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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查阅历代本草古籍和相关文献& 根据娑罗子基原植物的文字描述及附图& 对其基原进行考证& 并对其
统一定义提出建议’ 同时& 对娑罗子古籍记载的产地( 炮制方法( 功效主治变迁过程进行概述& 为其进一步研究提供
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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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娑罗子为七叶树科植物七叶树 N-/8%B%/85*’-’/*/JC5$(
浙江七叶树N-/8%B%/85*’-’/*/JC5$\:[$85-X*&’(-’/*/"AS 5]
/:OC# /:OC或天师栗N-/8%B%/L*B/2’**B5LI$的干燥成熟种
子)"* $ 呈圆球或倒卵形& 外表布满黄褐色斑点& 又名天师
栗( 武吉( 仙栗( 开心果( 苏罗子)#* ( 索罗果)&* ( 梭椤
子)<* ’ 其原植物主要分布在湖北( 四川( 贵州( 陕西等地&
具有疏肝( 理气( 止痛的功效& 临床上常被用于治疗肺胃
气痛( 乳房胀痛( 胃脘胀痛等症状)"* ’ 娑罗子为 #’"% 年版
+中国药典, 收载的常用中药& 其资源研究相对较少’ 为
了了解娑罗子原植物资源情况& 为相关资源利用提供理论
基础和依据& 本文对其基原( 产地( 炮制方法( 功效主治
进行整理归纳’
IJ基原

通过查阅古代本草及现代文献发现& 娑罗子原名天师
栗& 始载于 +本草纲目,& 属于果部五果类草药)%* $ 宋代
+益部方物略记, )7*中记载! -天师栗& 专蓬若橡$ 似栗味
美& 惟独居为异.& 为张天师游学至 -西蜀青城山中. 留
下& 又因其 -似栗而味美.& 故取名天师栗$ 宋代 +吴船
录, 中对娑罗树也有记载! -木叶如海桐& 又似杨梅& 花
红白色& 春夏间开& 卧佛寺内娑罗树二株& 子如橡栗.’

+本草纲目, 和 +本草医旨, 中均记载& 如今湖北十
堰所产的娑罗子即为宋代记载的天师栗& 云 -今武当山娑
罗子& 恐即此物.& 由此可见& 宋( 明时期本草记载的娑罗
子仅指天师栗的干燥成熟种子’ 七叶树最早记载于 +留青
日札, )(* & 云 -叶七片& 花穗长& 黄如栗花.$ +新华本草
纲要, )**中将 -黄如栗花. 的七叶树归为药用七叶树’ 本
文发现& 该记载与通常所说的药用七叶树 -花白色. 存在

差异& 推断本草记载可能为与七叶树形态相近的同属物种
黄花七叶树 N-/8%B%/280&’7.& _:[RL)1* & 该种子未收载于
+中国药典,& 但也常被作为饲料& 其所含油类可用于治疗
痛风及风湿& 若将其作为娑罗子混伪品使用时很难被区分&
具体有待进一步考证’

在清代对娑罗子原植物的描述中& +药性考, 曰! -娑
罗子& 一枝生七叶九叶& 苞如人面& 花如牡丹& 香& 白.$
+宸垣识略, 曰! -娑罗花苞大如拳& 叶如枇杷& 苞类桐
花& 一簇三十余朵& 经月方谢.& 与 +中国植物志, )"’*中
记载的天师栗叶 % c( 枚& 有光泽& 花香& 色白相吻合$
+植物名实图考, )""*曰! - +益部方物略记, 载天师栗& 李
时珍以为即武当山所产娑罗子’ 故湖北园圃有种植者& 呼
之娑罗果.& 但是从图 " 上来看仅有 # 枚叶片& 与娑罗子原
植物形态差异较大 "图 ##’

图 IJ )植物名实图考* 中天师栗

近代 +中药志, )"#*中记载& 娑罗子有苏罗子 "七叶树
果实# 和娑罗子 "天师栗果实# 之分& 并且药用以前者居
多’ 近现代对娑罗子这 # 种原植物描述基本一致)<* & 即七
叶树和天师栗同为落叶乔木& 叶片呈掌状& 复叶对生&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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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NJ )中国植物志* 中天师栗

% c( 枚叶片& 圆锥花序顶生& 花白色& 花瓣 < 片& 呈椭圆
形& 上 # 花瓣窄长& 两者区别在于七叶树叶片呈长椭圆形
或卵状披针形& 叶柄长 % c"7 ?9& 果实呈圆球形& 顶端扁
平或微尖& 外表布满黄褐色的斑点& 种子 " 枚& 圆球形&
花期 % c( 月& 果期 * c1 月$ 天师栗叶片呈倒卵状长椭圆
形或卵状披针形& 叶柄长 7 c"% ?9& 果实呈倒卵形& 顶端
突起而尖& 外表布满黄褐色斑点& 种子 " c# 枚& 圆球状&
花期 % c( 月& 果期 ( c1 月’

