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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查阅历代本草、医籍、方书及近现代文献资料，笔者对经典名方中何首乌与首乌藤的名称、基原、药用部位、

产地、品质、采收加工、炮制、功能主治、毒性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考证。结果发现何首乌之名始见于《何首乌传》且此名

源自其发现者，历代皆以何首乌为其正名，自宋代起始将何首乌收入本草，以蓼科植物何首乌 Fallopia multiflora 为主流基原；
明代以来除 F. multiflora 外，还将萝藦科植物柏氏白前 Cynanchum bungei、隔山牛皮消 C. wilfordii、耳叶牛皮消 C. auriculatum

作为何首乌基原；何首乌分布较广，古代著录的产区主要有广西陆川、江西赣州等地，近代以来推崇广东德庆等地为道地产区；
产地加工多为挖出后洗净，切片，晒干；近代文献总结何首乌品质以体重、质坚实、粉性足者为佳，而首乌藤以条匀，外皮紫红色

者为佳；清代及之前本草中记载何首乌采收时间主要为春末、夏中、初秋，到了近代采收时间主要为春秋两季，而首乌藤为秋季

采收；古代何首乌的炮制方法在宋代主要以米泔水浸泡，明代为黑豆蒸制法，清代为蒸后黑豆汁浸渍，而近现代则多为切片后

与黑豆汁、黄酒蒸至汁液吸尽。首乌藤为除去杂质，洗润或浸润，切段干燥。五代时，何首乌用于治疗不孕不育，以及由于风寒

引起的胃肠道疾病和便血，宋代时多生用，用于治疗瘰疬和痈肿，元代和明代生熟并用，制何首乌用于治疗痔疮、腰膝酸软等。

首乌藤主要用于治疗失眠、劳伤多汗、风疮疥癣等疾病。宋代时古人认为何首乌无毒，但到了明代之后才逐渐发现其毒性，目

前对何首乌的毒性机制尚未解析清楚。基于考证结果，建议开发含何首乌的经典名方中选取何首乌 F. multiflora 为基原，从安

全角度考虑，建议慎用何首乌生品，内服需以制何首乌入药。首乌藤则建议以生品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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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this paper conducted a systematic research on name， origin， medicinal parts， producing area， 

quality， harvesting and processing methods， functions and toxicity of Polygoni Multiflori Radix（PMR） and 

Polygoni Multiflori Caulis（PMC） in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It was found that the name of Heshouwu was 

first found in the Biography of Heshouwu and originated from its discoverer， and then still in use today. Since the 

Song dynasty， Heshouwu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materia medica with Fallopia multiflora as the mainstream 

origin. Since the Ming dynasty， in addition to F. multiflora， Cynanchum bungei， C. wilfordii， C. auriculatum 

have been used as the origin of Heshouwu. Heshouwu is widely distributed， the production areas recorded in 

ancient times are mainly Luchuan， Guangxi and Ganzhou， Jiangxi， and in modern times， Deqing， Guangdong 

and other places are respected as the geo-authentic habitats. Its origin processing is mostly dug out， washed， 

sliced and dried in the sun. Modern literature concludes that the quality of PMR is better in terms of weight， solid 

quality and powder， while PMC is better in terms of uniformity and purplish-red skin.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before that， it was recorded in the materia medica that PMR was harvested mainly in late spring， mid-summer 

and early autumn， in modern times， it was harvested mainly in spring and autumn， while PMC was harvested in 

autumn. In Song dynasty， the processing method of PMR was mainly soaked with rice-washed water， the Ming 

dynasty for black bean steaming method， the Qing dynasty for steaming followed by black bean juice 

maceration， while in modern times， it is mostly sliced and steamed with black bean juice and yellow rice wine 

until the juice is absorbed. PMC is prepared by removing impurities， washing or moistening， and cutting into 

sections to dry.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PMR was used to treat infertility as well as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and blood in the stool caused by wind chill， and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it was mostly used raw products for 

the treatment of scrofula and carbuncles， and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raw and processed products were 

used， and Polygoni Multiflori Radix Praeparata was used to treat hemorrhoids， waist and knee soreness. PMC is 

mainly used for treating insomnia， fatigue and sweating， wind sores and scabies， etc.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ancients considered that PMR was non-toxic， but its toxicity was gradually discovered after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toxicity mechanism has not been clearly analyzed ye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textual research， it is 

recommended that F. multiflora be used as the base for development of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containing 

PMR， and from the safety perspective，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raw products with caution， oral administration 

must be used processed products. PMC is recommended to use raw products.

［［Keywords］］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Polygoni Multiflori Radix； Polygoni Multiflori Caulis；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origin； producing area； processing

何首乌，性微温，味苦、甘、涩，功效解毒、消除

痈肿、截疟、润肠通便，可用于治疗疮痈、瘰疬、风疹

瘙痒、久疟体虚、肠燥便秘等。《古代经典名方目录

（第一批）》［1］中含何首乌的经典名方有 1 首，即宋代

《严氏济生方》的当归饮子，处方记载为当归（去

芦）、白芍药、川芎、生地黄（洗）、白蒺藜（炒，去尖）、
防风（去芦）、荆芥穗各一两，何首乌、黄芪（去芦），
甘草（炙）各半两；制法和用法为“右㕮咀，每服四

钱，水一盏半，姜五片，煎至八分，去滓温服。不拘

时候。”该方的制作方法为煮散。处方中记载的药

物名称与现今所用一致。首乌藤在甲乙归藏汤、潜

阳宁神汤等经典名方中均有记载。1963—2020 年

版《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药 典》（以 下 简 称《中 国 药

典》）［2-11］记载何首乌为蓼科植物何首乌 Polygonum 

multiflorum 的干燥块根。1985—2020 年版《中国药

典》将制何首乌单独列出。1963—2020 年版《中国

药典》记载首乌藤为蓼科植物何首乌 P. multiflorum

的干燥藤茎。

通过查阅前人对何首乌的考证，发现其问题主

要集中在何首乌的雌雄、赤白、伪品及描述等方面。

如高木重周［12］对日本、朝鲜及我国产的赤、黑、白何

首乌进行研究，认为赤、黑何首乌为蓼科何首乌

Fallopia multiflora，白 首 乌 为 隔 山 消 Cynanchum 

wilfordii。《中药志》［13］认为白首乌为萝藦科植物柏

氏白前 C. bungei 或隔山消 C. wilfordii，历史上所用

白首乌其原植物主要品种应为萝藦科耳叶牛皮消

C. auriculatum。《中药鉴别手册》［14］与《中药材手

册》［15］则记载为萝藦科如白首乌 C. bungei、隔山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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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wilfordii、牛 皮 消 C. caudatum、耳 叶 牛 皮 消

