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年限不足导致了 Ｓ１１、 Ｓ１２、 Ｓ１４ 中氯化两面针碱的含量

偏低， 栽培年限是影响栽培品种质量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 不同产地来源的两面针存在一定的差异，

Ｓ１、 Ｓ４～ Ｓ８、 Ｓ１３、 Ｓ１５～１９， 按药典检验符合规定， 通过指

纹图谱和聚类分析表明这 １２ 批两面针药材质量具有较高的

一致性。 建立的两面针的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可有效反映出两

面针药材质量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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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人所用之蓼有水蓼、 青蓼、 紫蓼、 香蓼、 马蓼等多种植物， 既作药用也作菜食。 本文通过查阅历代本草古

籍， 对水蓼及其近缘植物的名称、 植物形态、 图例、 性味归经、 功能主治及用法进行考证。 结果证实， 古籍中所载的

水蓼、 荭草、 马蓼、 毛蓼、 紫蓼、 香蓼分别为今之水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Ｌ．、 红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 Ｌ．、 桃叶蓼

（春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 Ｌ．、 毛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ｂａｒｂａｔｕｍ Ｌ．、 紫脉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ｕｒｐｕｒｅｏｎｅｒｖｏｓｕｍ 和香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ｖｉｓ⁃
ｃｏｓｕｍ。 通过对上述植物的本草考证， 旨在认清其用药历史， 正本清源， 以期为临床用药提供依据。
关键词： 水蓼； 近缘植物； 名称； 植物形态； 功效； 本草考证

中图分类号： Ｒ２８２ ７　 　 　 　 　 文献标志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１５２８（２０２１）０１⁃０２７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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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蓼为蓼科植物水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Ｌ． 的全草，
亦称辣蓼， 分布于全国南北各地。 具有消肿解毒、 利尿、
止痢等功效， 古代也作为常用调味剂［１］ 。 历代本草典籍中

“蓼” 项下所载大多为水蓼及其近缘植物荭草、 马蓼、 毛

蓼等。 我国有蓼属植物 １１３ 种 ２６ 变种， 地域分布广泛， 其

中与水蓼形态相似的植物有数十种。 关于水蓼植物形态和

功效的本草考证已有报道［２］ ， 但是针对水蓼近缘植物的本

草考证资料缺乏。 为探明自古以来有关水蓼及其近缘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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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用历史， 本文从名称、 植物形态、 性味归经、 功能主

治和用法五个方面对历代本草古籍所载相关内容进行系统

的考证。 以期为水蓼及其近缘植物资源的扩大利用和开发

提供本草学依据。
１　 名称考证

蓼始载于 《诗经》 ［３］ ， 曰， “……未堪家多难， 予又集

于蓼”。 《尔雅》 ［４］ 记载， “蔷， 虞蓼”。 《说文》 ［５］ 曰， “辛
菜， 蔷虞也”。 《尔雅注疏》 ［６］云， “蔷， 一名虞蓼， 即蓼之

生水泽者也”。 “蓼实” 一名始见于 《神农本草经》 ［７］ ， 列

为中品。 《吴普本草》 ［８］曰， “蓼实， 一名天蓼， 一名野蓼，
一名泽蓼”。 《新修本草》 ［９］ 首载 “水蓼”。 《本草衍义》 ［１０］

云： “蓼实， 水蓼之子也”。 《救荒本草》 ［１１］ 载有 “蓼芽

菜”； 《东医宝鉴》 ［１２］ 载有 “水蓼子”； 《本草纲目》 ［１３］ 云，
“水蓼， 释名虞蓼、 泽蓼”。 《生草药性备要》 ［１４］ 载有 “辣
蓼”； 《本草求原》 ［１５］记载 “辣蓼草”； 《诗草木今释》 ［１６］ 载

有 “辛蓼”。 综上， 古籍所载的蔷、 虞蓼、 野蓼、 泽蓼、
辛菜、 蓼芽菜、 水蓼、 辣蓼为同一种植物， 推测为今之

水蓼。
在本草古籍中， 除水蓼外， 还较多记载荭草。 《诗

经》 ［３］曰， “山有乔松， 隰有游龙”。 《尔雅》 ［４］ 曰， “荭，
茏古， 其大者， 归”。 《广雅》 ［１７］ 云， “荭， 笼， 马蓼也”。
《图经本草》 ［１８］曰， “荭草， 即水红也， 云生水旁”。 《救荒

