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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明西天目山主要草本药用植物资源及其应用情况，采用路线调查、查阅文献及书籍、走访居民等方法进

行调查，为该区草本药用植物的研究、保护及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结果显示：（１）该区主要有草本药用植物 １５０ 种，
隶属于 ６４ 科 １３３ 属。 单种科占首位，含２—５ 种的寡种科占次位，２ 者分别占总科数的 ６３ ００％和 ３０ ００％，分别占总

种数的 ２６ ６７％ 和 ３３ ３３％。 单种科及寡种科占的比例大，说明该区草本药用植物科的组成具多样性；（２）单种属

最多，占总属数的 ９０ ２３％，除单种属外皆为寡种属，表明该区草本药用植物无占明显优势的大属，属的构成复杂多

样；（３）１ 年生及多年生草本药用植物占主导地位，分别占总种数的 ２５ ３３％及 ５６ ００％；（４）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

最多，占总种数的 ６７ ３３％；（５）当地药用草本植物的利用方式多样，有栽培作药用、食用与观赏，采集野生作药用、
食用、牧草等方式，但未被利用的仍占主体，达 ３７ ８９％。 该区草本药用植物多样性丰富，药用价值高，应建立研究、
管理及宣传机构进行保护和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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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天目山地处浙、皖 ２ 省交界［１］，约北纬 ３０°１８′
３０″—３０°２４′５５″，东经 １１９° ２３′４７″—１１９° ２８′２７″［２］。
其森林植被茂盛，地形复杂，四季分明，雨水充沛，
气候温和，光照适宜。 含有红壤、黄壤、棕黄壤和红

色、黑色、幼年石灰土等 ６ 类土壤［２］。 这些优厚的

地理环境和独特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区内种类丰富

的药用植物。
药用植物富含黄酮类和倍半萜类等有效成

分［３］，其内萜类、酚类、有机酸等次生代谢产物因具

有抵御植食性昆虫和病原微生物的侵害、抑制与其

竞争的其他植物种群实现自我保护的作用［４］，使其

区别于普通植物。 药用植物种类丰富，孙红梅等［５］

按药用植物的入药部位将其分为全草、根、茎、叶、
花或花序、果实或种子及其他等 ６ 类。 任强等［６］ 根

据其主要药理作用及功效将其分为抗病原微生物、
抗寄生虫病、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等 １２ 类。 人们根据

植物茎的性质将植物分为木本、半灌木及草本植

物，其中草本植物包括 １ 年生、２ 年生、多年生及藤

本植物［７］，罗建等［８］也根据药用植物的生活型将其

分为木本药用植物及草本药用植物。
药用植物的调查向来是一大热点，其利用也备

受外界关注。 前人对天目山药用植物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特有属、分布［１⁃２］ 或某一属药用植物资源［９］

