古昔

之俗称。凡 《本草经》所载药名，悉是上古之俗呼，

人间通知之名称，欲使人易知其物之益存焉，故与

《尔雅》《说文》名称往往不相合者，全在于此也”。

《神农本草经》所载药名与 《诗经》《尚书》

《尔雅》等古书不合，不仅因其多用上古俗称，更

因其药名多为药用部位最具辨识度的形、色、味描

述，如黄柏、大黄、紫菀、丹参、吴茱萸、苦参等，

或以颜色、或以味道、或以形态。百合之名，以

“百”表示其鳞叶之多，以 “合”表示其鳞叶生长

方式，实为百合药用部位由几十枚鳞叶层层相累的

形态特征最精练准确描述。《神农本草经》以 “百

合”为药物正名，包含了药用部位、形态特征等信

息，便于古人区分与传播。张仲景所著方剂用药多为

《神农本草经》收载，陈修园［１１］认为 “非此方不能治

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可见张仲景病、方、药

联系之紧密。《金匮要略》所载百合病所主７方，其
中６方以百合为主药，故以方剂主药命名病症。

２　百合道地药材历史沿革

２１　百合品种沿革
２１１　 “白花百合”种类考证　百合鳞叶形态描述
首见于南北朝 《本草经集注》［１２］，植株形态描述首

见于唐代 《新修本草》［１３］，明确百合有 ２种，１种
“叶大茎长，根粗花白色”，１种 “叶细，花红色”，

且认为药用者应为白花者。宋代 《本草图经》［７］进

一步描述了百合的鳞茎形态、植株分枝方式、叶片

着生方式等形态特征。综合各历史时期主要本草著作

对百合的形态描述（见表１）及所附百合图（见图１Ａ～
Ｋ）分析，可以确认其为百合属（Ｌｉｌｉｕｍ）植物。特别是
形容其花 “四、五月开红白花，如石榴觜而大”，为

进一步确定百合的基原植物提供了可能。《说文解字

注》［１８］解释 “觜”为猫头鹰类头上的毛角，常形容某

些物体头部向前突出的部分。“石榴觜”即是指石榴

ＰｕｎｉｃａｇｒａｎａｔｕｍＬｉｎｎ果实的前部宿存花萼。石榴宿
存花萼萼筒较长，花萼裂片略外展，卵状三角形。

与百合属植物花的形态比较可知 “石榴觜”形容百

合花为喇叭形。通过叶散生，花白色、喇叭形、花

被片先端外弯的形态特征，检索 《中国植物志》［１９］，

可确认其所描述的百合为百合组 ＳｅｃｔＬｉｌｉｕｍ植物。
《中国植物志》百合组植物共７种２变种，其中只有
野百合Ｌｂｒｏｗｎｉｉ及其变种百合Ｌｂｒｏｗｎｉｉｖａｒ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分布范围较广（见表２），包括我国秦岭以南大部分
地区，而且适应的生态环境类型多样，海拔范围较

广，平均海拔较低。各历史时期本草古籍中记载的

百合分布地区较明确的包括山东、湖南、湖北、甘

肃、安徽、江苏、河南等地，且往往言其 “近道处

处有”，可见古代白花百合分布之广。《本草图经》

记载百合 “四五月开红白花”［７］，其花期在农历４—
５月，百合组植物只有野百合与百合花期在５—６月
（农历４—５月）。综上，可以确定本草中所言 “白花

百合”应为百合科植物野百合 Ｌｂｒｏｗｎｉｉ及其变种百
合Ｌｂｒｏｗｎｉｉｖａｒ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清代 《植物名实图考》［１７］

在继承历代本草书籍对百合的认识的基础上，并附精绘

百合图１幅，图中叶片明显为倒披针形，可以进一步
推断其所载百合即为百合Ｌｂｒｏｗｎｉｉｖａｒ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表１　各历史时期本草著作中百合形态描述
历史时期 出处 形态描述

