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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本草考证的方法，整理现存本草与历代古籍文献，对侧柏叶的植物名称、资源分布、性味归经、
功效主治及药剂选方进行了考证。在本草中多以侧柏叶记载，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性味苦、微温、微寒，主

归肺、肝、脾经。具凉血止血、祛风利湿、生发乌发等药效，现代临床多沿用其凉血止血的功效进行选方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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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柏叶为柏科植物侧柏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Ｌ）
Ｆｒａｎｃｏ的干燥枝梢和叶，侧柏叶作为一味大宗常用药
材，在治疗吐血、衄血、尿血、血痢、肠风、崩漏、风

湿痹痛等疾病疗效显著，并且目前仍有大量方剂使用，

如清血丸、侧柏叶汤、柏茶、加减四物汤、四生地黄汤

等。现代研究表明，侧柏叶有抗菌、抗肿瘤、抗炎、抗

氧化、止血、降血脂、保护神经、镇静等多种药理作

用［１］。目前侧柏叶洗发水、侧柏叶茶等商品在市场上

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为充分利用这一重要的中

药资源，本研究从侧柏叶的植物名称、资源分布、性味

归经、功能主治和药剂选方等方面进行本草考证，以期

为侧柏叶资源深度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１　植物名称及资源分布考证

１１侧柏叶名称考证

据 《诗经》、 《滇南本草》［２］等古代本草记载，

侧柏又名柏、扁柏、崖柏、香柏、黄心柏、扁松、

云片柏、松蟠、片松、喜柏，多以侧柏记载。宋代

苏颂 《本草图经》载曰：“其叶皆侧向，三月开花，

九月结子成熟，取采蒸曝，春擂取仁用，其叶名侧

柏。”宋代陆佃 《埤雅》载曰：“柏之指西，犹针之

指南也。柏有数种，入药惟取叶扁而侧生者，故曰

侧柏。”元代朱丹溪 《本草衍义补遗》： “万木皆向

阳，柏独西指，受金之正气，坚劲不凋，多寿之

木……。”明代魏子才 《六书精蕴》：“万木皆向阳，

而柏独西指，故字从白。白者，西方也。”清代黄宫

绣 《本草求真》［３］载： “然禀受西金，坚劲不凋。”

从历代本草著作记载中关于侧柏叶名称上可见，侧

柏别名众多，在植物形态方面因 “柏独西指”、“禀

受西金，坚劲不凋、一一西指也”等而得名；在药

用价值方面因 “柏有数种，入药惟取叶扁而侧生者，

故曰侧柏”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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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侧柏叶资源分布考证