C. auriculatum 等作“首乌”来使用，其药用部分块根

的性状与效用均不同于何首乌 F. multiflora，实际上

应根据名称分别使用。《全国中草药汇编》［16］记载何

首乌来源也是蓼科蓼属植物何首乌 F. multiflora 的

块根，其藤茎称为首乌藤。展雪锋［17］对有关于何首

乌雌雄的历代本草记载进行了考证，通过对《本草

纲目》中的记载进行分析，得出何首乌本无雌雄的

结论，并指出《本草纲目》中记载的雌者实际上为萝

藦科植物白首乌 C. bungei，雄者为蓼科植物何首乌

F. multiflora。周燕华［18］对何首乌的赤白进行了考

证，认为其颜色只有在鲜块根时不同，历代本草所

载白首乌实际上是何首乌 F. multiflora 的变种，其中

文名为棱枝何首乌，学名为 P. multiflorum［19］，产地为

广西凌云县。安志斌等［20］对何首乌在历代本草中

记载的伪品进行了考证，指出早在明代《本草汇言》

便有何首乌伪品的记载，称其为宕芋，经考证，宕芋

实为翼蓼 Pteroxygonum giraldii。梁鹂等［21］考证发

现历代本草中何首乌描述不一致，如《开宝本草》中

植物形态描述只有一部分符合现今所用何首乌、

《本草图经》中图文相互矛盾等；其还对何首乌的功

效进行考证，结果发现何首乌真正的功效是治疥

疮；但对于炮制考证，未能得出药材炮制增效的结

论。赵玉姣等［22］对历代本草的附图进行了考证，发

现《太乙仙制本草药性大全》所载何首乌的块根为

团块状并有多数须根，植物形态为茎藤状，单叶互

生，叶柄较长，叶基箭形或戟形，但绝不成心形等，

判断其与蓼科翼蓼属植物翼蓼 P. giraldii十分相近。

王智民［23］对何首乌的雌雄也进行了考证，赞同白首

乌 为 棱 枝 何 首 乌 Polygonum multiflorum var. 

angulatum，但从古书中记载的雌雄合用这点上来

说，并未给出具体结论。苟占平等［24］对历代本草所

提及的白首乌进行了考证，发现从何首乌“苗蔓生，

叶叶相对”和《本草纲目》所绘图中果呈角状，具块

根等特征，又从《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本

草纲目》将其置于“草部”的事实推测，应该归属萝

藦科植物，又据叶形如薯芋而不光泽、根形如拳连

珠等特征，再结合现今广泛栽培和野生作白首乌入

药的 3 种萝藦科植物来看，认为 C. bungei 为白首乌

正品更合适，此与 1977 年版《中国药典》《中国植物

志》的记载一致。杨磊等［25］对何首乌的炮制方法进

行了考证，发现何首乌记载的炮制方法较多，包括

净制、醋制、药汁制等。赵雨晴［26］考证后亦发现，历

代本草记载的何首乌炮制方法较多，所用辅料有白

米泔、麦麸、生姜汁、甘草、枣、牛膝、人乳、乌羊肉

等。何首乌炮制工艺逐渐由净制、黑豆制演变为九

蒸九晒制，唐代以前的主要炮制方法为净制，唐代

出现了黑豆制、酒制和醋制，宋代初期为米泔浸渍，

之后逐渐演变为酒浸渍，明代至清代的主要炮制方

法为九蒸九晒。

综上分析，不同学者考订结论各不相同，且多

数考证工作集中在何首乌的基原、炮制 2 个方面，而

针对经典名方开发而言，尚需根据不同年代对其道

地产区、采收加工、品质评价等方面的关键信息进

行考证，且上述学者均未对该药材近代以来的学名

考订历史进行梳理。基于此，本文拟从名称、基原、

近代学名考订沿革等方面对何首乌进行本草考证，

为含何首乌经典名方的开发与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1 释名

何首乌之名始见于唐代《何首乌传》［27］，曰：“有

何首乌者，顺州南河县人……因醉夜卧山野，忽见

有藤二株，相去三尺余，苗蔓相交，久而方解，解了

又交……告田儿曰：此交藤也，服之可寿百六十岁。

而古方本草不载，吾传于师，亦得之于南河。吾服

之，遂有子……苗如萆蔛，蔓生，根如杯拳，削去黑

皮，生啖之，南人因呼为何首乌焉”“一名野苗，二名

交藤，三名夜合，四名地精，五名首乌”。可见何首

乌最早以交藤为名，其来源于该植物发现的时间和

植物形态，后因姓何名首乌之人服用此药返老得子

而闻名，改名为何首乌。五代《日华子本草》［28］载：

“其药本草无名，因何首乌见藤夜交，便即采食有

功，因以采人为名耳。又名桃柳藤。”因其叶形如桃

柳，故又将其命名为桃柳藤。北宋《本草图经》［29］

谓：“（何首乌）此药本名交藤，因何首乌服而得名。”

明代《救荒本草》［30］曰：“何首乌一名野苗，一名交

藤，一名夜合，一名地精，一名陈知白，又名桃柳藤，

亦名九真藤。”由于何首乌药用部位为其块根，且有

的呈人形，故名为地精，根从土壤中吸收养分，故认

为根为土地之精华的意思；又由于其叶形如桃柳，

故又名为桃柳藤。《本草蒙筌》［31］载：“原取名曰夜交

藤，后因顺州南河县何翁服之，白发变黑，故改称为

何首乌也。”《本草纲目》［32］记载：“汉武时，有马肝石

能乌人发。故后人隐此名，亦曰马肝石。”文献［32］

中还引用了《斗门方》中的记载：“取根若获九数者，

服之乃仙。故名九真藤。”据上述记载，何首乌最早

名为交藤，因其植物藤条夜间相互交错，后因用此

药的人名为何首乌而改名，且有马肝石、九真藤等

别名。历代本草则均将“何首乌”作为其药材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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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交藤之名在历代本草中一般作为何首乌的别名

