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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树的本草考证及其药用价值

秦路平 � 杨庆柱 � 辛海量(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 上海 � 200433)

1 � 构树的本草考证

1�1 � 原植物
构树在古籍中称�楮�, 亦名毂(谷的异体

字)。�山海经�西山经�: �鸟危之山其阳多磐
石,其阴多檀楮。�郭璞注: �楮即毂木。�袁珂校

注: � 即构木。�许慎�说文�: � 毂也。从木, 者

声。��诗经�小雅�黄鸟�: �黄鸟黄鸟! 无集于

毂,无啄我粟�此处毂即构树。�诗经�小雅�鹤

鸣�: �乐彼之园,爱有树檀,其下维毂。��齐民要

术�: �毂, 楮也。�段成式�酉阳杂俎�: �构,楮也,

田久废,必生构。�由此可见, 楮即构, 即今桑科

植物构树 Brossonetia papyrif era ( L. ) Vent.
[ 1]
。

故楮实子的原植物为构树是毫无疑问的。

1�2 � �滁洲楮实�和�明洲楮实�
据宋��图经本草�[ 2] : � (楮)有二种,一种皮

有斑花纹, 谓之斑毂,今人用为冠者; 一种皮无

花(纹)。但取其叶似葡萄叶作瓣而有子者佳。

��一说谷田久废必生构, 叶有瓣曰楮, 无曰

构。�该书还绘有�滁州楮实�和�明洲楮实�。从
绘图看, �滁洲楮实�之楮叶为长椭圆形, 全缘。

而�明洲楮实�的叶形 3~ 5裂,也就是书中所说

的叶似葡萄叶的那一种, 并且树皮隐约可见斑

纹,可以认为�明洲楮实�之楮就是书中所谓的

�斑毂�,它的果实入药也就是上等的了。而�滁
洲楮实�之楮则是� (叶)无(瓣)曰构�了,也就是

所谓的�构树�了。此一说法对后世影响颇大,

�证类本草�完全依从�图经本草�之说, 认为楮

有2种。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认为: �按许

慎�说文�言毂楮乃一种也,不必分别,惟辨雌雄

尔。雄者皮斑而叶无桠叉,三月开花成长穗, 如

柳花状,不结实,歉年人采花食之。雌者皮白而

叶有桠叉,亦开碎花,结实如杨梅。�虽然李时珍

已观察到构树雌雄异株这一现象, 而且指出它

们的花序不同,但皮和叶在雌株和雄株之间则

并无李时珍所说的那种区别。根据现代植物学

的研究,构树的叶形确有 2种,即全缘不分裂的

和 3~ 5深裂的。我们在实际调查中也发现,在

同一植株中也发现了不同叶型。同时,一株构

树的阴面和阳面在树皮的颜色深浅和斑纹的多

少方面亦有一定的差别。根据吴期浚�植物名

实图考�: �楮又名毂树和构树,按毂和构为一声

之转。�因此, 楮树虽有�二种�,即雌雄之分,但

并非�图经本草�所谓的�明洲楮实�和� 滁洲楮

实�之分。�滁洲�即今安徽滁县, �明洲�即今浙
江宁波市,二地相距甚近,近代植物学上也未发

现构树存在大的种内变异。

1�3 � 楮实、楮桃和楮实子
楮实、楮桃和楮实子这 3个名称都在古本

草书籍中出现过, �中药大辞典�等现代中药典
籍均将三者视为一物。其实不然。

楮实最早出现在�名医别录�[ 3] : � (楮实)生

少室山,一名毂实,所在有之。八月、九月采实,

日干,四十日成。�从 40d才能晒干来看, 楮实应

该是构树不易晒干的肉质的聚花果。若是现在

所认为的小坚果, 则很快就能晒干。因此楮实

之�实�应是聚花果,而非小坚果。再据�图经本

草�[ 2] : �其实初夏生, 如弹丸, 青绿色, 至六、七

月渐深红色乃成熟。八月九月采, 水浸去皮、

穰,取中子, 日干。仙方单服其实。正赤时收取

中子,阴干。�由此可见, �实�就是聚花果,只是

�用时取中子, 研末�, 这里的�子�才是小坚果。

以后的本草大多记载: 采�实�,用�子�。
�楮实子�之名则出现在�普济方�和�素问

