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玄参
【 药 材 来 源 】 本 品 为 玄 参 科 植 物 玄 参 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Hemsl. 的干燥根。

【品种沿革】玄参又名元参、玄台、馥草、野脂麻等，其药

用历史悠久，历代本草著作均有记载。玄参入药始载于秦汉

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该书将玄参列为中品，曰:“玄参，

味苦、微寒。主腹中寒热积聚，女子产乳余疾，补肾气，令

人目明。一名重台。生川谷。”

魏晋时期《吴普本草》记载:“一名鬼藏，一名正马，一

名重台，一名鹿肠，一名端，一名玄台。神农、桐君、黄帝、

雷公、扁鹊:苦，无毒。岐伯:咸。李氏:寒……二月生，叶如

梅毛，四四相植，似芍药，黑茎，茎方，高四五尺，华赤生

枝间，四月实黑。”南北朝时期《本草经集注》记载:“味苦，

咸，微寒，无毒……三月、四月采根，曝干（恶黄芪、干姜、

大枣、山茱萸，反藜芦）……茎似人参而长大。根甚黑，亦

微香，道家时用，亦以合香。”补充说明了玄参的植物形态。

唐代《新修本草》对《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等著作

进行了汇总，但未有进一步的论述。以上文献记载的玄参来

源于玄参科植物玄参 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Hemsl. 。

宋代《开宝本草》云:“玄参茎方大，高四五尺，紫赤色

而有细毛，叶如掌大而尖长。根生青白，干即紫黑。”《本草

图经》云:“二月生苗。叶似脂麻，又如槐柳，细茎青紫色。

七月开花碧色，八月结子黑色。亦有白花，茎方大，紫赤色



而有细毛。有节若竹者，高五六尺……一根可生五七枚。”

综上所述，参考《本草图经》的衡州玄参附图，发现其特征

与现代所用的玄参原植物基本相符，是玄参科植物玄参

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Hemsl. 。

明代《本草品汇精要》记载:“【时】〔生〕二月生苗。〔采〕

三月、四月、八月、九月取根。【收】曝干。【用】根黑润者

为好。【质】形如续断而黑。【色】紫黑。【味】咸苦。【臭】

香。”记载了玄参以根黑润为佳。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

“今用玄参，正如苏颂所说。其根有腥气，故苏恭以为臭也。

宿根多地蚕食之，故其中空。花有紫白二种。”卢之颐《本

草乘雅半偈》记载:“二月生苗，高四五尺，茎方而大，作节

若竹，色紫赤，有细毛，叶生枝间，四四相植，形似芍药。

七月开花，白色或茄花色，形似大蓟，花端丛刺，刺端有钩，

最坚且利，八月结子黑色。一种茎方而细，色青紫，叶似脂

麻对生，又似槐柳尖长，边有锯齿，七月开花青碧，八月结

子黑褐，根都科生，一根五七枚，生时青白，干即紫黑，宜

三八月采。”

以上书中记载玄参存在两种花色的来源，一种是茄紫色

花玄参， 即玄参科植物玄参 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Hemsl. ;另有一种青碧色或白色花玄参，可能是玄参科植物北

玄参 Scrophularia buergeriana Miq. 。

【产地沿革】魏晋时期《吴普本草》记载:“或生冤句（即今

山东菏泽）山阳。”南北朝时期《本草经集注》记载:“生河



间（即今河北河间）川谷及冤句（即今山东菏泽）……今出

近道，处处有。”指出玄参在当时广泛存在。《本草图经》附

有衡州玄参图，指出玄参分布广泛，但未指出品质较好的玄

参的产地。

明代《本草品汇精要》记载:“〔图经曰〕生河间（即今

河北河间）、川谷及冤句（即今山东菏泽），今处处有之。〔道

地〕江州（即今江西九江）、衡州（即今湖南衡阳）、邢州（即

今河北邢台）。”

明代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记载:“生河间（即今河北

河间）川谷，及冤句（即今山东菏泽），山阳近道亦有之。”