本文发现& 从古至今七叶树的药用部位有记载 -以果
实或种子. )"&)"<*入药& 也有记载 -以种子. )"%*入药& 但从
古籍中炮制方法的描述 -去外壳& 洗净& 晒干& 用时捣
碎. 可知& 药用部位实际上为种子’ 从现代对娑罗子化学
成分的研究来看& 其主要药效成分集中在种子部分)"7* & 对

果皮( 果肉的相关研究较少& 因此& +中国药典, 中 -娑
罗子是七叶树或天师栗的干燥成熟种子. 的描述比较准确’

综上所述& 古代本草中记载的娑罗子不仅来源于七叶
树和天师栗& 还可能来源于其他品种)7* ’ 国外有文献报道
一种娑罗子伪品& 即豆科植物厚果鸡血藤6*BB-00*& K&8518&.F
K& J5O]L的干燥种子)"(* & 但目前国内尚未发现七叶树其他
种作为娑罗子伪品’
NJ产地

七叶树在全世界有 &’ 余种& 主要分布在亚洲( 欧洲和
美洲& 天然分布比较零散& 极少有大面积的自然群落存
在)"** ’ 其中& 我国约有 "’ 余种 "表 "#& 常作为药用资源
的有七叶树( 浙江七叶树和天师栗& 药用部位为干燥成熟
种子& 即娑罗子& 其他大多作为行道用树或风景树’

药用七叶树大多生于海拔 " ’’’ c" %’’ 9土质肥沃的山
林中& 幼树苗喜阴)"1* & 其生态相似度在 1%!c"’’!之间的
区域主要分布在低海拔丛林中& 包括山西( 陕西( 河北南部
等地& 仅秦岭有野生& 总占地面积约为 <’’ ’’’ E9#$ 天师
栗生态相似度在 1%! c"’’!之间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海拔
" ’’’ c" *’’ 9的阔叶林中)"’* & 包括贵州( 四川( 湖北等
地& 总占地面积约为 #%’ ’’’ E9#$ 浙江七叶树相对较少&
其生态相似度在 1%!c"’’!之间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浙江(
湖南( 安徽等地)#’* ’

表 IJ七叶树属植物产地及形态特征

编号 植物 产地 形态特征

": 七叶树
河北南部(山西南部等地均有栽

培&仅秦岭有野生
小叶长 * c"7 ?9&宽 & c% ?9&侧脉 "& c"( 对

"Z 浙江七叶树"变种# 浙江北部和江苏南部
小叶较薄&侧脉 "* c## 对&小叶柄常无毛&较长$蒴果的果壳较薄&干后仅

厚 " c# 99&种脐较小&约占种子的 "D& 以下

# 澜沧七叶树 云南西南部
长 "’ c"* ?9&宽 #F% c7 ?9&侧脉 #’ c## 对&小叶无毛&先端急尖’ 中间

的小叶常大于两侧的小叶&小花序短而稀疏

& 多脉七叶树 云南东南部
小叶呈倒披针形或披针形&基部渐狭窄&长达 #" ?9&侧脉 ## c#* 对&叶柄

较长&常长 "# c"< ?9&花序较长&花较大

< 小果七叶树 贵州南部(广西西南部
叶柄短&花序长&侧脉 #" c#< 对&蒴果呈卵圆形&果壳薄&种脐较大&约占

种子的 "D#

% 天师栗
湖北西部(湖南(四川(贵州和云南

东北部等

小叶的基部呈圆形或心脏形&有短柔毛&侧脉 "% c#’ 对$蒴果呈球形&种

脐较小&约占种子的 "D& 以下

7: 云南七叶树 云南东南部
小叶呈圆形(柄短&花序有淡黄色微柔毛&果实大&种脐较大&约占种子的
"D# 以上

7Z 石生七叶树"变种# 云南东南部 小叶呈椭圆形或长圆状椭圆形&花序较短

( 大果七叶树 广西西南部
小叶较大无毛(柄短&花(果(种脐较大&小枝较粗壮&冬芽有丰富的树脂&

侧脉 #& c#% 对

* 长柄七叶树 云南西南部(广西南部 小叶较厚(叶柄较长&常长达 &’ ?9&花序比较粗壮

1 大叶七叶树 云南东南部
小叶较薄&呈倒卵形&侧脉 #* c&’ 对&中间的小叶常大于两侧的小叶 # c

& 倍

"’ 欧洲七叶树$
原产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引种&在

上海和青岛等地有栽培
小叶下面绿色&边缘有钝形锯齿$蒴果近于球形&有刺

"" 日本七叶树
原产日本&引种&在青岛和上海等

地有栽培
小叶下面略有白粉&边缘有圆齿$蒴果阔倒卵圆形&有疣状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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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州方物略记, 中记载& 天师栗主要分布在四川成
都平原西北部& 曰 -惟西蜀青城山中有之& 他处无有也.$
+本草纲目, 中也记载& 湖北十堰的娑罗子与四川等地的
天师栗同属一物& 与现代天师栗大多分布在四川( 湖北等
地的描述一致& 并说明天师栗为较早发现的娑罗子原植物$
+千金方, 和 +长安客话, 中均记载& 在京都西山卧佛寺
有娑罗树& 与如今河北一带有七叶树分布基本吻合$ +新
华本草纲要, )#"*中也证实& -将武当山七叶树归为天师栗&

