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滇重楼
【药材来源】本品为百合科植物云南重楼 Paris polyphylla

Smith var. yunnanensis ( Franch. ) Hand. -Mazz. 的干燥根

茎。

【品种沿革】重楼药材原名蚤休,在我国药用历史悠久,使用

较为普遍,向来被誉为蛇伤痈疽之良药,大部分本草书籍均有

记载。早在秦汉时期《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蚤休,味苦,

微寒……一名蚩休,生川谷。”对其功效及生境进行了描述。

南北朝时期《名医别录》记载:“蚤休,有毒。生山阳及宛朐(今

山东菏泽)。”其记载无形状描述,无法确定物种。

唐代《新修本草》记载:“今谓重楼者是也。一名重台,

南人名草甘遂,苗似王孙、鬼臼等,有二三层。根如肥大菖蒲,

细肌脆白,醋摩疗痈肿,敷蛇毒,有效。”该书已确认蚤休为重楼。

但从唐代的典籍只能推测为重楼属植物,未能明确其具体物

种,产地未有扩大。

宋代《嘉祐本草》引《蜀本图经》云:“叶似鬼臼、牡蒙

辈。年久者二三重根。根似紫参,皮黄肉白。五月采根,日干

用之。”《本草图经》记载:“蚤休,即紫河车也,俗呼重楼金线。

生山阳川谷及冤句,今河中(今山西永济)、河阳(今河南焦作)、

华(今陕西华县)、凤(今陕西凤县)、文州(今甘肃文县)及江淮

间亦有之。”表明其分布于黄河以南及江淮间。结合《本草

图经》中的滁州蚤休图和文字记载分析,滁州蚤休为七叶一枝



花 Paris polyphylla Smith var. Chinensis (Franch. ) Hara。

明代《滇南本草》记载:“重楼,一名紫河车,一名独脚莲。

味辛、苦,性微寒。俗云:是疮不是疮,先用重楼解毒汤。此乃

外科之至药也。主治一切无名肿毒。攻各种疮毒痈疽,发背痘

疔等症最良。”首次以“重楼”作为正式药名记载,后来《滇

南本草》整理组定重楼为云南重楼 Paris polyphyllaSmith

var. yunnanensis (Franch. ) Hand. -Mazz. ,因为云南分布最

广、应用最普遍的正是云南重楼,群众都称之为重楼。明万历

年间《云南通志》姚安军民府(今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大

理府(今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鹤庆军民府(今大理白族自治

州鹤庆)均记载有重蒌(重楼)。《本草纲目》记载:“重楼金线,

处处有之……茎头夏月开花,一花七瓣,有金丝蕊,长三四寸。”

“有金丝蕊,长三四寸”者,应是多叶重楼 Paris polyphylla

Smith var. polyphylla 或狭叶重楼 Paris polyphylla var.

stenophyllaFranch。

清代《植物名实图考》记载:“蚤休本经下品,江西、湖

南山中多有,人家亦种之,通呼为草河车,亦曰七叶一枝花,为外

科要药,滇南谓之重楼一枝箭,以其根老、横纹、粗皱如虫形,

乃作虫蒌字……滇多瘴,当是习用药也。”根据图及分布区域,

“湖南、江西山中多有”应为七叶一枝花 Parispolyphylla

Smith var. chinensis (Franch) Hara 、 多 叶 重 楼 Paris

polyphylla Smith var. polyphylla。此外,文中谈到的“滇南(今



云南)谓之重楼一枝箭”应该为云南重楼 Paris polyphylla

Smith var. yunnanensis(Franch. ) Hand. -Mazz. 。

综上所述,唐代以前未对重楼形态进行描述,无法确定其

基原,唐代《新修本草》首次以重楼命名,并通过形态描述可

推断为重楼属植物。其后本草典籍中,物种由单一的七叶一枝

花增加为多叶重楼、狭叶重楼、云南重楼等多种植物。宋代

之前,重楼(蚤休)一直指重楼属植物中根茎较为肥厚的类型。

至宋代,黄河以南及江淮间七叶一枝花。至明代,《滇南本草》

首次记载云南重楼,大理、鹤庆、姚安将重楼作为物产进行记

载,长江以北为多叶重楼或狭叶重楼。其后《植物名实图考》

也记载了重楼一支箭,根据附图可确定为云南重楼,为历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记载的基原植物。

