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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文献考证，收集各地鸡血藤习用品种，阐述鸡血藤的来历及其基原。结果表明，目前用作鸡血

藤的植物达 26 种，分属于 6 科 12 属。文献记载最早、使用历史最悠久的凤庆鸡血藤，其基原为五加科植物异型南

五味子。《中国药典》收载的鸡血藤以豆科植物密花豆为基原，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主流品种。鸡血

藤各地习用品种和混杂品种甚多，药材质量难以控制。建议将凤庆鸡血藤载入《中国药典》。同时，制定专属性的

质量标准，保证药材和中成药产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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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血藤为常用中药，味苦、甘，性温，归肝、
肾经; 有活血补血，调经止痛，舒筋活络的功能。
用于月经不调，痛经，经闭，风湿痹痛、麻木瘫痪，

血虚萎黄［1］。鸡血藤为中医治疗血症和风湿的重要

药物，除用于中药配方饮片外，主要作为生产中成

药的原料。初步统计，以鸡血藤为原料生产的中成

药达 50 余种，其中不少为常用的中成药，如: 活血

通脉片、花红片、鸡血藤颗粒、维血宁等; 以鸡血

藤为原料组成中药复方制剂获得的专利项目亦达

150 多项，见表 1。

表 1 以鸡血藤为原料的中成药

序号 药品名称 文献来源 序号 药品名称 文献来源

1 鸡血藤膏 《顺宁府志》 ( 1759) 107 骨蚀再造丸 专利号: ZL200510017482. 2

2 鸡血藤胶 《本草纲目拾遗》 ( 1765) 108 强力通脉胶囊 专利号: ZL200510042650. 3

3 鸡血藤颗粒 部颁标准( 1997) WS3-B-2340-97 109 促卵复孕丸 专利号: ZL200510089159. 6

4 鸡血藤片 部颁标准( 1995) WS3-B-1950-95 110 紫睛除障丸 专利号: ZL200510012862

5 鸡血藤糖浆 部颁标准 WS3-B-2341-97 111 金鸡抑菌洗液 专利号: ZL200510118922

6 活血通脉片 部颁标准( 1991) WS3-B-0799-91;
《中国药典》 ( 2010)

112 红茯补肾养心药膏 专利号: ZL200610020310

7 妇科千金片 部颁标准( 1998) WS3-B-3402-98 113 益肾蠲痹丸 专利号: ZL200610097393. 8

8 金鸡虎补丸 部颁标准( 1989) WS3-B-0096-89 114 偏瘫速康胶囊( 丸) 专利号: ZL200710034286

9 补血调经片 部颁标准( 1997) WS3-B-2714-97 115 祛风止痒胶囊 专利号: ZL200710072057

10 盆炎净颗粒 部颁标准( 1997) W S3-B-2387-97 116 灵芝降糖胶囊 专利号: ZL200610031620. 7

11 养血安神丸 部颁标准( 1989) WS3-B-0116-89 117 通皮络胶囊 专利号: ZL200710016040

12 参鹿补膏 部颁标准( 1990) WS3-B-0324-90 118 风湿化瘀膏 专利号: ZL200810055269

13 骨刺平片 部颁标准( 1996) WS3-B-2186-96 119 鸡血藤滴丸 专利申请号: 200510062334. 2

14 舒筋活血片 部颁标准( 1997) WS3-B-2624-97 120 鸡血藤口服液 专利申请号: 200710131037. 8

15 芪枣冲剂 部颁标准( 1991) WS3-B-0939-91 121 复方鸡血藤泡腾片 专利申请号: 200810140450

16 维血宁冲剂 部颁标准( 1991) WS3-B-1031-91 122 花红分散片 专利申请号: 200410023398

17 钻山风糖浆 部颁标准( 1995) WS3-B-2011-95 123 花红软胶囊 专利申请号: 20051002476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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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抗骨增生片 部颁标准( 1993) WS3-B-1338-93 124 金鸡口服液 专利申请号: 200510078468. 3

19 花红片 《中国药典》 ( 2010) 125 康妇灵片 专利申请号: 200510031663. 0

20 花红颗粒 《中国药典》 ( 2010) 126 精气神口服液 专利申请号: 94102628. 0

21 维血宁 《中国药典》 ( 2010) 127 乳腺康冻干粉针剂 专利申请号: 200410083992. 5

22 乳癖消片 《中国药典》 ( 2010) 128 乳癖消软胶囊 专利申请号: 200410155511. 7

23 复方鸡血藤膏 《中国药典》 ( 2010) 129 消骨灵 专利申请号: 96121218. 7

24 复方保泰松
鸡血藤片

化学药品地标升国标 ( 2002 ) WS-10001-
( HD-0637) -2002

130 跌打百草膏 专利申请号: 93103715. 8

25 康妇灵胶囊 《国 家 中 成 药 标 准 汇 编·妇 科 分 册》
( 2002)

131 骨刺灵 专利申请号: 96118818. 9

26 定坤丹 《国 家 中 成 药 标 准 汇 编·妇 科 分 册》
( 2002)

132 骨质增生复康剂 专利申请号: 96120912. 7

27 丹黄祛瘀胶囊 《国 家 中 成 药 标 准 汇 编·妇 科 分 册》
( 2002)

