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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蓟、小蓟功效的考证和现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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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考证大蓟、小蓟治疗痈肿疮毒等功效，指导临床应用。方法  查阅历代本草著作对大蓟、小蓟的记载，及

其方剂的应用；综述大蓟、小蓟活性成分及药理作用的区别。结果  历代本草一致认为大蓟具有治疗痈肿疮毒的功效，

也有治疗相应疾病的方剂；现代研究表明，大蓟、小蓟含有不同的止血及调节血管的活性成分，具有不同的药理作用；

小蓟能够治疗皮肤感染性疾病，大蓟则无，与古文献不一致。结论  中国药典称大蓟、小蓟具有相同功效，均能治疗痈

肿疮毒是不严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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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Research and Modern Study of the Effect of Cirsii Japonici Herba and Cirsii Her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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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icacy of Cirsii Japonici Herba and Cirsii Herba in treating carbuncle and sore 
toxin, and to guide clinical application. METHOD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ecords of Cirsii Japonici Herba and Cirsii Herba 
in the past dynasti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prescriptions, and the differences of active ingredi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between Cirsii Japonici Herba and Cirsii Herba was summarized. RESULTS  Herbal books of past dynasties agreed that 
Cirsii Japonici Herba had the efficacy of treating carbuncle, sore and poison, as well as prescrip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Cirsii Japonici Herba and Cirsii herba contained different active components, with different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hemostasis and regulation of vasoactivity, Cirsii herba could treat infectious skin diseases, and Cirsii Japonici Herba could not, 
which wa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ancient literature. CONCLUSION  It is not strict that Chinese Pharmacopoeia records that 
the Cirsii Japonici Herba and Cirsii herba has the same effect, can treat carbuncle sore. 
KEYWORDS: Cirsii Japonici Herba; Cirsii Herba; effect; herbal; component; pharmacology; Chinese Pharmacopo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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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蓟、小蓟分别为菊科植物蓟 Cirsium 

japonicum Fisch.ex DC.和刺儿菜 Cirsium setosum 

(Willd.) MB.的干燥地上部分，均为凉血止血药，

能够治疗各种血热出血及外伤出血。历代本草著

作中所著功效区分明确，但临床使用时有混淆，

甚至中国药典中的功效主治描述二者完全一致，

未能起到指导临床应用的作用。现代植物学分类、

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也已经明确此二者有所区别，

然而大蓟、小蓟何者能够治疗痈肿疮毒问题与古

本草记载不一致，需要重新考证。 

1  古文献对大蓟、小蓟的记载 

1.1  历代医籍对大蓟、小蓟的记载 

关于大蓟、小蓟的记载首见于《名医别录》，

大蓟和小蓟根，味甘，温，主养精，保血，并单

独指出大蓟主治女子赤白沃，安胎，止吐血、衄

鼻[1]。《本草经集注》对大蓟、小蓟的品种和原植

物形态进行了区分，大蓟是虎蓟，小蓟是猫蓟，

叶并多刺，相似[2]。《新修本草》中明确提出了二

者在功效方面的区别：大蓟生山谷，根疗痈肿；

小蓟生平泽，不能消肿也[3]。《日华子本草》中有

大蓟治肠痈的记载[4]。《本草图经》进一步指出大

蓟根苗与此相似，其功力有殊，破血之外，亦疗

痈肿，而小蓟专主血疾[5]。《本草衍义》详尽描述

了大蓟、小蓟的原植物形态区别：大蓟高三、四

尺，叶皱。小蓟高一尺许，叶不皱，以此为异[6]。

《滇南本草》首次将大蓟、小蓟分列，并指出大

蓟能补诸经之血，消疮毒，散瘰结核，久不能收

口，生肌排脓[7]。《本草蒙筌》详细描述了大蓟和

小蓟的功效、主治及区别：大蓟破血捷，消肿奇，

吐衄唾咯立除，沃漏崩中即止，去蜘蛛蝎子咬毒，

平，突痛甚痈疽，并且单味药捣烂绞浓汁半瓯，

搀童便或醇酒饮下即可；而小蓟仅理血疾，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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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8]。《本草纲目》中在气味和主治上大蓟根叶

同，小蓟根与苗同，大蓟叶能够治肠痈[9]。在《本

草汇言》中记载大蓟可治肠痈、肚腹痈、内疽诸

证[10]。《神农本草经疏》记载大蓟叶配伍地榆、茜

草、牛膝、金银花可治肠痈、腹痈、少腹痈[11]。《本

草通玄》称大蓟力胜能消痈[12]。《本草备要》中称

小蓟力微，不能如大蓟之消痈毒[13]。《本经逢原》

中指出大蓟根凉而能行，行而带补，兼疗痈肿，

而小蓟根专于破血，不能消肿[14]。《要药分剂》中

记载其叶治肠痈[15]。《本草正义》梳理总结了历代

文献大蓟叶和根治疗痈肿的记载[16]。 

历代医籍一致认为大蓟具有治疗痈肿疮毒的

功效，而小蓟不具备，具体见表 1。 

表 1  历代医籍对大蓟治疗痈肿疮毒的记载汇总 

Tab. 1  Records of treatment of carbuncle and sore toxin by 
Cirsii Japonici Herba in different dynasties 

