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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七为重要中药，迄今对于三七的来源仍众说纷纭。根据文献考证与三七的植物生物学调查，
讨论三七的应用历史、栽培历史，以及三七的原产地。

关键词：三七；起源
中图分类号：R2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6427(2015)06-83-04
doi:10.13728/j.1673-6427.2015.06.026

The History and Origin of Notogins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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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toginseng (Panax notoginseng)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erb, has so far for the origin is still debated.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ncient literature researches and plant 
biology investigation to discuss the history of utiliz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notoginseng as well as the original 
places of this h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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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为Panax notoginseng (Burk.) F.H.Chen) 为五

加科人参属植物，是我国重要的传统中药，也是历

史悠久的药食两用天然资源，传统用于活血化瘀，

跌打损伤 , 以及滋补强壮等。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三七化学物质和药理作用不断阐明，研究开发了许多

以三七为原料的药物、中成药、保健品和健康产品。

市场需求日增，种植业和加工业不断发展，形成了显

著的产业规模。

然而，有关三七的起源，至今仍众说纷纭，牵强

附会，尚无定论。甚至有人认为三七是从东北引种的

人参，经过多年种植，产生的变异。本文根据文献考

证与植物生物学调查，提出三七起源的见解，供参考。

1　三七的历史

大约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1523 年）的《跌损

妙方》（异远真人编著）用方 133 条，记载有“参

三七”的方达 40条，多配伍用于活血祛瘀，止血理气。

是目前发现的有关三七最早的文字记载[1]。但所指“参

三七”是否即为五加科植物三七，无确切证据。

明代云南彝族医药手抄本“聂苏诺期”（1566 年）

称：“刀伤而血流不止，三七煎服或研粉撒伤口”[2-4]。

如该手抄本可靠，应为云南少数民族文字最早记载

三七的纪录。也是三七原产于云南的重要依据。该手

抄本确切的成书时间，则尚需考证。

明代的著名世俗小说《金瓶梅》中提到“广南镇

守带的那三七药不拘妇女甚崩漏之疾，用酒调至粉末

儿吃下去即止”。明朝设广南府，所辖地区大致为现

在的广西西南和云南东南地区。该书普遍认为成于

1573 ～ 1620 年间，确切年代待考 [5]。

明代万历年间的张四维在《医门秘旨》（1575 年）

中称：“三七草，其本出广西，七叶三枝，故此为名。

其根类香白芷，味甘气辛，温性微凉，阳中滋阴，

散血凉血，治金疮刀斧伤立效。又治吐血崩漏之疾。

边上将官宝之为珍。如有伤处，口嚼吞水渣敷患处

即安。血证之奇药也”[6]。张氏所述应为迄今发现的

三七最早的可靠的文字记载。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1578 年）中称“此药近

时始出，南人军中用为军疮要药，云有奇功”。认为

三七“乃阳明厥阴血分之药，故能治一切血病”[7]。

李时珍第一次注意到三七“颇似人参之味”，将三七

与人参联系在一起。

《本草纲目》出书前后，三七在中原各地日渐广

泛应用，医药典籍累有记述。清初名医陈士铎（16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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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 年）最先论及三七的滋补作用，他在《本草新编》

（1686 年）中称：“三七根各处皆产，皆可用，唯西

粤者尤妙。以其味初上口时绝似人参，少顷味则易与

人参耳。故止血而兼补。他处味不能如此”[8]。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1765 年）称三七“大

