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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紫荆皮，现又名紫金皮，作为传统民族中药，因各地方使用来源不同，

造成同名异物和异物同名，用药长期混乱。目前收载及争议最多的为豆科紫荆的 Cercis 
chinensis Bunge 树皮和木兰科南五味子的 Kadsura longipedunculata Finet et Gagnep. 根皮

两种来源，针对现状亟待对其古籍文献记载进行追本溯源明确两者的药用历史及联系。

现通过对紫荆皮和紫金皮两个易混名称进行历代本草和医籍文献的检索、归纳和分析，

对两者的名称、基原、性味归经及功效主治进行考证辨析，并结合现代记载及应用，作

出阐述。通过考证发现，紫荆皮和紫金皮两者名称不可互用，功效区别甚远，临床应区

分使用。在名称上，若以紫荆皮为正名，应以红内消作别名；若以紫金皮为正名，应

以红木香作别名。紫荆皮和紫金皮从宋开始出现并出现混淆，到元明逐渐应用广泛并

开始加以区分，在历代古籍中多交替或同时出现，混用现象直至现代。在基原上，紫

荆皮应为豆科紫荆 Cercis chinensis Bunge 的树皮；紫金皮应为木兰科南五味子 Kadsura 
longipedunculata Finet et Gagnep. 的根皮。在功效主治上，紫荆皮的主要功效为破宿血、

下五淋，用于消无名肿毒及解蛇虫毒等证；紫金皮的主要功效为活血通络止痛、治膝风、

理脾胃，用于打扑损伤、筋断刺痛等证。木兰科南五味子根皮不仅为古代临床长期的药

用品种，也是现代应用最广的主流品种。现通过对紫荆皮和紫金皮两者的古籍梳理，厘

清了紫荆皮和紫金皮的名称、基原、性味归经及功效主治等方面的历史沿革，对今后两

者的区分、现代应用、标准修订及开发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紫荆皮；紫金皮；考证；基原；功效主治；现代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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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Zijingpi, now also known as Zijinpi, is utilized a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arious sources in different regions lead in the same name with foreign bodies and 
foreign bodies with the same name, resulting in long-term confusion in the use of medicine. 
The most popular and controversial are Cercis chinensis Bunge bark from Bauhinia legume 
and Kadsura longipedunculata Finet Gagnep from Schisandra magnolia.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t is urgent to trace the history and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in medicinal uses in 
their ancient literature. Now, by searching,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wo confusing names 
of Zijingpi and Zijinpi in the herbal and medical literature of all times, the name, basic origin, 
properties and efficacy of both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combined with modern records 
and applications, this work forms an exposition. The terms Zijingpi and Zijinpi were discovered 
to be non-interchangeable, the efficacy was extremely different,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should 
be separated. On the name, if the proper name is Zijingpi, Hongneixiao should be its alias; if 
Zijinpi is the correct name, Hongmuxiang should be the alias. Zijingpi and Zijinpi appeared 
from Song dynasty, and there was confusion between them, to Yuan and Ming dynasty, it was 
widely used and distinguished gradually, and appeared alternately or simultaneously in ancient 
books of past dynasties, and the mixing phenomenon continued until modern times. The origins 
of Zijingpi should be Cercis chinensis Bunge, while the origins of Zijinpi should be Kadsura 
longipedunculata Finet Gagnep. In terms of efficacy, the main effects of Zijingpi are to break 
the persistent blood, treat the gonorrhoea, eliminate nameless swelling and poison, and relieve 
snake and insect poison; the main effects of Zijinpi are to activate blood circulation, relieve 
pain, treat knee wind, and regulate the spleen and stomach, and are used for injuries, broken 
tendons, stabbing pain and other symptoms. The Kadsura longipedunculata Finet Gagnep is 
not only a medicinal variety for ancient clinical long-term use, but also the mainstream variety 
with the most widespread application in modern times. This study defines the history of the 
name, origins, properties, and efficacy of Zijingpi and Zijinpi by combing through ancient texts, 
and gives some references for their differentiation, modern application, standard revis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Zijingpi; Zijinpi;Textual research; Origins; Efficacy; Modern research

