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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皮在药材商品中分为广陈皮 与 陈 皮

两类，二者均来源于芸香料 !"#$%&’%’( 植

物 橘 )*$+#, +’$*&#-%$% .-%/&0 及 其 栽 培 变 种

的 成 熟 果 皮 !广 陈 皮 为 变 种 的 茶 枝 柑 果

皮 (。 广 陈 皮 和 陈 皮 均 有 理 气 健 脾 、 燥 湿

化痰之功效。从历代医家药用经验上认为

以广陈皮品质为优。陈皮始载于 《神农本

草 经 》， 原 名 “橘 柚 ”， 又 名 “橘 皮 ”。 两

晋时代 《名医别录》云：“橘柚生江南及山

南山谷”。宋代 《本草图经》云：“今江浙、

荆 襄 、 湖 岭 皆 有 之 ”。 明 代 《本 草 品 汇 精

要 》 云 ：“道 地 广 东 ”。 陈 仁 山 《药 物 出 产

辨》云：“产广东新会为最”。

广陈皮与陈皮的产地、性状特征

广 陈 皮 简 称 “ 广 皮 ”， 又 称 “ 新 会

皮”。主产广东的新会、江门 !冈州( 及四

会等地。以新会产量大，质优，江门产品

又 称 “冈 州 皮 ”， 品 质 较 逊 ， 四 会 产 量 最

少 。 解 放 前 均 在 新 会 集 散 ， 当 时 以 刘 财

兴、林恒利二牌最为著名。

广陈皮的性状特征是将果实用 小 刀 剖

成 123 瓣 !以 不 伤 果 肉 为 准 (， 果 柄 处 连

接 ， 裂 片 较 陈 皮 大 而 厚 ， 长 约 425 厘 米 ，

中部宽 627 厘米 ，厚 约 82896 厘 米 。外 表

面紫红色或深红色，有皱纹，稍粗糙，有

密 集 大 而 深 陷 的 凹 形 油 室 ， 俗 称 “ 大 棕

眼 ”； 内 表 面 白 色 ， 略 呈 海 绵 状 ， 附 有 少

量黄白色筋络状的维管束 !橘络(，质地柔

软，较油润，手握之可摒拢一起，撒手后

自 然 逐 渐 伸 开 ， 皮 薄 者 质 较 脆 。 气 香 浓

郁，味微甘、辛而不苦。此为陈皮中之珍

品 。 本 品 饮 片 加 工 ： 洗 净 润 软 剪 块 或 掰

块 。 当 时 广 陈 皮 的 价 格 比 一 般 陈 皮 高 约

62: 倍 。主 销 全 国 各 大 城 市 著 名 药 店 ，如

北 京 同 仁 堂 、 鹤 年 堂 、 同 济 堂 、 永 安 堂 ；

杭 州 胡 庆 余 堂 ； 上 海 童 涵 春 ； 天 津 达 仁

堂；汉口叶开泰等，并且大量出口。广陈

皮产地范围很小，产量有限，近年来市场

上已很难寻到。

陈 皮 !橘 皮 ( 橘 的 产 区 很 广 ， 沿 长

江 流 域 以 南 几 乎 都 盛 产 柑 橘 ， 变 种 甚 多 ，

形状、颜色也有所不同。一般认为凡属橘

的 成 熟 果 皮 都 能 作 陈 皮 入 药 ， 其 实 不 全

面 ， 陈 皮 虽 是 一 种 常 用 药 ， 但 从 历 史 来

看，质量是非常讲究的。如元代王好古在

《汤 液 本 草 》 中 云 ： “橘 皮 以 色 红 日 久 者

为 佳 ， 故 曰 红 皮 、 陈 皮 。” 这 是 古 人 用 药

的经验。陈皮作为一般理气药受到古今医

家偏爱不是它的药源充足、价钱便宜，而

是它在理气类药物中药性较为平和且效用

广。明代李时珍云： “同补药则补，同泻

药则泻，同升药则升，同降药则降。脾乃

原气之母，肺乃摄气之签，故橘皮为二经

气 分 之 药 ， 但 随 所 配 而 补 泻 升 降 也 。” 这

是 古 今 陈 皮 用 途 广 、 用 量 大 的 主 要 原 因 。

陈皮虽来源于芸香科植物橘及其栽培变种

的 很 多 成 熟 果 皮 ， 均 可 入 药 ， 但 根 据 品

种、产地、颜色、薄厚的不同，其品质有

优劣之分。以往药用陈皮的品质是非常讲

究地道的，最著名的以重庆的大红袍和福

建的福橘产品为优。重庆的大红袍主产于

重庆江津、纂江、合川、永川、涪陵、江

北、南川、长寿等地，商品称 “川陈皮”；

福橘主产于福建的闽侯、闽清、福清、永

泰 等 地 ， 商 品 称 “建 陈 皮 ”， 二 者 在 陈 皮

中 均 称 “道 地 药 材 ”。 川 陈 皮 、 建 陈 皮 都

采 取 炕 干 ， 所 以 又 称 “ 炕 皮 ” 或 “ 二 红

皮”，二者相比，建陈皮片张较小、稍厚，

故又以川陈皮质量更优。

川陈皮的性状特征为不规则的 123 个

裂 片 ， 基 部 相 连 ， 有 的 呈 不 规 则 单 个 片

状，皮层较薄，厚约 8 毫米。外表面深 红

色或橙红色，较鲜艳，有排列紧密的凹下

的小油室；内表面淡黄白色，常带有线形

易 剥 离 的 维 管 束 !橘 络 ( 和 薄 膜 残 留 ， 质

脆易碎。气香不浊，味辛、微苦。此为陈

皮中之隽品。以往主销长江流域及北方各

大城市，并大量出口，近年来较少见。

川 陈 皮 !炕 皮 ( 的 最 大 特 点 是 外 表 面

色红鲜艳，皮张较薄，通过洗润切制的陈

皮丝细如棉线。过去在饮片切制技术上有

一 个 谚 语 ： “陈 皮 一 条 线 ， 枳 壳 赛 钮 绊 ，

清 夏 不 见 边 ， 槟 榔 飞 上 天 。” 这 段 话 虽 然

表示切制的技巧，但是没有优质的原料药

材，技术再强也切不出来优质的饮片，相

对优质的原料药材，即使采用当前机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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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制，也不会影响质量。而用外表面黄色

