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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药用蔽类植物资源的初步研究

山西大学生命科学系 (太原 0 3 0 0 0 6) 谢树莲
决

摘 要 对山西药用蔗类植物资源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
,

该省的药用蔗类植物是 比较丰富的
,

共

有 54 种 (包括变种 )
,

其中分布较广
、

应用较多的有 13 种
。

对山西药用截类植物的开发利用和保护

提出了建议
。

关被词 山西 药用玻类 植物资源

山西是个多山的省份
,

地貌类型复杂
,

生

态环境多种多样
,

具有较丰富的植物资源①
。

仅药用旅类植物就有 54 种 (包括变种 )
。

在摸

清这些植物资源生长规律和生活习性的基础

上
,

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
,

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
。

1 山西省的药用蔗类植物资源

1
.

1 山西省的药用蔗类植物种类
:

见表 1
。

1
.

2 山西省的主要药用族类植物
:

从表 1 可

知
,

山西省的药用藏类植物达 54 种之多
,

但

过去的有关记载却很少
〔幻

。

根据我们的调查
,

分布较广
,

应用较多的有 13 种
,

各具不同的

功效
〔 3

,
4 〕 。

中华卷柏 S e l a g i n e l l a d a v i d i i F r a n e h一

全草入药
,

夏季采收
,

具清热
,

利湿
、

止血等功

效
,

省内南北各地均 有分布
,

主要 产于中条

山
、

太岳山
、

五台山
、

吕梁山和恒山等
,

生于海

拔 5 0 0一 2 o o o m 的阳坡岩缝中
。

问荆 E q u is e t u m a 二 e n s。 L
. ,

全草入药
,

夏季采收
,

主要具利尿
、

止血
、

清热等功效
,

产

于全省各地
,

生于海拔 60 0一 2 o 00 m 的田边

沟旁
。

节 节 草 月`妙 oc h ea et ar m os ssi im u m

( D e s f
.

) M i l d e ,

全草或根茎入药
,

夏季采收
,

主要有清热利湿
,

平肝散结
,

祛痰止咳等功

效
,

产于全省各地
,

生于海拔 4 00 一 2 8 00 m

的潮湿路边
,

砂地
、

荒原或溪边
。

藏 P t e ri d i u m a g u i l i n u m v a r
.

l a t i u s c u -

l u m ( D e s v
·

) U n d e r w
. ,

根茎或全草入药
,

秋

季采收
,

主要具安神
、

降压
、

利尿
、

解热
、

驱风

湿等功效
,

全省各大山脉地产
,

生于海拔 6 00

一 2 o o o m 的山地阳坡或林缘阳光充足之

处
。

银 粉 背 藏 A l e u 八 t妒 t e八 , a
馆

e n t e a

(G m el
.

) F忱
,

全草入药
,

秋季采收
,

主要具调

经活血
,

解毒消肿
,

补虚止咳
,

止血等功效
,

产

于 中条山
、

太岳山
、

太行山
、

吕梁山
、

五台山

等
,

生于海拔 5 00 一 3 o 00 m 的石灰岩山坡或

岩缝中
。

中华蹄盖藏 A t彻八
u m : i n e n s 。 R u p r

.
,

根

茎入药
,

秋季采收
,

主要具清热解毒和杀虫功

效
,

产于 吕梁山
、

五台山
、

管浑山等
,

生于海拔
1 5 0 0一 2 o o o m 的山谷林下

。

北 京 铁 角 蔽 A Ps l e n i u m P e 无i n e n s e

H na ec
,

全草入药
,

冬春采收
,

主要具化痰止

咳
,

利隔止血功效
,

产于中条山
、

太岳山
、

太行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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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