紫荆皮作为多来源药材，主要有木兰科南五

味子、豆科紫荆、千屈菜科紫薇、唇形科紫珠 [1-2]，

以及地方惯用品卫矛科昆明山海棠、大戟科余甘

子、豆科美丽胡枝子等来源 [3]。1975 年谢宗万 [4]

主编的《全国中草药汇编》中则收载 3 种来源的

紫荆皮（木兰科南五味子、千屈菜科紫薇、豆科

紫荆）做正品用。历代医药典籍多对紫荆皮进行

记载。紫荆一名最早见于唐《本草拾遗》[5]，其

后是宋《开宝本草》[6] 中紫荆木，继而出现紫金

皮等别名。清《本草纲目拾遗》[7] 中详细描述植

物形态并以紫金皮为正名载入。历代记载逐渐使

紫荆皮和紫金皮出现名称混用而导致应用混淆。

目前，木兰科南五味子和豆科紫荆两种来源是众

多学者考证的分歧点。木兰科南五味子是目前紫

荆皮药材应用最广泛的来源之一，而豆科紫荆则

较少见 [3]。当前临床以外用为主，主要功效为消

肿止痛和活血理气 [8-9]；在药材问题聚焦于紫荆

皮及其混淆品的鉴别 [10-11]；在化学成分及生物

活性上，多对木兰科植物南五味子的提取物、挥

发油、木脂素及三萜类成分进行抗菌、抗炎、抗

HIV-1、抗肿瘤等一系列的研究 [12-14]。关于紫荆

皮药用历史沿革缺乏全面系统的文献研究。因此，

须对紫荆皮和别名紫金皮的基原、性味归经及功

效主治等方面进行考辨。本文通过对历代本草著

作及医药典籍进行归纳，并结合现代应用，以期

为此药的鉴别及临床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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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称考证

紫荆一名最早载于唐《本草拾遗》，并于《证

类本草》[15] 引录，而紫荆皮最早于宋《仁斋直指》[16]

中出现。别名有紫珠、紫荆木、紫荆皮、川紫荆皮、

牛头藤、红内消、唐蜜根等。紫金皮一名最早见于

宋《魏氏家藏方》[17]，记载别名有滑藤根、紫金藤

皮、红木香、广福藤、金谷香（紧骨香）、木腊、

红皮藤等。历代古籍中多频繁交叉出现紫荆皮和

紫金皮，宋《仁斋直指》到明《普济方》[18] 和《识

病捷法》[19]，再到清《伤科汇纂》[20] 均有涉及。历

代紫荆皮与紫金皮名称及出现频次部分总结见表1。

唐《本草拾遗》和宋《证类本草》称其为紫

珠又名紫荆。《本草纲目》[27] 则根据《本草拾遗》

记载，将紫珠并入紫荆条内。宋初期《开宝本草》

和《本草衍义》以植物属性紫荆木命名收载书中；

宋《仁斋直指》中首次以紫荆皮收载，其后多以

此作正名用。此次命名虽指出药材的药用部位，

但未指明其为树皮或根皮，单从名称上暂无法确

认其来源。明杨清叟《仙传外科秘方》[25] 在前人

基础上首次将产地和名称结合，命名为川紫荆皮。

《本草纲目》中则将杨清叟书中的“红肉、内消”

别名演变为“红内消”。古人在历代记载中通过

植物形态、产地及药材属性等，不断进行名称演

化望加以区分。紫荆皮在元《瑞竹堂经验方》[22]

中又名滑藤根，到明《普济方》则以紫金皮又名

滑藤根沿用，滑藤根较之紫荆木，仅从名称便可

知两者在植物形态上有明显差异。清《本草纲目

拾遗》中载“红木香，一名广福藤，正名紫金皮”。

此书不仅记载了最多紫金皮的别名，而且内容详

实，成为考证的关键信息。从紫金皮历代别名来

看，多带有“藤”字，结合紫荆木一名，两者可

能在植物形态上明显不同，应非同一物。

紫荆皮和紫金皮正名均始于宋，到元明出现

更频繁并开始名称互用。本草著作中多以紫荆皮

为名收载，且出现频次略高，而紫金皮在医家典

籍中记载频次高于紫荆皮。现代仍沿用古代名称，

《全国中药炮制规范》[34] 中将紫荆皮和紫金皮分

别收载，而《中药志》[35] 中称红木香又名紫荆皮

和紫金皮。

表1 历代紫荆皮与紫金皮名称及出现频次部分总结

Table 1.  Partial summary of name of Zijingpi and Zijinpi recorded in past dynasties

