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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查阅古代文献，了解大麻精液的药名、产地、来源、性味和功能，并将这些信息与现代药理学研究

相结合，我们旨在为这一药材的开发提出策略建议。大麻仁是桑科植物大麻(Cannabis sativa L.)的干燥

成熟果实。其味甘、性平，归脾、胃、大肠经，具有润肠通便、滋补虚损的功效，临床上可用于治疗血

虚、肠燥便秘等病症。它是国家认可的药材之一，种植和食用历史悠久。《诗经》首次记载了火麻仁的

基原植物为大麻，其作为药材入药首见于《伤寒论》。《日用本草》则首次使用“火麻仁”药名。火麻

仁的产地最初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唐代后逐渐转向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宋代时期该药材的种植规模不

断扩大。新中国成立后，该药材的产地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地。目前，主要种植在黑龙江、辽宁、吉林、

四川、甘肃、云南、广西等地区。其中，黑龙江和广西出产的药材质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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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reviewing ancient literature, the drug’s name, origin, source, sexual taste, and function of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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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bis semen, and combining this information with modern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we aim to 
propose a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medicinal material. Semen Cannabis is the dried 
mature fruit of Cannabis sativa L., from the Moraceae family. Its taste is sweet and neutral, affect-
ing the spleen, stomach, and large intestine meridians. This herb has a laxative effect and nou-
rishes deficiencies, making it clinically useful in treating conditions like blood deficiency and con-
stipation caused by intestinal dryness. It is among the nationally recognized medicinal herbs, with 
a long history of cultivation and consumption. Semen Cannabis was first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Poems as cannabis, and its use as a medicinal herb was initially described in the Treatise on “Ty-
phoid Fever”. The “Daily Materia Medica” was the first to use the medicine name “Semen Cannabis.” 
The origin of Semen Cannabis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
low River, and subsequently shifted to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areas north of it following the 
Tang Dynasty.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e cultivation scale of the herb is to have expanded. Fol-
low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rovenance of the herb gradually 
expanded to encompass the entire country. Currently, it is primarily cultivated in Heilongjiang, 
Liaoning, Jilin, Sichuan, Gansu, Yunnan, Guangxi, and other regions. Among these, the herbs pro-
duced in Heilongjiang and Guangxi are of the highes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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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火麻仁是桑科植物大麻 Cannabis sativa L.的干燥成熟果实，具有润肠通便的功效，临床用于血虚津

亏，肠燥便秘[1]。火麻仁在我国有 3000 多年的应用历史，是国家卫生部公布的药食同源类中药材之一，

具有良好的临床价值和广阔的全产业链的应用开发潜力[2]。然而，前人对火麻仁药用部位的描述并不清

楚，对其功效及临床应用等记载也大不相同，未能形成完整的火麻仁本草溯源考证资料，这在很大程度

上限制了火麻仁药材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为进一步促进火麻仁临床应用，本文在查阅本草古籍、近现代

研究文献及现代中药学专著后，全面对火麻仁的名称、基原、性味归经、功能主治、产地分布等进行系

统考证。 

2. 药名考证 

火麻仁以“麻子”的名称首载于《神农本草经》[3]中，被列为上品，言“麻責主五劳七伤，利五藏……

麻子，味甘平，主补中益气，肥健不老神仙”。《伤寒论》[4]记载的药名是“麻子仁”，还将其应用于

临床制成“麻子仁丸”来治疗便秘。《本草经集注》[5]称之为“大麻子”，《千金·食治》[6]称之为“白

麻子”，《食医心境》的记载是“冬麻子”，《药材学》[7]则称其为“大麻仁”。“火麻仁”的药名最

早出自元·吴瑞所著《日用本草》，之后历代医家大多记载别名与先前一致，不同历史时期记载的火麻

仁别名见表 1。 
综上所述，火麻仁在历代本草文献中有麻子、麻子仁、大麻子、白麻子、冬麻子、麻仁、火麻仁、

大麻仁、火麻子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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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lias names of Semen Cannabis record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表 1. 不同历史时期记载的火麻仁别名 

