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补肾明目上品——枸杞子／胡献国，胡爱萍主编.—北

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8 

（单味中药妙用系列） 

ISBN 978-7-5091-2815-2 

 

Ⅰ. 补… Ⅱ. ①胡…②胡… Ⅲ.枸杞－基本知识 

Ⅳ.R28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09）第 109379号 

                                                            

策划编辑：郭 颖   文字编辑：刘慧铭  责任审读：刘 平  
                     出 版 人：齐学进 
  出版发行：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通信地址：北京市 100036信箱 188分箱   邮编：100036 

质量反馈电话：(010)51927290；(010) 51927283 
邮购电话：(010)51927252 

策划编辑电话：(010)51927300－8153 
网址：www.pmmp.com.cn 

                                                                         

印刷：潮河印业有限公司   装订：京兰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13.125 字数：266千字 

版、印次：2009年 8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定价：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购买本社图书，凡有缺、倒、脱页者，本社负责调换 

http://www.pmmp.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补肾明目上品——枸杞子／胡献国，胡爱萍主编.—北

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8 

（单味中药妙用系列） 

ISBN 978-7-5091-2815-2 

 

Ⅰ. 补… Ⅱ. ①胡…②胡… Ⅲ.枸杞－基本知识 

Ⅳ.R28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09）第 109379号 

                                                            

策划编辑：郭 颖   文字编辑：刘慧铭  责任审读：刘 平  
                     出 版 人：齐学进 
  出版发行：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通信地址：北京市 100036信箱 188分箱   邮编：100036 

质量反馈电话：(010)51927290；(010) 51927283 
邮购电话：(010)51927252 

策划编辑电话：(010)51927300－8153 
网址：www.pmmp.com.cn 

                                                                         

印刷：潮河印业有限公司   装订：京兰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13.125 字数：266千字 

版、印次：2009年 8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定价：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购买本社图书，凡有缺、倒、脱页者，本社负责调换 

http://www.pmmp.com.cn


 

 

内容提要 
 

 

 

    本书为单味中药妙用系列丛书之一，介绍了补

肾明目上品——枸杞子的药材特点、炮制、鉴别、

药理作用、制剂、功用、食疗方、相关产品研发及

其在内科、儿科、妇科、男科、皮外科、五官科以

及感染科的应用。本书融科学性与实用性于一体，

内容翔实，通俗易懂，适合中医师、中医药科研工

作者、食疗药膳从业者、中医药院校学生、中药店

工作者及中医爱好者阅读参考。 

 

 

 

 

 

 

 

 

 

 

 

 

 

 

前  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

提高，进补天然药食品已成为一种时尚，尤其是枸

杞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偏爱。 

枸杞子为中医传统名贵补益中药，也是家庭常

用补药之一，临床应用十分普遍，在《神农本草经》

中位居“上品”。历代关于枸杞子的记载颇多，但

均散见于各种医籍中，查找使用，实觉不便。有感

于此，笔者遍览历代相关书籍，广搜博辑，斟酌筛

选，汇集成这册《补肾明目上品——枸杞子》，以

期能方便实用，使广大读者足不出户便能选方疗疾，

择膳养生，提高自身健康水平。 

本书分为五章。第一章简略介绍了枸杞子的传

说、名人与枸杞子的故事等；第二章介绍了枸杞子

的药材特点、炮制方法及其真伪鉴别等；第三章介

绍了枸杞子的药理作用、常用制剂等；第四章介绍

了枸杞子各部位的作用、服食方法、药膳食疗方配

伍等；第五章介绍了枸杞子在内科、儿科、妇科、



 

 

内容提要 
 

 

 

    本书为单味中药妙用系列丛书之一，介绍了补

肾明目上品——枸杞子的药材特点、炮制、鉴别、

药理作用、制剂、功用、食疗方、相关产品研发及

其在内科、儿科、妇科、男科、皮外科、五官科以

及感染科的应用。本书融科学性与实用性于一体，

内容翔实，通俗易懂，适合中医师、中医药科研工

作者、食疗药膳从业者、中医药院校学生、中药店

工作者及中医爱好者阅读参考。 

 

