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9.黃耆  A 

 來源  豆科膜莢黃耆Astragalus membranaceus 

Bge.，蒙古黃耆Astragalus membranaceus (Fish.) 

Bunge var. mongholicus (Bunge) Hsiao的根。晉
耆為同科多序岩黃耆Hydesarum polybotrys 

Hand.-Mazz.的根。 

 藥材性狀  北耆(原生耆)：為蒙古黃耆、亦有膜
莢黃耆，圓柱形，外表淡黃色，橫斷面中心鮮
黃色，外圈淺黃，即所謂「金井玉欄」，略帶
豆腥味。 

 





 





 



















北耆(原生耆) 「金井玉爛」 



北  耆 

 



關耆( )：為膜莢黃耆，表面
黑褐色，菊花心明顯，習稱「皮鬆肉緊」。 
 



 晉耆(紅耆)：為多序岩黃耆，表皮紅棕色至棕
褐色，灰紅棕色，皮部約右半徑的1/3-1/2，富
粉性，粉質特多，氣微香，味甘甜。 

 



晉耆飲片 



北耆飲片 

 





一般炮製法  1.生黃耆。  2.蜜炙黃耆。 

炮製目的  生黃耆擅於固表止汗，利水消
腫，托毒排膿。蜜黃耆益氣補中。 



一般炮製法  1.生黃耆：揀去雜質，除去
殘留的根頭和空心較大者，清水洗淨，
撈出，潤透，切2㎜，厚片或斜片，晒乾
。 

     2.蜜炙黃耆：先將蜂蜜置入鍋內，溶化
至起泡沫時，倒入黃耆片，拌勻，用文
火炒變黃，至冷後蜜不黏手為度，晾涼
。 (每黃耆片100斤，用煉熟蜂蜜25～30

斤)。 

 



炮製目的  1.生用治癰疽(蒙筌)。  2.生用
固表(備要)。  3.入解表及托裡藥生用(逢
原)。  4.瀉心火、退虛熱，托瘡瘍生用(

得配)。  5.蜜炙補虛損(蒙筌)。   

 6.補氣藥中蜜炙用(大法)。  7.血虛、肺燥
、捶扁蜜炙(求真)。 

      



解說  1.生黃耆擅於固表止汗，利水消腫
，托毒排膿。蜜黃耆益氣補中。 

蜂蜜有甘緩益元的作用，蜜炙黃耆，能
增加溫補潤肺作用。多用於中氣不足，
肺氣虛弱的患者。 

 2.黃耆內含有Betaine(甜菜鹼)是吸潮性結
晶體，極易溶於水。因此，在軟化切片
時，不宜用水泡，以潤透為妥，防止
Betaine溶解。 

 



品質鑑別  以身乾，獨枝無叉，條粗長皮
光皺紋少，質堅而韌，不易折斷，切面
皮部白色，木部鮮黃色，粉性足，呈「
金井玉欄，金盞銀盤」明顯，不纖維性
大，味甜，無黑心和空心裂隙者為佳。
北耆以豆腥味強為佳。 

 



 [術語]   1.皮鬆肉緊：指某些根類藥材的
橫斷面皮部疏鬆，而木部較為結實。如
黃耆、黨參。 

 2.金井玉欄：橫斷面中心鮮黃色，外圈白
色或淺黃，即所謂「金井玉欄」。 

 3.空頭：關耆蘆莖切口處正圓形，中央常
有枯空，呈黑褐色的洞，習稱「空頭」
。 

 



 4.砂眼：根類藥材的表面散有凹腐狀小孔
，稱稱「砂眼」，如黃耆的表面等。 

 5.庫倫耆：亦稱「正耆」。是指產於蒙古
的黃耆，習慣認為質量最好。 

 6.裂紋：一般是指藥材乾燥後斷面上形成
的裂開部分。如黃耆、南沙參等。 

 7.綿黃耆：亦稱「綿耆」。是指產於山西
綿上(即今沁源至沁縣一帶)的一種正品黃
耆，也因其柔軟如綿而得名。又因其根
較長，形似箭桿，故又有「箭黃耆」之
稱。 

 



台灣市場品 

晉耆、北耆、白皮耆、黑皮耆、綿耆、
炮台耆、小綿耆。耆字常寫芪字。 

 1.晉耆：又稱紅耆、川耆，主產甘肅，由
四川集散。晉耆係以人工栽培，自產地
收成後，即包紮成把狀輸出，分大把、
中把、小把三類包裝，統一包裝規格長
度為15㎝，其外圍枝幹寬度一致。把內
為斷枝，不整齊類。除外，亦有散裝者
，分特、1~3等。 

 