卧佛寺七叶树归为七叶树’.
另外& 娑罗子原植物的产地记载与如今分布区域基本

一致& 即主要在四川( 湖北( 陕西等地’
OJ炮制方法

娑罗子在不同时期的炮制方法不同& 炮制工艺主要有
酒炙( 捣碎( 净制等 "表 ##& 通常单味用药& 不入他药’
现代实际生产厂家大多切片& 或者净制后直接用于
提取)##* ’

表 NJ娑罗子炮制方法

出处 炮制方法

+本草纲目拾遗, 天师栗&娑罗子也&用阴阳瓦炙灰&或酒煨俱效&不单入他药

+百草镜, 一枚娑罗子去壳&捣碎煎服&可令虫从大便出&三服即可

+验方, )#&* 烧灰冲酒服&治九种心痛

+肘后备急方, 取中仁&研细末用

+千金方, 娑罗果&药子二枚&研末水服

+中国药典, 除去外壳及杂质&用时打碎

+湖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 除外壳及杂质

+湖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 除外壳(杂质&抢水洗净&捞出&晒干&用时捣碎

+浙江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7* 除杂质&洗净润软&切厚片&干燥$或用时捣碎

+重庆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及标准, )#(* 除外壳(杂质$用时打碎$或润透切薄片

VJ功效主治
研究表明& 娑罗子提取得到的主要成分七叶皂苷钠具

有抗炎消肿)#** ( 抑制血管新生)#1*等功效’ 历代本草对娑
罗子功效主治的记载略有不同& 常用于杀虫( 治疗胃痛(
乳房胀痛等症状& 最早出现在晋代 +肘后备急方,& 云
-主治心腹痛& 宿食不消& 痈疽疔肿& 毒箭( 蛇螫& 射工诸
毒入腹& 难产及恶露不止& 不下& 带下龋齿各证& 外敷内
服& 均无不效.& 在现代本草中也均有记载’ 然而& 明代古
籍中其功效主治的描述只是简单的 -久食已风挛.& 清代
后才逐渐出现用于治疗胃痛的记载’ +药性考, 中记载&
灸灰冲服或酒煨可用于治疗胃脘肝膈膨胀& 与 +验方, 中
所述 -烧灰冲酒服用& 可治九种心痛. 一致’

另外& 娑罗子还可以用于滑肠利湿( 补肾益气( 治疗
瘟疫等’ +本草再新, )&’*云! 其 -味辛苦( 性平( 无毒$
入药脾肺二经& 能滑肠利湿& 治痰痈.$ +本草省常, 曰!
-仙栗性温& 补肾益气& 久食不饥.$ +千金方, 中也有
-可治疗瘟疫. 的描述’

由此可见& 娑罗子的功效主治经历了不同时期变迁&
目前多用于治疗胸腹胀闷( 胃脘疼痛等& 其他传统功效
"如滑肠利湿& 补肾益气& 治疗瘟疫等# 未能充分发挥&
有待进一步研究’
XJ小结

古代对娑罗子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宋( 明( 清时期& 而
其他时期鲜有记载’ 娑罗子为七叶树( 浙江七叶树和天师
栗的干燥成熟种子& 文献中常用七叶树和天师栗& 与现代
相关记载基本一致& 但多处出现其他品种记载’ 另外& 国
外对七叶树也早有开发应用& 并常用 +中国药典, 收载的
娑罗子作为代用原料)&"* & 但两者不能混淆’ 在欧美地区&

欧洲七叶树N-/8%B%/5*KK28&/0&’%GV$的种子( 叶和树皮均
能入药& 其中种子可治疗静脉曲张综合症& 树皮或叶片可
用作洗剂来治疗静脉炎)&#* $ 日本七叶树 N-/8%B%/0%.D*’&0-
JW$的种子常用于抗氧化)&&* & 但中国引种的这两者常作为
行道树和庭园树& 或用其木材制造器具& 尚无药用报道’

历代本草记载& 娑罗子原植物大多分布在四川( 湖北(
河北等地& 与现代相关描述基本一致)&<* ’ 目前& 在市面上
销售的娑罗子是否有混入其他种七叶树的种子还有待进一
步考证& 由于外形上较难区分& 可以考虑从N-0条形码角
度对娑罗子原植物进行鉴定’ 另外& 还记载了娑罗子功效
主治范围较广& 但炮制方法描述不够具体& 可操作性不
强)##* & 故有必要进一步挖掘传统功效& 为其临床应用提供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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