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岳衡山中药资源初探

湖南省衡山县药检所 (4 2 1 3 0 0) 李波清
.

摘 要 对南岳衡山的 自然条件
、

中药分布
、

组藏量
、

习用混乱品种等进行了初步探讨
,

并提出了

资源保护
、

合理开发利用的意见
。

关健词 南岳衡山 中药资源 蕴藏量 习用混乱品种

1 自然条件

南岳衡山
,

地处北回归线以北
,

长江
、

洞

庭湖以南
,

湘江中下游
,

东经 1 2 2
0

2 7 ‘一 1 1 2
0

5 7 , ,

北 纬 2 6
0

5 8
,

一 2 7
0

2 8 , ,

总 面 积

11 1 4. 8 4k m
, ,

属中亚热带季风湿 润气候区
。

年总降雨量为 1 36
.

g m m
,

年总降雨天数为

巧9d
。

除 7 月盛行偏南风外
,

终年盛行偏北

风
,

频率 35 %
,

年平均风速 2
.

g m / s 。

历年太

阳总幅射年平均最多量为 72 4
.

9 千卡 /c m
Z ,

年无霜期 28 3d
。

土壤主要为水稻土
、

潮土
、

紫

色土
、

红壤
、

黄壤
、

黄棕壤等 6 个土类
,

15 个

亚类
, 4 1 个土属

,

2 3 0 个土种
〔, 〕 。

2 中药资源分布

南岳衡山地貌复杂
,

地势中高侧低
,

地质

多样
,

主峰祝融峰海拔 1 2 8 9
.

sm
,

形成 了天然

屏障
,

耸立中部
,

因此
,

土质
、

气候差异大
,

中

药资源丰富
。

早在公元五世纪
,

梁
、

陶弘景著

《名医别录》载
“

猪等
、

白敛生衡山山谷
” 。

唐代

史记
“

衡山进贡水银
” 。

宋代苏颂著《国医本

草 》载
“

衡山有 乌药
” 。

清道 光三年《衡山县

志》载生产药材有木瓜
、

厚朴
、

地黄
、

杜仲
、

获

等
、

赤芝
、

黄精及虎鹿等名贵动
、

植物药材 54

种
。

19 3 6 年
,

湖南各地产中药材运销情况统

i十
,

衡山莲子运销外地 1 0 0k g
。

文献记载
,

南

岳衡 山有木本植物 6 00 余种
,

草本植物 8 00

余种
,

蔗类
、

苔醉
、

菌类植物 3 00 余种
,

共计

1 70 0 余种
〔2 , ,

药用植物占 1 0 2 9 种
,

其中低等

植物 1 5 科
,

5 1 种
,

高等植物 2 5 0 科
,

9 7 5 种
。

其分布规律如下
:

2
.

1 垂 直分布
:

高 寒 山 区
,

即 海 拔 8 00 ~

1 2 0 0m
,

有 七 叶 一 枝 花 尸a ri : P虎夕户勿lla

S m ith
、

草乌 A c
on itu m ‘a

, ic ha eli De b x 、

前

胡 P e u c e d a n u m d e c u rs iv u m (M iq
.

)M a x im
、

玉替 月仍ta Pla , ta g in e a (L a m
.

)A s e he r s · 、

升麻 Cl’m l’c l’fu g a 了说tid a L
. 、

落新妇 Asll be

e h in e , 5 15 (M a x im ) Fr a n eh
.

e t S a v
. 、

鹿蹄草

只厂耐a

rot
u n d ifo lia L

.

s s p
.

‘hin e n s i: H
.

A n -

d r e s 、

黄精 Poly g o ” a tu m c y雌on
e m a H u a 、

黎

芦 V era t、m n ig ru m L
. 、

草珊 瑚 S a rc a n d ra

g la加r (T hu n b
.

)N a k a i
、

红大戟 K n

ox ia v a -

le ri a , of d e s T h o r e l
.

等
。

半高 ilJ 区
,

即海拔 5 0 0

~ s o om
,

有续断 众户
sa c u s a sP e r

W
a ll

. 、

沙参

A d e n
oP h

ora
s tri c ta M iq

. 、

金银 花 z刀” ic era

ja Pon ic a T h u n b
.