文献 功效主治描述 

《新修本草》 根疗痈肿。 

《日华子本草》 治肠痈。 

《本草图经》 亦疗痈肿。 

《滇南本草》 消疮毒，散瘰 结核，久不能收口，生肌排脓。

《本草蒙筌》 破血捷，消肿奇，吐衄唾咯立除，沃漏崩中即止，

去蜘蛛蝎子咬毒，平，突痛甚痈疽；并且单味药

捣烂绞浓汁半瓯，搀童便或醇酒饮下即可。 

《本草纲目》 治肠痈；又恶疮疥癣，同盐研之。 

《本草汇言》 治肠痈、肚腹痈、内疽诸证。 

《神农本草经疏》 治肠痈、肚腹痈、内疽诸证。 

《本草通玄》 大蓟力胜能消痈。 

《本草备要》 消痈毒。 

《本经逢原》 凉而能行，行而带补，兼疗痈肿。 

《要药分剂》 叶治肠痈。 

《本草正义》 叶和根皆治疗痈肿。 

1.2  大蓟、小蓟配伍应用 

大蓟、小蓟在配伍应用中均可鲜用以凉血消

肿，炒碳以收敛止血，出自《十药神书》中的十

灰散将二者同时应用[17]。 

《圣济总录》卷一二七以大蓟根单味药为散

温酒调下治疗热结瘰疬[18]。在《严氏济生方》中

大蓟配伍犀角、升麻、桑白皮、蒲黄、杏仁、桔

梗、炙甘草，治疗热邪伤肺所致的肺痈而见呕吐

出血者[19]。 

在治疗痈肿疮毒的方剂中未发现配伍小蓟者。 

2  大蓟、小蓟的现代研究 

2.1  历版中国药典对大蓟、小蓟功能主治的描述 

在中国药典 1977 年版中小蓟无消肿的功能，

不能够治疗痈肿疮疖；在中国药典 1985—2005 年

版中，大蓟、小蓟功能主治完全相同，皆可凉血

止血、祛瘀消肿，还可治疗痈肿疮疖；2010—2015

年版将祛瘀改为散瘀，将消肿改为解毒消肿，见

表 2。因此有必要对大蓟、小蓟止血、调节血管活

性成分和药理作用以及对皮肤感染性疾病的作用进

行对比，解释其合理性。 

2.2  大蓟、小蓟止血及调节血管活性成分和药理

作用的差异 

通过 HPLC 对大蓟、小蓟进行检测发现，大蓟、

小蓟含有不同止血及调节血管活性成分，具有不

同的药理作用，见表 3。小蓟的特征峰为芦丁，而

大蓟特征峰为柳穿鱼苷[20]。 

2.2.1  小蓟特含成分的药理作用  芦丁具有维生

素 P 样作用、抗炎作用及降低血管通透性的作用。

现代研究发现，芦丁能调节一氧化氮活性、清除

和抑制自由基产生、抑制淋巴细胞浸润、促进胃

壁黏液分泌，对胃黏膜损伤具有保护作用[21]；能

减轻糖尿病肾组织损伤，改善肾功能[22]；能进行

脂代谢，降低血糖，通过降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水平来减轻血管紧张素Ⅱ引起的肾损伤[23]；还能

减轻糖尿病性心肌病胶原堆积，改善心肌细胞损

伤[24]。芦丁联合奥沙利铂能诱导胃癌细胞凋亡[25]。 

小蓟中所含的绿原酸和咖啡酸也是止血的活

性成分之一，其机制包括缩短血凝及出血时间，

促进局部血管收缩，抑制纤溶等[26]。咖啡酸属于

羟基肉桂酸类化合物，在体外能清除多种自由基[27]。

咖啡酸具有升高血小板的作用，能治疗免疫性血

小板减少症[28]，还能升高白细胞，治疗抗结核药物

所致的白细胞和血小板下降[29]。咖啡酸能抑制脑皮

层细静脉内白细胞的黏附，改善脑部微循环，而具

有脑保护作用[30]。另外，咖啡酸还有抗肿瘤作用[31]。 

表 2  历版中国药典中大蓟、小蓟的功能主治 

Tab. 2  Functional indications of Cirsii Japonici Herba in several editions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中国药典 大蓟 小蓟 
1977 年版 凉血止血，祛瘀消肿。用于衄血，吐血，便血， 

