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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荠菜的药用及食用历史悠久,系统梳理对荠菜的相关记载,探析荠菜性味的变化过程。 运用

文献检索法对本草著作、文献、法规标准中荠菜的性味归经、功效主治进行系统整理,并运用中医基础理论、
中药药性理论对荠菜的性味进行考证。 结果发现,古今对荠菜性味的描述存在差异,古代本草中记载荠菜

的药性多为温性,而现代记载多为平性或凉性,药味记载则有甘、辛、涩、苦、淡 5 种。 为明确中药荠菜的性

味,可进一步对其辛、涩、苦味和温、平、凉性进行性味学、药效学的深入研究,以期为深入开发探索其临床应

用提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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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荠菜为十字花科植物荠 Capsella
 

bursa-pastoris
(L. ) Medic. 的干燥全草,具有利尿、止血、清热、明
目、消积等功效。 该药分布全国,尤其在温带地区

广布[1] 。 荠菜是我国历史悠久的药食同源类中药,
随处可见。 荠菜作为药用首载于《名医别录》,性味

记载为“味甘,温,无毒” [2] 。 此后本草著作中记载

其药性多有不同,可见温、平、凉、甘、辛、淡的变化。
现代《中药学》教材记载荠菜性味有甘、平,也有甘、
凉,功效为利尿消肿、明目止血,也有清热利水、凉
血止血。 9 个省份现执行版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中对

荠菜性味的描述为甘、淡,凉,也有微辛,温。 鉴于

此,本文查阅历代本草与现代文献中关于荠菜的记

载,梳理荠菜的性味异同成因,为指导临床正确用

药提供依据。
1　 荠菜药味考证

　 　 通过对荠菜古今各本草著作及地方标准对其

药味的描述进行梳理,其演变过程为:甘味载于《诗

经》《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 《千金食

治》《备急千金要方》《蜀本草》《开宝本草》 《嘉祐本

草》《证类本草》 《大观本草》 《绍兴本草》 《日用本

草》《饮食须知》《本草品汇精要》 《本草纲目》 《医学

入门》《本草发明》《本草汇言》《本草从新》 《本草撮

要》《中国本草全书本草撮要类编》 《得配本草》 《本

草分经》 《药性切用》 《食物本草》 《医林纂要·药

性》《新本草备要》 《全国中草药汇编》 《中药大辞

典》《中华本草》《福建民间草药》 《食用本草》 《中药

学》《天津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浙江省中药饮片炮

制规范》《上海炮制规范》 《江苏省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河南省中药饮片

炮制规范》《湖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河北省中

药饮片炮制规范》;辛味载于《日用本草》 《滇南本

草》《重庆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及标准》;淡味载于

《中华本草》《食用本草》 《天津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浙江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上海炮制规范》 《江

苏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河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湖南省中药饮片

炮制规范》《河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涩味载于

《千金食治》《备急千金要方》;微苦味载于《滇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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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1. 1　 甘味的考证　 在历代本草古籍与现代本草著

作中均记载荠菜有甘味。 《诗经》云:“谁谓荼苦,其
甘如荠” [3] ,由此可见古人通过口尝荠菜,得知其味

甘甜。 《名医别录》首次记载荠菜的药用价值,称其

“味甘,温,无毒。 主利肝气,和中。 其实,主明目,
目痛” [2] 。 此后的主流本草著作对荠菜性味及功效

的描述均沿用此说法。 此外《本草分经》 《药性切

用》《食物本草》也记载了荠菜的甘味,功能主治方

面均有和中的作用。 《千金食治》 中记载其“杀诸

毒” [4] 。 现代的《食用本草》 中记载其:“甘,淡,微
寒。 清热利湿,凉血止血,清肝明目,益气养血” [5] 。
中医学理论中甘味能补、能和、能缓,有滋补和中、
养血、中毒解救及缓急止痛的作用。 陶弘景等众多

医家均认为荠菜具有和中的作用,更能够反映出荠

菜味甘,古代本草及现代中药饮片地方标准绝大多

数承认荠菜的甘味。 徐伟[6] 从荠菜中提取出蔗糖、
山梨糖、乳糖、氨基葡萄糖、山梨糖醇、甘露糖醇、侧
金盏花醇等糖类物质,也能体现出荠菜的甘味。
1. 2　 辛味的考证 　 元代吴瑞的《日用本草》记载:
“味辛甘,凉平” [7] 。 这是历代本草中首次出现荠菜