本草》 ［１１］曰， “白水荭苗， 本草名荭草， 一名鸿 ”。 《本
草蒙筌》 ［１９］曰， “水荭草， 即天蓼”； 《滇南本草》 ［２０］ 将水

红花子与荭草列于同一项下， 并注明 “荭草即蓼草”。 《本
草纲目》 ［１３］ 曰， “荭草， 释名游龙、 石龙、 天蓼、 大蓼”。
综上， 古籍中所载的游龙、 石龙、 荭、 荭草、 白水荭苗、
水红等为同一种植物， 推测为水红花子的原植物， 即今之

红蓼。
马蓼一名最早见于 《神农本草经》 “蓼实” 项下， 后

在 《新修本草》 ［９］ 、 《名医别录》 ［２１］ 、 《本草发明》 ［２２］ 、 《植
物名实图考》 ［２３］中均有记载， 在 《本草纲目》 ［１３］ 中被称为

“大蓼” 与 “墨记草”。 此外， 本草著作［２４］ 中还提到有毛

蓼、 青蓼、 香蓼、 紫蓼、 赤蓼、 木蓼， 上述植物品种下文

继续考证。
２　 原植物考证

２ １　 植物形态考证　 历代本草对水蓼的描述见表 １， 可概

括其特征为生于水旁； 茎赤； 叶似水荭而稍狭、 短小， 具

黑点； 花赤色； 子青黑， 与 《中国植物志》 ［１］中水蓼 Ｐｏｌｙｇ⁃
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Ｌ． 的生境和形态特征基本符合。

古代本草中所载荭草的特征可概括为茎高， 粗如拇指，
有毛， 茎赤； 叶长大， 有涩毛； 花红白， 成穗， 子扁如酸

枣仁而小， 色赤黑， 不甚辛， 符合 《中国植物志》 ［１］ 中红

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 Ｌ． 的形态特征。
古籍中对于马蓼的记载主要为 “生下湿地， 高四五

尺， 茎斑， 叶大有黑点， 花红白， 亦有两三种……”， 根据

生境和形态特征推测， 可能为酸模叶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ｌａｐａｔｈｉｆｏ⁃
ｌｉｕｍ Ｌ．、 绵毛酸模叶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ｌａｐａｔｈｉｆｏｌｉｕｍ Ｌ． ｖａｒ． ｓａｌｉｃｉ⁃
ｆｏｌｉｕｍ Ｓｉｈｂｔｈ．、 伏毛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Ｂｌｕｍｅ． 或春蓼

（桃叶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 Ｌ． 等植物。 关于毛蓼的描

述较少， 仅见 “冬根不死” “似马蓼， 叶上有毛” “生于山

麓”， 对比今之毛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ｂａｒｂａｔｕｍ Ｌ． 的特征 （多年

生草本， 叶边缘具缘毛， 两面疏被短柔毛； 叶柄和托叶鞘

密被细刚毛）， 基本符合。
此外， 《本草经集注》 ［２５］云， “此类多人所食。 有 ３ 种，

一是青蓼， 人家常用， 其叶有圆有尖， 以圆者为胜； 一是

紫蓼， 相似而紫色； 一是香蓼， 相似而香， 并不甚辛， 好

食”。 《蜀本草》 ［２４］曰， “蓼类甚多， 有青蓼、 香蓼、 水蓼、
马蓼、 紫蓼、 赤蓼、 木蓼 ７ 种： 紫赤二蓼， 叶小狭而厚；
青、 香二蓼， 叶亦相似而俱薄； 马、 水二蓼， 叶俱阔大，
上有黑点； 木蓼一名天蓼， 蔓生， 叶似柘叶。 六蓼花皆红

