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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降香的本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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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降香为我国传统中药材，历代本草对其记载较为混杂，至今基原仍存在较大争议。从名称、基原、产

地、品质评价、采收加工及炮制方面进行考证可知，降香本名降真香，历代本草中多以降真香为正名记载，自明代

《本草纲目》将降香作为降真香的简称，后至清末、民国时期逐渐以降香作为药材正名。从古至今降香基原历经变

革，古代（1840 年前）国产降香基原考证为黄檀属藤黄檀 Dalbergia hancei Benth. 、斜叶黄檀 D.  pinnata （Lour.）  

Prain、两粤黄檀 D.  benthamii Prain、滇黔黄檀 D.  yunnanensis Franch. 等能够产生香材的藤本植物，进口降香基原

则考证为黄檀属印度黄檀 D.  sissoo DC. 、小花黄檀 D.  parviflora Roxb. 等具有心材的木本植物；由于降真香（山油

柑） Acronychia pedunculata （L.）  Miq. 植物名与药材名相同，1840—1948 年部分著作误将山油柑作降香记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1977 年版首次收录降香，规定其基原为降香檀 D.  odorifera T.  Chen。据记载，古代国产和

进口降香均无明确道地产区；1949 年至今，唯一道地产区为海南省。历代本草记载，进口降香以颜色红且香气甜而

不辣，或颜色紫而油润者入药为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降香檀心材替代进口降香入药，其品质以颜色紫

红、质地坚硬油润者为佳。历代本草记载降香炮制方法包括将其刮下碾成细末和烧存性；近现代以加工成细粉或

镑片为主。考证结果为今后成方制剂开发及临床应用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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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lbergiae Odoriferae Lignum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which has been recorded in the 

ancient materia medica works for many generations, but its origin is still controversial. From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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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 production area, quality evaluation,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it was known that Jiangzhenxiang was the old name 

of Dalbergiae Odoriferae Lignum in Chinese. Since The Grand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Bencao Gangmu) in the 

Ming Dynasty has taken Jiangxiang as the abbreviation of Jiangzhenxiang,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ve 

gradually used it as the proper name of Dalbergiae Odoriferae Lignum in Chines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the 

origin of Dalbergiae Odoriferae Lignum has been changing. The ancient origins in China were proved to be Dalbergia 

hancei Benth., D. pinnata (Lour.) Merr., D. benthamii Prain, D. yunnanensis Franch., and other lianas that could produce 

incense materials, and the imported origins were proved to be D. sissoo DC., D. parviflora Roxb., and other woody plants 

with heartwood. The botanical name of Acronychia pedunculata (L.) Miq. in Chinese was Jiangzhenxiang, which was same 

as that of Dalbergiae Odoriferae Lignum, so some recent works in China mistakenly recorded A. pedunculata as Dalbergiae 

Odoriferae Lignum. Dalbergiae Odoriferae Lignum was initially recorded in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1977 edition), in 

which its origin was determined as D. odorifera T. Chen. There was no definite genuine production area of D. odorifera in 

ancient times, and nowadays its genuine production area is only Hainan province. In the past materia medica works, the 

imported D. odorifera with red color and sweet but not spicy aroma or purple color and oily features was optimal for 

medicine. Since the People′s Repu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the imported D. odorifera was replaced by the heartwood of D. 

odorifera to use in medicine, and its quality was superior when it was purple in color with hard and oily texture.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ancient materia medica, the processing methods of Dalbergiae Odoriferae Lignum were divided into 

scraping to grind into fine powder and parching. In modern times, it was mainly processed into fine powder or fine slice. The 

textual research results in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ormulae and clinical usages of 

Dalbergiae Odoriferae Lignum.

[Keywords]  Jiangxiang (Dalbergiae Odoriferae Lignum); Jiangzhenxiang; Dalbergia; Dalbergia odorifera; evolution 

of scientific name;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降香为我国传统中药，其味辛，性温，归肝、

脾经，具有化瘀止血、理气止痛等功效，主治吐血、

衄血、外伤出血、肝郁胁痛、胸痹刺痛、跌扑伤痛、

呕吐腹痛等[1]。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

称 《中国药典》） 1977 年版[2]首次收录降香以来，

至今已经历 8 次修订，均规定其基原为豆科植物降

香檀 Dalbergia odorifera T.  Chen 树干和根的干燥心

材。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降香具有抗血栓、抗凝、

镇痛、抗氧化及松弛血管等作用[3]。《中国药典》

2020年版收载了包含降香的成方制剂 24种，其中以

降香油为组方的成方制剂 3 种[1]。目前，国内有 490
多个含降香的药品获批生产使用，降香为临床用药

不可或缺的原料。

一直以来，关于降香的基原众说纷纭，主要因

为早期本草著作中很少对其基原植物形态有文字或

附图记载，使考证存在一定难度。至现代，《药材资

料汇编》 [4]、《中药材手册》 [5]、《中国药用植物图

鉴》 [6]、《药材学》 [7]等权威药学著作将芸香科山油

柑 Acronychia pedunculata （L.）  Miq. 作为降香基

原植物记载，导致出现同名异物现象。至现代，随

着中药资源学的发展，开始有学者对中药降香基原

去伪存真。例如，有学者在对降香进行本草考证时

认为，现代著作误将山油柑作降香，称山油柑以心

材入药有误；降香也不宜释名紫藤香，并将“紫藤

香”考证为豆科植物紫藤 Wisteria sinensis （Sims）  

Sweet；认同有国产和进口降香之分，进口降香称之

为“番降”，基原植物为印度黄檀D.  sissoo DC. [8-10]。

刘心纯等 [11]关于中药降香基原的研究认为，进口

降香来源于黄檀属或紫檀属紫红色心材，并在对

香港商品中药材降香鉴定时指出，进口降香（主要

为东南亚）来源不止1种，文中鉴定的商品中药材降

香为囊状紫檀 Pterocarpus marsupium Roxb. 。谢宗

万[12]在《中药品种理论与应用》中，将印度黄檀和

紫檀 Pterocarpus santalinus L.  f. 的心材列为进口降

香药材。张丹雁等 [13] 将海南民间藤类香用降真

香考证为两粤黄檀D.  benthamii Prain和斜叶黄檀D.  

pinnata （Lour.）  Prain 含树脂的木材。梁肇斌等[14]

考证认为，进口降香可能来自小花黄檀D.  parviflora 

Roxb. 而非印度黄檀，且海南民间的 2种降真香（即

斜叶黄檀和两粤黄檀） 是历代本草中记载的降香。

王祥红等[15-16]考证认为，黄檀属藤本植物藤黄檀 D.  

hancei Benth. 、两粤黄檀和斜叶黄檀结香都基本符

合本草关于紫藤香的描述，同时认为藤本植物所结

降香药用价值高于木本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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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有关降香基原的考证结论互有出入，