133 益骨丸 专利申请号: 97101965

28 养血安神糖浆 《国家中成药标准汇编·内科心 系 分 册》
( 2002)

134 强筋壮骨液 专利申请号: 200310120827. 8

29 养血安神颗粒 《国家中成药标准汇编·内科心 系 分 册》
( 2002)

135 佳效跌打散 专利申请号: 200910119859

30 脑心安胶囊 《国家中成药标准汇编·经络肢 体 分 册》
( 2002)

136 颈椎膏 专利申请号: 200810132176

31 脑心通胶囊 《国家中成药标准汇编·经络肢 体 分 册》
( 2002)

137 鸡血藤外用药 专利申请号: 200510106598

32 彝心康胶囊 《国家中成药标准汇编·内科心 系 分 册》
( 2002)

138 百康贴 专利申请号: 03100479. 2

33 消结安胶囊 《国 家 中 成 药 标 准 汇 编·肿 瘤 分 册》
( 2002)

139 接骨丸 专利申请号: 02113903. 2

34 乳腺康注射液 《国 家 中 成 药 标 准 汇 编·妇 科 分 册》
( 2002)

140 类风湿康复合剂 专利申请号: 03111992. 1

35 乳癖安消胶囊 《国家中成药标准汇编·口腔肿瘤儿科分
册》 ( 2002)

141 心泰膏 专利申请号: 93100343. 1

36 乳癖安消口服液 《国家中成药标准汇编·口腔肿瘤儿科分
册》 ( 2002)

142 滋阴壮阳口服液 专利申请号: 94102638. 8

37 抗骨增生糖浆
( 口服液)

《国 家 中 成 药 标 准 汇 编·骨 科 分 册》
( 2002)

143 消栓通脉散 专利申请号: 95109747. 4

38 骨骼风痛胶囊 《国家中成药标准汇编·脑系经络肢体分
册》 ( 2002)

144 安志胶囊 专利申请号: 98110214. X

39 骨骼风痛片 《国家中成药标准汇编·经络肢 体 分 册》
( 2002)

145 正通追风丸 专利申请号: 98112474. 7

40 骨友灵巴布膏 《国 家 中 成 药 标 准 汇 编·骨 科 分 册》
( 2002)

146 愈湿通胶囊 专利申请号: 00110229. X

41 中华跌打丸 《国 家 中 成 药 标 准 汇 编·骨 科 分 册》
( 2002)

147 宁康胶囊 专利申请号: 98114366. 0

42 骨增消片 《国 家 中 成 药 标 准 汇 编·骨 科 分 册》
( 2002)

148 四参通脉合剂 专利申请号: 02104172. 5

43 藤黄健骨丸 《国 家 中 成 药 标 准 汇 编·骨 科 分 册》
( 2002)

149 中风脑心通 专利申请号: 02120830

44 骨健灵膏 《国 家 中 成 药 标 准 汇 编·骨 科 分 册》
( 2002)

150 参灵通络胶囊 专利申请号: 200710144837

45 丹珍头痛胶囊 《国家中成药标准汇编·经络肢 体 分 册》
( 2002)

151 清眩丸 专利申请号: 20031010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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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骨泰酊 《国家中成药标准汇编·经络肢 体 分 册》
( 2002)

152 众康丸 专利申请号: 200410010599

47 风寒骨痛丸 《国家中成药标准汇编·经络肢 体 分 册》
( 2002)

153 龙蚣止痛胶囊 专利申请号: 03148187. 6

48 降糖通脉胶囊 《国家中成药标准汇编·内科气血津液分
册》 ( 2002)

154 银屑净冲剂 专利申请号: 02145087. 0

49 彝心康胶囊 《国 家 中 成 药 标 准 汇 编·心 系 分 册》
( 2002)

155 耳聋复聪丸 专利申请号: 02156269. 5

50 复方风湿药酒 《国家中成药标准汇编·经 络 肢 体 分 册》
( 2002)

156 痹通口服液 专利申请号: 200310115104. 9

51 舒筋风湿酒 《国家中成药标准汇编·经 络 肢 体 分 册》
( 2002)

157 关节消疼丸 专利申请号: 200510017428. 8

52 祛风息痛丸 《国家中成药标准汇编·经 络 肢 体 分 册》
( 2002)

158 祛风除痹胶囊 专利申请号: 200410020648. 1

53 天芝草胶囊 《国家中成药标准汇编·口腔肿瘤儿科分
册》 ( 2002)

159 通络类风湿散 专利申请号: 200410042679

54 壮腰健肾丸 《国家中成药标准汇编·内 科 肾 系 分 册》
( 2002)

160 血脉通丸 专利申请号: 200510113054

55 花红胶囊 《国 家 中 成 药 标 准 汇 编·妇 科 分 册》
( 2002)

161 万家乐膏药贴 专利申请号: 200510096791

56 补血宁神片 《国 家 中 成 药 标 准 汇 编·心 系 分 册》
( 2002)