上。 但对于西天目山草本药用植物资源的调查及

其实际应用状况如何，则少有报道。 为此，本文对

西天目山主要草本药用植物资源及其应用进行调

查，结合资料进行分析总结，提出其综合利用及保

护相关建议。 此结果可为该地区草本药用植物的

研究、保护及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时间与方法

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３ 日至 ２７ 日，采用沿

途观察法、路线调查法、查阅文献及书籍法、走访居

民法对西天目山主要草本药用植物及其应用情况

进行调查。 确定调查路线后开展调查，利用 ＧＰＳ 仪

记录地理坐标、海拔高度等，统计道路 ２ 旁药用植物

的种类。 通过查阅文献及书籍、走访居民等了解当

地药用植物的应用现状。

１．２　 物种鉴定

调查时涉及的药用植物，能当场鉴定的，记录

下其种名；若当场无法鉴定的，则通过拍照、采集植

物标本的方式进行详细记录，即用相机对该药用植

物进行全方位拍照，记录该植物的典型特征，包括

其根、茎、叶、花、果实等；采集植物标本时，若植株

较小，可采集整株。 若植株较大，则选择采集该植

株具代表性器官，如乔木类采集带顶芽枝条，藤本

类采集中间区段，最好选取带花、果的部分［１０］，妥善

保存，借助《天目山植物志》 ［１１］、《中国植物志》 ［１２］

等进行植物鉴定，借助《中国药用植物志》 ［１３］，《中
药八百种详解》 ［１４］、《中华本草》 ［１５］等书籍确定植物

的药用性。
１．３　 数据分析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对数据进行处理与

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地理及气候数据

本次调查共选取 ４ 条常用路线，表 １ 为调查路

线的海拔高度，经纬度等数据。

表 １　 调查路线地理数据

路线 位置 海拔 ／ ｍ 东经度 ／ ° 北纬度 ／ °

１
起点 ４７８ １１９．４５０ ３０．３２３

终点 ３７３ １１９．２７０ ３０．１９３

２
起点 ４７８ １１９．４５６ ３０．３３８

终点 ４２８ １１９．４５３ ３０．３２３

３
起点 ４７４ １１９．４５５ ３０．３２１

终点 ２９５ １１９．４６１ ３０．３１７

４
起点 ４７０ １１９．４４７ ３０．３３０

终点 ５３８ １１８．４５５ ３０．３２２

２．２　 草本药用植物资源的组成

通过野外调查及采集标本的鉴定，得到西天目

山主要草本药用植物 １５０ 种，隶属于 ６４ 科 １３３ 属。
２．２．１　 草本药用植物科的构成　 由表 ２ 可知，西天

目山草本药用植物中含 １ 种的单种科有 ４０ 科，占总

科数的 ６３ ００％，占总种数的 ２６ ６７％。 含２—５ 种的

寡种科有 １９ 科 ５０ 种，占总科数的 ３０ ００％，占总种

数的 ３３ ３３％。 单种科及寡种科占的比例大，说明

西天目山主要草本药用植物科的组成具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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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６—１０ 种的中等科有 ３ 科 ２３ 种， 占总科数

５ ００％，占总种数 １５ ００％。 含１１—２０ 种的较大科

有 １ 科 １３ 种，占总科数 ２ ００％，占总种数的 ９ ００％，
为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含 ２０ 种以上大科有 １ 科 ２４
种，占总科数 ２ ００％，占总种数的 １６ ００％，为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表明菊科草本药用植物为西天目山

主要草本药用植物优势科，它们在西天目山草本药

用植物资源的构建中占重要地位。

表 ２　 西天目山主要草本药用植物不同科所含种数统计

不同种数的科 科数
科占比 ／

％
各类科
举例

总种数
种占比

／ ％

单种科 ４０ ６３．００
紫葳科（Ｂｉｇｎｏｎｉ⁃
ａｃｅａｅ）；透骨草
科（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４０ ２６．６７

寡种科（２—５ 种） １９ ３０．００
石竹科（Ｃａｒｙｏ⁃
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５０ ３３．３３

中等科（６—１０ 种） ３ ５．００
蓼科（Ｐｏｌｙｇ⁃
ｏｎａｃｅａｅ）；
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２３ １５．００

较大科（１１—２０ 种） １ ２．００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１３ ９．００

大科（２０ 种以上） １ ２．００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２４ １６．００

２．２．２　 草本药用植物属的构成　 由表 ３ 可以看出，
西天目山草本药用植物中含 １ 种的单种属有 １２０
属，占总属数的 ９０ ２３％，占总种数的 ８０ ００％，如马

兰属（Ｋａｌｉｍｅｒｉｓ）、大百合属 （Ｃａｒｄｉｏｃｒｉｎｕｍ） 等。 含

２—５ 种的寡种属有 １３ 属，共 ３０ 种，占总属数的

９ ７７％，占总种数的 ２０ ００％，有青葙属（Ｃｅｌｏｓｉａ）、蓼
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Ｌ．）等。 由上分析可知，西天目山单

种属比例大，无具有明显优势的属，构成较为复杂。

表 ３　 西天目山主要草本药用植物不同属所含种数统计

不同种
数的属

属数
属占比 ／

％
各类属
举例

总种数
种占比 ／

％

单种属 １２０ ９０．２３
百部属（Ａｎｇｉｏ⁃
ｓｐｅｒｍａｅ）；败酱
属（Ｐａｔｒｉｎｉａ）

１２０ ８０．００

寡种属（２—５ 种） １３ ９．７７
豨莶属（Ｓｉｅｇ⁃
ｅｓｂｅｃｋｉａ）；
黄精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３０ ２０．００