南北朝 《本草经集注》［１２］ “根如胡蒜，数十片相累”。

唐代　 《新修本草》［１３］ “此药有二种，一种细叶，花红白色；一种叶大，茎长，根粗，花白，宜入药用”。

宋代　 《本草图经》［７］ “春生苗，高数尺，秆粗如箭；四面有叶如鸡距，又似柳叶，青色，叶近茎微紫，茎端碧白；

四、五月开红白花，如石榴觜而大；根如葫蒜重叠，生二三十瓣……又有一种，花黄有黑斑细

叶，叶间有黑子，不堪入药”。

《本草衍义》［１４］ “茎高三尺许，叶如大柳叶。四向攒枝而上。其颠即有黄白色花，四垂而下覆，长蕊，花心有

檀色，每一枝颠，须五六花。子色紫圆如梧桐子，生于枝叶间，每叶一子，不在花中，此又异

也，其根即百合。其色白，其形如松子壳，四向攒生，中间出苗”。

明代　 《救荒本草》［１５］ “苗高数尺，干粗如箭，四面有叶如鸡距；又似大柳叶而宽，青色稀疏。叶近茎微紫，茎端碧

白。开淡黄白花，如石榴觜而大，四垂向下覆长蕊，花心有檀色，每一枝颠，须五六花。子色

紫圆如梧桐子，生于枝叶间，每叶一子，不在花中，此又异也。根色白，形如松子壳，四向攒

生，中间出苗；又如葫蒜，重叠生二三十瓣”。

《本草蒙筌》［１６］ “花开红白二种。根如胡蒜，小瓣多层”。

《本草纲目》［９］ “叶短而阔，微似竹叶，白花四垂者，百合也。叶长而狭，尖如柳叶，红花，不四垂者，山丹

也，茎叶似山丹而高，红花带黄而四垂，上有黑斑点，其子先结在枝叶间者，卷丹也”。

清代　 《植物名实图考》［１７］ “生山石上者，根嫩、多汁、瓣小，种生沙地者，根大，开大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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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本草图经》成州百合；Ｂ《本草图经》滁州百合；Ｃ《本草原始》百合药材；Ｄ《本草纲目》卷丹；

Ｅ《本草品汇精要》成州百合；Ｆ《本草品汇精要》滁州百合；Ｇ《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百合；Ｈ《食物本

草》百合；Ｉ～Ｋ《植物名实图考》百合、卷丹、山丹。

图１　各历史时期主要本草著作中的百合图

表２　 《中国植物志》百合组植物分布、生态环境与花期

种类 分布与生态环境 花期

野百合Ｌｂｒｏｗｎｉｉ 产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四川、云南、贵州、陕西、

甘肃和河南。生山坡、灌木林下、路边、溪旁或石缝中。海拔 （１００－）６００～２１５０ｍ。
５—６月

百合Ｌｂｒｏｗｎｉｉｖａｒ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河北、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浙江。生于山坡草丛中、疏林

下、山沟旁、地边或村旁，也有栽培，海拔３００～９２０ｍ。
５—６月

岷江百合Ｌｒｅｇａｌｅ 产四川。生山坡岩石边上、河旁，海拔８００～２５００ｍ。 ６—７月

台湾百合Ｌ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ｕｍ 产我国台湾地区。生于海拔３５００ｍ以下的向阳草坡。 ７—８月

麝香百合Ｌｌｏｎｇｉｆｌｏｒｕｍ 产我国台湾地区。大陆引种栽培。 ６—７月

宜昌百合Ｌｌｅｕｃａｎｔｈｕｍ 产湖北和四川。生山沟、河边草丛中，海拔４５０～１５００ｍ。 ６—７月

紫脊百合Ｌｌｅｕｃａｎｔｈｕｍｖａｒｃｅｎｔｉｆｏｌｉｕｍ 产甘肃（舟曲）。生于山沟中，海拔２５００ｍ。 ６—７月

淡黄花百合Ｌｓｕｌｐｈｕｒｅｕｍ 产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生路边、草坡或山坡阴处疏林下，海拔９０～１８９０ｍ。 ６—７月

通江百合Ｌ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ａｅ 产四川。生山坡草丛中，灌木林旁，海拔５００～２０００ｍ。 ７—８月