162 通络祛痛贴 专利申请号: 1200510069266. 2

57 复方鸡血藤颗粒 专利申请号: 200610029659 163 丹黄祛瘀片 专利申请号: 200510047765. 1

58 复方鸡血藤胶囊 专利号: ZL200610029660 164 冬青脑通散 专利申请号: 200610167167

59 消骨通痹丸 专利号: ZL01130439 165 养胎阿胶丸 专利申请号: 200710070879

60 自愈接骨丹 专利号: ZL03136608. 2 166 天麻眩晕散 专利申请号: 200710070898

61 铁骨丹 专利号: ZL03119336. 6 167 温阳益阴丸 专利申请号: 200710070917. 9

62 骨质增生速愈剂 专利号: ZL96119419. 7 168 养血美颜胶囊 专利申请号: 200810124803. 2

63 骨灵丹 专利号: ZL93108187. 4 169 麻蛇油追风膏 专利申请号: 200710170900

64 骨刺冲剂 专利号: ZL97105277. 8 170 中风复遂胶囊 专利申请号: 200810159018

65 壮筋骨胶囊 专利号: ZL97111723. 3 171 鸡血藤胶囊 国药准字: Z20050526

66 追风透骨拔毒散 专利号: ZL200410050201. 9 172 透骨灵橡胶膏
结小，巴根那等 . 透骨灵橡胶膏薄层色
谱 鉴 别 研 究， 中 国 民 族 民 间 医 药
( 2009)

67 乌鸡接骨膏 专利号: ZL01127402 173 鸡血藤注射液 周长坚，许琳等 . 鸡血藤注射液的抗生
育和安全性试验，福建中医药( 1988)

68 消栓通脉胶囊 专利号: ZL03121544. 0 174 双藤片 林阳，刘家宜 . 双藤片的制备和临床应
用，海峡医学( 1997)

69 消风痛注射液 专利号: ZL93116294 175 三藤口服液 林厚文 沈阳等 . 三藤口服液的研制及
临床应用，时珍国医国药( 2001)

70 复方阿胶补血膏 专利号: ZL02127915 176 活血通脉冲剂 王玉瑛 . 活血通脉冲剂治疗缺血性脑卒
中 100 例观察，天津中医( 1995)

71 蠲痹活络丸 专利号: ZL01138267. 8 177 金鸡冲服剂 金鸡冲服剂，广西医学( 1976)

72 活络消刺丸 专利号: ZL 01138267. 8 178 妇安胶囊 刘玉林，梅其炳等 . 妇安胶囊治疗慢性
盆腔炎 50 例，陕西中医( 2003)

73 扶正偏瘫丸 专利号: ZL02157943. 1 179 温经消痛片 郑鑫 . 温经消痛片治疗原发性痛经，山
西中医( 2007)

74 蚂蚁双参通痹丸 专利号: ZL02135261. 5 180 养血清脑颗粒 天津 解 放 军 254 医 院， 天 津 天 士 力
( 1996)

75 七麻活筋丸 专利号: ZL02139671. X 181 醒脑通络片 郭建队，杨秀清 . 醒脑通络片对气虚血
瘀型脑缺血再灌注大鼠作用的实验研
究，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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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通络宁 专利号: ZL03109784. 7 182 脑脉通合剂 郑芙蓉 查仲玲 . 脑脉通合剂薄层层析
鉴别，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1994)

77 关节止痛膏 专利号: ZL03112393. 7 183 通脑舒心液 苏云明，赵雪瑛等 . 通脑舒心液药理作
用研究，中成药( 1997)

78 安康欣胶囊 专利号: ZL03119191. 6 184 活血清脑冲剂 吴乃峰，闫希军等 . 活血清脑冲剂的毒
理研究，天津药学( 1993)

79 川乌镇痛膏 专利号: ZL95117017. 1 185 癥瘕消散丸 张玉洁 . 癥瘕消散丸质量标准研究，海
峡医学( 2007)

80 龙蛇复康灵冲剂 专利号: ZL96101120. 3 186 毓宫胶囊 杨鉴冰，崔晓萍等 . 毓宫胶囊治疗子宫
发育不良不孕症 180 例临床观察，上海
中医药杂志( 2005)

81 顽痹胶囊 专利号: ZL96118047. 1 187 产后风湿康胶囊 杨仓良 赵伟等 . 产后风湿康胶囊治疗
产后风湿病 310 例疗效观察，新中医
( 2005)

82 丹藤治栓丸 专利号: ZL97101568. 6 188 归甲疏通胶囊 潘文，张锁庆 . 归甲疏通胶囊治疗输卵
管阻塞性不孕症 82 例疗效观察，新中
医( 2005)

83 偏枯牵正丹 专利号: ZL97101530. 9 189 舒乳消痛口服液 许爱霞，葛斌等 . 舒乳消痛口服液质量
标准 的 制 定， 中 国 医 学 理 论 与 实 践
( 2003)

84 痹可通 专利号: ZL93102708. X 190 苦酒膏 岳峰梅，张薇等 . 苦酒膏的制备和质量
控制，齐鲁药事( 2009)

85 黑龙增红片 专利号: ZL98112859. 9 191 筋骨痛消丸 王颖，李亚平等 . 筋骨痛消丸治疗肩关
节周围炎疗效观察，中医正骨( 2005)

86 多效补血口服液 专利号: ZL96118403. 5 192 壮骨伸筋胶囊
赵冀伟，叶伟 . 壮骨伸筋胶囊治疗颈椎
病 的 临 床 研 究， 中 国 骨 肿 瘤 骨 病
( 2004)

87 中风康胶囊 专利号: ZL96118838. 3 193 丹芩颗粒 田成旺，张铁军等 . 丹芩颗粒薄层鉴别
研究，时珍国医国药( 2007)