辛味的描述,明代兰茂的《滇南本草》 [8]记载其:“味

微苦、辛,性平。” 中药五味理论中的辛味能散、能

行,有发散解表、行气行血的作用。 解表药、行气

药、活血药多具辛味。 《日用本草》中记载:“疏利五

脏,凉肝明目”,其中的“疏利”就是疏泄、疏通各脏

腑,消除体内阻塞的意思。 《滇南本草》记载:“清肺

热,消痰,止咳嗽,除小肠经邪热,利小便。” 中医学

的“痰”主要指的是由水液代谢障碍引起的病理产

物,而“消痰”可清除代谢的障碍物,使水液代谢通

畅。 现代中药饮片地方标准《重庆市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中记载其:“微辛,温” [9] ,具有止吐的功效。
呕吐为肝气犯胃所致,在临床治疗中应该选择疏肝

理气、和胃止呕的中药治疗。 而荠菜的辛味能够行

气、疏理气机。 现代医者刘以敏主任根据经验指

出,荠菜花具有良好的平肝除烦、疏理肝气的功

效[10] ,这体现了荠菜升浮发散的特点及荠菜味辛的

作用。 但是在记载荠菜的本草古籍和收载荠菜的

所有标准中仅 3 本著作或文献提到了荠菜的辛味,
尚缺乏临床及药理学研究。
1. 3　 涩味的考证　 涩味并非中药“四气五味”中的

一类,中医学认为涩味与酸味作用相似,其有收敛

固涩作用,临床多用来治疗虚汗、泄泻、尿频、精滑、
出血等病证。 故本草文献常以酸味代表涩味功效,
或与酸味并列来表明药性。 历代文献中仅孙思邈

的《千金食治》和《备急千金要方》记载了荠菜的涩

味。 如《备急千金要方》 记载其:“味甘、温、涩、无
毒。 利肝气,和中;杀诸毒。 其子:主明目、目痛,泪
出。 其根:主目涩痛。”9 个省份的地方标准中均记

载荠菜能够治疗乳糜尿、诸多血证。 董庆童[11] 在总

结顾文海老中医治疗乳糜尿经验时认为,阴虚型乳

糜尿久病不愈者应在原有药方中加荠菜花等中药,
可治疗乳糜尿引发的尿血症状。 现代临床应用中

发现荠菜中含有的荠菜酸有止血作用,荠菜提取物

(含草酸)静脉注射或肌内注射于各种出血患者,具
有明显的止血与加快凝血的作用[12] ,这体现了荠菜

的涩味,但是涩味在药味中并不属于特征明显的一

种药味,因此其涩味仍有待进一步考察。
1. 4　 苦味的考证　 认为荠菜有苦味的本草仅见于

明代兰茂的《滇南本草》,书中称荠菜(荠菜花)味微

苦。 为何荠菜药味突然由“甘”转“苦”,这可以根据

功能主治与中医学理论来解释。 中医学认为,苦能

坚脆、燥湿、直行、降下、涌泄、去垢、解毒、开导、养
血、补阴。 古代本草著作中对其苦味的论述很少,
其中包括“以苦养气” 等。 根据《黄帝内经》 中“苦

能泄,即通泄、降泄、清泄”的记载,《滇南本草》中指

出其具有清肺热、消痰、止咳嗽、除小肠经邪热、利
小便的功效,亦可与鸡蛋煮食,可治肺热咳嗽。 五

行对应五味,火对应苦。 《滇南本草》 中记载荠菜

“清肺热,除邪热”,其中的“热”可与五行中的“火”
对应,因此,兰茂认为荠菜味微苦。 现代临床研究

中,荠菜也常用来治疗小儿肺热咳嗽、咳黄稠痰[10] 。
中医学认为黄稠痰多属热痰,因邪热犯肺,煎津为

痰,痰聚于肺所致。 刘以敏通过临床研究发现,荠
菜常用于清肺热,治疗热痰,可见其苦味能治热证、
湿热蕴结证,印证了荠菜的苦味。 但是在记载荠菜

的文献中仅云南地区的《滇南本草》提到了荠菜的

苦味,因此不能以偏概全,目前尚缺乏临床研究及

药理学实验的佐证,其苦味仍需进一步研究。
1. 5　 淡味的考证　 淡味并非中药“四气五味”中的

一类,而是后人根据中药的不同味道而增添。 历代

本草中均未记载荠菜有淡味,其开始出现是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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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著作、教材及地方标准中。 由于《神农本草经》
未提到淡味,因此后世医药学家多宗五味之说,不
言六味。 从现代开始才有对荠菜淡味的记载。 《中

华本草》云其:“味甘,淡,性凉” [13] 。 《食用本草》载

其:“甘,淡,微寒。 清热利湿,凉血止血,清肝明目,
益气养血” [5] 。 地方标准《天津市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 [14] 、《浙江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15] 、《上海市

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16] 、《江苏省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 [17] 、《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18] 、《河南省