历史时期 出处 内容 

秦汉 《神农本草经》[3] 麻子 

东汉 《伤寒论》[4] 麻子仁 

魏 《吴普本草》[8] 麻子中仁 

南北朝 《本草经集注》[5] 大麻子 

唐 
《千金·食治》[6] 白麻子 

《食医心境》[9] 冬麻子 

宋 《图经本草》[10] 麻子、麻仁 

元 《日用本草》[11] 火麻仁 

清 《本草新编》[12] 火麻子 

现代 
《药材学》[7] 大麻仁 

《中药大辞典》[13]、《中药学》[14]、《中国药典》[1] 火麻仁 

3. 入药部位及基原植物考证 

3.1. 基原植物考证 

火麻仁基原植物大麻第一次出现是被《诗经》[15]所记载，在《诗经·国风·王风》篇曰”丘中有麻，

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这里的麻就是指的桑科植物大麻。《证类本草》[16]麻賁项下附有

“麻賁麻子”植物图，经过考证对比之后证实也与当代大麻一致。《图经本草》[10]中详细记录了大麻的

开花时间、果实采收时间及用途。明代《野菜博录》[17]记载了大麻花及果实形态，而《本草纲目》[18]
则是详细描述大麻雌雄分株和植物学特征。通过对火麻仁基原的本草考证，历代医家记载的大麻的原植

物特征、花期、果期、种子性状特征均与现代本草记载相，可以推断历代本草记载的火麻仁基原为今桑

科大麻属植物大麻 Cannabis sativa L.，古今应用品种一致。不同历史时期记载的火麻仁基原植物见表 2。 
 

Table 2. Original plant of Semen Cannabis record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表 2. 不同历史时期记载的火麻仁的基原植物 

时期 出处 内容 

宋代 《证类本草》[16] 麻賁项下附有“麻賁麻子”植物图 

 《图经本草》[10] 今处处有，皆田圃所莳，绩其皮以为布者。麻賁一名麻勃，麻上花勃勃者，

七月七日采，麻子九月采，入土者不用 

明 《野菜博录》[17] 山丝苗：本草名麻蕡。人家园圃中多种，皮可织线为布。苗高四五尺，叶

似柳叶长大，边有锯齿，开淡黄白花，结实如菉豆 

 《本草纲目》[18] 大麻即今火麻。处处种之，剥麻收子。有雌有雄，雄者为枲，雌者为苴。

大科如油麻。叶狭而长，状如益母草叶一枝七，叶或九叶。五六月开细黄

花成穗，随即结实大如胡荽子，可取油   

3.2. 入药部位考证 

由 3.1 可知，国内文献对火麻仁植株的记载是统一的，肯定了历代本草记载的大麻就是现今桑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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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属植物大麻 Cannabis sativa L.。而关于火麻仁的药用部位，历代本草文献记载却莫衷一是。《神农本

草经》[3]称其为麻子、麻蕡，并未对火麻仁的药用部位作明确的区分。《名医别录》[19]中记载的入药

部位是麻子，也未区分种仁和果实。《伤寒论》[4]记载的则是麻子仁，说明种仁和果实几乎同时开始使

用。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5]首次明确记载大麻种仁入药，不仅指出大麻种仁是去皮壳的果实，还详

细记录去皮壳方法。自陶弘景后历代文献大都指出大麻入药须去除皮壳而只使用种仁。 
现代本草书籍对火麻仁的药用部位记载也较为混乱。《全国中草药汇编》记载是“大麻的果实或除

去果皮的种仁”入药，而《新华本草纲要》认为是大麻的种子。《中国药典》2010 版记载是“种子”，

但在性状描述上说的是果实。《中国药典》2005 版、2015 版、2020 版[1] [20] [21]收录的是“成熟果实”，

炮制时去除果皮，实际上说明是成熟果实经去皮的种仁入药。综上所述，经本草考证后确定火麻仁是桑

科植物大麻 Cannabis sativa L.的干燥成熟果实经去皮的种仁入药。不同历史时期记载的火麻仁药用部位

见表 3。 
 

Table 3. The medicinal parts of Semen Cannabis record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表 3. 不同历史时期记载的火麻仁入药部位 

