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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查阅历代本草、 医籍及方书相关记载并结合现代文献， 对 《古代经典名方目录 （第一批） 》 中代赭

石名称、 基原、 产地、 性味归经、 功效主治及炮制加工进行系统梳理与本草考证， 以期为相关经典名方的开发提供依

据。 考证发现， 历代皆以代赭石为正名， 还有 “血石” “血师” “赤石” “土朱” “赤土” “石燕” 等别称， 历代本草

所述代赭石基原以三方晶系氧化物类矿物赤铁矿 Ｈａｅｍａｔｉｕｍ 的矿石为主流。 代赭石的产地在历史上经历 ３ 次大变迁，
现主产于安徽、 河北宣化、 湖南宁乡等地。 代赭石味以苦、 甘为主， 性偏寒凉， 故脾胃虚寒者应慎用， 因其重镇之

性， 历代医家多用其治疗噫气、 痞满等症。 代赭石的炮制方法最早为 “碎” 制法， 随着其功效不断被揭露， 炮制方

法逐渐增多， 现有净制、 醋制、 煅制等方法。 研究表明， 煅代赭石较生代赭石的有效成分易于溶出， 若入药时无明确

规定， 均可按照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的煅代赭石炮制方法。 代赭石已有两千多年的药用历史， 但关于其化学成分

及药理作用的研究较少， 后续可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 为中药材的开发利用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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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赭石入药历史悠久， 临床应用广泛， 功擅平肝潜阳、
重镇降逆、 凉血止血， 主治头痛、 眩晕、 心悸、 癫狂、 惊

痫、 呕吐、 噫气、 呃逆、 噎膈、 咳嗽、 气喘、 吐血、 鼻衄、
崩漏、 便血、 尿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２０１８ 年公布的 《古
代经典名方目录 （第一批） 》 中含代赭石的方剂旋覆代赭

汤出自 《伤寒论》， 为临床常用方， 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目前对代赭石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复方进行实验研究和临床

观察， 鲜见根据古籍文献对代赭石进行系统的文献研究。
代赭石药用有近两千年的历史， 其古今功效主治、 用药禁

忌有何衍变？ 来源是否为代赭石？ 中间是否有含易混淆品？
其品质评价的主要标准在当今是否可行？ 其产地经过怎样

的变迁？ 其炮制方法经过怎样的衍变？ 本文就这些问题系

统查阅相关的古今文献， 整理与代赭石有关的记载， 重点

梳理其基原、 产地及炮制方法的衍变， 以期为相关经典名

方的开发、 正确使用、 临床及基础研究提供依据。
１　 名称考证

代赭石始载于汉朝 《神农本草经》 ［１］ ， 云 “代赭……
一名须丸， 生山谷”， 原名 “代赭”， 又称其为 “须丸”，
或因其矿石结构似丸状而名之， 列为下品。 《伤寒杂病

论》 ［２］ 中称其为 “代赭石”， 其中 “旋覆代赭汤” 能疗

“伤寒发汗， 若吐， 若下， 解后， 心下痞硬， 噫气不除

者”， 所述代赭石功效与今基本一致。 《名医别录》 ［３］ 云：

“代赭， 味甘， 无毒， 主带下百病， 产难， 胞衣不出， 堕

胎， 养血气， 除五脏血脉中热， 血痹瘀， 大人小儿惊气入

腹， 及阴痿不起， 一名血师”， 将其称之为 “代赭” “血
师”， 其中 “血师” 疑为 “血石” 之音讹。 南北朝时期

《雷公炮炙论》 ［４］云： “代赭， 凡使， 不计多少， 用蜡水细

研尽， 重重飞过， 水面上有赤色如薄云者去之”， 亦称其

为 “代赭”， 并详细论述其炮制方法。 唐朝 《新修本草》 ［５］

云： “此石多从代州来， 云山中采得， 非城门下土， 又言生

齐代山谷。 今齐州亭山赤石， 其色有赤红青者”， 代赭石

颜色呈红褐、 钢灰至铁黑等色， 条痕均为樱红色， 称其为

“代赭” “赤石”， 并述其产地为 “代州” “齐州”， “代州”
为古州名， 今在山西省代县， “代” 字为其所产地区，
“赭” 字为其色泽， 故名 “代赭”。 《本草图经》 ［６］ 云： “今
医家所用， 多择取大块， 其上文头有如浮沤丁者为胜， 谓

之丁头代赭。” 按赭石作为药用的赤铁矿系沉积作用的产

物， 为鲕 （鱼卵） 状、 豆状、 肾状集合体， 其结构表现在

矿石上状若 “钉头”， 故名 “丁头代赭”， 《仁斋直指

方》 ［７］称其为 “土朱”。 元朝 《汤液本草》 ［８］ 云： “一名顾

丸， 出姑幕者， 为须丸， 出代郡者， 名代赭”， 按照不同产

地将代赭石分为 “须丸” “代赭”， 其所云 “顾丸” 或为左

顾牡蛎， 因真代赭石难寻， 故以牡蛎代之， 正如 《本草图

经》 云： “古方紫丸治小儿用代赭， 云元真者， 以左顾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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蛎代使， 乃知真者难得”。 明朝 《普济方》 ［９］ 中记载， “代
赭石， 一名须丸、 血师、 赤土、 石燕”。 《隋书·地理