朝代 出处 正名（频次） 别名（频次）

唐 本草拾遗[5] 紫珠 紫荆

宋 开宝本草[6] 紫荆木 /

宋 魏氏家藏方[17] 紫金皮 /

宋 本草衍义[21] 紫荆木 /

宋 仁斋直指[16] 紫荆皮（3） 紫金皮（2）

元 瑞竹堂经验方[22] 紫荆皮 滑藤根

元 世医得效方[23] 紫金皮（12） 紫金藤皮

元 丹溪先生心法[24] 紫荆皮（2） /

明 仙传外科秘方[25] 川紫荆皮（8） 紫荆皮木、红肉、内消

明 普济方[18] 紫荆皮（7） 紫金皮（32）、滑藤根

明 新刊药性要略大全[26] 紫荆皮 紫荆木

明 识病捷法[19] 紫荆皮 紫金皮（5）、牛头藤

明 本草纲目[27] 紫荆皮（16） 红内消

明 证治准绳[28] 川紫荆皮（10） 紫金皮（38）、红肉、内消

明 神农本草经疏[29] 紫荆木皮（2） /

清 伤科汇纂[30] 紫荆皮（16） 紫金皮（8）

清 本草述钩元[31] 紫荆皮（7） /

清 本草纲目拾遗[7] 紫金皮 红木香、广福藤、紫金皮、金谷香（紧骨香）、木腊

清 重楼玉钥[32] 紫荆皮（5） 唐蜜根

清 植物名实图考[33] 紫金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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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原考证 

