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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淡灰黑色，残留外皮棕褐色或灰黑色，切面多裂

隙或中空，有的可见放射状纹理。质坚，角质状，

或具纤维性。气微，味淡。 

    【鉴别】 生甘遂 (1)本品粉末类白色。淀粉

粒甚多，单粒球形或半球形，直径 5～34µm，脐点

点状、裂缝状或星状；复粒由 2～8分粒组成。无节

乳管含淡黄色微细颗粒状物。厚壁细胞长方形、梭

形、类三角形或多角形，壁微木化或非木化。具缘

纹孔导管多见，常伴有纤维束。 

(2)取本品粉末 1g，加乙醇 10ml，超声处理 30

分钟，滤过，滤液蒸干，残渣加乙醇 1ml使溶解，

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甘遂对照品药材 1g，同法制

成对照药材溶液。照薄层色谱法(《中国药典》2005

年版一部附录Ⅵ B)试验，吸取上述二种溶液各2µl，

分别点于同一以羧甲基纤维素钠为黏合剂的硅胶 G

薄层板上，以甲苯-丙酮(10:06)为展开剂，展开，

取出，晾干，喷以硫酸乙醇溶液（1→10），在 105℃

加热至斑点显色清晰。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

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检查】 总灰分 不得过 3.0%（《中国药典》

2005 年版一部附录Ⅸ K）。 

酸不溶性灰分 不得过 1.0%（《中国药典》2005

年版一部附录Ⅸ K）。 

【浸出物】 生甘遂  照浸出物测定法项下的

热浸法（《中国药典》2005 年版一部附录Ⅹ A）测

定，用稀乙醇作溶剂，不得少于 17.0%。 

    【性味与归经】 苦，寒；生品有毒。归肺、

肾、大肠经。 

    【功能与主治】 泻水逐饮。用于水肿胀满，

胸腹积水，痰饮积聚，气逆喘咳，二便不利。 

    【用法与用量】 0.5～1.5g。 

    【注意】 (1)生甘遂系毒性中药，应遵照《医

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使用。 

(2)孕妇禁用，体虚者慎用，不宜与甘草同用。 

【贮藏】 置干燥处，防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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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为姜科植物姜 Zingiber officinale Rosc.

除去须根的新鲜根茎。 

    【习用名称】 鲜生姜、鲜姜。 

    【处方应配】 写生姜 1 片付生姜 1.5g，写煨

姜付煨生姜。 

【炮制】 生姜  用时将原药洗净，拭干，切

厚片。 

煨生姜  将原药洗净，照煨法（附录 I），置文

火上煨，至草纸外呈焦黑，生姜煨熟为度。 

姜粉  将鲜老生姜洗净，加水适量，捣烂取汁，

滤去残渣，静置沉淀，取其沉淀物，干燥，研细。 

    【性状】 生姜  本品呈不规则形块状，略扁，

具指状分枝，长 4～18cm，厚 1～3cm。表皮灰黄色，

可见明显的环节，具纵皱纹及纵沟纹。分枝顶端有

茎痕或芽。切面淡黄色，散有众多筋脉小点。质脆，

易折断，气香特异，味辛辣。 

煨生姜  表面呈黄褐色，具焦斑，切面暗黄

色，略有焦气。 

姜粉  本品为类白色细粉。气微香特异，味

淡而微辣。 

【检查】 微生物限度  姜粉 应符合规定（《中

国药典》2005 年版一部附录ⅩⅢ C）。 

    【性味与归经】 辛，微温。归肺、胃、脾经。 

【功能与主治】 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化痰

止咳。用于风寒感冒，胃寒呕吐，寒痰咳嗽；煨生

姜长于和中止呕。姜粉温中散寒，用于阳气虚衰，

虚寒泄泻，寒冷腹痛，寒痰咳嗽。 

【用法与用量】 3～9g。姜粉 多入成药制剂。 

    【贮藏】 生姜春冬季埋沙泥中，防冻；夏秋

季置阴凉处，防止腐烂。煨生姜置阴凉干燥处。姜

粉 密闭，置干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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