侧柏叶作为一种重要的中药资源，历代著名本

草对侧柏叶的资源分布有所记载。梁代陶弘景 《名

医别录》［４］曰：“柏实生泰山山谷，柏叶尤良，处处

有柏，当以太山（今山东泰山）为佳尔。”唐苏敬

《新修本草》［５］曰： “今太山无复采子，唯出陕州宜

州为胜。”这里的陕州指陕西关中平原一带，宜州指

广西桂林一带。宋代苏颂 《本草图经》［６］曰：“柏实

以乾州者为最……其叶名侧柏，密州出者尤佳。古

柏叶尤奇，益州诸葛孔明庙中有大柏木。”这里提到

的密州为山东的诸城一带，益州诸葛孔明庙现四川

省一代。宋陈承 《本草别说》：“陶隐居说柏忌冢墓

上者，而今乾州者皆是乾陵所出。”宋代寇宗

《本草衍义》：“尝官陕西每登高望之虽千万株皆一

一西指。”现代 《实用本草》［７］、 《全国中草药汇

编》［８］、《中药八百种详解》［９］、《食物本草》［１０］等对侧

柏叶资源的分布记载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均产。有关侧柏

叶资源分布，本草古籍以 “太山”、“密州”出者为佳

的记载，但随着中药材资源普查的发展及临床用药的研

究，认为我国大部分地区除青海、新疆外均有侧柏叶分

布，未对其道地性有明确规定。

２　性味归经考证

２１侧柏叶性味功效考证

古代本草对侧柏叶性味功效有较多记载，本文

梳理了自东汉至清的本草记载，具体考证见表 １。
根据表１，对侧柏叶药性在不同时期的演进进行归
纳，如图１所示。

表１　侧柏叶性味功效考证
编号 年代 本草著作 性味功效

１ 东汉 神农本草经［１１］ 微寒，能凉血止血、清热止咳、祛风利湿、散肿毒、生发乌发。

２ 魏晋 名医别录［４］ 气微温，味苦，无毒。主吐血、衄血、痢血、崩中赤白，轻身益气，令人耐寒暑，去湿痹，生肌

３ 唐 新修本草［５］ 微温。主吐血，衄血，痢血，崩中，赤白，轻身益气，令人耐风寒，去湿痹，止饥。

４ 宋 开宝本草［１２］ 气微温。主吐血、衄血、痢血，崩中，赤白，轻身益气，令人耐风寒，去湿痹，止饥。

５ 宋 本草图经［６］ 寒。傅汤火伤，止痛灭瘢。服之，疗蛊痢。

６ 元 汤液本草［１３］ 气微温，味苦。无毒。

７ 明 滇南本草［２］ 性寒。捣汁治吐血、鼻衄血、呕血。

８ 明 本草纲目［１４］ 微温。中风、霍乱转筋、吐血、鼻血不止、尿血、大肠下血、月经不断、汤火伤、大麻风、头发不生。

９ 明 药鉴［１５］ 微寒。主吐血、衄血、痢血、崩血、尿血。久服轻身益气，令人能耐寒暑，更治冷风历节疼痛。

１０ 明 本草品汇精要［１６］ 味苦辛微温。主吐血、衄血、痢血、崩中赤白、轻身益气、令人耐寒暑去湿痹止饥。

１１ 明 雷公炮制药性解［１７］性微寒。止吐衄崩痢，除风冷湿痹，乌须黑发，灸，冻疮，久服延年。

１２ 明 景岳全书［１８］ 寒。善清血凉血，止吐血衄血，痢血尿血，崩中赤白，去湿热湿痹，骨节疼痛。捣烂可傅火丹，散痄腮肿痛

热毒及汤火伤，止痛灭瘢。炙捣可敷冻疮。烧汁涂发，可润而使黑。

１３ 明 本草乘雅半偈［１９］ 微温无毒。煮汁，洗漆疮。

１４ 明 本草汇言［２０］ 性味苦寒多燥。侧柏叶，止流血，去风湿之药也。

１５ 明 药品化义［２１］ 味苦涩，性凉。苦滋阴，带涩敛血，专清上部逆血。又得阴气最厚，如遗精、白浊、尿营涩痛属阴脱者，同

牛膝治之甚效。

１６ 清 本草崇原［２２］ 气味苦，微温。主治吐血、衄血、痢血、崩中赤白者，轻身益气。

１７ 清 本草择要纲目 苦微温无毒。久服之，大益脾土，以滋其肺。

１８ 清 本草备要［２３］ 补阴凉血，苦涩微寒。或炒或生用。

１９ 清 本经逢源［２４］ 性寒而燥，大能伐胃，虽有止衄之功，而无阳生之力，故亡血虚家，不宜擅服。

２０ 清 顾松园医镜 治痹症历节疼痛，止肠风，吐衄崩淋。微寒。

２１ 清 本草从新［２５］ 味苦微寒。性涩而燥。最清血分湿热。止吐衄崩淋。肠风尿血。血痢。

２２ 清 本草便读［２６］ 甘苦而寒，芳香而燥。凉血燥湿，是其本功。

２３ 清 得配本草［２７］ 苦，涩，微温。入手太阴经血分，养阴清肺，止血和阳，生肌杀虫。泻呕逆火，涂汤火伤。生用凉，炙用温。

２４ 清 药性切用 味苦微寒，性涩气燥。最清血分湿热，止血痢、肠风。

２５ 清 本草分经［２８］ 苦，寒，燥涩，最清血分湿热。治一切血症，风湿诸痹，历节风痛。

２６ 清 本草撮要 味苦涩微寒，或炒或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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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侧柏叶不同时期药性变化趋势