白， 子皆大如胡麻， 赤黑而尖扁； 惟木蓼花黄白， 子皮青

滑。 诸蓼并冬死， 惟香蓼宿根重生， 可为生菜”。 由此可

知， 古代常用之蓼有 ７ 种， 根据紫蓼的描述推测其为 《中
国植物志》 ［１］所载的紫脉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ｕｒｐｕｒｅｏｎｅｒｖｏｓｕｍ Ａ． Ｊ．
Ｌｉ： “茎紫红色， 叶革质， 茎生叶较小， 叶脉紫红色， 叶柄

紫色”。 香蓼因其 “味香， 不甚辛” 推测为今之香蓼 Ｐｏｌｙｇ⁃
ｏｎｕｍ ｖｉｓｃｏｓｕｍ Ｂｕｃｈ． ⁃Ｈａｍ． ｅｘ Ｄ． Ｄｏｎ。 木蓼因 “蔓生， 叶

似柘叶， 花黄白， 子皮青滑”， 可知其非蓼属植物， 推测其

为猕猴桃科藤本植物木天蓼 （葛枣猕猴桃）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ｐｏｌｙｇ⁃
ａｍａ （Ｓｉｅｂ． ｅｔ Ｚｕｃｃ．） Ｍａｘｉｍ．。
２ ２　 图例考证 　 在历代本草中仅发现水蓼和荭草的附图。
《大观本草》 ［２８］ 《图经本草》 ［１８］ 《救荒本草》 ［１１］ 《本草原

始》 ［２９］均绘有水蓼墨线图 （图 １Ａ～ １Ｄ）， 将其与现代中草

药著作中水蓼图片 （图 １Ｅ～ １Ｇ） 比较， 可知图 １Ａ～ １Ｄ 所

绘均为草本植物， 茎直立， 具分支。 叶柄短， 叶片披针形

注： Ａ 为 《大观本草》 （蓼实）， Ｂ 为 《图经本草》 （蓼实）， Ｃ 为 《救荒本草》 （蓼芽菜）， Ｄ 为 《本草原始》 （水
蓼）， Ｅ 为 《中药志》 （水蓼）， Ｆ 为 《全国中草药汇编》 （水蓼）， Ｇ 为 《中华本草》 （水蓼）。

图 １　 本草著作中水蓼的墨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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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本草著作中水蓼及近缘植物的形态描述

本草著作 名称 描述

《新修本草》 水蓼 叶似蓼，茎赤

《图经本草》 水蓼 叶俱阔大；上有黑点。 花皆黄白，子皆青黑

《本草衍义》 水蓼 大率与水荭相似，但枝低耳

《救荒本草》 蓼芽菜 叶似小蓝叶微尖；又似水荭叶而短小，色微带红。 茎微赤。 梢间出穗，开花赤色

《本草品汇精要》 水蓼 类水红花而枝短［２７］

《本草蒙筌》 水蓼 生浅水处，大叶上有黑点

《本草纲目》 水蓼 水际所生之蓼，叶长五六寸，比水荭叶稍狭，比家蓼叶稍大

《食物本草》 水蓼 叶似马蓼，大于家蓼，茎赤色［２７］

《本草蒙筌》 水荭草 苗茎高尺余，叶大色赤白

《本草图经》 荭草 似蓼而叶大，赤白色，高丈余。
《本草纲目》 荭草 甚大而花亦繁红，茎粗如拇指，有毛。 叶大如商陆。 叶色浅红，成穗。 子赤黑而肉白

《本草品汇精要》 荭草 类马蓼而大

《本草发明》 荭草 似马蓼，茎更高大，叶小

《东医宝鉴》 荭草 似蓼而叶大有毛，花红白色

《救荒本草》 白水荭苗 有赤白二色，叶似蓼叶而长大，有涩毛，花开红白；又似马蓼，其茎有节而赤

《本草蒙筌》 马蓼 叶大同前，畀湿之地亦产

《本草纲目》 马蓼 高四五尺，有大小两种。 但每叶中间有墨迹，如墨点记

《植物名实图考》 马蓼 叶有黑点

《本草蒙筌》 毛蓼 冬根不死，叶上有毛

《本草纲目》 毛蓼 此即蓼之生于山麓者，非泽隰之蓼也

《本草拾遗》 毛蓼 似马蓼，叶上有毛，冬根不死也

或椭圆状披针形， 顶端渐尖， 边缘全缘。 其中图 １Ｃ 的花序

稀疏， 呈穗状， 顶生或腋生。 因此进一步推断 《大观本

草》 《图经本草》 《本草原始》 《救荒本草》 所载为今之水

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Ｌ．。
将 《大观本草》 ［２８］ 《图经本草》 ［１８］ 《绍兴本草所有

