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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香虫本草考证及其混淆品药用价值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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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代本草有关九香虫的记载较多，但描述较为简略，且部分混淆品与其形态相似，导致目前九香虫商品品种混乱，

需要深入开展九香虫的本草考证。目前九香虫野生资源骤降，人工养殖规模尚未形成，亟待寻找新药源。本文通过查阅

历代中医药典籍、炮制规范，结合现代研究，对九香虫的名称、基原、性味归经、主治功效、炮制沿革进行系统的考证，

对九香虫混淆品的药用价值进行分析。考证结果表明，古籍中所述九香虫可能是蝽科多种形似昆虫的统称，中国药典 2020
年版中九香虫 Aspongopus chinensis Dallas 是历代中药九香虫主要来源物种；九香虫历代药用以壮阳，治疗膈脘滞气为主；

同时其炮制方法多样，包括净制、焙、清炒、酒炒，但各省市炮制规范在清炒、酒炒方法上存在较大出入，需进一步规

范炮制工艺，确保药材质量。文献记载和药理研究均表明，九香虫部分混淆品功效与其相似，具有成为九香虫新药源的

潜力。本文可为九香虫的开发利用与炮制研究提供依据，有利于九香虫混淆品药用研究，提高资源利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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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records of Aspongopus in ancient Chinese medicinal books, but the description is relatively 
simple, and some of the adulterants are similar to its morphology, which leads to the confusion of commercial varieties of 
Aspongopus, so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in-depth textual research on Aspongopus. At present, the wild resources of 
Aspongopus have plummeted, and the scale of artificial culture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so it is urgent to find new drug sources. 
By consulting the ancient books and processing standar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ombining with modern research, 
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name, origin, nature and flavor, effect and indications and processing 
evolution of Aspongopus and analyzes the medicinal value of the adulterants of Aspongopus. The textual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Aspongopus mentioned in ancient books might be the general name of many similar insects of Pentatomidae, and 
Aspongopus chinensis Dallas is the main source species of Aspongopus in Chinese Pharmacopoeia 2020 Edition, and it is mainly 
used to strengthen Yang and treat epiglottic stagnation of Qi.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 variety of processing methods, 
including cleansing technology, baking, stir-frying and wine stir-frying, but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stir-frying and wine 
stir-frying method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cities, so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andardize the processing technology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medicinal materials. Literature records and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show that some of the adulterants have similar 
efficacy and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a new drug source.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and 
processing of Aspongopus,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medicinal research of the adulterants of Aspongopus and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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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典 2020 年版记载九香虫为蝽科九香虫

Aspongopus chinensis Dallas 的干燥体，具有理气

止痛、温中助阳的功效[1]。九香虫不仅是传统的中

药，还是一味民族药，在土家族、苗族、傣族等

多个民族中均有应用[2-3]。现代研究表明，九香虫

具有抗肿瘤[4-5]、保护生殖损伤[6-7]、抗菌[8-9]、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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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7]、引起神经干细胞增殖[10]等多种药理活性，临