志》 ［１０］云： “雁门郡， 后周置肆州， 开皇五年改为代州”，
雁门郡为代赭石之原产地， “石燕” 中 “燕” 与 “雁” 发

音相同， 故以此命名之。 《山海经·西山经》 ［１１］ 郭璞注解

“赭” 为 “紫赤色”， 时珍曰： “赭， 赤色也。 代， 即雁门

也”。 由此解释代赭石名 “赤土” “血师” “血石” “赤石”
“土朱” 与其颜色为赤色相关。 《中药志》 ［１２］ 中代赭石有

“老式赭石” 与 “新式赭石” 之分， 以色棕红、 断面层叠

状， 有明显钉齿、 松脆易剥下者为佳。 ２０００ 年版 《中国药

典》 ［１３］及以后各版中统称为 “赭石”， 现代各本草及地方

志中多以代赭石为正名。 由于代赭石中含有赤铁矿细微包

体可被染成红色， 表现出特殊物性， 如赤铁矿呈 ６０°交角

的 ３ 个方向有规律地分布在云母的晶面上， 造成云母的星

彩性， 又名 “砂金石” “日长石”， 因其含有赤铁矿细微不

同的钾钠长石、 酸性斜长石、 微斜长石， 闪耀着星点状金

色光彩而得名［１４］ 。
综上所述， 代赭石中的 “代” 字为其产地 （代州），

“赭” 字为其色泽， “石” 字为其药材性质， 并且存在多种

别名、 异名。 其中， “血师” “血石” “赤石” “土朱” 因

其颜色命名， “代赭” “石燕” 因其产地命名； “须丸” 因

其形态命名， “砂金石” “日长石” 因其形态色泽命名。
２　 基原考证

２ １　 汉朝至南北朝 　 代赭石入药， 以 “代赭” 之名始载

于汉朝 《神农本草经》， 将其列为下品， 但书中并未描述

出代赭石的具体植物形态， 但在 《增图神农本草经》 ［１５］ 中

附有代赭石的图片 （图 １Ａ）， 该图较为简陋， 仅能看出药

材特征呈薄板状、 棱面体状， 完整晶形较少见， 四川地区

曾自产一种卵状赭石， 呈椭圆形、 扁圆形、 卵圆形或不规

则形， 为钉头代赭石之亦混淆品， 基于图片所绘， 或为卵

状赭石。 《名医别录》 ［３］中将代赭石性味描述为 “味甘， 无

毒”， 与 《神农本草经》 所论述其味苦有所不同， 并云：
“一名血师， 生齐国， 赤红青色， 如鸡冠有泽， 染爪不渝者

良， 采无时”。 首次记述了代赭石药物的颜色为赤色略带

青色， 艳而有光泽， 易染色， “不渝” 意为不改变之意，
如 《淮南子·道应训》 ［１６］ 云： “敖， 幼而好游， 至长不

渝”， “染爪不渝者良” 指涂染手指不掉色者为优质品， 并

记述其采收时间不固定， 一年四季均可采收。 南北朝时期

《雷公炮炙论》 ［４］ 详细论述代赭石的炮制方法， 并云： “水
面上有赤色如薄云者去之”， 其中有一种 “老赭石”， 与代

赭石的主要区别是多呈层状集合体， 因含铁量少， 质地较

轻， 断面有的隐约现层状， 其所言 “赤色如薄云者” 或为

“老赭石”， 不能作为药用， 雷敩在炮制时将其去之。 由此

可知， 汉朝至南北朝时期本草记录了代赭石的生长环境、
产地、 形态特征等方面的信息， 但关于形态特征著作较少，
仅凭上述信息难以确定当时所云之药为今用赭石。
２ ２　 唐朝至宋朝　 唐朝 《新修本草》 ［５］ 沿用 《名医别录》
所述代赭石之佳品色泽及采收时间 “赤红青色， 如鸡冠有

泽， 染爪甲不渝者良， 采无时”， 又云： “旧说云是代郡城

门下土， 江东久绝， 顷魏国所献， 犹是彼间赤土耳， 非复

真物， 此于俗用乃疏， 而为丹方之要， 并与戎盐、 卤咸皆

是急须”， 描述出古代代赭石真品较为稀少的特点。 宋朝

《本草图经》 ［６］ 记载古时代赭石真品难得， 多用 “左顾牡

蛎” 代替， 又云： “今医家所用， 多择取大块， 其上纹头

有如浮沤丁者为胜， 谓之丁头代赭”， 代赭石晶体结构属

三方晶系， 完整晶形较少见， “丁头代赭” 或为鲕状、 豆

状、 肾状赤铁矿之集合体， 条痕多呈樱红色， 书中附有代

赭石 （图 １Ｂ） 和赤土 （图 １Ｃ） 图片， “赤土” 为代赭石

之别名， 但并未将两者区分， 可见同一种药材。 图 １Ｂ 为代

赭石局部细节图， 其表面有乳头状突起， 断面层叠状显著、
每层多有钉头。 图 １Ｃ 为代赭石整体形状， 呈不规则的扁平

块状， 与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所云完好晶体少见， 常呈

显晶质的板状、 鳞片状、 粒状及隐晶质的致密块状、 鲕状、
豆状、 肾状、 粉末状等集合体形态相符合。
２ ３　 明朝至清朝 　 《本草乘雅半偈》 ［１７］引北山经云： “少
阳之山， 中多美赭”。 《西山经》 云［１１］ ： “石脆之山， 灌水

