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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蕊石的本草考证、品质评价及物相分析

魏健雄， 袁明洋*， 崔红娇， 曹艳， 郑国华， 李娟*

（湖北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武汉   430065）

［摘要］ 通过查阅历代本草、医书及现代文献，笔者对花蕊石的名称、基原、产地、品质、功效主治、炮制加工进行系统整理

与本草考证。考证结果表明，清代前的本草多以“花乳石”之名记载，现以“花蕊石”为正名，另有混异品名“白云石”；本草所述

“淡白点”与大理岩具闪星状光泽特征一致，结合“色如硫黄”“色皆青绿”“黑点”等蛇纹石特征，推断其为蛇纹大理岩，与今用花

蕊石一致，且宋代花蕊石的蛇纹石含量较高；产地以河南、陕西、山西、四川为主，江苏，浙江，河北等地亦有；历代本草对花蕊石

品质评价较少，现代以整齐质坚、夹有黄绿色斑纹者为佳。花蕊石味酸、涩，性平，归肝经，具“治金疮血流，内漏目翳，下死胎，

落胞衣”等功效，现以“化瘀止血”描述其功效。古代炮制方法最早为“火烧”，随后有“硫黄煅”“煅”“童便制”“醋淬”“水飞”“研”

等方法，现代将其简化为明煅、醋制并新增水淬等方法。通过重量法与乙二胺四乙酸滴定法分别检测花蕊石中 CO3
2-和 CaCO3

的含量，结果发现市售花蕊石中 CaCO3含量差异较大，且样品 S13 与样品 S18 的 CaCO3含量相同，但其组成不同，根据 CO3
2-与

CaCO3含量可计算其中白云石［CaMg（CO3）2］与方解石（CaCO3）含量，其中方解石含量越高其外观闪星状光泽越明显。采用

拉曼光谱与 X 射线衍射（XRD）检测花蕊石样品粉末的物相组成，并对条纹部分进行拉曼光谱快速无损检测，结果表明花蕊石

主要由白云石、方解石、蛇纹石、橄榄石、辉石等组成，条纹部分以蛇纹石为主。综上分析，202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

定花蕊石 CaCO3质量分数不小于 40%，较难控制其质量，建议增加 CO3
2-含量检测。该研究可为花蕊石的溯本清源提供科学依

据，并更好地指导临床用药和资源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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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review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 medica， medical books and modern literature， this paper 

has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and verified the name， origin， quality and other aspects of Ophicalcitum. After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it is shown that before the Qing dynasty， the mineral medicine was mostly recorded in 

the name of Huarushi， but now it is called Huaruishi， and there is another mixed name Baiyunshi. The light 

white spots described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 medica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ble with 

sparkling star-like luster， combined with the color like sulfur， color are green， black spots and other serpentine 

features， it is deduced that it is serpentine marble， consistent with the present-day Ophicalcitum， and 

Ophicalcitum in the Song dynasty has a high content of serpentine. The main producing areas are Henan， 

Shaanxi， Shanxi and Sichuan， Jiangsu， Zhejiang， Hebei and other places are also available. Succ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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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s of materia medica on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Ophicalcitum is less， the modern to neat and firm in 

the texture， sandwiched with yellow-green mottled for the best. Ophicalcitum is acidic， astringent and neutral in 

nature， belonging to the liver meridian， with the efficacy of treatment of gold sores and blood flow， internal 

leakage of cataracts， dropping afterbirth， now describing its efficacy as removing blood stasis and stopping 

bleeding. In ancient times， the earliest processing method was burning， followed by calcination by sulphur， 

calcination， quenching with vinegar and other methods. In modern times， it has been simplified to open 

calcination， processing with vinegar and the addition of water quenching. The gravimetric method and 

ethylenediaminetetraacetic acid titration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contents of CO3
2- and CaCO3 in Ophicalcitum， 

respectively， 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gap in CaCO3 content among commercially available products was wide， 

and the content of CaCO3 in sample S13 and sample S18 was the same， but their compositions were different， 

and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s of CO3
2- and CaCO3， the dolomite and calcite contents could be calculated， of 

which the higher the calcite content the more obvious the sparkling star-like luster. Raman spectroscopy and 

X-ray diffraction（XRD）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physical phase composition of the powder of the samples， and 

Raman spectroscopy was used for the rapid non-destructive testing of the striped part， which showed that 

Ophicalcitum was mainly composed of dolomite， calcite， serpentine， olivine and pyroxene， with serpentine 

dominanting the striped part. In summary， the 2020 edition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stipulates that the content 

of CaCO3 in Ophicalcitum is not less than 40%， which is difficult to control its quality， and it is suggested to 

increase the detection of CO3
2- content.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traceability of 