床上广泛用于治疗肿瘤[11]、慢性肾衰[12]、早泄[13]、

胃脘痛[14]、胃炎[15]等。作为重要的动物中药，九

香虫的名称、基原、主治功效、炮制方法等存在

历史变迁与典籍记述的出入，加之部分混淆品形

态又与九香虫极为相似，导致如今市售九香虫品

种混乱。目前九香虫的来源均来自野外，由于环

境恶化和过度捕采，野生资源急剧下降，价格居

高不下[16]，部分混淆品功用与九香虫相似，具有

成为九香虫新药源的潜力，由于缺乏系统的药学

研究，常作为伪品，造成资源浪费。本文通过查

阅历代中医药典籍、地方炮制规范，结合文献报

道，对九香虫的名称、基原、性味归经、主治功

效、炮制沿革进行系统考证，并整理九香虫混淆

品药用记载及研究资料，分析混淆品的药用价值，

以期为九香虫的溯源、质量与炮制研究、促进九

香虫混淆品药用、扩大九香虫药源提供依据。 
1  名称考证 

九香虫之名 早见于明代《摄生众妙方》[17]。

其后《本草纲目》[18]、《本草品汇精要》[19]，清代

《本经逢原》[20]、《本草新编》[21]等多部本草均以

“九香虫”为正名。现代《昆虫分类学》定义其

隶属蝽科兜蝽亚科昆虫，以九香虫为中文学名，

拉丁学名为 Coridius chinensis Dallas，因能食害南

瓜、胡瓜等瓜类植物，还称为瓜黑蝽[22]。根据九

香虫的形态、气味特征，还存在许多俗名，如五

香虫、蝽象、褐色黑龟虫等[23]。因九香虫成虫体

呈六角状椭圆形，似兜状，色棕黑，故名黑兜虫，

《本草纲目》和《本草品汇精要》也释名“黑兜

虫”；因能放出臭气，又称为屁板虫、臭屁虫、臭

大姐、打屁虫；“酒”为“九”之声转，故又名酒

香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昆虫志》将黑兜

虫归为蝽科九香虫亚科的另一种，臭大姐为稻蝽

亚科中的一种[24]。 
2  基原考证 
2.1  历代本草对九香虫生物学习性的描述   

关于九香虫的形态、生境、习性描述 早见

于明代《摄生众妙方》：“如小指顶大，产在贵州

赤水卫河中，至冬伏于石下取之……惊蛰后即飞

出不可用”。除此之外，《本草纲目》还记载了九

香虫“状如水黾，身青黑色”的特点。《本草品汇

精要》记载九香虫“大如小指头，状如水黾，身

青黑色”，并记载其产地：“贵州永宁卫水河中”。

清代《本草新编》还强调九香虫品种与产地的关

系“……不止西蜀有之，江南未尝不生，但生于

江南者，无香气耳，无香气者即无效”，说明了“香

气”(臭气的反语)是药用九香虫的重要特点。清代

《归砚录》[25]记载“黔中出九香虫，生涧水中，

春夏出游水面者不可用，秋冬潜伏崖石下”。民国

时期的药材学著作《药物出产辨》[26]记载“九香

虫，出产四川”。现代本草学著作《中华本草》[27]

记载九香虫“成虫有翅能飞，常在土块或石块下及

石缝中越冬，每年三月飞出”“主产四川、贵州”。 
2.2  历代药图证据   

九香虫古籍绘图 早见于《本草纲目》，之后

出现于《本草简明图说》[28]。此两本所绘九香虫

突出了其“生河中，至冬伏于石下”的习性，其

形态如蚕状，身狭状，匍匐多足，这与现代《中

华本草》绘制的九香虫药用种“头相对于身体较

小”“触角细长”“身椭圆形”的盾状形态特征完

全不一致[29]。并且，也与历代本草对九香虫的文

字描述，即“状如水黾”“有翅能飞”相悖，明显

图文记载不符。因此，古代本草绘图仅提供了有

效的生境参考，即“水石边”，其形态难以作为九

香虫物种来源的证据。历代本草九香虫绘图见图 1。 
 

 
 

图 1  历代本草九香虫绘图 
A–《本草纲目》；B–《本草简明图说》；C–《中华本草》。 
Fig. 1  Drawing of Aspongopus in herbs works of past 
dynasties 
A−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B−Simple Drawings of Materia 
Medica; C−Chinese Materia Medica. 

 

2.3  九香虫基原物种分析 
历代本草明确了九香虫“状如水黾”，具有“越

冬”习性的生物学特点，符合半翅目昆虫特征。

强调其产地“贵州”“四川”，生境“河中”“涧水

中”“石下”等，绘图也进行相应佐证，同时描述

其“青黑色”，药用种具臭气，这些记载符合蝽科

多种昆虫特征，包括现今药用种九香虫[30]，常见

混 淆 品 如 黑 腹 兜 蝽 Aspongopus nigriventris 
Westwood、小皱蝽 Cyclopelta parva Distant 等。市

场调研发现，九香虫混淆品高达 8 种，同属的黑

腹兜蝽外观与九香虫较难区分，并且显微特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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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香虫也极为相似，难以辨别[24,31]。因此，依据

历代本草的描述，推测古籍中所述九香虫可能是

蝽科多种形似昆虫的统称。而根据中国药典 2020
年版中九香虫分布广(包括贵州、四川)、气味明显、

常在河滩鹅卵石下越冬的特点[30]，应是历代九香

虫来源的主流物种。 
3  性、效、用考证 
3.1  性味归经   

《本草纲目》认为九香虫“咸，温”，《本草

汇言》[32]描述为“味甘、咸，气温”，《汤液本草

经雅正》[33]记载“为肝肾妙品”，《本草便读》[34]

