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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楂的中药学及临床文献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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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唐朝至明清时期历代医学文献中关于山楂临床应用的记载整理分析，总结山楂的历史沿革

及应用配伍规律，为山楂研究及临床应用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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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楂为蔷薇科植物山楂Crataegus pinnatifida

Bge．Var．major N．E．Br．或野山楂Crataegus euneata

sieb．et Zucc．的成熟果实⋯。本品酸甘，微温，归

脾、胃、肝经，具有消食散瘀、行气散结、补脾消积、

驱绦虫、疗疝气，催生产等作用，为治疗脾虚不运、

饮食积滞、恶露不止、胞衣不下、滞血胀痛之要药。

为了更好的发挥山楂的临床疗效，现将历代医家对

山楂的文献与临床应用作一概述。

1 中药学文献研究

1．1名称山楂，始载于《本草经集注》。根据产

地、炮制不同，山楂别名机(《尔雅》)，机子(《尔

雅》郭璞注)，鼠查(《本草经集注》)，羊棣(陶弘

景)，赤爪实(《唐本草》)，棠棣子(《本草图经》)，

棠棣子(《得配本草》)，赤枣子(《桂海虞衡志》)，

山里红果、酸枣、鼻涕团、柿檀子(《百一选方》)，山

里果子(《履峻岩本草》)，茅檀(《日用本草》)，猴

植(《世医得效方》)，映山红果(《救荒本草》)，海

红(《品汇精要》)，酸梅子、山梨(《中国树木分类

学》)，酸查(《山东中药》)，此外，还可见北山楂

机、檠梅、酸枣之称。

1．2来源《新修本草》心3记载山楂“生平陆，所

在有之⋯⋯出山南申州，安州，随州”。山楂有南

北两种之分。“北山楂”各地均有，以山东临朐、沂

水两地产量大、品质佳。野山楂习称“南山楂”，主

产于浙江缙云、嵊县、青田、江苏灌云、溧阳、句容，

以及湖南、河南、四川等地。《滇南本草》口1记载其

生于原野山问疏林、路边或村旁。分布于滇中、滇

南、滇东南。《中国药学大辞典》¨H九十月问采

实，曝干”。

1．3性味归经《瓶修本草》记载“赤爪草，味苦，

寒，无毒。⋯⋯实，味酸冷，无毒”。《滇南本草》记

载“昧甜酸、性寒”。而山楂广泛地应用临床后，历

代医家发现，其性温，而非性寒。《本草经疏》[51载

“山楂，《本经》云味酸气冷，然观其能消食积，行瘀

血，则气非冷矣”。《本草纲目》M1日“酸、甘，微

温”。《本革备要》o列日“酸甘咸温”。《本草从

新》¨。载“酸甘微温”。《玉楸药解》一1记载“味酸、

甘，气平，入足太阴脾、足厥阴肝经”。《得配本

草》¨驯记载“人足太阴、阳明经”。可见，历代医家

对山楂的性味、归经认识一致。现代中药学理论认

为，山楂味酸甘，性微温。归脾、胃、肝经。

1．4品质鉴别 药用北山楂多栽培品，呈梨形或

球形，以片大、皮红、肉厚者为佳，直径l一2．5 cm，

表面鲜红色至紫红色，上面满布灰白色细斑点，果

肉绿黄色或浅棕色；药用南山楂多野生品，果实呈

类球形，个较瘦小、色稍浅，肉薄、色棕红，直径l一

1．5 cm，表面棕红色或红黄色，有细皱纹。《本草纲

目》中载“郭璞注尔稚云：棣树如梅。其子大如指

头，赤色似小柰，可食⋯⋯赤爪、棠棣、山楂，一物

也”。“其类有二种，皆生山中。一种小者，山人呼

为棠棣子楂、猴楂，可入药用”。树高数尺，叶有五

尖，丫间有刺⋯⋯一种大者，山人呼为羊机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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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丈余，花叶皆同，但实稍大而色黄绿，皮涩肉虚为

