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前胡
【药材来源】本品为伞形科植物白花前胡 Peucedanum

praeruptorum Dunn 的干燥根。

【品种沿革】前胡始载于《名医别录》,被列为中品,书中云:

“味苦、微寒,无毒。主治痰满,胸胁中痞,心腹结气,风头痛。

去痰实,下气,治伤寒寒热,推陈致新,明目,益精。”陶弘景《本

草经集注》记载:“前胡似茈胡而柔软……此近道皆有,生下

湿地,出吴兴（今浙江的湖州、杭州一带）者胜。”又说柴胡

“似前胡而强”,陶氏认为前胡与柴胡的性状相似,且将前胡、

柴胡进行比较,表明两者应是同一类植物,即今伞形科植物,且

在当时前胡以产于今浙江地区的药材质量较佳。

五代时期《日华子本草》记载:“越（今浙江绍兴）、衢

（今浙江衢州、江西上饶一带）、婺（今江西婺源）、睦（今

浙江淳安）等处皆好。”产区与陶氏所言基本一致。

宋代《本草图经》记载:“前胡,旧不著所出州土,今陕西、

梁（今陕西南郑）、汉（今四川广汉）、江、淮（今浙皖赣一

带）、荆、襄（今湖北荆州和襄阳）、州郡及相州（今河南安

阳）、孟州（今河南焦作）皆有之。春生苗,青白色,似斜蒿;

初出时有白芽,长三四寸,味甚香美,又似芸蒿。七月内开白花,

与葱花相类;八月结实;根细青紫色……今最上者,出吴中（今

江苏吴中）。又寿春（今安徽寿县）生者皆类柴胡而大,气芳

烈,味亦浓苦,疗痰下气最要,都胜诸道者。”说明前胡在宋代产

区范围较广,已在陕西、四川、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河



南等地有分布,与今之前胡产区基本一致,并以产于江浙、安

徽一带的前胡品正质优,其形态描述也与今之白花前胡

Peucedanum praeruptorum Dunn 一致。

明代《救荒本草》记载:“生陕西、汉、梁、江、淮、荆、

襄、江宁、成州诸郡,相、孟、越、衢、婺、睦等州皆有,今

密县梁家冲山野中亦有之。苗高一二尺,青白色,似斜蒿,味甚

鲜美。叶似野菊叶而细瘦;颇似山萝卜叶亦细;又似芸蒿。开

黪白花,类蛇床子花,秋间结实。根细,青紫色,一云外黑里白。”

除前朝出现的地名外,增加了密县（今河南新密）。《本草品汇

精要》记载:“〔道地〕吴中,寿春及越、衢、婺、陸等处皆好。”

吴中为今江苏苏州辖区,作者认为除吴中产前胡为道地外,其

他越、衢、婺、陸等地产的前胡也好。《本草纲目》记载:“前

胡有数种,惟以苗高一二尺,色似斜蒿,叶如野菊而细瘦,嫩时可

食。秋月开黪白花,类蛇床子花,其根皮黑,肉白,有香气为真。

大抵北地者为胜,故方书称北前胡云。”北地指我国古代的北

地郡,大致在今陕西、甘肃、宁夏一带。可以知道明代前胡药

材仍有数种,惟以苗高一二尺,色似斜蒿,叶如野菊而细瘦,嫩时

可食。秋月开黪白花,类蛇床子花,其根皮黑,肉白,为真前胡,

其形态与伞形科植物前胡（又名:白花前胡）Peucedanum

praeruptorum Dunn 一致,其幼苗可食,有的地区又称“姨妈菜”,

因此,李时珍所说真前胡应该就是白花前胡。

清代《植物名实图考》记载:“前胡别录中品,江西多有

之,形状如图经……雩娄农曰:前胡有大叶、小叶二种,黔滇山



人采以为茹,曰水前胡,俗称姨妈菜,方言不可译也。”表明清代

江西已是前胡的主产区,同时在贵州、云南也产。

民国时期《增订伪药条辨》记载:“真前胡以吴兴产者为

胜,根似柴胡而柔软,味亦香美。……前胡,十月出新,浙江湖州、

宁国、广德皆出。”宁国、广德今属安徽。《药物出产辨》云:

“前胡产浙江省杭州府为上,其余河南怀庆府、信州、广西各

属均有出产。”怀庆府即今河南焦作、济源和新乡的原阳所

辖地域。信州即今江西上饶。

《中药材手册》记载:“商品中习惯认为浙江所产者品质

较好……主产于浙江淳安、昌化,安徽芜湖、安庆,江西上饶、

都昌,湖南安化、邵东,湖北枣阳等地。”

综上所述,前胡历来就是多来源品种,但一直以前胡

Peucedanum praeruptorum Dunn 为正品。《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自 2005 年版起,明确前胡为伞形科植物白花前胡

Peucedanum praeruptorum Dunn 的根。

【产地沿革】从历代本草文献记载来看,前胡分布较广,主产

于江西、浙江、安徽、江苏、河南、陕西等地,但以古信州一

带（包括今天目山周围江西上饶西北及浙江衢州以东的部分

地区）所产“信前胡”最为有名。现浙江产者又称“浙前胡”。

天目山北麓的宁国地区所产的前胡又称“宁前胡”,不仅产量

大,质量也优。鉴于三者产区皆位于天目山周围,品种同为白

花前胡,且环境、气候相仿,市场上也公认信前胡为道地药材,

因此,本标准采纳信前胡称谓。信前胡产地沿革见表 1。



表1 信前胡产地沿革

年代 出处 产地及评价

南北朝 《 本 草 经 集

注》

此近道皆有,生下湿地,出吴兴（今浙江的湖州、

杭州一带）者胜

五代 《 日 华 子 本

草》

越（今浙江绍兴）、衢（今浙江衢州、江西上饶

一带）、婺（今江西婺源）、睦（今浙江淳安）

等处皆好

宋

《本草图经》

前胡,旧不著所出州土,今陕西、梁（今陕西南

郑）、汉（今四川广汉）、江淮（今浙皖赣一

带）、荆、襄（今湖北荆州和襄阳）、州郡及

相州（今河南安阳）、孟州（今河南焦作）皆

有之……今最上者,出吴中（今江苏吴中）。又

寿春（今安徽寿县）生者皆类柴胡而大,气芳烈,

味亦浓苦,疗痰下气最要,都胜诸道者

明

《救荒本草》 生陕西、汉、梁、江、淮、荆、襄、江宁、成

州诸郡,相、孟、越、衢、婺、睦等州皆有,今密

县梁家冲山野中亦有之

《本草品汇精

要》

〔道地〕吴中,寿春及越、衢、婺、陸等处皆好

清 《 植 物 名 实 江西多有之,形状如图经



图考》

民国

《 增 订 伪 药

条辨》

真前胡以吴兴产者为胜,根似柴胡而柔软,味亦

香美。……前胡,十月出新,浙江湖州、宁国、广

德皆出

《 药 物 出 产

辨》

前胡产浙江省杭州府为上,其余河南怀庆府（今河

南焦作、济源和新乡的原阳所辖地域）、信州（今

江西上饶）、广西各属均有出产

现代

《 中 药 材 手

册》

商品中习惯认为浙江所产者品质较好……主产

于浙江淳安、昌化,安徽芜湖、安庆,江西上饶、

都昌,湖南安化、邵东,湖北枣阳等地

【道地产区】天目山脉周围浙、皖、赣三省交界的浙江淳安、

临安,安徽宁国、绩溪,江西上饶及周边山区。

【性状特征】前胡呈不规则的圆柱形、圆锥形或纺锤形,稍扭

曲,下部常有分枝,长 3cm~15cm,直径 1cm~2cm。表面黑褐色或

灰黄色,根头部多有茎痕和纤维状叶鞘残基,上端有密集的细

环纹,下部有纵沟、纵皱纹及横向皮孔样突起。质较柔软,干

者质硬,可折断,断面不整齐,淡黄白色,皮部散有多数棕黄色油

点,形成层环纹棕色,射线放射状。气芳香,味微苦、辛。

信前胡根头部多粗大,下部有分枝或较小分枝已去除。表

面多黑褐色或灰褐色。质较柔软。气芳香浓郁,味微苦、辛。

其余特征与前胡基本一致。

信前胡与其他产地前胡状性鉴别要点见表 2。



表 2 信前胡与其他产地前胡性状鉴别要点

比较项目 信前胡 其他产地前胡

外形 下部有分枝少或较小分枝已去除 下部分枝较多

表面颜色 表面黑褐色或灰褐色 表面灰黄色

气味 香气浓郁 气芳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