记载“咸，温。无毒……咸能入肾，温可壮阳，

气香归脾，故为脾肾之药”，《本草新编》记载“九

香虫，味甘、辛，气微温，入肾经命门”，《中华

本草》记载“味咸，性温。归肝、肾、脾经”。综

合历代本草记载可知，九香虫性温、味咸，归肾、

肝、脾经，这与中国药典 2020 年版记载一致。 
3.2  主治功效与方剂应用 

《本草纲目》记载九香虫“主膈脘滞气，脾

肾亏损，壮元阳”，其后《本经逢原》《本草品汇

精要》《本草汇言》等本草均延续该记载。《本草

新编》记载“专兴阳益精，且能安神魂，扶弱兴

衰”，同时还强调九香虫的使用禁忌“亦虫中之至

佳者，入丸散中，以扶弱兴衰 宜，但不宜入汤

剂，以其性滑，恐动大便耳”，并指出九香虫滋补

壮阳作用弱于人参、白术等药，即“九香虫亦兴

阳之物，然人参、白术、巴戟天、肉苁蓉、破古

纸之类，亦未见其大效也”。《汤液本草经雅正》

指其具有“补而灵动”的特点。《本草便读》记载

“九香虫…气血双宣”，并认为其“蠕动、气香、

味咸之物，似又能流通血脉耳”。《中华本草》记

载九香虫功效主治为“行气止痛，温肾壮阳。用

于脾胃不和、寒郁中焦所致的胸胁胃脘胀痛，肾

阳不足所致腰痛、阳痿”。 
九香虫入方始见于明代《摄生众妙方》收载的

乌龙丸，强调“此方妙在九香虫一物”，该方“能理

膈间之滞气、助肝肾之亏损、久服延年”。清代《惠

直堂经验方》[35]收载的固本种子丸，以九香虫为君

药，功能“固本种子”，用于“肾精亏虚之不育”。 
国医大师朱良春常用九香虫治疗肾虚腰痛、

阳痿等症[36]。临床上，以九香虫为原料生产的制

剂疏肝益阳胶囊[37]、羊藿巴戟口服液可用于治疗

肾阳不足或阳痿[38]。可见，九香虫补肾壮阳功效

较为明确。 
4  炮制沿革考证 
4.1  历代本草记载 

九香虫的炮制方法始载于《摄生众妙方》，其

入方时需“半生半熟”，此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中将《摄生众妙方》所载九香虫炮制方法辑为“半

生焙”。《惠直堂经验方》记载九香虫采用“黄酒

洗净，焙”的方法。此外，《归砚录》还记载“微

火炒去壳、翅及足”。《中华本草》记载了九香虫

的 2 种炮制方法，分别为净制(取原药材，除去杂

志，筛去灰屑)和炒炙(取净九香虫置锅内用文火加

热，炒至有香气逸出时取出放凉)。可见，九香虫

的炮制方法经历了“焙-炒炙”的演变，但存在炮

制前处理的差异，如“黄酒洗净”“去壳、翅及足”

等。九香虫的炮制目的是“矫臭矫味”，便于患者

服用，因此，古代常用焙、炒炙去腥，现代制剂

也常用炒炙去腥[37-38]。 
4.2  中国药典及地方炮制规范记载 

九香虫的现代炮制方法大多是在古法炮制基

础上进行改进，如增加了炮制终点的确认方法、

辅料的用量等。历版药典与各地炮制规范主要收

录净制和清炒，部分省市还保留了一些特色方法，

如云南省收载有焙法，贵州、江西、江苏、甘肃 4
省收载有酒炒法。各省市九香虫炮制方法存在差

异，主要有以下 2 个方面。 
一是清炒方法，中国药典 2020 年版规定“取

净九香虫，照清炒法(通则 0213)炒至香气”，查阅

药典四部炮制通则可知，九香虫清炒具体工艺为

“取待炮炙品，置炒制容器内，用文火加热至规

定程度时，取出，放凉”[39]，地方炮制规范与药

典记载存在以下出入，对于炮制终点的判断而言，

上海增加“微具焦斑”，浙江增加“表面黑润油亮”，

福建规定“色略深”，辽宁规定“以不焦为度”。

对于具体工艺而言，云南规定在清炒之前，需“去

净足翅”，甘肃规定在清炒后需“筛去头、足、翅”。 
二是酒炒工艺，贵州、甘肃收载的酒炒工艺

是先清炒至香气，后“簸去头、足、翅”，而后酒

炒干，九香虫与黄酒的用量比为 5∶1，而江西、

江苏未做去头足翅规定，且江西九香虫与酒的用

量比为 20∶3，江苏为 25∶3。上述清炒、酒炒工

艺的差异是否会影响九香虫炮制品质量，进而影

响临床疗效，还有待研究。中国药典及各地方炮

制规范收载的九香虫炮制方法具体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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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药典及地方炮制规范收载的九香虫炮制方法 
Tab. 1  Processing methods of Aspongopus in Chinese Pharmacopoeia and local processing standards 