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19] 、《湖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 [20] 、《河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1] 均记载其

甘、淡,凉,有清热利湿、止血、止痢、利水等功效。
中医学认为淡味能渗、能利,有渗湿利小便的作用,
一些渗湿利尿药多具有淡味。 淡味药多用治水肿、
脚气、小便不利等病症,这体现了清热利湿、利水的

功效。 现代研究中仅有少数综述类文献描述了荠

菜的利湿、利尿、治疗水肿的功效,并无具体的药理

学实验[22-23] 。 但是有临床医案指出荠菜能够治疗

尿路感染引起的尿频、尿急、尿少等小便不利症状,
印证了荠菜的淡味的利水渗湿作用。
2　 荠菜药性考证

　 　 通过对荠菜古今各本草著作及地方标准对其

药性的描述进行梳理,其演变过程为:温性载于《名

医别录》《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 《千金食治》 《备

急千金要方》《蜀本草》《开宝本草》 《嘉祐本草》 《证

类本草》《大观本草》《绍兴本草》《履巉岩本草》 《饮

食须知》《本草品汇精要》 《本草纲目》 《医学入门》
《本草发明》 《本草汇言》 《本草从新》 《本草撮要》
《本草分经》《药性切用》《食物本草》 《新本草备要》
《重庆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及标准》;平性载于《药

性论》《日用本草》《滇南本草》《中国本草全书
 

本草

撮要类编》 《医林纂要·药性》 《全国中草药汇编》
《中药大辞典》《福建民间草药》《食物本草(现代)》
《中药学》;凉性载于《日用本草》《得配本草》 《中华

本草》《中药学》《天津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浙江省

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上海炮制规范》 《江苏省中药

饮片炮制规范》《安徽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河南

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湖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河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微寒性载于《食用本

草》。
2. 1　 温性的考证 　 荠菜首载于《名医别录》:“味

甘,温,无毒。”认为其性温的本草著作包括《名医别

录》《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开宝本草》 《嘉祐本

草》《证类本草》《大观本草》《绍兴本草》 《履巉岩本

草》《本草品汇精要》 《本草发明》,均记载:“味甘,
温,无毒。 主利肝气,和中。 其实,主明目,目痛。”
《履巉岩本草》 记载:“(荠菜花) 性暖,无毒。 治泻

痢日久不止:不以多少,晒干为细末,每服三大钱,
空心枣汤调服” [24] 。 《本草纲目》记载其:“甘,温,
无毒……明目益胃” [25] 。 《医学入门》云:“甘温能

和中,疏利五脏尤凉肝。” 《本草从新》 《本草撮要》
与《本草分经》 均称其: “甘,温。 利五脏,益肝和

中” [26-28] 。 《药性切用》与《新本草备要》记载:“甘

温,和中利脏。”《食物本草》曰:“味甘,温,无毒。 主

利肝和中,利五脏” [29] 。 由此可见,本草著作中记

载荠菜性温且味甘者居多。 现代中药饮片地方标

准《重庆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及标准》记载:“微辛,
温。 健中和胃,止吐,利尿。” 《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首次记载了气味阴阳薄厚,并对各自的性质和

功效进行了描述:“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
厚则发热” [30] 。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气味,
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 [30] 。 可见中医学认

为五味有辛、甘、酸、苦四味,其中辛味与甘味具有

发散性质,属于味薄,具有“薄则通”的功效,为阴中

之阳。 而诸多本草著作中认为荠菜性温,可能是因

为其味甘,并有“主利肝气,和中”的功效,加上重庆

地方标准中称荠菜具有调节气机、止吐的功效,这
些均体现了辛味的功效,又因其烧灰炮制后可治赤

白痢,故有性温之说。 但是现代医学对荠菜温性的

研究接近空白,因此仍需积极探讨荠菜的温性。
2. 2　 凉性的考证　 记载荠菜凉性的本草著作有元

代吴瑞的《日用本草》,书中记载:“味辛甘,凉平。
疏利五脏,凉肝明目。” 《得配本草》云:“甘,凉。 如

足厥阴经。 利肝益胃,和中明目。 治痢,烧灰用。”
《中华本草》 曰:“味甘,淡,性凉。” 《中药学》 记载

其:“甘凉。 清热利水,凉血止血。 利水消肿,明目

止血。”此外,天津、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湖
南、河北地区的地方标准记载其“甘、淡,凉”。 《医

学入门》中虽无记载其性凉,但记载了其“甘温能和

中,疏利五脏尤凉肝” 的功效。 说明荠菜对于肝脏

来说具有“凉”的功效。 历代本草中均有记载荠菜

凉肝、明目的功效。 《中药学》 [31-32] 提到荠菜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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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利水、凉血止血的功效,部分地方标准中记载荠