88 神通胶囊 专利号: ZL97101464. 7 194 糖宁止痛胶囊 刘莉，李轩 . 糖宁止痛胶囊治疗糖尿病
周 围 神 经 病 变 72 例， 吉 林 中 医 药
( 2007)

89 黑羊胎素补液 专利号: ZL99107475. 0 195 龟鹿益髓胶囊 陈金亮，王殿华 . 龟鹿益髓胶囊治疗多
发性硬化症 120 例临床观察，中国中医
基础医学杂志( 2008)

90 生血宝 专利号: ZL97122328. 9 196 肌萎灵胶囊 李永利，李红霞等 . 肌萎灵胶囊治疗多
发性硬化症 52 例，陕西中医( 2005)

91 寒痛灵胶囊 专利号: ZL00101577. X 197 芪术口服液 何忠平，龚彬荣等 . 芪术口服液抗辐射
损伤的实验研究，中成药( 2005)

92 白血病康复散 专利号: ZL98112602. 2 198 洋花降糖胶囊 杨海成，武欣等 . 洋花降糖胶囊对 2 型
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 49 例疗效观察，
现代中医药( 2005)

93 心脑通冲剂 专利号: ZL00112475. 7 199 通痹灵合剂 邓晓梅，孙亦群等 . 薄层色谱法鉴别通
痹灵合剂中的鸡血藤及南蛇藤，广东
药学( 2004)

94 蛇仙风湿丸 专利号: ZL99114523. 2 200 芪藤活络片 李军，龚孟怡 . 芪藤活络片治疗类风湿
性关节炎的临床观察，湖北中医杂志
( 2003)

95 生血胶囊 专利号: ZL200510041741. 5 201 糖肢宁胶囊 马晓霖，饶振芳等 . 糖肢宁胶囊 1 号治
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65 例临床观察，
新中医( 2003)

96 灭艾灵口服液 专利号: ZL02100242. 8 202 痹痛丸 沈桂平，李广霞等 . 痹痛丸的质量控制
与临床观察，黑龙江中医药( 2010)

97 治肝胶囊 专利号: ZL01114477. 7 203 鲁运神液 张兆旺，孙秀梅等 . 鲁运神液的质量标
准研究，中成药(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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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序号 药品名称 文献来源 序号 药品名称 文献来源

98 强心通脉液 专利号: ZL01117633. 4 204 补肾生血冲剂 李进更，高明全等 . 补肾生血冲剂治
疗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23 例，人民军医
( 1997)

99 川芪散 专利号: ZL200710014646 205 复方山豆根口服液 谢瑞金，申庆亮 . 复方山豆根口服液
镇痛消炎作用药理研究，时珍国医国
药( 1999)

100 贴脐通管散 专利号: ZL200710009988 206 紫荆升白口服液 马亚洲，李前文等 . 紫荆升白口服液
的制备及疗效观察，中国医院药学杂
志( 2001)

101 舒筋活络饮 专利号: ZL200410015783. 7 207 补血灵糖浆 郭锦章，马新超 . 补血灵糖浆治疗小
儿营养性贫血 76 例，安徽中医学院学
报( 1989)

102 灵芝复方液 专利号: ZL02139644. 2 208 三味参血胶囊 专利号: ZL02114687. X

103 海狗参龙丸 专利号: ZL02132813. 7 209 复元活血膏 杨道银，谢小庆等 . 复元活血膏治疗
膝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炎的临床及药效
学观察，四川中医( 2006)

104 溶栓健脑康 专利号: ZL03101385. 6 210 康痹胶囊 郭淑云 . 康痹胶囊治疗类风湿性关节
炎 82 例临床观察，中国中医药信息杂
志( 1998)

105 蝮龙抗栓丸 专利号: ZL03107816. 8 211 舒心降脂片 韩建英，胡剑秋等 . 舒心降脂片治疗
高脂血症 102 例疗效观察 ( 云南中医
学院学报，1990，13( 1) )