且古代降香与《中国药典》 2020年版收录降香基原

不同。目前，多数研究侧重于本草基原考证，而对

于降香药材的物种演变、产地变迁、品质评价、采

收加工及炮制等系统梳理研究较少。加之黄檀属

植物常存在多种形态，仅通过本草著作中所载植

物类型推测基原植物可能并不准确。例如，斜叶黄

檀在阳光充足时为小乔木形态，而在潮湿荫蔽时则

生长为藤本形态[17]；多刺黄檀 D.  horrida （Dennst.）

Mabb. 常见大型攀援灌木或木质藤本形态，但在无

依靠时会生长为小乔木状[18]。因此，本文按照不同

历史时期发展脉络，结合古今中外本草著作记载的

降香进行系统考证，并对近代以来降香学名变迁进

行系统梳理，为更好地开发利用降香提供参考。

1　别名和释名

降香本名降真香，其作为中药治病的记载最早

可追溯至北周时期道教典籍《无上秘要》，该书中

记载“降真香一两，益目瞳，熏下关”[19]。唐代伤

科著作《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七气汤”方中记载以

“降真香”入药，治疗“积年久损”的疾病[20]。至唐

末五代时期，我国第一部记录南方及海外药物的专

著《海药本草》才开始正式对降真香有所描述：“徐

表《南州记》云：生南海山，又云生大秦国。又按

仙传云：烧之，或引鹤降。醮星辰，烧此香甚为第

一。度箓烧之，功力极验；小儿带之能辟邪恶之气

也”[21]。此处引用的《仙传》可能为汉代《列仙传》

或晋代《神仙传》，经考证两者原书均已失传。从这

里可以推测，降真香之名早在晋代之前就已有记载。

南宋时期《淳熙三山志》记载：“吉钓藤亦名美龙

藤，道家呼其根为降真香”[22]，曾有考证认为，吉

钓藤和美龙藤为降真香的别名[14-16]。但正如记载中

所述，道家称其根可以入药，因此认为吉钓藤和美

龙藤应为基原植物之名，而并非药材别名。后至宋

代《证类本草》 [23]、《仁斋直指》 [24]，明代《本草蒙

筌》 [25]均以降真香之名记载。

明清时期开始以降香简称、外观形态和色泽命

名。明代《本草品汇精要》记载：“降真香别录云：

其番中来者，烧之，能引鹤降，功力极验，故名降

真”[26]。可见，古人认为降真香为通信之香，焚烧此

香，可指引仙真降临，故降真香之名由此而来。明代

《本草纲目》云：“降真香[释名]紫藤香，鸡骨香。

（时珍曰）俗乎舶上来者为番降。朱辅《溪蛮丛笑》

云：鸡骨香即降香”[27]。此处记载“舶上来者为番降”

即通过航船进口的降香。其次，经考证发现，《溪蛮

丛笑》记载：“鸡骨香即降真”[28]，与此处记载略有

不同，笔者认为此处“降香”可能为作者对“降真”

的别写。在后续古籍中所引均与此文所载内容相同。

清初《本草乘雅半偈》云：“降真香[覈]曰：降真，

原名新绛；朱辅山溪蛮丛话云：鸡骨香，即降

香”[29]；《本草备要》 云：“降真香焚之能降诸真，

故名。紫金藤，即降真香之最佳者也”[30]。

民国时期《药物出产辨》 [31]、《药物学备考》 [32]

和《中国药物标本图影》 [33]中均以降香之名记载。

现代 《药材资料汇编》 记载：“降真香习称紫降

香”[4]。《中药材手册》则以降香为正名，降真香作

为别名记载[5]。至《中国药典》 1977 年版以降香作

为药材正名[2]，使后续出版的药学相关著作皆以此名

称沿用至今，降真香则作为别名。

现代本草出现以植物学名作为别名记载。《新华

本草纲要》记载：“降香（海药本草）别名：降真香

（证类本草）、降香檀 （海南植物志）、降香花梨母

（海南）”[34]；《中国药材学》记载：“降香别名降真

香，紫降香，花梨母”[35]；《本草药名汇考》记载：

“[异名]：降真香《证类本草》，紫藤香《卫济宝书》，

真降香《小儿卫生总微论方》，鸡骨降真香《类编朱

氏集验方》，紫绛真香《外科大成》，真降香节《外科

证治全书》，紫降香《中草药学》，‘乌兰阿嘎如’蒙

族，内蒙古。[商品药材名]：旧时商品有‘原降’和

‘条降’2种规格。主产于海南，称‘海南降’”[36]。

综上所述，降香历代古籍中别名记载颇多，共

计 13种。唐宋时期常以降真香作为正名记载，明清

时期开始以其简称、外观形态和色泽命名，如降真、

降香、紫藤香，鸡骨香等；现代则以降香作为正名

记载，同时引入植物学名作为别名记载，如降香檀、

降香花梨母、花梨母。

2　基原

明代李时珍[27] 《本草纲目》 云：“朱辅溪蛮丛

笑云：鸡骨香即降香，本出海南。今溪峒僻处所出

者，似是而非，劲瘦不甚香。周达观真腊记云：降

香生丛林中，番人颇费砍斫之功，乃树心也。其外

白皮，厚八九寸，或五六寸。焚之气劲而远。又嵇

含《草木状》云：紫藤香，长茎细叶，根极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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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有皮，花白子黑。其茎截置烟炱中，经久成紫

香，可降神。按嵇氏所说，与前说稍异，岂即朱氏

所谓似是而非者乎？抑中国者与番降不同乎？”并

附图，图中似植物茎部，但不足以判定其具体为何

植物。根据记载中所描述的内容，推测进口降香为

木本植物的树心，而国产降香为藤本植物的藤茎。

由此，李时珍提出了国产和进口是否有所不同的疑

问。后至现代，1959 年《药材资料汇编》中记载：

“降香系芸香科香木类降香树之干木，外有白色栓

皮须去之，以色紫红，紫者为佳”[4]。经考证，这

里所谓的降香树即山油柑，其干木并无心边材之

分，材色浅黄，与此处“色紫红，紫者为佳”有所

出入。《中国药典》 1977 年版首次收录降香[2]，至

今均规定其来源为豆科植物降香檀树干和根的干燥

心材。由此可见，从古至今降香基原记载较为混

乱。因此，笔者拟将降香基原分为古代和近现代，

再将古代基原进一步分为国产和进口，近现代基原

进一步分为山油柑和降香檀，分别进行考证，旨在

全面清晰地梳理降香药材的历史变革。

2. 1　古代降香

2. 1. 1　古代国产降香　晋代嵇含[37] 《南方草木状》

以“紫藤”之名首次记载了降香基原的植物形态：

叶子小，长茎似竹，根较为坚实，皮为多层，白色

花和黑色种子。曾有学者将此处记载考证为豆科紫

藤属植物紫藤[10]。据明代《本草纲目》在紫藤处记

载：“四月生紫花可爱，长安人亦种之以四饰庭

池”[38]，表明紫藤花为紫色而非白色；且豆科植物

紫藤不能产生香材物质，主要以其花、藤皮和种子

入药[39]。因此，认为此处所指并非紫藤。《本草纲

目》降真香部分在引用此处时将紫藤记载为紫藤香，

而后本草引用均以紫藤香之名记载。宋代郑樵[40]

