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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老鹳草已有６００余年的临床药用历史。老鹳草属植物种类繁多，全国广布，已知我国分布有５５种及
５变种。其中，鼠掌老鹳草、尼泊尔老鹳草、毛蕊老鹳草、中日老鹳草、粗根老鹳草及纤细老鹳草等在部分地区作
为老鹳草用。可见，老鹳草药材具有多基原、广分布的特点。按照时间顺序，从名称、基原、产地、采收加工、炮

制及功效等方面对历代本草典籍有关老鹳草的记载进行考证研究发现，明清及民国时期本草著作中提到的?牛儿苗

和老鹳草与今有一定差异。老鹳草的古今产地变迁不大，功效主治古今亦大致相同。通过对老鹳草进行系统的本草

考证，为其深入研究和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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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鹳草为我国传统中药材，有祛风湿、通经络、

止泻痢之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

《中国药典》）１９６３—２０１５年版中均收载老鹳草，其
来源为?牛儿苗 Ｅｒｏｄｉｕｍ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ｎｕｍＷｉｌｌｄ、老鹳

草Ｇｅｒａｎｉｕｍ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Ｍａｘｉｍ；从 《中国药典》２０００年
版开始，新增来源 “野老鹳草”。故当前其来源为

?牛儿苗科植物?牛儿苗Ｅ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ｎｕｍＷｉｌｌｄ、老
鹳草 Ｇ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Ｍａｘｉｍ或野老鹳草 Ｇｃａｒｏｌｉｎｉａｎ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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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的干燥地上部分，前者习称 “长嘴老鹳草”，后

两者习称 “短嘴老鹳草”［１８］。从古至今，不同地区

关于老鹳草的叫法不一，但多与其原植物形态有关。

《植物名实图考》有云：“其角极似鸟嘴，因以为

名”［９］。此外，《全国中草药汇编》《中华本草》收

录的多种老鹳草属药用植物在不同地区亦作老鹳草

药材使用，可见老鹳草药材具有多基原、广分布的

特点。刘娟等［１０］对古今老鹳草的基原进行了考证，

认为 本 草 学 上 的 ? 牛 儿 苗 即 今 ? 牛 儿 苗

Ｅ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ｎｕｍＷｉｌｌｄ；老鹳草应包括粗根老鹳草
ＧｄａｈｕｒｉｃｕｍＤＣ、鼠掌老鹳草 Ｇ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Ｌ及尼
泊尔老鹳草 Ｇ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Ｓｗｅｅｔ。老鹳草的名称、产
地、采收加工及功效等方面的考证则未见报道。为

更好地明确中药老鹳草的来源、规范老鹳草药材的

应用、合理开发老鹳草资源，有必要对老鹳草的名

称、基原、产地及功效等方面进行考证。

１　名称

老鹳草之名最早见于明代兰茂［１１］的 《滇南本

草》，其中记载：“五叶草，出京都者良，名老官

草”“六阳草，土名老鹳草”；“六阳草，一名老鹳

草。北地老鹳草，花如鸟首，故名老官草”。“五叶

草”即叶片五裂，“北地老鹳草，花如鸟首”即花

果形态似鸟头。清代赵学敏［１２］在 《本草纲目拾遗》

中收录老鹳草药材。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分
类草药性》中记载：“老鹳草，一名天罡草”［１３］。

“天罡”原指北斗七星的柄，推测此处亦是类比其

蒴果形态。

而?牛儿苗一名最早见于明代朱?［１４］的 《救荒

本草》，书中记载：“?牛儿苗又名斗牛儿苗，生田

野中”。明代鲍山［１５］的 《野菜博录》亦作收录：

“一名斗牛儿苗，生田野中，就地拖秧生”。“就地

拖秧生”即 “茎匍匐”之意。清代吴其浚［９］又将?

