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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为我国临床常用药材，其药用历史悠久，最早

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1]。黄连属多种植物都

可药用，最常见的是黄连 Coptis chinensis Franch.、三角

叶黄连C. deltoidea C.Y. Cheng et Hsiao以及云南黄连C.

teeta Wall.的干燥根茎，以上 3种习称味连、雅连和云

连[2]。黄连味苦，性寒，归心、脾、胃、胆、大肠经，具有清

热燥湿、泻火解毒之功效，也可用于治疗湿热痞满、高热

神昏、消渴等症[3]。

黄连在历代医药古籍中均有记载，但存在以下几个

问题：（1）黄连别名众多，如“川黄连”“鹰爪黄连”“宣黄

连”等，这些名称的差别是什么？（2）黄连品种较多，它们

形态差异如何，哪几种是道地药材？（3）黄连不同炮制品

的差别是什么？（4）黄连功效众多，哪几种是公认的主治

功效？目前关于黄连的本草考证仅 1篇[4]，但该文中存

在着缺少药图考证、缺乏系统的朝代考证等不足。因此

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将从名称、基原、道地性、采收加

工炮制方法和功效等几个方面对黄连进行考证，总结其

历史沿革，为其合理开发和利用提供依据。

1 名称考证
黄连在本草著作中最早见于东汉时期《神农本草

经》，以“黄连”正名，一名王连[5]。《本草经考注》言：“王、

黄古多通用，王连即黄连”[6]。梁代《兼名苑》记载：“一名

石髓，共谓生崖石间也”。唐代《药性论》中称之为支

连[7] ，左思《蜀都赋》云：“风连”[8]。明代《本草原始》也记

载：“其根如鹰鸡爪，连珠而色黄，故名黄连”[9]。《滇南本

草》记载：“即云南黄连，一名滇连、蚱连”[10]。清代《本经

疏证》记载：“黄连根株从延，蔓引相属，有数百株共一茎

者，故名连”[11]。这些古代文献详细解释了“连”字的由来。

根据生长形态的不同，黄连有很多不同的别名。根

据《本草经考注》的记载，由于黄连生长形态的差别，其

别名就有12种之多，分别是三叶黄连、熊手黄连、反鼻黄

连、五加叶黄连、蔓黄连、钱黄连、圆叶黄连、梅花黄连、

菊叶黄连、细叶黄连、大叶黄连和长叶黄连[6]。这些名称

充分地体现了黄连生长形态的多样性。此外，根据产地

的不同，黄连还有川黄连、宣黄连、雅黄连等名称。

2 基原考证
2.1 古文献中对黄连的形态学描述

后蜀《蜀本草》首次记载了黄连的原始植物形态：

“苗似茶，花黄丛生，一茎生三叶，高尺许，冬不凋。江左

者节高若连珠。蜀都者，节下不连珠”[12]。但是此记载

并不详细，而后宋代《本草图经》在此描述基础上进行了

添加，“苗高一尺已来，叶似甘菊，四月开花，黄色。六月

结实似芹子，色亦黄。生江左者，根若连珠，其苗经冬不

凋，叶如小雉尾草者，正月开花作细穗，淡白微黄

色”[13]。《本草图经》对黄连形态的描述十分详细，以至于

后代本草书籍对于黄连的形态描述大都沿用于此。

明代《本草纲目》根据黄连产地的不同进行了药用

部位的形态学描述：“大抵有二种，一种根粗无毛有珠，

如鹰鸡爪形而坚实，色深黄；一种无珠多毛而中虚，黄色

稍淡”[14]。这即为黄连两种不同的基原药材，即味连与

雅连。《本草原始》通过黄连药用部位形态不同确定其道

地性：“凡选黄连，选粗大，黄色鲜明，多节坚重，相击有

声者，为胜。小而连珠，无须者，次之。无珠多毛浅而虚

者，不堪用”[9]。清代《本经逢原》[15]、《本草求真》[16]、《本草

述钩元》[17] 等本草古籍所记载的黄连形态学大抵与《本

草图经》相似。

综上所述，历代本草记录的黄连基原比较明确，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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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黄连进行本草考证，为其合理开发和利用提供依据。方法：结合《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本草纲目》等历代本