 2.北耆(白皮耆)，產於內蒙古、山西、陝
西，本類係這些產地黃耆之泛稱，冲口
耆產山西省渾源縣，又稱渾源耆。主要
為家種，部份野生，雖也有經過人工整
理，但包裝都是散裝，包裝並不講究，
甚為散亂。分1~4等。 

 



 3.黑皮耆(關耆、正耆)：主產於黑龍江齊
齊哈爾(舊稱小卜奎)、吉林省的寧安縣(

舊稱寧古塔)、興安省、內蒙古；歷史上
按產地分卜奎耆、寧古塔耆、正口耆。
外皮淺黑色或灰色，皮鬆肉緊，切斷面
，組織緊密，外圈有淡黃色環紋，內心
深黃色，有油潤性，射線如菊花紋，味
甘甜。分為特、1~3等。 

 



除上述外，白皮耆類之渾源耆，選其條
大皮嫩者，以青葉煎汁、黑礬、及少許
五倍子煮之，染成黑色，仿內蒙古產之
「正口耆」稱「冲正芪」，又名黑皮芪
。其黑色較上述者濃黑。 

 4.綿耆：產於山西，以綿產品著稱，特點
是條短，質柔，而富粉性。沒有北耆帶
腥臭味。 



 5.砲台耆：渾源耆，選其條大皮嫩染黑做
「沖正芪」。挑條中勻質嫩的，切去頭
尾，經沸水撩過，使其條乾柔潤，用板
搓直，晾乾，過去札成把子如砲台形，
故名砲台耆，現在改用散枝裝，分為正
副砲台耆。 

 



 6.小綿耆：為渾源耆，選做沖正，砲台耆
，剔下細條，稱小綿耆。 

產於黑龍江稱為「關芪、正芪、口芪、
正口芪、黑皮芪」，其來源主為膜莢黃
耆。產於山西稱「北芪、白皮芪、原生
芪、山西芪、渾源芪」，其來源主為蒙
古黃耆。栽培於內蒙古、陝西、山東、
河北等之引種黃耆，亦屬此類。產於甘
肅稱「晉芪、紅芪、川芪」，其來源主
為多序岩黃耆。 

 



晉耆、北耆，切斷面有明顯環紋，皮部
與肉部緊貼，由於具有粉質甚多，飲片
結構甚為緊密，用手指觸摸飲片面甚為
平滑，中心部位鮮黃色，略帶油脂，外
圈部位為淺黃色，質地堅韌，味道甘而
帶甜，一般老藥痁稱此種飲片為「金井
玉欄」。然後取一片飲片，以舌頭沾少
許唾液於飲片面上，若顏色轉化為黃綠
色則為晉耆或北耆。晉耆、北耆片氣味
撲鼻，尤其北耆帶豆腥臭。 

 



貯藏  黃耆粉性大、有甜味，夏季最易生
蟲；受潮後亦易霉爛、變色(發黑)，故應
貯藏於乾燥、通風處。   

     預防生蟲，每屆5月，用硫黃燻一次及
攤晒；立秋節前後可再燻晒一次。如已
蟲蛀嚴重，可及時加工切成飲片，以免
遭受更大的損失。加工染成黑色的「冲
正芪(黑皮耆)」則易於保管。 

     夏季應經常檢查、燻晒；上檔貨最好
貯存於冷藏庫中，以防蟲霉。 

 



臨床應用 

補氣升陽、固表止汗、托瘡消炎、利尿
藥。用於： 1.慢性虛弱，中氣虛弱，病
後虛弱，內傷勞倦，消瘦，氣虛下陷所
致各種虛弱症。  2.脾胃虛弱，食慾減退
，瀉痢。  3.內熱盜汗及表虛自汗。  4.氣
虛者，其癰瘡久不癒，長久不潰破或潰
後久不癒。  5.急慢性腎炎、水腫。  6.消
渴證(糖尿病)。  

 



比較  (一)生用： 1.固表止汗，治衛氣不
固，表虛自汗、體虛感冒，如玉屏風散
、牡蠣散。  2.利水消腫，治風水證，如
防己黃耆湯、防己茯苓湯。  3.托毒排膿
，癰疽難潰，如千金內託散、透膿散、
黃耆人參牡蠣湯、托裏透膿湯。   

 4.中風後遺證，如補陽還五湯。  5.血痹
麻木，祛風濕，如蠲痹湯。 

 



 (二)蜜炙：補益脾氣肺氣，兼有潤燥作用
，治肺虛、氣短、勞倦、氣虛便秘，脾
胃虛弱，一切氣衰血虛之證。如補中益
氣湯、補肺湯、黃耆湯、人參養榮湯、
歸脾湯、參茸衛生丸、黃耆建中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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