出焉， 中有流赭”， “少阳之山” 出自 《山海经》 ［１８］ ， 记

载： “又北二百五十里， 曰少阳之山， 其上多玉， 其下多赤

银”， “少阳之山” 即今山西关帝山， “石脆之山” 基于

《山海经》 所给出的地理位置， 一说是在陕西蓝田境内，
介于石脆之山多玉， 或为今之王顺山。 《本草蒙筌》 ［１９］云代

赭石 “惟出代州， 多生山谷， 色赤如鸡冠有泽， 佳者染爪

甲不逾， 或难得真， 牡蛎可代”， “代州” 民国元年改为代

县， 属雁门道， 民国十年废道， 代县直隶山西省， 书中论

述山西省低凹山间， 其间多有涧溪处之代赭石为真品， 颜

色如鸡冠色， 红而有光泽， 且不易掉色， 书中附有代赭石

图片 （图 １Ｄ）， 是对 《本草图经》 中代赭石图片的翻绘，
描绘出代赭石表面凹凸不平、 断面层叠状的特点。 《本草

纲目》 ［２０］描述代赭石的性味、 别名及产地， 对其形态特征

并未作详细论述， 但书中附有代赭石图片 （图 １Ｅ）， 所绘

为代赭石局部表面凹窝。 《药性会元》 ［２１］ 云代赭石 “其色

赤红， 如鸡冠”， 指出代赭石颜色与鸡冠之红色相似。 《本
草便读》 ［２２］ 云代赭石 “噫痞能除， 用治虚邪重以镇”， 书

中附有代赭石图片 （图 １Ｆ）， 是基于 《增图神农本草经》
中图片进行的翻绘。 《医学衷中参西录》 ［２３］ 记载： “赭石色

赤……其原质为铁氧化合而成， 其结体虽坚而层层如铁锈，
……其形为薄片， 迭迭而成” 描述出代赭石的形态色泽，
其又云 “一面点点作凸形， 一面点点作凹形者”， 即为代

赭石的 “钉头” 与 “凹窝” 处， 其所云与今之钉头代赭石

形态相符， 因代赭石晶体结构由 Ｆｅ３
＋的位置决定， 其成分

中其他元素的类质同象替代， 能够引起晶胞常数的变化，
钛 （Ｔｉ） 会引起晶胞的增大， 在 ｃ 轴方向上表现得尤其明

显， 而铝 （Ａｌ） 会引起晶胞的缩小［２４］ 。
２ ４　 近现代　 １９８１ 年 《辞海·医药卫生分册》 ［２５］ 记载代

赭石为 “去尽泥土杂质的赤铁矿矿石”， １９８８ 年 《中国矿

物药》 ［２６］记载 “不同地区所用代赭石其原矿物不同， 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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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代赭石、 无丁头代赭石和赭土之分， 丁头代赭石一直沿

用至今， 应用地区也最广； 无丁头代赭石根据其所含微量

元素来看， 不应与丁头代赭石混用； 赭土更不应与丁头代

赭石混用”， 书中将丁头代赭石、 无丁头代赭石和赭土详

细分述， 其云丁头代赭石 “为浅海沉积的肾状、 鲕状赤铁

矿集合体”， 并描述其形状多不规则， “表面密集排列丁头

状的小突起， 底面呈与表面小突起相应的凹窝， 丁头状似

肾形， 侧断面呈随小突起起伏的均匀薄层”； 而无丁头代

赭石 “为浅海沉积的赤铁矿⁃水针铁矿等的鲕状、 块状集合

体”， 并云其形状为 “不规则块体”， 表面和断面均不平坦

而粗糙； 赭土为 “风化型赤铁矿⁃褐铁矿的集合体。 地质时

代和现代凤化壳中均有产出， 但仅梧州市售品属赭土”。
２００６ 年 《现代中药鉴定手册》 ［２７］ 中附有代赭石图片 （图
１Ｇ）， 记载它为一种赤铁矿的矿石， 呈不规则的扁平块状，
大小不一， 用手抚摸则有红棕色粉末粘手， 表面有圆形乳