如拳者治打伤，有起死回生之功，价与黄金等”。并

将三七与人参并列，指出三七“颇类人参，人参补

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味同而功亦等，故人并称人

参、三七为药中最珍贵者”。 并引《百草镜》云：“人

参三七味微甘，颇似人参，入口生津”[9]。

雍正年间的《广西通志》（1733 年）认为当地出

产的山羊“以常食三七叶，取其血更佳”。《百色厅志》

（1880 年）载“惟三七一种，世俗名为田七，今岁

进贡品，仍归厅县承办”。

以上表明，三七最先在广西西南部和云南东南部

地区的少数民族（苗、壮、瑶、彝族）中应用，随着

各民族间的交流和军旅、商贾的传播，才逐渐传入中

原。三七的功效和作用不断发现，在明清时期已成为

家喻户晓的常用贵重药物了。

2 　三七的名称

三七又称田七、田三七、开化三七、山漆、田漆、

金不换、血参、三七参、三七人参、人参三七等。关

于三七名称的由来，一直有不同的观点。

张四维（1575 年）认为：“三七草，其本出广西，

七叶三枝，故此为名”。《本草纲目》则称：“彼人言

其叶左三右四，故名三七，盖恐不然。或云本名山漆，

谓其能合金疮，如漆粘物也，此说近之，金不换贵

重之称也”。李时珍提出三七由叶的形态而得名不妥， 

似应从其“粘合金疮如漆”的功能得名，系“山漆”

之谐音。

    《本草纲目拾遗》坚持“每茎上生长七叶下生

三根，故名三七”。《广西通志》也认为“三七恭城出，

其叶七茎三故名”。显然，以叶“左三右四”或“三

支七叶”等形态特征命名三七，虽是后人的附会，却

因形象颇似，而得到认同。

广西西南部的田阳、靖西等县，古称“田州”，

是明清时期三七的主要集散地。按我国中医药的传

统，道地药材或以产地命名，或以集散地命名。故《伪

药条辩》称三七为田三七、田漆。《岭南采药录》称

为田七。云南文山州，清郡制设开化府，盛产三七，

称“开化三七”,“文山三七”。       

  《医林篡要》按三七行血的功效将三七称为“血

参”。三七贵与人参等同的价值，被称为“金不换”。

近代亦有称为“田七人参”、“三七人参”者，均将

三七与人参齐名。

三七的名称渊源，似应从最早应用三七的民族语

言中去考究。广西西南和云南南部的苗族是最早发现

并利用三七的民族之一。苗语称三七为“猜”(chei)。

生长在山中的“猜”，即称为“山猜”。汉民族结合其

有“粘合金疮如漆”之功效，用谐音称为“山漆”，

简化为“三七”。因此，“三七”之名似应是苗语“猜”

的谐音与汉语“山”结合形成的，是我国民族医药相

互融合的体现。

居住在云南中南部新平、双柏一带山区的古老彝

族部落称三七为“沙此”或“赊马波”。流传至今的

明代彝族医药手抄本“聂苏诺期” （1566 年）有所记载。

彝族用三七治疗外伤、皮炎、不孕症，以及老年人呆

迷。或许“三七”之名是彝族语“沙此”的谐音 [2-4]。

我国民间草药中，称之为“七”的植物药大多产

于陕西秦岭多。据统计达 100 余种。七药用途广泛，

以治疗跌打损伤和消炎止痛为多 [10]。三七按其功效

亦属“七”药之类。三七名称的来源是否与“七”药

相关，有待进了一步考证。

三七活血化瘀、跌打损伤的功能引起重视，以

三七命名的药材日渐增加。三七的同属植物， 如：

竹节参 (P. japonicus)、姜状三七 (P. zingiberensis )、

屏边三七 (P. stipuleanatus)、珠子参等（P. japonicus 

var. major )，均称为野三七。此外，还有土三七

(Sedum aizoon) 、菊三七 (Genure japonica)、藤三七

(Boussingaultia gracilis var. seudobaselloides ) 等其他科

属具有类似功效的植物，常被作为三七的代用品。

3　三七的栽培历史

明代万历的《广西通志》（1599 年）有“三七，

出南丹、田州，田州尤妙”的记载。

清代雍正时期的《檐曝杂记》（赵翼，1766 年）

记载了三七的栽培：“有草名三七，有人采其子，种

于陇峒，暮峒，亦伐木蔽之，不使见天日，以之治血

亦有效，非陇暮二峒不能种也”[11]。作者赵翼为镇安

府（德保县）知事，陇峒和暮峒地处德保县境。提示

广西西南部是最早种植三七的地区之一。今崇左市龙

州镇，仍有传统陇峒节。

道光年间吴其浚著的《植物名实图考》（1849 年）

称：“余在滇时，以书询广南守，答云，三茎七叶，

畏日恶雨，土司利之，亦勤栽培⋯⋯，盖皆种生，非

野卉也”[12]。清代的广南府辖现今云南省富宁和广南

县。

乾隆年间的《开化府志》（1785 年）载：“开化

三七，在市出售，畅销全国”。文山三七的名声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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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知晓。

