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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脊来源为蚌壳蕨科植物金毛狗脊 [Cibotium

barometz（L.）J. Sm.]的干燥根茎，又称金毛狗脊、金狗

脊、金扶金、金丝毛、百枝等[1]。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

部）记载，狗脊具有祛风湿、补肝肾、强腰膝的功效，为治

疗骨科疾病的常用药材之一[1-2]。临床药理研究表明，狗

脊及其提取部位具有多种生物活性，主要包括预防和治

疗骨质疏松、抗炎、抑制血小板聚集、镇痛、止血、抗氧化

及抗癌等作用[3-5]。狗脊中主要含有芳香族类、皂苷类、

挥发油类、糖及糖苷类、蕨素类、黄酮类、酚酸类、氨基酸

类化合物[6-7]。通过蒸制、酒制、盐制等炮制后的狗脊，由

于总酚酸含量增加，其补肝肾、强腰膝的作用也会相

应增强[8]。

然而，从汉代至今，对狗脊的品种与产地记载多有

出入，颇为混乱。目前，市售狗脊药材均为野生资源，但

由于其受环境影响较大，野生资源逐渐减少，因此其原

植物已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植物[9-10]。鉴于此，笔者查

阅历代本草著作，从品种和产地变迁两个方面对狗脊进

行考证，以期为其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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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对狗脊品种和产地变迁进行本草考证，为其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提供参考。方法：查阅历代本草著作，从品种和

产地变迁两个方面对狗脊进行考证。结果与结论：历代本草中记载的狗脊有 3种，即百合科植物长托菝葜（Smilax ferox Wall. ex

Kunth）、乌毛蕨科植物狗脊蕨[Woodwardia japonica（L. f.）Sm.]、蚌壳蕨科植物金毛狗脊[Cibotium barometz（L.）J. Sm.]。南朝梁

陶弘景《名医别录》最早记载的狗脊产地为河北（常山）太行山脉的山谷中。自汉代至今，狗脊的品种发生变化，其产地也由河北逐

渐向四川、浙江等地变迁，现主要分布于我国河北、山东、四川、浙江等地。从汉代至今，狗脊的品种发生了变化；综合古籍文献的

考证，清代吴其濬、张志聪等记载的狗脊与 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收载的狗脊品种一致，均为蚌壳蕨科植物金毛狗脊[C.

barometz（L.）J. Sm.]的干燥根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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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品种考证
狗脊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记载为：“味