注》 ［３０］以及 《野菜博录》 ［３１］ 中的荭草墨线图 （图 ２Ａ～ ２Ｄ）

与现代中草药著作中的红蓼图片 （图 ２Ｅ～２Ｇ） 比较， 可知

图 ２Ａ～２Ｄ 所绘均为草本植物， 茎直立， 粗壮， 上部多分

枝， 叶顶端渐尖， 基部圆形或近心形， 微下延， 全缘。 花

序穗状， 顶生或腋生， 花紧密， 微下垂。 因此判断 《大观

本草》 《图经本草》 《绍兴本草所有注》 所载荭草为今之红

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 Ｌ．。

注： Ａ 为 《大观本草》 （荭草）， Ｂ 为 《图经本草》 （荭草）， Ｃ 为 《绍兴本草所有注》 （荭草）， Ｄ 为 《野菜博录》 （白水

荭苗）， Ｅ 为 《全国中草药汇编》 （红蓼）， Ｆ 为 《中华本草》 （荭蓼）， Ｇ 为 《新编中药志》 （红蓼）。

图 ２　 本草著作中红蓼的墨线图

３　 性味归经与功效考证

历代本草著作对水蓼性味的认识稍有不同， 多见味辛，
偶见味苦、 涩。 药性多为温， 偶见冷［３２］ 、 平［１５］ 。 本草古籍

记载， 水蓼具有明目、 温中、 下水气、 除大小肠邪气、 利

中、 止蛇毒、 消气肿等功效， 与 《中华本草》 ［３４］中水蓼 Ｐｏ⁃
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Ｌ． 功效基本一致。 见表 ２。

历代本草对荭草性味归经的认识基本一致， 即味咸，
气微寒， 仅在 《药性论》 ［３４］ 中提及天蓼子， 味苦， 辛， 微

热， 这与现代对红蓼 “咸， 微寒， 归肝胃经” 的认识相符，
其中 《名医别录》 ［２１］ 《本草蒙筌》 ［１９］ 《食疗本草》 ［３５］ 《本
草纲目》 ［１３］均提及 “荭草茎叶有毒”。 古代医家认为， 荭草

茎叶可治恶疮、 去痺气， 子能治消渴、 去热明目、 益气，

花可散血消积止痛， 根用治水气脚气， 这与 ２０２０ 年版 《中
国药典》 ［３６］水红花子项下所载功效基本一致。 由此进一步

证实， 古之荭草为今之红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 Ｌ．。 见表 ２。
古籍中对于马蓼与毛蓼的性味归经较少提及， 仅见于

《本草纲目》 ［１３］ ， 二者均 “辛， 温”， “马蓼无毒， 毛蓼有

毒”。 历代本草所载马蓼功效均为 “主肠中虫蛭轻身” ［１９］ ，
结合 “２ １” 项下的植物形态考证及 《中华本草》 中桃叶

蓼的功能主治 （ “杀虫， 主治肠道寄生虫病” ）， 可知古之

马蓼为今之桃叶蓼 （春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 Ｌ．。 古代毛

蓼 “主瘰疬痈疽， 引脓长肉”， 与今之毛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ｐｕ⁃
ｂｅｓｃｅｎｓ Ｂｌｕｍｅ 功效 “排脓生肌” 一致。 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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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本草著作中水蓼及近缘种植物的性味及功效