尿血，崩漏，痈肿疮疖。 
凉血，止血，祛瘀。用于衄血鼻塞，尿血，崩漏； 
外治外伤出血。 

1985—2005 年版 凉血止血，祛瘀消肿。用于衄血，吐血，便血， 
尿血，崩漏下血，外伤出血，痈肿疮疖。 

凉血止血，祛瘀消肿。用于衄血，吐血，便血， 
尿血，崩漏下血，外伤出血，痈肿疮疖。 

2010—2015 年版 凉血止血，祛瘀消肿。用于衄血，吐血，便血， 
尿血，崩漏下血，外伤出血，痈肿疮疖。 

凉血止血，散瘀解毒消肿。用于衄血，吐血，便血， 
尿血，崩漏下血，外伤出血，痈肿疮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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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大蓟特含成分的药理作用  大蓟所含有的

柳穿鱼苷及其苷元是其发挥止血作用的有效成分

之一，是检测大蓟及其炮制品功效的重要参考依

据[32]。 

2.2.3  大蓟、小蓟共含成分的药理作用  用 HPLC

测定大蓟，也检测出绿原酸[33]。绿原酸具有重要

的止血活性能缩短凝血及出血时间，并且能够水

解后生成咖啡酸，从而发挥止血作用[34]。另外绿

原酸还具有抗氧化作用[35]。通过多种机制发挥抗

大肠杆菌作用[36]。绿原酸还能够减轻胆汁淤积造

成的肝损伤[37]。绿原酸还可有抗乳腺癌作用[38]。

绿原酸可通过多种机制减轻高血糖引起的各类

脏器损伤[39-40]。绿原酸还可调节脂肪代谢紊乱[41]。

绿原酸还可以通过调控 P38 信号通路、调节肿瘤

坏死因子、白细胞介素 6 抑制氧化损伤，从而发

挥抗紫外线损伤的作用 [42]。绿原酸可通过上调

Nrf2-过氧化物酶增殖物受体，抑制烟酰胺腺嘌呤

二核苷酸磷酸介导的活性氧生成，从而发挥预防

盐敏感性高血压的作用，并且对肾脏、心脏等靶

器官有保护作用[43]。绿原酸可通过多种机制调节

免疫[44]。 

表 3  大蓟、小蓟含有的止血及调节血管不同活性成分及

其药理作用 

Tab. 3  Cirsii Japonici Herba and Cirsii herba contains 
different hemostasis active components and vasoactive 
components, which have different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药物 活性成分 药理作用 

大蓟 柳穿鱼苷 止血，功效指标。 

小蓟 

咖啡酸 
升高血小板，抗氧化，升高白细胞，抗肿瘤，

脑保护。 

芦丁 

降低血管通透性，维生素 P 样作用，抗炎作用，

抗氧化，保护胃、心、肾，降血糖，降血脂，

抗肿瘤。 

共有 

成分 
绿原酸 

止血，抗氧化，抗大肠杆菌，减轻胆汁淤积，

保护肝脏，抗肿瘤，降血糖，降血脂，抗紫外

线，抗高血压，提高免疫。 

2.3  大蓟、小蓟对皮肤感染性疾病的作用 

疖在现代医学认为是由金黄色葡萄球菌、链

球菌等细菌导致的单个毛囊及其周围组织的急性

化脓性病变，而痈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导致的多个

邻近毛囊病变，致病菌均为革兰氏阳性菌。抗菌

试验表明小蓟所含有的挥发油成分对金黄色葡萄

球菌等致病菌具有较强的抗菌活性[45]。而大蓟挥

发油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均无抑制作用[46]。大蓟和

小蓟治疗脓毒症休克的实验也发现，大蓟对休克

大鼠的心功能、各种血浆炎症因子均无改善，而

小蓟则具有抗炎作用，能减轻脓毒症休克炎症反

应的持续扩大[47]。现代研究发现小蓟能够治疗皮

肤感染性疾病。 

3  总结与讨论 

古文献中大蓟、小蓟的药用部位不一致，现

代研究不同部位之间指标性成分存在差异[48]。但

在古文献中功效是一致的，如《本草纲目》记载：

“大蓟根叶同”，因此可以认为古文献中大蓟具

有治疗痈肿疮毒的作用。现代研究发现大蓟、小

蓟具有不同的活性成分及药理作用，是不同的 2

种药物，其功效、主治、适应证不应相同。现代

研究中，小蓟能治疗皮肤感染性疾病，而大蓟则

无，与古文献记载不符。对于这个问题，一方面

要重新理清品种问题，考证古文献中的大蓟、小

蓟与现代所指是否一致。另外生态环境的差异对

中药有效成分的影响也不容忽视[49]。另一方面除

了从抗菌作用研究皮肤感染外，屏障功能的破坏

和恢复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50]。而且调节表皮通

透屏障功能也影响局部金黄色葡萄球菌定植[51]，

也要从此方面研究大、小蓟治疗痈肿疮毒作用。 

中国药典从 1985 年版增加了小蓟的祛瘀消肿

作用，用于治疗痈肿疮疖，与古文献不一致，而

现代研究大蓟无治疗皮肤感染的作用。大蓟、小

蓟止血功效、活性成分、作用机制不完全相同。

因此中国药典中大蓟、小蓟功效、主治完全相同

是不严谨的，需要通过进一步研究，核实或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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