薯 菠 及
o s c

ore
a pPPs it a

T h u n b
. 、

百合 L iliu m Pu m ilu m rx 二
. 、

草薛

及
o sc

ore
a o. fj 仑in a lis T s im s s

.

等
。

低 山丘陵

区
,

即海拔 5 0 ~ 4 0 0m
,

有桅子 G a
rd

e n in ja s -

m in 沉d e , E llis
. 、

积 壳 C it。 , a u ra n tiu m L
. 、

陈皮 Ci t、 , r

动
c u la t a B la h e o 、

香附米 q 夕
e r--

u s

rot
n n d u s L

. 、

夏 枯 草 P、 n e lla v u lg a 月s

L
. 、

乌 药 L in d e ra st理c h n ifo lia (Sie b
.

e t

Z u e e
.

) V ill
、

天冬 A sPa ra g u s c、h in c h in e n s is

( L o u r
.

) M e r r
. 、

半 夏 P in e llia te , a ta

(T h u n b
.

)B r e it
、

淡竹叶 z砂ha the、m g ra c ile

B r o n g n
. 、

凤尾 草 P te八5 m u ltifi da Po ir
. 、

犁

头 草 V iol a ja Pon ica L a n gs d
. 、

马莞铃 A ri s-

ro

阮入ia S ieb
.

e t Z u e e
. 、

桔 梗 P la ty c

od on

g ra n d价~ m Ja e q
.

IX 二
. 、

过路 黄 Ly
s im a c h i

c入八st in a 。 H a n e e 、

莽菜 C a Pse lla h u rs a 一

Pa s -

t
,

s (L
.

)M e d ie
. 、

白茅根 ImP
era ta

cyl in d ri
-

. A dd r e s s : L IBo q in g
,

H u n a n P r o v in g eia l H e n g s h a n C o u n ty In s titu te fo r

Dr
u g C o n tr o t ,

H e n g s ha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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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a
Bc

a u v
·

m a jo
r
(N e e s

)C
.

E H u b b
、

山苍子

L its e n c u be h a (I
沙o u r

.

)Pe r s
. 、

桑 材d o s a lb a 、

稀签草 S ie g e s be c k ia Pu 占e s c e n s M a kin o 、

粉条

儿菜 A le to s sPic a ta (T h u n b
.

)
、

桃仁 p r u n u s

Pe r sic a (L
.

)B a t s e h
。

2
.

2 土壤分布
:

紫色土丘 岗地分布较多的有

青木香 A ri s tol oc 入ia d e 从21, S ie b
.

e t Z u e c
. 、

马

莞铃
、

香需 E zs人o zt z ia s p ze n j e n , N a k a i
、

泽漆

E uP h o r d 故 h el io sc oP ia l
才 . 、

飞杨草 E uP h。瓜
a

hi 汀 a L
. 、

土牛膝 A c

柳ra nt he : as Pe ra L
. 、

构

祀场
c iu m c h in e n se M ill

、

野菊花 Ch 砂
s

om
t he -

m “m 认di cu m L
.

等
。

红壤土丘岗地分布的有

乌药
、

桅 子
、

鸡 眼 草 犬u m m e

~
ia : t汀a ta

(T h u n b
.

)Se h in d l
. 、

香 附米
、

沙参
、

白茅根
、

路

边荆 S e月 ss n : e ri s s沉d e 、 (1)C
.

)D r u e e
. 、

篇蓄

P o ly g on u m a v ie u la r e L
. 、

夜关门 Le sP e d e z a

c u n e a ta (D u n 一

C o u r s
.

) G
.

Do
n

. 、

过 路 黄
、

夏

枯草
、

艾 A 叮 e m is ia a r

舒1 L e v l
.

e t V a n t
. 、

金

樱 子 R o sa la e v ig t a M ie h x
. 、

大 蓟 已rs iu m

je n ie u m LK二
. 、

山毒 R u bu : 。

orc h o

rij bliu : L
.

f
、

野菊花
、

萝 卜籽 R aP ha n u : : a tiv u : L
. 、

桔梗
、

三 月 泡 R u t u s h ir s u t u s T h u n b
. 、

茅 膏 菜

工卜仍e ra Pe lta ta S m ithv a r v a r
.

lu n a t a (B u eh
-

H am
·

)C
.

B
.

C la r k e
等

。

黄棕壤土山地分布的

有草珊瑚
、

布荆 V ite x 叮u in a ta (L o u r
.