Ophicalcitum and better guide the clinical medication 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Keywords］］ Ophicalcitum；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origin； Raman spectra； X-ray diffraction； physical 

phase analysis； serpentine

花蕊石始载于《嘉祐本草》［1］，被列为中品。

202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以下简称《中国

药典》）中记载其功善化瘀止血，临床用于咯血，吐

血，外伤出血，跌扑伤痛，并收载止血定痛片、颈复

康胶囊 2 个以花蕊石为主要原料的中药成方制剂。

花蕊石常见于历代化瘀止血类方剂，如宋代《太平

惠民合剂局方》［3］中的花蕊石散（花蕊石与硫黄合

用）、元代《十药神书》花蕊石散（单味药）［4］、明代《济

阴济阳纲目》［5］中的杖疮膏药、清代《医学衷中参西

录》［6］中的化血丹等。此外，临床常用的珍石烧伤

膏、止血宁胶囊等均以花蕊石为主要原料［7-8］。现代

研究表明，花蕊石单方和复方均能显著缩短凝血时

间和出血时间［9］。同时，花蕊石可参与凝血级联反

应过程，与交联石墨烯海绵联用协同止血［10］；与玉

红膏合用可减轻踝关节扭伤患者疼痛［11］。此外，花

蕊 石 还 能 促 进 细 胞 凋 亡 从 而 发 挥 抗 肝 癌 的 作

用［12-14］，对 治 疗 崩 漏 、产 后 恶 露 不 绝 也 有 一 定

疗效［15-17］。

《矿物药与丹药》［18］与《矿物药浅说》［19］认为花蕊

石来源为“三方晶系白云石的矿石”，并有别名“白云

石”［20］，而 2020 年版《中国药典》［2］记载花蕊石为“蛇

纹大理岩”，现对花蕊石名称、基原等相关内容缺乏

系统考证与阐述。质量评价方面现代主要以白灰色

含有浅黄色、浅绿色条纹及点状物质为性状鉴定标

准，研究表明，花蕊石的止血效果比 CaCO3 更显

著［21］，条纹和点状物质可能为花蕊石止血作用的重

要成分，但对于其研究较少；2020 年版《中国药典》［2］

规定其 CaCO3含量不小于 40%，CaCO3主要来源于白

灰 色 大 理 岩 中 的 方 解 石（CaCO3）与 白 云 石

［CaMg（CO3）2］
［22］，因 此 会 导 致 不 同 批 次 花 蕊 石

CaCO3含量相同，但 MgCO3含量差异较大，而 Mg 元

素具有良好的抗炎消肿作用，对其质量控制有一定

局限性。拉曼与 X 射线衍射（XRD）适合用于矿物药

的物相分析［23-24］。因此，本文通过查阅历代本草和医

书等，对花蕊石进行系统整理与本草考证，通过对比

不同批次市售花蕊石的性状，并结合 CO3
2-与 CaCO3

含量测定判断白云石与方解石的含量；采用拉曼技

术对块状花蕊石的条纹和点状物质进行快速无损检

测并分析其组分，同时采用 XRD 准确检测花蕊石物

相组成；以期为药用花蕊石的溯本清源提供科学依

据，更好地指导临床用药和资源合理利用。

1 材料

SmartLab SE 型 XRD 仪（日本理学珠式会社），
XRD 图谱采集由苏州德优博测新材料有限公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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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i-Raman Plus-785H 型便携式拉曼光谱仪，包括