饮片名称 炮制方法 出处 

九香虫 除去杂质 药典、重庆[40]、河南[41]、贵州[42]、云南[43]、广西 [44]、湖

南 [45]、福建 [46]、四川 [47]、湖北[47]、陕西[47]、甘肃[47]

 除去杂质，筛去灰屑 北京[48]、吉林[49]、江西[50]、江苏[51]、宁夏[47] 

炒九香虫 取净九香虫，用文火加热，炒至有香气 药典、山东[52]、广西、天津[53]、宁夏、山西[47]、安徽[54]

 取净九香虫，照炒黄法炒至有香气 湖南 

 取净九香虫，照清炒法炒至有香气 重庆、河南、江西、四川、湖北 

 取净九香虫，置锅中，以文火微炒  吉林 

 将药材除去杂质，照清炒法炒至有香气逸出，微具焦斑，筛去灰屑 上海[55] 

 
取九香虫饮片，照清炒法炒至香气逸出，表面黑润油亮时，取出，摊凉，

筛去灰屑 
浙江[56-57] 

 取原药筛拣净杂质，去净足翅，用文火炒至有香气时，取出，筛去灰屑 云南 

 取净九香虫，照清炒法炒至有香气，色略深 福建 

 
取净九香虫，置锅内，用文火加热，炒至有香气逸出，出锅，筛去头、

足、翅 
甘肃 

 取净九香虫，置锅内，用文火微炒，以不焦为度 辽宁[47] 

酒炒九香虫 取净九香虫，置热锅中，用文火加热，炒至发出香气时取出，簸去头、

足、翅等碎屑，加酒拌匀，稍闷，再加入锅中用文火炒干。每 100 kg
净九香虫，用黄酒 20 kg 

贵州 

 
取净九香虫，用文火炒至有香气时，均匀喷洒，继续炒干。每 100 kg 九

香虫，用酒 15 kg 
江西 

 
取净九香虫，置锅内，用文火炒至有香气逸出时，均匀喷酒炒干。每

100 kg，用黄酒 12 kg 
江苏 

 
取净九香虫，用黄酒拌匀，置锅内，闷透，用文火加热，炒至香气逸出，

出锅，筛去头、足、翅。每 100 kg 净九香虫，用黄酒 20 kg 
甘肃 

焙九香虫 取原药筛拣净杂质，去净足翅，用新瓦焙至酥脆 云南 

注：地名为省(市、自治区)级中药炮制规范；炮制方法一致的列于同一行；药典及各地炮制规范仅列举收载有九香虫的 新版。 
Note: Place names are the processing standar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t the provincial(municipal and autonomous regions) level; same 
processing methods are listed on the same line; Pharmacopeia and local processing standards only list the latest version of Aspongopus. 

 