来使用，最早出现在《何首乌传》，至明代《本草纲

目》才将其作为 1 味单独的中药来记载，由于其药用

部位为藤茎，形态为相互交错且夜晚交合，故名为

夜交藤。《中药志》将其改名为首乌藤，之后历版《中

国药典》中皆以首乌藤为其正名。

2 基原考证

2.1　古代基原考证     何首乌最早出自唐代《何首乌

传》：“生顺州南河县田中，岭南诸州往往有之。其

苗大如本藁，光泽，形如桃柳，其叶皆偏，独单背生，

不相对，有雌雄，雄者苗色黄白，雌者黄赤，其生相

远……出宾州牛头山。苗如萆蔛，蔓生，根如杯拳，

削去黑皮，生啖之。南人因呼为何首乌焉。”顺州南

河县即今广西陆川，岭外为今广东、广西一带，唐贞

观五年置“宾州”，属岭南道，管辖领方县、琅琊县、

思干县、安城县，今广西南宁宾阳一带。所述“本

藁”历代皆无记载，“藁”则为伞形科植物，而“萆蔛”

恐为“萆薢”之误，萆薢古代多为薯蓣科薯蓣属植

物，亦有百合科菝葜属，由于其部分根部富含淀粉

而可救荒充饥，因此古代又多有余粮之称，所述“根

如杯拳，削去黑皮，生啖之”则与此相似，加之提及

叶有光泽、形如桃柳，其叶皆偏，独单背生，不相对

等特征看，与今土茯苓基原植物 Smilax glabra 相似，

反而与后世所用蓼科何首乌 F. multiflora 相差甚远，

且蓼科植物多含蒽醌类成分，生吃不但口感苦涩且

有泻下等作用，又加之多数具有一定毒性，因此《何

首乌传》所提植物绝非今所用何首乌 F. multiflora，

根据释名章节提及该药物的起源，实为一则故事，

因此早期具体为何物现已难以考究。

宋代《开宝本草》［33］始将何首乌纳入本草，记

载：“何首乌味苦、涩，微温，无毒。主瘰疬，消痈肿，

疗头面风疮、五痔，止心痛，益血气，黑髭鬓，悦颜

色。久服长筋骨，益精髓，延年不老。亦治妇人产

后及带下诸疾。本出顺州南河县，今岭外江南诸州

皆有。蔓紫，花黄白，叶如薯蓣而不光，生必相对，

根大如拳，有赤白两种：赤者雄，白者雌……临用之

以苦竹刀切，米泔浸经宿，暴干。木杵臼捣之。忌

铁。”其植物形态描述系在《何首乌传》基础上做了

增补并修改，增加了藤蔓与花的颜色，并将唐代叶

有光泽与叶不相对改成了叶不光泽，生必相对，但

明确提出了叶如薯蓣，还将唐代记载的根黑皮改成

了赤白两色。这些修改使得由原先最接近的薯蓣

科 薯 蓣 属 植 物 转 向 了 蓼 科 何 首 乌 属 ，如 薯 蓣

Dioscorea polystachya 的茎通常带紫红色，右旋，无

毛，花为黄色或黄白色，单叶，在茎下部的互生，中

部以上的对生，古今基本一致，为较常见植物。再

通过查阅《中国植物志》发现，今何首乌 F. multiflora

的茎也带紫红色，花为黄白色，但叶并不对生，故

《开 宝 本 草》中 描 述 的 植 物 似 与 今 所 用 何 首 乌

F. multiflora 有相似之处，但又不能确指为此种，而

文献［33］中提及苦涩之味，且忌铁，切制需用竹刀

看，显然指蒽醌类化合物易氧化变色而言，因此《开

宝本草》所记载的植物与今何首乌 F. multiflora 最为

相符，但该书记载何首乌有赤白之分，据查询相关

近代文献资料，F. multiflora 在植物学上为双子叶植

物，花两性，其块根药材不论是表皮还是横断面皆

无白色，可能受道家阴阳观影响，《日华子本草》中

有提出“此药有雌雄，雄者苗叶黄白，雌者赤黄色。

凡修合药须雌雄相合吃，有验。”然《日华子本草》所

指的苗叶 2 种不同颜色至《开宝本草》时已描述成根

的颜色，可见《开宝本草》关于何首乌的植物形态是

将前朝文献记载整合而来，其首次提出益血气、黑

髭鬓、悦颜色、长筋骨、益精髓、延年不老之功，被后

世所推崇，但这些补益之功绝非蓼科何首乌所具

备，故推测该书中记载的极有可能为其伪品。

北宋《本草图经》对何首乌的描述为“何首乌，

本出顺州南河县，岭外、江南诸州亦有，今处处有

之，以西洛、嵩山及南京柘城县者为胜。春生苗，叶

叶相对，如山芋而不光泽；其茎蔓延竹木墙壁间，夏

秋开黄白花，似葛勒花；结子有棱，似荞麦而细小，

才如粟大，秋冬取根，大者如拳，各有五棱瓣，似小

甜瓜。此有两种：赤者雄，白者雌。”其文字植物形

态描述在《开宝本草》基础上又作了新的补充。提

及的西洛为今河南洛阳西部，嵩山为今河南登封，

南 京 柘 城 县 为 河 南 柘 城 。 今 蓼 科 植 物 何 首 乌

F. multiflora 的花被多为白色和淡绿色，并无黄色，

然 而 何 首 乌 F. multiflora 与 荞 麦 Fagopyrum 

esculentum 均为蓼科植物，且皆为卵形瘦果，结子有

棱 、细 小 才 如 粟 大 的 特 征 则 与 何 首 乌 Fallopia 

multiflora“瘦果卵形，具 3 棱，长 2.5~3 mm，黑褐色，

有光泽，包于宿存花被内”较为吻合。其块根形似

小甜瓜而“有五棱瓣”，《本草图经》附图所绘根部形

态与文字描述不符，却与后世《本草品汇精要》和

《本草原始》古籍药图所绘的根部形态十分相似，该

特征与今何首乌 F. multiflora 野生品块根形态非常

相似，见图 1A。但《本草图经》所附图描绘的为 2 株

植物，左右各一，似对应为雌、雄，蔓生草本，三出复

叶，与文字描述并不相符，结合梁鹂等［21］考证，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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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可能为旋花科植物，见图 1A。因此，《本草图