头状的 “钉头”， 另一面与突起相对应处有同样大小的凹

窝， 质坚硬， 不易砸碎， 断面显层叠状， 且每层均依钉头

而呈波涛状弯曲。 ２００６ 年 《中药图典》 ［２８］ 中记载代赭石药

材为不规则扁平碎块， 暗棕红色， 一面具乳头状突起的

“钉头”， 另一面与钉头对应处有同样大小的 “凹窝”， 断

面显层叠状， 每层依钉头而呈波状弯曲， 并附有代赭石彩

色图谱 （图 １Ｈ）。 ２０１４ 年 《中药学》 ［２９］记载代赭石为 “三
方晶系氧化物类矿物赤铁矿 Ｈａｅｍａｔｉｔｕｍ 的矿石”， 同一年

《中药材彩色图谱》 中附有代赭石彩色原图 （图 １Ｉ）， 由此

可知， 代赭石为鲕状、 豆状、 肾状赤铁矿集合体， 呈暗红

色， 条痕呈樱红色。 《现代实用中药》 ［３０］中记载代赭石为赤

铁矿之矿石， 为块状或纤维状， 质地较硬， 碎之则成赤褐

色之粉末， 并将其分为 ３ 种类型， “半结晶者， 为赤铁矿赭

石； 结晶者， 为辉铁矿赭石； 表面作疣瘤状者， 为钉头代

赭石”。 《中国藏药》 ［３１］中记载代赭石基原为氧化物类刚玉

族矿物赤铁矿的矿石， ２０１７ 年 《中药大辞典》 ［３２］ 记载代赭

石为氧化物类矿物刚玉族赤铁矿， 主要含三氧化二铁，
《蓝琉璃》 载有雌代赭石， 但文中并未有过多介绍， 《藏医

药选编》 释本条作紫蛙背石， 亦认为系赤铁矿， 并记其为

碳酸钙， 但其所记功效与 《正确认药图鉴》 本条不同， 故

而其所云白色是碳酸钙依据不足。 《中药传统鉴别术语图

解》 ［３３］中描绘了 ２ 幅代赭石的局部图片 （图 １Ｋ～ １Ｌ）， 图

１Ｋ 描绘代赭石之钉头， 并注释 “上有圆形乳头状凸起， 像

老式大门上的巴钉帽， 俗称钉头”； 图 １Ｌ 为代赭石凹窝处，
注释为 “代赭石的凸起面相对应的另一面有同样大小的凹

槽， 俗称凹窝”。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３４］ 记载代赭石为

“氧化物类矿物刚玉族赤铁矿”， 并云 “鲕状、 豆状、 肾状

集合体， 多呈不规则的扁平块状， 暗棕红色或灰黑色， 条痕

樱红色或红棕色， 有的有金属光泽。 一面多有圆形的突起，
习称钉头； 另一面与突起相对应处有同样大小的凹窝。 体

重， 质硬， 砸碎后断面显层叠状”， 后多以此为标准入药。
综上所述， 代赭石自汉朝起就有相关记载， 此时期代

赭石真品稀少， 或以左顾牡蛎代之， 其形态特征描述较少；

注： Ｍ１ 平 台 资 源 号 ２３５１Ｃ０００２４０００００１７４， 资 源 编 号

Ｍ００２０００１７４， 保存单位为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Ｍ２ 平台资源

号 ２３５１Ｃ０００２４０００００１７５， 资源编号 Ｍ００２０００１７５， 保存单位为

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

图 １　 历代本草所附代赭石之图证及代赭石实物

唐宋时期代赭石色泽形态的描述逐渐丰富， 并有其质量优

劣之分， 以块大， 其上纹头有如浮沤丁者为佳品； 明清时

期代赭石产地范围逐渐扩大， 以生长于两山夹水之地且纹

理表面状若泡沫者为佳品， 对其形态特征的描述进一步完

善， 多书中绘有代赭石图片， 描绘出代赭石的 “钉头” 与

“凹窝” 特征。 近代以来， 代赭石的分类逐渐丰富， 有丁

头代赭石、 无丁头代赭石和赭土之分， 无丁头代赭石又称

“老式赭石”， 其与赭土所含微量元素较少， 不可代替丁头

代赭石药用。 由此可知， 唐以前本草中的代赭石基原较为

模糊， 或以牡蛎等药物替代， 至明清时期比较明确， 即为

三方晶系氧化物类矿物赤铁矿 Ｈａｅｍａｔｉｕｍ 的矿石。
３　 品质考证

《药征续编》 ［３５］记载： “本出于代州者为上品， 故得代

赭石名， 犹蜀椒、 川芎， 若得赤绛青色， 如鸡冠有泽者，
宜供治材， 不必代州之物矣”， “绛” 为深红色， 其云代赭

石色深红兼有青色， 且亮而有光泽， 并以此作为代赭石药

物优劣的标准。 《本草图经》 ［６］ 云： “今医家所用， 多择取

大块， 其上文头有如浮沤丁者为胜， 谓之丁头代赭”， 以

块大、 有钉头者为佳品， 《生药鉴定技术》 ［３６］中记载代赭石

来源为氧化物类矿物刚玉族赤铁矿， 主含三氧化二铁， 书

中附有代赭石图片 （图 １Ｊ）， 并根据代赭石原矿物的不同，
分为有钉头代赭石和无钉头代赭石， 以有 “钉头” 且无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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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者为佳。 钉头代赭石为赤铁矿的集合体， 无钉头代赭石

为赤铁矿水针铁矿的集合体， 无钉头代赭石表面不具钉头

状突起， 断面层纹平直， 不能代替钉头代赭石作为药材使

用。 通过氧化⁃还原滴定法、 比色法、 分光光度法、 色谱法

检测有钉头和无钉头代赭石的铁含量， 结果表明， 代赭石

中有 “钉头”、 色如鸡冠的含铁量均在 ６０％ 以上， 而无

“钉头” 或 “钉头” 不明显者含铁量仅在 ５３ ６３％ ～ ５７ ２５％
之间， 可知古代本草记载赭石上有 “钉头”、 色如鸡冠者

良的论点， 与现代科学分析结果相一致［３７⁃３９］ 。 代赭石的主

要化学成分是氧化铁 （Ｆｅ２Ｏ３）， 其主要矿物成分是赤铁

矿， 含量均在 ５５％ 以上。 此外， 代赭石尚含有多种微量元

素， 有 “钉头” 代赭石含有 ２４ 种微量元素， 而无 “钉头”
代赭石缺少锡 （Ｓｎ） 等微量元素［４０］ 。 代赭石为氧化物类矿

物赤铁矿的矿石， 属三方晶系类矿石， 晶体根据晶体理想

外形或综合宏观物理性质中呈现的特征可划分为立方、 六

方、 三方、 四方、 正交、 单斜、 三斜 ７ 类［４１］ ， 即 ７ 个晶

系， 隶属 ３ 个不同的晶族， 三方晶系属中级晶族， 特征对

称元素为三重对称轴， 可划分出六方晶胞的菱面体晶胞，
包括三方单锥晶类、 三方偏方面体晶类、 复三方单锥晶类、
菱面体晶类及复三方偏三角面体晶类［４２］ ， 见表 １。 赤铁矿