106 净肤灵 专利号: ZL200410003121. 8

注: 处方组成与功能主治略

《中 国 药 典》将 豆 科 植 物 密 花 豆 Spatholobus
suberectus Dunn 作为鸡血藤的正品［1］，但各地所用

鸡血藤的基原均有差别。鸡血藤中药材的习用代用

品种多，来源复杂，是使用混乱的中药品种。为了

正本清源，保证中药配方和中成药用药的安全、有

效和质量可控，本文在文献调查的基础上对鸡血藤

的品种进行考证与整理。
1 鸡血藤的文献记载

鸡血藤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清代汪昂的

《本草备要》 ( 1694) 。称: “鸡血藤，活血舒筋，治

男女干血劳，一切虚损劳伤，吐血咯血，咳血嗽血，

诸病要药”［2］。指出鸡血藤为血症要药，但未指明

其来源，亦未对药材性状进行描述。
1725 年范溥编的《顺宁府志》首次记载云南产

的鸡 血 藤，但 叙 之 不 详。刘 埥 续 编 《顺 宁 府 志》
( 1759) 卷十称: “鸡血藤，枝干年久者周围四五

寸，少者亦二三寸，叶类桂叶而大，缠附树间，伐

其枝，津液滴出，入水煮之色微红。佐与红花、当

归、糯米熬膏，为血分之圣药。滇南唯顺宁有之，

产阿度吾里者尤佳”。并认为，“其茎皮有光身与刺

者二种”［3］。顺宁府即今云南临沧市凤庆县，阿度

吾里为凤庆县郭大寨、雪山、三岔河等地。 《顺宁

府志》记载了道地药材鸡血藤为藤本植物，以其枝

熬膏，为“血分之圣药”。
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 ( 1765) 中对鸡血藤

进行了详细记述，称鸡血藤胶 “产猛缅，去云南昆

明记程一月有余，乃藤汁也，土人取其汁，如割漆

然，滤之殷红，似鸡血，作胶最良。近日云南省亦

产。其藤长亘蔓地上或山崖，一茎长数十里，土人

得之以刀砍断，则汁出如血，每得一茎可得汁数升。
彼处有店市之，价亦不贵，干者极似山羊血，取药

少许，投入滚汤中，有一线如鸡血走散者真”。称

功效为“壮筋骨，已酸痛，和酒服，于老人最宜。
治老人气血虚弱，手足麻木瘫痪等症。男子虚损，

不能生育，及遗精白浊，男妇胃寒痛。妇女经血不

调，赤白带下。妇女干血劳，及子宫虚冷不受胎”。
赵学敏 还 对 鸡 血 藤 的 药 材 特 性 进 行 了 详 细 描 述:

“吾杭龚太守官滇，带有鸡血藤回里，予亲见之，

其藤皮细洁，作淡黄色，切开中心起六角棱，如菊

花样，色红，四周乃白色，干之，其红处辄突出二

三分许，竟成红菊花一朵，亦奇物也，闻其藤最活

血，暖腰膝，已风痪”。同时，赵学敏还提及其子在

云南昭通所采的鸡血藤药材，称: “长儿景炎在四川

叙州府，与滇之昭通接界，因嘱其往觅此藤，所寄来

者，外形不殊，而中心惟作小红点，干之也不突起。
据来书云，实金沙江土司山中所得，然与龚太守所带

来者绝不相类，岂此藤也有二种耶，附记于此，以俟

考”。并说: “辛亥予在临安，患臂痛，胡春熙明府长

君名什曾，宦滇南归里，蒙赠鸡血藤胶，皆方块，每

块一、二两不等，外涂以蜃灰作白色，剖视其内，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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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如膏药胶状，云风瘫痹痛有效，其外灰见水即

脱去。据言其藤产腾越州铜壁关外新街所属地，遍

山谷皆是，新街守弁，每岁辄命卡兵斫取熬膏，除

馈遗各上司及僚友外，余剩者转市客商，贩入中土，

借沾微利，以为守资，渠所有即售自彼处也。外必

以蜃灰饰之，庶久藏不坏。因带归以示儿子景炎，

则又全非其所见。景炎曾馆昭通大关司马白公家，

见其所藏鸡血藤胶，猩红成块，俨如赤玉，光润可

爱; 今胡公所赠，内作黑色，或系年久色黯，抑系

新街所产与大关有别，惜不能亲历其地，为之细核，

附笔于此，以俟后之君子考订焉”［4］。
从赵学敏的记述，可见鸡血藤的珍贵。其所提

及的鸡血藤产地，猛缅原属景东府，后改属顺宁府

云州，即今云县，与凤庆相接。腾越州为高黎贡山

西麓的腾冲，位于凤庆之西南。而昭通则在云南东

北部，所产鸡血藤应为另物。显然，赵学敏不仅描

述了顺宁鸡血藤的分布范围，也提示鸡血藤在清代

就已出现混用的情况了。
20 世 纪 初 顺 宁 知 府 朱 占 科 续 修《顺 宁 府 志》

( 1904) 亦 载 鸡 血 藤［5］。《本 草 正 义》 ( 张 山 雷)

( 1920) 称: “文勤开府云南，赠以鸡血藤胶，信为

补血良药，乃用好酒蒸化服之。未及三四两，而暴

崩如注，几于脱陷，然后知此物温通之力甚猛，活

血是其专长”［6］。对鸡血藤的特殊功效做了肯定。
凤庆自古以顺宁鸡血藤膏而著名于世。顺宁鸡

血藤膏为顺宁医官杨辑五首创于清朝道光年间。杨

辑五在凤庆行医多年，发现顺宁鸡血藤有通经活络、
生血活血、调经之功效，用于妇科血症和风湿麻木

等病症有显著疗效，遂配方制成顺宁鸡血藤膏。初

为稀膏，后定型为干膏。在顺宁设依仁堂药铺销售，

备受青睐。民国时期，批量生产，在昆明开设顺宁

依仁堂销售，为云南名药，行销全国，远至东南亚

地区。据当时随药发行的 “依仁堂启事”介绍，顺

宁鸡血藤膏曾“经农商部审查给奖注册，复由巴拿

马博览会、各省展览会，审查给予特等金牌奖章，

并发给证书，以为凭据”。以上表明，至 20 世纪初

期，云南临沧地区特产的顺宁( 凤庆) 鸡血藤作为

血症要药已享誉海内外。
2 鸡血藤的基原考察

1963 年杨竞生和曾育麟对鸡血藤的基原进行了

考察［3］。杨竞生深入产地，访问民间医生与药农药

工，采集凭证标本，经吴征镒先生鉴定，确认云南

凤庆鸡 血 藤 的 基 原 为 五 味 子 科 植 物 内 南 五 昧 子

( Kadsura interiotr A. C. Smith. ) 的藤茎。《植物名实

图考》所 绘 鸡 血 藤 图 与 之 相 符。《顺 宁 府 志》
( 1759) 记载的鸡血藤膏原植物有 “光身与刺者二

种”，杨竞生等认为 “光身”者即为内南五味子或

近似种异型南五昧 K. heteroclite( Roxb. ) Craib.。“起

鼓丁刺”的 则 是 同 科 植 物 中 间 五 味 子 S. propinqua
( Wall. ) Baill. var. intermedia A. C. Smith.。凤庆鸡血