经》中的何首乌图文两不相应，从文字描述看，与蓼

科何首乌属植物特征接近。《本草图经》是在官方政

府组织的药材资源调查基础上，根据实物标本结合

形态描述汇总而成，然何首乌的原植物与附图差异

之大，令人费解。恐当时虽是根据《开宝本草》所

言，以最为接近的蓼科何首乌 F. multiflora 作为实物

做了文字描述记录，但又因《开宝本草》提出根部

2 种颜色，且藤蔓入夜交合而臆绘而成，绝非根据实

物所绘。南宋《履巉岩本草》［34］除形态描述转自《本

草图经》外，另绘有写生图，图中可见该植物单叶互

生，叶基部呈心形，有卷须，由此可以看出其为缠绕

型植物，见图 1B。据其叶形，与何首乌 F. multiflora

相似。《中华大典》［35］记载南宋《宝庆本草折衷》：“续

说云：何首乌本条及《图经》，尝以根赤者为雄，白者

为雌，而日华子乃以叶白者为雄，叶赤者为雌，须雌

雄相合则有验。然曰赤曰白，既不各分主治，又非

如芍药、茯苓，赤者利、白者补之比，今循《和剂》诸

方，通而用之，不必泥夫雌雄之说。”可见当时已经

注意到《本草图经》与《日华子本草》所述雌雄所指

不同，且在实际使用中并无区分，因此提出不必拘

泥，此注解侧面反映了实际药材中并无赤白区分。

明代《救荒本草》记载何首乌“紫色叶似山药叶

而不光嫩，叶间开黄白花似葛勒花……中有花纹形

如鸟兽山嶽之状者，极珍。”对原植物的描述延续了

《本草图经》之说，所绘植物特征叶片呈卵形或长卵

形，基部心形或近心形，单叶对生；花朵顶生或腋

生，较小，花序圆形；茎呈缠绕状；根部肥厚长椭圆

形，有棱，见图 1C。将该附图与《中国植物志》对比，

可以确定其描绘的为何首乌 F. multiflora。《本草品

汇精要》［36-37］的何首乌植物描述内容系转自《本草图

经》，彩图亦为转绘而来，从《本草品汇精要》与《本

草图经》的附图来看，均为三叶复出，但《本草品汇

精要》中图片描述更加细致，描绘出其根部的纵纹，

见图 1D。并首次提出道地产区“怀庆府、柘城县”，

在《本草图经》南京柘城县的基础上增加了河南焦

作地区。《本草蒙筌》记载为“今生近道，原出祐城

（县名，属山西）……凡资入药，秋后采根。大类山

甜瓜，外有五棱瓣。雌者淡白，雄者浅红。雌雄相

兼，功验方获。”山甜瓜果实为瓠果，3 心皮，3 心室

（个别品种如伯谢辛为 5 心皮，5 心室），何首乌的块

根大小似甜瓜而野生年限较长者外部可见多条浅

沟，似如纵棱，《本草蒙筌》万卷楼版的附图与《本草

图经》极为相似，为转绘图，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本草纲目》中的附图为左右各 1 株植物，互相缠绕

而生，推断为表达一雄一雌之意，为缠绕型藤本植

物，图中叶子符合“叶叶相对”并可观察到植物根部

分别为椭圆形和类圆形，见图 1E。经展雪锋［17］考证

认 为 ，《本 草 纲 目》记 载 的 植 物 实 则 为 白 首 乌

C. bungei，因为白首乌根部呈长卵形或类球形，这也

与图中描绘的根部形状吻合，但白首乌的表面呈黄

褐色或黄白色，栓皮极易脱落而露出类白色的皮

部，其横断面也呈黄白色，此与《本草纲目》“白者为

雌”的描述是吻合的。再者，白首乌与何首乌分属

两类植物科别，植物形态从整体上看差异很大，但

两者在苗期甚至花前期均十分相似，两者均为蔓生

草质藤本，茎青紫色，通过查阅《中国植物志》，发现

白首乌、何首乌叶片生长方式相似，但白首乌为叶

对生，推测《本草纲目》亦有可能将白首乌 C. bungei

作为何首乌，然因绘图过简，仅为推测结论。此外，

李时珍还记载到“此药流传虽久，服者尚寡。嘉靖

初，邵应节真人，以七宝美髯丹方上进。世宗肃皇

帝服饵有效，连生皇嗣。于是何首乌之方，天下大

行矣。”说明何首乌在明代以前虽因传说而闻名，但

注：A.《本草图经》；B.《履巉岩本草》；C.《救荒本草》；D.《本草品汇精要》；E.《本草纲目》；F.《本草图谱》

图 1　历代本草中所附的何首乌

Fig.  1　Polygoni Multiflori Radix painted in ancient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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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使用并不多，至明世宗朱厚熜服食连得子嗣而