年代 本草著作 名称 性味归经 功效主治

东汉 《神农本草经》 蓼实 辛，温 明目，温中，下水气，面目浮肿廯疡

梁 《名医别录》 蓼实 叶归舌 除大小肠邪气，利中，益志

唐 《新修本草》 水蓼 辛 主蛇毒，止蛇毒入内心闷。 消气肿

《千金食治》 蓼实 辛、温，叶归舌 明目、温中；解肌，耐风寒；下水气面目浮肿，却痈疽叶治大小肠邪气；利中，益志

《本草拾遗》 蓼 主痃癖，又霍乱转筋，叶捣敷狐刺疮；亦主小儿头疮

《药性论》 蓼实 小儿头疮，霍乱转筋

宋 《开宝本草》 蓼实 同《千金食治》 主蛇毒，止蛇毒入内心闷。 消气肿。 主明目，温中，下水气，面目浮肿，痈疡。 叶
除大小肠邪气，利中益志

明 《救荒本草》 蓼芽菜 辛，温 救饥

《本草品汇精要》 水蓼 辛，冷，散 脚痛成疮

《本草蒙筌》 水蓼 止霍乱转筋，消脚气肿满。 止蛇毒攻内，去痃癖涨疼水蛊黄肿腹膨

《本草纲目》 水蓼 茎叶辛 主治蛇伤，杀虫

清 《本草求原》 辣蓼草 苦涩，平 湿热斑癞，辟蚤休。 其汁能毒蚯蚓，杀虫之功也

《植物名实图考》 水蓼 治跌打损伤，通筋骨

《本草备要》 蓼实 辛温 温中明目，耐风寒，下水气

《食物本草》 水蓼 辛 治蛇伤，止蛇毒入腹心闷。 又治脚气肿痛成疮

梁 《名医别录》 荭草 辛，有毒 治恶疮，去痺气

唐 《药性论》 天蓼子 苦，辛，微热，无毒 治中贼风，口舌涡斜，冷痃癖气块，女子虚劳

宋 《大观本草》 荭草 咸，微寒，无毒 主消渴，去热，明目，益气

《本草衍义》 水红子 治瘰疬

元 《食物本草》 荭草 同《大观本草》 茎叶有毒。 治恶疮，去庳气。 （子）治消渴，去热明目，益气。 （花）散血消积止
痛。 （根）治水气脚气

明 《救荒本草》 白水荭苗 同《大观本草》 救饥

《本草品汇精要》 荭草 咸、微寒 明眼目，消疮毒

《本草蒙筌》 水荭草 同《大观本草》 去痺气，除恶疮，下水气，解消渴。 去热明目

《本草纲目》 荭草
咸，微寒，无毒
茎叶辛，有毒

消渴，去热明目益气。 花主治散血，消积，止痛
茎叶主治恶疮，去痺气

清 《药性纂要》 荭草 咸，微寒 治瘰疬痞癖，散血消积止痛

东汉 《神农本草经》 马蓼 去肠中蛭虫，轻身

宋 《大观本草》 马蓼 同《神农本草经》
明 《本草蒙筌》 马蓼 同《神农本草经》

《本草纲目》 墨记草 辛，温，无毒 同《神农本草经》
唐 《本草拾遗》 毛蓼 瘰疬痈疽，引脓长肉

明 《本草蒙筌》 毛蓼 同《本草拾遗》
《本草纲目》 毛蓼 辛，温，有毒

４　 用法考证

历代本草中仅见水蓼和荭草的用法记载， 见表 ３。 水

蓼内服一般 “煎汤、 煮汤”， 主治痃癖。 绞汁服用， 可止

蛇毒。 水蓼还可制酒曲。 外用可治小儿头疮、 止蛇毒治狐

刺疮、 气肿、 霍乱转筋、 脚疮、 皮癣； 水煎液可用于汗蒸，
治疗水蛊黄肿腹部膨胀。 荭草多以酒送服。

水蓼及其近缘植物除了有药用价值外， 古代民间常将

其作为蔬菜食用。 尽管扁鹊曾云， “蓼， 久食令人寒热， 损

骨髓， 杀丈夫阴气， 少精”。 但是唐代以前 “种蓼为蔬，
收子入药” ［１３］ 。 自唐代开始， 越来越多的本草著作中提及

蓼的副作用， 如 《千金·食治》 ［３７］ ， “蓼食过多有毒， 发

心痛。 和生鱼食之令人脱气， 阴核疼痛求死。 妇人月事来，
不用食蓼及蒜， 喜为血淋、 带下。 二月勿食蓼， 伤人肾。”
张寿颐曰， “蓼实， 破瘀消积， 力量甚峻， 最易堕胎， 妊妇