已有紫荆皮的考证认为，其主流品种应为豆

科灌木植物紫荆 Cercis chinensis Bunge 的干燥树

皮 [1]。另有学者 [2] 提出应以清《本草纲目拾遗》

中的记载结合当前临床应用的广泛性来确定，紫

荆皮正品应为木兰科藤本植物南五味子 Kadsura 
longipedunculata Finet et Gagnep. 的根皮。各家考

证结论及看法不一，关键原因可能在于先前仅对

历代主流本草著作进行考证，而将医方记载忽略，

并且未将紫荆皮和紫金皮两者名称进行分别检索

和区别考辨，故造成结论偏驳。因此须通过历代

医方、本草著作、正名和别名进行全面检索归纳，

对两者植物形态、地理分布、药用部位等方面进

行基原考证。本文植物学名、拉丁名、植物形态

及地理分布均依据《中国植物志》。历代对紫荆

皮与紫金皮植物形态部分描述见表 2。

宋《证类本草》中以紫珠作紫荆为用，“树

似黄荆，叶小无桠，至秋子熟正紫，圆如小珠，

生江东林泽间。”从叶小无桠、秋果熟为紫色小

圆珠，生林泽几个形态及分布特征，可知其描述

在现代分类上应为唇形科紫珠属灌木，结合图 1-A

可确定为紫珠，而非紫荆树。《开宝本草》则曰

“紫荆木，今人多于庭院间种者，花艳可爱”。

虽描述简单，结合《本草衍义》中对紫荆木详尽

的形态描述，曰“春开紫花，甚细碎，共作朵生，

出无常处，或生于木身之上……园圃间多植之”，

以明显的特点春开紫色细碎小花，簇生于枝和主

干上，不难判断其描述均为豆科紫荆树。相关描述

与《本草纲目》四库全书版本中“紫荆”（图 1-B）

相对应，均为豆科紫荆；而《本草纲目》明万历

张鼎思刻本中“紫荆”（图 1-C）则为紫珠，此

版本更接近原版，很可能是参照《证类本草》附

图及描述所绘，豆科紫荆则为后人抄录改绘后附

图。对比《本草述钩元》中对紫荆皮的描述——“高

树柔条春开细碎，紫花花罢叶出至秋子熟，圆小

如紫珠，皮梗及花气味功用并同”，可以看出是

将前人对豆科紫荆与紫珠的描述杂糅合并而来。

清《伤科汇纂》直接指出紫荆皮即紫荆树之皮也，

明确紫荆皮基原为紫荆树，药用部位为树皮。明

《新刊药性要略大全》首次将紫荆皮和紫荆木进

行明确区分，云“紫荆木，此紫荆即田氏紫荆花

树也。前紫荆皮。乃牛头藤，蔓生者，非此木也”。

紫荆木来源应为豆科紫荆花树，前紫荆皮应为藤

本植物，根皮为用。在植物形态和药用部位上与

豆科紫荆均不相符，说明除豆科紫荆外还存在另

一藤本植物紫荆皮。

明《新刊药性要略大全》中载，前紫荆皮，

用根皮。乃牛头藤，蔓生者。清《本草纲目拾遗》

中描述“紫金皮，立夏后生苗，枝茎蔓延。叶类桂，

略尖而软……根入土入药用，须以水洗净，去外

粗皮，取内皮色红者用之”。综合两书所述特征
表2  历代对紫荆皮与紫金皮植物形态部分描述

Table 2. Partial description of plant morphology of Zijingpi and Zijinpi recorded in past dynasties 

朝代 出处 名称 植物形态 来源推断

宋 证类本草[15] 紫珠 一名紫荆，树似黄荆，叶小无桠，非田氏之荆也。至秋子熟

正紫，圆如小珠，生江东林泽间

唇形科紫珠

宋 开宝本草[6] 紫荆木 今人多于庭院间种者，花艳可爱 豆科紫荆

宋 本草衍义[21] 紫荆木 春开紫花，甚细碎，共作朵生，出无常处，或生于木身之上，

或附根上枝下直出花，花罢也出，光紧微圆，园圃间多植之

豆科紫荆

明 新刊药性要略大全[26] 紫荆皮 紫荆皮，用根皮，紫荆木，此紫荆即田氏紫荆花树也。前紫

荆皮。乃牛头藤，蔓生者，非此木也

木兰科南五味子

清 伤科汇纂[30] 紫荆皮 即紫荆树之皮也 豆科紫荆

清 本草述钩元[31] 紫荆皮 高树柔条春开细碎，紫花花罢叶出至秋子熟，圆小如紫珠 豆科紫荆/

唇形科紫珠

清 本草纲目拾遗[7] 紫金皮 立夏后生苗，枝茎蔓延。叶类桂，略尖而软……根入土入药

用，须以水洗净，去外粗皮，取内皮色红者用之

木兰科南五味子

清 植物名实图考[33] 紫金皮 江西山中多有之，蔓延林薄紫，根坚实，茎亦赭赤，叶如橘

柚，俚医用根藤

木兰科南五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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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历代本草紫荆皮与紫金皮图例

Figure 1. Graphic evidence of Zijingpi and Zijinpi in Chinese herbal classics of past dynasties
注：A.《证类本草》；B.《本草纲目》（四库全书本）；C.《本草纲目》（张鼎思刻本）；D.《植物名实图考》

可知应为同一种，根据枝茎蔓延可知为藤本，叶

类桂应为木兰科植物特征，以根皮入药，这些特

点均与木兰科南五味子相符。清《植物名实图考》

中记载“紫金皮，江西山中多有之，蔓延林薄紫，

根坚实，茎亦赭赤，叶如橘柚，俚医用根藤”。

植物形态描述与附图（图 1-D）均可确定紫金皮

应为木兰科南五味子。再结合文中紫金皮分布江

西山中，对比《中国植物志》中木兰科南五味子

多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山坡和林中，在地理分布

上也一致；关于药用部位，除根之外，还增加了

藤茎入药，联系现代应用可知，少数民族在西南

地区确有南五味子藤茎的药用传统 [36]。说明其记

载内容较为准确可信。

综上可知，《证类本草》中将紫珠误作紫荆，

其记载紫珠应为唇形科紫珠，生于林泽间；历代

古籍中的紫荆木和紫荆皮，其基原都应为豆科植

物紫荆 Cercis chinensis Bunge 的树皮，多种于庭院

园圃，紫荆木则作为初期正名来使用；紫金皮则

应为木兰科植物南五味子 Kadsura longipedunculata 
Finet et Gagnep. 的根皮，藤茎亦可入药，多分布于

长江以南山林之中。《中华本草》[37] 中将“紫荆皮”

和“紫荆木”以豆科紫荆的“树皮”和“木部”