薄 型 背 照 式 CCD 阵 列 检 测 器 ，配 光 纤 探 头 及

BWSpec4 光 谱 采 集 软 件（美 国 必 达 泰 克 公 司），
FA2004 型十万分之一电子天平（上海浦春计量仪器

有限公司）。盐酸、氢氧化钾、无水乙醇、钙黄绿素、

甲基红、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均为分析纯。18 批样品

分别购自安徽亳州、河北安国等药材市场，经湖北

中 医 药 大 学 陈 科 力 教 授 鉴 定 分 别 为 花 蕊 石

（Ophicalcitum）、大 理 岩（Marble）和 白 云 石

（Dolomite），样品信息见表 1。

2 方法

2.1　花蕊石的本草考证     

2.1.1　数据来源     以“花蕊石”和“花乳石”为关键

词，基于现有的中医古籍数据库与知识库检索，如

药智数据库、中国古籍文献知识库等，必要时查阅

古籍原版内容进行资料收集与内容审校，并结合其

他相关古籍资料和标准进行对比。

2.1.2　数据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1911 年

以前的中医古籍；②古籍中明确记载花蕊石相关信

息；③同一古籍不同版本以最早版本为准。排除标

准：只检索到花蕊石名称，未见出处、品质、炮制等

其他相关文献信息者。

2.1.3　数据规范     ①将古籍中记载的花蕊石的相

关信息录入 Excel 表格；②提取信息包括书名、作

者、版本、药名、基原、品质、产地、功效主治、炮制加

工等。

2.2　 CaCO3 含量测定［2］    按照 2020 年版《中国药

典》一部，花蕊石项下方法测定 CaCO3含量，具体为

取本品细粉约 0.2 g，精密称定，置锥形瓶中，加稀盐

酸 5 mL，加热使溶解，加水 100 mL 与甲基红指示剂

1 滴，滴加 10% 氢氧化钾溶液至溶液显黄色，再继续

多加 10 mL，并加钙黄绿素指示剂约 20 mg，用乙二

胺四醋酸二钠滴定液（0.05 mol·L-1）滴定至溶液的

黄绿色荧光消失，并显橙色。

2.3　XRD 采集与物相分析     用玻璃板将花蕊石细

粉压实于样品板的凹槽中，测试参数：测试角度范

围 3° ~65° 、X 管 电 压 40 kV，管 电 流 50 mA、步 长

0.02、扫描速率 8°·min-1。用 JADE 6.5 数字信号处

理技术对样品图谱寻峰，与国际粉末衍射数据中心

粉末衍射标准联合委员会（JCPDS）标准卡片匹配，

确定各样品的物相组成。

2.4　 CO3
2-含量测定     取 2.7 mol·L-1 盐酸 5 mL，置

10 mL 锥形瓶中，精密称定，加花蕊石细粉 0.2 g（过

200目筛），充分震荡，直至无气泡产生，精密称定，计

算花蕊石中总 CO3
2-的质量分数。与 CaCO3测定结果

联合能计算方解石与白云石的含量，即 ω（方解石）=

［2ω（CaCO3的 CO3
2-）-ω（总 CO3

2-）］/0.6；ω（白云石）=

1.84［ω（CaCO3）-ω（方解石）］，ω表示质量分数。

2.5　拉曼光谱采集及分析     将块状花蕊石及其细

粉（过 200 目筛）置于载玻片上，压实，枪头轻触样品

表面，采集拉曼光谱，激发光源波长 785 nm，光谱测

量范围 65~2 800 cm-1，激光功率 300 mV，激光强度

70%，扫描时间 3 000 ms（根据光谱强度适当调整），
每个样品重复 3 次，取平均值作该样品拉曼光谱图。

对比 RRUFF 数据库与文献记载的各物质拉曼特征

峰，确定样品组分。

3 结果

3.1　名称考证     宋代《嘉祐本草》［1］以花乳石之名

记载，并以花蕊石为别名，《本草图经》［25］始以花蕊

石之名记载。《证类本草》［26］转引《本草别说》言：“花

蕊石与花乳石为一物”，同时《本草衍义》［27］也记载：

“《图经》第二卷中，易其名为花蕊石，是却取其色黄

也”，并对其进一步释名“色如硫黄……于黄石中间

有淡白点，以此得花之名”。清代《本草求真》［28］与

《本草害利》等书籍多以花蕊石为正名［29］。1962 年

《矿物药与丹药》［18］记载其来源为“三方晶系白云石

的矿石”，但书中所述“白色或淡灰色，并有黄、绿、

棕斑点”为蛇纹大理岩的特征，故其所指应是含有

表 1　样品信息

Table 1　Sample information

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S17

S18

样品

花蕊石

花蕊石

花蕊石

花蕊石

花蕊石

花蕊石

花蕊石

花蕊石

花蕊石

花蕊石

花蕊石

花蕊石

花蕊石

花蕊石

花蕊石

大理岩

大理岩

白云石

生产批号

20231002

20220403

20220904

20220908

20231009

20220815

20230416

20220717

20220918

20231020

20220921

20230906

20231022

20231023

20220724

20220725

20220519

20230407

采购地

安徽亳州

河北安国

安徽亳州

重庆解放路

安徽亳州

陕西西安

河南禹州

安徽亳州

安徽亳州

安徽亳州

成都荷花池

成都荷花池

河北安国

河北安国

河北安国

河北安国

安徽亳州

河南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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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石的矿石，并非仅以白云石药用；笔者认为当

