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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与其他

茜草的研究概况


张　琳１　　安衍茹１　　晁迎冉１　　詹志来２　　胡本祥１

（１．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４６；２．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北京 １００７００）

摘　要：目的 综述茜草研究概况。方法 通过查阅参考相关文献资料，从中国药典、地方标准、规格等级标

准汇总等方面对茜草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结果 对茜草现有标准及规格等级标准等进行汇总。结论 对进一

步制定茜草现有标准具有一定指导意义，有利于对茜草进行研究、开发和利用，进一步挖掘其潜在的药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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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草为茜草科植物茜草 Ｒｕｂｉａ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Ｌ．的
干燥根和根茎。春、秋二季采挖，除去泥沙，干燥。

气微，味微苦，久嚼刺舌。具有凉血，祛瘀，止血，

通经的功效。用于吐血，衄血，崩漏，外伤出血，瘀

阻经闭，关节痹痛，跌扑肿痛［１］。是临床上常用的

中药之一。为更好地利用茜草，本文综述了茜草

的质量研究现状，为评价其质量提供参考依据，以

确保茜草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１　现有质量标准汇总
１．１　中国药典
１．１．１　来源　茜草在 １９６３年版《中国药典》到
２０１５年版中均有收载，其中１９６３版《中国药典》［２］

一部收载茜草来源为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植物茜草
（Ｒｕｂｉａ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Ｌ．）的干燥根，而１９７７版《中国药
典》［３］一部、１９８５版《中国药典》［４］一部、１９９０版
《中国药典》［５］一部、１９９５版《中国药典》［６］一部、
２０００版《中国药典》［７］一部、２００５版《中国药典》［８］

一部、２０１０版《中国药典》［９］一部及２０１５版《中国
药典》一部均收载茜草来源为茜草科植物茜草Ｒｕ
ｂｉａ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Ｌ．的干燥根及根茎。
１．１．２　产地粗加工　茜草产地粗加工情况，其中
１９６３版药典记载产地粗加工为春、秋二季采挖，除
去茎苗，去净泥土（不宜水洗）及细须根，干燥即

得；其余各版药典均记载产地粗加工为春、秋二季

采挖，除去泥沙，干燥。

１．１．３　性状　茜草性状描述６３版为：本品无明显
主根，自根头部丛生支根，根头上有茎的残基，支

根呈圆柱形，弯曲或作扭曲状，长０．３～１尺许，直
径０．５～３分。表面棕红色或暗紫红色，具多数的
皱纹及少数须根痕，老皮易剥落，剥落处黄红色。

质轻脆，易折断，断面平坦，棕红色，具多数小孔。

无臭，味微苦。其余各版描述为：本品根茎呈结节

状，丛生粗细不等的根。根呈圆柱形，略弯曲，长

１０～２５ｃｍ，直径０．２～１ｃｍ；表面红棕色或暗棕色，
具细纵皱纹及少数细根痕；皮部脱落处呈黄红色。

质脆，易折断，断面平坦，皮部狭，紫红色，木部宽

广，浅黄红色，可见多数小孔。无臭，味微苦，久嚼

刺舌。

茜草饮片性状仅见１０版和１５版药典：本品呈
不规则的厚片或段。根呈圆柱形，外表皮红棕色

或暗棕色，具细纵纹；皮部脱落处呈黄红色。切面

皮部狭，紫红色，木部宽广，浅黄红色，导管孔多

数。气微，味微苦，久嚼刺舌。

１．１．４　饮片炮制　茜草饮片的炮制详细对比见
表１茜草饮片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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