是广泛地分布在各种岩石当中的副矿物， 它以细分散粒状

出现在许多火成岩中， 在特殊的情况下， 在区域变质岩中

形成巨大的块体， 在红色砂岩中， 赤铁矿是石英颗粒的胶

结物， 并且将岩石染上颜色， 在前寒武系地层中有很多赤

铁矿， 它们通常含硅的杂质， 是由于雨水将二氧化硅淋去

而富集成的。 在自然界， 磁铁矿和赤铁矿可相互转化［４３］ 。
当氧逸度增大时， 磁铁矿可氧化成赤铁矿； 若仍保留有原

磁铁矿的晶形， 称之为假象赤铁矿； 若磁铁矿仅部分转变

为赤铁矿， 则称为假赤铁矿。 而当氧逸度减小时， 赤铁矿

又可还原成磁铁矿； 若仍保留有赤铁矿的晶形， 则称之为

穆赤铁矿； 呈钢灰色、 金属光泽、 鳞片状的称为云母赤铁

矿， 中国古称 “云子铁”； 呈红褐色土状而光泽暗淡的称

为代赭石， 中国古称 “代赭”， 而以 “赭石” 泛指赤铁

矿［４４］ 。 赤铁矿晶体为钢灰色至铁黑色， 常带浅蓝锖色隐晶

质或粉末状， 变种为暗红色至鲜红色， 金属光泽， 条痕特

征为樱桃红色或红棕色， 因其与刚玉、 钛铁矿具有相似的

晶体结构， 可与刚玉、 钛铁矿表现出定向连生关系， 与其

他矿物之间由于存在某方向晶体结构相似性可造成浮生现

象， 偏光镜下呈血红、 橙黄、 灰黄色 （图 １Ｍ１～１Ｍ２）。
表 １　 三方晶系对称型种类、 国际符号及所属晶体

对称型种类 对称型国际符号 所属晶体名称

Ｌ３ ３ 三方单锥晶类

Ｌ３３Ｌ２ ３２ 三方偏方面体晶类

Ｌ３３Ｐ ３ｍ 复三方单锥晶类

Ｌ３Ｃ ３ 菱面体晶类

Ｌ３３Ｌ２３ＰＣ ３ｍ 复三方偏三角面体晶类

　 　 综上所述， 代赭石品质以 “块大” “上文头有如浮沤

丁” “色深红兼有青色， 且亮而有光泽” “出代州” 者为

佳， 结合本草品质记载及考证， “块大” 并不能作为代赭

石衡量质量优劣的标准； “上文头有如浮沤丁” 指有钉头

代赭石， 研究发现， 其化学成分及其微量元素含量均高于

无钉头代赭石， 故而可以此作为代赭石质量优劣评价的标

准之一； 而关于代赭石色深红有光泽为佳品一说， 尚未有

研究证实； 代赭石原产于 “代州”， 现产于安徽、 湖南等

地， 其中四川赭石所含微量元素有三十多种， 除与其他地

区 “钉头” 赭石的含量相同外， 还含氧化钾 （Ｋ２Ｏ）、 钴

（Ｃｏ）、 铌 （Ｎｂ）、 铋 （Ｂｉ）、 锑 （ Ｓｂ）、 硅 （ Ｓｉ）， 其中硅

的含量最高［４５］ ， 可见不能以产于 “代州” 的代赭石作为代

赭石质量优劣的衡量标准。 现代代赭石分部较广， 因其为

矿物赤铁矿的矿石， 与磁铁矿之间可相互转化， 与刚玉、
钛铁矿可表现出定向连生关系， 与其他矿物之间可造成浮

生现象， 其质量优劣与地区、 有无杂质、 所含钉头有关。
４　 产地考证

代赭石的产地最早见于战国 《北山经》 和 《西山

经》 ［１１，４６］ ， 《北山经》 云： “少阳之山中多美赭”， 今为山

西省古交市西， 《西山经》 云： “石脆之山灌水出焉， 中有

流赭皆谓此石”， “石脆山” 为今之陕西泾阳南， 关中盆地

的一座矮山。 汉朝 《神农本草经》 云： “生山谷”， 指两山

间低凹而狭窄处， 《名医别录》 云［３］ ： “生齐国， 染爪甲不

渝者良”， 古之 “齐国” 为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一带。
唐朝 《新修本草》 云［５］ ： “一名须丸， 出姑幕者名须丸，
出代郡者名代赭， 一名血师， 生齐国山谷， 赤红青色， 如

鸡冠有泽， 染爪甲不渝者良， 采无时”， 将代赭石按照不

同产地分为 “须丸” “代赭”， “姑幕” 为今莒县一带，
“代郡” 为今之河北省蔚县代王城， 并云 “江东久绝， 顷

魏国所献， 犹是彼间赤土耳， 非复真物， 此于俗用乃疏，
而为丹方之要， 并与戎盐、 卤咸皆是急须”， 可见代赭石

在古代真品较为稀少， 多以赤土混用之。 宋代 《本草图

经》 ［６］沿用 《名医别录》 论述， 代赭石 “生齐国山谷， 今

河东京东山中亦有之”。 元朝 《汤液本草》 ［８］ 沿袭 《新修本

草》 论述， “出姑幕者， 为须丸； 出代郡者， 名代赭”。 明

朝 《本草乘雅半偈》 ［１７］将代赭石产地改为 “处处山中亦有

之， 西北者为良也”， 可见代赭石之产地范围及产量较之

原来有所增加， 又云： “生山峡中者， 赤红青色而有泽， 上

纹如浮沤， 俗呼丁头赭”， 以生产于山峡中的代赭石为佳

品。 明朝 《本草蒙筌》 ［１９］ 、 《药性会元》 ［２１］ 、 《药征续

编》 ［３５］均论述代赭石出于 “代州”， 为今之山西省， 《新刊

药性要略大全》 ［４７］沿袭 《名医别录》 之 “齐国” 产地， 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 “今灵州鸣沙县、 代州皆有之”。 清朝

《本草崇原》 ［４８］记载代赭石产地， “今代州， 河东、 江东处

处山中有之， 以西北出者为良”， “河东” 或指今之山西省

西南部， “江东” 或指今之江苏省的苏中、 苏南， 安徽省

的皖中、 皖南， 上海市， 浙江省， 江西省东北部。 《本草易

读》 ［４９］ 、 《药性纂要》 ［５０］ 沿袭 《本草乘雅半偈》 中的代赭

石产地， “处处山中有之， 以西北出者为良”。 现代 《山西

中药志》 ［５１］记载其主产于晋北专区代县， 五寨等地， 《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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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中药图志》 ［５２］记载其主产于河北、 山西、 山东、 河南