牛儿苗载入 《植物名实图考》：“按汜水俗呼牵巴

巴，牵巴巴者，俗谓啄木鸟也”。汜水即今河南荥阳

汜水镇附近，“牵巴巴”为当地对啄木鸟的俗称。

鲍山［１５］又说：“其角极似鸟嘴，因以为名”。此处，

“角”指?牛儿苗的蒴果，长约４ｃｍ，如鸟喙，故
得名 “牵巴巴”。明清时期的本草文献对老鹳草及

?牛儿苗的命名均与其植物形态有关（表１）。

表１　老鹳草药材在不同时期本草著作中的收录名及别名
历史时期 收录名 出处 别名

明代　 ?牛儿苗 《救荒本草》

《野菜博录》

斗牛儿苗

五叶草 《滇南本草》 老官草、六阳草、老鹳草

老贯筋 《野菜谱》

清代　 ?牛儿苗 《植物名实图考》 牵巴巴

老鹳草 《分类草药性》 天罡草

现代　 ?牛儿苗 《现代实用中药》［１６］ 老鹳草、风露草、斗牛儿、牵巴巴、烫了青

《全国中草药汇编》［１７］ 太阳花、长嘴老鹳草、勾链链、车车路、绵绵牛

老鹳草 《全国中草药汇编》［１７］ 短嘴老鹳草、五叶草、五瓣草、铁灯碗、紫地榆

《贵州民间方药集》［１８］ 生扯拢、破铜钱、五叶联

《河北药材》［１９］

《保定地区土产药材手册》［２０］
五齿耙、老鸹嘴

《中药材手册》［２１］ 老鹳嘴草、鹌子咀

《内蒙古中药材》［２２］ 老鹳嘴、太阳花

《陕西中药志》［２３］ 土列列、牵巴巴

《浙江民间常用草药》［２４］ 两支腊烛一支香

《常用中药加工炮制规范》［２５］ 老鸦草

长嘴老鹳草 《中药材品种论述》［２６］ 老官草、老管草、老鸹草、老鸦嘴、鬼圪针、烫烫青、锈针草、狼巴巴草

短嘴老鹳草 《中药材品种论述》［２６］ 贯筋、五爪龙、五叶莲、紫地榆、老鸹嘴、老鸹筋

老观筋 《黑龙江民间中药》［２７］ ?牛儿苗、白毫花

贯筋 《东北植物药志》［２８］

《东北植物药图志》［２９］
老鹳嘴、老乌嘴、?牛儿苗、鼠掌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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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主流药材名?牛儿苗和老鹳草外，刘娟等［１０］

考证到老鹳草有贯筋和老观筋等习用名，但历代本

草文献中未见，仅明代王磐的 《野菜谱》中记载老

贯筋嫩苗可食，且描述甚少，故其具体基原无从考

证。可见，老鹳草基原多、分布广，导致其名称繁

杂，易引起混淆。

２　基原

２１　明清时期

?牛儿苗的植物形态描述及图示最早见于明代

《救荒本草》，记载：“叶似芫荽”［１４］。芫荽为伞形

科芫荽属植物，其叶片１或２回羽状全裂，呈广卵
形或扇形；?牛儿苗叶片２回羽状深裂。小裂片卵
状条形，全缘或具疏齿，又与 “叶细瘦而稀疏”较

吻合；“开五瓣小紫花，结青儿，上有一嘴甚尖

锐，如细锥子状，小儿取以斗戏”，即花瓣５枚，紫
红色，长长的蒴果如鹭之嘴喙，亦与?牛儿苗的花

果特征相近。再据其所绘植物图与 《中国植物

志》［３０］的?牛儿苗的植物图比较，亦相似。上述特

征与 《中国植物志》中?牛儿苗科?牛儿苗属植物

?牛儿苗 Ｅ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ｎｕｍＷｉｌｌｄ比对，可以明确为
?牛儿苗属植物?牛儿苗。此外，据 《中国植物