藤的原植物为五味子科植物，其藤茎为鸡血藤膏的

原料，未作为中药材在市场流通。顺宁鸡血藤只产

于云南临沧县的凤庆、云县、澜沧、耿马，以及腾

冲一带，资源匮乏。2006 年对主产区凤庆的资源调

查结果表明，全县资源储藏量仅 1 000 t 左右，已到

了濒危的境地。各地多用当地资源代用，造成鸡血

藤药材基原的混乱。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由于日益广泛的使用，

鸡血藤药材的用量激增，品种混乱现象日益突出。
1960 年出版的《中药志》最先将白花油麻藤( Mucuna
birdwoodiana Tutch. ) 作为鸡血藤的原植物，并称:

“目前市售品的原植物有油麻藤属和鸡血藤属( 崖豆藤

属) 二大类”［7］。1963 年杨竞生等曾提到: “作鸡血

藤使用的植物有崖豆藤属植物，除此之外还有白花油

麻藤、常 春 油 麻 藤 M. sempervirens Hemsl.、密 花 豆

等”［3］。《广西实用中草药新选》 ( 1969) 亦将白花油

麻藤作为鸡血藤的基原植物［8］。
密花豆作为鸡血藤的基原植物，最早记载似为

杨 竞 生 等 所 引 用 的 “广 西 药 物 研 究 所 资 料”
( 1962) 。1974 年的《广西本草选编》收载密花豆，

又名三叶鸡血藤。正式的记载当为 《全国中草药汇

编》 ( 1975) ［9］和 《中药大辞典》 ( 1977 ) ［10］。1977
年，密花豆作为中药鸡血藤的基原首次载入中国药

典［11］。曾参与《中国药典》编制的周子静称: “在

制定 1977 版 《中国药典》鸡血藤的起草任务时，

笔者为了弄清楚鸡血藤的混用品种，曾深入产区采

集标本，与商品鸡血藤对照鉴定，最终认为应以使

用时间长、应用面广、产量大的植物密花豆为鸡血

藤药材的正品列入 《中国药典》，其他品种均为各

省区的地方用药品种”［12］。谢宗万亦认为: “现时老

中药师在辨认鸡血藤时以 ‘粗如竹竿，略有纵楞，

质硬，色棕红，刀切处有红墨色汁者为佳’一般就

是指密花豆，这与文献记载 ‘剖断流汁，色赤如

血’，‘砍断则汁如血’等特征相符，以密花豆藤为

鸡血藤药材符合现时国内多数地区的用药情况”［13］。
于是，不仅各版《中国药典》按此收录，各种中医

药 书 籍， 如: 《全 国 中 草 药 汇 编》 ( 第 二 版，

1996) ［14］和 《中华本草》 ( 1999 ) ［15］等均将密花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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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鸡血藤的原植物。陈道峰分析市售药材，认为

鸡血藤的生药性状与密花豆藤茎相吻合［16］。显然，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密花豆已作为鸡血藤中药材

的主流品种，普遍应用于中药配方，并作为生产中

成药的原料。
关于昆明鸡血藤，吴其浚在 《植物名实图考》

( 1848) 中曾记载昆明鸡血藤与顺宁鸡血藤的差别。
称: “昆明鸡血藤大致即朱藤，而花如刀豆花，娇

子密簇，褐蔓痩劲，艳于朱藤，即紫藤耶? 与顺宁

鸡血藤异，浸酒亦主活血络”［17］。赵学敏记其子在

昭通采的鸡血藤药材，或许即为昆明鸡血藤。《云

南中草药( 续集) 》 ( 1973) 、《云南中药资源名录》
( 1993 ) 等 均 将 昆 明 鸡 血 藤 鉴 定 为 香 花 崖 豆 藤

Millettia dielsiana Harms. ，并作为中药鸡血藤的一个

地方习用品种［18-19］。《中药大辞典》 ( 1977) 和《中

国植物志》 ( 2004 ) 将昆明鸡血藤的原植物定为网

络崖豆藤 M. reticulata Benth. ［20］。谢宗万认为，昆

明鸡血藤小叶有 5 枚，与网络崖豆藤不同，应为香

花 崖 豆 藤 M. dielsiana Harms. ［13］，《中 华 本 草》
( 1999) 、 《新编中药志》 ( 2001) 、《中药大辞典》
( 2005) 均从之。