时缺少对蛇纹大理岩的标准学名，故书之，1978 年

《全国中草药汇编》［20］将“白云石”作为其别名。现

以蛇纹大理岩作花蕊石来源，将“白云石”归为花蕊

石的混异品名［30］。 1999 年《中华本草》［31］释名月：

“本品呈白色而间有淡黄绿色之点状或条状花纹，

如花之蕊，故名”。与《本草衍义》释名有所不同，前

者所述为一整朵花将花蕊包裹其中，后者应只描述

了花蕊，黄石为花蕊，淡白点为花乳，故名花乳石与

花蕊石，推测古今所用花蕊石有差异。综上，花蕊

石别名“花乳石”，混异品名“白云石”。

3.2　基原考证     宋代《嘉祐本草》［1］记载其“色正

黄，形之大小、方圆无定”。《本草图经》［25］言：“体至

坚重，色如硫黄，形块有极大者，人用琢器”，硫黄色

黄，具脂肪光泽，蛇纹石具油脂样光泽，颜色多为黄

绿色［32］，两者颜色与光泽类似，且“人用琢器”与现

代蛇纹石质玉（岫玉）作装饰品的用途相符；书中附

图（图 1A），该图可见其为不规则块状，具棱角但不

锋利，与市售黄色蛇纹石含量较高的花蕊石特征相

符，推测此处所用为黄色蛇纹石，但不能确定其为

蛇纹大理岩。《绍兴本草》［33］记载：“此石其体坚重，

色皆青绿，虽小大方圆不定，破之内有浅黑点及间

有晕相杂者是矣”，其中“色皆青绿”与“内有浅黑

点”，与现代部分蛇纹石质玉中有黑点特征一致［34］，

与 市 售 绿 色 蛇 纹 石 含 量 高 的 花 蕊 石 性 状 一 致

（图 1B），故推测此处所述花蕊石主含青绿色蛇纹

石。《本草衍义》［27］记载花蕊石“其色如硫黄……于

黄石中间有淡白点”，“淡白点”与现代所述由方解

石和白云石组成的大理岩具“闪星状亮光”特征一

致［31］；市售花蕊石（图 1C）该特征明显，结合《本草图

经》与《绍兴本草》的描述，推测其为蛇纹大理岩，从

“色正黄”“色皆青绿”“黄石”等词说明蛇纹石含量

较高。此外该书记载其“《本经》第五卷已著”，然

《神农本草经》卷数旧时有两说，一是南北朝《本草经

集注序录》［35］记载：“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

经》”，二是唐代《新修本草》［36］记载“惟梁《七录》，有

《神农本草》三卷”；此时《神农本草经》早已亡佚，故

五卷之说失据。综上所述，花蕊石始载于《嘉祐本

草》，宋代以蛇纹石含量较高的大理岩作为药用。

明清时期，《本草品汇精要》［37］记载“质类硫

黄，有淡白点而坚重，色黄白”，该书首次以“黄白”

对其颜色进行描述，白色为大理岩的颜色，故明代

花 蕊 石 中 大 理 岩 含 量 应 高 于 宋 代 ，该 书 附 图

（图 1D）可见表面有点状物质，与书中描述“淡白

点”相符，为大理岩特征。《本草纲目》［38］转引《庚辛

玉册》云：“花乳石，阴石也……有五色”，“五色”在

古代泛指青、黄、赤、白、黑五色，以此五者为正

色［39］，该书所载的矿物药五色石脂亦为此五色，故

青、黄二色应为蛇纹石的颜色，黑色为蛇纹石上的

黑点，白色为大理岩的颜色，大理岩中的方解石可

能含杂质变成赤色［32］，符合花蕊石各组分的颜色，

“阴石”指性寒的石药［40］，寒水石，石膏，滑石等性

寒的矿物药多为白色，故笔者推测将其归为“阴石”

应取自其色含白；且该书附图（图 1E），图中可见其

呈粒状，具棱角但不锋利，这些特征与今用花蕊石

基本相似。清代《本草汇笺》［41］言：“形之大小方圆

无定”，并附图（图 1F），图中可见其为致密的块状

集合体，为大理岩特征，推测其结构是“方圆无定”