历史时期 出处 部位 

秦汉 《神农本草经》[3] 麻蕡，麻子 

汉 《伤寒论》[4] 麻子仁 

南朝 《名医别录》[19] 麻子 

 《本草经集注》[5] 大麻种仁 

唐 
《备急千金药方》[6] 大麻仁 

 

宋 《图经本草》[10] 麻仁(去皮) 

元代 《日用本草》[11] 火麻仁 

明 《本草纲目》[18] 大麻籽种仁 

现代 《全国中草药汇编》[22] 大麻的果实或除去果皮的种仁 

 《新华本草纲要》[23] 种子 

 《中国药典》2005 版[20] 大麻的干燥成熟果实，除去杂质及果皮 

 《中国药典》2010 版[24] 大麻的干燥成熟种子 

 《中国药典》2015 版[21]、2020 版[1] 大麻的干燥成熟果实，除去杂质及果皮 

4. 产地考证 

火麻仁产地迁移变化较大。《神农本草经》云：“麻子，生太山川谷”，说明在秦汉时期主要集中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及齐鲁大地[3]。唐以后主要产地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25]。《图经本草》、《救

荒本草》记载：“今处处有”、“今皆处处有”都说明当时广泛种植大麻[10] [26]。新中国成立后，除少

数省份，火麻仁在全国均有种植。本世纪以黑龙江、安徽、河南、山东等省种植规模较大，并逐渐形成

以黑龙江火麻仁为道地药材产区[27]。黑龙江省海伦、明水、拜泉、巴彦、宾县、青冈、望奎、呼兰、兰

西等县均大面积种植，而且所种植的瑷珲麻、五常麻也成为我国主要品种之一[28]。不同历史时期记载的

火麻仁产地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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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Origin of Semen Cannabis record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表 4. 不同历史时期记载的火麻仁产地 

时期 出处 内容 

秦汉 《神农本草经》[3] 麻子，生太山川谷 

宋 《梦溪笔谈》[25] 麻子，海东来者最胜，大如莲实，其次上郡、北地所出，大如豆，

南地者子小，亦善。其余皆下材 

 《图经本草》[10] 麻蕡、麻子，生泰山川谷。今处处有，皆田圃所莳， 
绩其皮以为布者 

明 《救荒本草》[26] 山丝苗，《本草》有麻贲，一名麻勃……生太山川谷，今皆处处

有之…… 

现代 《中医大辞典》[13] 黑龙江、辽宁、吉林、四川、甘肃、云南、广西等地 

5. 性味归经考证 

《神农本草经》[3]首次记载火麻仁性味，言其“味甘，平”，《吴普本草》[8]及《本草经集注》[5]
记载其药性为“辛”，《唐本草》[29]和《食疗本草》[30]云其性“寒”。在归经方面，《汤液本草》[31]
记载其“入足太阴、手阳明经”。《药品化义》[32]记载其“入肺、大肠二经”。《本草求真》则称其“入

脾、胃、大肠”。后世大多记载其归“脾、胃、大肠”经，性味“甘、平”。不同历史时期记载的火麻

仁性味归经见表 5。 
 

Table 5. Sexual tastes and attributes of Semen Cannabis record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表 5. 不同历史时期记载的火麻仁性味归经 

时期 出处 内容 

秦汉 《神农本草经》[3] 味甘，平 

魏 《吴普本草》[8] 神农、岐伯：辛；雷公、扁鹊：无毒 

南北 《本草经集注》[5] 味甘，平，无毒 

唐 
《唐本草》[29] 寒 

《食疗本草》[30] 微寒 

元 
《汤液本草》[31] 入足太阴、手阳明经 

《日用本草》[11] 甘，平 

明 《药品化义》[32] 入肺、大肠二经。 

清 《本草求真》[33] 入脾、胃、大肠。 

现代 

《新华本草纲要》[23] 味甘，性平。 

《中医大辞典》[13] 甘，平，有小毒。入脾、胃、大肠经。 

《中华药典》2020 版[1] 甘，平。归脾、胃、大肠经。 

6. 功能主治考证 

6.1. 功能主治 

火麻仁最早的功能主治见于秦汉时期《神农本草经》[3]，在该书中被列为上品，并言“麻子，味甘

平，主补中益气，肥健不老神仙。”《名医别录》[19]记载“主治中风汗出，逐水，利小便，破积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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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脉，乳妇产后余疾。”唐代《本草拾遗》[34]记载火麻仁能够“下气，利小便，去风痹皮顽”，治疗“妇