广被推崇。朱厚熜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其长子朱

载基生于嘉靖十二年（1533 年），至 1536—1537 年连

生七子，结合李时珍所言嘉靖初年，由此可见邵应

节真人进献七宝美髯丹当处于 1521—1533 年，何首

乌再次借助帝王故事而流行。《本草原始》［38］附有何

首乌药材图，图中所示一者块根短而粗壮，外形确

与甜瓜相似，另一者呈纺锤形，两者表面均绘有 2 条

浅 沟 ，十 分 逼 真 ，该 特 征 与 今 所 用 何 首 乌

F. multiflora 块根一致，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1844 年《本草图谱》［39］绘有彩色写生图，其花白

色，叶片心形，叶背面为红色，边缘稍卷曲，其块根

粗大，呈椭圆形，与现今所用何首乌 F. multiflora 一

致，见图 1F。1848 年《植物名实图考》［40］记载何首乌

“蔓紫，花黄白色……有赤白两种，赤者雄，白者

雌。”结合附图描绘的心形叶、缠绕弯曲的植物形

态，将其与现今何首乌 F. multiflora 进行对比，发现

二者形态一致，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通过上述考证发现，何首乌之名出自一则故

事，其首载于唐代《何首乌传》，该书所述植物与今

土茯苓相似，宋代以来记载的何首乌系在唐代、五

代文献基础上整合而成 ，并逐步以今蓼科植物

F. multiflora 为原型，逐步加以细化，然终因臆测的

特征在实物中无法找寻，因此存在文图两不相应的

情况，而在实际药材中则淡化红白之说，自南宋以

来基原可基本确定为何首乌 F. multiflora，明代因明

世宗服用七宝美髯丹连得子嗣而广为流行。此外，

与其形态相似的萝藦科植物白首乌 C. bungei 在历

史上亦存在使用的可能。

2.2　近代学名考订沿革     1763 年 Michel Adanson

最早以 Polygonum scandens L.为模式种建立何首乌

属（Fallopia Adanson）［41］。我国本属植物共有 7 种，

2 变种，产自于由东北到西北、西南的各省区。现

《中国植物志》对于我国何首乌属的分类情况包括

①木 藤 蓼 F. aubertii（L. Henry）Holub；②卷 茎 蓼

F. convolvulus（Linnaeus）A. Löve；③ 牛 皮 消 蓼

F. cynanchoides（Hemsl.）Haraldson：牛皮消蓼（原变

种 ） F. cynanchoides （Hemsl.） Haraldson var. 

cynanchoides、光叶牛皮消蓼（变种）F. cynanchoides

（Hemsl.）Haraldson var. glabriuscula（A. J. Li）A. J. 

Li.；④ 齿 翅 蓼 F. dentatoalata（F. Schmidt）Holub；
⑤齿叶蓼 F. denticulata（C. C. Huang）Holub；⑥篱蓼

F. dumetorum（L.）Holub：篱蓼（原变种）F. dumetorum

（L.）Holub var. dumetorum、疏 花 篱 蓼（ 变 种 ）

F. dumetorum（L.）Holub var. pauciflora（Maxim.）A. 

J. Li.；⑦何首乌 F. multiflora（Thunb.）Haraldson：毛

脉 蓼（ 变 种 ）F. multiflora（Thunb.）Haraldson var. 

ciliinerve（Nakai）A. J. Li、何 首 乌（ 原 变 种 ）
F. multiflora（Thunb.）Haraldson var. multiflora。

查阅《中国植物志》中关于何首乌拉丁名的记

载，涉及 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Pleuropterus 

cordatus Turcz.、 Polygonum hypoleucum Ohwi.、

F. multiflora（Thunb.）Harald. 共 4 个拉丁学名，其中

第 1 个最早由 Carl Peter Thunberg（卡尔·彼得·通贝

里）定名，首次发表于 1784 年《日本植物志》，第 2 个

最早由 Nicolai Stepanovich Turczaninow 于 1848 年

发 表 在 Bulletin de la Societe Imperiale des 

Naturalistes de Moscou。 第 3 个 最 早 由 Jisaburo 

Ohwi 于 1938 年 发 表 在 Acta Phytotaxonomica et 

Geobotanica，1978 年 Kerstin Haraldson 将该学名修

订 为 F. multiflora（Thunb.）Harald.，其 将 何 首 乌 从

Polygonum 属中分出，由于该属的植物茎直立且具

倒刺，而何首乌茎缠绕且微粗糙，二者具有很大差

别 ，通 过 查 阅《中 国 植 物 志》，发 现 目 前 已 将

Polygonum 定 为 萹 蓄 属 。 今《中 国 植 物 志》以

F. multiflora（Thunb.）Harald. 作为何首乌接受名，其

余 3 个已作为异名处理。

近现代本草中也有学者对何首乌的拉丁名进

行考证，如 1829 年《泰西本草名疏》［42］将何首乌的学

名定为 P. convolvulus Linn.（该学名目前已作为何首

乌属蔓首乌 F. convolvulus（Linnaeus）A. Löve 的异

名处理），该种主要分布于我国及日本、朝鲜等地，

其为一年生草本，花序总状，与今何首乌（多年生草

本或半灌木，花序圆锥状）不同。可能系两者形态

相似，而伊藤圭介在翻译通贝里的《日本植物志》时

误将该学名订为何首乌，反而将通贝里所命名的

F. multiflora Thunb. 定成了虎杖。 1856 年《草木图

说》［43］中描绘何首乌藤条为缠绕型，叶子呈心形且

对生，花朵为白色，具有五棱瓣，为小花，见增强出

版附加材料，其手绘记载的学名为 P. multiflorum 

Thunb.。1874 年《新订草木图说》［44］考订何首乌的

拉丁名为 P. multiflorum Th.。 1887 年《亨利氏中国

植 物 名 录》［45］中 将 湖 北 等 地 所 见 何 首 乌 定 为

P. multiflorum Thbg.，并提及“当根长得像人形时，它

就能卖到一大笔钱，被认为是一种无价之宝。”

1895 年《改正增补植物名汇》［46］中将何首乌定为

P. multiflorum Thunb.。 1907 年《增订草木图说》［47］

中记载为 P. multiflorum Thunb.，根据附图中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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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形态，花从叶腋处生长出来且叶为心形，故可

以判定其植物为今何首乌，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1911 年《中药植物王国》［48］中记载为 P. multiflorum，