4.3  现代炮制研究 
梁清光等[58]以镇痛率、多巴胺二聚体含量和醇

溶性浸出物得率为考察指标，运用正交试验设计法

优 选 出 清 炒 九 香 虫 佳 炮 制 工 艺 ， 建 立 了 清 
炒九香虫质量标准。曹米兰等[59]研究表明，传统中

药炮制法(成虫清洗干净后取少量置于黄酒中常温

焖 48 h 后取出，放入 50 ℃烘箱烘干后清炒至微黄)
处理的九香虫蛋白对人胃癌 SGC-7901 细胞生长具

有抑制作用。张成江等[60]还研究了九香虫炮制去腥

机制，经炒炙后含有的 3，4-二甲基-2-己烯、反-2-
己烯醛等刺激性挥发性成分显著降低，并新增了部

分香气成分。张思聪等[61]采用电子鼻技术，对九香

虫生品和炮制品(具体炮制方法不详)的挥发性成分

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九香虫炮制后部分挥发性

成分发生改变，但其有机硫类活性成分未改变，提

示九香虫炮制品符合其炮制目的为“矫味”，而“主

治功效”不变的传统理论。九香虫的现代炮制研究

尚不够深入，关于地方炮制规范中收载的焙法、酒

炒法，相关质量标准缺乏。并且有关九香虫炮制过

程中是否需要去除头、足、翅需进一步研究。 
5  混淆品的药用价值探讨 

九香虫混淆品的药用在现代本草著作中也有

记载。小皱蝽具有理气止痛、温中助阳的功效，

主要用于胸腹痞满、肝胃气痛、腰膝酸痛、阳痿、

脾肾亏损等症，与九香虫功用相近；另外，麻皮

蝽 Erthesina fullo Thunberg、黑腹兜蝽、方肩荔蝽

Tessaratoma quadrata Distant 的功用也与九香虫相

似[62-69]。稻绿蝽 Nezara viridula Linnaeus 与荔蝽

Tessaratoma papillosa Drury 都具有活血化 、消

肿止痛的功效，用于跌打损伤、 血肿痛[63]。此

外，稻绿蝽还可用于肠胃绞痛、化脓性扁桃体炎[70]。

九香虫及其混淆品的主要鉴别点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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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九香虫及其混淆品主要鉴别点 
Tab. 2  Main distinguishing points of identification of Aspongopus and its adulterants 

种类 鉴别点[62-69] 

九香虫 虫体表面棕黑色或棕褐色，略有光泽；前翅膜质部分具有平行脉序；侧接缘和腹下侧接缘区具有明显的黄黑色相间的斑点，

黄点常小于黑点 
小皱蝽 虫体较九香虫小；虫体表面无铜色光泽；前翅膜质部分具有网络脉序；前盾片和小盾片具有横走的皱纹 

麻皮蝽 虫体表面棕黑色；前胸背板前缘和前侧缘具有黄色窄边；胸部腹板为黄白色并密布黑色刻点 

黑腹兜蝽 虫体表面较九香虫黑；侧接缘和腹下侧接缘区全为黑色 

方肩荔蝽 虫体较九香虫大；虫体表面棕黄色至黄褐色；虫体前部方形，后部椭圆形 

稻绿蝽 虫体表面鲜绿色；小盾片前缘具有 3 个淡黄色斑点 

荔蝽 虫体较九香虫大；虫体表面栗黄色；翅有淡黄色锯齿；腹部上为淡红色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部分混淆品具有抗菌、抗

肿瘤等作用。从小皱蝽中分离、纯化得到的抗菌

肽 AMP-2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 D22、枯

草芽孢杆菌具有广谱抗菌活性[71-72]。通过比较九

香虫、小皱蝽对人胃癌 SGC-7901 细胞的体外增殖

抑制作用发现，九香虫和小皱蝽对 SGC-7901 细胞

均有显著抑制作用，且在相同浓度不同作用时间 
(24，48，72 h)和相同作用时间不同浓度(100，200，

300，400 mg·L–1)下小皱蝽对 SGC-7901 细胞的抑

制率皆高于九香虫[73]。九香虫及其混淆品小皱蝽、

黑腹兜蝽均能显著提高肾阳虚小鼠的交配能力，

恢复睾酮水平，并促进睾丸间质细胞睾酮分泌，

具有温肾壮阳作用[74]。 
因此，文献记载与药理研究均表明部分混淆

品如小皱蝽、黑腹兜蝽与九香虫功效极为相似，

但现有研究尚不够深入。基于“成分-药效-毒性”

思路，对比研究九香虫及其混淆品，可明确上述

不同药用物种的异同，是否可以作为九香虫来源

的扩充或九香虫类药源进行使用。另外，文献记

载的稻绿蝽和荔蝽的功用还有待研究。 
6  小结 

九香虫的入药记载首现于明代方剂学专著，

其临床应用历史悠久，其以“九香虫”作为正名

历代公认，并沿用至今。根据古籍相关记载、绘

图及现代有关研究推测，历史上九香虫来源物种

可能不止现今药典种，还包含蝽科多种近似昆虫，

但九香虫 A. chinensis 应是古代主流药用种。历代

医家使用九香虫多用于治疗膈脘滞气、脾肾亏损。 
目前，九香虫的炮制方法以净制、清炒应用

广，具有相应的炮制标准，但各省市方法中存

在清炒法炮制终点指标不一、酒炒工艺辅料酒用

量不同等问题，需进一步研究。此外，焙和酒炒 2

种炮制方法是否能使九香虫“去腥存效”还需结

合挥发性成分、活性成分、药效进行综合评价，

以建立相应炮制品质量标准，从而保证临床运用

的安全与有效。 
考证可知，九香虫常见混淆品也有药用记载，

部分混淆品功效与九香虫极为相似，特别是同属

昆虫黑腹兜蝽，药理学研究表明亦具有显著的温

肾壮阳作用。在如今九香虫野生资源濒危、人工

养殖尚未形成规模的情况下，宜对黑腹兜蝽等进

行进一步研究，以扩大九香虫的新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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