以上记载表明，广西百色地区靖西、德保、那坡

等县，以及云南文山地区种植三七历史悠久。上世

纪 50 年代以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大力发

展三七的种植，逐渐成为三七的主产区。70 年代，

三七曾引种栽培于云南各地和长江以南一些地区。上

世纪 70 ～ 80 年代，云南中部山区曾大量种植三七，

种植范围包括：安宁、屏边、河口、建水、金平、玉溪、

峨山、通海、曲靖、宜良、师宗、泸西、罗平、宣威、

罗茨、嵩明、楚雄、姚安、双柏、普洱、景东、勐海、

景洪、大理、永平、云龙、洱源、临沧、丽江等地。

近年，随着市场的需求，三七种植区域不断扩展，四

川、贵州等省区亦有种植三七的报道。

4　三七的原产地

经过数百年的长期采集，以及森林生态环境的破

坏，三七作为一个自然的物种，已渺无踪迹。近百年

来，植物学家不断的寻觅，均未能发现野生的三七。

对于三七的原产地，则有不同的见解。因此，有必

要从历史文献和自然地理，以及植物地理学的角度，

对三七的原产地进行讨论。

4.14.1　三七产地的文献记载

《金瓶梅》称：“广南镇守带的那三七药⋯⋯”。

《本草纲目》称三七“生广西南丹诸州番峒深山中”。

明万历二十五年修的《广西通志》（1597 年）也提到

“三七，南丹、田州出，而田州尤妙”。清雍正十一

年修成的《广西通志》（1733 年）指出，三七“南丹

郡地并各土司俱出”， 《识药辨微》曰：三七“出右江

土司，最为上品”。《本草纲目拾遗》亦称三七“出右

江土司边境”。

田州，今广西百色地区田阳，右江贯穿其地，自

古以来是联通珠江和长江水系的重要通道，是西南地

区的贸易中心，也是三七最早的集散地。

按明朝建制，广南府位于南宁府西部，镇安府西

北，元江府以东，北为广西府，包括现代的广西西南

部和云南东南部。文字记载最早发现和利用三七的地

区，如：南丹、田州、右江、以及广南、文山等地，

均属广南府管辖范围。

明代彝族医药手抄本“聂苏诺期”（1566 年）发

现于哀牢山地区，新平和双柏比较封闭原始的彝族部

落，若该书的年代可靠，记述无误，提示云南中南部

的山区，在历史上亦属三七早期的分布地区之一。

《本草纲目拾遗》记载云南昭通产的昭参，常

认作为同属植物竹节三七 （竹节参）(P. japonicus)。

赵学敏引《金沙江志》（1749 年），称昭参“即人参

三七，产昭通府，肉厚而明润，颇胜粤产，形如人参

中油熟一种”。并引刘仲旭少府云：“昭通出一种苏家

三七，俨如人参，明润红透。⋯⋯其功大补血。⋯⋯

据所言：即昭参也”。该书提及三七多种，其中的“昭

参”按所述“肉厚而明润”，“明润红透”，“功大补血”

