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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黄活血生新功效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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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黄根据炮制方式有鲜地黄、生 /干地黄与熟地黄之别，应用方法不同其功效迥异。自《神农本草经》以

降，历代医家对地黄的功效认识与临床应用各有重点，其“活血生新”功效经历了重视、忽视、再发掘的过程，地黄梓

醇促血管新生效应是其“活血生新”功效的微观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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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rocessing methods，Dihuang( Ｒehmannia glutinosa ) is divided into fresh rehmannia，dried rehmannia and

prepared rehmannia． The effect is different depending on its various applicationof processing methods． Since Shen Nong＇s Materia Med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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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黄作为祖国医学常用中药之一，根据炮制方

法的不同，分为鲜地黄、生 /干地黄和熟地黄，其功

效也因此不尽相同。地黄首见于《神农本草经》并

将其列于上品药之中，历代古籍对地黄的植物炮

制、形态、功效配伍等方面也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笔者查阅古代文献后发现，历代医家对地黄的功效

认识和临床使用具有一定的历史变迁，尤其是唐宋

以后，随着中药炮制技术的发展，其“活血生新”功

效逐渐被忽视，现考辨如下。

生地黄“活血生新”功效之辨

新鲜挖取者为鲜地黄，鲜地黄切片干燥未经炮

制者为生地黄( 干地黄) ，炮制后的地黄为熟地黄。
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药学》载有生地黄和熟地黄

两药，分属于“清热药”和“补血药”。生地黄有清热

凉血、养阴生津的功效，在“用量用法”中说明“煎服

或以鲜品捣汁入药”，因此可以认为本教材将鲜地

黄与生地黄合二为一。熟地黄功效主要为滋阴养

血、补精益髓，被视为补血滋阴的要药，书中载“凡

一切精血亏虚之证均可应用”。《中华本草》根据历

代古籍对地黄的记载，分别记载有“鲜地黄”、“生地

黄”、“熟地黄”。鲜地黄有清热、凉血、生津之功效，

干地黄( 生地黄) 功效为滋阴，养血，熟地黄功效为

滋阴补血，益精填髓。从以上现代代表性中药学著

作关于地黄功效的著录看，并未提及“活血生新”
之效。

研究古籍本草我们发现，《本草求真》一书明确

提出生地具“活血生新”之功。其载: “生地黄性未

蒸焙，甘苦大寒，掘起即用，故书皆载其性鲜补。但

入心经、肾经、肝经，并脾经、小肠经，力专清热泻

火、凉血消瘀。……与折跌筋伤，而且血瘀、血痹之

症者，无不采其同入，以为活血生新之用。”从以上

论述可见，这里记载的“生地黄”，指的是未经蒸焙

的鲜地黄或者生地黄，可以清热泻火，凉血消瘀。
“折跌筋伤，而且血瘀、血痹之症者，无不采其同入，

以为活血生新之用”，即无论是外伤还是内因导致

的血瘀、血痹之症，都应该用到它，可以起到“活血

生新”的功效。
生地黄确实具有“活血生新”的功效吗? 追溯

历代本草记载，笔者发现，早在《神农本草经》已经

有生地可活血生新的类似记载。

地黄功效历史溯源

1． 唐代以前对地黄的功效认识及临床应用

《神农本草经》( 以下称《本经》) 载有干地黄的

性味功效，曰: “味甘寒，主折跌绝筋、伤中，填骨髓、
逐血痹。作汤可除寒热积聚，而除痹生者尤良。久

服，轻身、不老”［1］。从《本经》记载可以归纳以下信

息: 其一，此中所载地黄为干地黄，但在功效及临床

应用中记载了鲜生地与干地黄功效不一致，“生者

尤良”; 其二，可治外伤跌折，可作养生保健; 其三，

可外用，可内服。文中出现“作汤”二字，可理解为

即可作汤内服，又可不做汤外用。作汤时“除寒热

积聚，除痹”，治疗的是因寒热内伤积聚，通过“除

痹”而通血脉，故积聚癥瘕可去。长期服用体内气

血畅和无痹阻，同时可长肌肉，填骨髓，故健康长

寿。“主折跌绝筋”，说明干地黄亦可作为伤科用

药，内服外用均可。从《本草求真》提出的生地能治

疗折跌筋伤、血瘀、血痹之症而思辨得出其“活血生

新”功效。而“主折跌绝筋，伤中，逐血痹”正源自

《本经》。
古代医籍中提及的生地黄即为今天各类医学

书籍中提及的鲜地黄。如汉·张仲景《金匮要略方

论》载: “生地黄，汁， 咀，蒸之如斗米饭久，……更

绞地黄汁。”这里记载的生地黄指的是鲜地黄。梁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记载: “生地黄，大寒。主