异尔。初甚酸涩，经霜乃可食。

目前山楂品质良莠不齐，个别地区有将同属植

物或者同科其他品种的果实伪充药用山楂。甘肃、

湖北、陕西及西南地区的山楂以次充好作为药用，

已屡见不鲜，还有林檎、花楸等果实较山楂外形相

近者，使用时应当鉴别¨11。

1．5炮制加工 山楂采摘后，除去杂质及脱落的

核即为净山楂(《中国药典》)。如“炒磨去子”

(《疮疡经验全书》)、“少用温水润透，去子取肉”

(《增补万病回春》)等¨2 3；“水润、蒸、去核，净肉

用”(《炮炙大法》)[131。《修事指南》¨41记载“用山

楂九月霜后取带熟者，去核曝干或蒸熟去皮核捣作

饼子曝干用”。净制后的山楂或可“和核切阴干为

末”(《圣惠方》)；或可“研碎”(《疮疡经验全书》)；

或可“捣末用”(《医宗说约》)；或可切片后再行炮

炙。

山楂的炮炙方法主要有清炒(黄)、炒焦、制

炭、蒸制及加辅料炒等。炒山楂是将净山楂放至锅

内用文火加热，炒至颜色变深，取出放凉的炮制品。

炒(黄)法始见于元代《丹溪心法》“山楂：炒”，《滇

南本草》记载“山楂核，炒黄色”。焦山楂是取净山

楂片放至锅内，用中火加热，炒至表面焦褐色，内部

黄褐色德炮制品。《医宗说约》、《温病条辨》及《傅

青主女科》中有山楂炒黑的记载，“捣末用，炒黑，

能治血积”(《医宗说约》)。《全国中药炮制规

范》[151载山楂炭炮制过程，“武火加热炒至表面焦

黑色，内部焦褐色，取出凉透”。此外，还有蒸制山

楂的记载：“蒸熟去皮核，捣作饼子，日干用”(《本

草纲目》)。

加辅料的炒制方法主要有酒制、姜汁制、童便

制等。如清代《医宗金鉴》中的“酒炒”，《得配本

草》“童便浸，姜汁炒炭”及《本经逢源》¨刮记载“童

便浸姜汁拌炒黑，去积血甚捷；炒黑⋯⋯能消血也；

痢疾初起用姜汁炒”。

1．6功用和主治《新修本草》“主水利，风头，身

痒”；《本草纲目》“化饮食，消肉积、瘕瘕、痰饮、痞

满吞酸、滞血胀痛”；《嘉佑本草辑复本》¨7¨治腰

痛有效”，“消食积，补脾，治小肠疝气，发4",JL疮

疹”，“健胃，行结气。治妇人产后儿枕痛，恶露不

尽”；《本草原始》¨副“⋯⋯化血块、气块，活血”；

《本草纲目》引《日用本草》载“消食积，散瘀血，驱

绦虫⋯⋯疗小儿乳食停滞”。《危氏得效方》载“治

痘疹出不快”，“善去腥膻油腻之积”[191；《本草备

要》记载“健脾行气，散瘀化痰，消食磨积”；《得配

本草》记载“核能化食磨积，治疝，催生；研碎，化

瘀；勿研，消食；童便浸，姜汁炒炭，去积血甚效”；

《玉楸药解》“用于⋯⋯瘀血经闭，产后瘀阻，心腹

刺痛，疝气疼痛”、“焦山楂消食导滞作用增强”；

《本经逢原》叙述《本经》言其酸冷，然其功长于消

肉积，行滞血，性温可知⋯⋯炒黑治产后儿枕作痛，

亦以其能消血也。今痢疾初起多积垢者，用姜汁

炒。治偏坠疝气为散酒服，不过半月效，用核尤捷。

《本草经疏》“又为收敛药；诸种出血之止血药；鱼

类中毒之解毒药；漆疮之解痒药”。可见，山楂广

泛地应用于内科各种疾病。

1．7使用注意《本草纲目》记载“生食多令人嘈

烦易饥，损齿，齿龋人尤不宜也”。朱丹溪日“胃中

无食积，脾虚不能运化，不思食者，多服之，则反克

伐脾胃生发之气”。《得配本草》言“气虚便溏，脾

虚不食，二者禁用。服人参者忌之”。历代医家大

多数认为山楂酸甜，性寒，破气结，脾虚未有食滞者

应慎用。

2临床应用文献研究

该药使用，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山楂已为临

床所常用。《新修本草》“汁服主水利，沐头及洗身

上疮痒”。《重订孙真人海上方》m¨难产山楂核

七七粒，百草霜为衣，酒吞下”。

元代医家朱丹溪用山楂、半夏、橘红等创立了

