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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脆。气辛香，味辛辣、麻舌。 

蜜炙细辛 黄褐色，滋润，味微甜。 

【检查】 细辛 杂质 不得过 3%（《中国药典》

2005 年版一部附录Ⅸ A）。 

总灰分 不得过 12.0%（《中国药典》2005年版

一部附录Ⅸ K）。 

【含量测定】 细辛  照挥发油测定法（《中国

药典》2005年版一部附录Ⅹ D）测定。 

本品含挥发油不得少于 1.6%（ml/g）。 

【性味与归经】 辛，温。归心、肺、肾经。 

【功能与主治】 祛风散寒，通窍止痛，温肺

化饮。用于风寒感冒，头痛，牙痛，鼻塞鼻渊，风

湿痹痛，痰饮喘咳。本品蜜炙用减少温散之性。 

【用法与用量】 1～3g；外用适量。 

【注意】 不宜与藜芦同用。 

【贮藏】 置干燥处。 

 

软  柴  胡 

Ruanchaihu 

 

本品为伞形科植物狭叶柴胡 Bupleurum 

scorzonerifolium  Willd. 带幼苗的干燥根。 

【习用名称】 细柴胡、春柴胡。 

【炮制】 软柴胡  将原药除去杂质，洗净，

润透，切厚片，干燥，筛去灰屑。 

炒软柴胡  将南柴胡，照清炒法（附录Ⅰ）炒

至微具焦斑，筛去灰屑。 

鳖血拌软柴胡  将南柴胡用鲜鳖血、黄酒的混

合液拌匀，使之吸尽，干燥。 

每南柴胡 100g，用鲜鳖血 13g，黄酒 25g。 

【性状】 软柴胡  本品呈段状。根为类圆柱

形，直径 3～6mm，表面灰棕色至棕褐色，具纵皱纹，

有的可见支根痕及横环纹。切面皮部狭，淡黄棕色，

木部宽，黄白色，常有裂隙。茎少数，细柱形，直

径 1～2mm，具纵棱线。叶暗绿色，具数条平行叶脉。

体轻，质脆。气微，味微涩、微苦。 

炒软柴胡  色泽较深，有的具焦斑，微具焦香

气。 

鳖血拌软柴胡  色泽较深，微具腥臭。 

【鉴别】 软柴胡  取本品粉末 0．5g，加甲醇

20ml，超声处理 10分钟，滤过，滤液浓缩至约 5ml，

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柴胡对照药材 0．5g，同法

制成对照药材溶液。再取柴胡皂苷 a对照品、柴胡

皂苷 d对照品，加甲醇制成每 lml各含 0.5mg的混

合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照薄层色谱法(《中国药

典》2005 年版一部附录Ⅵ B)试验，吸取上述三种

溶液各 5µ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上，以乙

酸乙酯-乙醇-水(8︰2︰1)为展开剂，展开，取出，

晾干，喷以 2%对二甲氨基苯甲醛的硫酸溶液（4→

10），在 60℃加热至斑点显色清晰，置日光及紫外

光灯(365nm)下检视。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

及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或

荧光斑点。 

【检查】 总灰分 不得过 8.0%（《中国药典》

2005年版一部附录Ⅸ K）。 

    【性味与归经】 苦、平，微寒。入肝﹑胆经。 

【功能与主治】 和解退热，疏肝解郁。用于

伤寒，寒热往来，疟疾，胸闷胁痛，月经不调。 

【用法与用量】 3～9g。 

【贮藏】 置干燥处。 

 

前    胡 

Qianhu 

 

本品为伞形科植物白花前胡 Peucedanum 

praeruptorum Dunn除去须根的干燥根。 

【习用名称】 信前胡、粉前胡、嫩前胡。 

    【处方应配】 写炙前胡付蜜前胡。 

    【炮制】 前胡  将原药除去枯茎等杂质，洗

净，润透，切厚片，晒或低温干燥，筛去灰屑。 

蜜前胡  取前胡，照蜜炙法（附录Ⅰ）炒至蜜

汁吸尽不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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