必不可犯； 亦有血气素虚， 而月事涩少， 非因于瘀滞者，
亦不可误与。” 《食疗本草》 ［３５］ 曰， “蓼子 （蓼实） 多食令

人吐水。 亦通五藏拥气， 损阳气”。 《药性论》 ［３４］ ， “……

又云食之多发心痛， 令人寒热， 损胸髓”。 李时珍［１３］ 云，
“后世饮食不用， 人亦不复栽， 惟造酒曲者用其汁耳”。
５　 讨论

经考证发现， 古人常用之蓼有七种， 其中紫蓼、 香蓼、
红蓼、 青蓼曾家种， 作酒曲、 菜食和酱； 水蓼、 马蓼、 毛

蓼多为野生。 古代所用的水蓼与现代文献所载的水蓼 Ｐ．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一致； 古代荭草的基原为今之红蓼 Ｐ．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
现代文献中的桃叶蓼 （春蓼） Ｐ． 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 应为古代马蓼的

一种。 古代的紫蓼、 香蓼和木蓼分别推测为今之紫脉蓼 Ｐ．
ｐｕｒｐｕｒｅｏｎｅｒｖｏｓｕｍ 、 香蓼 Ｐ． ｖｉｓｃｏｓｕｍ 和木天蓼 （葛枣猕猴

桃） Ａ． ｐｏｌｙｇａｍａ。 古籍中对于水蓼和荭草的记载较为详尽，
就用药部位来说， 宋代以前水蓼多以茎叶入药， 宋代以后

多以果实入药， 现代则以全草入药。 自古以来荭草的茎叶

及果实均入药。 唐代以前， 民间习惯 “种蓼为蔬， 收子入

药”， 但自唐开始， 医家发现过食蓼 “有毒、 伤人肾、 损

阳气、 损胸髓……”， 因此蓼不再被栽种或作菜蔬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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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本草著作中水蓼及近缘种植物的用法

名称 年代 来源 炮制及应用

水蓼 唐 《药性论》 小儿头疮，捣末和白蜜涂上，若霍乱转筋，取子一把，香豉一升，先切叶，以水三升，遂取二升，内豉汁中，更着
取一升半，分三服

《新修本草》 捣敷之，绞汁服，止蛇毒入内，心闷。 水煮渍捋脚，消气肿

《本草拾遗》 蓼叶，每日取一握煮服之；又霍乱转筋，多取煮汤及热捋脚；叶捣敷狐刺疮……以蓼子浸之，…取蓼捣薄疮上
及浸之

宋 《本草衍义》 今造酒，取以水浸汁。 和面作粬……春初，以葫芦盛水浸湿…遂生红芽，取以为蔬，以备五辛盘。 治瘰疬，水
蓼子不拘多少，微炒一半，生用一半，同为末，好酒调二钱

《集验方》 先锉水蓼煮汤，令温热得所，频频淋洗，疮干自安

明 《救荒本草》 采苗叶煠熟，换水浸去辣气，淘净，油盐调食

《本草蒙筌》 可用煎汤。 捋脚止霍乱转筋，消脚气肿满。 吞服止蛇毒攻内，去痃癖涨疼。 水蛊黄肿腹膨，同蒸汗出立愈

清 《本草求原》 洗湿热痃癞，擦廯，辟蚤休。 其汁能毒蚯蚓，杀虫之功也，故作神曲用之

红蓼 宋 《本草衍义》 不以多少，微炒一半，餘一半生用，同为末，好酒调二钱

明 《救荒本草》 采嫩苗叶堞熟，水浸淘净，油盐调食。 洗净蒸食亦可

《本草发明》 取子微炒，为细末，酒调服二三钱服，治瘰疬

《野菜博录》 （食法）嫩苗叶煠熟，水浸淘净，油盐调食

清 《药性纂要》 心气痛者，用花为末，热酒服二钱。 又法，男用酒水各半煎服，女用醋水各半煎服，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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