【产地沿革】滇重楼首次在《滇南本草》中被记载,其后《云

南通志》和《植物名实图考》均有记载。明万历年间《云南

通志》姚安军民府、大理府、鹤庆军民府均记载有重蒌(重楼)。

《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记载,滇重楼主要分

布在云南、四川、贵州,缅甸也有分布。《云南重要天然药物》

记载,云南重楼主产区是曲靖、玉溪、昆明、大理、丽江等地,

四川、贵州等亦有分布。大理、丽江地区是滇重楼的主要产

区,也是市场上重楼类药材主流产品的来源之地,其中以大理

的云龙、巍山、剑川、永平、丽江的永胜产量最大。林蓉通

过调查认为,云南滇重楼主要分布在曲靖、大理、丽江、玉溪、



昭通、楚雄等地。

综上所述,云南重楼在云南分布最广,是云南的道地药材,

习称滇重楼。云南自古就用重楼治各种疮毒痈疽,《滇南本草》

中就有“是疮不是疮,先用重楼解毒汤。此乃外科之至药也。

主治一切无名肿毒。攻各种疮毒痈疽,发背痘疔等症最良”之

记载。目前,重楼栽培主要集中在云南,以云南的大理、丽江、

曲靖、玉溪、昆明、姚安及周边地区为滇重楼的道地产区。

滇重楼以粗壮、粉性足为质优。滇重楼产地沿革见表 1。

表1 滇重楼产地沿革

年代 出处 产地及评价

明

《滇南本草》
重楼，一名紫河车，一名独脚莲。味辛、苦，

性微寒。俗云：是疮不是疮，先用重楼解毒汤。

此乃外科之至药也。主治一切无名肿毒。攻各

种疮毒痈疽，发背痘疔等症最良。云南全省各

地均有分布

万历年间《云南

通志》

姚安军民府、大理府、鹤庆军民府均记载有重蒌

(重楼)

清 《植物名实图

考》

滇南谓之重楼一枝箭。云南产为滇重楼

【道地产区】以云南大理、丽江、曲靖、玉溪、昆明、楚雄、

文山和红河为核心及其周边地区。



【性状特征】重楼呈结节状扁圆柱形,略弯曲,具斜向环节,节

间长 1.5mm~5mm,先端及中部较稀疏,末端较密,并有不规则环

纹,上侧有半圆形或椭圆形凹陷的茎痕,直径 0.5cm~1.1cm,略

交错排列。表面淡黄棕色或黄棕色,断面平坦,粉质或角质,白

色或淡黄棕色。质坚实 ,不易折断 ,长 5cm~12cm,直径

1.0cm~4.5cm。

滇重楼根茎短粗,呈结节状扁圆柱形或类圆柱形,多较平

直,少数略弯曲,长 3cm~15cm,直径 0.5cm~6cm。表面黄棕色或

灰棕色,外皮脱落处呈白色;密生层状突起的粗环纹,一面结节

明显,结节上具椭圆形凹陷茎痕,另一面有疏生的须根或疣状

须根痕。先端具鳞叶及茎的残基或切芽后根茎。质坚实,断面

平坦,近白色至浅棕色,粉质或角质。无臭,味微苦、麻。

滇重楼与其他产地重楼性状鉴别要点见表 2。

表2 滇重楼与其他产地重楼性状鉴别要点

比较项目 滇重楼 其他产地重楼

外形 扁圆柱形或呈类圆柱形 呈扁圆柱形

形状 粗壮，环纹粗皱明显 具环纹

表面颜色 黄棕色或灰棕色 淡黄棕色或黄棕色

断面颜色 近白色至浅棕色 白色或淡黄棕色

质地 粉质，粉性足，质较坚硬，

不易折断

粉质或角质，质坚硬，不

易折断



性味 苦、麻味明显 苦、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