的原因。曾仁兴在砚考中记载有一种石城砚名为

花蕊石，石中多花纹［42］，与今所述花蕊石“彩晕”一

致。总之，明清开始以“色白”“五色”描述花蕊石

颜色，呈粒状与块状集合体，具花纹，与今用花蕊石

特征一致。

现代，1963 年版《中国药典》［43］记载其来源为

“一种含蛇纹石大理岩石”，并言其性状“表面不平

坦，灰白色，有黄色或黄绿色花纹相夹其间，对光照

之有闪星状亮光”，1977 年版《中国药典》［44］提出“彩

晕”的概念，“类白色或黄白色，有黄色和黄绿色花

纹相夹其间，习称‘彩晕’”。1985—2020 年版《中国

药典》［2，45-51］将来源规范为“变质岩类岩石蛇纹大理

岩”，1988 年《中国矿物药》［52］记载“其中晶莹的白点

是方解石，黄色的花斑或花纹是蛇纹石”，但本文中

采集的白云石也具闪星状光泽，因此“淡白点”应是

大理岩的特征，并非方解石专属特征。 1990 年版

《中国药典》［46］进一步描述：“本品为粒状和致密块

状的集合体……蛇纹石具蜡质样光泽”。 1998 年

《中药志》［53］记载其成分“主含碳酸钙 CaCO3（方解

石的主要成分），另含含水硅酸镁（蛇纹石的主要成

分）和少量 Fe、Al及微量 Zn、Mn、Cn、Co、Ni、Cr、Cd、

Pb 等元素”，1999 年《中华本草》［31］记载：“晶莹的白

点是由方解石组成的大理岩”。故“淡白点”应为大

理岩特征，黄色的花纹或斑点则是蛇纹石。综上所

述，宋代描述“色如硫黄”“其色青绿”“黑点”“淡白

点”等特征与蛇纹石含量高的大理岩相符；明清时

期，图中可见其为粒状和致密块状的集合体，以“黄

白”“五色”描述其颜色，且石中多花纹，与今用花蕊

石一致，为变质岩类岩石蛇纹大理岩。

3.3　品质考证     历代本草对花蕊石品质评价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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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较少，现代才描述其品质。《中药材手册》［54］与

