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贝母
【药材来源】本品为百合科植物浙贝母 Fritillaria thunbergiiMiq.的干

燥鳞茎。

【品种考证】贝母之名最早见于东汉时期，原名“莔”“蝱”。唐代以

前的本草著作对贝母已有记载，如《神农本草经》云：“贝母，味辛、

平，主伤寒烦热，淋沥邪气，疝，瘕，喉痹，乳难，金疮风痉。”并

将其列为中品。《名医别录》云：“一名药实，一名苦花，一名苦菜，

一名商（字）草，一名勒母……十月采根，曝干。”经考证，这里的

贝母可能涵盖葫芦科及百合科贝母属两类植物。《本草经集注》云：

“形似聚贝子，故名贝母。断谷服之不饥。”根据形状描述，可推断

此书所载的贝母为浙贝母。

唐代苏敬《新修本草》记载：“贝母，此叶似大蒜，四月蒜熟时采，

良。……江南诸州亦有，味甘苦不辛。”其中产江南者是浙贝母。宋

代苏颂《本草图经》云：“贝母……根有瓣子，黄白色，如聚贝子，

故名贝母。二月生苗，茎细，青色，叶亦青。”此记载描述的是百合

科贝母属植物。根据产地及书中附图，产寿州、滁州、润州者，是浙

贝母 Fritillaria thunbergiiMiq.。

明代《本草汇言》云：“贝母，开郁、下气、化痰之药也……至于

润肺消痰，止嗽定喘，则虚劳火结之证……必以川者为妙。若解痈毒，

破癥结，消实痰，敷恶疮，又以土者为佳。”据考证，这里的“川者”

指四川产的贝母，“土者”指浙江产的贝母。至此，川、浙贝母始以

产地冠名区别开来，时至今日，这两个品种仍然是药用贝母的重要品



种。

历代各家对贝母形态、产地等涉及百合科贝母属 Fritillaria川贝母、

浙贝母、湖北贝母等植物及葫芦科的土贝母 Bolbostemma paniculatum

（Maxim.）Franquet（也称假贝母）等进行了阐述，至《本草纲目拾

遗》将浙贝母单独分条列述，该书引《百草镜》之言曰：“浙贝出象

山，俗呼象贝母。皮糙味苦，独颗无瓣，顶圆心斜，入药选圆白而小

者佳。”又云：“宁波象山所出贝母，亦分两瓣，味苦而不甜，其顶平

而不尖。”从以上对贝母形态的描述来看，浙贝母植物形态与现所用

浙贝母完全一样。因此，遵循 2015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

规定，将浙贝母基原定为 Fritillaria thunbergiiMiq.。

【道地沿革】最早对贝母的产地描述见于南北朝时期的《名医别录》，

书中云：“生晋地。”《本草经集注》云：“今出近道（今江苏镇江句容

茅山或江苏全境）。”

唐代苏敬《新修本草》记载：“贝母……出润州（今江苏镇江）、

荆州（今湖北荆州）、襄州（今湖北襄阳）者最佳。江南诸州亦有，

味甘苦不辛。”可见，浙贝母在中医临床应用历史悠久。宋代苏颂《本

草图经》云：“贝母，生晋地。今河中（今山西永济）、江陵府（今湖

北江陵）、郢（今湖北武汉）、寿（今安徽风台）、随（今湖北随县）、

郑（今河南郑州）、蔡（今河南汝南）、润（今江苏镇江）、滁（今安

徽滁州）州皆有之。”其中产寿州、滁州、润州者，是浙贝母 Fritillaria

thunbergiiMiq.。

清代吴仪洛《本草从新》记载：“川产开瓣，圆正底平者良；浙江



产形大，亦能化痰，散结，解毒。”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记载：

“出川者曰川贝，出象山者名象贝，绝大者名土贝。”又云：“贝形大

如钱，独瓣不分，与川产迥别，各处皆产。有出安徽六安之安山者，

有出江南宜兴之章注者，有出宁国府之孙字埠者，浙江惟宁波鄞县之

樟村及象山有之。入药选白大而燥皮细者良。”《象山县志》记载：“贝

母乾隆志：邑产之最良者。道光志：象山出者象贝,异他处……近象

产甚少，所用浙贝皆鄞小溪产。”表明在清代，象山农民将野生贝母

转为人工栽培，称象贝。后鄞县樟村一带大批种植贝母，改称浙贝。

民国时期《药物出产辨》云：“浙贝母产浙江宁波府。”

《中药材手册》云：“浙贝，主产于浙江宁波专区的鄞州。”《中华

本草》云：“浙贝母主产于浙江，江苏等地亦产。销全国并出口。”

综上所述，在《本草纲目》以前的历代本草著作中，没有说明何

地贝母优质，直至明代《本草汇言》始有“川者为妙”之说。《本草

从新》曰：“川产最佳。”自此才有川贝、浙贝、土贝之分。浙贝母从

清代开始转引为家种。临床医家从实践中认识到浙贝母疗效独特，并

广泛使用，使其逐渐成为药材市场中的主要药材之一，被人们称为道

地药材。鉴于浙贝母为“浙八味”之一，早在汉代著名医学家张仲景

的《伤寒杂病论》中就有应用，因此，本标准采纳浙贝母称谓。浙贝

母产地沿革见表 1。

表 1浙贝母产地沿革

年代 出处 产地及评价

明 《本草汇言》
贝母，开郁、下气、化痰之药也……若解痈毒，破癥

结，消实痰，敷恶疮，又以土者为佳

清 《本草从新》 浙江产形大，亦能化痰，散结，解毒



《本草纲目拾遗》

出川者曰川贝，出象山者名象贝，绝大者名土贝。贝

形大如钱，独瓣不分，与川产迥别，各处皆产。有出

安徽六安之安山者，有出江南宜兴之章注者，有出宁

国府之孙字埠者，浙江惟宁波鄞县之樟村及象山有

之。入药选白大而燥皮细者良

民国 《药物出产辨》 浙贝母产浙江宁波府

现代
《中药材手册》 浙贝，主产于浙江宁波专区的鄞州

《中华本草》 浙贝母主产于浙江，江苏等地亦产。销全国并出口

【道地产区】以浙江宁波（鄞州、海曙、象山）、金华（磐安、东阳、

武义）为中心，包括浙东丘陵低山小区、浙东沿海平原小区、浙中丘

陵盆地小区及周边地区。

【性状鉴别】大贝为鳞茎外层的单瓣鳞叶，略呈新月形，高 1cm～2cm，

直径 2cm～3.5cm。外表面类白色至淡黄色，内表面白色或淡棕色，

被有白色粉末。质硬而脆，易折断，断面白色至黄白色，富粉性。气

微，味微苦。

珠贝为完整的鳞茎，呈扁圆形，高 1cm～1.5cm，直径 1cm～2.5cm。

表面类白色，外层鳞叶 2瓣，肥厚，略似肾形，互相抱合，内有小鳞

叶 2～3和干缩的残茎。

浙贝片为鳞茎外层的单瓣鳞叶切成的片。椭圆形或类圆形，直径

1cm～2cm，边缘表面淡黄色，切面平坦，粉白色。质脆，易折断，

断面粉白色，富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