草古籍对黄连的名称、基原、历代本草药图、道地性、采收加工炮制方法和功效进行考证。结果与结论：黄连的别名众多，但后世以

黄连二字正名。其基原较稳定，多为味连Coptis chinensis Franch.、雅连C. deltoidea C. Y. Cheng et Hsiao与云连C. teeta Wall.3种。

历代本草药图证据表明黄连形态大体一致，多由《证类本草》中2幅药图翻绘而来。黄连历代道地产区较多，但四川产黄连为最

多，另也有澧州、宣州产者。黄连采收加工方法古今较为一致，均为农历二月、八月采根，去毛、切片用；但炮制方法存在较大差异，

古法有童便炒、米泔水浸、麸炒、人乳炒等，现今主要沿袭了其酒炙、萸炙、姜炙、醋炙等法。黄连的功效众多，现今主要为清热泻

火、燥湿、解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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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毛茛科黄连属植物。根据历代本草古籍所记载的产

区，现代本草书籍对黄连进行了基原的确立，即为毛茛

科黄连属植物黄连 C. chinensis Franch.、三角叶黄连 C.

deltoidea C. Y. Cheng et Hsiao 或云南黄连 C. teeta Wall.

的干燥根茎，黄连还存在另外的3个种及1个变种，如表

1所示。

2.2 历代本草药图证据

历代本草药图对黄连的记载较少，宋代《证类本草》

最早收录了黄连的2种药图（图1A、B），分别为澧州黄连

和宣州黄连[18]。从图1中可知，澧州黄连多为单枝，叶片

轮廓卵形、三全裂、边缘具极尖锯齿；而宣州黄连具有分

枝，须根细长且有结节，叶片轮廓掌形、边缘具锯齿。根

据历代本草描述，可推断以上2种黄连可能为现在的雅

连和味连。后《本草纲目》四版也收录了黄连的药图，分

别为金陵本、江西本、钱本和张本[19]（图1C、D、E、F）。金

陵本所绘主要参考了《证类本草》“澧州黄连”图例，但作

了简化，将原图3枚植株的根集合为一，地上部分合为1

株叶苗；江西本则是根据金陵本进行翻绘；钱本是根据

《证类本草》中的“宣州黄连”翻绘；张本是根据钱本翻

绘。后清代《本草备要》根据钱本进行了黄连的重绘[20]