其对于植物形态的描述为若植物生长了 50 年，根就

会像拳头一样大，生长了 100 年，根像碗一样大，生

长了 150 年，根像盆一样大。1915 年《改订植物名

汇》［49］仍将何首乌定为 P. multiflorum Th.。1918 年

《植物学大辞典》［50］中转引日本文献，将何首乌学名

定为 P. multiflorum Thunb.，且记载了植物形态特征：

“叶心脏形，叶端尖锐，叶腋抽出花轴，总状花序，缀

以多数之小花，呈白色，其根常以数大块，互相连

接。”其描述与现今何首乌植物形态符合。1930 年

《中药浅说》［51］中记载为 P. multiflorum Thunb.，且根

为不整之块状，由巨大的根数个连生，外皮有呈黑

褐色者和呈类白色者 2 种。1935 年《中国药学大辞

典》［52］记载：“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春月从

宿根抽茎，缠绕他物，长及丈余，叶为心脏形，前端

尖，皆互生，秋季于蔓韶叶腋，缀穗状细小白色花，

花后结实，类蓼实，而繁延甚长，似秳楼根，数块相

连，小者如番薯，大者如甜瓜，质坚硬。”配套的《中

国药物标本图影》［53］中绘制了何首乌的块根及其切

片彩图，将该图片与现代何首乌外观性状进行对

比，外面有棱，横切面的云锦花纹等特征，可以断定

文献其记载的与今所用何首乌一致，见增强出版附

加材料。 1937 年《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54］记载：

“ 赤 何 首 乌 ，为 蓼 科 之 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一种肉质倒圆槌形之贮藏块根，表皮呈灰褐

色，内部白色，为肉质肥大之不齐状块根，大者如儿

头，小者如拳，表皮赤褐色乃至暗褐色，切开面淡褐

色而微红，呈粉质状。”从根部颜色的描述推断为现

今所用何首乌。1946 年《和汉药名汇》［55］考订亦为

P. multiflorum Thunberg.。1959 年《中药志》经全面

调查后，将首乌类药材做了规范，将其学名定为

P. multiflorum Thunb.，其植物形态的描述为根细长，

末端膨大成肥大不整齐的块根，质坚硬而重，外表

红褐色至暗褐色。茎攀援，基部略成木质，中空，上

部多分支，枝草质，光滑无毛。叶互生，具长柄；叶
片狭卵形或心形，先端渐尖，基部心形或箭形，全缘

或微带波状，表面深绿色，背面浅绿色，两面均光滑

无毛。从根部颜色与叶子的形状描述来看，该书记

载的为现今所用何首乌。此外，在该书的附注中指

出，山东地区除 P. multiflorum Thunb. 外，自 1955 年

开始，在泰安、历城一带个别地区将萝藦科植物柏

氏白前 C. bungei Dene. 和隔山牛皮消 C. wilfordii 

Hemsl. 做白首乌使用，在南京将萝藦科植物耳叶牛

皮消 C. auriculatum Royle. 作为何首乌或白首乌来

使用。据近代资料统计，记载的何首乌的植物形态

均与现今所用何首乌一致，其对于植物形态的描述

也更加准确。综上所述，近代以来对于何首乌的学

名考订基本一致，早期资料多数采用通贝里所命名

的 P. multiflorum Thunb.，现已作为 1978 年修订的

F. multiflora（Thunb.）Harald.的异名处理，但历版《中

国药典》仍以 P. multiflorum Thunb. 作为其学名。另

外，我国部分地区尚有将萝藦科几种植物做白首乌

来使用的情况。

3 道地及品质

《何首乌传》记载：“昔何首乌者，顺州南河县

人”“本出虔州，江南诸道皆有之”“何首乌所出顺州

南河县、韶州、潮州、恩州、贺州、广州四会县……邕

州晋兴县、桂州、康州、春州、勒州、高州、循州”。宋

代《开宝本草》曰：“本出顺州南河县，今岭南外江南

诸州皆有。”顺州南河县为现今广西陆川县；岭南诸

州相当于今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和湖南、江西交界

一带。《本草图经》记载：“本出顺州南河县，岭外、江

南诸州亦有，今处处有之，以西洛、嵩山及南京柘城

县者为胜。”可见唐代及宋代何首乌主产地集中在

广东、广西及江西等。《本草品汇精要》记载：“怀庆

府柘城县。”《本草蒙筌》曰：“今生近道，原出祐城。

篱堑墙坦，随处蔓发。”《本草原始》谓：“因顺州南河

县，但海内外深山皆有。”说明明代何首乌的主产地

集中在河南和山西。民国《药物出产辨》［56］载：“产

广东德庆为正，名曰何首乌。北江、连州亦有出，以

广西南宁、百色为多出。”说明民国时期认为南方所

产何首乌质优量多。现代文献记载何首乌主要分

布于华南、华中、西南、华东等地区，分为野生和栽

培种。其中家种主要分布于广东德庆、清远、高州、

新兴、云浮、廉江，野生主要分布于黄河以南各省

区。因此，结合何首乌的本草记载及资源分布情

况，认为以广东德庆、茂名、阳江、高州、云浮及其周

边适宜生长的地区所产何首乌品质较高。何首乌

产地沿革信息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关于何首乌与首乌藤品质的描述在历代本草

中记载很少，相关记载最早出现在 1963 年版《中国

药典》，即何首乌以质坚、显粉性者为佳；首乌藤以

条匀，外表紫褐色者为佳。1977 年版《中国药典》则

记载何首乌以体重、质坚、粉性足者为佳；首乌藤以

表面紫红色者为佳。说明何首乌以体重、质坚、粉

性足者为佳；而首乌藤以条匀，外表紫褐色者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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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药用部位、采收加工与炮制