２１２　其他百合品种　宋代寇宗在 《本草衍义》

中描述百合形态：“花心有檀色，每一枝颠，须五六

花。子色紫圆如梧桐子，生于枝叶间，每叶一子，

不在花中”［１４］，描述了叶腋珠芽明显特征，而卷丹

Ｌ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ｕｍ为百合属植物中唯一有叶腋珠芽者，
可以确定 《本草衍义》所言百合为卷丹。《本草图

经》明确记载：“又有一种，花黄有黑斑细叶，叶

间有黑子，不堪入药”［７］。李时珍也认为：“寇氏所

说，乃卷丹，非百合也。苏颂所传不堪入药者，今

正其误”，又说 “卷丹……其根有瓣似百合，不堪

食，别一种也”［９］，更是直接否定了卷丹作为百合的

来源，可见寇宗始载卷丹为药材百合的来源并不

被多数本草学家认同。明代 《本草品汇精要》［２０］据

《本草图经》改绘的成州百合图，其花色改绘为黄

色并有黑斑，叶腋间绘有 “黑子”，即珠芽，明显

为卷丹。清代 《调疾饮食辩》［２１］６６９记载：“山丹、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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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此百合同类异种也……三物功用相近。入药用

百合，充饥可不必拘”。可见，明清两代在一定范围

内，也存在将植物卷丹作为百合应用的情况。

唐代 《新修本草》记载百合： “一种叶细，花

红色”［１３］，唐代 《食疗本草》［２２］记载：“红花者名山

丹”。李时珍在山丹项下描述：“山丹根似百合，体

小而瓣少，茎亦短小，其叶狭长而尖，颇似柳叶，

与百合迥别。四月开红花六瓣，不四垂，亦结小子。

燕齐人采其花跗未开者，干而货之，名红花菜”［９］，

总结本草古籍所描述的山丹形态特点包括鳞茎较小，

植株矮小、叶细长、花红色而不俯垂，花期农历

４月开始，分布至 “燕齐”等地（即今华北、东北地

区），检索 《中国植物志》可以判断其可能主要包

括山丹 Ｌｐｕｍｉｌｕｍ和渥丹 Ｌｃｏｎｃｏｌｏｒ等。此２种植
物形态极为相似，古人难以区分。《植物名实图考》

转引 《群芳谱》记载：“根大者供食，味与百合无

异”［１７］，可知其鳞茎也可食用。

２１３　近代百合基原变迁　近代以来，虽然本草书
籍记载仍以白花百合为主，但实际市场流通已经发

生变化。１９３５年 《中国药学大辞典》记载：“百合

为百合科药用百合之球根”［２３］，所记百合学名则

为Ｌ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日本百合）［２４］，并直言 “药铺售者，

皆卷丹根，非真百合”，可见至少作者所在江浙地区

卷丹已经成为市场流通百合的主要种类。１９３７年，
赵遹黄实地观察河北药市与栽培药材情况撰成 《本

草药品实地之观察》［２５］一书，记载了河北及周边地

区的百合药用情况。“北平一带供于食用之百合，据

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氏报告，多为卷丹 Ｌｔｉｇｒｉｎｕｍ之栽培
品，即祁市之所谓菜百合，较南方食用之百合，其

形略小，盖即 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氏所述之卷丹。此种卷
丹，北平人即呼为百合，为百合之一种，亦供食

用”，又描述祁州菜百合的形态 “自其鳞茎剥离而

干燥之，略成匙形乃至椭圆形，作屈曲不齐之穹窿

状块片……有时作弦月形而弯曲之；质坚脆，角质

状，半透明；破折面稍平坦而粗糙，殆无臭气，味

黏液样而带微苦”，所描述的菜百合形态也符合卷丹

药材性状特征。可见，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卷丹已经
成为北方地区主要食用的百合品种，且为栽培品；

江浙地区也有较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与南方食用百

合不同。谢宗万［２６］认为，卷丹在江苏宜兴已有上百

年的栽培历史，但中药学界遵循历代本草书籍所记

直到１９５９年出版的第１版 《中药志》［２７］中仍未将卷

丹列为百合的来源植物之一。

百合Ｌｂｒｏｗｎｉｉｖａｒ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的模式标本由分类学
家从日本引入欧洲，早期分类学地位被认为是日本百合

Ｌ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２８］，故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借鉴松村任三［２９］研