《通志略》首次将紫藤香作为降真香的别名记载；东

轩居士《卫济宝书》记载：“槐白皮汤”“生肌药”

方剂中均以紫藤香之名入药，且“槐白皮汤”处标

注紫藤香即降真香[41]，这更印证紫藤、紫藤香应该

是以降香外形性状特征命名而并非基原植物。

宋代张杲[42] 《医说》中记载的紫金散外敷具有

止血定痛功效，可使疮面结痂，愈合后无瘢痕，其

主要使用方法即用紫藤香碾成的粉外敷于患处，并

引用《名医录》称紫藤香是降香中最好的一种。而

后明清本草记载中常引用此处内容。清代汪昂[30]

《本草备要》 所载内容应为 《医说》 的简略表述，

但将“紫金散”载为“紫金藤散”，将“紫藤香”载

为“紫金藤”。经考证，唐代蔺道人[20] 《仙授理伤续

断秘方》和清代冯兆张[43] 《冯氏锦囊秘录》中均记

载了“紫金散”一方，方中包括“紫金藤皮 （二

两），降真香（二两）等”，因此认为该方命名可能

与其包含“紫金藤皮”药材有关；同时《医说》中

提到“后告统领求此方，只用紫藤香瓷瓦镰刮下，

石碾碾细，敷之”[42]，由此可见，紫藤香即降真香，

为该方的重要成分，而非紫金藤；且《本草纲目》

中对紫金藤也另有记载，为别种药材。因此，认为

此处记载可能存在误写。但部分本草引用了此处所

载内容，致使紫金藤与紫藤香混为一谈。至清代吴

仪洛[44]《本草从新》均存在误写。

宋代《淳熙三山志》为福州地方志，其中记载

道家称吉钓藤的根可作为降真香使用[22]，此处吉钓

藤应为基原植物名称。之后清代鄂尔泰 《贵州通

志》所载内容更加印证，古时确有将藤本植物结香

作为降真香使用[45]。陈元龙《格致镜原》 [46]引用明

代李诩[47] 《戒庵老人漫笔》，记载降真香藤本植物

形态：叶子如手掌大，多刺，攀附缠绕在巨材之

上；久经雪虐霜饕腐熟醇化，外皮白木腐烂，裸露

出来内部红色坚硬的香材，称之为降真香。

明代陈嘉谟[25] 《本草蒙筌》附降真香图，其形

状似藤本植物所产。李中立[48] 《本草原始》附降香

图，并称其为凤眼降香形，色紫而多节，似为木质

藤本所产。倪朱谟[49] 《本草汇言》附原植物图，与

《本草蒙筌》中附图相似，似木质藤本所产。周嘉胄

《香乘》中“广降”和“土降”应为国产降香[50]。清

代郝玉麟《广东通志》提出紫藤香就是土降香[51]。

不同历史时期本草中所绘降香见图1。
综上所述，古代降香确存在藤本植物香材的记

载，但古籍所载其基原植物形态差异较大 （表 1）。

例如，晋代《南方草木状》称其叶细[37]、清代《格

致镜原》 又称其叶大如掌多刺 [46]，推测古代国产

降香存在多种基原。结合产地来源和性状描述认

为，古代国产降香可能来源于豆科黄檀属藤本植

物，如藤黄檀、斜叶黄檀、两粤黄檀、滇黔黄檀D.  

yunnanensis Franch. 等一类能够产生香材的植物，

但该属中枝上具刺的藤本植物仅有多刺黄檀一种

（图 2A），其叶片大小和分布地又与《格致镜原》 [46]

记载有所出入。因此，其记载为何种基原植物仍需进

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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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古代进口降香　唐代蔺道人[20] 《仙授理伤续

断秘方》记载进口降香可替代没药，作组方用药。

明代李时珍[27] 《本草纲目》记载进口降香称之为番

降，后又在附方痈疽恶毒处，以番降末入药。可见，

古时就以番降（进口降真香）入药的记载。经考证，

明代缪希雍[53]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中“金疮止血

方”“杖后煎剂”和明代王肯堂[54] 《证治准绳：杂

病》中“痞木香顺气汤”均以“番降香”之名入药。

宋代赵汝括[55] 《诸番志》记载苏门答腊岛所产降香

品质最佳，气味清美悠远。明代周嘉胄《香乘》记

载明朝时期的岁贡降真香，从苏门答腊的南巫里乘

注：A. 《本草纲目》［52］中所附降真香图；B. 《本草蒙筌》［25］中所附降真香图；C. 《本草原始》［48］中所附降真香图；D. 《本草汇言》［49］中所

附降真香图；E. 《本草品汇精要》［26］中所附降真香图。

图1　历代本草中所绘降香

表1　不同历史时期本草著作中关于古代国产降香基原记载

历史时期

晋代

唐代

宋代

明代

清代

本草著作

《南方草木状》 [37]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20]

《通志略》 [40]

《卫济宝书》 [41]

《淳熙三山志》 [22]

《医说》 [42]

《香乘》 [50]

《本草备要》 [30]

《冯氏锦囊秘录》 [43]

《广东通志》 [51]

《贵州通志》 [45]

《本草从新》 [44]

《格致镜原》 [46]

内容

紫藤，叶细，长茎如竹，根极坚实，重重有皮，花白子黑。置于酒中，历二三十年亦不腐败。其茎截
置烟炱中，经时成紫香，可以降神

紫金散：整骨续筋生肌止痛，内伤肝肺，呕血不止，或在心腹胀痛，四肢无力，左右半身风痪 紫金藤
皮（二两）降真（二两）

降真香曰紫藤香，主天行时气，家舍怪异，和诸香烧烟直上，天召鹤盘旋于其上

槐白皮汤：槐白皮（一两），桑白皮、紫藤香（即降真香）、防风（各半两）……生肌药：川乌（一
分，炮），诃子（三个，去核），紫藤香（一分），生硫黄、食茱萸（各半两），龙骨白蔹（各一钱）

吉钓藤亦名美龙藤，色紫老者，可帖双陆局。道家呼其根为降真香，或以为简

周崇班缘捕海寇被寇以提刀斫伤，血出不止，分明筋如断，骨如折，用花蕊石散掩之，血不止痛，亦
不定。有兵士李高言，某在军中被人伤中，欲死，见统领与药一帖名紫金散掩之，血止痛定，明日疮
面如铁，遂安又无瘢痕。后告统领求此方，只用紫藤香瓷瓦镰刮下，石碾碾细，敷之。救却万千人
也。名医录云紫藤香即降之最佳者