等省。 赤铁矿呈红褐色、 光泽暗淡的称为赭石， 世界著名

赤铁矿矿床有美国的苏必利尔湖和克林顿、 俄罗斯的克里

沃伊洛格、 巴西的迈那斯格瑞斯， 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安徽，
因各种内生、 外生或变质作用均可生成， 而河北宣化龙烟

铁矿和湖南宁乡铁矿均为沉积作用形成的赤铁矿矿床， 并

且它常与磁铁矿一起在沉积变质、 接触变质铁矿中产出。
综上所述， 代赭石随着时代变迁其产地也有相应变化，

从战国的 “少阳之山”“石脆之山” 到唐朝的 “齐州” “代
郡”， 明清时期开始增多， 多以 “处处山中亦有之” 描述。
近现代， 代赭石属于赤铁矿 Ｈａｅｍａｔｉｕｍ 的矿石， 而后者如

今主要分布于安徽， 然而其他矿石因与其存在各种内生、
外生或变质作用， 均可生成代赭石， 故它在河北宣化、 湖

南宁乡等地均有产出。
５　 性味归经、 功效主治考证

５ １　 性味归经 　 《神农本草经》 ［１］ 最早记载代赭石 “味
苦， 寒”， 而 《名医别录》 ［３］ 云其 “味甘， 无毒”， 唐朝

《新修本草》 ［５］ 将两书之说汇总， 言代赭石 “味苦、 甘，
寒， 无毒”。 关于五味， 后世医家多沿袭此三部书之论述，
或为 “苦”， 或为 “甘”， 或为 “苦甘”， 或为 “微甘”，
可见以 “苦” “甘” 为主； 关于四性， 历代本草所言以寒

性居多， 此外， 《景岳全书》 ［５３］ 言其性 “凉”， 《医学衷中

参西录》 言其性 “微凉”， 《本经逢原》 ［５４］ 、 《榆林中医·
地方中药分册》 ［５５］ 均言其性 “平”， 可知药性偏寒凉； 关

于毒性， 查阅古籍及现代文献均未言其有毒， 可见为无毒

之药。 在归经上， 元朝 《汤液本草》 ［８］ 首次记载其 “入手

少阴经、 足厥阴经”， 明朝 《本草蒙筌》 ［１９］ 增加 “入少阳

三焦” 说， 《景岳全书》 云其为 “血分” 之药， 清朝 《本
草易读》 增加心包络经， 而后大多数本草所言均以少阴、
少阳、 厥阴经为主， 均言其入血分， 能清血分之寒。 《黄元

御用药心法》 ［５６］ 中首次言其 “入足阳明胃经”，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及 《中药学》 均记载其归肝、 心、 肺、 胃经。
５ ２　 功效主治 　 《西山经》 云［１１］ ： “石之山， 其阴灌水

出焉， 而北流于愚水， 其中有流赭， 以涂牛马无病”， 指出

将代赭石研磨加水涂于牛马身上能防污秽之气。 《神农本

草经》 ［１］记载代赭石 “主治鬼疰， 贼风， 蛊毒， 杀精物恶

鬼， 腹中毒， 邪气， 女子赤沃漏下”， “鬼疰” 即流窜无

定， 随处可生的多发性深部脓疡； “蛊” 是一种以毒虫作

祟害人的巫术， 是一种较古老的神秘、 恐怖之巫术， 主要

流行于中国南方地区。 《名医别录》 ［３］ 在此基础上进行补

充， “主带下百病， 产难， 胞衣不出， 堕胎， 养血气， 除五

脏血脉中热， 血痹瘀， 大人小儿惊气入腹， 及阴痿不起”，
认为代赭石擅疗妇人胎产疾患， 能专清血分之热， “阴”
指阴器， “痿” 同 “萎”， 萎弱无力， “阴痿” 出自 《灵枢

·经脉》， 男女皆有之， 《名医别录》 认为代赭石能疗阴

痿。 唐朝 《新修本草》 ［５］沿袭 《神农本草经》 所论述代赭

石之功效。 元朝 《珍珠囊补遗药性赋》 ［５７］ 云其 “养血气，
强精辟邪”， 强调代赭石补养之性。 明朝 《秘传眼科龙木

论》 ［５８］云其 “主贼风， 妊妇不可服”， 强调该药为孕妇禁

忌， 《本草纲目》 又增加 “哮喘” “急慢惊风” “小肠疝

气” “吐血” “衄血” “百合病” 等治疗病症。 清朝 《药笼

小品》 ［５９］云其配伍旋复花能疗气逆， 噫气频频等症。 《本草

便读》 云［２２］ ： “噫痞能除， 用治虚邪重以镇”， 强调代赭

石重镇之性， 用治噫气、 痞满等症。 《得配本草》 ［６０］论述其

配伍应用， 云其配伍生地汁， 能治吐血、 衄血、 下血等症；
配冬瓜仁汤能疗慢惊风； 配伍半夏， 能祛痰饮。 张锡纯擅

用大量生代赭石降逆气， 如其在 《医学衷中参西录》 ［２３］ 云

其 “能生血兼能凉血， 而其质重坠， 又善镇逆气， 降痰涎，
止呕吐， 通燥结， 用之得当能建奇效”。 《黄元御用药心

法》 ［５６］云其 “重坠之性能驱浊下冲， 可降摄肺胃之逆气”，
用此药治疗惊悸哮喘、 吐衄、 崩漏、 痔瘘、 泄利等病。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３４］将代赭石功效规范化为 “平肝潜

阳， 降逆， 止血”， 用于治疗 “眩晕耳鸣， 呕吐， 噫气，
呃逆， 喘息， 吐血。 衄血， 崩漏下血” 等病症。
６　 炮制加工考证

代赭石的炮制加工最早见于东汉 《金匮要略方论》 ［６１］ ，
书中记载 “碎” 的净制方法， 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不断丰