 

 

 

 

 

 

 

 

 

 

 

 

 

前  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

提高，进补天然药食品已成为一种时尚，尤其是枸

杞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偏爱。 

枸杞子为中医传统名贵补益中药，也是家庭常

用补药之一，临床应用十分普遍，在《神农本草经》

中位居“上品”。历代关于枸杞子的记载颇多，但

均散见于各种医籍中，查找使用，实觉不便。有感

于此，笔者遍览历代相关书籍，广搜博辑，斟酌筛

选，汇集成这册《补肾明目上品——枸杞子》，以

期能方便实用，使广大读者足不出户便能选方疗疾，

择膳养生，提高自身健康水平。 

本书分为五章。第一章简略介绍了枸杞子的传

说、名人与枸杞子的故事等；第二章介绍了枸杞子

的药材特点、炮制方法及其真伪鉴别等；第三章介

绍了枸杞子的药理作用、常用制剂等；第四章介绍

了枸杞子各部位的作用、服食方法、药膳食疗方配

伍等；第五章介绍了枸杞子在内科、儿科、妇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男科、皮外科、五官科以及感染科疾病的临床应用

等。 

    枸杞子虽有养身保健作用，但并非人人皆宜。

使用枸杞子类中成药（中成药均出自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时，请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在医师或药

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诸

多专家、教授、学者、领导的指导和帮助，尤其本

院部分药学工作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

此谨表谢忱。此外，本书编写中还参考引用了有关

文献，在此一并致谢。 

                         胡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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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枸杞子文化 

 

 

 

第一节  枸杞子的传说 

传说之一 

有一书生体虚多病，弱不禁风，他想使自己的身体状况

好起来，于是来到终南山寻仙求道。他在山中转了好几天，

也没见到神仙的踪影，正烦恼间，忽见一个年轻女子正在痛

骂责打一年迈妇人，书生赶忙上前劝阻，并指责那年轻女子，

违背尊老道德。那女子听了，呵呵笑道：“你当她是我什么

人？她是我的小儿媳妇。”书生不信，转问那老妇，老妇答

道：“千真万确，她是我的婆婆，今年九十二岁，我是她第

七个儿子的媳妇，今年快五十了。”书生看来看去，怎么也

不像，于是追问缘由。那年轻女子说道：“我一年四季靠枸

杞为生，春吃苗、叶，夏吃花，秋吃杞果冬吃根，结果越活

越健旺。”书生见这年轻女子，头发乌黑，颜面光润，肌肤

细腻柔嫩，看上去如三四十岁光景。她那几个儿媳妇照她说

的常年吃枸杞，也都祛病延年，身体健壮。只有这个小儿媳

妇好吃懒做，不光不吃枸杞，连素菜也不大吃，成天鸡鸭鱼

肉，吃出这一身的毛病。书生听了这番言语，恍然大悟，回

到家中，长年买枸杞服食，天长日久，也百病不生，身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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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结果也活到八十多岁。这虽然是神话传说，但枸杞抗衰

延龄的功效却是古今公认的。 

传说之二 

相传战国时，在秦国境内黄河南岸，香山北麓（今卫

宁）平原上，有一青年农夫，乳名狗子，以农耕为业，娶

妻杞氏。杞氏勤劳贤惠，夫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奉养

老母，倒也能够勉强度日。其时秦始皇吞并六国，征召全

国男丁，开拓疆场，狗子也被征召戍边。   

经过数百场大大小小的战役，狗子终于戍边归来，此是

他已是满头白发。回家时见家乡正闹饥荒，田园荒芜，路人

讨吃，饿殍遍地，众乡邻面带菜色，孩子嗷嗷待哺。狗子甚

为惶恐，不知老母与妻子现状如何。等狗子到家时，只见老

母发丝如银，神采奕奕，妻子面色红润，精神抖擞，不像路

人饥饿之状。狗子甚为惊讶，问妻说：“回来时路见乡邻都

呈饥饿状，只有母亲与你精神健壮饱满，这是什么原因？”