志》记载，分布在我国的?牛儿苗属植物只有４种，
种间形态差异较大，易区别。?牛儿苗属与老鹳草

属植物最大的区别是?牛儿苗属叶柄很短，叶片２
回羽状深裂；而老鹳草属植物叶片具长柄，掌状分

裂，故这２个属也易分别。清代吴其浚［９］的 《植物

名实图考》全录了 《救荒本草》的内容，结合其配

图，可明确此处为?牛儿苗属植物?牛儿苗。

明代 《滇南本草》中有 “五叶草，出京都者

良，名老官草。河南卫辉亦出……六阳草一名老鹳

草。生北地者，枝硬叶细；产南方者，枝苗柔

软……北地老鹳草，花如鸟首，故名老鹳草”及

“老鹳草，南方老鹳草，滇中太华山多生此草”的

记载［１１］。“五叶草”指其叶的轮廓为五掌裂；明代

的京都为北京，在华北；河南卫辉属中原。通过与

《中国植物志》［２３］?牛儿苗科植物逐一比对，能满足

这些条件的有老鹳草 Ｇ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Ｍａｘｉｍ和鼠掌老鹳
草Ｇ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Ｌ。《滇南本草》所绘植物的根茎直
立、粗壮，具簇生纤维状细长须根，茎单一，花序

腋生或顶生的特点亦符合老鹳草的特征；但花腋生，

单一，萼片先端急尖，具短尖头，花瓣倒卵形，先

端微凹的特点又与鼠掌老鹳草相吻合。而 “老鹳草，

南方老鹳草，滇中太华山多生此草”，根据滇中太华

山多生 “此草”推断，此处应为一种植物，即产于

南方的老鹳草。“滇中太华山”在昆明，结合 “产

南方者，枝苗柔软”及 “五叶”形态可以确定，

“南方老鹳草”是尼泊尔老鹳草 Ｇ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Ｓｗｅｅｔ。
因此，明代 《滇南本草》中记载的老鹳草可能是同

属３种老鹳草，即老鹳草 Ｇ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Ｍａｘｉｍ、鼠掌老
鹳草 Ｇ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Ｌ和尼泊尔老鹳草 Ｇ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
Ｓｗｅｅｔ。这与全国不同地区对老鹳草的用药习惯较
吻合。明清时期本草文献中收录的老鹳草药材原植

物见图１。
《清稗类钞》对?牛儿苗的形态描述为：“多年

生草，原野自生，山西园圃中尤多。茎细长卧地，

叶掌状分裂，柄甚长；夏日开花，五瓣，色白或红

紫，略似梅花；花后结长蒴，如鸟喙，熟则五

裂”［３１］。此书是清末众人笔记和报刊摘录式文献，

已与现代植物形态描述近似。据此可明确为老

注：Ａ《救荒本草》?牛儿苗；Ｂ《滇南本草》五叶草；Ｃ《植物名实图考》?牛儿苗。

图１　明清时期本草文献收录的老鹳草药材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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鹳草属植物，非?牛儿苗。又有 “夏日开花，五瓣，

色白或红紫，略似梅花”，而老鹳草属中有３种符合
此形态，即老鹳草 Ｇ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Ｍａｘｉｍ、云南老鹳草
Ｇ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ｅＦｒａｎｃｈ和鼠掌老鹳草Ｇ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Ｌ。但
前２种老鹳草茎直立、叶柄较短，不符合 “茎细长卧

地，叶掌状分裂，柄甚长”的特点，故可推断 《清稗

类钞》中记载的老鹳草为鼠掌老鹳草Ｇ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Ｌ。
此外，“山西园圃中尤多”说明分布于华北，亦与

《中国植物志》［３０］记载的鼠掌老鹳草分布一致。

２２　现代

温敬修［３２］在 《最新实验药物学》中收录?牛儿

苗（误写作龙牛儿苗）：“?牛儿科Ｇｅｒａｎｉｕｍ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
Ｓｗｅｅｔ，异名风露草；茎有节，达五尺，叶对生，掌
状分裂，三至五面有紫黑斑；叶柄长；夏由叶间抽

