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浦珍珠
【药材来源】本品为珍珠贝科动物马氏珍珠贝 Pteria

martensii (Dunker) 受刺激而成的珍珠。

【品种沿革】珍珠又名真珠、真珠子、药珠,汉代司马迁《史

记·龟策列传》记载:“明月之珠,出于江海,藏于蚌中。”珍珠

药用始载于南北朝时期《本草经集注》,记载:“患眼痛,取真

珠并黄连纳其中,良久汁出,取以注目中,多瘥。”唐代《岭表录

异》记载:“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如豌豆大者常珠。如弹丸

者,亦时有得。径寸照室不可遇也。又取小蚌肉……肉中有细

珠如粟。乃知蚌随小大,胎中有珠。”宋代《本草图经》记载:

“生于珠牡。珠牡,蚌类也……其北海珠蚌种类小别。人取其

肉,或有得珠者,但不常有,其珠亦不甚光莹,药中不堪用。又蚌

属中有一种似江珧者,其腹亦有珠,皆不及南海者奇而且多。”

并附珍珠牡的图绘,其中廉州珍珠牡的贝壳呈明显的斜方形,

一边平直。另一种珍珠牡的贝壳略呈等边三角形。南宋时期

《宝庆本草折衷》记载:“一名珠,一名真珠子。俗号药珠。

出廉州北海蚌类中,及南海诸州石决明中。”明代《药性粗评》

记载:“真珠,老蚌所生也。其蚌谓之珠母,亦名珠牡。”清代《本

草述钩元》记载:“珠,蚌中阴精也。牡蛎蛤蚌,无阴阳牝牡,须

雀蛤以化,故蚌之久者能生珠,专一于阴也。”

综上所述,历代本草对珍珠来源的描述仅为“蚌类”“石

决明”或“江珧”类别上的区分,并无对其形态特征的描述。



结合历代本草的产地记载、来源类别以及本草图绘,贝壳呈明

显的斜方形、一边平直的“廉州真珠牡”形态描述与马氏珍

珠贝 Pteria martensii (Dunker) 极为相似,判断本草记载的

珍珠基原与现代合浦珍珠基原马氏珍珠贝一致。

【产地沿革】合浦海域出产珍珠,最早记载可见于东晋时期

《交州记》:“去合浦八十里有涠洲(今广西北海涠洲岛)……

其地产珠。”之后南北朝时期《后汉书·循吏传·孟尝》记

载:“(合浦)郡不产谷,而海出珠宝。”唐代《岭表录异》记载:

“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每年刺史修贡,自监珠户

入池。”记录了合浦珍珠作为贡品的故事。后晋时期《旧唐

书·地理志》记载:“廉州合浦(今合浦一带)有珠母海,郡人采

珠之所。”

宋代《本草图经》记载:“《本经》不载所出州土。今出

廉州(今广西合浦),北海(今鄂霍次克海海域)亦有之,生于珠牡。

珠牡,蚌类也。”《本草衍义》记载:“河北塘、泺中亦有。围

及寸者,色多微红。珠母与廉州珠母不相类,但清水急流处,其

色光白,水浊及不流处,其色暗。”南宋时期《宝庆本草折衷》

记载:“出廉州北海蚌类中,及南海诸州石决明中。及蜀西路

女瓜、河北塘泺中,亦从舶上来。”记录广西合浦、河北等地

均出产珍珠,合浦珍珠与淡水珍珠具有色泽的区别,不同生长

环境中出产的珍珠也有色泽的区别。

元代《本草元命苞》记载:“真珠出廉州、北海。采老蚌,



取珠。未经钻,完白者佳。”关于珍珠产地的记载与《本草图

经》相同。

明代《本草品汇精要》综合了《本草图经》和《岭表录

异》的产地记录,记载:“真珠出廉州、北海。”《本草蒙筌》

记载:“出廉州海岛大池;刺史掌之,督珠户岁采充贡。圆大寸

围为上,光莹不暗极优……求入医方,惟新完者可用……又石

决明,出南海内。”《本草纲目》综合了《岭表录异》《廉州志》

《格古要论》等产地和品质的记录,记载“其北海珠蚌种类小

别,人取其肉,或有得珠者,不甚光莹,亦不常有,不堪入药。又蚌

中一种似江珧者,腹亦有珠,皆不及南海者奇而且多”“今南珠

色红,西洋珠色白,北海珠色微青,各随方色也”“南番珠,色白圆

耀者为上,广西者次之。北海珠色微青者为上,粉白、油黄者

下矣。西番马价珠为上,色青如翠,其老色、夹石粉青、有油

烟者下矣”。《本草原始》记载:“出南海,又出廉州海岛大池,

谓之珠池。圆大光莹者为优。入药须用新完未经钻缀者为佳。”