今有番降，广降，土降之别

周崇逐寇被伤，血出不止，敷花芯石散，不效。军士李高，用紫金藤散敷之，血止痛定，明日结痂无
瘢，曾救万人。紫金藤，即降真香之最佳者也

紫金散：治打扑伤折，内损肝肺，呕血不止，或有痰血停积，心腹胀满。紫金藤皮（二两），降真香，
续断

草木状按紫藤香即土降香

降真香：出府境深箐中，悬岩上古藤所结，历久乃香

紫金藤，即降真香之最佳者也

戒庵漫笔：柳之怀远产香藤，叶大如掌，多刺，攒蹀绞齿巨材，产多于山林纡挛之处，岁久色微黄，
曰藤香。或深藏㠝岏巨石，攫路人迹不到，霜饕雪虐积以岁月，皮肉俱烂赤心如铁，谓之降真香

注：A. 多刺黄檀；B. 小花黄檀［18］。

图2　《亚洲黄檀》中多刺黄檀和小花黄檀植物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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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一日夜就能到达[50]。

元代周达观[56] 《真腊风土记》以“降真”之名

记载了降香原植物生长在丛林之中，因为是其树心，

外层的白木厚度有八九寸，细的厚度也有四五寸，

当地人很费力地砍伐。显然，柬埔寨地区所产降香

基原植物为木本植物。明代刘文泰[26] 《本草品汇精

要》附图，似番人手持降真香（木本植物心材），其

描述进口降香紫色、坚硬，香材品质为上乘；并特

指进口降香烧之，能指引仙真降临，功效最佳；

并称其质地类似苏方木。苏方木为豆科植物苏木

Caesalpinia sappan L. 除去白色边材后的干燥心材，

这更加印证古代降香来源之一可能为木本植物的

心材。

由于清朝时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海外贸易

进行限制并实行海禁，使清代时期国内关于进口降

真香的记载较少。此时，一些国外学者对我国古籍

本草和药用植物开展了广泛的研究考证。1871 年，

美 国 人 Smith[57] 所 著 《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Materia Medica & Natural History of China》中，在降

真香名称处记载“LAKA. ”，并指出苏门答腊的红

木植物能够出产降真香，为中国进口商品，而且来

自安南 （越南）、柬埔寨、暹罗 （泰国）、婆罗洲

（加里曼丹岛）和其他国家的木材比本地木材更受欢

迎；对降真香药材描述称，其为 1 捆长而粗糙的碎

木，外部呈红灰，表面呈深红，纹理坚硬，气味芳

香，味道轻微。 1892 年，英国人 Giles[58] 在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中同样在降香处记载

“laka-wood”。1935 年，陈存仁[33]在《中国药物标本

图影》中附图，图中降香笔直且无空洞，似木本植

物心材。1936 年英国伊博恩[59] 《本草新注》在降真

香部分记载“laka-wood”，并称黄檀属木材 （降真

香）是进口的。经考证，李约瑟[60]在《中国科学技

术史》 中将马来西亚的黄花梨小花黄檀处记载为

“laka”。现有文献报道称，小花黄檀心材呈暗红色，

为泰国传统医药，具有健胃、强心剂、补血等作用；

心材中的挥发油用于治疗慢性伤口和退热，且被用

作熏香[61]。小花黄檀 （图 2B） 分布于缅甸、泰国、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18]，但未见

柬埔寨地区有分布，因此认为柬埔寨所产降香可能

存在其他基原。

综上所述，从古至今进口降香可能存在多种基

原，主要以心材入药（表 2）。曾有文献报道称，对

泉州湾宋代沉船舱甲的香料木考证鉴定，结果表明

出土的香料木中含有较多的进口降香，其为豆科黄

檀属植物印度黄檀的心材 [62]。经考证，印度黄檀主

要分布于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不

丹。中国、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

非洲、美洲等地均有栽培，资源丰富[18]。因此，推

测宋代时期进口降香基原植物可能有印度黄檀。

近现代部分研究曾将囊状紫檀和檀香紫檀列为进

口降香基原植物 [11-12]。经考证，囊状紫檀原产于印

度和斯里兰卡[63]，有报道称其具有抗癌、抗氧化和

镇痛的功效[64]，国内对其研究报道较少；而檀香紫

檀在历代本草中另有所载，曾被考证为紫檀香[65]。

同时，国家标准《红木》（GB/T 18107—2020）对囊

状紫檀和檀香紫檀心材颜色和气味描述称囊状紫檀

“心材金黄褐或浅黄，紫红褐色；香气无或很微弱”；

檀香紫檀“心材新切面桔红色，久则转为深紫或黑

紫，常带浅色和紫黑条纹；香气无或很微弱”[66]。

综上可见，囊状紫檀和檀香紫檀与历代本草中所

载进口降香产地、性味功效均有所出入，因此认为

两者并非古代进口降香基原植物。此外，按照《红

木》（GB/T 18107—2020） 划分，红木分为 5 属 8 类

29种，其中黄檀属占比最高，为 15种，分布在香枝

木类、红酸枝木类和黑酸枝木类 [66]。依据该标准

对心材颜色和气味特征分析，黄檀属中黑酸枝类主

要特征为心材栗褐色，有酸香气或很微弱；红酸枝

类主要特征为心材红褐至紫红色，有酸香气或很微

弱；香枝木类主要特征为心材黄褐色至深紫红褐

色，新切面辛辣气浓郁。这与本草中所载“番降色

较红，香气甜而不辣，用之入药殊胜”[43]有所出

入，因此红木中所列黄檀属树种均不是古代进口降

香基原植物。综上所述，古代进口降香（番降）来

源于黄檀属印度黄檀、小花黄檀等不属于《红木》

（GB/T 18107—2020）的一类具有心材的木本植物。

2. 2　近现代降香

2. 2. 1　“同名异物”山油柑　1915 年，日本松村

任三[67]对《植物名汇》改正增补，将降真香学名记

载为 Acronychia laurifolia Blume. （Rutaceae）。该拉

丁名为今芸香科植物山油柑。1933年，由日本白井

光太郎[68]点校的《头注国译本草纲目》将降真香科

名订为芸香科，学名订为 A.  laurifolia Bl. ，并附植

物图。1936 年，英国学者伊博恩[59] 《本草新注》和

1948 年日本木村康一[69] 《和汉药名汇》均将降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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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订为A.  laurifolia Blume。