枝，开红紫二花，花瓣五片；花后结长蒴，熟后反

卷而分离，似鸟嘴”。根据叶掌状分裂、叶柄长的特

征描述判断，此处应为老鹳草属植物，非?牛儿苗。

温敬修长期生活在福建，而老鹳草属植物主要分布

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和西南，以西南分布最

多。通过查阅 《中国植物志》［３０］和 《中华本草》［３３］，

分布在福建的有纤细老鹳草 ＧｒｏｂｅｒｔｉａｎｕｍＬ、老鹳
草Ｇ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Ｍａｘｉｍ、野老鹳草ＧｃａｒｏｌｉｎｉａｎｕｍＬ及
中日老鹳草 Ｇ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ｖａｒ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Ｋｕｄｏ。其中，
纤细老鹳草的叶是２回羽状分裂，不是明显的掌状
分裂；据 “夏由叶间抽枝，开红紫二花”又排除了

花为白色或淡红色的老鹳草；野老鹳草花序顶生，

花淡紫红色，非叶腋生，亦不是 “红紫二花”。故

只有中日老鹳草符合，而中日老鹳草是尼泊尔老鹳

草Ｇ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Ｓｗｅｅｔ的变种，两者之间差异很小。
尽管 《中国植物志》没有明确福建有尼泊尔老鹳草

的分布，据尼泊尔老鹳草在长江流域分布的广泛性，

判断温敬修收录的应是尼泊尔老鹳草。至于 “三至

五面有紫黑斑”和茎高 “达五尺”，在老鹳草属植

物中未找到此特征。

卢开运［３４］在 《高等植物分类学》中在?牛儿苗科

（Ｇｅｒａｎｉａｃｅａｅ）介绍中记载：“洋绣球英文俗称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但?牛儿苗科中之?牛儿苗属亦称Ｇｅｒａｎｉｕｍ，幸勿混作
一物焉。Ｇｅｒａｎｉｕｍ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者，中文名老贯草，中药之
风湿特效药也”。洋绣球，即?牛儿科天竺葵属天竺葵

ＰｅｌａｒｇｏｎｉｕｍｈｏｒｔｏｒｕｍＢａｉｌｅｙ，原产非洲南部，其英文名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与?牛儿苗属拉丁名相同，易混淆。

沐绍良［３５］在 《植物图谱》中收录?牛儿苗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Ｓｗｅｅｔ并作详尽的植物形态描述，
配有彩图说明：“原野之多年生草。茎自根际分生，

贴近地面，叶均被毛茸。夏秋之交，于枝头分梗开

花。果实成熟后，心皮开裂反卷，将种子弹出，为

有名药用植物之一”。此处 “叶均被毛茸”和 “心

皮开裂反卷，将种子弹出”这２个特点，结合专著
中的配图可以看出此处?牛儿苗即今尼泊尔老鹳草

Ｇ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Ｓｗｅｅｔ。
经利彬等［３６］在 《滇南本草图谱》中对兰茂的

《滇南本草》收录的五叶草做了较为系统的基原及

形态考证，其观点为兰茂所见的五叶草与华北所产

的老鹳草 Ｇ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Ｍａｘｉｍ，只有叶有些许不同，
即后者之叶三角形，且其底裂片多不再裂，茎亦多

高大而不匍匐或逐节生根。此外，本种与鼠掌老鹳

草的区别亦颇微。后者种茎较软弱，分枝较多，花

瓣时短于具长芒之萼片，瓣顶凹入，且花较小，每

花梗止一花。此处阐述亦说明，兰茂在 《滇南本

草》中所描述的五叶草基原可能并不唯一，包括尼

泊尔老鹳草 Ｇ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Ｓｗｅｅｔ、老鹳草 Ｇ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
Ｍａｘｉｍ和鼠掌老鹳草 Ｇ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Ｌ等多种同属植
物。这亦与笔者的考证相吻合。