或 深 黄 色 ， 内 表 面 白 色 ， 片 张 过 厚 的 陈

皮，所切制的饮片必然粗糙、太厚、色泽

不艳。所以说饮片质量优劣在于原料药材

地道与否。

橘的其他药用价值

橘 红 是 一 种 较 常 用 药 ， 具 有 散 寒 、

燥湿、利气、消痰之功效，分橘皮类橘红

与 柚 类 橘 红 两 类 。 以 往 在 处 方 中 分 别 入

药，处方如写橘红应付橘皮类橘红，写化

橘红应付柚类化州橘红，但以橘皮类橘红

用量大，本文重点谈橘皮类橘红。橘皮类

橘红即橘的外果皮，加工方法：系将鲜橘

刮 去 中 果 皮 ! 俗 称 “ 白 瓤 ”， 又 称 “ 橘

白”"，仅 用 外 果 皮 。元 代 王 好 古 在 《汤 液

本 草 》 中 云 ： “橘 皮 去 白 曰 橘 红 也 。” 即

指 此 品 。 加 工 橘 红 省 市 很 集 中 ， 如 四 川 、

重庆的川橘红，福建的建橘红，浙江的温

橘红，江西的樟红皮。以重庆产品质量为

优，其性状特征是：呈不规则的长条形薄

片，周边向内卷曲，波浪状，似云头，故

又 称 “ 川 芸 红 ”。 表 面 深 红 色 ， 有 光 泽 ，

鲜艳油润，密布凹陷点状油点，俗称 “棕

眼 ”； 内 表 面 淡 黄 色 ， 由 于 中 果 皮 基 本 利

净，片张菲薄，故对光视之透明。香气浓

郁 ， 味 辛 、 微 苦 。 为 橘 皮 类 橘 红 之 佳 品 ，

可惜近年来已绝迹。

青 皮 是 一 种 常 用 药 ，具 有 疏 肝 破 气 ，

消 积 化 滞 之 功 效 ， 为 橘 #$%&’( &)%$*’+,%,
-+,.*/ 的幼果或未成熟果 实 的 果 皮 。因 其

表面呈青绿色，故称“青皮”。明《本草纲目》

收载的青橘皮即为此品。青皮在药材商品

中 分 为“个 青 皮 ”和“四 花 青 皮 ”两 类 ，个 青

皮主销北方，四花青皮主销南方。

个青皮系橘在 012 月间，采收被风打

落的幼果；四花青皮系在 314 月间采收未

成熟的果实，在果皮上纵剖成四瓣至基部

相连，除尽果瓤晒干。

个 青 皮 幼 果 呈 圆 球 形 ， 表 面 褐 色 或

黑绿色，粗糙皱缩，并有疣状突起，顶端

有稍突起的花柱残基，基部有果柄痕。质

坚硬，新品用重物砸之，外表皮有油样物

质 渗 出 ， 断 面 外 层 果 皮 黄 白 色 或 淡 棕 色 ，

中央有 4156 个瓤囊， !俗称 “花心”"。气

清香，味苦、辛。

四 花 青 皮 果 皮 剖 开 成 四 瓣 ， 表 面 黑

绿色或灰黄色，内表面黄白色或附着浅黄

色小丝络。质坚脆，气清香，味苦辛。

个青皮以浙江温州、福建潮州 产 品 最

著 名 。 果 实 大 小 均 匀 !直 径 57018 厘 米 "，
商 品 称 “均 青 皮 ”， 并 且 质 坚 肉 厚 ， 切 片

整齐带花心 !实为柑类幼果"，如个大、皮

薄 、 光 滑 、 体 轻 者 ， 称 为 “泡 青 ”， 此 品

经浸泡切片花心多脱落，切不出完整的饮

片，故认为质次。

个 青 皮 常 有 甜 橙 !广 柑 "和 柚 的 幼 果 混

充。甜橙的幼果表面多光滑细嫩，肉质较

厚。柚的幼果较大，果皮特厚，瓤囊很小，与

柑橘类幼果差异很大，注意鉴别。

橘 络 系 橘 的 中 果 皮 与 内 果 皮 之 间 的