妇人崩中血不止…… 堕坠，折，吐血，瘀血，衄鼻，留

血，皆捣饮之。久服可轻身，不老。”［2］“捣饮之”即

取地黄汁入药，因此也应该是鲜地黄。《名医别录》
关于地黄功效的记载与《本草经集注》相似，源于后

者辑自前者。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对地黄做了

详细记载，不仅以地黄为主配制内服，而且还可外

用于某些病症。如《外台秘要》载: “《肘后》疗猝从

高堕下，瘀血胀心。……又方: 生干地黄二两熬末，

以酒服之。又方: 生地黄捣取汁，服一升或二升，尤

佳。”即堕下后，造成瘀血及折伤内损，可熬生、干地

黄并以米酒服之，或服生地黄汁。《证类本草》记

载:“《肘后方》疗折，四肢骨破碎及筋伤蹉跌，烂捣

生地黄熬之，裹所伤处。”则记录了葛洪治疗四肢骨

折时，以地黄外敷以凉血活血。晋代外科专著《刘

涓子鬼遗方》记载的诸多方剂中均有地黄，甚至提

及生地黄膏。说明地黄作为当时治疗外科跌打损

伤骨折的常用药物作用不可忽视。
生地黄回归《本经》之意，对应现今干地黄，始

载于宋代《本草图经》。其载:“地黄……二月、八月

采根阴干……阴干者是生地黄。”［3］由此可见，此处

提及的生地黄应该与《本经》相同，基本同生 /干地

黄，其意近于现版药典中对生地黄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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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古籍记载可以看出，地黄或鲜或生，都

主治各种血证。出血者用其清热凉血之功，釜底抽

薪则血不妄行，以达到止血的目的。因堕坠、折跌

筋伤导致瘀血、留血或血痹者，亦常用之，或内服，

或外敷，取其活血祛瘀生新之效。正如后世《本草

正义》认为:“颐谓伤瘀发肿发热，用以外治，清热定

痛、散瘀之功，固不可没。”［4］

通过统计唐以前所含地黄的中药方剂，共有 17
首，全部用药为生地黄或鲜地黄，不包括熟地黄［5］，

因此推测，此期医家并不知道生地黄通过特殊炮制

方法可以变为熟地黄，使其性由寒向温转变，进而

成为纯补之剂。
2． 唐代以后对地黄的功效认识及临床应用

“造生干地黄法”和“造熟干地黄法”首次记载

于唐·孙思邈《千金翼方·卷十四》［6］。造生干地

黄法需经过捣汁、加酒、拌润、干燥等复杂工艺，不

同于今天的生地黄。造熟干地黄法与现今炮制熟

地黄的方法大同小异。生地黄与干地黄不仅名称

不同，炮制方法也相异，因此临床上不应混用或混

称。唐代以后由于炮制方法的进步，熟地黄逐渐得

到医家的认可并运用于临床。如《仙授理伤续断秘

方》所载四物汤、《经效产宝续编》之黑神散均配伍

有熟地黄以滋补阴血。通过统计，唐代共有 42 首中

药方 剂 包 含 地 黄，其 中 应 用 到 熟 地 黄 的 仅 仅 2
首［5］。因此此时熟地黄刚刚开始在临床上试用，医

家对熟地黄了解并不深入，而生地黄活血生新、疗

伤止痛、凉血消痈作用更加得到重视。如《太白阴

经》中记载: 治疗马坠损，有瘀血在腹内，以“生地黄

五升，研烂，以酒捎汁一盏，日三服愈”。《外台秘

要》更有用生地内服并外敷治疗乳痈肿的记载: “以

醋研地黄涂上，干后即易，不过三五遍，内服则以酒

研之。”［7］

随着地黄的炮制技术日趋成熟，到宋代人们对

熟地黄的功效认识越来越深刻，甚至誉其为“壮水

之主，补血之君”，熟地黄的运用得到迅速推广。对

此期含有地黄的方剂进行统计，共得处方 400 余首，

熟地应用近半［5］。生地黄在临床应用的减少，可能

与医家较多关注其性寒而腻的副作用有关。如张

元素《医学启源》和王好古《汤液本草》均强调“此

药大寒，宜斟酌用之，恐损胃气”［8-9］。朱丹溪《本

草衍义补遗》也记载: “生地黄大寒，……患者虚而

多热者勿用，慎之!”［10］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更特

别指出:“地黄鲜用则寒; 干用则凉”，“姜汁浸则不

泥膈; 酒制则不妨胃。”［11］其“活血生新、袪瘀疗伤”