《药材学》收录老鹳草药材，对其基原描述为

“本品系?牛儿苗科植物块根?牛儿或同属植物的干

燥地上部分。”［３７］ 《生药学》收录老鹳草药材，其记

载：“本品来源为?牛儿苗科植物西伯利亚老鹳草或

同属植物的全草”［３８］，而对其形态描述则与 《药材

学》基本一致：“根肥厚呈纺锤状。茎伏卧或稍直

立，斜上。小枝叉状分岐，有毛。叶掌状３～５裂，
裂片披针形，先端尖锐，两面疏生软毛。花于叶腋

单生，小形，有梗，白色或淡紫色；雄蕊１０，全部
发育。蒴果成熟后开裂成５分果”［３８］。上述专著中
收录的老鹳草和?牛儿苗的基原为鼠掌老鹳草（西伯

利亚老鹳草、块根?牛儿）及同属植物，而拉丁文名

均记载为 Ｇ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Ｌ，即今鼠掌老鹳草。此外，
对其形态描述又增加了根肥厚呈纺锤状、叶掌状

３～５裂以及花于叶腋单生这３个特点。结合上述植
物形态描述及配图，对照 《中国植物志》［３０］，其中

根肥厚呈纺锤状为粗根老鹳草的特点，但粗根老鹳

草叶片为掌状７深裂，花序腋生和顶生，存在些许
差异。因此可以看出，此处老鹳草的基原可能并不

唯一，包括今粗根老鹳草 ＧｄａｈｕｒｉｃｕｍＤＣ和鼠掌
老鹳草（西伯利亚老鹳草）Ｇ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Ｌ。

《现代实用中药》收录?牛儿苗，并对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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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为“茎横卧地上，或略直立，长一二尺。叶对

生，有叶柄，掌状分裂，裂成三或五片，叶面有紫

黑色斑点。夏日开白色或红紫色花，如梅花状。结

角状蒴果，成熟则五裂，散出种子，其茎叶干燥后

作药用”［１６］。此处 “夏日开白色或红紫色花”是老

鹳草和鼠掌老鹳草的花色特征，而 “茎横卧地上，

或略直立”符合鼠掌老鹳草茎仰卧或近直立的特征，

老鹳草则茎直立单生。因此，断定此处描述的植物

为鼠掌老鹳草 Ｇ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Ｌ，而非?牛儿苗和老鹳
草。近代专著收录的老鹳草药材原植物见图２。

综上所述，明代本草著作中收录的?牛儿苗即

今?牛儿苗 Ｅ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ｎｕｍＷｉｌｌｄ，清代 《清稗类

钞》中的?牛儿苗实则鼠掌老鹳草 Ｇ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Ｌ；
而同期本草中提到的老鹳草则为今多种老鹳草属植

物，其主要为尼泊尔老鹳草Ｇ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Ｓｗｅｅｔ、鼠掌
老鹳草和老鹳草Ｇ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Ｍａｘｉｍ。

近代本草专著中，提到的?牛儿苗即今尼泊尔

老鹳草。《中国药典》１９６３年版［３９］出台之前，老鹳

草的基原植物为粗根老鹳草 ＧｄａｈｕｒｉｃｕｍＤＣ和鼠
掌老鹳草。

目前，?牛儿苗 Ｅ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ｎｕｍＷｉｌｌｄ、老鹳草
Ｇ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Ｍａｘｉｍ和野老鹳草ＧｃａｒｏｌｉｎｉａｎｕｍＬ被 《中
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收录，为正品老鹳草药材的３种基
原。其中，野老鹳草原产美洲，传入中国时间不长，故