1963 年版《中国药典》［43］记载：“以块整齐、坚硬、夹

有黄绿色斑纹者为佳”；《全国中药炮制规范》［55］记

载：“以质坚硬、色白带‘彩晕’者为佳”。《中华药

海》［56］与《500 味常用中药材的经验鉴别》［57］均载：

“以夹有黄绿色斑纹者为佳”。《中华本草》［31］记载：

“以块整齐、夹有黄绿色斑纹者为佳”。因此，花蕊

石应以块整齐、质坚、夹有黄绿色斑纹者为佳。

3.4　产地变迁     关于花蕊石产地的记载最早见于

宋代《嘉祐本草》［1］：“出陕、华诸郡”，“陕”为今之河

南三门峡，“华”今为陕西华县。《本草图经》［25］云：

“出陕州阌乡县”，“阌乡”现属山西风陵渡。《证类本

草》［26］收录以上两书所载产地，而明代《本草纲

目》［38］在此基础上转引《庚辛玉册》云：“花乳石，阴

石也。生代州山谷中……蜀中汶山、彭县亦有之”，

“代州”为今山西代县，“汶山”现属四川茂汶姜族自

治县，“彭县”现属四川彭县。至清代，《本草从

新》［58］记载：“出陕、华、代地”。到现代，《中药材手

册》［54］记载产地为陕西、河南和浙江；1999 年《500 味

常用中药材的经验鉴别》［57］描述更详细：“主产于四

川彭县；河南阌乡；江苏镇江；浙江杭州以及山西、

陕西、河北等地”。通过梳理以上内容，花蕊石从河

南三门峡、陕西华县、山西风陵渡到明代新增的山

西代县、四川茂汶姜族自治县、四川彭县等地，呈现

陕西、河南，山西中部偏北地区为中心，向四川等地

区扩大的趋势；现代则以此为中心进一步扩大，北

至河北、南至湖南、东至山东、江苏、浙江等地。

3.5　炮制加工     宋代《嘉祐本草》［1］记载以“大火烧

之”和“刮粉末”的方法。《本草图经》［25］记载：“合硫

黄同煅，研末”。《太平惠民合剂局方》［3］补充需“将硫

黄和花蕊石捣为粗末拌匀”；《鸡峰普济方》［59］记载

“煅”法。《绍兴本草》［33］沿用《嘉祐本草》的描述，并

记载“火煅”法。元代《十药神书》记载火煅的程度

并增加童便制［4］，“花蕊石火煅存性，研为末……用

童便一盅，炖温”。《世医得效方》［60］记载“醋淬”法。

明代《本草品汇精要》［37］记载“煅研”法。《本草蒙

筌》［61］描述“得之煅研粉霜”。《本草纲目》［38］记载水

飞法，“凡入丸散，以罐固济，顶火煅过，出火毒，研

细水飞晒干用”。《疮疡经验全书》［62］描述“火煅，醋

淬”。《外科正宗》［63］记载“童便煅”。《本草通玄》［64］

言：“煅，研，水飞”。清代《本草新编》［65］指出需研至

无 声 。《本 经 逢 原》［66］记 载“ 硫 黄 煅 ”法 。 1963—

2020 年版《中国药典》［2，43-51］与《全国中药炮制规

范》［55］均载净制、切制、煅制的方法。此外，2005 年

《浙江省中药炮制规范》［67］记载水淬法，2009 年《湖

北省中药炮制规范》［68］记载了醋淬的方法，每 100 kg

用醋 25 kg。综上所述，历代本草记载了研、火烧、火

煅、硫黄煅、童便煅、醋淬法等方法，现代新增水淬

法，为现代主要炮制方法。研究表明，花蕊石煅后

更易粉碎，CaCO3 逐渐分解，蛇纹石转变为镁橄榄

石，Ca 溶出量显著增高，Mg 与 As 溶出量降低［69］，止

血效果比生品更佳［9］。

3.6　功效主治     花蕊石性味自古至今多以“酸、涩、

平”描述；宋代《嘉祐本草》［1］指出可治产妇失血昏

厥，粉末外敷能止血。《太平惠民合剂局方》［3］记载花

蕊石散能“治一切金刃箭镞伤中，及打扑伤损，猫狗

咬伤，或至死者……胎死腹中，胎衣不下”，认为其

可下死胎。明代《药性歌括四百味》［70］言：“善止诸

血，金疮血流，产后血涌”。《本草纲目》［38］将历代功

效汇总，并补充治目翳的功效，“金疮出血，刮末傅

之即合，仍不作脓。又疗妇人血运恶血。治一切失

血伤损，内漏目翳”，说明花蕊石止血迅速。《本草经

疏》［71］与《本草述》［72］沿用《本草纲目》的描述，《玉楸

药解》［73］补充治疗“吐衄”“瘀血老症”。《医林纂

要》［74］指出有生肌功效。《本草从新》［58］记载：“治金

疮出血，产妇失血昏厥，下死胎”。《本草便读》［75］言

其能“敛口生肌”。《晶珠本草》［76］言：“愈疮益目”。

综上所述，历代本草记载花蕊石可以治金疮血流，

注：A.《本草图经》花蕊石；B、C.市售花蕊石（S3、S15）；D.《本草品汇精要》花乳石；E.《本草纲目》花乳石；F.《本草汇笺》花蕊石

图 1　历代本草附图与市售花蕊石比较

Fig.  1　Comparison of ancient herbal appendices and commercially available Ophicalci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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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漏目翳，下死胎，落胞衣，敛口生肌，2020 年版《中

国药典》［2］描述其能“化瘀止血，用于咯血，吐血，外

伤出血，跌扑伤痛”。

3.7　市售花蕊石的基原鉴定与含量测定     

3.7.1　花蕊石的物相分析     白云石（S18）和花蕊石

样品 S1~S12 的主要特征谱线晶面间距（d）与国际衍

射数据中心白云石粉晶衍射中的主要吸收峰 2.89、

1.79、1.81、2.40 Å（1 Å =0.1 nm）接近，表明 S1~S12、

S18含有白云石。样品 S4~S17的主要特征谱线为 d=

3.02~3.06、1.90~1.92、2.27~2.29、2.08~2.10 Å，与方解

石粉晶衍射中的主要吸收峰 3.04、1.91、2.28、2.09 Å

接近，说明其含方解石。蛇纹石的主要吸收峰在

7.31、3.66、3.89、4.60 Å左右，S1~S12、S14在此附近均

有吸收峰，说明含有蛇纹石。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3.7.2　不同花蕊石样品中的矿物含量分析     样品多

为粒状和致密块状的集合体，呈不规则的块状，颜色

以青色、黄色、灰色、白色为主。17 批市售花蕊石的

CaCO3含量由 2%~95% 不等。S18 为白云石，S1~S5

的 CaCO3含量<40%，S16~S17 无花蕊石特有的黄色

或绿色条纹，均不符合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规定；
S1~S15 随着 CaCO3含量的增加闪星状亮光越明显，