等特性，确与它种不类，似应为三七。

以上文献提示，三七不仅分布于广西西南部和云

南东南部的交界地区，也曾可能分布于云南中南和东

北部的温暖潮湿地区。由于长期的采集，以及生态

环境的破坏，原生的三七已经绝灭，迄今未能发现。

根据三七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态习性，似乎可以找到

三七的原产地的蜘丝马迹。

4.24.2　三七的生物学特性

三七为生态敏感型植物，适宜温暖湿润、通风避

光、季节变化不明显的环境，是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的林下阴生草本植物。

三七对光、热、水等生态因子均十分敏感，要求

透光率低，自然光照 8% ～ 20%，小环境气温（10 ～）

15 ～ 20（～ 25）℃，空气湿度 75% ～ 85% 左右，

通凤透气的荫蔽条件。适宜在 pH值 6 ～ 7.5 之间，

温度 10 ～ 20℃，湿度 25% ～ 30%，粘度低、土质

疏松，排水良好的森林砂质壤土上生长。

4.34.3　三七的原产地

根据三七的生物学特性，及其对生态因子的需

求，结合有关三七的文献记载，以及历史地理环境的

变迁，可以判断，三七的原生的环境应该是在南亚热

带山地湿性常绿阔叶林中。由于人类的活动和气候的

变化，这类森林植被的面积不断缩小，仅在交通不

便、人迹稀少的边远地区呈星状分布。

常绿阔叶林是我国亚热带地区的代表性森林植

被类型，以壳斗科，樟科，山茶科，木兰科植物为顶

层乔木的优势树种。常绿阔叶林可分为典型常绿阔叶

林，季风常绿阔叶林，山地常绿阔叶苔藓林等类型。

森林四季常绿，乔木分多层，水热条件充足。上层树

冠呈半圆球形，林冠封闭整齐。

我国西南地区的中山常绿阔叶林大致分布于北

纬 23°～ 32°，东经 99°～ 123°之间，海拔 1500 ～ 

2800 m 地区。由于受西南季风和高原地貌环境的深

刻影响，植物区系以中国 -喜马拉雅成分为标志。

植物物种多样性丰富，植被的主要特点是，乔木多

层，林冠封闭，荫蔽度高，湿度大，四季温差不大，

顶层乔木大多以壳斗科为主，山茶科植物次之。 

中山常绿阔叶林分布区是人类活动频繁的地

区，森林破坏严重，形成破碎化和片段化的小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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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切割分散在人迹稀少的山头，许多为半天然次

生林，面积小。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环境，

云南省成立自然保护区 160 个，其中，国家级 10 个， 

占地面积 299.4 万公顷，占国土面积 7.6％。其中，

属于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自然保护区 17 个，占地

面积近 22 万公顷。广西设立自然保护区 78 个，其中

国家级 16 个，亦有若干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林自然

保护区。这些自然保护区均在北纬 23 ～ 25°之间，

群落组成丰富，上层乔木盖度达 70%，中下层乔木

盖度大 60%以上，草本层高达 1 m, 平均盖度 34%，

多阴生或耐阴种类 [13]。

结合上述历史文献的考证，以及三七的生物学特

性，作者认为，三七应原生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中山

湿性常绿阔叶林中，为林下的阴生稀有植物。若恢

复原始的自然状态，将这类自然保护区连接成一片，

或许就是三七最早的分布地区。三七为居住于这一带

山区的少数民族最早发现和利用。经长年的采挖，野

生的三七个体日逾减少，直至灭绝。为了持续利用，

当地苗族群众模拟三七的生境，用树桩搭棚，山草遮

阴，在房前屋后开始了三七的种植。三七最早在我国

西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壮、苗、瑶、彝族）中应用，

而后随着各民族间的交流和军旅、商贾的传播，才逐

渐传入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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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丰富、教学效果好的教师组成校教学督导委员会，

负责全校的教学督导工作 [6]。双主体办学模式下，这

种督导形式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针对双主体办学

模式，我们成立了互补型教学督导机构，教学医院成

立二级督导组织，校方督导机构主要注重宏观指导，

教学医院督导组织主要注重微观教学督导工作，并依

据评价标准对第 2学年的教学工作的过程和绩效进行

调查、研究、质量分析及评定，在此基础上对校本部

教学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和方案。

4.84.8 校园文化与行业文化有机融合  双主体办

学模式的实施有利于校园文化与行业文化的有机融

合。临床医师的言传身教、临床教学的真实情境，给

学生带来真情实感和环境熏陶，引导学生了解、熟

悉、认同先进的行业文化，以缩短就业上岗后与行业

的磨合期。同时，学校把行业文化和人文精神及时充

实到职业指导、德育实践等课程中。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开放的教育类型，跨越了职业

与教育、企业（行业）和学校、工作与学习的界域 [7]。

双主体办学是对职业教育跨界属性的实践，是校企深

度合作，积极探索的必然结果。实践表明，双主体办

学调动了企业（行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提高了技

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实现了教育与产业、学校

与企业、专业与岗位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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