现代国内部分著作同样将降香基原植物订为

芸香科山油柑。1959年，《药材资料汇编》载：“降

香系芸香科香木类降香树之干木，其树长茎细叶，

花白子黑，根极坚实，重重有皮。其木形似苏方

木，色紫润，初焚不香，以诸香和之，则气味馥

郁，干木供药用”[4]。由此可见，现代著作将山油

柑与《南方草木状》中记载的“紫藤”植物形态相

混淆，由于山油柑材色浅黄无心边材之分，因此与

此处记载不符；1959年，《中药材手册》载：“原植

物系芸香科木本植物，过去均为进口”[5]，又将其与

进口降香混为一谈；1960年，《中国药用植物图鉴》

将降真香学名订为A.  pedunculata （L.）  Miq（山油

柑），并附图[6]；1961年《药材学》载：“降香系芸香

科（Rutaceae）植物降真香树 A.  pedunculata （L.）  

Miquel茎干的心材”，并附图[7]；1990年，《云南中药

志》载：“降香为芸香科山油柑 A.  pedunculata”[70]。

近现代著作中所附降香图见图 3。

注：A. 《中国药物标本图影》［33］中所附降香图；B. 《头注国译本草纲目》［68］中所附降真香图；C. 《中国药用植物图鉴》［6］中所附基原植物山

油柑；D. 《药材学》［7］中所附降真香外形图。

图3　近现代著作中所附降香图

表2　不同历史时期本草著作中关于古代进口降香基原记载内容

历史时期

唐代

宋代

元代

明代

清代

本草著作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20]

《海药本草》 [21]

《诸番志》 [55]

《真腊风土记》 [56]

《本草品汇精要》 [26]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 [53]

《本草纲目》 [27]

《证治准绳》 [54]

《本草原始》 [48]

《本草汇言》 [49]

《香乘》 [50]

《本草乘雅半偈》 [29]

《冯氏锦囊秘录》 [43]

描述内容

合药断不可无乳香、没药。若无没药以番降真代，血竭无亦用此代

徐表《南州记》云：生南海山，又云生大秦国

三佛齐、单马令国、佛啰安国、阇婆国，渤泥国土地均产降真香。出三佛齐，阇婆、蓬丰、广东西诸
郡亦有之。气劲而远，能辟邪气。泉人岁除，家无贫富，皆爇之如燔柴然。其直甚廉。以三佛齐者为
上，以其气味清远也。一名曰紫藤香

降真生丛林中，番人颇费砍斫之功，盖此乃树之心耳。其外白，木可厚八九寸，小者亦不下四五寸

别录云：生南海山及大秦国。谨按此有二种枝叶未详。出于番中者，紫色坚实而香为上。出于广南
者，淡紫不坚而少香为次。其番中来者，烧之，能引鹤降，功力极验，故名降真。宅舍怪异烧之辟
邪。质：类苏方木

金疮止血方：眞番降香[紫糖色者，真切如豆大炒，略焦研再炒]五味子[一两]二味共研敷上……杖后煎
剂：红花、红麯[各一钱]延胡索、牛膝[各三钱]牡丹皮、五灵脂、赤药、番降香[各二钱]

时珍曰：俗呼舶上来者为番降，亦名鸡骨，与沉香同名。[附方]痈疽恶毒：番降末、枫乳香，等分为
丸，熏之，去恶气甚妙《集简方》

痞木香顺气汤：挟死血者多用牡丹皮江西红曲麦芽（炒/研）香附（童便/制）桔梗川通草穿山甲番降
香红花

降真香出黔南，并南海山中及大秦国。其香似苏方木，烧之初不甚香，得诸香和之则特美。入药以番
降紫而润者为良

味辛、甘、气温，无毒。似苏方木，烧之不甚香，得诸香和之则特美。入药以番降紫而润者为良

贡降真香，南巫里其地自苏门答刺西风一日夜可至洪武初贡

降真，原名新绛。出黔南、南海山中，及大秦国。似苏方木，烧之不甚香，得诸香和之，则特美。入
药以番降，紫而润者良

降真香，乃香中之清烈者也。故能辟一切恶气不详，烧之辟天行时气，宅舍怪异，小儿带之，辟邪恶
气，入药以番舶来者色较红，香气甜而下辣，用之人药殊胜。若色深紫者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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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早前植物学及药学著作中所载降

真香（山油柑） A.  pedunculata应为植物名称，为芸

香科 （Rutaceae） 山油柑属 （Acronychia） 植物。

由于存在与中药降真香同名的情况，导致后期在对

中药降真香基原考证时将两者相混淆，出现同名异

物、记载混乱的现象。直至现代学者基于药材性状

及药理作用等多方面开展研究，最终将两者区分。

现代著作也开始对其进行更正，如 1933 年 《云南

中药资源名录》在山油柑处附注其过去被误用为降

香[71]，2008 年《中药品种理论与应用》中也明确指

出：“山油柑与降香全然不同，实际上也没有作降

香用的，纯属文献上的谬误”[12]。由于山油柑的

根、叶片和果实也属于中药材，其中山油柑碱具有

抗肿瘤作用，因此建议今后在著作编撰和文献发表

时，以山油柑之名替代降真香植物名，以此区分植

物名和药材名，以免影响后续中药的开发及综合利

用研究。

2. 2. 2　降香檀　《中国药典》 1977 年版首次收录

降香药材，并规定其来源为豆科植物降香檀树干和

根的干燥心材[2]。降香檀为海南特有红木树种，其订

名时间较晚，早前对其名称说法较多，常被称为花

黎母、海南檀、花黎、黄花梨等[72]。历代本草中也

曾将花榈、榈木记载为花梨的俗称。

明代曹昭[73] 《格古要论》云：“花梨木出南蕃，

紫红色与降真香相似，亦有香”；清代《广东通志》

载：“花梨木产崖、昌化、陵水，紫红色与降真香相

似，有微香”[51]，《道光琼州府志》载：“花梨木，

紫红色，与降真香相似，有微香，产黎山中”[74]。

1881 年，俄国学者布雷特施奈德[75]在《先辈欧人对

中国植物的研究》中记载：“海南岛出产著名的芳香

木，当地人称为花梨木”。1953年，张嶲等[76] 《崖州

志》载：“花梨，紫红色，与降真香相似。气最辛香。

质坚致，有油格、糠格两种。油格者，不可多得”。

由于降香檀树木形态特征与海南黄檀D.  hainanensis 

Merr.  & Chun 十分相似，早前曾被统一记载为花

梨木。

1950年，科研人员开始对海南岛上植物资源进

行调查研究。1956 年，植物学家侯宽昭[77]在《广州

植物志》中对海南花梨木拟定新名为海南檀，拉丁

名为D.  hainanensis Merr.  & Chun，将其与另一种商

品名为花梨木的植物区分开来，并描述海南檀的外

观形态及木材特征为“木材颇佳，边材色淡，质略

疏松，心材色红褐，坚硬，纹理精致美丽，适于雕

刻和家具之用”。1959 年，《中药材手册》载：“解

放后广东发现一种豆科植物花榈木，其根部木材可

以代替进口降香，现在市场上已大量应用。主产于

广东海南岛”[5]。由于此时海南曾隶属于广东省，结

合产地记载认为此处所载“豆科花榈木”应指黄檀

属降香檀 D.  odorifera 而非红豆属花榈木 0rmosia 

henryi Prain。

2001 年，李宗山[78] 《中国家具史图说》 记载

“花梨木亦称花榈木”；2014 年，商子庄[79] 《木鉴》

记载“黄花梨中文学名降香檀，俗名花梨，花榈，

榈木等”，同时，其记载“20 世纪初著名学者梁思

成为了区分两种相近而价值不同的花梨，将降香檀

命名为黄花梨”；2015 年，《三香宝典：降香·檀

香·沉香树木栽培与应用》记载“降香别名：降香

檀、花榈、榈木，花狸等”[80]。由于海南黄檀无心

边材之分，与降香檀存在较大差异，至 1963年植物

学家陈焕镛 [81]将降香檀 （或称降香黄檀） 作为新

种提出，并将拉丁名命名为 Dalbergia odorifera T.  