功效也渐被忽视，正如《本草正义》谓: “惟唐宋以

降，破血逐瘀诸方，已无复采用及此者。”
近代医家张山雷在《本草正义》中肯定了地黄

的活血功效并详细分析了后人不敢用其活血生新、
袪瘀疗伤的原因。“地黄…… ，惟破血一层，似乎

寒凉黏滞性质必无破瘀导滞之功，误认为其腻滞物

质而遂疑古人之言……”［4］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

其一，生鲜地黄的“破瘀导滞”之功，后世医家不仅

临床不常用，还疑虑古人记载是错误的，寒凉黏滞

之性不应有这类功效; 其二，张山雷认为古人记载

是正确的，倡议不能因其腻滞之质而怀疑古人的记

载; 其三，以鲜地黄捣而外用治疗跌仆损伤瘀血肿

胀，确实有效，可能他也有实际经验; 其四，从“知地

黄祛瘀自有天然作用”这句看，为什么生地黄能活

血生新、袪瘀疗伤，他也不能从药理上合理解释; 其

五，生鲜地黄的“破瘀导滞”之功，他只看有外用的

经验，内服是否同样有此效，并未提及。而按《神农

本草经》记载，无论内服外用，都有活血生新、袪瘀

疗伤的功效。因此张山雷《本草正义》力扭医家对

生地功效的片面认识局面，部分回归《本经》关于地

黄的认识与临床应用。

生地黄“活血生新”功效当予重视

由上可见，地黄在临床运用时唐代以前除养阴

生津、清热凉血功效外，还十分看重其“活血生新”
的功效，或内服、或外敷，即用于治疗跌仆损伤、瘀

血肿胀，又作汤内服治疗血痹痈肿。唐代中药炮制

技术发展，熟地黄开始被人们了解并熟知，临床得

以大量应用。对生地黄更多地关注其寒凉黏滞之

性，生( 干) 地黄的临床应用受到局限，“活血生新”
功效也逐渐被忽视。

现代医学深入研究了炮制方法对地黄的活性

成分及药理作用的影响，发现生地黄、鲜地黄、熟地

黄有效成份谱系确实发生了变化。在由生地黄转

变为熟地黄的炮制过程中，最主要的变化是梓醇的

逐减及糖类的递增［12-13］。近年研究发现，地黄梓醇

具有促进血管新生和血管生成的作用［14-17］，与古籍

记载的“活血生新”之效高度契合。现代研究发现，

生地黄中的梓醇含量是最高的，因此生地黄的“活

血生新”功效微观上主要体现在梓醇作用的发挥。
生地活血生新功效内涵及与促进血管新生和血管

生成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正是笔者目前研究内

容。通过对地黄及其有效成分梓醇的功效系统挖

掘，必将对地黄尤其是地黄梓醇在临床各科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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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也从微观层面发掘生地黄

“活血生新”功效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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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方剂略》载:“房中者，情性之

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

文。”［1］这里所说的“节文”即是指《汉书·艺文志·
方剂略》中所载录的房中著作，计有《容城阴道》、
《务成子阴道》、《尧舜阴道》、《汤盘庚阴道》、《天老

杂子阴道》、《天一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三

家内房有子方》。这 8 种著作均已亡佚，其内容不

可确察，但从后世文献引载来看，其内容包括了房

中术、性功能障碍防治、不孕不育研究等［2］。由此

可见，中国的房中术源远流长，在专门的医学著作

出现以前就已经出现，并且涵括了大量的性医学、
男科学的内容。古代医著中男科学的记载论述散

杂简少，并且深受房中著作影响，故此笔者整理归

纳历代房中著作中的中医男科学内容于下，以为男

科同道提供参考。

先秦以精为贵

《素女经》作为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房中专著，据
考成书于战国至两汉之间［3］。书中虽多谈房事养

生的性医学、性心理学内容，但对男科学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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