　　通过对侧柏叶药性考证可知，古代本草中侧柏
叶寒性、温性均有记载，中药药性理论分别经历了：

秦汉初步形成时期、魏晋隋唐的平稳发展时期、宋

代以后中药药性理论正式提出，明清中药四性理论

的完善和确立［２９］。药性理论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

经过不断的实践及对侧柏叶研究的深入，清至今普

遍认为其性味为苦、寒性，炮制加工后性味可表现

为温性。功效方面：侧柏叶 “主吐血、衄血、痢

血、崩中赤白，轻身益气，令人耐寒暑，去湿痹，

生肌”是本草著作中温性的记载，而本草中为寒

性的记载大都在此基础上补充了 “善清血凉血、

补阴凉血、凉血燥湿、微寒带涩，故止诸血”等

功效；同时，侧柏叶清血凉血的功效也符合现代用

药习惯。

２２侧柏叶归经考证

《神农本草经》［１１］载侧柏叶 “归肺、心、肝、大肠

经。”《药品化义》［２１］：“入肝、心、脾、肺四经。”清

代 《要药分剂》：“入肝、肾二经。”清代 《本草撮要》：

“入手足太阴、阳明。”清代 《本草求真》［３］：“侧柏叶

专入肺、肝经。”清代 《医林纂要》： “泄肺逆，泻心

火，平肝热，清血分之热。”清代 《本草便读》［２６］：

“入肝肺大肠血分”；清代顾靖远 《顾松园医镜》：“入

肝经”；清代 《本草撮要》：“入手足太阴、阳明”，即

肺经、脾经、胃经、大肠经；现代 《实用本草》［７］：

“归肺、肝、大肠经。”《全国中草药汇编》［８］：“归肺、

肝、脾经。”《中药八百种详解》［９］：“归肝、肺、大肠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版）［３０］： “归肺、
肝、脾经。”通过以上对不同时代具有代表性著作的考

证，认为侧柏叶主要归肺、肝经、脾经。

２３侧柏叶主要选方的本草考证
宋代以后，包括中药药性理论在内的中医药理

论研究迅速发展，至明清时期，众医家充分继承前

人经验和理论，进一步开展深化研究，最终形成了

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宋、明时期对侧柏叶研究较

为深入，在对功效认识日渐完善的基础上，对侧柏

叶的组方配方也有深入研究。现将宋、明时期侧柏

叶主要选方依功效不同整理如表２所示。

表２　宋、明时期侧柏叶主要选方
朝代 出处 方剂内容 单品功效 组方功效

宋 太平圣惠方 柏叶捣为散，不计时侯，以粥饮调下二钱。 凉血止血 治忧恚呕血，烦满少气，胸中疼痛

宋 圣济总录 芍药、柏叶（炙）各一两。上二味，粗捣筛。每服三钱

七，水、酒各半盏，煎至七分，去滓温服。（芍药汤）

凉血止血 治妇人月水久不断

宋 本草图经［６］ 柏叶（焙干为末）、黄连。二味同煎为汁服之。 疗蛊痢

杀五藏虫

治蛊痢，大腹下黑血，茶脚色，或脓血

如靛色

宋 本草图经［６］ 侧柏叶，入臼中湿捣极烂如泥，冷水调作膏，涂敷于

伤处，用帛子系定，三，二日疮当敛，仍灭瘢。

止痛灭瘢 治大人及小儿汤火伤

明 普济方 嫩柏叶（九蒸九晒）二两，陈槐花一两（炒半黑色）。上

为末，炼蜜丸，梧桐子大。每服四、五十丸，空心温

酒下。（侧柏散）

凉血止血 治疗肠风、脏毒，酒痢，下血不止

明 济急仙方 柏叶，黄连（焙研）；酒服三钱。 凉血止血 治小便尿血

明 本草纲目［１４］ 侧柏叶煮汁，同曲米酿酒饮。 风湿痹痛

历节风痛

治风痹历节作痛

　　由表２可知，宋、明时期主要依据侧柏叶的凉
血止血功效进行组方。现代研究表明，侧柏叶具有

凉血止血、祛风降湿、化痰止咳、消肿散毒的功效，

在临床上常用于治疗出血症、风湿痹痛、高血压、

咳喘、烫伤等症。常见的药品方剂如：清血丸、侧

柏叶汤、柏茶、加减四物汤、四生地黄汤、柏叶浸

剂、净肌汤、断红丸、导热散、柏叶洗方、柏叶蜜、

三灰散等。从上述历代本草的记载和现代研究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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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侧柏叶 “吐血、衄血、痢血、崩中赤白，轻