清代光绪年间《杭州府志》记载:“玄参出仁和者多，笕桥者

佳。”

从民国时期开始，药物学文献记载玄参的道地产区从江

西、湖南、河北等地迁移到浙江，例如，《药物出产辨》记

载:“产浙江杭州府。”《中国药学大辞典》记载:“元参为浙

江之特产……然浙江元参之产地非处处有之，亦有栽培者，

有不栽培者。栽培者如杭县之笕桥、乔司及临平等地方为多。”

《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记载:“北方药肆之玄参，皆谓来自

杭州，著者特移植杭州笕桥之玄参苗，及笕桥人之所谓乌玄

参者，培植结果，知为 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Hemsl. 。”

民国 29 年（1940）《重修浙江通志》记载:“磐安生产药材，

元参 270 担、元胡 580 担、芍药 420 担、白术 9600 担。”

《中药材手册》记载:“主产于浙江磐安、杭州笕桥、东



阳。”另有记载将浙江产的元参称为乌元参，“乌”表示玄参

中环烯醚萜类物质含量高，是浙产玄参质量优良的标志。

《中华本草》记载:“主产于浙江东阳、杭州、临海、义

乌、临安、富阳、桐庐等地。此外，四川、陕西、贵州、湖

北、江西、河北等地亦产。以浙江产量最大，销全国，并有

出口。”

综上分析，历代玄参药用来源以玄参科植物玄参

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Hemsl. 为主。民国以前，本草著

作中未曾有关于玄参的道地产区的记载。直至民国时期，各

种本草著作较为推崇浙产玄参，认为其以肥壮、坚实、内色

乌黑为佳，并认为浙江产的玄参品质较高。玄参的道地产区

及主产区为浙江一带，产量大、质量高、疗效好，享誉海内

外，为道地药材。鉴于玄参为“浙八味”之一，因此，本标

准采纳浙玄参称谓。浙玄参产地沿革见表 1。

表 1 浙玄参产地沿革

年代 出处 产地及评价

清 《杭州府志》 玄参出仁和者多，笕桥者佳

民国

《药物出产辨》 产浙江杭州府

《中国药学大辞典》 元参为浙江之特产……然浙江元参之产

地非处处有之，亦有栽培者，有不栽培者。

栽培者如杭县之笕桥、乔司及临平等地方

为多



《本草药品实地之观

察》

北方药肆之玄参，皆谓来自杭州，著者特

移植杭州笕桥之玄参苗，及笕桥人之所谓

乌玄参者，培植结果，知为 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Hemsl.

《重修浙江通志》 磐安生产药材，元参 270 担、元胡 580

担、芍药 420 担、白术 9600 担

现代

《中药材手册》 主产于浙江磐安、杭州笕桥、东阳

《中华本草》 主产于浙江东阳、杭州、临海、义乌、临

安、富阳、桐庐等地。此外，四川、陕西、

贵州、湖北、江西、河北等地亦产。以浙

江产量最大，销全国，并有出口

【道地产区】以浙江金华磐安为中心，核心区域包括大盘山

山脉、钱塘江流域及周边地区。

【性状特征】浙玄参呈类圆柱形，中间略粗或上粗下细，有

的微弯曲，长 6cm~20cm，直径 1cm~3cm。表面灰黄色或灰

褐色，有不规则的纵沟纹、横长皮孔样突起及稀疏的横裂纹

和须根痕。体重、质坚实、肉肥厚，断面黑色、柔润，微有

光泽。有浓郁焦糖气味，味甘、微苦。

浙玄参与其他产地玄参性状鉴别要点见表 2。

表 2 浙玄参与其他产地玄参性状鉴别要点

比较项目 浙玄参 其他产地玄参

质地 体重，质坚实，肉肥厚，断面黑 质坚实，断面黑色，微有



色、柔润，微有光泽 光泽

气味 有浓郁焦糖气味，味甘、微苦 气特异，似焦糖，味甘、

微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