分别收载，略有不妥。明《新刊药性要略大全》

中的紫荆皮基原考证为木兰科南五味子，但因清

代及现代应用多以紫金皮作正名，故不将其论述

作为结论。虽然两者的植物特征差别较明显不易

混淆，但因名称发音微有差别，尤其古代主要靠

书信等传统的方式进行记录和传阅，后人在整理

摘录前人著作时，若没有进行实地调查和仔细辨

识，则容易出现辑误使得混淆不清。

3  性味归经考证

根据前文紫荆皮和紫金皮的名称和基原考

证结论，紫荆木和紫荆皮均指豆科紫荆，紫金皮

则指木兰科南五味子。《新刊药性要略大全》中

紫荆皮实则为紫金皮。宋《开宝本草》首次记载

紫荆木，味苦，平，无毒，是目前可追溯的最早

关于紫荆木性味的记载。作为官修本草的深远影

响，其后众本草著作中对紫荆木和紫荆皮的性味

多沿用此说法。直至清《本草详节》[38] 中首次

增加紫荆“微寒”及入心胞肝经，并指出以厚而

紫色味苦如胆者为胜，紫荆寒胜热，苦走骨，紫

入营的论述，并被《本经逢原》[39] 沿袭。由此

可知，紫荆皮即豆科紫荆的性味为“味苦，平，

无毒”，入心、肝经。紫荆皮在元《瑞竹堂经验

方》载：捡时嚼似脑子，味透顶者方佳。与前人

紫荆皮性味描述明显不同。结合《本草纲目拾遗》

中云“紫金皮，入口气味辛香而凉沁如龙脑”，

与其描述相似，因此推测《瑞竹堂经验方》中紫

荆皮应为紫金皮。《新刊药性要略大全》中首次

同时记载紫荆皮和紫荆木两者的性味，也是区分

两者的有力证明。其中紫荆皮应为紫金皮，“味

苦、性温，无毒”。联系现代成分分析可知，木

兰科南五味子根皮挥发油富含龙脑、异龙脑等芳

香类挥发成分 [12,40]，为辛香入脑这一气味特性提

供了现代依据。紫金皮归经尚未发现相关记载。

现代《全国中药炮制规范》中记载紫金皮味辛、

性温，归脾、胃、肝经。性味与古代记载吻合。

综上，紫荆皮即豆科紫荆，性味归经为：味苦，

性平，无毒，归心、肝经；紫金皮即木兰科南五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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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历代对紫荆皮与紫金皮性味归经部分描述

Table 3. Partial description of properties of Zijingpi and Zijinpi recorded in past dynasties 