4.1　何首乌     唐代《何首乌传》中对于何首乌的采

收加工描述为“春末、夏中、初秋三时，候晴明日，兼

雌雄采之，烈日曝干，散服，酒下良。采时尽其根，

勿洗，承润，以布帛拭去泥土，勿损皮，密器贮之，每

日再曝。”说明唐代记载的采收时间为春末、夏中和

初秋。加工为不沾水，用布擦去外表皮泥土，放在

密封容器里储存且每日在太阳下暴晒。放在密封

容器里储存可能是为了防止氧化，还有可能是防止

空气中的水分对其产生影响。《重修政和经史证类

备用本草》［57］引用了《经验方》中的内容，记载：“何

首乌新采者，去皮土后，用铜、竹刀薄切片，上甑如

炊饭，蒸下用瓷石锅。忌铁。旁更别烧一锅，常满

添水，候药甑气上，逐旋以热水从上淋下，勿令满

溢，直候首乌绝无气味，然后取下一匙头汁，白汤亦

可，此是药之精英，与常不同。”记载的采收加工方

法为去掉外皮的土，之后用铜制的刀或者竹刀将其

切成薄片。炮制方法为采用蒸制，取其蒸出的汁服

用。根据“采时尽其根”“去皮土后”等描述可知，何

首乌在唐代时的药用部位为其根部。

宋代《开宝本草》对何首乌采收加工的描述为

“春夏采。临用之，以苦竹刀切，米泔浸经宿，曝干，

木杵臼捣之。忌铁。”《本草图经》则记载为“乘湿以

布拭去土，后用苦竹刀切，米泔浸一宿，曝干。忌

铁。以木杵臼捣之”“春采根，秋采花，九蒸九暴，乃

可服”。《履巉岩本草》记载的炮制方法为“同牛膝

剉，各一斤，好酒一升，浸七宿，焙干”。宋代记载的

采收时间为春、夏时采收。加工多为用竹刀将其切

开并用米泔水浸泡，之后晒干。用竹刀切片的原因

推断可能是因为蓼科何首乌含有卵磷脂及蒽醌类

衍生物，其中蒽醌类衍生物遇铁会发生化学反应，

出现红棕色。用米泔水浸泡是因为米泔水对油脂

有吸附作用，常用于浸泡油脂含量较高的中药材，

以除去油脂，降低药物的辛燥之性。南宋对何首乌

的加工是将其与其他中药一起加入酒中浸渍并烘

干。加工方式从最开始的米泔浸渍逐渐演变为酒

浸渍，并最早开始使用九蒸九晒炮制方法。根据

《本草图经》中秋冬取根、采时乘湿以布帛拭去土等

描述可知宋代时何首乌的药用部位也为其根部。

明代《本草蒙筌》对何首乌采收加工的描述为

“咀竹刀禁伤铁器，浸泔水过宿曝干。木杵捣舂，茯

苓引使。”《本草纲目》对其炮制的记载为“近时治

法：用赤白何首乌各一斤，竹刀刮去粗皮，米泔浸一

夜，切片。用黑豆三斗，每次用三升三合三勺，以水

泡过。砂锅内铺豆一层，首乌一层，重重铺尽，蒸

之，豆熟，取出去豆，将何首乌晒干，再以豆蒸。如

此九蒸九晒，乃用。”《本草汇言》［58］关于何首乌炮制

的记载则为“用竹刀刮去皮，石臼内木杵捣碎，同黑

豆减半拌匀，酒润三日，乘日晒干。甑上蒸一次，晒

一次，酒润一次，计九次，去其腥气，入药用。”明代

记载的采收时间为春、夏、秋，比宋代的采收季节多

了 1 个。《本草蒙筌》对于采收加工的记载依旧延续

了宋代的处理方法。据《救荒本草》“掘根洗去泥

土”和《本草纲目》“春夏秋采其根”的记载可知，明

代何首乌的药用部位也为根部。清代采收时节延

续了前代，但在加工炮制方面产生了变化，《中华大

典》引用了清代《本草正义》中的内容：“制用米泔浸

透，蒸之极热；黑豆汁浸亦佳。”提示清代首次出现

用黑豆汁进行蒸制。清代《本草述钩元》［59］记载何

首乌“瓷片刮去皮。”根据此描述，推断清代药用部

位依然为根部。根据《药材资料汇编》［60］、《中药志》

（第 1 版）、《全国中草药汇编》（第 2 版）、1990 年《中

药材手册》、2020 年版《中国药典》和 1999 年《中华本

草》［61］对何首乌采收加工、药用部位和炮制方面的

描述可知，近代文献资料中记载的采收加工方法除

之前文献记载的煮后晒干，还有用切片后晒干、硫

磺熏防蛀；采收时间仍为春秋两季；炮制方法为切

片后与黑豆汁、黄酒炖至汁液吸尽并取出晒干。近

代关于何首乌药用部位的记载有 1935 年《中国药学

大辞典》“蓼科蓼属宿根”（宿根是指个体寿命>2 年，

可持续生长，多次开花、结果，且地下根系或地下茎

形态正常，不发生变态的一类多年生草本花卉）、
《全国中草药汇编》（第 2 版）“蓼科蓼属植物何首乌

的块根”（首乌藤的药用部分描述为何首乌的藤

茎）、1990 年《中药材手册》“干燥的块根”，说明近代

本草中有关其药用部位的记载均为根部。

根据以上考证，何首乌的药用部位为其根部；
采收时间为春末、夏中、初秋；关于何首乌的炮制，

唐代为蒸制，宋代初期为米泔浸渍，后逐渐转变为

酒浸渍，且最早提出九蒸九晒制法，明代则是延续

前朝的方法，清代将九蒸九晒改为有黑豆汁加入，

且黑豆汁浸渍蒸制为首次提出，到了近代使用的为

切片后与黑豆汁、黄酒炖至汁液吸尽并取出晒干。

4.2　首乌藤     查阅《中华大典》后发现，首乌藤相关

记载最早出现在南宋《宝庆本草折衷》。另根据《本

草纲目》“茎叶治风疮疥癣”、《本草述钩元》“首乌的

藤”、《本草正义》［62］“茎叶治风疮疥癣”、《中国药学

大辞典》“何首乌茎叶”、《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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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交藤即蓼科何首乌之茎叶”、《中药志》（第 1 版）
“何首乌的地上部分商品称为首乌藤或夜交藤”、

