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藿香
【药材来源】本品为唇形科植物广藿香 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的干燥地上部分。

【品种考证】广藿香以“藿香”之名始载于东汉时期《异物志》，云：

“藿香交趾有之。”首次明确了藿香的产地交趾（今越南）。三国时期

《吴时外国传》云：“都昆在扶南南三千余里，出藿香。”提及藿香的

另一产地都昆(今马来半岛)。西晋时期《南方草木状》则更为详尽地

记载了广藿香的产地、种植和采收加工：“霍香，榛生……出交趾、

武平、兴古、九真。民自种之，五六月采。曝之，乃芳芬耳。”都昆

为今之马来西亚半岛，扶南国为柬埔寨。可推断藿香原产地为现今东

南亚一带，后传入我国，初作香料使用。东晋时期《交州记》中对广

藿香的气味加以描述，云：“藿香似苏合。”南北朝时期《金楼子》曰：

“扶南国今众香皆共一木，根是旃檀，节是沉香，花是鸡舌，叶是藿

香，胶是熏陆。”之后的诸多典籍据此将藿香与沉香、熏陆香、鸡舌

香、詹糖香和枫香列于同条，合称六香。宋代《本草图经》记载：“二

月生苗，茎梗甚密，作丛，叶似桑而小薄。六月、七月采之，暴干，

乃芬香，须黄色，然后可收。”绘蒙州藿香图，并强调“然今南中所

有，乃是草类”。经考证，蒙州即今广西蒙山，由此可见，宋代藿香

的种植已涵盖广东和广西地区。明代《本草纲目》记载藿香“豆叶曰

藿，其叶似之，故名”“方茎有节中虚，叶微似茄叶。洁古、东垣惟

用其叶，不用枝梗。今人并枝梗用之，因叶多伪故耳”。清代吴其濬

《植物名实图考》在“卷二十五·芳草类”中记载藿香及野藿香，并



分别绘图，据其藿香配图中叶对生、叶片卵圆形或三角形、基部圆形、

先端长尖、边具粗锯齿、花序顶生等特征，实则和唇形科藿香属植物

藿香 Agastache rugosa (Fisch.et Mey.) O.Ktze.性状相符；而野藿香图

文中，“叶色深绿，花色微紫，气味极香”，兼有花序顶生及腋生的特

征，则与今之广藿香 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互为印证。《增

订伪药条辨》记载：“藿香，本草名‘兜娄婆香’，产岭南最为道地。

在羊城百里内之宝岗村及肇庆者，五六月出新，方梗，白毫绿叶，揉

之清香气绕鼻而浓厚。味辛淡者，名广藿香……如雷州、琼州等处产

者，名海南藿香，即今所谓洋藿香也，其气薄而浊，味辛辣燥烈，叶

细而小，梗带圆形，茎长，根重为最次。其他如江浙所产之土藿香，

能趁鲜切片，烈日晒干，贮于缸甏，使香气收贮不走，入药效能亦甚

强，不亚于广藿香也。”因此，不同产地的藿香可分为“广藿香”“洋

藿香”及“土藿香”，推断古代本草中记载的藿香及海南藿香均为刺

蕊草属广藿香 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而土藿香为藿香属

藿香 Agastache rugosa (Fisch.et Mey.) O.Ktze。《药物出产辨》记载：

“藿香产广东，以番禺……石牌为好。肇庆、六步为肇香，次之。琼

州属产者为南香，更次。”对广藿香的道地产区进一步精准化。综合

以上可以推定历代本草记载的藿香应为现今之广藿香 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

【道地沿革】广藿香自宋代从原产地印度尼西亚或菲律宾等国传入我

国后，首先在广州石牌、棠下一带种植，其种植、培育、采收、加工

具有独特性，石牌广藿香（牌香）药材在形态、色泽、气味及临床疗



效等方面优于其他产地广藿香，被称为道地药材。但近年来广藿香的

道地产区石牌、东面和棠下等地因建设，该地区已不产石牌广藿香，

移至广州黄村和花县，但种植面积极小，不足一亩，“牌香”已不复

存在。但在 20世纪 40 年代，从印度尼西亚引种于海南万宁，再扩大

至广东湛江、徐闻、雷州、吴川等地种植，被称为“湛香”“琼香”

或“海南藿香”，一般认为不作药用，主要用于提取藿香精油，供出

口，其挥发油化学型属于广藿香醇型。20 世纪 50年代末，在肇庆、

高要一带大规模种植广藿香，被称为“肇香”“枝香”。一般经验认为，

其品质与“牌香”相近，亦供药用，其挥发油化学型属于广藿香酮型。

虽然不同产地种植的广藿香基原均为 Pogostemon cablin (Blanco)

Benth.，但由于产地环境因子的差异，导致广藿香在形态、化学成分

及临床等方面存在差异。综上所述，历代本草文献记载广藿香只有一

种基原，结合现代文献考证及不同产地广藿香药材的差异，认为主产

于广东肇庆、高要及西江流域周边适宜生长地区的广藿香品质较高，

可作为道地药材。广藿香产地沿革见表 1。

表 1 广藿香产地沿革

年代 出处 产地及评价

东汉 《异物志》 藿香交趾有之

三国 《吴时外国传》 都昆在扶南南三千余里，出藿香

晋 《南方草木状》 出交趾、武平、兴古、九真

宋 《本草图经》 藿香，旧附五香条，不著所出州土，今岭南郡多有之

民国

《药物出产辨》
藿香产广东，以番禺……石牌为好。肇庆、六步为肇香，

次之。琼州属产者为南香，更次

《增订伪药条辨》

藿香……产岭南最为道地。在羊城百里内之河南宝岗村及

肇庆者……名广藿香……如雷州、琼州等处产者，名海南

藿香

【道地产区】广东肇庆、高要及西江流域周边适宜生长地区。



【性状鉴别】广藿香茎略呈方柱形，多分枝，枝条稍曲折，长 30cm～

60cm，直径 0.2cm～0.7cm；表面被柔毛；质脆，易折断，断面中部

有髄；老茎类圆柱形，直径 1cm～1.2cm，被灰褐色栓皮。叶对生，

皱缩成团，展平后叶片呈卵形或椭圆形，长 4cm～9cm，宽 3cm～7cm；

两面均被灰白色茸毛；先端短尖或钝圆，基部楔形或钝圆，边缘具大

小不规则的钝齿；叶柄细，长 2cm～5cm；被柔毛。气香特异，味微

苦。

道地产区广藿香与其他产地广藿香性状鉴别要点见表 2。

表 2道地产区广藿香与其他产地广藿香性状鉴别要点

比较项目 道地产区广藿香 其他产地广藿香

主茎 毛茸密集；叶痕较大突出 毛茸稀疏；叶痕较小

断面髓部 髓部小 髓部较大

叶 较厚，卵形或椭圆形 较薄，长卵形或长椭圆形

气味 清香或纯香 浓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