)F
.

N
.

W illia m s 、

蜂斗菜 p e ta s ite s ja Pon c u s (Sie b
.

e t

Z u e 。
.

)F
.

Se h m id t
、

玉替
、

石蒜 Ly
c

,
: ra d ia

-

t a (L
‘
H e r ) H e r b

、

白 花 前 胡 P e u e e d a n u m

Pra e r uPt

~ m D un
n

. 、

草 乌
、

荞 麦 三 七

F a g p匆、m ‘ym os u m M e is n 、

木 芙蓉 H i厉s-

c u s m u ta bu ilis L
. 、

黄 精
、

矮 地 茶 A rd is ia

jd户on ic a (H o r n s t e d )BI
. 、

仙鹤草 A g 八m on ia

Pilo s a L ed eb
、

丹 参 S a lv ia m ilt io厅hiz a

B u n g e 、

落新 妇
、

升 麻
、

虎 耳 草 S a x t’f 沁g a

st o l胡ife ar Mee rb
、

金银花等
。

水沟
、

田边
、

地

头生长的主要有白花蛇舌 草 He 为ot i: d洋

fu
s a

W illd
. 、

墨旱莲 E c liPta Pro s tra t a L
. 、

半

枝莲 S c u tella汀 a h a r ba ta

DO
n 、

鱼腥草月
。u t

-

luy
n ia c

ord
a t a T h u n b

. 、

野菊花
、

犁头 草
、

车

前 P la n ta g o a s ia tic a L
. 、

何首乌 P o ly g o n u m

《中草药 》1 9 9 6 年第 27 卷第 7 期

m u ltijZo阳 m T hu n b
. 、

田 基 黄 于乃沪e 汀c u m

]aP
0 n ic u m T hu n b

· 、

香 附米
、

铁扫 帚
、

过 路

黄
、

夏枯草艾
、

莽菜
、

黄荆 Vi te x ,
eg

u n d 。 L
. 、

白茅根
、

毛莫 R a n u n c u lu : 少口户。n ic u : T hu n b
. 、

田边菊 K a lim e八: in d ic a (L
.

)S eh
.

B ip 等
。

药用动物 16 科
,

30 余种
,

主要 品种 如

下
。

九香虫 A sP on g o n Pu : 。爪ne ns i:
、

土鳖虫 E
-

uPo 之yP h a

卯
、in e n is W

a lk
. 、

乌 梢 蛇 Z a 次) s

d h u m n a d e : (C a n t o r )
、

龟板 Ch in e明y : re e v e sii

(G r a y )
、

鸡 内 金 G a llu s g a zlu s d om
e st ic u s

B r is s o n 、

金钱 白花 蛇 B u n g a ru s m u lt ic in c tu s

B lyth
、

穿山 甲 材泛
n is Pe n ta d a ety la L

. 、

娱蛤

S e of op
e n d ra s u bsP in iPe s m u t ila n s L

.

ko e h
、

蝉

蜕 C ry Pto ty 州IP a n a P u s tu la ta Fa b r
. 、

壁 虎

G e k k o sw in hoa
n a G u n th e r 、

鳖 甲 T ri o n yx

s in e n s is W ie g m a n n
等

。

药用矿物重点品种有无名异
、

石膏
、

白石

英
、

白石脂
、

赤石脂
、

紫石英等 20 余种
。

3 重点品种落藏 t

黄精
,

南岳衡山特产
,

解放前就畅销港澳

地区
,

仅 1 9 6 2 年销港澳 的黄精就达数百吨
,

现蕴藏量约 s x l0
5
kg

。

乌药
, 1 9 6 4 年出口葫

芦 形乌药 s x l0
5
k g 左 右

,

现年产 约 Z x

10
5
k g

,

桅子
,

70 年代野 生改家种成功
,

现 家

种面积约 1
.

7 x 10
6
m

2 。

桔梗 70 年代野生改

家种 3
.