历代本草未见记载。而粗根老鹳草、鼠掌老鹳草及尼泊

尔老鹳草亦在部分省及民间作为老鹳草用。

３　产地变迁

对老鹳草药材的产地描述最早出现在 《滇南本

草》，其中记载：“五叶草，出京都者良，名老官

草。治筋骨痰火症，河南卫辉亦出”，明朝京都即今

北京，而河南卫辉即今河南新乡市卫辉市；“六阳

草，土名老鹳草。生太华山顶罗汉寺”；“老鹳草，

滇中太华山多生此草”，太华山即今昆明西郊太华

山。清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年），赵学敏［１２］在 《本草

纲目拾遗》中收录老鹳草药材，并记载：“出山

东”。清代 《植物名实图考》对?牛儿苗的产地记

载为：“山西圃中极多，与苦菜、苣荬同秀，叶味不

甚苦，微涩”［９］。徐珂［４０］在 《清稗类钞》中记载：

“西藏植物，药品为多，而红花、青果、蔻仁、枣

等，则为著名……他如火竹卡产老鹳草”。火竹卡在

今四川理塘县东南２５ｋｍ，为川藏驿路要站，清有
把总驻此。《清稗类钞》亦收录?牛儿苗，对其产

地记载为“山西园圃中尤多”。

《现代实用中药》收录?牛儿苗，对其产地记

载为：“河北、江苏北部，苏州城外枫桥乡，以及浙

江镇海均有产”［１６］。《中药材手册》收录老鹳草，对

其产地记载为：“全国大部地区均有生产”［２１］。《中

药材品种论述》收录老鹳草，对其产地记载为 “主

产我国华北、西南及长江流域各省”［２６］。

《中国药典》１９６３年版出台之后，《全国中
草药汇编》《中药大辞典》［４１］及 《中华本草》均

将?牛儿苗及老鹳草同属药用植物收录在老鹳草

条目之下，对其产地分别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中草药与民族药药材图谱》收录老鹳草与野老

鹳草，对两者产地分别记载为 “老鹳草全国大部

分地区均产；野老鹳草主产于江苏、安徽、浙江

等地”［４２］（表２）。

注：Ａ《植物图谱》?牛儿苗（上左为根生叶，上右为红花品种，下方为白色品种）；Ｂ《药

材学》Ｇ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Ｌ（１块根，２植株上部，３花，４蒴果开裂情况，５分果瓣）；Ｃ《现

代实用中药》Ｇ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ｅＳｗｅｅｔ。

图２　现代专著收录的老鹳草药材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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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历史时期本草著作老鹳草收录名及产地
历史时期 出处 收录名 产地

明代 《滇南本草》 五叶草 出京都者良，河南卫辉亦出

六阳草 生太华山顶罗汉寺

老鹳草 滇中太华山多生

清代 《本草纲目拾遗》 老鹳草 出山东

《植物名实图考》 ?牛儿苗 山西圃中极多

《清稗类钞》 ?牛儿苗 山西园圃中尤多

老鹳草 火竹卡产，即今四川理塘县东南五十里，为川藏驿路要站

１９４３年 《滇南本草图谱》 五叶草 产冀、鲁、豫、苏、浙、赣、甘、川、滇、黔

１９５６年 《现代实用中药》 老鹳草 河北、江苏北部，苏州城外枫桥乡，以及浙江镇海

１９５９年 《中药材手册》 老鹳草 全国大部分地区

１９６４年 《中药材品种论述》 老鹳草 关中各县，全省年产量约１５００００ｇ
１９７５年 《全国中药草汇编》 ?牛儿苗 东北、华北及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山东、河南、四川等地

老鹳草 华中及西南等地区

１９７７年 《中药大辞典》 ?牛儿苗 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江西、四

川、贵州、云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

老鹳草 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江苏、安徽、浙江、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

１９９９年 《中华本草》 ?牛儿苗 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及云南西部、西藏等地

老鹳草 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及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