（图 1G）。黄连从宋代以后，渐以川产为道地，《本草蒙

筌》中收录了“雅州黄连”的药图[21]（图 1 H）。值得注意

的是，《本草蒙筌》将《证类本草》中的“澧州黄连”标题改

为了“雅州黄连”，这代表雅连的地位逐步得到了认可。

综上所述，历代黄连药图主要由《证类本草》中的 2

幅药图翻绘而来，其形态大抵相似，主要分为2种，即单

枝、叶片卵形的澧州黄连和多枝、叶片掌形的宣州黄连。

3 道地性考证
历代本草古籍记载的黄连产区见表2。从历代本草

医籍总结来看，黄连的产地主要包括巫阳、蜀郡、太山、

建平、东阳、新安、江州、宣州、澧州、雅州、眉州等地，也

就是当今的四川、山东、安徽、浙江、江西、湖北等地。

西汉时期《范子计然》首次记载了黄连的产区：“黄

连出蜀郡，黄肥坚者善”[31]。后《神农本草经》记载：“生

巫阳川谷”[5]，即重庆巫山一带。显然，这个时期的黄连

产区较小、产量有限。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医别录》提

及黄连“生巫阳川谷及蜀郡、太山”[22]，这说明黄连当时

主要产地在四川，且产区有一定的扩大。《本草经集注》

中记载“不及东阳（今浙江金华市）、新安（今安徽新安江

流域、祁门等地）诸县最胜，临海诸县者不佳”[23]，说明黄

连产地发生了变迁，除了重庆、四川一带，还新增了东

阳、新安和临海诸县等地，较秦汉时期而言，黄连的产地

范围逐渐扩大。

到了唐、宋、明时期，《新修本草》记载“今澧州（今湖

南澧县东）者更胜”[24] ，说明唐代除了四川产黄连，更以

湖南产黄连为道地。《本草图经》《本草品汇精要》皆表明

黄连宣城（今安徽宣城市）产者为胜 [13，25]，这说明在唐、

宋、明一段时期内是以宣城为黄连的道地产区。明代

《本草蒙筌》记载“宣连出宣城，属南直隶，肥粗苗少，去

苗收者。川连出川省，瘦小苗多，带苗收者”[21] ，这说明

到了明代中期，“宣连”与“川连”都是比较道地的药材，

但二者在形态和生长习性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后

《本草纲目》记载“今虽吴、蜀皆有，惟以雅州、眉州者为

良”[14]，这又重新将四川作为黄连道地的产区，也确立了

“川连”的道地地位。清代开始的医籍皆重复前代的描

述，皆以蜀郡、宣州或澧州为黄连道地产区。值得注意

的是《本经逢原》中提到云南以及东吴、日本等产地[15] ，

提示此时黄连产区发生了变化，产地范围也不断地扩大

增加。

20世纪 50年代后，黄连主要分布于湖北、湖南、四

川、贵州等地，并在四川东部、湖北西部和陕西南部有较

大量的栽培。由此可见，黄连在我国历史上东至泰山，

西达秦州（今甘肃天水）以及黄河以南地区广有分布，但

四川、重庆从古至今都是黄连的主产地。

4 采收、加工、炮制考证
历代本草古籍对黄连的采收时间记载较少，主要沿

袭了汉代《名医别录》中的“二月、八月采”的说法[22]，即

黄连的传统采收季节为初春农历二月和仲秋农历八月，

此时正是黄连地下根茎部逐步成熟的时期。近现代的

文献多记载黄连在初秋时期采挖，2020年版《中国药典》

（一部）记载：“秋季采挖，除去须根和泥沙，干燥，撞去残

留须根”[1]。

从古至今，黄连的临床应用广泛，炮制方法在众多

医籍古书中均有记载。《雷公炮炙论》首次记载了黄连的

炮制方法：“以布拭上肉毛，然后用浆水浸二伏时，漉出，

于柳木火中焙干用”[32]。唐宋时期《日华子本草》中出现

表1 我国不同基原品种的黄连药材信息

基原品种

黄连

三角叶黄连
云南黄连
峨嵋黄连

五裂黄连

五叶黄连

短萼黄连

拉丁名

C. chinensis Franch.

C. deltoidea C. Y. Cheng et Hsiao

C. teeta Wall.

C. omeiensis<chen>C. Y. Cheng

C. quinquesecta W.T.Wang

C. quinqefolia Miq.

C. chinensis var brevisepala W. T. Wang et Hsiao

产区

重庆、贵州、湖南、湖北西部、陕西南部

四川峨眉山、洪雅一带
云南西北部、西南部、西藏东南部
四川峨眉山

云南东南部

中国台湾

安徽南部、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

药材形态

聚集成簇，常弯曲，形如鸡爪，单根茎长3～6 cm、直径0.3～0.8 cm；表面灰黄色或黄褐色，粗糙，有不
规则结节状隆起、须根及须根残基，有的节间表面平滑如茎秆

多为单枝，略呈圆柱形，微弯曲，长4～8 cm，直径0.5～1 cm

弯曲呈钩状，多为单枝，较细小
根状茎圆柱状，微弯，暗褐色；横断面黄色

根状茎黄色，具多数须根；叶5～6片，叶片近革质、卵形、五全裂，中央全裂片菱状椭圆形至菱状披针
形，边缘具极尖的锐锯齿

根状茎短，密生多数须根；叶多数，全部基生，叶片稍带革质、轮廓五角形

根状茎黄色，常分枝，密生多数须根；叶有长柄，叶片稍带革质、宽达10 cm、掌状三全裂，中央裂片菱
状窄卵形，再羽状深裂，边缘有锐锯齿，侧生裂片不等地二深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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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猪肚蒸丸，治小儿疳气”的炮制及使用方法[33]。从明