Chen，收载于1965年出版的《海南植物志》 [82]。

《中国药典》 1977 年版首次收录降香药材，并

将其基原植物订为降香檀[2]。后续出版的诸多著作

均以降香檀作为降香的唯一基原，包括 1982 年

《中药志》 第 2 版 [83]附图 （图 4A）、1988 年 《新华

本草纲要》 [34]、1996 年《中国药材学》 [35]附图 （图

4B）、2000 年《本草纲目药物彩色图鉴》 [84]、2002
年《新编中药志》 [85]、2004年《本草药名汇考》 [36]、

2008年《中药品种理论与应用》 [12]、2010年《金世

元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 [86]。而 1999 年 《中华本

草》 [87]和 2006 年《中药大辞典》 [88]则将降香基原植

物记载为降香檀和印度黄檀，并附图 （图 4C）。

1996 年，《全国中草药名鉴》中分别对降香和降真

香进行记载，在降香处记载基原植物为豆科藤黄檀、

降香檀和印度黄檀 ；在降真香处记载基原植物为豆

科印度黄檀和芸香科山油柑[89]。古时曾有记载称花

梨木与降香相似[73-74]，但并未详细记载将其入药，可

能与海南所处位置偏远、地广人稀，且岛上特有少

数民族——黎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记载有关。据 1999
年《琼山县志》记载：“1976年调查，永兴、遵潭、

龙桥、石山、龙塘、十字路、美安 7 个公社有花黎

树 27 500株”[90]。由于花梨符合降香药材描述特殊

且种质资源丰富，因而逐渐将其根部木材代替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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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香并大量应用。查阅《黎药学概论》可以发现，

黎族药中降香檀称为塞拉破，当地人用来止痛止血、

降血压[91]。海南岛解放后，植物学家侯宽昭对岛上

植物资源进行调查研究，逐步将海南花梨木定名为

海南黄檀（现今的海南黄檀和降香黄檀）；1963年，

植物学家陈焕镛最终将降香檀（又称降香黄檀）从

海南黄檀中分离出来，作为新种命名[81]。而降香檀

（降香黄檀） 的定名可能与古代本草称花梨木与降

香（降真香）相似有关，也从另一角度说明现今的

降香檀与古代本草降香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3　产地变迁及品质

降香最早有明确产地记载是在唐代。据记载，

国产降香主产于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和台湾；

进口降香主产于古罗马帝国[22]。宋代降香产地有所

扩展，国产降香产于山中偏僻处，产地新增重庆、

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进口降香产地则新增苏

门答腊、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及柬

埔寨[23,28,55]。明代《本草纲目》将国产降香产地增加

了湖北和湖南[27]；进口降香产地新增越南和琉球群

岛。清代檀萃[92] 《滇海虞衡志》记载“滇人”指云

南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在祭神时使用降香，故降

香可在市面上买卖。经考证可知，古时降真香为达

官贵族用香，极为珍贵，但云南地区竟可在市面上

交易，其侧面反映云南地区应为降真香的产地之

一。清代对降香产地未有新增，主要是对不同产地

的品质加以评价。降香历代产地变迁信息情况及推

测的不同时期可能存在的降香基原见表 3。
综上所述，古代国产降香主产于我国华南地区，

进口降香主产于东南亚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均无明

确道地产区。至现代，《中国药典》 1977 年版规定

降香药材基原植物为降香檀，其主产于海南白沙、

东方、乐东和崖县等地，海南省是其唯一道地

产区[2]。

早在唐代就已开始对降香功效进行评价，《仙

授理伤续断秘方》 记载进口降香可替代没药，作

为组方用药 [20]。宋代对国产降香品质记载称，出

产于西南地区的降香似是而非，香味淡薄不浓烈，

名为鸡骨香[28]；而产于苏门答腊的进口降香品质最

佳，气味清美悠远，又称为紫藤香[42]。明清时期对

于降香品质的描述称，进口降香品质为上，而出产

于广东、广西、海南及云南东南部地区的国产降香

品质则为次，且今云南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所产降真香香材颜色灰白，气味较淡[26]。对于药用

方面，明代李中立 [48] 《本草原始》、倪朱谟 [49] 《本

草汇言》和清代卢之颐[29] 《本草乘雅半偈》中均记

载“入药以番降紫而润者为良”。明代缪希雍[95]

《神农本草经疏》 和清代冯兆张[43] 《冯氏锦囊秘

录》、沈金鳌[96] 《要药分剂》均记载：“入药以番舶

来者，色较红，香气甜而不辣，用之入药殊胜；色

深紫者不良”。

综上所述，进口降香更适合入药，在本草著作

中详细描述了颜色红且香气甜而不辣，或颜色紫

而油润的入药效果较好；颜色深紫的入药效果不

佳。近代则认为降香品质以质地坚硬、颜色紫红、

香 气浓郁、油润、不带树皮及边材、入水下沉者为

佳（表4）。
4　采收加工及炮制

由于古代降香药材多依赖于进口，因此历代本

草中对降香的采收加工记载较少。晋代《南方草木

状》载：“其茎截置烟炱中，经时成紫香”[37]，即将

截断的茎久置于烟气凝积成的黑灰中会成为紫色

香材。元代《真腊风土记》载：“番人颇费砍斫之

注：A. 《中药志》第2版［83］中所附降香檀；B. 《中国药材学》［35］中所附降香檀；C. 《中华本草》［87］中所附降香檀和印度黄檀。

图4　现代著作中降香基原植物形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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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降香药材的产地变迁

历史时期

唐代

宋代

元代

明代

清代

1959年

1982年

1996年

1999年

2010年

本草著作

《海药本草》 [21]

《溪蛮丛笑》 [28]

《证类本草》 [23]

《诸番志》 [55]

《陈氏香谱》 [93]

《真腊风土记》 [56]

《格古要论》 [73]

《本草品汇精要》 [26]

《本草纲目》 [27]

《滇海虞衡志》 [92]

《植物名实图考长编》 [94]