苦平。主腰背强、关机缓急、周痹、寒湿膝痛，颇利老

人。一名百枝。生川谷”[11]。该书只指出了狗脊的功效

主治和生长环境，并未记载具体的植物形态与产地。

魏晋时期吴普《吴普本草》中记载：“狗脊，茎节如

竹，有刺，叶圆青赤，根黄白，亦如竹，根毛有刺。岐伯、

一经：茎无节，叶端圆，赤，皮白有赤脉”[12]。笔者认为吴

普所述的狗脊属于百合科植物长托菝葜（Smilax ferox

Wall. ex Kunth），为攀援灌木，根状茎粗厚坚硬，疏生刺。

南朝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指出：“今山野处处

有之，与菝葜相似而小异，其茎叶小肥，其节疏，其茎大直，

上有刺，叶圆有赤脉，根凹凸巃嵸如羊角，细强者是”[13]。

与吴普《吴普本草》中记载的狗脊所述都属于长托菝葜

（S. ferox Wall. ex Kunth）。

唐代苏敬《新修本草》中对狗脊作了如下记载：“此

药，苗似贯众，根长多歧，状如狗脊骨，其肉作青绿色，今

京下用者是。陶弘景所说，乃有刺萆薢，非狗脊也，今江

左俗犹用之”[14]。说明当时京下（今陕西）使用的狗脊是

蕨类植物，而陶弘景所述的狗脊是有刺萆薢，即长托菝

葜（S. ferox Wall. ex Kunth），而不是狗脊。

宋代苏颂《图经本草》对狗脊作了详细的记载：“根

黑色，长三、四寸，两指许大；苗尖细碎青色，高一尺以

来，无花；其茎叶似贯众而细；其根长而多歧，似狗脊骨，

故以名之。其肉青绿，春秋采根，曝干用”[15]。该书中还

附有4幅墨线图。其中，温州狗脊，叶片长卵形，先端渐

尖，二回羽裂，可见卷曲的根状茎，笔者认为其与当今使

用的蚌壳蕨科植物金毛狗脊[C. barometz（L.）J.Sm.]类

似；成德军（今河北）狗脊与眉州（今四川）狗脊，为乌毛

蕨科植物狗脊蕨[Woodwardia japonica（L.f.）Sm.]和其同

属植物单芽狗脊蕨[W. unigemmata（Makino）Nakai.][16]；

通过比较《图经本草》中的淄州狗脊与淄州贯众可以发

现，淄州狗脊应为鳞毛蕨属（Dryopteris）植物，但仅凭

《图经本草》中文字和图片的描述，并不能准确推断出是

哪种植物。

元代王好古《汤液本草》中无狗脊这一品种的记载，

故无法考证。

明代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中记载：“狗脊，苗尖细

碎青色，高余尺，无花，其茎叶似贯众，根长尺许而多歧，

肉作青绿色，亦有黑色，形似狗脊骨，故以名之，今方亦

以金毛者为胜”[17]。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狗

脊有二种：一种根黑色，如狗脊骨；一种有金黄毛，如狗

形，皆可入药。其茎细而叶、花两两对生，正似大叶蕨，

比贯众叶有齿，面背皆光。其根大如拇指，有硬黑须簇

之”[18]。书中还附有狗脊叶的1幅墨线图，原图中狗脊叶

顶生羽片卵状披针形或长三角状披针形。由此可见，李

时珍认为狗脊来源有2种，一种为黑色的菝葜，另一种为

金黄色的狗脊。明代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中记载：

“狗脊，茎细叶花，两两相对，似大叶蕨，及贯众叶，边有

锯齿，面背皆光。根形如狗脊骨，凸凹巃嵸，金毛密布者

是也。勿用透山根，其形状相似，只入顶苦不可饵”[19]。

书中还描述道：“狗脊绵韧，如筋如骨，味苦性坚；而叶对

生，犹脊分两胁也”。明代陈嘉谟《本草蒙筌》中也指出：

“深谷多生，在处俱有，根类金毛狗，故假为名”[20]。书中

还附有温州狗脊的1幅墨线图，原图中狗脊叶互生或近

对生，羽状半裂。综合上述古籍文献，明代刘文泰、李时

珍、卢之颐、陈嘉谟等记载的狗脊经考证均为当今使用

的蚌壳蕨科植物金毛狗脊[C. barometz（L.）J.Sm.]的干燥

根茎。

清代以后的本草则多记载为金毛狗脊。清代吴其

浚《植物名实图考：卷八》中记录为：“狗脊，本经中品。

一种根黑色，一种有金黄毛似狗形，叶有齿，昔人多以菝

葜为狗脊”[21]。书中还附有1幅墨线图，原图可见狗脊根

状茎粗壮，横卧，其上附密集柔毛。清代张志聪《本草崇

原》中载有：“狗脊，茎节如竹有刺，叶圆有赤脉，两两对

生，边有锯齿，根形如狗之脊骨凸凹巃嵸，金毛密布”[22]。

综合上述古籍文献，清代吴其濬、张志聪等记载的狗脊

经考证与 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1]中收载的狗脊

品种一致，均为蚌壳蕨科植物金毛狗脊[C. barometz（L.）

J. Sm.]的干燥根茎。

2 产地变迁考证
狗脊始载于《神农本草经》，记载为：“生川谷”[11]。

书中对狗脊虽有描述，但不甚详细。从南朝梁代开始，

狗脊产地有了较详细的记载，如南朝梁陶弘景《本草经

集注》和《名医别录》中均指出：“狗脊生常山”[13，23]。这是

对于狗脊产地的最早记载，常山即在今河北。

唐代苏敬《新修本草》中记载：“狗脊今京下用者

是。陶弘景所说，非狗脊也，今江左俗犹用之”[14]。书中

指出当时在陕西、江左（今浙江、江苏）分别有狗脊生长，

但其记载的狗脊为乌毛蕨科植物狗脊蕨[W. japonica（L.

f.）Sm.]，而陶弘景所记载的狗脊为百合科植物长托菝葜

（S. ferox Wall. ex Kunth），二者不是同一植物。

宋代苏颂《图经本草》、唐慎微《证类本草》中均记载

“狗脊生常山川谷”[15，24]，说明当时狗脊的生长区域以河

北为主。苏颂《图经本草》中还记载：“今太行山、淄、温、

眉州亦有”[15]，表明狗脊主要的生长区域由太行山脉（今

河北、山西）、淄（今山东）一带向南方地区发生变迁，如

四川、温（今浙江）等地。

元代王好古《汤液本草》中未记载狗脊品种。

明代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卢之颐《本草乘雅半

偈》中均记载：“狗脊生常山川谷及太行山。道地：成德

军、眉州、温州、淄州”[17，19]。这是古代唯一记载了狗脊的

道地产区在河北、四川、浙江、山东等地。而明代李时珍

《本草纲目》仅记载了狗脊的性状和功能主治[18]，未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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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脊的产地情况。

清代张志聪《本草崇原》中记载：“狗脊出常山川谷

及太行山、淄青、眉州山野，处处有之”[22]。书中对于产

地的记载为河北、山东、四川，与宋、明两代记载基本

一致。

3 结语
从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狗脊至今，可将狗脊原植

物形态特征分为3类：（1）魏晋时期吴普《吴普本草》中记

载的狗脊为百合科植物长托菝葜（S. ferox Wall. ex

Kunth），属攀援灌木，根状茎粗厚坚硬，疏生刺。该品种

多被记载于南北朝时期的本草著作中；（2）唐代苏敬《新修

本草》和宋代苏颂《图经本草》中记载的狗脊来源于乌毛

蕨科植物狗脊蕨[W. japonica（L.f.）Sm.]及与其根茎外

形相似的多种蕨类植物，其形状如狗脊骨，体型较小，该

品种多被记载于唐宋时期；（3）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

中所记载的狗脊来源于蚌壳蕨科植物金毛狗脊 [C.

barometz（L.）J. Sm.]的干燥根茎，为个大体实、密被金黄

色绒毛的金毛狗脊。该品种多被记载于明清时期的本

草著作中。清代吴其濬、张志聪等记载的狗脊与2015年

版《中国药典》（一部）收载的狗脊一致，为蚌壳蕨科植物

金毛狗脊[C. barometz（L.）J. Sm.]的干燥根茎。

根据上述本草记载，南朝梁陶弘景《名医别录》最早

记载的狗脊产地为河北（常山）太行山脉的山谷中。自

汉代至今，狗脊的品种发生变化，其产地也由河北逐渐

向四川、浙江等地变迁。《现代中药材商品通鉴》[25]、《实

用本草纲目彩色图鉴》[26]、《中华药海》[27]和《金世元中药

材传统鉴别经验》[28]等现代研究表明，狗脊均为野生资

源，生长于海拔1 000米左右的高山山脚、沟边及林下阴

湿处酸性土壤中，多产于四川、福建等地，其中以四川宜

宾、乐山等地产量较大。本文关于狗脊的品种和产地变

迁的考证可为狗脊基源的确定以及资源保护提供本草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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