２００５年 《中草药与民族药药材图谱》 老鹳草 全国大部分地区

野老鹳草 江苏、安徽、浙江等地

　　综上所述，老鹳草属于多基原、广分布药材。
自古以来，中药老鹳草均以野生为主。明清时期的

本草中只记载了?牛儿苗分布于河南洛阳、卫辉，

山西以及滇中地区；老鹳草则主要分布于山东，川

藏地区亦有产出。而现代，?牛儿苗和老鹳草全国

各地均有分布，但?牛儿苗主要分布在北方，而老

鹳草属植物主要分布在南方。由此可见，老鹳草药

材的古今产地没有发生大幅变迁。

４　采收与加工炮制

历代本草著作中关于老鹳草的采收加工方法均未

见记载，而老鹳草的炮制则首载于 《清太医院配方》，

其收录了老鹳草膏的炮制方法为：“老鹳草十六两，

当归四两，白鲜皮二两，川芎二两，红花一两，用水

煎透，炼蜜成膏”［４３］。现代关于老鹳草的采收加工炮

制方法多见于地方志书及炮制规范等（表３）。

表３　各时期本草著作所载老鹳草的采收与加工炮制方法
年份 出处 采收 加工炮制方法

１９５８年 《中药切制规范》［４４］ 拣净渣、草，去根，洗净，切

《保定地区土产药材手册》［２０］ 在它半花半子的时候割下 去净根，晒至八成干时捆成小捆，再晒至足干

１９５９年 《河北药材》［１９］ 其成长于半花籽时，用镰刀

割其全株

除去杂草，晒至八成干时捆成小捆，再晒至足干即可

《中药材手册》［２１］ 采收全草 晒干捆成把即可

《湖北中药手册》［４５］ 扯回，去泥土 扎把晒干

１９６１年 《内蒙古中药材》［２２］ 割取地上部分 晒干

１９６２年 《陕西中药志》［２３］ 于 ６—７月，当茎叶茂盛，
果实近成熟时采收

将全草割下后，晒干捆成小把即得。原药切碎生用

１９６３年 《中药炮制经验集成》［４６］ 干切，即取原药材去根头，扎成把，切段（福州）；润切，即取原

药材，洗净去根，润透，切２～３分或５分长段，晒干

１９６４年 《生药学》［４７］ 于夏秋季果实将近成熟时采

集，割取地上部分

除去泥土等杂志，晒干后捆成小把

１９６６年 《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４８］ 除去杂质，剁去根，洗净，捞出，润透，切段，晒干

１９７４年 《河南省中药材炮制规范》［４９］ 拣去杂质，除去残根，清水洗净，捞出，切段９～１２ｍｍ，干燥
１９７５年 《辽宁省中药炮制规范》［５０］ 拣去杂质，去根，洗净，闷润，切段，晒或烘干，筛除灰土

《山东省中草药炮制规范》［５１］ 夏、秋季果实近成熟时采收 捆成把，晒干，去净残根及杂质，洗净，润透切段，干燥

《贵州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５３］ 取老鹳草，洗净，取出，铡成短节，晒干

１９７９年 《中草药炮制规格规范》［５３］ 拣去杂质，抢水洗净，沥干，切段，晒干，筛去灰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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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古代文献对老鹳草采收加工未见描
述。现代文献中，对老鹳草的采收炮制加工方法基

本一致：夏秋两季果实近成熟时采割，扎成把，晒

干，取原药，除去杂质，抢水洗净，润软，切段，

干燥。

５　功效

老鹳草药材的性味归经及功效主治最早见于明

代兰茂［１１］的 《滇南本草》，其中记载：“五叶草，味

辛苦，性温。去诸风，皮肤发痒，通行十二经络，

治筋骨疼痛，痰火痿软，手足麻木，利小便，泻膀

胱积热，散诸疮毒根，退劳热，治风火牙疼，疥癞

疮疹”“六阳草，味辛、苦，性温。入肝，行经络。

治半身不遂，筋骨疼痛，手足站摇、痿软等症。此

草主治一切腰疼肚腹冷痛”“老鹳草，气味辛、苦，

无毒。主治舒筋和血暖骨，又润筋养血”。可见早在

明代，就已经明确提出老鹳草的性味归经及功能主

治，可概括为 “性温，味苦，微辛，归肝经”及

“去诸风，舒经活血”，与今老鹳草基本一致。

清代龙柏［５４］的 《脉药联珠药性食物考》记

载：“老鹳草苦，微辛去风，疏经活血，筋健络

通，损伤痹症，麻木皮疯，浸酒常饮，大有殊

功”。清代赵学敏在 《本草纲目拾遗》中，沿用

了龙柏的说法。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分
类草药性》中记载：“老鹳草，一名天罡草。治