代开始，黄连的炮制方法逐渐增多，《滇南本草》中详细

描述了黄连不同炮制品的不同功效：“清肝胆火用吴茱

萸拌炒，清上焦火宜酒炒，清中焦火姜汁炒，清下焦火盐

水炒”[10]。《本草蒙筌》还记载了童便炒、米泔水浸、麸炒、

盐水炒、干漆水炒、人乳炒等炮制方法[21]。

到了明代中后期，黄连经不同辅料炮制后可增强其

治病功效这一观点被逐渐深化、细化，诸多本草对此进

行了比较总结。例如《本草纲目》详述了黄连不同炮制

品的功效，其谓：“黄连入手少阴心经，为治火之主药。

治本脏之火，则生用之；治肝胆之实火，则以猪胆汁浸

炒；治肝胆之虚火，则以醋浸炒；治上焦之火，则以酒炒；

治中焦之火，则以姜汁炒；治下焦之火，则以盐水或朴硝

炒；治气分湿热之火，则以茱萸汤浸炒；治血分块中伏

火，则以干漆水炒”[14]。其后，多数医籍均以此为参照，

进行了一定的补充或者删减，但不同医籍所记载的炮制

方法也存在着一定的出入，例如清代《本草备要》记载的

黄连治下焦火用盐水或童便炒[20]，与《本草纲目》中所说

注：A、B为《证类本草》中的“澧州黄连”和“宣州黄连”；C、D、E、F为《本草纲目》金陵本、江西本、钱本和张本中的黄连；G为《本草备要》中的黄

连；H为《本草蒙筌》中的“雅州黄连”

图1 不同本草著作中的黄连药图

A B C D

E F G H

表2 历代本草文献记载的黄连产区

年代
东汉
汉
梁
唐
唐
宋
明
明
明
明
清
清
清
清
清
清

出处
《神农本草经》[5]

《名医别录》[22]

《本草经集注》[23]

《新修本草》[24]

《证类本草》[18]

《本草图经》[13]

《本草品汇精要》[25]

《本草蒙筌》[21]

《本草纲目》[14]

《药品化义》[26]

《本草汇》[27]

《握灵本草》[28]

《本经逢原》[15]

《本草崇原》[29]

《本草求真》[16]

《药笼小品》[30]

原文描述
生川谷
生巫阳川谷及蜀郡、太山
今西间者，色浅而虚，不及东阳、新安诸县最胜。临海诸县者不佳
蜀道者粗大节平，味极浓苦，疗渴为最。江东者节如连珠，疗痢大善。今澧州者更胜
今出宣州绝佳，东阳亦有，歙州、处州者次
生巫阳川谷及蜀郡、泰山，今江、湖、荆、夔州郡亦有，而以宣城者为胜，施、黔者次之
道地出宣城秦地及杭州、柳州、蜀道、澧州、东阳、新安诸县者最胜
宣连出宣城，属南直隶，肥粗苗少，去苗收者。川连出川省，瘦小苗多，带苗收者
今虽吴、蜀皆有，惟以雅州、眉州者为良
川产肥大肉如黄金色者佳
然以宣城九节坚重、相击有声者为胜
生蜀道者粗大味浓苦，疗渴为最；江东者如连珠，疗痢大善，澧州者更胜
产川中者，中空色正黄，截开分瓣者为上；云南水连次之；日本、吴楚为下
黄连生于西蜀，味苦气寒，禀少阴水阴之精气
出四川，瘦小状类鹰爪，连爪连珠者良
川产坚实、色如淡金者佳，余不入药

内容注释
生长在大山峡谷中
巫阳为今重庆巫山；蜀郡为今四川成都；太山为今泰山
东阳为今金华东阳；新安为今安徽新安江流域、祁门一带
澧州为今湖南澧东县
宣州为今安徽宣城一带；歙州为今安徽黄州与徽州区；处州为今浙江丽水
江州为今重庆；夔州为今重庆奉节一带

宣城为今安徽宣城
雅州为今四川雅安；眉州为今四川眉山一带

江东为今长江以东，包括江苏南部、中部，安徽南部、中部
吴楚为今洞庭湖一带
西蜀为今四川东南和重庆西南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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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相同，这表明不同时期黄连的炮制方法不变，但人