２．２．３　 草本药用植物生活型的组成　 由表 ４ 可知，
西天目山主要草本药用植物生活型分为 ５ 种类型，１
年生 ３８ 种，占总种数的 ２５ ３３％，有鬼针草（Ｂｉｄｅｎｓ
ｐｉｌｏｓａ Ｌ．）、红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 Ｌｉｎｎ．）、青葙

（Ｃｅｌｏｓｉａ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Ｌ．）等。 １ 年生或 ２ 年生 ６ 种，占总

种数的 ４ ００％，有芫荽（Ｃｏｒｉａｎｄｒ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Ｌ．）、繁
缕［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ｍｅｄｉａ （Ｌ．） Ｃｙｒ．］等。 ２ 年生或多年生 １
种，占总种数的 ０ ６７％，为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Ｌ．）。 多年生 ８４ 种， 占总种数 ５６ ００％， 有牛膝

（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ｂｉｄｅｎｔａｔａ）、酸浆（Ｐｈｙｓａｌｉ ａｌｋｅｋｅｎｇｉ Ｌ．）、
过路黄 （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ｅ Ｈａｎｃｅ） 等。 藤本 ２１
种，占总种数的 １４ ００％，有茜草 （ Ｒｕｂｉ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Ｌ．）、乌蔹莓［Ｃａｙｒａｔ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 Ｇａｇｎｅｐ．］、
华中五味子（Ｏｒａｎｇｅ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ｖｉｎｅ）等。 以上结果表

明，西天目山草本药用植物中，多年生草本药用植

物在所有生活型草本药用植物中占主导地位。

表 ４　 西天目山主要草本药用植物生活型的统计

生活型 科数
科占比 ／

％ 属数
属占比 ／

％ 种数
种占比 ／

％

１ 年生 １９ ２３．００ ３５ ２５．７４ ３８ ２５．３３

１ 年或 ２ 年生 ４ ５．００ ５ ３．６８ ６ ４．００

２ 年或多年生 １ １．００ １ ０．７４ １ ０．６７

多年生 ４２ ５２．００ ７５ ５５．１４ ８４ ５６．００

藤本 １５ １９．００ ２０ １４．７０ ２１ １４．００

２．２．４　 草本药用植物类群的组成　 调查发现，西天

目山主要草本药用植物类群可分为被子植物单子

叶、双子叶草本药用植物及蕨类药用植物。 其中单

子叶药用草本植物 ４４ 种，占总种数的 ２９ ３３％，有绵

枣儿［Ｓｃｉｌｌａ ｓｃｉｌｌｏｉｄｅｓ （Ｌｉｎｄｌ．） Ｄｒｕｃｅ］、玉竹［Ｐｏｌｙｇｏ⁃
ｎａｔｕｍ ｏｄｏｒａｔｕｍ （ Ｍｉｌｌ．） Ｄｒｕｃｅ ］、 菖 蒲 （ Ａｃｏｒｕｓ
ｃａｌａｍｕｓ Ｌ．）等；双子叶药用草本植物 １０１ 种，占总种

数的 ６７ ３３％，有菊（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 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杠板

归（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ｕｍ Ｌ．）、龙葵（Ｓｏｌａｎｕｍ ｎｉｇｒｕｍ
Ｌ．）等；蕨类药用草本植物 ５ 种，占总种数的 ３ ３３％，
有石韦［Ｐｙｒｒｏｓｉａ ｌｉｎｇｕａ （Ｔｈｕｎｂ．） Ｆａｒｗｅｌｌ］、海金沙

［Ｌｙｇｏ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Ｔｈｕｎｂ．） Ｓｗ．］、狗脊［Ｃｉｂｏｔｉｕｍ
ｂａｒｏｍｅｔｚ （Ｌ．） Ｊ． Ｓｍ．］等。 由上分析认为，本次调查