究的部分著作皆将百合学名定为 Ｌ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２３，３０］。
我国早期的药学著作，如 １９５９年 《中药志》［２７］、

１９６３年版 《中国药典》［３１］中记载的百合则使用了另外

一个异名 Ｌｂｒｏｗｎｉｉｖａｒｃｏｌｃｈｅｓｔｅｒｉ。直到 １９７７年版
《中国药典》［３２］才将药用白花百合学名确定为

Ｌｂｒｏｗｎｉｉｖａｒ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中国药典》最终选择
Ｌｂｒｏｗｎｉｉｖａｒ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不但是植物分类学研究成果
的体现，也是因为野百合Ｌｂｒｏｗｎｉｉ以野生资源为主，
而百合Ｌｂｒｏｗｎｉｉｖａｒ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栽培发展较好，资源
更加丰富。《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２５］所用卷丹学名

Ｌｔｉｇｒｉｎｕｍ为 《中国药典》卷丹Ｌ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ｕｍ的接受
名，历版 《中国药典》所用卷丹学名 Ｌ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实为异名。１９５９年 《中药志》［２７］所谓细叶百合

Ｌ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ｍ则为 《中国药典》细叶百合Ｌｐｕｍｉｌｕｍ
的异名。综上可见，近现代我国学者对百合基原植物

不断探索的过程（见表３）。

表３　近代主要药学著作中的百合基原植物
时间 出处 基原植物

１９１８年 《植物学大词典》［３０］ 百合Ｌ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１９３５年 《中国药学大词典》［２３］ 百合Ｌ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１９３７年 《本草实地之观察》［２５］ 百合Ｌｓｐｐ
卷丹Ｌｔｉｇｒｉｎｕｍ

１９５９年 《中药志》Ⅰ［２７］ 百合Ｌｂｒｏｗｎｉｉｖａｒｃｏｌｃｈｅｓｔｅｒｉ
细叶百合Ｌ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ｍ
山丹Ｌ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１９６３年 《中国药典》［３１］ 百合Ｌｂｒｏｗｎｉｉｖａｒｃｏｌｃｈｅｓｔｅｒｉ
细叶百合Ｌ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ｕｍ
山丹Ｌｃｏｎｃｏｌｏｒ

１９７７年 《中国药典》［３２］ 卷丹Ｌ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百合Ｌｂｒｏｗｎｉｉｖａｒ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细叶百合Ｌｐｕｍｉｌｕｍ

１９８１年 《中药志》Ⅱ［３３］ 卷丹Ｌｌａｎ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百合Ｌｂｒｏｗｎｉｉ
山丹Ｌｐｕｍｉｌｕｍ

　　注：中文名与学名皆为原著内容。

２２　百合产地沿革

明清两代以前，本草书籍中百合产地所论简略，

尚未形成集中的道地产区。《吴普本草》记载 “生

魾朐及荆山”［３４］，即今山东菏泽等地。《名医别录》

记载 “生荆州”［３５］，此处所记 “荆州”应包括湖北

西南部及湖南北部部分地区［３６］。《本草经集注》扩

大了百合的出产地域，记载 “近道处处也有”［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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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弘景隐居南京茅山，其所为 “近道”则为南京附

近地区，包括江苏、安徽等地。宋代 《本草图经》

除因袭 《本草经集注》的百合产地之外，还附有成

州百合图与滁州百合图，显示成州、滁州亦有分布。

成州为今甘肃陇南成县；滁州为今安徽省滁州市，

正是陶弘景所谓 “近道”。明代诸本草书籍在承袭

前代本草古籍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优质百合产

区。《本草品汇精要》承袭 《本草图经》记载百合

“道地：滁州、成州”［１８］，首次记载了百合道地产

区。《本草乘雅半偈》记载：“近道虽有，唯荆州山

谷者良”［３７］，是对历代本草书籍所记载百合 “生荆

州”的发展。清代中期 《植物名实图考》首次提出

“今以嵩山产者为良”［１７］，但其后未见传承。

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中大量出现各地出产药材百合

的记录。在 《中国数字方志库》中检索百合，将其列

为药之属的１９４９年之前的地方府志、县志共１５０余
部，亦可见药用百合产地之广。其中湖南地方志中有

１９种将百合列入 “药之属”，如康熙年间（１６８５年）
《宝庆府志》、乾隆年间（１７５７年）《湖南通志》等；
其中道光年间（１８４９年）《宝庆府志》［３８］与光绪年间
（１８７６年）《邵阳县志》［３９］都记载：“百合邵阳出者特
大而肥美”，是查得方志中唯一对所产百合品质进行