朝代 出处 名称 性味归经

宋 开宝本草[6] 紫荆木 味苦，平，无毒

元 瑞竹堂经验方[22] 紫荆皮 二斤取头末八两，捡时嚼似脑子，味透顶者方佳

明 新刊药性要略大全[26] 紫荆皮、紫荆木 紫荆皮，味苦、性温，无毒；紫荆木，味苦，平，无毒

明 神农本草经疏[29] 紫荆木 味苦，平，无毒

清 本草详节[38] 紫荆皮 味苦气平微寒，厚而紫色味苦如胆者为胜。紫荆寒胜热，苦走骨，

紫入营，入心胞肝经

清 本经逢原[39] 紫荆皮 苦平无毒，苦如胆紫厚者良

清 要药分剂[41] 紫荆皮 味苦，性平，无毒

清 本草纲目拾遗[7] 紫金皮 入口气味辛香而凉沁如龙脑

味子，性味归经为：味苦、辛，性温，无毒，归脾、

胃、肝经。历代对紫荆皮与紫金皮性味归经部分

描述见表 3。

4  功效主治考证

紫荆皮和紫金皮在本草著作和医籍中均存在

混用情况，如文中未有将两者区分的明确描述，

将造成两者功效主治梳理混乱，难以厘清。因此

在总结归纳两者功效主治时，单独使用紫荆木和

紫荆皮均以豆科紫荆论，以紫金皮正名以木兰科

南五味子论；若两者混用，言明两者区别的，则

以书中记载内容推断而论，混用而无法区分，则

不再纳入总结范围内。历代紫荆皮与紫金皮功效

主治部分总结见表 4 和表 5。

表4  历代紫荆皮功效主治部分总结

Table 4.  Partial summary of efficacy of Zijingpi in past dynasties

朝代 出处 名称 方剂名 功效主治

宋 开宝本草[6] 紫荆木 / 破宿血，下五淋

宋 仁斋直指[16] 紫荆皮 / 消肿毒

元 丹溪先生心法[24] 紫荆皮 疽疖方 凉血

明 仙传外科秘方[25] 紫荆皮 冲和仙膏、一胜膏、三胜膏、太一神应膏 破气逐血消肿

明 神农本草经疏[29] 紫荆木 / 活血破血消肿毒下五淋

明 本草纲目[27] 紫荆皮 / 破宿血，下五淋，活血消肿利小便解毒

清 伤科汇纂[30] 紫荆皮 / 解毒

表5  历代有关紫金皮功效主治部分总结

Table 5.  Partial summary of efficacy of Zijinpi in past dynasties

朝代 出处 名称 方剂名 功效主治

宋 魏氏家藏方[17] 紫金皮 木鳖散 破宿血

宋 仁斋直指[16] 紫金皮 续断散 止漏活血

元 瑞竹堂经验方[22] 紫荆皮 飞步丸 祛湿通络

元 世医得效方[23] 紫金皮 淋洗方、余粮散、香附散、紫金皮散、苍术散、乳香膏 理脾胃、通络、止痛

明 普济方[18] 紫金皮 鹤膝风挛方、紫金皮丸、无敌丸、定痛乳香散、接骨丹、

止痛方、紫金膏、人参紫金丸、乌金散

活血通络、止痛、理脾胃

清 植物名实图考[33] 紫金皮 / 止痛、理脾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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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开宝本草》云，紫荆木主破宿血，下五淋。