消食和胃著名方剂保和丸。宋代《是斋百一选

方》呤lJ“肠风下血⋯⋯独用山里果干者为末，艾汤

调下，应手即愈”。明清时期医家应用山楂较为广

泛。明代《本草纲目》“老人腰痛及腿痛。用棠棣

子、鹿茸(炙)等分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百丸，

日二服”；引《危氏得效方》“痘疹不快干山楂为末，

汤点服之，立出红活。又法：猴楂五个，酒煎入水，

温服即出”；“煮老鸡硬肉入山楂数颗易烂”。《本

草纲目》还引《简便方》单用本品煎服治疗饮食积

滞，或配莱菔子、神曲等同用；还可与木香、青皮配

伍为散剂同用。《卫生简易方》陋h偏坠疝气，山

楂肉、茴香(炒)各一两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一

百丸，空心白汤下”。《全幼心鉴》旧¨痘疮干黑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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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者，用棠棣子为末，紫草煎酒调服一钱”。《滇南

本草》治胃脘积滞、嗳腐吞酸、两胁积块作痛，用

“山楂核、沙苑蒺藜、建曲共研细末，开水送下”。

治小儿虫药胃寒者加山楂一钱。引《医门擎要》

“左尺肾脉浮治法，月经不调⋯⋯行经肚痛者，用

生山楂、肉桂、黑姜、沙糖水煎服愈”。《本草经疏》

“山楂能人脾胃消积滞，散宿血，故治水痢及产妇

腹中块痛也。大抵其功长于化饮食，健脾胃，行结

气，消瘀血，故小儿产妇宜多食之”。《本草从新》

“凡服人参不相宜者服山楂即解”。《本草述校注》

“女子产后儿枕痛，恶露不尽，煎汁入砂糖服之，立

效”，记载山楂“同矾红、黄连、红曲，消肉积；同红

曲、麦芽、橘皮、白术、肉豆蔻、厚朴、砂仁，能消食健

脾；同牛膝、生地黄、当归、续断、益母草、泽兰、牡丹

皮、蒲黄、芍药，治产后儿枕作痛”。《本经逢原》

“东鲁棠林子洒后嚼数颗良，与糖作膏尤为精品”。

近代《医学衷中参西录》Ⅲ】‘‘山楂，若以甘药

佐之，化瘀血而不伤新血，开郁气而不伤正气，其性

尤和平也”。现在，山楂除应用于临床外，还广泛

地应用于食品、茶饮料、保健品等领域。

综观山楂临床应用，可知该药应用广泛。外用

多煮汁沐浴洗于患处，内服时取少许单味与他药配

伍煎汤，也可人于丸散。其主治多以内科疾病为

主，如治疗饮食积滞、嗳腐吞酸、泻痢腹痛、疝气痛、

心腹积血、产后恶露等，也可用于治疗水湿疮痒等

多种外科疾病。目前临床使用山楂，配伍有一定规

律。治疗饮食积滞、嗳腐吞酸，常与青皮、莱菔子等

药配伍。治疝气痛，多与荔枝核、橘核配伍使用。

治腹痛下痢、纳谷不馨，多与木香、槟榔等药同用。

5小结

治心腹积血、产后恶露等症，宜与川芎、桃仁、

红花等合用。治湿疮瘙痒，可与苍术、黄柏等药共

调外用。历代医家著作中对山楂的论述，为我们进

行现代研究与应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是山楂用

于治疗心脑血管、高脂血症等方面的疾病历代相关

应用配伍记载比较少，不能很好地指导现今临床，

在这方面有待发掘与研究；此外，山楂作为药食两

用佳品，现在正在广泛地用于食品、保健品等各领

域，研究和开发山楂，有利于健康绿色饮食推广，为

大众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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