其妻回答说：“自你从军后，我终日披星戴月，操劳作累，

粮食勉强够吃。去年以来，蝗灾涝害为患，庄稼颗粒无收，

我便采山间红果与母亲充饥，方免其难。”狗子的母亲也说：

“若不是你的媳妇采红果服食，我早已命丧黄泉矣！”狗子

喜极而泣，对妻更为尊敬。邻居听说后，纷纷争相采食。 

后人发觉狗妻杞氏所采山间红果有滋阴补血，养肺健

胃的功效，民间医生采其入药，用其夫妻姓氏命名，后因

觉“狗杞”不雅，遂改其名为“枸杞子”。  

传说之三 

枸杞子，又名红果子，据说其来历与中宁的红石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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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中宁有个地方叫红石嘴，那里土层深厚，土质肥沃，

崖下是弯弯曲曲的清水河，据说是生长红果子的好地方。

红石嘴山上每年一到五月，红果子开花、结果，但谁也不

敢上山去摘，因为山上有老虎镇守。                          

山下住着几户穷汉，有一户姓李的老汉养了个儿子叫

李小虎，长到十七八岁时，身体健壮，力能顶牛。他看见

山顶上的红果子，非要上去看个究竟不可。一天，他背着

爹妈偷偷拿了绳子和一把大斧来到红石嘴，费了好大的

劲，刚爬到山顶上，就碰见一只斑斓大老虎。老虎见有人

来了，猛扑过来，可李小虎胆大不怕，加上学得一身好武

艺，身子轻轻一闪，躲过了老虎的猛扑，等老虎转过身来，

他手拿一把大斧，朝老虎的脑袋狠狠地劈了下去。老虎虽

未被劈着，但把大树劈成了两半，把老虎给吓跑了。  

李小虎的爹长年有病，夏天还行，一到数九寒天就腰

腿痛，行动不便，他没钱给老爹看病，就想到山顶上的红

果子很好吃，可以摘上一些，便拿回家给老爹熬着喝，看

看能不能治病。  

这天，他摘了两大包红果子回到家里，把打老虎和摘

红果子的事向他妈说了一遍，又从包里掏出红果子让爹妈

尝尝。老爹一尝这果子比蜜还甜，一口气吃了半把。第二

天他觉得腰腿痛好多了，人也清爽了许多。李小虎一看红

果子能治病，就提了个筐子到红石嘴山上去摘，把摘来的

红果子晒干熬汤让爹喝，喝了十多天，老爹的病就好了。

李小虎把剩下的红果子种到田边沟旁。几年后，田边沟旁

的红果树连片成林，红果子挂在小树上真好看，来往的行

人都驻足观看，有的摘几颗拿回家去种。红果子从此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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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这块土地上传播开了，人们都用红果子治病，名声越传

越远。                     

第二节  名人与枸杞子 

一、枸杞酒的来历 

清康熙十三年，康熙皇帝微服私访，轻车简从到西北

体察民情。当年西北高原还是穷山秃岭，水恶地险，狼吼

虎啸。康熙皇帝四处考察，目睹穷乡僻壤，百姓衣不遮体、

面黄肌瘦，很是伤心。这天，主仆二人行至宁夏境内，到

牛头山下时已是疲惫交加，步履维艰。忽见眼前一片郁郁

葱葱的枸杞园，点点红果挂满树梢，令康熙皇帝心情为之

一振。   

康熙皇帝急令书童加快脚步，赶赴枸杞园歇息。忽然

从山脚处跳出一伙强人，约三四十人，个个手持钢刀，如

凶神恶煞般地堵住路口，围住康熙皇帝欲行抢劫。康熙皇

帝虽武功高强，但双拳难敌众手，寡不敌众，正在难以招

架之时，只见从枸杞园里蹦出一樵夫，大喝一声，声如洪

钟，手持扁担旋风般的向众强盗横扫而去，扁担所触之处

非死即伤，顿时众强盗鬼哭狼嚎，喊爹叫娘，抱头鼠窜而

去。   

康熙皇帝细观壮士，此人身高八尺，虎背熊腰，面如

红枣，声若洪钟，头系白色羊肚毛巾，行走带风，犹如关

公再世，状似天神下凡。康熙皇帝问：“壮士尊姓大名，

家住何方？”壮士回答道：“本人姓于，家住牛头山下，

以砍柴种枸杞农耕为生”。康熙又问：“壮士如何生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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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雄伟有力，众强盗个个也是彪形大汉，为何被你一条扁