维管束群，为少用药。橘络具有理气、化痰、

通络之功效。由于采用橘的品种不同，产区

有异，质量有很大差异。曾以重庆橘品加工

厂专门加工的质量为优，其规格分为“凤尾

橘 络 ”与“金 丝 橘 络 ”两 种 。 橘 络 的 一 般 性

状，呈丝络状，粗如线，黄白色。气微香，味

微苦。凤尾橘络的加工方法：将鲜橘剖开，

先将蒂部撕离松动，由此连蒂带络慢慢撕

下整束橘络，晒至 3 成干时，再整理成顺直

以 蒂 向 外 ，顺 序 排 放 ，盛 入 特 制 的 模 合 内 ，

封压成长方形砖状，在炕至全干，以印有出

品商号的包装纸进行封固，每封约 5 斤，名

为“凤尾橘络”。若撕卜的橘络不经顺直整

理 ，散 乱 无 序 ，亦 封 压 成 砖 块 形 ，干 燥 方 法

同 上 ，用 包 装 纸 封 固 ，名“金 丝 橘 络 ”，以 往

以永庆和牌颇为著名。主要销售全国各大

城 市 著 名 药 店 ，如 北 京 同 仁 堂 、永 仁 堂 、鹤

年堂、同济堂，天津达仁堂，杭州胡庆余堂，

上海童涵春，重庆桐君阁等，并且大量出

口，近年少见。此外，浙江黄岩、台州产品称

“台橘络”；衢州、常山等地产品称 “衢橘

络”，但这些产品络丝多短碎，色泽不艳，并

附 有 部 分 橘 白!中 果 皮 "，又 习 称“铲 络 ”，品

质不及四川产品。

橘 核 系 橘 的 干 燥 成 熟 种 子 ，为 较 常

用药。具有理气、散结、止痛之功效。种子呈

卵 圆 形 ，一 端 钝 圆 ，一 端 长 尖 呈 柄 状 ，表 面

淡黄白色或灰白色，光滑，一侧有种脊棱

线，外皮薄而韧，易剥离，内种皮淡绿色，子

叶 两 片 ，绿 色 或 黄 绿 色 ，含 油 质 。 气 微 ，味

苦。橘核常有很多同类果实的种子混充，如

种 子 较 大 ，顶 端 楔 形 ，种 仁 白 色 为 柑 核 ，若

种子特大而扁为柚核，不作橘核使用，注意

区别。

橘叶 系多种橘类的叶，为少用药。具

有疏肝，行气，化痰，消肿毒之功效。如《本

草 疏 经 》云 ：“橘 叶 ⋯⋯ 治 乳 岩 ，乳 痈 ，用 之

皆效。⋯⋯”本品古今多用于乳腺疾病。

橘叶的性状特征：干燥叶多卷缩，平展

后呈菱状长椭圆形，长 014 厘米，宽 91: 厘

米 ，表 面 灰 绿 色 或 黄 绿 色 ，光 滑 ，叶 缘 有 浅

锯齿，叶有长柄。质厚而硬脆。气微香，味

苦。饮片加工切成宽丝状。本品用量很少，

不宜多备。

橘 白 为 极 少 用 药 。 具 有 理 气 健 胃 之

功效。本品应该用橘皮的中果皮，但因橘的

中果皮太薄，无法削掉成形的橘白，多年来

所用的橘白均为柚类的中果皮。形如海绵，

白色或黄白色，体轻。气微香，味微苦。饮片

加工多切成方块形，此药用量极少，不可多

备。

上 述 品 种 可 能 由 于 某 些 因 素 !如 品 种

变种或产地加工 "影 响 ，致 使 产 量 减 少 或 绝

迹，但也应让当今中青年中药工作者了解

以往情况，以便继承和发展。

（86606582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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