随着鸡血藤在中成药和处方方剂中的普遍应用，

鸡血藤地方习用和代用品种繁杂混乱。 《中国高等

植物图鉴( 第二册) 》 ( 1972 ) 收录的鸡血藤为网络

崖 豆 藤 M. reticulata Benth. ［21］，《中 药 大 辞 典》
( 1977) 收载的鸡血藤原植物除密花豆和香花崖豆

藤外， 还 有 白 花 油 麻 藤 和 亮 叶 崖 豆 藤 M. nitida
Bebth. ［10］，《新华本草纲要》 ( 1991) 记述了作鸡血

藤使用的植物有红血藤 S. sinensis Chun et T. Chen. 、
常 绿 油 麻 藤 M. sempervirens Hemsl. 、香 花 崖 豆 藤

等［22］，《全国中草药汇编》 ( 第二版，1996 ) 记载

的鸡血藤同名异物达 8 种，包括: 密花豆、网络崖

豆藤、香 花 崖 豆 藤、亮 叶 崖 豆 藤、丰 城 崖 豆 藤

M. nitida var. hirsutissima Z. Wei. 、白 花 油 麻 藤，以

及榼 藤 Entada phaseoloides ( L ) Merr. 和 大 血 藤

Sargentodoxa cuneata( oliv) Rthd et Wils. 等［14］。《新

编中药志》 ( 2001) 收录的鸡血藤品种达 10 种，均

为豆科植物。包括: 密花豆、网络崖豆藤、香花崖

豆藤、光 叶 崖 豆 藤、白 花 油 麻 藤、美 丽 崖 豆 藤

( M. speciosa Champ. ) 、光叶密花豆、红血藤、常春

油麻藤、褐 毛 黧 豆 ( M. castanea Merr. ) 等［23］。此

外，在个别地方少量作鸡血藤使用的还有革叶猕猴

桃 Actinidia coriacea.、扁 茎 崖 爬 藤 Tetrastigma
planicaule ( Hook. ) Gagnep.、白 花 酸 藤 子 Embelia
ribes Burm. F. 等［13，24］。初步统计，作为鸡血藤用的

植物达 26 种，分属于 6 科 12 属，见表 2。

表 2 用作鸡血藤的原植物种类

俗名 别名 拉丁名 科名 分布与产地 文献

鸡血藤 密花豆 Spatholobus suberectus Dunn 豆科 广西、云南 1

鸡血藤 光叶密花豆 Spatho1ohus harmandii Gagnep. 豆科 海南，广东 16

鸡血藤 红血藤 Spatholobus sinensis Chun et T. Chen. 豆科 海南、广东、广西 22

昆明鸡血藤 网络崖豆藤 Millettla reticulata Benth. 豆科 江苏、云南、浙江、福建、台湾、广西、
四川

20

昆明鸡血藤 香花崖豆藤 Millettia dielsiana Harms. 豆科 云南、江西、四川、贵州 18

鸡血藤 丰城鸡血藤 Millettia nitida Var. Hirsutissima Z. Wei. 豆科 江西、福建、湖南、广东 20

三叶鸡血藤 喙果崖豆藤 Millettla tsui Metc. 豆科 湖南、海南、广西、云南 15

鸡血藤 亮叶崖豆藤 Millettia nitida Bebth. 豆科 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广西、贵州 22

鸡血藤 皱果崖豆藤 Millettia oosperma Dunn. 豆科 广东、海南、广西、贵州、云南 22

鸡血藤 黔滇崖豆藤 Millettia gentiliana Levl. 豆科 贵州，云南、四川 16

鸡血藤 美丽崖豆藤 Millettia speciosa Champ. 豆科 福建、海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
云南

16

厚果鸡血藤 少果鸡血藤 Millettia pachycarpa Benth. 豆科 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
四川、西藏

22

鸡血藤 白花油麻藤 Mucuna birdwoodiana Tutch. 豆科 广东，广西、云南、四川 22

鸡血藤 常春油麻藤 Mucuna sempervirens Hemsl. 豆科 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广东、贵州、
云南、四川

16

老鸦花藤 褐毛黧豆 Mucuna castanea Merr. 豆科 台湾、广东、海南、广西、贵州、云南 15

过岗龙 榼藤 Entada phaseoloides( L. ) Merr. 豆科 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 3

禄劝鸡血藤 巴豆藤 Craspedolobium schochii Harms. 豆科 四川、贵州、云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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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俗名 别名 拉丁名 科名 分布与产地 文献

草红藤 毛宿苞豆 Shuteria involucrate ( Wal1. ) var. villosa
( Pamp) Ohashi.

豆科 云南 25

凤庆鸡血藤 内南五昧子 Kadsura interiotr A. C. Smith. 五味子科 云南凤庆、澜沧、耿马 16

凤庆鸡血藤 异型南五味子 Kadsura heteroclite( Roxb. ) Craib. 五味子科 云南、广西、广东 3

凤庆鸡血藤 黄龙藤 Schisandra propinqua ( Wall. )
Baill. var. IntermediaA. C. Smith.

五味子科 云南 3

鸡血藤 铁箍散 Schisandra propinqua ( Wal1. )
Bail1. var. sinensis Oliv.