富。 南北朝 《雷公炮炙论》 云［４］ ： “凡使， 不计多少， 用

蜡水细研尽， 重重飞过， 水面上有赤色如薄云者去之， 然

后用细茶脚汤煮之一伏时了， 取出， ……即下白蜡一两于

铛底， 逡巡间， 便投新汲水冲之于中， 沸一、 二千度了，
如此放冷， 取出使之”， 细述用白蜡制代赭石的炮制方法。
宋朝擅用火煅， 如 《圣济总录》 ［６２］ 曰 “煅研”， 为用火煅

后研细之法，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云： “凡使， 并用火

煅， 醋淬七遍， 捣研水飞令极细， 方入药用”， 描述出火煅

后用醋淬取的炮制方法。 明代 《医林正印》 ［６３］ 在 《太平惠

民和剂局方》 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火煅， 醋淬九次， 水

飞”， 并云 “孕妇忌服” 之禁忌。 《本草蒙筌》 ［１９］ 沿袭 《太
平惠民和剂局方》 的炮制手段， 并提出 “惟作散调， 勿煎

汤服”， 增加代赭石配伍禁忌 “畏雄附”， 即今之天雄、 附

子， 并云与干姜配伍为 “相使”。 《景岳全书》 ［５３］ 主张代赭

石 “为散调服”， 《药性会元》 ［２１］ 中沿用雷敩的炮制方法。
清朝 《得配本草》 ［６０］所云炮制方法大抵与 《太平惠民和剂

局方》 相同，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气不足、 津液燥者” 禁

用之说。 《本草求真》 云 “火煅醋淬三次， 研”， 将 “醋
淬” 方法缩减为 ３ 次［６４］ 。 《本草撮要》 详细论述代赭石配

伍方法， “得冬瓜仁治慢惊风， 得旋复治心下痞硬噫气”，
以 “红醋淬水飞” 为其主要炮制方式［６５］ 。 《得配本草》 云

其与半夏相配伍， 能达 “蠲痰饮” 之功。
近现代对代赭石采收炮制记载更为详细。 《晋江地区

中药炮制》 中代赭石的加工炮制有 ２ 种， 一为生赭石， 以

“原药刷净泥土， 捣碎” 即可； 二为煅赭石， “取净赭石放

在无烟火炉中， 用炭火煅至红透， 剩热放入醋盆内淬， 候

醋吸尽， 取起放凉打碎。 煅后质松， 起层片有醋酸味”。
《全国中药炮制规范》 中代赭石炮制方法有净制、 醋制，
醋制的比例为每 １００ ｋｇ 代赭石用 ３０ ｋｇ 醋来炮制。 《中国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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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中记载： “取净代赭石， 砸碎， 置坩埚内， 在无烟炉

上煅透， 取出， 立即倾入醋盆中淬酥， 捣碎， 再煅淬一次，
取出水飞数次， 晒干， 碾成粗粉末”， 该炮制方法与 《全
国中药炮制规范》 大致相同， 然而醋的比例较之增加， 每

５０ ｋｇ 代赭石用 ２５～３０ ｋｇ 醋。 《大剂量中药临床应用》 中所

载代赭石炮制方法有净制、 醋制、 煅制。 《中药大辞典》
中记载净制赭石 “除去杂质， 砸碎”， 煅赭石 “取净赭石，
砸成碎块， 照煅淬法煅至红透， 醋淬， 碾成粗粉”， 以每

１００ ｋｇ 赭石、 ３０ ｋｇ 醋为原料，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所

载大致与其相同。
综上所述， 古时代赭石炮制方法以 “碎” 制为主， 随

着代赭石的产地范围逐渐扩大， 代赭石的功效不断揭露，
其炮制方法逐渐增多， 现代有净制、 醋制、 煅制等多种方

法， 尤以煅代赭石为主要炮制方法， 李大经等［６６］ 研究代赭

石不同炮制方法的效果， 结果表明， 煅代赭石较生代赭石

有效成分的溶出量大， 证明代赭石煅后有效成分易于溶出，
由此推荐经典名方中代赭石煅制后使用。

历代本草中代赭石的炮制加工考证具体见表 ２。
表 ２　 历代本草中代赭石的炮制加工考证

时间 著作 炮制方法

东汉 《金匮要略方论》 ［６１］ 碎

南北朝 《雷公炮炙论》 ［４］ 凡使，不计多少，用蜡水细研尽，重重飞过，水面上有赤色如薄云者去之。 然后用细茶脚汤煮之一伏时了，取出，又研一万
匝方入。 用净铁铛一口，着火，得铛热底赤，即下白蜡一两于铛底，逡巡间，便投新汲水冲之于中，沸一、二千度了，如此放
冷，取出使之

宋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６７］ 凡使，并用火煅，醋淬七遍，捣研水飞令极细，方入药用

宋 《圣济总录》 ［６２］ 煅研

明 《医林正印》 ［６３］ 火煅，醋淬九次，水飞。 孕妇忌服

明 《本草蒙筌》 ［１９］ 火醋淬七次，方研极细水飞。 惟作散调，勿煎汤服。 畏雄附，（天雄、附子）使干姜

明 《景岳全书》 ［５３］ 为散调服

明 《医学纲目》 ［６８］ 研粉水飞用

明 《药性会元》 ［２１］ 凡使，用醋水飞过，水面上有赤色，如薄云者去之，然后以细茶脚汤煮之，一伏时取，研一万匝，再用净铁锅一口，火烧热
底，即下白蜡一两，于锅底候熔，投新汲水冲之，入赭同煮，千沸于冷取出用