此论述对其后本草著作有较深入的影响，基本沿

袭并进行再补充。明《本草经疏》中增加其“活

血消肿毒”的功效。明《本草纲目》在前人基础

上再增加“利小便和解毒”，并大量引录历代有

关紫荆皮的功效主治内容。在临床入方应用中，

紫荆皮的功效主治有更多的延伸。宋《仁斋直指》

中入方治疗一切肿毒、恶疮和骨节疼痛等证；明

《仙传外科秘方》中以冲和仙膏治疗冷热不明、

初生痈肿、发背流注等证，并指出此方乃发背流

注要药；清《伤科汇纂》中治眼肿、犬咬及虫毒

等。以上基本围绕破宿血和消肿解毒进行应用和

延伸，可见紫荆皮在医籍中的临床应用与本草著

作基本一致，说明紫荆皮具有破血通淋和消肿解

毒之功。

紫金皮一名最早现于医籍中，且频繁应用于

历代医书。最早在宋《魏氏家藏方》[17]，入方木

鳖散治痣。其后《类编朱氏集验医方》[42] 中引用

治痣一方，同期在《仁斋直指》中治鹤膝风挛，

具有止漏活血益肾气的功效，止漏正好与治痣异

曲同工。宋代紫金皮记载初期，功效主治基本一

致，用于止漏活血。均体现紫金皮的活血功效。

元《世医得效方》中载治脚气与治疗鹤膝风挛，

可见紫金皮具有祛湿通络的功效；元危亦林《世

医得效方》在骨伤科众方剂中重用紫金皮，治四

肢腰痛、打扑伤折、金疮杖疮等证。危亦林累世

业医，尤擅骨科，代表了金元时期骨伤科的成就，

上承唐宋，下启明清。由此可见，紫金皮在骨科

临床应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说明紫金皮可

作为骨伤科要药。明《普济方》《识病捷法》《证

治准绳》及《伤科汇纂》等医书中，除将前人治痣、

鹤膝风挛及脚气等功效囊括，均以《世医得效方》

中功效主治作为原典进行沿袭。作为为数不多的

本草著作，清《植物名实图考》则以紫金皮治饱

胀腹痛，兼通肢节载入，也与医籍中理脾胃，治

四肢前后呼应，证明紫金皮可用于理脾胃及通络。

从历代临床应用和本草记载可知，紫金皮具有活

血通络、理脾胃、止痛等功效，可入方治风挛、

脚气、打扑损伤、金疮杖疮等证。

紫荆皮和紫金皮功效最早记载均在宋代，紫

荆皮最早出现在本草著作，紫金皮最早载于医籍，

在功效主治上亦有较大差异。紫荆皮具有破宿血、

下五淋、消无名肿毒及解毒之功，尤擅初生痈肿，

无名肿毒，为发背流注要药；而紫金皮具活血通

络止痛、理脾胃之效，尤其擅于治疗打扑损伤、

筋断刺痛等骨伤疾病，为骨伤科要药。对比现代

临床，谢莎莎等 [43] 用以紫荆皮入方冲和膏（明杨

清叟的《仙传外科秘方》）治疗骨、关节和软组

织损伤引起的局部疼痛；另以紫荆皮（木兰科南

五味子）为君药制备复方紫荆消伤巴布膏 [44]，是

专治跌打损伤的各期肿痛的中成药，两者现代临

床应用与传统医学功效相吻合。说明紫荆皮和紫

金皮均在现代不同程度继承了古代医学的临床应

用经验。由此可见，本草的追本溯源对现代的临

床指导应用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通过梳理

古籍中的药用历史，不仅可以考证其历代所用品

种基原和功效主治，也是对古代临床遗产的发掘

和继承，可对尚未开发的潜在临床价值进行开发

利用。

5  现代记载及应用

现代标准及规范中紫荆皮和紫金皮在西南地

区为少数民族药时，其名称和药用部位稍有不同，

其余性味与主治基本一致。豆科紫荆均以紫荆皮

为正名收载，与历代考证结果相比，基原、性味

及功效均一致，在归经上略有不同，本草归心肝

经，而现代则多为肝脾经。现在记载中木兰科长

梗南五味子亦以紫荆皮为正名，上海和浙江则以

紫金皮收载，北京以川槿皮入药，此名称与明代

本草记载川紫荆皮相似，可能由此转化而来，别

名及处方名均为红木香，与本草记载一致，说明

此名称影响较深而沿袭至今。性味归经及功效主

治上与历代本草记载基本相符，在广西少数民族

自治区以“小钻”“钻骨风”为名，以根和根茎

入药，用于治疗胃痛、风湿痹痛、痔疮、跌扑损

伤等证。可见，现代木兰科长梗南五味子与历代

医家临床所用功效基本吻合。现代标准规范中，

因前期多将豆科紫荆与木兰科南五味子不同来源

均作紫荆皮用，后因标准规范不断修订逐渐分开。

对于部分现行版地方标准，将两者性味归经与功

效主治混淆也实属常见，故使得临床应用和商品

流通造成长期错乱混淆不清。因此，通过历代本

草考证和现代应用总结后，首先应在药材名称上

将其明确区分，后根据本草正确应用加以修订，

结合现代研究指导实际临床。紫荆皮（紫金皮）

现代记载部分总结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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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荆皮现代临床应用较广泛。丁亮等 [9] 通过

统计古籍中消肿止痛外敷方，得出紫荆皮是古籍

里消肿止痛类外敷方中最常用的药物之一。江小

平等 [64] 通过紫荆皮散外敷治疗急性踝关节扭伤

的临床观察，证明紫荆皮散有加速肿胀消退，减

轻患者疼痛，缩短愈合时间等临床疗效。紫正地

黄散加减方来自“西园喉科”清郑梅涧的《重楼

玉钥》，方以紫荆皮活血散瘀、消肿解毒为君，

治疗喉风诸证，后代世袭沿用至今 [65]。叶秀珠 [66]