病机保命集�。�本草纲目�[ 4]在附方中也载有
楮实子, 如: �楮实子丸�, 用楮实子一斗, 水二

斗,熬成膏。这里的楮实子当然即现在所称的

楮实子(小坚果)了。

�楮桃�之名出现在�涉湖集简方�和�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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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简方�[ 4] ,�救荒本草�将楮树(构树)称为�楮

桃树�。按�本草纲目�载的附方, 治� 喉痹喉
风�:采楮桃阴干, 每用一个为末, 井华水服之。

重者以二个 (�集简方�) ; 治�目昏难视�: 用楮

桃、荆穗各五百枚, 为末, 炼蜜丸弹子大。食后

嚼一丸, 薄荷汤送下, 一日三服 (�卫生易简
方�)。从量词�个�和�枚�来看,楮桃即楮实之

形象化,为构树的球状聚花果。因此,楮桃即楮

实。

由以上可见,楮实和楮桃为同一物,即构树

之球状聚花果,而楮实子则为聚花果上取下之

小坚果。历代多先采取聚花果, 再以其中的小

坚果入药,但也有以聚花果直接入药的。

2 � 构树的药用价值[ 4, 5]

2�1 � 楮实子
构树的小坚果。性寒, 味甘。功能补肾清

肝,明目, 利尿。用于腰膝酸软,虚劳骨蒸,头晕

目昏,目生翳膜,水肿胀满。

2�2 � 楮实(楮桃)

构树的球状聚花果 (果序)。功用同楮实

子。

2�3 � 楮叶
构树的叶子。性凉味甘。凉血, 利水。治

吐血、衄血, 血崩, 外伤出血, 水肿, 疝气, 痢疾,

癣疮。

2�4 � 楮茎
构树的树枝。治风疹, 目赤肿痛, 小便不

利。

2�5 � 楮树根
构树的嫩根或根皮。清热, 凉血, 利湿, 祛

瘀。治咳嗽吐血,水肿,血崩,跌打损伤。

2�6 � 楮树白皮
构树树皮的韧皮部。行水, 止血。治水肿

气满、气短咳嗽, 肠风血痢, 妇人血崩。

2�7 � 楮皮间白汁
构树茎皮部的乳法。治水肿,癣疾。

2�8 � 楮皮纸(楮纸)

古代用构树的树皮制成的纸。性甘, 味平。

烧灰后入药。止吐血, 衄血,血崩,金疮出血。

2�9 � 楮耳
木耳的一种,长在构树上。益气不饥,轻身

强志,治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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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自制制剂标签存在问题分析

司小红 � 郭 � 华(成都军区总医院 � 成都 � 610083)

� � 近年来, 医院自制制剂在剂型的改进和配

方的完善方面有很大的发展。但制剂标签标示

的不规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笔者在对医院各

种制剂的标签进行归类分析后, 发现医院自制

制剂标签主要存在以下 3个方面的问题:

1 � 整体布局

作为制剂标示的标签,应给人以明快、清晰

的感觉。但目前医院制剂标签在印刷方面较为

粗糙,从版面设计的合理性到色彩搭配的协调

性都不太科学。较为突出的是同类型制剂从外

观上不易区别。如滴眼液与滴鼻液、5%葡萄糖

与 10%葡萄糖, 前者是用药途径不同, 后者是

药物含量不同。从抽样调查来看, 这两种药物

的标签在各大医院都采用同一种底色、同一种

字体,在使用上很容易造成混淆。要让使用者

容易区分它们, 避免发生医疗差错。就必须在

标签上作到一目了然。把不同的给药途径和不

同的药物含量用不同的字体与颜色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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