所得草本药用植物中，双子叶植物占优势。

表 ５　 西天目山主要草本药用植物所属类群的统计

类群 科数
科占比 ／

％ 属数
属占比 ／

％ 种数
种占比 ／

％

单子叶植物 １４ ２１．５４ ３８ ２８．５７ ４４ ２９．３３

双子叶植物 ４６ ７０．７７ ９０ ６７．６７ １０１ ６７．３３

蕨类 ５ ７．６９ ５ ３．７６ ５ ３．３３

２．２．５　 西天目山主要草本药用植物名录 　 表 ６ 为

本次调查所得草本药用植物名录，参照侯士良［１４］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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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方法，列出部分草本药用植物及其拉丁学名。

表 ６　 西天目山草本药用植物名录（部分）

分类 举例

解表药
薄荷（Ｍｅｎｔｈａ ｈａｐｌｏｃａｌｙｘ Ｂｒｉｑ．）、
菊（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 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野葛［Ｐｕｅｒａｒｉａ ｌｏｂａｔａ （Ｗｉｌｌｄ．） Ｏｈｗ．］

清热药
紫花地丁（Ｖｉｏｌ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ｃａ）、
淡竹叶（Ｌｏｐｈａｔｈｅｒｕｍ ｇｒａｃｉｌｅ）、

蕺菜（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泻下药
芝麻（Ｓｅｓａｍｕｍ ｉｎｄｉｃｕｍ）、

垂序商陆（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 ａｃｉｎｏｓａ Ｒｏｘｂ）、
牵牛［Ｐｈａｒｂｉｔｉｓ ｎｉｌ（Ｌ．）Ｃｈｏｉｓｙ．］

祛风湿药
防己（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 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ａ Ｓ．Ｍｏｏｒｅ）、
豨莶（Ｓｉｅｇｅｓｂｅｃｋｉ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Ｌ．）、

毛茛（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Ｔｈｕｎｂ．）

芳香化湿药
苍术［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 Ｌａｎｃｅａ （Ｔｈｕｎｂ．） Ｄ Ｃ．］、

草果（Ａｍｏｍｕｍ ｔｓａｏｋｏ
Ｃｒｅｖｏｓｔ ｅｔ Ｌｅｍａｒｉｅ）

利水渗湿药
芭蕉（Ｍｕｓａ ｂａｓｊｏｏ Ｓｉｅｂｏｌｄ）、
瞿麦（Ｄｉａｎｔｈｕｓ ｓｕｐｅｒｂｕｓ Ｌ．）、

石韦［Ｐｙｒｒｏｓｉａ ｌｉｎｇｕａ （Ｔｈｕｎｂ．） Ｆａｒｗｅｌｌ］

理气药
莎草（Ｃｙｐｅｒｕｓ ｒｏｔｕｎｄｕｓ Ｌ．）、

紫苏［Ｐｅｒｉｌｌａ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Ｌ．） Ｂｒｉｔｔ．］

消食药
鸡矢藤［Ｐａｅｄｅｒｉａ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Ｌｏｕｒ．） Ｍｅｒｒ．］、

鸢尾（ Ｉｒｉｓ ｔｅｃｔｏｒｕｍ Ｍａｘｉｍ．）

止血药
黄海棠（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 ａｓｃｙｒｏｎ Ｌ．）、

地榆（Ｓａｎｇｕｉｓｏｒｂ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ｖａｒ．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茜草（Ｒｕｂｉ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Ｌ．）

活血化瘀药
牛膝（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ｂｉｄｅｎｔａｔａ）、

凤仙花（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 Ｌ．）、
繁缕［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ｍｅｄｉａ （Ｌ．） Ｃｙｒ．］

化痰止咳平喘药
前胡（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ｕｍ ｐｒａｅｒｕｐｔｏｒｕｍ Ｄｕｎｎ）、

蔊菜［Ｒｏｒｉｐｐ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Ｌ．）Ｈｉｅｒｎ］

安神药
何首乌［Ｆａｌｌｏｐｉ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Ｔｈｕｎｂ．） Ｈａｒａｌｄ］