而闪星状光泽为大理岩的主要特征，如 S3 闪星状亮

光不明显，S15 具明显闪星状亮光。因此，可以通过

闪星状亮光的明显与否，判断花蕊石中 CaCO3含量。

综合 XRD 结果，S13~S17主要组成为方解石（不含白

云石），CaCO3 中 CO3
2- 与总 CO3

2- 含量的比值约为

1∶1；S18 白云石及方解石含量较低的 S4、S9，其比值

约为 1∶2；S5~S8和 S10~S12由白云石与方解石组成，

比值为 1∶2~1∶1；而 S1~S3 含有其他碳酸盐矿物，如

菱镁矿（MgCO3），其比值<1∶2；S1~S3 含量较低且误

差较大，故不作联合分析，见表 2。综上所述，白云石

所含 CaCO3约为等质量方解石的一半，故 2020 年版

《中国药典》中仅测定 CaCO3含量难以较好地评价花

蕊石的质量，建议结合本文方法，对 CO3
2-含量进行检

测后综合评价。此外，花蕊石中方解石含量越高，其

闪星状光泽更明显。

3.7.3　拉曼光谱分析     方解石族矿物一般存在 2 个

晶格振动和 4个（CO3
2-）基团内部振动。150~210 cm-1

和 270~330 cm-1 的 2 个较低频的特征峰归属为晶格

振动，分别为平移（T）和摆动（L），4 个内部振动分别

为对称伸缩振动（v1）、反对称伸缩振动（v3）、面外弯

曲振动（v2）和面内弯曲振动（v4），其中 v1、v3、v4 是拉

曼活性振动范围分别为 1 080~1 100、1 430~1 450、

700~730 cm-1，而 v2 为红外活性振动，故少见［77］。方

表 2　不同花蕊石样品的性状鉴别、物相分析和含量测定

Table 2　Characterization，physical phase analysis and determination of different Ophicalcitum samples

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S17

S18

性状

颗粒，绿色为主，另含白色，浅灰白色

颗粒，绿色为主，另含白色，浅灰白色

块状和粒状集合体，白、浅灰白、浅绿色

块状和粒状集合体，白、浅灰白、浅绿色，具闪光

块状和粒状集合体，白、灰褐色，具闪光

块状和粒状集合体，白、浅灰白、深绿、浅绿色，具闪光

块状和粒状集合体，白、浅灰白、深绿、浅绿色，具闪光

块状和粒状集合体，白、浅灰白、浅绿色，具闪光

块状和粒状集合体，白、浅灰白色，浅绿色，具闪光

块状和粒状集合体，白、浅灰白、墨绿、浅绿色，具闪光

块状和粒状集合体，白、浅灰白、浅绿色，具闪光

    颗粒状，绿色为主，另有黑、灰褐、白、浅绿、深绿、浅黄

色，闪光较多

颗粒状，黑褐、浅绿色，闪光较多

块状和粒状集合体，白、灰褐、浅绿、深绿色，闪光较多

颗粒状，绿色为主，另含白、浅灰白色，闪光较明显

颗粒状，浅绿、灰褐、白色，闪光明显

块状和粒状集合体，粉色，暗红色，无彩晕，闪光明显

粒状集合体，白色，半透明，无彩晕，具玻璃样光泽

CaCO3/%

1.90

2.59

3.28

28.75

30.33

40.53

42.66

46.80

47.16

49.19

50.79

51.63

53.55

57.01

72.42

78.74

95.87

53.21

CaCO3中 CO3
2-/%

1.15

1.51

2.03

16.82

18.07

24.10

25.50

28.04

28.15

29.28

29.71

30.98

32.29

34.43

43.24

52.87

59.29

31.93

总CO3
2-/%

8

7

9

33

31

34

38

31

58

35

40

54

32

36

44

54

61

66

XRD 物相分析

白云石，菱镁矿，蛇纹石，橄榄石，绿泥石

白云石，菱镁矿，蛇纹石，橄榄石，绿泥石

白云石，菱镁矿，蛇纹石，橄榄石，绿泥石

白云石（51%），方解石（1%），蛇纹石，辉石

白云石（40%），方解石（9%），蛇纹石，辉石

白云石（31%），方解石（24%），蛇纹石，辉石

白云石（39%），方解石（22%），蛇纹石，辉石

白云石（6%），方解石（25%），蛇纹石

白云石（86%），方解石（<1%），蛇纹石

    白云石（54%），方解石（20%），蛇纹石，滑

石，黑云母，辉石

白云石（58%），方解石（19%），蛇纹石

    白云石（74%），方解石（12%），蛇纹石，绿

泥石，黑云母，滑石

方解石（53%），黑云母，辉石

方解石（57%），蛇纹石，辉石

方解石（72%），绿泥石

方解石（79%），镁方解石

方解石（96%），镁方解石

白云石（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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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石 T（154 cm-1）、L（284 cm-1）、v1（1 085 cm-1）、v3

（1 434 cm-1）、v4（711 cm-1），白 云 石 T（175 cm-1）、
L（299、331 cm-1）、v1（1 097 cm-1）、v3（1 439 cm-1）、v4