们对其主治功效有了不同的理解。现今，黄连的常用炮

制方法主要有酒黄连、姜黄连、萸黄连、炒黄连、黄连

炭等。

总之，黄连的加工方法主要为去毛、切片。从古至

今，黄连的炮制方法众多，最常见的黄连炮制品为酒黄

连、萸黄连、姜黄连、醋黄连等；另外，古代医家提出的较

冷门的黄连炮制方法也值得当下中医学者去研究和开

发学习。

5 性味归经及功效考证
历代本草对黄连的性味归经、主治功效作了较为详

尽的记载，如表3所示。在性味归经方面，宋代以前就确

定了黄连味苦性寒的特点；到金元后，历代本草根据对

黄连功效主治方面的进一步认识对其归经有了更全面

的记载。例如明代《神农本草经疏》中记载的“入手少

阴、阳明，足少阴、厥阴，足阳明、太阴”[37]，即全面阐述了

黄连的十二归经。纵观本草医籍对黄连的性味归经的

描述，主要包括味苦、大苦，性寒、大寒；归经则为心与胞

络、肝、胆、脾、胃、大肠经。

在主治功效方面，秦汉及南北朝时期本草古籍记载

的主要体现为：“清胃肝二火、燥湿、解毒”[22]。另《神农

本草经》提到黄连可治妇人阴中肿痛[5]，《名医别录》中首

次提及了黄连止消渴的功效[22]。到唐宋时期，黄连的功

效逐步扩大，例如《药性论》提及的“杀小儿疳虫”[7] ，《本

草拾遗》提及的“主羸瘦气急”[34] ，《日华子本草》提及的

“止心腹痛，惊悸烦躁”[33] 。至明清时期，诸多本草古籍

对黄连的每一个主治功效都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更

深、更全面的阐述。例如论黄连清热燥湿功效，清代《本

草正义》作了详细阐述：“黄连大苦大寒，苦燥湿，寒胜

热，能泄降一切有余之湿火……，上以清风火之目病，中

以平肝胃之呕吐，下以通腹痛之滞下，皆燥湿清热之效

也”[41] 。纵观本草医籍对黄连的主治功效的描述，主要

包括泻心火、凉血镇肝、清热燥湿、定惊悸、止痢疾、止消

渴、解毒杀蛔、小儿疳积、口疮牙疼、热呕热泻等。

6 结语
黄连作为传统中药材，在我国已经有 2 000多年的

药用历史；其别名众多，但后世皆沿用《神农本草经》中

的黄连为正名。历史上，黄连的基原较稳定，现多分为

味连、雅连和云连3种；另还有短萼黄连、五叶黄连、五裂

黄连等品种。根据本草古籍，黄连药图大致分为两类，

即《证类本草》中所绘的“澧州黄连”和“宣州黄连”两种

形态，此后的黄连药图大都以此翻绘。有关产地方面，

《名医别录》始载黄连“生巫阳川谷及蜀郡、太山”，说明

自古黄连就产自四川，但此后又有多本古籍记载黄连还

产于澧州、宣州等地。虽然黄连的道地产区较多，但质

优者多为川连。现今黄连的主要产区一般为四川、湖

北、陕西、云南等地，多为人工栽培[42]。

黄连在农历二月、八月采根用，加工方法为去毛、切

片。有关炮制方面，从历代文献记载来看，古代黄连的

炮制方法众多，且主治功效也不尽相同。《雷公炮炙论》

始载“浆水浸，焙干用”的炮制手法[32]，后随着古人对于

黄连归经的深入认识，又出现了不同的炮制手法，如“猪

肚蒸丸”“酒炒酒浸”“吴茱萸拌炒”“盐水炒”“姜水炒”

“乳汁浸”等。现代黄连炮制品主要为酒黄连、萸黄连、

姜黄连等，采用不同的炮制手法所得产品可针对不同的

病证起到不同的功效。关于黄连的性味归经方面，历代

表3 历代本草文献记载的黄连性味归经及功效

年代
东汉

汉
梁
唐
唐
五代吴越

宋
金

明
明
明
明
明

清

清
现代

出处
《神农本草经》[5]

《名医别录》[22]

《本草经集注》[23]

《药性论》[7]

《本草拾遗》[34]

《日华子本草》[33]

《仁斋直指方》[35]

《医学启源》[36]

《本草蒙筌》[21]

《本草纲目》[14]

《神龙本草经疏》[37]

《本草正》[38]

《本草品汇精要》[25]

《本草通玄》[39]

《本草新编》[40]

2020年版《中国药典》（一部）[1]

原文描述
味苦，寒；主热气目痛，眦伤泣出，明目，肠澼腹痛下痢，妇人阴中肿痛；久服令人不忘

主五脏冷热，久下泻澼脓血，止消渴、大惊，除水、利骨、调胃、厚肠益胆，治口疮
胜乌头，解巴豆毒
杀小儿疳虫，点赤眼昏痛，镇肝，去热毒
主羸瘦气急
治五劳七伤，益气，止心腹痛、惊悸烦躁，润心肺；长肉，止血、并疮疥、盗汗、天行热疾；猪肚
蒸为丸，治小儿疳气