五味子科 四川、云南、贵州、湖北 16

鸡血藤 大血藤 Sargentodoxa cuneata( oliv) Rthd et Wils. 木通科 河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
广东、云南

15

鸡血藤 革叶猕猴桃 Actinidia coriacea. 猕猴桃科 云南、湖北、湖南，广东、安徽 24

鸡血藤 扁茎崖爬藤 Tetrastigma planicaule ( Hook. ) Gagnep. 葡萄科 广西、广东、福建、云南、西藏 13

鸡血藤 白花酸藤子 Embelia ribes Burm. F. 紫金牛科 广西、云南、广东 13

3 讨论

中药鸡血藤按使用的习惯，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熬膏用的鸡血藤，这类鸡血藤仅作为制膏( 胶)

的原料，其基原为五味子科植物。该类鸡血藤应为

我国传统中医药最早应用，且文献最早记载的鸡血

藤，特产于云南西南部。另一类鸡血藤则作为中药

配方颗粒和中成药生产的原料使用。其起源应是基

于凤庆鸡血藤膏的特殊功效，后世将豆科等具有红

色树脂的植物作为其代用品，逐渐广泛应用于中医

药实践中。鉴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以豆科植物

为基原的鸡血藤药材的广泛应用，致使 《中国药

典》将市上主流药材品种密花豆作为鸡血藤的正

品，而将五味子科鸡血藤淡忘。目前，仅有云南个

别企业生产以异型南五味子为原料的鸡血藤膏。以

豆科植物为主要基原的鸡血藤中药材则由于应用日

益广泛，各地代用品众多，造成品种混杂，基原不

明，药材质量良莠不齐。为此，我们建议将南五味

子属 2 种植物载入 《中国药典》。五味子科的凤庆

鸡血藤与豆科鸡血藤为完全不同的基原，二者的药

材特性、化学成分与生理活性均差异甚大。凤庆鸡

血藤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是 “血症要药”，为继承

和发扬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宜将南五味子属 2 种

植物如异型南五味子等收入 《中国药典》，作为凤

庆鸡血藤的基原植物，用于生产鸡血藤膏。同时，

应加强凤庆鸡血藤的基础研究与产品开发。
鉴于《中国药典》已将密花豆作为鸡血藤中药

材的正品，应在系统植物化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

具有特征性和专属性的鉴别方法与质量标准，与混

用品种相区别，特别是与同科属的混用品种相区别，

以保证药材质量。对各地的地方性习用品种，应根

据各品种的分布地区和化学与药理药效特性，立法

规定限制使用的范围，不能与正品的使用相混淆。
对厚果鸡血藤等含有鱼藤酮类成分的种类，应进行

毒理学评价，不宜轻易混用代用。
以鸡血藤为原料生产的中成药品种多、用量大，

所以应加强鸡血藤管理，保证鸡血藤原料的来源可

靠与中成药产品的质量稳定，生产企业应重视对鸡

血藤药材的品种鉴别与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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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and Origin of Ji-Xue-Teng in TCM
ZHENG Li-xiong1，2，DING Yan-fen1，2，YANG Chong-ren1，2，3

( 1. Yunnan Weihe Pharmaceutical Company，Yuxi 653100，China; 2. Yunnan Engineer Research Center
of Plant Extracts，Yuxi 653100，China; 3.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CAS，Kunming 650204，China)

［Abstract］ Ji-Xue-Teng is a frequently-used herb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 TCM) for treatment of
blood syndromes and rheumatism. In order to elucidate its used history and origin plant，the detail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together with the collection of plants which used as Ji-Xue-Teng were don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are 26 species which belong to twelve genera of six families used as Ji-Xue-Teng in different area. Among them，Fen-
Qing-Ji-Xue-Teng is one of the earliest recorded in literature and used in Yunnan region，and its origin is Kadsura
heteroclite ( Roxb. ) Craib. In Chinese pharmacopoeia ( 2010 ed) ，Spatholobus suberectus Dunn. was appointed as the
origin of Ji-Xue-Teng，which became the mainstream commonly used herb after 1960’s.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local plants used as Ji-Xue-Teng，the herbal quality is difficult to control. Based on these research we suggest that
Feng-Qin-Ji-Xue-Teng should be recorded into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and a specific standard need to be
established for controlling the quality of crude drug of Ji-Xue-Teng.

［Key words］ JI-Xueteng; History; 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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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Suitablility Research of Herba Hypericum perforatum by TCMGIS
DU Jing1，2，SUO Feng-mei1，HUANG Lin-fang1

( 1. Institute of Medicinal Plants Development，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Beijing 100193，China;

2. Department of Resources Science of Trational Chinese Medicines，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China Pharmceutic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09，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ropriate producing area of Hypericum perforatum in China.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ecological factors of BanQiao town in Hubei province，which was selected as the analytical
basal place，is one of the main producing area of the geo-authentic crude drugs，use TCM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analyze the appropriate producing area of Hypericum perforatum in China.
Results: Besides traditional producing area such as BanQiao town of Hubei province，163 counties of 8 provinces，
such as Hubei，Chongqing，Anhui，Hunan，Sichuan，Shanxi，Guizhou，Yunnan province are also adaptive area
according to the eco-soil condition the medicinal plants needed. The total area of adaptive producing zone is about
45 773. 53 km2.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system is much valuable to the recogni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ducing area，the division of adaptive area，introduction and acclimatization of medicinal materials，
it also provide a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the int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Hypericum perforatum.

［Key words］Hypericum perforatum; Ecological Suitability; Ecological factors; TCMGIS
( 收稿日期 201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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