《广东通志》 [51]

《道光琼州府志》 [74]

《中药材手册》 [5]

《中药志》第2版[83]

《中国药材学》 [35]

《中华本草》 [87]

《琼山县志》 [90]

《金世元中药材传统鉴别
经验》 [86]

产地

生大秦国 （古罗马帝国）；生南海山 （今我国广东、广西、福建、
海南和台湾五省，及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

本出南海，今溪洞（今我国西南地区）山僻处亦有

生大秦国，出黔南（今广西及贵州部分地区），生南海山

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单马令国（今泰国洛坤）、佛啰安国（今
马来半岛西岸）、阇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或兼
称两岛），渤泥国（今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的古国）土地均产
降真香，广东西诸郡亦有之

大秦国亦有之；叶庭圭云：出三佛齐国。生南海诸山；出海南

降香生丛林中（真腊今柬埔寨地区）

出南蕃

大秦国；生南海山；出产于广南（今广东、广西、海南及云南省东
南部地区）

占城、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渤泥（今文莱）、琉球诸
地皆有之；广东、广西、云南、汉中、施州（今湖北恩施）、永顺、
保靖

滇人（云南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祭神用降香，故降香充市，即降
真香也

云南及两广，峒谿诸处有此香；云南志：降真香，元江州（今指云
南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出

花梨木产崖、昌化、陵水

产黎山中

主产于广东海南岛

生山疏林中、缘或村边旷地处；分布于海南省

分布于海南白沙、东方、乐东和崖县。生于山坡疏林、林边或村
旁。广东、广西及福建等地有引种。产地：海南

生于山地林中。分布于海南；云南有栽培

海南：永兴、遵潭、龙桥、石山、龙塘、十字路、美安

新中国成立前多系进口；国外东南亚各国以及伊朗均产，主产于海
南崖县、东方、乐东、白沙等地。野生、栽培均有

推测基原

印度黄檀、两粤黄檀、藤黄檀、
斜叶黄檀

两粤黄檀、藤黄檀、斜叶黄檀

印度黄檀、藤黄檀、滇黔黄檀

印度黄檀、小花黄檀、两粤黄
檀、藤黄檀、斜叶黄檀

印度黄檀、小花黄檀、两粤黄
檀、藤黄檀、斜叶黄檀

印度黄檀

降香檀

印度黄檀、两粤黄檀、藤黄檀、
斜叶黄檀

印度黄檀、小花黄檀、两粤黄
檀、斜叶黄檀、藤黄檀

藤黄檀、斜叶黄檀、滇黔黄檀

两粤黄檀、藤黄檀、斜叶黄檀

降香檀

降香檀

降香檀

降香檀

降香檀

降香檀

降香檀

降香檀

注：推测基原为根据产地结合黄檀属植物分布记载[18]推测的不同时期可能存在的降香基原。

表4　不同历史时期降香的品质评价

历史时期

唐代

宋代

明代

清代

1959年

1961年

2008年

2010年

2020年

本草著作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 [20]

《溪蛮丛笑》 [28]

《医说》 [42]

《诸番志》 [55]

《本草品汇精要》 [26]

《本草纲目》 [27]

《神农本草经疏》 [95]

《本草述钩元》 [97]

《植物名实图考长编》 [94]

《中药材手册》 [5]

《药材学》 [7]

《中药品种理论与应用》 [12]

《金世元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 [86]

《中国药典》 2020年版[1]

品质评价

合药断不可无乳香、没药。若无没药以番降真代

今溪洞山僻处亦有，似是而非，劲瘦不甚香，名鸡骨香

名医录云紫藤香即降之最佳者

以三佛齐者为上，以其气味清远也。一名曰紫藤香

出于番中者，紫色坚实而香为上。出产于广南者，淡紫不坚而少香为次

入药以番降紫而润者为良

入药以番舶来者，色较红，香气甜而不辣，用之入药殊胜，色深紫者不良

紫而润者良，瘦劲者劣，深紫色不美；番舶来者色较红，气甜而药殊胜

云南志：降真香，元江州出。按香木色灰白，气亦淡，便价极贱

以质坚、色紫、油润、香气、不带树皮、入水下沉者为佳

以色紫红、坚硬、气香、不带树皮及边材、入水下沉者为佳。点燃则香气浓郁，有油流出，
烧完留有白灰

以色紫红，质坚实，富油性，香气浓者为佳

以色红紫、坚硬、不带外皮和白木、油润、香气浓者为佳

呈类圆柱形或不规则块状。表明紫红色或红褐色，切面有致密的纹理。质硬，有油性。气
微香，味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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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盖此乃树之心耳”[56]，即因为采收部位是树心，