综合评价合浦珍珠和南珠品质较好。广西合浦一带海域也因

出产珍珠而称呼为“珠母海”“珠池”。

清代《握灵本草》记载:“岭南、西洋、北海皆有之。”

关于珍珠产地的记载与之前基本一致。

民国时期《增订伪药条辨》记载:“珍珠出合浦,海中有

珠池,蜑户投水采蚌取之……据近时市上所通用,最上者为廉

珠,即廉州合浦县珠池所产,粒白如粱、如粟,色白光滑有宝光。



其次曰药珠,种类甚多,即北海所产,色白黄有神光者亦佳,惟色

黑质松者为最次,不入药用。”记载产自合浦的珍珠品质为最

上者。

综上分析,自东晋时期至今均有广西合浦海域出产珍珠

的记载,且有合浦珍珠作为贡品的记录。自古就有不同来源和

不同生长环境的珍珠色泽有异的记录,合浦及周边海湾环境

特殊,出产的珍珠色白光滑有宝光,与现代评价珍珠类白色、

具有特有的彩色光泽等为好的表述一致。合浦珍珠历史沿革

见表 1。

表1 合浦珍珠历史沿革

年代 出处 产地及评价

东晋
《交州记》 去合浦八十里有涠洲……其地产珠

南北朝
《后汉书·循吏
传·孟尝》

(合浦)郡不产谷，而海出珠宝

唐 《岭表录异》 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

后晋
《旧唐书·地理志》 廉州合浦有珠母海，郡人采珠之所

宋

《本草图经》 今出廉州，北海亦有之

《本草衍义》 河北溏、泺中亦有。围及寸者，色多微红。珠
母与廉州珠母不相类

元 《本草元命苞》 出廉州、北海……未经钻，完白者佳

《本草品汇精要》 真珠出廉州、北海

《本草蒙筌》
出廉州海岛大池……圆大寸围为上,光莹

不暗极优……求入医方,惟新完者可

用……又石决明，出南海内



明 《本草纲目》

其北海珠蚌种类小别，人取其肉，或有

得珠者，不甚光莹，亦不常有，不堪入

药。又蚌中一种似江珧者，腹亦有珠，皆

不及南海者奇而且多……今南珠色红，

西洋珠色白，北海珠色微青，各随方色

也……南番珠，色白圆耀者为上，广西

者次之。北海珠色微青者为上，粉白、油

黄者下矣。西番马价珠为上，色青如翠，

其老色、夹石粉青、有油烟者下矣

《本草原始》
出南海，又出廉州海岛大池，谓之珠池。

圆大光莹者为优。入药须用新完未经钻缀

者为佳

清 《握灵本草》 岭南、西洋、北海皆有之

民国
《增订伪药条辨》

珍珠出合浦,海中有珠池,蜑户投水采蚌取

之……据近时市上所通用,最上者为廉珠，

即廉州合浦县珠池所产，粒白如粱、如

粟，色白光滑有宝光

【道地产区】以广西合浦为核心区域,包括北部湾东北部合浦

周边市、县的海湾。

【性状特征】天然珍珠呈类球形、圆球形等,大小不等,直径

1.5mm~8mm。表面类白色、浅粉红色、浅黄绿色或浅蓝色,

半透明,光滑,具特有的彩色光泽。质坚硬细密,不易破碎,破碎



面具同心状层纹。气微,味淡。用火烧时有爆裂声,裂为多数

薄层小片,呈银白色,晶莹闪光。

人工插核珠呈类圆球形,直径 3.5mm~7mm。表面玉白色

或淡黄色,半透明,具彩色光泽。质较轻,较易破碎,内含珠核一

粒,珠核与珍珠层可分离。人工插核珠入药时常用包裹于珠核

外围的珍珠层,珠核常不入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