能去心窍恶血
泻心火，除脾胃中湿热，治烦躁恶心、郁热在中焦、兀兀欲吐、心下痞满。《主治秘要》：其用
有五，泻心热一也；去上焦火二也；诸疮必用三也；去风湿四也；赤眼暴发五也

味苦，性寒；味厚气薄，可升可降，沉也，阴也，阴中微阳
主心病逆而盛，心积伏梁；解服药过剂烦闷及巴豆、轻粉毒
味厚于气，味苦而厚，阴也。入手少阴、阳明，足少阴、厥阴，足阳明、太阴
味大苦，气大寒；味厚气薄；沉也降也，降中微升，阴中微阳
入心、肝、脾、胆、胃、大肠六经；味苦，苦能燥湿而去垢；性寒，寒能胜热而不滞；善理心脾之
火，凡口疮、牙疼、耳鸣、目痛、烦躁、恶心、中焦郁热、呕吐、痞闷、肠痹、下痢、小儿疳积、伤
寒吐蛔、诸痛疮疡，皆不可缺

泻心火而除痞满，疗痢疾而止腹痛，清肝胆而明目，祛湿热而理疮疡，利水道而厚肠胃，去
心窍之恶血，消心积之伏梁

入心与胞络，最泻火；亦能入肝，大约同引经之药，俱能入之；而入心尤专任也
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用于湿热痞满、呕吐吐酸、泻痢、黄疸、高热神昏、心火亢盛、心烦不
寐、心悸不宁、血热吐衄、目赤、牙痛、消渴、痈肿疗疮；外治湿疹、湿疮

内容注释
黄连味苦性寒；主治目痛、怕光、流泪等多种目疾；单煎外洗可治湿热下注所致
的外阴瘙痒、阴道炎等疾患；长期服用能提高人的记忆力

主治五脏冷热、大便脓血，治消渴，可除湿气、强壮筋骨、调理胃肠，治口舌生疮
可以解乌头、巴豆毒
可杀小儿疳虫，治红眼肿痛，还可镇肝、去除热毒
主治羸瘦气短症
可治五劳七伤，补气，止心痛，止惊悸烦躁，润肺。可长肉止血，消除疮疥，减轻
盗汗，可治急性热性传染病；用猪肚包裹蒸后碾压搓丸，可治小儿疳气

主治心窍恶血
主治心火炽盛、脾虚、烦躁抑郁、恶心、心下痞满。《主治秘要》提及：黄连功效有
五，分别为泻心热、去火、除疮、祛风湿以及红眼病

黄连味苦、性寒，药性味厚气薄，属阴中微阳
主治心火不降、心包积液；可解巴豆、轻粉毒
药性味厚气薄，味苦；入手少阴、阳明经，足少阴、厥阴经，足阳明、太阴经
黄连味苦，性寒；味厚气薄，降中微升，阴中微阳
黄连入心、肝、脾、胆、胃、大肠六经；味苦，主燥湿，性寒；可降心脾之火，可治口
舌生疮、牙疼、眼痛、烦躁、恶心、呕吐、痞闷、腹泻、小儿疳虫蛔虫

黄连可降心火，消除痞满，止泻，止腹痛，清肝明目，去燥湿，调理疮疡，调理肠
胃，去心窍恶血，消心包积液

黄连入心经与胞络，功效为泻火；还能入肝经；而入心经为其最主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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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均有详细记载。后世记载大都是以《神农本草经》

中的“味苦，寒”为基础进行增添的。古代本草记载的黄

连功效众多，主要包括清热泻火、燥湿、解毒；主治心经

之高热、烦躁、湿热胸痞、泄泻、痢疾、牙龈肿痛、口舌生

疮、湿疹、烫伤等。

目前，我国野生黄连资源由于生态环境变化和人为

的原因而被严重破坏，已经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43]。国

内黄连属植物共 6种 1变种（除分布于中国台湾的五叶

黄连）已全部列入重点保护植物名录[44]。但由于人工种

植技术的不断进步，黄连也逐渐由野生品转变为人工栽

培品来满足临床需求。我国目前关于黄连考证的报道

仅有1篇[4]，本文进一步丰富了相关内容，增加了生长形

态不同的黄连不同名称的考证，并且根据不同的考证内

容结合不同时代进行产地和品种的考证；另外，本文还

增加了黄连形态学、历代药图和产区方面的考证，为其

进一步开发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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