开窍药
石菖蒲（Ａｃｏｒｕ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

菖蒲（Ａ． ｃａｌａｍｕｓ Ｌ．）

补虚药
玉竹［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ｏｄｏｒａｔｕｍ （Ｍｉｌｌ．）Ｄｒｕｃｅ］、
玉簪［Ｈｏｓ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ｅａ （Ｌａｍ．）Ａｓｃｈｅｒｓ］

驱虫药
天名精（Ｃａｒｐｅｓｉｕｍ ａｂｒｏｔａｎｏｉｄｅｓ Ｌ． ）、
紫露草（Ｔｒａｄｅｓｃａｎｔｉａ ｏｈｉｅｎｓｉｓ Ｒａｆ．）

收涩药
华中五味子（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ｓ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鸡冠花（Ｃｅｌｏｓｉａ ｃｒｉｓｔａｔａ Ｌ．）、
莲（Ｎｅｌｕｍｂｏ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２．３　 西天目山居民对当地草本药用植物的应用

２．３．１ 　 西天目山草本药用植物的应用价值 　 表 ７
展示了本次调查所得草本药用植物的应用价值（小
部分），由于草本药用植物“草本”的特性，其应用方

式更 为 丰 富， 如 艾 （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Ｈ． Ｌéｖ． ＆
Ｖａｎｉｏｔ）、菊（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 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等除直接入药

的常规用法外，全草还可制作随身携带的香包、沏

茶、作食物材料，或煎服、外敷等，因而草本药用植

物的价值不可小觑。
２．３．２　 当地草本药用植物的利用情况 　 表 ８ 展示

的是西天目山当地草本药用植物的利用情况，共分

为 ７ 类，栽培作药用的草本药用植物 ７ 种，占总种数

的 ４ ３４％，分别为黄精（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射
干［Ｂｅｌａｍｃａｎｄ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 Ｒｅｄｏｕｔé］、石斛（Ｄｅｎ⁃
ｄｒｏｂｉｕｍ ｎｏｂｉｌｅ Ｌｉｎｄｌ）；栽培作食用的 １９ 种，占总种

数的 １１ ８０％，有黄瓜 （ Ｃｕｃｕｍｉ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Ｌ．）、薄荷

（Ｍｅｎｔｈａ ｈａｐｌｏｃａｌｙｘ Ｂｒｉｑ．）、芝麻（Ｓｅｓａｍｕｍ ｉｎｄｉｃｕｍ）
等；栽培作观赏的 １５ 种，占总种数的 ９ ３２％，有玉簪

［ Ｈｏｓ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ｅａ （ Ｌａｍ．） Ａｓｃｈｅｒｓ ］、 凤 仙 花

（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 Ｌ．）、金边龙舌兰（Ａｇａｖｅ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ａ ｖａｒ． 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等；采集野生草本药用植物作药

用的 ２３ 种，占总种数的 １４ ２９％，有百部（ Ｓｔｅｍｏｎ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菝葜（Ｓｍｉｌａｘ ｃｈｉｎａ Ｌ．）、虎杖（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ｕｍ Ｓｉｅｂ．ｅｔ Ｚｕｃｃ．）等；采集野生草本药用植物

作食用的 １７ 种，占总种数的 １０ ５６％，有刺儿菜

［ Ｃｉｒｓｉｕｍ ｓｅｔｏｓｕｍ （ Ｗｉｌｌｄ．） ＭＢ． ］、 风 轮 菜

［Ｃｌｉ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 Ｂｅｎｔｈ．） Ｏ． Ｋｔｚｅ．］、金荞麦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ｂｏｔｒｙｓ （Ｄ． Ｄｏｎ） Ｈａｒａ］等；采集野生草

本药用植物作牧草喂养家畜的 １９ 种，占总种数的

１１ ８０％，有求米草（Ｏｐｌｉｓｍｅｎｕｓ 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ｕｓ）、鸭跖

草（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蔊菜［Ｒｏｒｉｐｐａ ｉｎｄｉｃａ （Ｌ．）
Ｈｉｅｒｎ］等；而当地未被利用的草本药用植物仍多达