论述的记载。《药物出产辨》［４０］详细论述不同产地百

合质量，以 “湖南湘潭、宝庆”（今湘潭市、邵阳市）

所产百合为最佳，强调 “以龙牙合为最”（见表４）。

表４　各历史时期本草著作中的百合产地
历史时期 出处 产地

魏晋　 《吴普本草》［３４］ “生魾朐及荆山。”

南北朝 《名医别录》［３５］ “生荆州。”

《本草经集注》［１２］ “近道处处有。”

宋代　 《本草图经》［７］ “生荆州川谷，今近道处处有之。”

明代　 《救荒本草》［２１］ “生荆州山谷，今处处有之。”

　　 《本草乘雅半偈》［３７］ “近道虽有，唯荆州山谷者良。”

清代　 《植物名实图考》［１６］ “今以嵩山产者为良。”

　　 《宝庆府志》［３８］ “百合邵阳出者特大而肥美。”

１９３５年 《药物出产辨》［４０］ “湖南湘潭、宝庆产者，名拣片外

合，为最佳。由湘潭经北江到广

州，在北江栈沽。以龙牙合为最，

拣片次之。产湖北麻城，名麻城

合，用硫磺熏至其味酸，不适用。

有产四川者，名川合，亦可用。

有产江苏省，名苏合，味略苦。

均夏季出新。”