《全国中草药汇编》（第 2 版）“何首乌的藤茎”“秋季

割取，洗净，切段晒干”、《中华本草》“除去杂质，洗

润或浸润，切段，干燥”等记载可知，历代本草中记

载首乌藤的药用部位为其茎叶，而到了近代，药用

部位的记载改为干燥的藤茎，且直至明代才开始将

其与何首乌分开记载。

5 功能主治

5.1　何首乌     历代本草关于何首乌功能主治的记

载较多，如《日华子本草》《本草衍义》《绍兴本草》［63］

等，详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58，62-66］。近代《全国中草

药汇编》记载何首乌可用于神经衰弱，贫血，须发早

白，头晕，失眠，盗汗等；生用治阴血不足之便秘，淋

巴结结核，痈疖。2020 年版《中国药典》［11］记载其可

解毒，消痈，截疟，润肠通便；用于疮痈，瘰疬，风疹

瘙痒，久疟体虚，肠燥便秘。不同版本《中药学》教

材中关于何首乌功能主治的记载为血虚萎黄，眩晕

耳鸣，须发早白，腰膝酸软，肢体麻木，崩漏带下、高

血脂症、疮痈，瘰疬，风疹瘙痒、久疟体虚、肠燥便

秘。根据考证发现，五代时期可能由于人们对何首

乌的认识还不是特别完全，所以对其功效只有简单

记载，将其用于治疗不育不孕，以及由于风寒引起

的胃肠道疾病和便血。宋代时何首乌多为生用，用

于治疗瘰疬和痈肿，其次将其用于治疗头面风疮，

还延续了五代时期的应用。到了元代和明代，何首

乌的功能主治进一步扩大，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

中何首乌与制何首乌所治病证相同，推断为生熟并

用，除了沿用前朝用于治疗头面风疮、瘰疬痈肿外，

还可以用于治疗痔疮、腰膝酸软，久服更是可以延

年益寿。到了清代直至现在，其功能主治只是将历

代本草中的功能主治进行总结并联合使用。现代

何首乌功效解毒，消痈，截疟，润肠通便，用于疮痈，

瘰疬，风疹瘙痒，久疟体虚，肠燥便秘。制何首乌可

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强筋骨，化浊降脂，用于血

虚萎黄，眩晕耳鸣，须发早白，腰膝酸软，肢体麻木，

崩漏带下，高脂血症。

5.2　首乌藤     根据《本草纲目》［32］“治疗风疮疥癣”、

《本草述钩元》“治疗失眠、劳伤多汗、血虚身痛、痈

疽瘰疬、风疮疥癣等疾病”、《本草正义》“治风疮疥

癣，做浴汤甚效”、《中国药学大辞典》“风疮疥癣作

痒”、《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治风疥疮癣等症”、

《药材资料汇编》“安心神，调营卫”、《全国中草药汇

编》（第 2 版）“神经衰弱，失眠，多梦，全身酸痛；外用

治疮癣瘙痒”等记载可知，首乌藤的功效最早在明

代开始记载且一般作外用，用于治疗皮癣，偶见用

于治疗失眠、气血虚等。

6 毒性

历代本草中对于何首乌毒性的记载详见增强

出版附加材料［67］，如《嘉佑本草》《履巉岩本草》《本

草蒙筌》等。通过历代本草的描述，发现宋代本草

中记载其均为无毒性，而明代《本草汇言》首次指出

何首乌存在毒性，随后清代本草中才开始详细记载

其毒性，且清代学者也开始质疑之前古籍中对于何

首乌毒性的描写是否正确，可见古代医家早已认识

到何首乌的性味与功效不符，且在实际临床中已观

察到蓼科何首乌的毒性，并引起了重视，但终因世

人过于推崇其补益之功而一直被延续。据报道，何

首乌致肝毒性的主要化学涉及蒽醌类、二苯乙烯苷

类和鞣质类，其不同提取组分对肝脏损害程度不

同［68］。李春等［69］研究后推测霉变产生的真菌毒素

是何首乌导致肝损伤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有可能是

有些何首乌在炮制过程中采用了硫熏，残留的硫可

能是导致何首乌肝毒性的原因之一。何首乌在临

床应用过程中所诱发的肝损伤具有明显个体差异

性的特点，说明何首乌导致的肝损伤可能存在某些

易感性因素 ，其中遗传易感性的可能性尤为突

出［70-71］，药物特异质肝损伤是一种与药物的药理效

应及临床用药剂量无关的不良反应，仅发生于少数

人群中，其发生机制主要包括代谢特异质（与代谢

酶的基因多态性有关）和炎症特异质（与人的免疫

应激状态相关）［72］。据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记载，

何首乌有效成分为二苯乙烯苷，查阅相关文献，发

现该成分与何首乌的肝毒性可能相关［73-74］。综上分

析，何首乌的毒性问题不容忽视，建议含何首乌经

典名方的开发一定要进行安全性评价。

7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何首乌之名首载于唐代《何首乌

传》，根与藤茎分别入药。宋代以来记载的何首乌

系在唐代、五代文献基础上整合而成，自南宋以来

基原可基本确定为何首乌 F. multiflora，但与其形态

相似的萝藦科植物白首乌历史上亦存在使用的可

能。何首乌古代记载的产地多为广东和广西，明代

推崇河南焦作、南京柘城（今河南商丘）等地，近代

以来将广东德庆等地所产奉为道地。近代总结其

品质以体重、质坚实、粉性足者为佳。首乌藤以条

匀，外皮紫红色者为佳。古代何首乌常在春、夏、秋

季采收，现代则主要在春、秋时节。首乌藤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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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采收。此外，何首乌在唐代的炮制方法为整块

直接晒干或切片后用水蒸制，宋代出现九蒸九晒，

明代为米泔水浸泡，后与黑豆蒸制或将其与黑豆拌

匀用酒浸渍后蒸制，清代则为用米泔水浸泡后蒸

制，再用黑豆汁浸渍。而现代炮制方法则为除去杂

质，洗净，稍浸，润透，切厚片或块，干燥或切片后与

黑豆汁炖至汁液吸尽并取出晒干。

何首乌在五代时期用于治疗不育不孕、由于风

寒引起的胃肠道疾病和便血，宋代时多生用，用于

治疗瘰疬、痈肿及补虚，元代和明代生熟并用，制何

首乌用于治疗痔疮、腰膝酸软，到了清代的用法为

前几代的总结。近代生何首乌主要用于疮痈、瘰

疬、风疹瘙痒等。制何首乌用于血虚萎黄、眩晕耳

鸣、须发早白等。首乌藤有关功效的记载始于明

代，主要用于治疗失眠、劳伤多汗、风疮疥癣等疾

病。明代以来不同医家逐渐发现何首乌可能存在

毒性，但其毒性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明晰。基于考证

结论，建议在经典名方中使用何首乌之前要进行安

全性评价，以防止毒性反应的发生，并应加强何首

乌在疮痈、瘰疬、风疹瘙痒等领域的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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