将祖传方紫荆皮（豆科紫荆或木兰科南五味子）

加穿山甲水煎服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临床显示疗

效显著。现代临床研究及应用上，紫荆皮继承部

分古代医方精华，多有活血消肿止痛之功，且疗

效显著。

关于紫荆皮的现代研究应用，多数应用并未

指明所用紫荆皮来源或将不同来源均作紫荆皮入

药，且基本聚焦于抗炎、镇痛与活血消肿止痛功效，

虽与传统功效联系紧密，但均为豆科紫荆与木兰

科南五味子共同常规作用，对其各自专长之功研

究较少，难以体现出差异，未来可根据古人临床

用药经验对其他功效应用进行发掘验证，扩大其

临床价值和空间。根据不同来源紫荆皮各自专功，

明确来源正确用药，可发挥出最佳临床疗效。

6  小结

对紫荆皮和紫金皮的名称、基原、性味归经

和功效主治进行古籍文献考证，发现两者存在同

名异物和异物同名混用现象。在名称上，紫荆一

名虽最早现于唐，但所指并非正品紫荆，直至宋

《开宝本草》才明确，宋开始互用并发生混淆，

元明清时期逐渐将其区分，但直至现代仍将紫金

皮作紫荆皮别名互用，实属误用。在基原上，根

据古籍文献中对两者的植物形态、地理分布及药

用部位并结合现代规范进行基原的推断，紫荆皮

应为豆科紫荆 Cercis chinensis Bunge 的树皮，紫

荆木为初期名称，来自为“木之精”的说法，而

并非以木部药用。紫金皮应为木兰科南五味子

Kadsura longipedunculata Finet et Gagnep.的根皮，

作为藤本植物与豆科紫荆灌木较易区分。在性味

归经上，紫荆皮，味苦，平，无毒，归心、肝经，

历代记载均较一致。而紫金皮，味苦、辛凉，性温，

无毒，归脾、胃、肝经，古籍和现代规范中大都

未将辛凉入脑这一名显著特征载入，其作为紫金

皮的药材特性建议进行补充。在药用历史沿革中，

紫荆皮多记载于本草著作中，而紫金皮多载于医

方医籍中。紫荆皮具有破宿血、下五淋、消无名

肿毒及解毒之功，更擅于治一切无名肿毒及初生

痈肿等证，为发背流注要药；紫金皮具活血通络

止痛、治膝风、理脾胃之效，作为骨伤科要药，

更擅于打扑损伤、筋断刺痛等病证。对于现代记

载应用，以木兰科南五味子根皮作为目前主流品

种，从历代药用历史考证结果得知，此种基原的

表6  紫荆皮（紫金皮）现代记载部分总结

Table 6. Partial summary of Zijingpi ( Zijinpi) recorded in modern times

名称 基原 性味归经 功效主治 现行标准 炮制规范

紫荆皮 豆科紫荆树皮 苦、平，归肝脾经 活血通淋、

消肿解毒

贵州民族药[45]（2003）

湖南[46]（2009）

山东[53]（1990）

安徽[54]（2019）

紫荆皮、

紫金皮、

川槿皮、

红木香

木兰科长梗南五

味子根皮

辛、苦、温，归脾

胃肝经

活血理气、

祛风活络止痛

北京[47]（1998）

黑龙江[48]（2001）

四川[49]（2010）

山东[50]（2012）

河北[55]（2003）

天津[56]（2005）

浙江[57]（2005）

江西[58]（2008）

北京[59]（2008）

黑龙江[60]（2012）

四川[61]（2015）

宁夏[62]（2017）

上海[63]（2018）

小钻、

钻骨风

木兰科长梗南五

味子根及根茎

辛、苦、温，归脾

胃肝经

理气止痛、祛风

通络、活血消肿

广西壮药[51]（2011）

广西瑶药[52]（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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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为经受历史长期考验的药用品种，也为现代主

流品种提供了有力证据。两者在古籍文献中均入

方大量经典理论和方剂，可供现代临床发掘与继

承，并为新药研究开辟新思路。

程 小 丽 等 [67] 对 市 场 中 紫 荆 皮 多 批 药 材 进

行 DNA 序 列 测 定， 结 果 市 场 流 通 的 紫 荆 皮 中

药材大多为木兰科华中五味子及五味子属植物

混种。混伪品的原因可能为：《中国植物志》

中收录的植物及拉丁名为木兰科植物南五味子

Kadsura longipedunculata Finet et Gagnep.，与药材

（南）五味子的植物来源华中五味子 Schisandra 
sphenanthera Rehd.et Wils 的果实混淆。鉴于以上

情况，建议凡收载以南五味子为来源的标准进行

药材名称的统一，将紫金皮作为正名；统一植物

名称，将南五味子修订为长梗南五味子。关于药

用部位，除广西民族药地方标准中以根和根茎入

药，其他地标均以根皮入药。从历代药用沿革来

看，根皮确实应为记载的主要部位，但作为野生

药材，根茎细长，若延续古代药用部位，只取根

皮入药，难以满足实际使用的数量需求。对于药

材标准的完善，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酌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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