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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该研究在石斛属植物在古籍中记载的种类、形态描述、地理分布、及本草实图考证基础上，对六部有石斛属植物记

载的中国经典古籍，以护肤功能为导向，通过民族植物编目的方法进行文献引证、功能主治、药方名、功效、护肤功效、炮
制方法、使用部位、服用方法等内容的收集和整理，研究结果显示: 六部经典古籍记载石斛种类 4 种，8 种类型利用部位、
10 种炮制方法、11 种护肤功效类型。该研究为该属植物的护肤利用提供了古籍民族植物学证据和线索，并为进一步保

护和深度研发石斛属植物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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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植物在人类保健养生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新型植

物护肤品研发已成为世界潮流。我国传统医药植物宝库对全世

界知名护肤品牌生产企业有巨大的吸引力，近年来欧洲、美国、日
本、韩国等相关企业前来中国进行“植物探矿”( Bio － prospec-
ting) ，寻找研发新型植物护肤原型知识 ( Prototype knowledge) 和

植物材料。居于中国九大仙之首的石斛，倍受青睐。然而，在中

国经典古籍中，其传统利用记载如何? 石斛属植物相关护肤产品

研发的传统知识和护肤文化的“知识原型”和“线索”是什么? 本

研究对中国六部经典古籍文献中有关石斛属植物的种类、传统利

用和历史渊源进行考证和整理，拟为石斛属植物的保护和相关产

品研发提供传统知识和护肤文化的依据。
1 研究方法

在《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中石斛属植物种类进

行考证的基础上，对中国经典医药古籍《四库全书》中有石斛使用

记载的六部古籍，即:《外台秘要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神农本

草经》《备急千金要方》《本草纲目》《普济方》，用民族植物学编目

方法，按传统命名、分布或道地考证、使用部位、炮制方法、药用功

效、护肤类型等内容进行统计、归类、并按石斛属植物在以上古籍

中出现的频次和频率等指标和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和研究。
2 研究结果

2． 1 分布和种类考证 石斛从先秦至清朝均以石斛和金钗石斛

为正名使用，仅在汉朝和宋朝两个朝代误以禁生、杜兰、石遂、杜
兰等别名用之，《名医》曰: 生六安水傍石上，七月八月，采茎，阴

干。其中也有千年竹、麦斛、千年润、雀髀斛等俗称。在古籍中也

是多以石斛和金钗石斛为正名使用，其他的称谓和俗名只用于少

数特定的地区。古今石斛属植物的分布大致重叠，除重庆和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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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该属集中分布在秦岭以南的西南地区，古今分布对照显示

该属植物有向西南方向迁移分布趋势。据石斛属植物在《中华

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中被归为单子叶植物纲总部 Mono-
cotyledoneae、微籽目部 Microspermae、兰科分部 Orchidaceae 中提

供的线索，结合石斛属植物在六本古籍和《中国植物志》中的描

述，将石斛属植物在古籍中的种类考证为 4 种，即束花石斛又名

金兰 Dendrobium chrysanthum Wall． ex Lindl［1］、霍山石斛 Dendrobi-
um moniliforme ( Linn． ) Sw．［2，3］、金钗石斛( 石斛) Dendrobium nob-
ile Lindl．［4 ～ 19］、流 苏 石 斛 又 名 石 兰 Dendrobium fimbriatum
Hook．［1，20 ～ 22］。
2． 2 石斛古法炮制 在六部经典古籍中，对石斛属植物的使用部

位进 行 频 率 统 计，结 果 显 示 地 上 部 分 ( 去 浮 膜 茎、叶、花 )

63． 73%、全草 0． 55%、去心 0． 14%、去头 0． 68%、去苗 1． 51%、去
皮 0． 27%、去芦 0． 41%和未明确使用部位32． 69%。表明在古籍

中使用部位最多的是地上部分包括去浮膜的茎、叶、花，另有

32． 69%无明确的使用部位记载，其余有少量全草、去头、去皮等。
由于石斛茎表皮致密，在气温较高的 7 月 ～ 8 月，仍将耗费较长

时间干燥。石斛药用部位为茎，需“去根”、“去芦”再用; 石斛鲜

用，在唐代已有记载，如《外台秘要方》卷十七引《延年秘录》“生

石斛酒”亦强调用“生石斛( 三斤捶碎) ”泡酒［23］; 在宋、元、明代

医籍中鲜见提及石斛的炮制方法。清代以后，石斛鲜用甚为普

遍。由于鲜活石斛难以干燥，干燥石斛质地绵软不易破碎，需用

细切、细锉、拍打、捣碎等方法，先使石斛致密的表面破开，再进行

酒处理再蒸、炒等炮制; 如捣碎:《备急千金要方》［24］云:“凡牛膝

石斛等，入汤酒拍碎用之。石斛入丸散者，先以砧槌极打令碎，乃

入臼，不尔捣不熟，入酒亦然。”酒水煎煮: “石斛……不入丸散，

惟可为酒渍、煮汤用尔”［25］，即把石斛用酒浸渍使润透后再用于

“煮汤”; 石斛水火共制法包括煮制和蒸制。如《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卷 5 金钗石斛丸［26］，“凡使，先洗去根土，用酒浸一宿，漉出，