人倒产”，并简要说明其制备方法与服药剂量。《日华子本草》[35]记载有“虚劳，长肌肉，下乳，止消

渴，催生”。治横逆产。“《药性论》[36]进一步扩展其功效，认为火麻仁能够治疗”治大肠风热结涩及

热淋。《食医心境》[9]称其为冬麻子，记载其“治风水腹大，脐腰重痛，不可转动”。《汤液本草》[31]、
《本草纲目》[18]提出具有治疗疥疮、癣癞的作用。《分类草药性》[37]指出，火麻仁具有治疗跌打损伤，

去瘀血，生新血的功效。元代《日用本草》之后，火麻仁所记载功效多偏向肠道疾病等[11] [18] [31]，就

不一一赘述。不同历史时期记载的火麻仁功能主治见表 6。 
 

Table 6. Functions of Semen Cannabis record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表 6. 不同历史时期记载的火麻仁功能主治 

时期 出处 内容 

秦汉 《神农本草经》[3] 麻子，味甘平，主补中益气，肥健不老神仙 

魏晋 《名医别录》[19] 主治中风汗出，逐水，利小便，破积血，复血脉，乳妇产后余疾 

南北朝 《本草经集注》[5] 麻子，味甘，平，无毒。主补中益气，久肥健不老，治中风汗出，逐水， 
利小便，破积血，复血腹，乳妇产后余疾，长发，可为沐药。久服神仙 

唐 

《本草拾遗》[34] 下气，利小便，去风痹皮顽，炒令香捣碎，小便浸取汁服； 
妇人倒产吞二七枚 

《日华子本草》[35] 补虚劳，长肌肉，下乳，止消渴，催生。治横逆产 

《药性论》[36] 治大肠风热结涩及热淋 

《食疗本草》[30] 取(麻子仁)煮粥，去五藏风，润肺，治关节不通，发落，通血脉，治气 

《食医心境》[9] 冬麻子：治风水腹大，脐腰重痛，不可转动 

《唐本草》[29] 主五劳 

《备急千金要方》[6] 大麻仁。治连用饮酒咽喉烂，舌生疮方 

宋 《图经本草》[10] 葛洪主消渴，以秋麻子一升，水三升，煮三、四沸，饮汁不过五升便差…….
《箧中方》单服大麻人(仁)酒治骨髓风毒疼痛，不可运动者 

元 

《日用本草》[11] 润燥，滑肠，通便。主治血虚津亏，肠燥便秘，消渴，热淋，风痹，痢疾，

月经不调，疥疮，癣癞 

《汤液本草》[31] 麻仁，手阳明，足太阴药也，阳明病汗多、胃热、便难、三者皆燥也， 
故用之通润也 

《本草纲目》[18] 利女人经脉，调大肠下痢，涂诸疮癞、杀虫。取汁煮粥食，止呕逆 

清 《分类草药性》[37] 治跌打损伤，去瘀血，生新血 

现代 
 

《新华本草纲要》[23] 润燥、通便。用于肠燥便秘 

《新编中药志》[38] 有润燥通便，补虚功能。用于老人，妇女产后血虚津亏，大便秘结，以及 
各种原因引起的便秘，肺气肿，胆石症，胆道蛔虫，高血压，口歪斜等 

《中国药典》2020 版[1] 润肠通便。用于血虚津亏，肠燥便秘 

6.2. 不良作用 

元代的《饮食须知》[39]记载了火麻仁“多食损血脉，滑精气，妇人多食，即发带疾。”，并指出“食

须去壳，壳有毒，而仁无毒也。”首次提出种仁无毒的理念。《本草拾遗》[34]中记载了“麻子去风，令

人心欢”；《本草纲目》言：“壳有毒而仁无毒也”，说明古代医家认识到火麻仁皮壳的毒性作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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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从新》认为“滑肠者尤忌”，故脾胃虚弱便溏者、孕妇及肾虚阳痿、遗精者少食或禁服。火麻仁常规