34 x 1 06 m
2 。

厚朴
,

现南岳药场栽培凹

叶厚朴 2 万余株
。

陈皮
,

栽培历史悠久
,

据衡

山南岳志记载韩子曰
: “

五岳于 中洲
,

衡山最

远
,

其水土之所生
,

神气之所成
,

石英钟乳
,

桔

抽之色
” ,

蕴藏量约 I X I以k g
。

积壳
,

蕴藏量

亦约 2 万余株树
。

此外
,

淡竹叶
、

白茅根
、

石营

蒲
、

紫苏等蕴藏量及产量均较大
,

矿物药石膏

(c y p s u m )
,

蕴藏量十分丰富
,

年产量可达 3 x

los
k g 〔, 〕。

4 习用混乱品种

大 蓟 Ci rs iu m je ni cu m 】X二
.

; 混 乱 品 蓟

Ci rs iu m iaP on ic u m IX 二
. 。

小 蓟 C eP h a la h*

PIOs s e g elu m (B e u g e )K ifa m
,

混乱品大蓟 e ir--

五u m je ni “u m LK二
. 。

小蓟与大蓟功效有差异
,

不可混用
〔5〕 。

陈皮 C it r u , r ￡⋯八c u za ta B la he o ,

·

4 3 1
·



混乱品广柑皮 e itru : g in e s is (L
.

)O sb e e k
。

积

实 Ci tru : a u ra o t iu m L
. ,

混 乱 品 橙 Ci to s

g a in e s i: (L
.

)O s be ek
。

复盆子 R u
bu

: ‘人in g ii

H e l
,

混乱品山蓦 尺 u
bu

s c

orc
n o R it r o liu a L

·

f
. 。

鹤虱 Ca rP es iu m a br
o t a 。沉de

、 L
. ,

混乱品

窃衣 T卿￡115 : e a br a (T h u m b
.

)〔X二
. 。

香椽皮

Ci r、 :

诫15佩11 T a n a k a ,

混乱品 袖皮 Ci tp u s

g r a n d i, (L
.

)O s b e e k
。

白花蛇舌草 H e

为01 15

d 滋fj 公s a
W ill d

.
,

混 乱 品 水 线 草 H e

如of is

‘。叹户”俪
a (L

.

)
,

同属植物
,

常作 白花蛇舌草

入药
〔‘〕。

5 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

南岳衡山为我国五岳名山之一
,

系国家

重点风景名胜区
,

素有
“

五岳独秀
” 、 “

文明奥

区
”

之称
,

其中药资源虽然丰富
,

但因乱采滥

捕等原因
,

现 已日趋减少
,

为此笔者特提出如

下建议
:

5
.

1 建立野生药材 自然保护区
,

严禁在保护

区域内毁林开荒
,

樵砍放牧
,

征地建房
。

对于

银杏等稀有品种
,

实行重点保护
。

5
.

2 加强监督管理
,

以旅游 区政府为首
,

林

业
、

环保
、

医药
、

卫生等职能部门齐抓共管
,

对

野生动
、

植物的捕猎
、

采挖与收购实行
“

许可

证
”
制度

, “

许可证
”
应规定采集种类

、

区域和

时间
。

当地群众素有捕猎薪蛇
、

穿山甲等的

习惯
,

应在广泛做好宣传工作的同时加以制

止
。

5
.

3 综合利用
,

保护资源
。

利用与保护
,

以保

护为主
,

在保护资源的前提下
,

合理利用
。

其

原则
:

一是轻采细挖
,

保留品种
。

二是采大留

小
,

采密留稀
,

采老留嫩
。

三是注意采集方法
,

如皮类药材纵割不环割
;
草本植物用草不拔

根
;
木本植物留根茎采枝叶

。

5
.

4 开发新品种
,

如落新妇
,

过去南岳衡山

地区没有入药习惯
,

可有计划地开发利用
,

造

福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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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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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红花掺沙

桂林医学院(5 4 1 0 0 1) 杜泽 乡

红花为常用中药
,

具活血通经
,

散癖止痛的功

效
。

近年来我们从桂林市各药店购 回的红花中发现

掺沙严重
,

可作如下检验
.

1
.

取一烧杯或透明玻璃杯
,

加半杯水
,

将红花

放入水中
,

不久就见杯底沉积了一层沙子
。

2
.

红花粉末显微镜检
,

见大块的无色透明方

晶
,

加 2 0 %硫酸
,

结晶不溶解
。

3
.

经灰分含量测定
,

总灰分达 22
.

5 %
。

大大超

过了中国药典中红花的总灰分不得过 15 %的限度
。

为确保红花质量
,

应引起药材收购部门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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