６１ 种，占总种数的 ３７ ８９％，如金线草（Ｒｕｂｉａ ｍｅｍ⁃
ｂｒａｎａｃｅａ）、牛膝（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ｂｉｄｅｎｔａｔａ）、马鞭草（Ｖｅｒ⁃
ｂｅｎ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Ｌ．）等。 可见，西天目山对当地草本

药用植物的利用呈现多样性，但未利用的仍然占有

很大的比例。

３　 西天目山草本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

与利用建议

　 　 西天目山草本药用植物资源丰富多样，具有较

丰富的药用价值。 当地对这些草本药用植物的利

用方式也呈现多样化，但未被利用的草本药用植物

仍占很大比例， 秉承着在保护中利用的理念，提出

以下几点关于西天目山草本药用植物保护及利用

的建议。
３．１　 加强管理部门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

建立当地药用植物资源数据库系统，实现信息

数字化管理。 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土壤类型、年
降水量等植物生长的条件，搜集野外优异种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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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西天目山部分草本药用植物应用价值

植物名 拉丁学名 药材名 药用部位 应用价值

艾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Ｈ． Ｌéｖ． ＆ Ｖａｎｉｏｔ 艾叶 全草
药用可温经止血，散寒调经，安胎；艾叶晒干捣碎得“艾绒”，

制作艾条可供艾灸用，又可作“印泥”原料

菊 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 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菊花 头状花序
直接入药可平肝明目，清热解毒，烹茶、煮粥、酿酒也
能达此效，还可将其制成菊花枕、护膝等，达保健作用

奇蒿 Ｈｅｒｂａ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ｅ Ａｎｏｍａｌａｅ 刘寄奴 全草
具破血通经、疗伤止痛、止血之效。 民间用于治疗肠、

胃及妇疾患，近年亦用于治血丝虫病

天名精 Ｃａｒｐｅｓｉｕｍ ａｂｒｏｔａｎｏｉｄｅｓ Ｌ． 鹤虱 果实 内服治牙痛、乳蛾等；外敷治毒蛇咬伤，可杀虫消积

菝葜 Ｓｍｉｌａｘ ｃｈｉｎａ Ｌ． 铁菱角 根茎、叶 祛风利湿，解毒消肿，对消化道恶性肿瘤有改善症状

栝楼 Ｔｒｉｃｈｏｓａｎｔｈｅｓ 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 Ｍａｘｉｍ． 天花粉 块根、果 常用于食疗，具清热生津、清肺润燥、消肿排脓之效

杠板归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ｕｍ Ｌ． 河白草 全草 具利水消肿、除湿退黄、清热解毒之效。 内服、外敷皆可

何首乌 Ｆａｌｌｏｐｉ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Ｔｈｕｎｂ．） Ｈａｒａｌｄ 夜交藤 茎、块根
内用煎汤、熬膏等，可养心安神，祛风通络；
外用煎水洗、研末撒或调涂等可行乌发之效

金荞麦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ｄｉｂｏｔｒｙｓ （Ｄ． Ｄｏｎ） Ｈａｒａ 赤地利 根、根茎
具清热解毒、活血消痈、祛风除湿的功效，可用于肾炎水肿、

百日咳、毒蛇咬伤等

八角莲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ｖｅｒｓｉｐｅｌｌｉｓ （Ｈａｎｃｅ） Ｍ． Ｃｈｅｎｇ 八角莲 根、茎 国家Ⅱ级保护植物。 具有清热解毒、化痰消结、祛痰消肿之效，
可用于治跌打损伤、关节酸痛、毒蛇咬伤等

石斛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ｎｏｂｉｌｅ Ｌｉｎｄｌ 石斛 根茎 具养胃生津、滋阴除热、明目强腰的功效，保健价值高

羊乳 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 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ｅ （Ｓｉｅｂ．ｅｔ Ｚｕｃｃ．） Ｔｒａｕｖ． 羊乳根 根
具补虚通乳、解毒消肿、祛痰排脓之效，常用于产后