清 《本草易读》 ［４９］ 火醋淬水飞。 干姜为使，畏天雄、附子

清 《本草求真》 ［６４］ 火醋淬三次。 研细水飞用。 干姜为使，畏雄附

清 《得配本草》 ［６０］ 醋淬七次，研，水飞过用。 气不足、津液燥者，禁用

清 《本草经解要》 ［６９］ 火煅醋淬

清 《长沙药解》 ［７０］ 煅红，醋淬，研细，绵裹，入药煎

清 《本草备要》 ［７１］ 煅红醋淬，水飞用

清 《本草从新》 ［７２］ 煅红醋淬，水飞，干姜为使，畏雄附

清 《本草撮要》 ［６５］ 得冬瓜仁治慢惊风，得旋复治心下痞硬噫气，红醋淬水飞，干姜为使。 畏雄附

清 《顾松园医镜》 ［７３］ 以醋淬三次，研细水飞

清 《药性切用》 ［７４］ 醋，细研用

１９８０ 《晋江地区中药炮制》 ［７５］ ①生赭石：原药刷净泥土，捣碎
②煅赭石：取净赭石放在无烟火炉中，用炭火煅至红透，剩热放入醋盆内淬，候醋吸尽，取起放凉打碎。 煅后质松，起层片
有醋酸味

１９８６ 《贵州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７６］①生代赭石：取原药材，除去杂质，刷去灰屑，碾成细粉，过盐筛
②煅代赭石：取原药材，除去杂质，收入铁罐中，用大火煅烧，至代赭石红透，趁热淬入醋中，冷后取出，干燥，碾成细粉，过
盐筛

１９８８ 《全国中药炮制规范》 ［７７］ ①代赭石：取原药材，除去杂质，砸碎。 碾细
②醋赭石：取净赭石碎块，置无烟炉火上或适宜的容器中，用无烟武火加热煅至红透，取出立即倒入醋内淬酥。 如此反复
煅滓数次，直至酥脆，取出干燥，碾成细粉

１９９０ 《山东省中药炮制规范》 ［７８］ ①代赭石：去净杂质，砸成碎块或碾成粉末
②煅赭石：将净代赭石 块直接放于无烟的炉火上或装入耐火容器内，再置无烟的炉火中，武火煅烧至红透后，取出，迅即
投入米醋内浸淬，捞出，若不酥脆，可反复煅淬至酥，干燥，碾成细粉。 每 １００ ｋｇ 代赭石块，用米醋 ３０ ｋｇ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年版《中国药典》 ［１３］ ①赫石：除去杂质，砸碎
②煅赭石：取净赭石，砸碎，照煅淬法煅至红透，醋粹，碾成粗粉。 每 １００ ｋｇ 赭石，用醋 ３０ ｋｇ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年版《中国药典》 ［７９］ ①赭石：除去杂质，砸碎
②煅赭石：取净赭石，砸成碎块，照煅淬法煅至红透，醋淬，碾成粗粉。 每 １００ ｋｇ 赭石，用醋 ３０ ｋｇ

２０１６ 《中国藏药》 ［３１］ ①代赭石：挖出后去净泥土杂质，砸碎，过筛
②煅代赭石：取净代赭石，砸碎，置坩埚内，在无烟炉上煅透，取出，立即倾人醋盆中淬酥，捣碎，再煅淬一次，取出水飞数
次，晒干，碾成粗粉末

２０１６ 《大剂量中药临床应用》 ［８０］ ①赭石：取原药材，除去杂质，砸碎或碾细
②醋赭石：取净赭石砸成小块，置耐火容器内，用武火加热，煅至红透，立即倒人醋液淬制，如此反复至质地酥脆，淬液用
尽为度，放冷，研成粗粉
③煅赭石：取净赭石砸成小块，置耐火容器内，用武火加热，煅至红透，放冷，刷去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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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时间 著作 炮制方法

２０１７ 《中药大辞典》 ［３２］ ①赭石：除去杂质，砸碎
②煅赭石：取净赭石，砸成碎块，照煅淬法煅至红透，醋淬，碾成粗粉

２０１８ 《陇中京帮炮制论》 ［８１］ ①代赭石：除净原药材杂质，洗净，碾为碎粒，即得
②煅赭石：取代赭石碎粒，置于坩埚或嘟噜罐内，放入无烟煤火中进行煅烧。 待容器与代赭石均被煅至内、外红透时取出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年版《中国药典》 ［３４］ ①赭石：除去杂质，砸碎
②煅赭石：取净赭石，砸成碎块，照煅淬法煅至红透，醋淬，碾成粗粉。 每 １００ ｋｇ 赭石，用醋 ３０ ｋｇ

７　 结语

代赭石最早以 “代赭” 之名出现在 《神农本草经》，
“血石” “血师” “赤石” “土朱” “赤土” “石燕” 等多种

异名乃因其形态、 色泽、 产地所命名， 唐宋及以前对代赭

石的形态描述较少， 所用品种较为复杂， 真品稀少， 多以

牡蛎等代替使用， 自明清以来， 代赭石的主流基原较为确

定， 与今之代赭石相符。 关于代赭石的产地， 历史上发生

过 ３ 次大变迁， 从战国时期的 “少阳之山” “石脆之山”
到唐朝的 “齐州” “代郡”， 再到如今的安徽省及河北宣

化、 湖南宁乡等地区。 代赭石质量应通过所产地区、 有无

杂质、 有无钉头来判断， 无丁头者又称 “老式赭石”， 其所

含微量元素较少， 不可代替有丁头者药用。 代赭石古时有

净制、 醋制、 煅制等多种方法， 研究表明煅制较生品有效

成分溶出量更大， 建议在开发含有代赭石的药材时采用安

徽地区的三方晶系氧化物类矿物赤铁矿 Ｈａｅｍａｔｉｕｍ 的矿石，
并按照处方的炮制要求入药， 若无明确规定， 可按照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的煅代赭石炮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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