蒸过，曝干，方入药用”［26］。《雷公炮制补遗便览》［27］ 描绘有按

《雷公炮炙论》“酒浸”、“酥蒸”法炮制石斛图，“酒浸一宿”、“漉

出”后的残酒，簸箕则用于将浸制后的石斛“于日中曝干”; 酥蒸

石斛的时间通过观察太阳的方位来确定“从巳至酉”( 约 10 小

时) 。《神农本草经》中未发现有石炮制方法记载;《本草纲目》仅

有酒浸 40%和酥蒸 60% 两种用于护肤方面的炮制类型; 据本研

究统计显示:《外台秘要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普济方》中

记载石斛的炮制类型以酒制、制散、制丸、煎煮、捣碎、熬膏等炮制

方法为主即这些炮制方法出现的频率相对较高，以蜜制、醋制、水
酒煎煮、火烧等炮制方法为辅即此类型炮制频率相对较少。四本

古籍中记载的炮制方法频率从高至低依次为《普济方》、《备急千

金药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和《外台秘要方》，其具体炮制方

法频率各异，见图 1。

图 1 四本古籍中记载的石斛主要炮制方法频率

2． 3 护肤功效类型 六本古籍中石斛护肤功效记载各异，护肤相

关功效内容却基本一致，记载了十类主要护肤相关功效类型: 疗

五劳七伤，滋阴壮阳，益脾肠胃，益气补血，祛风祛湿除热，悦泽润

泽，利水消肿，耐老，治脓疮痈疽，生发润发。《本草纲目》记载之

外，其它五本古籍中涉及另外六类护肤相关功效类型，其中，以益

气补血、益脾胃、滋阴壮阳、及五劳七伤四类功效出现频率较高，

悦泽润泽、利水消肿和脓疮痈疽类次之，也出现少量抗衰老及生

发润发类型的记载。石斛在四本医药古籍中记载护肤功效频率

如图 2 所示。

图 2 石斛在古籍中护肤功效频率统计

2． 3． 1 内调外养 石斛在《本草纲目》具有: ( 1) 益气补血: 如: 脚

膝冷疼痺弱，逐皮肌风壮筋骨，益气力; 五脏虚劳羸瘦，长肌肉，壮

筋骨，锁涎涩丈夫元气，酒浸酥蒸服满镒永不骨痛。( 2 ) 利水消

肿: 卷八中茅根同芍药、赤小豆、赤白、茯苓、车前子、薏苡仁、木

瓜、石斛木通治水肿; 卷九中甘草、萆薢、木瓜、石斛、薏苡仁等补

益之药为主而使防己为使乃无瞑眩之患，陶曰防己是疗风水要药

洁。古曰去下焦湿肿及痛并泄膀胱火邪; 卷三十中佐白芍药、生
地黄、桑寄生、桑根白皮、茯苓、泽泻、琥珀、石斛、薏苡仁、肉桂治

水肿之属阴分者均为要药其功长于利水故善除湿。《神农本草

经》中载石斛有清热祛湿功效“宜降清热; 清虚热; 清湿热; 宜清

火除热; 宜清热降火; 清热除湿等”。益气补虚功效“宜补中益

气; 宜益气补血; 峻补真气; 宜调气和中; 宜滋补，阳虚者补气，阴

虚者补血，阴阳两虚则气血双补”。益脾胃功效“夜剧书静属脾

阴虚宜补脾阴; 保脾胃; 宜益脾阴补脾; 治胃热呕吐; 久服厚肠

胃”。滋阴壮阳( 益肝肾) 功效“宜滋阴，生精补血; 强阴益精补内

绝不足; 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收敛功效“敛摄; 酸敛，佐以

涩精; 酸敛以制肝; 补敛; 宜益脾阴补脾和肝酸寒收敛”。除此之

外，还有泽泻、治脓疮、利水消肿等功效。
2． 3． 2 养颜护肤

2． 3． 2． 1 悦泽润泽 据药方名、主治功效、炮制方法、服用方法、
护肤类型，将石斛在四部经典古籍进行护肤功效整理，从药方名

可知古籍中记载石斛的用法均以复方形式出现，治病类型均以护

肤有关，如: 益颜色轻身延年、补和血脉驻颜色、暖元脏润泽肌肤、
面色青黄、疗肤脓疮和瘙痒等，炮制方法以捣筛后蜜制丸较为常

见，少量以酒浸制、煎煮和熬膏; 服用方法以温酒调服为主，鲜用

汤饮，护肤功效以悦泽润泽为主，治脓疮痈疽和肿胀瘙痒次之。
如:《普济方》中载石斛具悦泽润泽功效，如“充肌肤益气力、治颜

色枯悴、治肾劳虚寒面肿垢黑、面无悦泽肌体虚羸、治颜色不泽志

意昏沉、治血痹去邪益心悦颜色壮筋力、润肌肤去风冷兼治、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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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气美颜色、壮筋骨益血脉悦颜色、悦颜色耐寒暑倍力补精益髓、
悦泽颜色、补虚益颜色、和血脉驻颜色润肌发、和益荣卫驻颜补气