综上可知，湖南是本草书籍记载优质 “白花百

合”的传统产区，资源丰富，产区众多。清代中期

以来，邵阳所产百合 “特大而肥美”，品质较优，

清末即确认了 “龙牙百合”道地药材，传承至今。

通过标本鉴定与实地考察，湖南邵阳市栽培的百合

种类百合Ｌｂｒｏｗｎｉｉｖａｒ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商品称为 “龙牙

百合”，具备 “片形狭长，两端渐尖、色白肉厚、

味甘”的特点。

２３　百合品质评价沿革

历代本草书籍分别从辨别种类、药材性状以及

产地三方面展开百合药材的品质评价，且三者之间

常常相关。

２３１　以 “白花”入药为佳　 《新修本草》首次

明确 “花白，宜入药用”［１３］，历代因袭之（见表５）。
《本草图经》［７］ 《本草纲目》［９］ 《植物名实图考》［１７］

宋、明、清三代主要的本草著作对白花、红花、丹

黄花３种（类）百合科植物形态描述详细准确，皆以
“白花”者入药者佳，评价了不同基原植物的百合药

材品质。前文已经分析，可见百合药材的优质种质应

为野百合Ｌｂｒｏｗｎｉｉ及百合Ｌｂｒｏｗｎｉｉｖａｒ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

表５　各历史时期本草著作中百合品质评价
历史时期 出处 品质评价

唐代 《新修本草》［１３］ 一种叶大，茎长，根粗，花白，宜入

药用

《食疗本草》［２２］ 红花者名山丹，不甚良。

宋代 《本草图经》［７］ 又有一种，花黄有黑斑细叶，叶间有

黑子，不堪入药。

明代 《救荒本草》［１５］ 又有一种开红花，名山丹，不堪用。

《本草蒙筌》［１６］ 白花者，养脏益智，定胆安心。……

赤花者，仅治外科，不理他病。

《本草原始》［４１］ 百合瓣似莲花瓣。鲜者色白，干者色

黄白（并附百合药材图）。

《医学统旨》［２６］６６０ 花白者入药佳。

《上医本草》［２１］６６２ 白花者宜入药，红花，黄花、有斑点

者，不可入药。

清代 《调疾饮食辩》［２１］６６９三物功用相近。入药用百合，充饥可

不必拘。

《本草纲目拾遗》［４２］ 山百合 此百合之野生者，瓣狭长而味

甘，山人采货之。《藻异》云：百合

有三种：一名山百合，花迟不香，二

名檀香百合，可食，三名虎皮百合，

食之杀人。《百草镜》：百合白花者入

药，红花者名山丹，黄花者名夜合，

今惟作盆玩，不入药。百合以野生者

良，有甜、苦二种，甜者可用，取如

荷花瓣无蒂无根者佳。

《植物名实图考》［１７］ 以肥甘不苦者为佳。

《随息居饮食谱》［２１］６７０以肥大纯白味甘而做檀香气者为

良……入药则以山中野生弥小而味甘

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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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以味甘形长者为佳　药材性状包括药材形态
与气味。明代 《本草原始》是我国第一部绘制药材

形态图像的本草著作，首次描述了百合瓣的形态特

征，谓其 “百合瓣似莲花瓣。鲜者色白，干者色黄

白”［４１］，所附百合鳞茎、鳞叶图显示百合具有两端

渐尖的形态特征，与 《本草衍义》描述卷丹的鳞叶

形态 “其形如松子壳”［１４］，即长椭圆形明显不同。

《本草纲目拾遗》记载 “此百合之野生者，瓣狭长

而味甘”［４２］。两部以实践性较强著称的本草书籍都

强调了百合瓣形狭长的性状特点。自 《神农本草

经》谓百合 “味甘”始，“甘”成为百合药材的基

本属性，《植物名实图考》直言 “以肥甘不苦者为

佳”［１７］，可见味甘也是判断百合品质的标准之一。

随着栽培百合的出现，开始出现评价野生与栽

培百合品质的论述。清代 《植物名实图考》引 《百

草镜》记载：“百合以野生者良”［１７］。《随息居饮食

谱》［２１］６７０记载：“入药则以山中野生弥小而味甘者

胜”。可见清代仍然以野生百合为优。

２３３　不同产地百合品质评价　不同产地的百合品
质亦有差异，是道地药材主要成因之一。古代百合

主要来源于野生资源，百合分布范围亦较广，故没

有明确的优质产区。本草虽记载魾朐、荆州、成州、

滁州等产区，但往往只言其 “近道处处有”。清代

《植物名实图考》记载 “今以嵩山产者为良”［１７］，

开始出现直接以产地评价百合品质的论述。《药物出

产辨》［４０］详细记载了不同百合的产地，并且评价了

不同产地的百合药材质量。

３　讨论

３１　百合主流品种变化

百合为 “药食同源”中药材，清代以来需求不

断扩大，栽培成为药材来源的主流。通过实地调研，

百合Ｌｂｒｏｗｎｉｉｖａｒｖｉｒｉｄｕｌｕｍ栽培技术要求高，尤其
是病虫害防控技术难以掌握，严重限制了大面积推

广种植。卷丹却因为栽培技术成熟、栽培年限短、

病虫害相对较少、生态环境适应性广等具备广泛的

适种性。自清末以来在北方及江浙地区大规模种植，

从供应食用迅速扩展。但 “药食同源”界限并不清

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已经成为药市主流种类，直至现
代成为药用、食用的主流品种。

３２　百合品种变化导致的性味功效演变

《神农本草经》记载：“百合味甘，平，主邪气

腹胀心痛，利大小便，补中益气”［１］。《本草崇原》

记载：“补中者，补脾。益气者，益肺也”［４３］。《本

草汇言》记载了元素方、别录方、仲景方、大明氏

方等诸多病症 “悉属气虚而火邪病藏之证，百合力

能安定”，认为百合为 “养肺气，润脾燥”之药［４４］。

《中华大典》所引清代本草文献 《得宜本草》［２１］６６８认

为百合 “味甘，苦”，《本草求原》［２１］６７０认为百合

“甘，平、微苦”，《本草撮要》［２１］６７１认为百合 “味甘

苦”，《长沙药解》认为其 “味 甘、微 苦，微

寒”［４５］；功效也渐以 “清肺热”为主。这种变化可

能是因为清代以来百合药材来源逐渐从野生资源转

变为以种植为主，而卷丹因其广泛的适种性成为百

合商品的主流。龙牙百合味甘，卷丹味苦，实际应

用的药材种类变化使医家从临床中总结的百合性味

功效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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