一切风湿麻木，疼痛筋骨，左瘫右痪，泡酒服

下”［１３］。可以看出，清代基本延续了明代对老鹳

草性味归经及功效主治的认识。此外，首次提出

“浸酒常饮，大有殊功”。可知在清代，就已有老

鹳草 “浸酒常饮”的保健行为。

６　结语

老鹳草作为一味传统中药，其名称及绘图始载

于明代的 《救荒本草》和 《滇南本草》。由于其基

原植物多、分布较广，民间对其有诸多别称，多以

其蒴果形态似鸟首来命名。

此外，老鹳草同属植物多有药用价值，且形态

相似，容易混淆。结合明清时期老鹳草及?牛儿苗

的植物形态描述及绘图，可以看出明代本草典籍中

所提到的?牛儿苗即今?牛儿苗，而五叶草及老鹳

草则为今多种老鹳草属植物。清代 《清稗类钞》中

的?牛儿苗实则鼠掌老鹳草，民国时期专著中对?

牛儿苗形态描述较为统一，即今尼泊尔老鹳草。《中

国药典》１９６３年版出台之前，专著中收录的老鹳草
基原不唯一，经考证及与 《中国植物志》对比后，

判断该时期提及的老鹳草基原植物为粗根老鹳草和

鼠掌老鹳草。

自古以来中药老鹳草分布广泛，现今?牛儿苗

主要分布在北方，而老鹳草主要分布在南方，老鹳

草的古今产地没有大幅度变迁。有关老鹳草的性味

归经及功效主治的描述古今亦大致相同，清代龙柏

的 《脉药联珠药性食物考》做了全面的总结：“老

鹳草苦，微辛去风，疏经活血，筋健络通，损伤痹

症，麻木皮疯，浸酒常饮，大有殊功”。

综上，通过对传统中药老鹳草的本草考证，明

确了正品老鹳草的特征及用药历史，同时也为深入

研究和合理开发利用老鹳草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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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沐绍良．植物图谱：下册［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１３０１３１．
［３６］　经利彬，吴征镒，匡可任，等．滇南本草图谱［Ｍ］．昆明：

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７：８９９３．
［３７］　南京药学院《药材学》教研组．药材学［Ｍ］．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０：１０７４１０７５．
［３８］　江泽荣．生药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４：

１１７１１８．
［３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一部［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４：１００１０１．
［４０］　徐珂．清稗类钞［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５７１８５７１９．
［４１］　江苏新医学院．中药大辞典：上册［Ｍ］．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７７：８４５８４６．
［４２］　黄璐琦．中草药与民族药药材图谱［Ｍ］．北京：北京大

学医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２４３，２６７．
［４３］　河北省中医研究院．清太医院配方［Ｍ］．石家庄：河北

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２６７．
［４４］　武汉市中医学会．中药切制规范［Ｍ］．武汉：湖北人民

出版社，１９５８：１７．
［４５］　湖北省卫生厅．湖北中药手册［Ｍ］．武汉：湖北人民出

版社，１９６０：９５．
［４６］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中药炮制经验集成［Ｍ］．北

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３：２３８．
［４７］　江泽荣．生药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４：

１１７１１８．
［４８］　甘肃省卫生厅．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Ｍ］．兰州：甘肃省

卫生厅，１９６６：１８９．
［４９］　河南省卫生厅．河南省中药材炮制规范［Ｍ］．郑州：河

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７４：３１９３２０．
［５０］　辽宁省卫生局．辽宁省中药炮制规范［Ｍ］．沈阳：辽宁

省卫生局，１９７５：１０６．
［５１］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卫生局．山东省中草药炮制规范［Ｍ］．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２０３．
［５２］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卫生局．贵州中药饮片炮制规范［Ｍ］．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１１８１１９．
［５３］　湖北省卫生局．中草药炮制规格规范［Ｍ］．武汉：湖北

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１７２．
［５４］　龙柏．脉药联珠药性食物考［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２０１６：１６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２　　编辑：戴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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