身益气，令人耐寒暑，去湿痹，生肌”的作用与现

代药理研究的结果相同，现代临床一直沿用；而对

于侧柏叶 “烧取汁涂头，黑润鬓发；捣烂用，能去

火毒散痄腮肿痛”的方法在现代一些经验方中也有

应用。但 “止痛灭瘢，疗蛊痢，杀五藏虫、敷烫火

伤”等功效现代少有应用。

３　总结

名称及资源分布方面：侧柏叶始载于 《神农本

草经》，虽有别名，但通过本草记载后世均沿用侧柏

叶为正名；侧柏叶产地本草记载以泰山、诸城为佳，

但现代关于侧柏叶道地性没有明确规定，全国大部

分地区均有资源分布。性味归经及功效方面：侧柏

叶药性本草记载包括微温、凉、微寒、寒共四种，

但清至今普遍认为其药性应为微寒较为合理。侧柏

叶味苦，主要归肺经、肝经和脾经；主治吐血、咯

血、便血、崩漏下血、肺热咳嗽、血热脱发、须发

早白等，且清血凉血的功效也符合现代用药习惯。

宋、明时期主要依据侧柏叶的凉血止血功效进行组

方。历代本草选方中凉血止血功效与现代药理研究

的结果相同，现代临床一直沿用，而止痛灭瘢，疗

蛊痢，杀五藏虫，敷烫火伤等功效现代少有应用。

参考文献

［１］　曹雨诞，曾祥丽，单鸣秋等．侧柏叶的研究进展［Ｊ］．江苏
中医药，２００８，４０（２）：８６８８．

［２］　明·兰茂．滇南本草［Ｍ］．北京：云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５：１１２．

［３］　清·黄宫绣．本草求真［Ｍ］．北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１９５９：２３１．

［４］　梁·陶弘景．名医别录［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８６：１９．

［５］　何清湖．新修本草［Ｍ］．山西：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３：８９．

［６］　中医宝典．本草图经［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６２７］．ｈｔｔｐ：／／
ｚｈｏｎｇｙｉ．ｓｈｕｆａｊｉ．ｃｏｍ／ｚｙｇｊ／００６／ｄｅｆａｕｌｔ．ｈｔｍ．

［７］　时继田．实用本草［Ｍ］．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
２１１２１２．

［８］　王国强．全国中草药汇编［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１４：３７９３８０．

［９］　侯士良．中药八百种详解［Ｍ］．河南：河南科学技术出版
社，２００３：５２９５３０．

［１０］明·姚可成．食物本草［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９４：１２０８１２１２．

［１１］魏·吴普．神农本草经［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６３：４０．

［１２］北宋·刘翰，马志．开宝本草［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１９６３：２６０．

［１３］元·王好古．汤液本草［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２０１３：１５８．

［１４］明·李时珍．本草纲目［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０２：１７２５１７２６．

［１５］陈仁寿．药鉴［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６：２１０．
［１６］陆拯．本草品汇精要［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２０１３：１５２．
［１７］明·李中梓．雷公炮制药性解［Ｍ］．北京：人民军医出版

社，２００９：２５６．
［１８］明·张介宾．景岳全书［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１９５９：１１８１１１８３．
［１９］明·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Ｍ］．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

版社，２０１４：１０２１０３．
［２０］郑金生，甄雪燕，杨梅香．本草汇言［Ｍ］．北京：中医古籍

出版社，２００５：３４２３４４．
［２１］明·贾所学．药品化义［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２０１３：９３．
［２２］明·张志聪．本草崇原［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２００８：２８３．
［２３］郑金生．本草备要［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０５：１４９．
［２４］清·张璐．本经逢源［Ｍ］．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５：

１７２１７３．
［２５］清·吴仪洛．本草从新［Ｍ］．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２：３３０３３２．
［２６］清·张秉成．本草便读［Ｍ］．山西：山西科学技术出版

社，２０１５：１２９１３０．
［２７］清·严西亭．得配本草［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１９９４：１６５
［２８］范磊．本草分经［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５：

２２５２２７．
［２９］王春燕．常用中药四性变化规律的文献研究［Ｄ］．山东：

山东中医药大学，２００４．
［３０］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Ｓ］．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５：２１５．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８１１）

·１２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