体虚、乳汁不足等，配百部等同用

表 ８　 西天目山居民对当地草本药用植物的利用情况汇总

是否栽培及
利用方式

科数 比例 ／ ％ 属数 比例 ／ ％ 种数 比例 ／ ％

栽培作药用 ６ ６．５９ ７ ４．７０ ７ ４．３４

栽培作食用 １０ １０．９９ １８ １２．０８ １９ １１．８０

栽培作观赏 １１ １２．０９ １５ １０．０６ １５ ９．３２

野生作药用 ９ ９．８９ １９ １２．７５ ２３ １４．２９

野生作食用 ９ ９．８９ １６ １０．７４ １７ １０．５６

野生作牧草 ９ ９．８９ １７ １１．４１ １９ １１．８０

未利用 ３７ ４０．６６ ５７ ３８．２６ ６１ ３７．８９

并对其进行引种栽培和保存［６， １６］；考虑从遗传学及

分子生物学等的层面［１７］ 研究稀有及珍贵药用植物

的特性，为提出更为科学、更为高效的方式对其进

行保护和利用作贡献。 同时，当地管理部门可加强

与高校和科研机构野外实践研究团队的合作，挖掘

当地植物资源的价值，深化草本药用植物的研究并

因此而提出更佳的保护措施提供可能。
３．２　 加强对药用植物的宣传及保护

管理机构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

物保护条例》，加大对当地药用植物资源及其药用

价值的宣传，普及药用植物的相关知识，增加对当

地药用植物资源的了解，和对药用植物价值的认

识，培养公民保护及合理利用药用植物的意识，加
强对管护人员的思想道德和业务培训［１８］，使当地的

药用植物资源得以合理利用的同时，也得到充分的

保护。
３．３　 对药用植物进行可持续利用

３．３．１　 根据需求适时、适度采摘药用植物　 古人尚

知“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之理，在发

展和利用药用植物时，要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根
据各类药用植物的生活习性，适时适度采摘。 如在

春季采摘用于食用的蒲公英（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尽量采集生长密集处植株，一方面保

证蒲公英的分布较为均匀，另一方面也减少密集生

长处蒲公英间的竞争，更利于蒲公英的生长；作为

药材用的蒲公英则在夏、秋季采摘最佳，因为此阶

段的蒲公英积蓄了足够的营养物质，能达到最佳入

药效果。
３．３．２　 挖掘药用植物的其他价值 　 药用植物并非

只作药用，它还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观光价

值及食用价值［５］。 对于一些珍稀的药用植物，如大

血藤［１９］ ［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 ｃｕｎｅａｔａ （ Ｏｌｉｖ．） Ｒｅｈｄ． ｅｔ
Ｗｉｌｓ．］等不宜大肆采摘的药用植物，可对其进行人

工培育，增加药材产量，同时还可作为医院园林景

观［１８］ 的材料。 对于如紫苏［Ｐｅｒｉｌｌａ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 Ｌ．）
Ｂｒｉｔｔ．］、野茼蒿［Ｃｒａｓｓ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ｃｒｅｐ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ｎｔｈ．）
Ｓ． Ｍｏｏｒｅ］、猕猴桃（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Ｐｌａｎｃｈ）等药

用植物，还可作蔬菜、水果食用，在食用这些药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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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时，无形中带来了不少保健作用。
３．４　 保护药用植物的生存环境

植物的生存依赖于周围环境对其提供的能量、
庇护条件等，药用植物也不例外。 绝大多数药用植

物对生长环境都有一定的要求，如珍稀濒危草本药

用植 物 八 角 莲 ［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ｖｅｒｓｉｐｅｌｌｉｓ （ Ｈａｎｃｅ ） Ｍ．
Ｃｈｅｎｇ］生于山谷、山坡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及

竹林下阴湿处或水旁、山沟石缝腐殖质丰富的土壤

中［２０］。 同时，八角莲同多数野生药用植物一样须与

其他植物生活在一起，组成植物群落，进而形成植

被。 但随着当地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修建公路、宾
馆等设施造成森林数量减少，游客数量剧增，这无

疑会增加当地生态环境的承受力，因此，加大对旅

游资源的管理，发展生态旅游，保护药用植物的生

存环境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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