担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给赶跑了？”壮士回答说：“祖上留

有杞园十亩，家训子孙：‘枸杞全身是宝，春采枸杞叶为

天精草，夏采枸杞花为长生草，秋采枸杞果为枸杞子，冬

采枸杞根为地骨皮，一年四季常服用，强身健体，百病不

侵。’加之祖上传有枸杞鲜果酿酒秘方，此酒常服身体健，

砍柴耕作不知疲乏。本人又喜练武艺，渴饮枸杞美酒，饿

服枸杞红果，不知不觉力大无穷，打败百十来个强人，气

不喘，力不弱。”  

康熙大喜，亮明身份，令于壮士为随从侍卫保驾回朝，

于壮士亦献枸杞美酒请康熙服用，康熙饮后神清气爽，精

力倍增。于壮士追随康熙皇帝平三藩，征蛮夷，平定海内，

威震四海，功勋卓著。由于保驾有功，官至两广总督。康

熙皇帝寿至六十九岁，是中国历史上长寿皇帝之一。  

枸杞酒由枸杞子加白酒浸泡而成。将枸杞子洗净，除

去残留的梗和蒂，然后将枸杞子放入坛中，倒入白酒，盖

上盖，封严，每 3 天搅拌 1 次，浸泡 15～20 天即成，每

日晚餐或临睡前饮用，每次 30～50 毫升。有滋肾润肺，

养肝明目之功，适用于肝肾阴亏，腰膝酸痛，头晕目眩，

目昏多泪等症。  

二、陆游爱食枸杞粥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公元 1125—1210 年），寿

诞 85 岁，被后人称之为“长寿爱国诗人”。从他的诗词

中可以看出，其寿享高龄，与爱食枸杞粥有关。  

陆游对食粥尤为考究，曾著有《食粥》，诗云：“世

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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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粥致神仙”，认为食粥可以延年益寿。《内经》说：“年

四十而阴气自半”，说明中老年人新陈代谢逐渐缓慢下来，

生理功能逐渐衰退，容易伴有各种慢性病，对许多食物消

化不了，或是食后反而加病，故食粥对老年人最为适宜。 

粥既适口，又易消化；即有生津益气之功，又无滞气

生痰之弊。宋人张耒认为：“粥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

为饮食之良。”有关食粥的作用，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中说得更为详细而具体：“糯米、秫米、黍米粥，甘

温无毒，能益气，治脾胃虚寒泄利吐逆等症；大米、籼米、

粟米、粱米粥，甘温无毒，能益气，利小便，止烦渴，养

脾胃。”可见食粥确有补益作用。  

陆游年老时，因年高肾气渐亏，肝肾阴液不足，常两

目昏花，视力不济，故常以枸杞为粥、为羹常食。此后，

身体便逐渐硬朗起来，因此，他写下了“雪霁茅堂钟馨清，

晨斋枸杞一杯羹”的著名诗句，以赞美枸杞子。  

枸杞子为茄科灌木植物枸杞、宁夏枸杞的果实，又

称甘枸杞。枸杞六七月生小红花，结红果，形微长如枣

核，堪与红宝石媲美，故有人把它喻为中药中的“红宝

石”。这并非仅以美称颂，而是它的药用价值犹如红宝

石之珍。  

三、刘禹锡赋诗赞枸杞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言枸杞：“主五内邪气，

热中消渴，周痹风湿。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耐寒

暑。下胸胁气，客热头痛，补内伤大劳嘘吸，强阴，利

大小肠。补精气诸不足，易颜色，变白，明目安神，令

人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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