菜具有清热利湿、凉血止血的功效。 王羽佳等[33] 挖

掘国医大师周仲瑛运用荠菜的临床经验后分析得

出,荠菜花长于清热利湿、凉血止血,主要用于治疗

湿热所致的痢疾、包括崩漏、尿血在内的多种出血

性疾病等,主要有止血、降血压和抗炎等作用。 现

代药理学研究也发现荠菜对人工发热的兔有轻微

的退热作用[34] ,这均体现了荠菜的凉性。
2. 3　 寒性的考证　 记载荠菜性寒的本草仅有一本

现代著作,即《食用本草》,书中记载其“微寒” “清

热利湿,凉血止血,清肝明目”。 所描述的“清热”
“凉血”的功效及入肝经,与《医学入门》中的“尤凉

肝”相对应,又因其描述荠菜的药性为“微寒”并非

“大寒”,故可与凉性合为一种药性进行分析。
2. 4　 平性的考证　 有关荠菜平性的记载首次出现

于元代吴瑞的《日用本草》,书中称其:“味辛甘,凉
平。 疏利五脏,凉肝明目。”后又有明代的《滇南本

草》记载:“味微苦、辛,性平。 清肺热,消痰,止咳

嗽,除小肠经邪热,利小便。” 清代《本草从新》 云:
“甘平。 利五脏,益肝和中。” 清代《医林纂要·药

性》和现代《全国中草药汇编》称其:“凉血止血,清
热利尿”。 《中药大辞典》记载:“和脾,利水,止血,
明目。”《福建民间草药》 记载:“益肝和胃,明目利

尿。”《中药学》记载:“利尿消肿,明目止血” [35] 。 平

性是四气之外的一种药性,指药物对机体寒热变化

影响不明显,既不改善也不加重寒热证或症,即认

为药性不偏寒热,称平性[36] 。 平性具有寒热双向适

用的特点,温热寒凉不明显,药性平和,作用缓和,
介于寒热两性之间。 历代本草著作及文献中记载

荠菜既具有清热,凉血之功,又具有和脾胃、益肝、
利五脏之效,因其对寒热之证均有治疗作用,难以

分辨其寒热温凉之药性,加之荠菜的药性平和、作
用缓和,故有性平的说法。
3　 现代药理作用与临床应用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荠菜富含多种有机酸、低
聚糖、多聚糖、氨基酸、生物碱、维生素和黄酮类等

成分[37] 。 魏立良[38]的研究表明荠菜水醇提取物能

有效减少早期子宫出血。 此外,荠菜液中的多糖成

分具有抑制细菌和抗衰老的作用。 康秀荣等[39] 发

现荠菜中的氨基酸成分和微量元素具有催产素样

的子宫收缩作用。 实验研究证实荠菜醇提取液和

全草的有效成分胆碱、乙酰胆碱可降血压,且未被

阿托品拮抗[13] 。 岳兴如等[40] 通过药理研究发现荠

菜水煎液较大剂量有明显的抗炎作用。 Ghalandari
 

S 等[41]从荠菜中提取出新成分芝麻草苷糖苷及多

种已知的酚类糖苷 2-8 对脂多糖诱导的神经炎症

模型具有抗炎活性。 修丽丽等[42] 的研究表明荠菜

中含有硫代葡萄糖苷,硫代葡萄糖的代谢产物也可

以抑制乳腺癌肿瘤的形成。 殷海彤[43] 的研究表明

荠菜中的维生素 A 对眼睛的发育和上皮细胞的正

常分化有重要作用,参与眼内腺体的分泌。 由此可

见,荠菜具有止血、兴奋子宫、抑制细菌、抗衰老、兴
奋子宫、降血压和抗炎等现代药理作用。
4　 小　 　 结

　 　 中药的性味受到生长环境、作用机制、炮制方

法等因素影响。 不同药性之间也并不是各自独立,
而是一种相互转化的关系。 对历代本草考证及临

床经验进行分析,发现古代与现代对荠菜的性味的

认识存在差异,古代本草中记载荠菜药性多为温

性,而现代记载多为平性、凉性,且对荠菜药味的记

载有甘、辛、涩、苦、淡 5 种。 同时,其清肝明目、凉
血止血、清热利湿、益气养血、利五脏等功效运用中

医学理论、中药药性理论均可以得到佐证,但是对

于炮制前后对其性味的影响暂无实验研究。 荠菜

的辛、涩、苦味和荠菜本草典籍中提到的温性和现

代新增的平性及抗炎、抑菌、抗衰老等药理作用所

对应的性味,仍需进行深入的药理学研究,从而进

一步证实荠菜的性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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