当地人需要很费力地砍伐。清代《格致镜原》载：

“霜饕雪虐积以岁月皮肉俱烂赤心如铁，谓之降真

香”[46]，即当其外皮白木腐烂后内部红色坚硬的香

材，称为降真香。可见，降香的采收加工方法即在

人工或自然条件下，去除树皮和白木后，采收其内

部紫红色的香材部位。

近代以前，本草中未记载采收时间。至 1935年

《药物学备考》记载：“十月间锯枝”[32]；《中国药典》

1977年版载：“全年均可采收，除去边材，阴干”[2]。

而后记载采收期均统一为全年均可采收。关于采收

加工方法，1959年《中药材手册》 [5]、1982年《中药

志》第 2版[83]、1999年《中华本草》 [87]、2002年《新

编中药志》 [85]、2010 年《金世元中药材传统鉴别经

验》 [86]均记载为“晒干”。经考证，降香心材部位含

有大量挥发性成分，若采取晒干的方法处理，会对其

药效有所影响，因此认为应与《中国药典》 2020年

版[1]一致，采取“阴干”方法处理较为合适。《中国

药典》 1990年版将其性状记载为：“呈圆柱形或不规

则块状”[98]并沿用至今。

降香为香药两用中药。作为香料，如宋代《陈

氏香谱》中记载的香方“清远香”[93]及明代《香乘》

中记载的香方“野花香”[50]等，均包含降香。作为

药用，则分为外敷和内服 2 种。将其用于外敷的记

载有宋代《医说》中“紫藤香瓷瓦镰刮下，石碾碾

细，敷之”[42]、明代《本草原始》中“治金疮出血降

香炒五倍子等分为细末傅之”[48]。可见，降香外用方

法分为直接研末敷用或与其他药物组方配伍后研末

使用 2种。降香也用于内服，明代《本草汇言》中记

载：“《圣惠方》治上部有伤，瘀血停积，按之胸膈

作痛，此吐血候也。急以降真香，锋刀刮末，白汤

调服，立时消散。凡怒气伤肝，致吐血不止，用此

功过郁金”[49]，《仙传外科集验方》中“黑散”一方

记载中包含“番降（烧存性）口服”[99]；民国时期

《药物学备考》载：“用量：二钱入煎剂。或配成药

酌用”[32]。可见，降香内服方法分为研末冲服或入

煎剂服用2种，且一般入煎剂应当后下。

综上所述，本草中记载的降香传统炮制方法主

要分为 2 种，其一是将其刮下碾成细末，其二是烧

存性。但在清代《本经逢源》中又载：“降真香，禁

用火焙”[100]，这与文献中提到降香宜研末服用或入

煎剂后下是相吻合的。后至现代本草著作如 1996

年《中国药材学》 [35]、1999 年《中华本草》 [87]记载

炮制方法均与《中国药典》 1977 年版[2]相同，即除

去杂质，劈成小块，碾成细粉或镑片。可见，随着

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已经认识到降香的主要成分

为挥发油，在加工过程中应禁止火焙以防挥发性成

分丧失，炮制方法应主要以加工成细粉或镑片为主。

5　结语

综上所述，降香本名降真香，有烧此香能降诸

真之意。明代《本草纲目》将降香作为降真香的简

称记载[27]，至清末、民国时期多以降香作为正名记

载并延续至今。考证结果表明，古代降香来源分为

国产和进口，推测古代国产降香来源于黄檀属藤黄

檀、斜叶黄檀、两粤黄檀，滇黔黄檀等一类能够产

生香材的藤本植物，主产于我国华南和西南地区。

古代进口降香则来源于黄檀属印度黄檀和小花黄

檀等除现有红木国家标准外的一类具有心材的木

本植物。其中，小花黄檀为灌木植物，印度黄檀为

乔木，均主要分布于苏门答腊、泰国、印度尼西

亚、文莱及柬埔寨等亚热带及热带地区。近现代，

曾将山油柑误作为降香记载，由于早前降真香（山

油柑）为植物名称，与中药降香同名，导致后期在

对中药降香基原考证时将两者相混淆，出现同名异

物的现象。解放后，海南发现的一种豆科花榈木

（降香檀） 可代替进口降香，并大量应用，至 1963
年将其作为新种订名为降香檀。《中国药典》 1977
年版[2]收录降香并以降香檀心材做为国产降香药材

唯一基原，海南省成为降香药材的唯一道地产区。

品质考证发现，历代本草曾多次记载进口降香

更适合入药，而国产降香品质不稳定，致使降香药

材多依赖进口。据了解，藤本植物结香要求很高，

只有在特定的海拔、气候、地区，生长状态等条件

下才结香。结香需受到外界伤害，如闪电、霉菌、

虫蚁等，且需 50~60 年以上才能形成[16]。藤茎所产

香材量极少，较难形成品质稳定的药用品。而木本

植物所产心材在 3 龄左右就开始形成，且产出心材

的品质稳定。由于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统一，加

之黄檀属植物的药用功效较为相似（表 5），可能出

现同属植物混杂入药的情况，从而导致降香品质记

载存在较大差异。至现代，海南产降香檀被发现可

替代进口降香入药，且与现今进口降香相比，降香

檀有效成分含量最高，止痛、止血作用最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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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103]。现代研究曾多次指出，印度黄檀质量不

佳，不应作为中药降香使用[11]。同时现代理化分析

及药理研究表明，印度黄檀挥发油含量较低，仅为

0. 062%，与降香檀存在较大差异，镇痛及止血等

药理作用均弱于降香檀[103]。可见，印度黄檀虽种质

资源丰富却没有沿用至今，可能与其药效品质不佳

有关。而古代降香檀之所以未记载将其入药，可能

与海南所处位置偏远、地广人稀，且岛上特有少数

民族——黎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有关。历代本草曾多

次记载花梨木与降真香相似，后至现代将其作为新

种命名降香檀，可见降香檀与古代本草降香有着深

远的历史渊源。

历代本草中记载降香辛温，无毒，具有止血生

肌、止痛疗疮、行血破滞等功效。在国学大师系统

（http://www. guoxuedashi. net/） 中检索到以降香为

主且药味少、用于治疗金疮折伤的方剂有唐代《仙

授理伤续断秘方》和清代《冯氏锦囊秘录》中的紫

金散方，明代《慈幼新书》中的绛袍散方、《仙传

外科集验方》中的黑散、《普济方》中的补痛丸等，

清代 《医学心悟》 称降香为“天下第一金疮药”；

用于治疗痈疽肿痛的方剂有北宋《太平圣惠方》中

的降真香散方、明代 《医学纲目》 中的贴散瘰神

效方等；用于治疗血瘀、心腹胀痛的方剂有明代

《外科启玄》 中的紫金蠲痛散、明代 《证治准绳》

中的血郁汤，清代《医钞类编》中的当归二香汤等。

至现代，《中国药典》 2020 年版[1]中收录使用降香

或降香提取物的成方制剂有庆余辟瘟丹、十香返生

丸、冠心丹参片、白蚀丸、芪参益气滴丸等 24 种，

其功效均与理气止痛、活血化瘀、散瘀消肿等有关。

可见，从古至今降香基原植物虽不同，但性味功效

基本相同。因此建议在开发含有降香的中药方剂时，

对可能存在的降香基原进行性味功效对比，明确

除《中国药典》 2020 年版记载外是否存在其他符合

降香药材特征且种质资源丰富的植物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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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黄檀属植物茎和根的药用功效记载

出处

《新华本草纲要》 [34]

《全国中草药汇编》 [101]

《中国中药资源志要》 [102]

《中华本草》 [87]

药材名

藤春

象鼻藤

藤檀

斜叶檀

秧青

老鹰爪

基原及药用部位

两粤黄檀茎

象鼻藤根、茎皮

藤黄檀茎

斜叶黄檀根、茎

滇黔黄檀根

多裂黄檀根、叶

植物形态

木质藤本，有
时灌木状

灌木，有时木
质藤本

木质藤本

木质藤本、攀
援灌木，有时
为乔木

大型木质藤本，
有时成直立灌
木、小乔木状

大型攀援灌木、
木质藤本，有时
呈小乔木状

分布

中国南部（广东、广西等），越南北部

中国西南部（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
东、广西、四川、云南等）、印度（阿萨姆）、
不丹、缅甸北部

中国华南地区 （安徽、浙江、福建、广东、
海南、广西、贵州、云南等）、越南北部

中国（海南、广西、云南等）、印度、缅甸、
泰国、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新加坡、文莱、菲律宾等国家

中国 （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缅甸、
越南

中国 （广西、云南）、印度、缅甸、不丹、
孟加拉、泰国、老挝、越南

药性功效

活血、通经

消炎解毒、抗疟

辛，温，理气止痛，主
治胃痛、腹痛、胸胁痛

味苦，性辛、温，主治
跌打损伤、月经不调、
风湿痹病

味辛、淡，性温，理气
消积，主治食积饱胀、
腹痛、发热

根：味辛，性温，止痛，
主治骨折、头痛；叶：
味苦，性温，清热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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