（724 cm-1）［78-79］。18 批样品拉曼图谱具有一定相似

性，其主要特征谱段在 100~1 500 cm-1，图中 S4~S17

与方解石的拉曼特征峰一致，S1~S12、S18 与白云石

拉曼特征峰一致。此外，S4~S7、S10、S13~S14 光谱

显示在 663 cm-1与 1 010 cm-1有吸收峰，与 RRUFF 数

据库拉曼光谱辉石矿物一致。由 RRUFF 数据库可

知 ，利 蛇 纹 石（Lizardite R060006）、叶 蛇 纹 石

（Antigorite R070228）、纤 蛇 纹 石（Chrysotile 

R070088）分别在 231、385、688 cm-1左右有共同的拉

曼特征峰，688 cm-1处因与辉石的 663 cm-1的特征峰

相隔较近，共同形成一个宽峰。其余差异峰在花蕊

石中不明显，样品 S1~S12、S14 在这 3 个拉曼位移处

均有特征峰存在，说明均含有蛇纹石；铁橄榄石与镁

橄榄石的主要特征峰分别为 814、842 cm-1 和 820、

851 cm-1［80］，样品 S1与 S3在此处有特征峰。虽然 S13

和 S14 的 XRD 物相分析显示有辉石与蛇纹石，但是

其拉曼特征峰不明显，被杂峰掩埋，S2中橄榄石的峰

也掩埋。同时，可以直接对“黄绿色斑纹”进行拉曼

扫描，排除白色与灰色的大理岩成分干扰，峰形明

显，能快速无损地鉴别其组成。综上所述，拉曼光谱

分析结果与 XRD 结果一致，光谱显示花蕊石主要由

白云石、方解石、蛇纹石、橄榄石、辉石等组成，条纹

部分以蛇纹石为主。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4 讨论

花蕊石始载于《嘉祐本草》，别名“花乳石”、混

异品名“白云石”；宋代描述其“色如硫黄”“其色青

绿”“黑点”“淡白点”等特征与蛇纹石含量高的大理

岩相符；明清时期，以“黄白”“五色”描述其颜色，且

石中多花纹，与今用花蕊石一致，为变质岩类岩石

蛇纹大理岩。品质以夹有黄绿色斑纹者为佳；产地

呈现以陕西、河南，山西中部偏北地区为中心，向四

川等地区扩大的趋势；现代则以此为中心进一步扩

大；花蕊石味酸、涩，性平，归肝经，能“治金疮血流，

内漏目翳，下死胎，落胞衣”，现以“化瘀止血”描述

其功效；古载炮制方法为“火烧”“硫黄煅”“煅”“童

便制”“醋淬”“水飞”“研”，现将其简化为明煅、醋制

并新增水淬的方法。

历代所述花蕊石功效主要为止血，但对其止血

作用的物质基础研究较少。花蕊石成分主要包括

方解石（CaCO3）、蛇纹石｛Mg6［Si4O10］（OH）8｝等，其

中 CaCO3 不仅可以作抗酸剂［81］、钙补充剂、磷酸盐

黏合剂，治疗骨质疏松、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等［82］，

在止血方面钙离子还能作为凝血因子参与凝血机

制和血小板的活化聚集，最终形成血栓止血。蛇纹

石中含有大量镁元素，具有良好的抗炎活性和消肿

作用［83-84］，因此蛇纹石可能为花蕊石止血“不作

脓”［38］的原因。蛇纹石的表面上存在不饱和活性基

团 Si-O-Si和 O-Si-O［85］，推测其发挥作用的同时将止

血成分吸附或交换至伤口，从而达到止血“不作脓”

的作用；此外，蛇纹石有良好的抗肝癌与防治氟中

毒的作用［86-87］。结合考证结果，花蕊石应以含蛇纹

石的大理岩质佳；但蛇纹石及其他成分止血及辅助

止血的作用的研究仍需进一步研究，后续将分析花

蕊石元素含量与止血作用的相关性，以期为其质量

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花蕊石为变质岩类蛇纹大理岩，大理岩中方解

石中含有的 CaCO3 含量约为白云石的 2 倍，导致样

品 S13 与 S18 的 CaCO3 含量相同，但成分不同。研

究表明，花蕊石的止血效果明显优于 CaCO3
［21］，且

CaCO3 含量≥95% 的钟乳石不具备止血功效［88］，故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仅规定花蕊石 CaCO3 含量不

得少于 40% 尚有一定局限性。本研究在 CaCO3 含

量测定的基础上增加 CO3
2-的检测，以便更好地控制

花蕊石质量，建议增加此限度时，适当降低 CaCO3

含量限度，避免以白云石为主的蛇纹大理岩不符合

标准。何立巍等［89］发现花蕊石中 Ca、Mg、Fe 元素较

多，白云石的拉曼特征峰位移与 Fe 含量呈明显的线

性关系［90］，随着 Fe 含量增加，拉曼特征峰位移均减

小；方解石的拉曼振动光谱同样受矿物中镁含量升

高向高波数移动［91］。因此，后续将对花蕊石的元素

含量与拉曼光谱进行联合研究，以通过拉曼光谱定

性的同时判断其 Fe、Mg 等元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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