用量 10~15 g，正常范围内煎服无不适反应，《中药大辞典》记载该药“有小毒，误食可发生中毒，出现

呕吐、腹泻，甚至昏睡，经常规抢救能恢复”[13]。不同历史时期记载的火麻仁不良作用见表 7。 
 

Table 7. Adverse effects of Semen Cannabis record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表 7. 不同历史时期记载的火麻仁不良作用 

时期 出处 内容 

元 《饮食须知》[39] 先藏地中者，食之杀人。多食损血脉，滑精气，痿阳道。 
妇人多食，即发带疾 

明 《本草纲目》[18] 壳有毒而仁无毒也 

清 《本草拾遗》[34] 麻子去风，令人心欢 

 《本草从新》[40] 滑肠者尤忌 

现代 《中药大辞典》[13] 有小毒，误食可发生中毒，出现呕吐、腹泻，甚至昏睡， 
经常规抢救能恢复 

7. 现代研究应用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火麻仁具有抗氧化[41] [42] [43] [44]、抗炎[45] [46] [47] [48]、抗衰老[42] [43] [44] 
[45] [47] [49] [50] [51] [52]的活性，能够治疗神经性疾病、便秘、心血管疾病等方面，自身又含有丰富的

营养，其中包括矿物质、维生素 B、维生素 E、挥发性油及色素成分等。因其药理作用和丰富的营养，

除具有极大的药物开发潜力之外，火麻仁还向食品、保健品及化妆品产业进军，以火麻仁食品、火麻仁

饮料、火麻仁化妆品及火麻仁保健品为代表[42] [53] [54] [55] [56]，其相关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 
国内火麻仁产业以中药产业为主，更多依靠医药市场进行消化，以中药制剂和中成药产品居多，第

三产业占比较小，主要是火麻仁蛋白产品，如火麻仁蛋白粉、火麻仁豆制品、火麻仁油、火麻酒等初级

产品[57] [58]，存在知名度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科技含量不高等缺点，可能与宣传力弱、研发投入少、

制备技术初级有关。国外火麻仁产业更多以火麻仁蛋白作配料的火麻食品为主，尤其是火麻饮料，现已

形成完整的生产–制备–销售产业链，并开发了多个系列，受到人们一致好评。 

8. 小结 

火麻仁，别名麻子、麻子仁、白麻子、冬麻子等，桑科大麻属植物大麻 Cannabis sativa L.的干燥成

熟果实，味甘，性平，归脾、胃、大肠经，具有润肠通便、滋养补虚的作用，临床常用于治疗血虚津亏、

肠燥便秘等，是国家公布的药食同源类中药材之一，具有悠久的种植食用历史。《诗经》首次记载火麻

仁基原植物大麻，作为药材入药首见于《伤寒论》，《日用本草》首次使用“火麻仁”药名。火麻仁是

火麻仁产地最初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唐代后逐渐转向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宋代时期火麻仁种植规模不

断扩大，新中国成立后产地逐步扩大至全国范围，现以黑龙江、辽宁、吉林、四川、甘肃、云南、广西

种植为主，其中以黑龙江、广西火麻仁品质最佳。 
火麻仁作为黑龙江省道地药材之一，和刺五加、五味子等八位道地药材共称为“龙九味”，是黑龙

江省的招牌药材，为黑龙江省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在中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当下，黑龙江省应当加

大财政和政策支持，深入挖掘火麻仁的历史价值，加大基础研究和经方制剂研究力度，提高火麻仁的社

会价值和经济效益，持续强化“龙九味”品牌效应；另一方面提高中药栽培技术，提高药材质量和疗效，

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加快相关产业建设发展步调，保护黑龙江土地和药材资源，促进药材产业深度融

https://doi.org/10.12677/tcm.2024.136200


刘岩 等 
 

 

DOI: 10.12677/tcm.2024.136200 1330 中医学 
 

合发展，从而促进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中医药经典普及化专项课题项目(ZYW2022-068)；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引导项目

(LH2022H084)；黑龙江省中医药科研课题项目(ZHY2022-138)；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计划(2019FY100500)；
黑龙江省博士后基金项目(LBH-Z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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