滋润肌体、患风冷气腹内不调补益肥白悦泽”。
2． 3． 2． 2 治脓疮痈疖 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石斛具治脓疮痈

疽功效，如卷六中菖蒲同二术、木瓜、薏仁、石斛、萆薢、黄檗为除

湿强步之要药兼治下部脓窠湿疮如神; 卷八中白鲜得牛膝、石斛、
薏苡仁、黄檗、苍术疗足弱顽痹去下部湿热多加金银花佐以汉防

己治下部一切湿疮; 萆薢同黄耆、生地黄、金银花、皂角、刺皂荚

子、牛膝、木瓜、石斛、薏苡仁、海风藤、白僵蚕、胡麻治恶疮久不

瘳。
2． 3． 2． 3 去痱止痒 据《神农本草经》卷六中记载石斛味甘，平，

无毒，主伤中。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补内绝不

足。平胃气，长肌肉，逐皮肤邪热痱，气脚膝疼冷痹弱。久服厚肠

胃，轻身延年定志除惊疏; 石斛得木瓜、牛膝、桑白皮、石南叶、白
藓皮、黄檗、茯苓、菖蒲则主诸痹及逐皮肤邪热痱。
4 讨论

本研究将石斛属植物在地方古籍中记载种类考证为 4 种石

斛，即束花石斛 D． chrysanthum Wall． ex Lindl、霍山石斛 D． monil-
iforme ( Linn． ) Sw．、金钗石斛 D． nobile Lindl．、流苏石斛 D． fim-
briatum Hook．。其中，并对石斛属植物古今分布进行了考证和比

较，得出石斛属植物古今分布一致性并有向南迁移趋势的观点。
鲜石斛难于干燥、干石斛质地绵韧难于破碎、研粉等问题，古人采

取“桑灰汤沃”、酒洗、酒浸、“米浆”等处理后再晒干，适当预处理

后再行干燥，即鲜石斛干燥前采用适当方法进行预处理，破坏其

致密表面以便于效用。古籍中多以酒浸、酒洗后再晒干，捣、切、
细锉拍打等预处理来提高使用效率，多种炮制方法也各具特点，

酒泡或浆水处理之后酥蒸制法是古代石斛炮制特色之一。用酒

处理石斛包括酒洗、酒浸、酒炒、酒蒸、酒煮等，石斛的用法有鲜

用、干用、茶用、熬膏使用等用法。石斛炮制类型以酒制、制散、制
丸、煎煮、捣碎、熬膏等炮制方法为主，以蜜制、醋制、水酒煎煮、火
烧等炮制方法为辅，却以后者为炮制特色，如酒浸酥蒸方法，与护

肤相关的炮制方法以酒浸、蜜制、制丸等多见。内服为主的服用

方法即基本用酒温服、汤服、茶饮。全身性内调外养方法主要有

滋阴壮阳、益气补血、五劳七伤、利水消肿、益脾肠胃、脚膝冷痹、
清热除湿等七个方面，护肤养颜方面以悦泽润泽、治脓疮痈疖、治
水肿瘙痒方面见长。在六本古籍中，以《普济方》记载的石斛利

用及护肤功效内容最多，《备急千金要方》、《太平惠民和剂局

方》、《外台秘要方》次之，《本草纲目》和《神农本草》仅有少量记

载。
在六部古籍中记载的 4 种石斛中，其中: 金钗石斛不仅被列

为《药典》药材，而且在现代文献中记载被八个少数民族记载 使

用［28，29］，即: 彝药用全草治疗阴伤目暗，肺痨虚热，肝胆湿热，全

身黄染，梦遗滑精，腰膝酸软。德昂药名菠决冬: 全草治热病伤

阴，口干燥渴，病后虚热。景颇药名 Lungzun: 功用同德昂族。阿

昌药名哈扎金，嗯切: 功用同德昂族。傣药名莫卖害 ( 德傣) : 茎

治热病伤津，口干烦渴，病后虚热。藏药名布协: 茎治热症，诸病

之呕吐症。基诺药名打彩: 茎治肺结核。流苏石斛仅为拉祜药苦

草，鹅母架拉比: 外用治跌打损伤，骨折伤筋; 内服治咽喉痒，咳

嗽。金钗石斛、束花石斛和流苏石斛 3 种植物均有中医药用法记

载: 茎，甘，微寒。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阴伤津亏，口干烦

渴，食少干呕，病后虚热，目暗不明。霍山石斛未见民族和中医药

用法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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