吕梁山
、

五台山等
,

生于海拔 7 0 0一 2 0 0 0 1 0 0 0一 1 s o o m 的林下潮湿石壁上
。

m 的干旱山谷石缝和溪边岩石上
。

耳 羽 岩 蔗 w
o o d si a p 口yl st i hc of de

,

过山藏 Ca mP
t o s o ur s s i b i ri c u s R u p r

. ,

全 E a t o n ,

根茎人药
,

现采现用
,

外敷治伤筋
,

主

草入药
,

夏季采收
,

主要具止血消炎
,

活血散 要产于 中条山和五 台山
,

生于海拔 1 0 0 。一

疲的功效
,

产于太岳 山
、

五台山等
,

生于海拔 2 5 00 m 的林下石上或山谷石缝中
。

表 1 山西省药用蔗类植物名录

科科名 属名 种名 科名 属名 种名名

卷卷柏科 卷柏属 蔓生卷柏 Se asl nei all da vdii
` 金星蒯 卵果” 票禁最序

尸
heg Po et sri de ~~~

中中华卷柏 5
.

si ne ns si 铁角蔗科 铁角蔗属 虎尾铁角蔗 A Ps len ui m 动南
u mmm

卷卷柏 5
.

at m ar si ci , a 北京铁角藤 A
.

P ke 玩改 eees

木木贼科 问荆属 问荆 E qu esi ut , a o ne es 铁角孩 A
.

rit hc
o
二 na esss

犬犬 问荆 E
.

P a lu st er 变异铁角蔗 A
.

v a、 。。

木木贼属 木贼 月泛户户oc h ae et h ei m a el 华中铁角蔗 A
.

: a er iiiil

节节本草 万
.

ar o o si ss im u m 过 山蔗属 过 山藏 ac 呻
to s o r u 、 、

而月
c u sss

阴阴地 , 科 小阴地 , 属
黑黑

“ 、 阴地 蔗 ” Ot ycr hi ~
`U一

球子 , 科 荚果 , 属 荚果 , Ma ett uc aci st o ht Poi haaat
假假阴地 , 属 黑点地 蔗 “ Ot Pyr us ”

iri gi m i一 岩 , 科 岩 , 属 耳羽岩, woo dsi
o p

wol ctl ho desssi
些些井创

_

些替 , 些答 。
。

_
_

.

_ J _ : _ * _ _几 _

. 不 , 。 1 . 术 , 。 绵马鳞毛蔗 z沂 ) 。
户et “ , ` ar ss ihr i ---

紫紫箕科 紫其属 紫其 os , u n d a

Paj
o n` c a 鳞毛获科 鳞毛蔗属 嚣病沪 1 服 一

’
J
叩 “ “ “

`
“ “

`

” “ ---

凤凤尾蔗科 凤尾蔗属 凤尾获 Pt er si ne
~

a 华北鳞毛获 D
.

al e aaat

~~~ 。 ~ 。 蔗 尸 te 月di u m a a u iz认 u从 v a r
. 、 .

“ , 一 _ ___

阪阪什 既 )漪 al t i u s e u l u叨
一

干幼麟七厥 刀中
e n 忿n旅` a eee

中中国 , 科 薄鳞。 黑竖瞥烹貂
ot Pel dii ~

` uh
一

耳。 棕鳞耳。 xol sit hc ~ bar un iiii

艳艳柳截闭 银粉背蔗 A lue滚 Po et ri : a

ger
二 一

, . 、 , 。 _ _ 二 ___

粉粉背威属 7at 叨
曰 ~ “

` “ 一“
`

竿~ “ 一
`

护
“ 一

黑鳞耳获 .P ` ka ino `̀

陕陕西粉背蔗 A
.

hs ne
s
ei n“ : 贯从属 贯众 仰 rt o二 ui ,

、

尹b八 u ne iii

铁铁线。 铁线。 奥黔
线蔗 A di na ~ Pac ill us

一

肾。 肾。 肾, N Phe or Pel asi uri uc
aaaatl

铁铁线蔗 A
.

`
Pa ill

u s一 ve n e
八

:

水龙骨科 水龙骨属 友水龙骨 尸
o

yl P
o

di um a m oe
n u mmm

白白背铁线蔽 A
.

da 沂 di ` 中华水龙骨 尸
.

Ps o d
o一 a、 oe

n o mmm

掌掌叶铁线蔗 A
.

Pe da ut 。 瓦韦属 网眼瓦韦 ` 沪 i

~
、 ` l a

ht ar t usss

长长盖铁线蔗 A
.

sm it hi na
u m 大瓦韦 L

.

m ac or Ps h ea 。 `̀

裸裸子蔽科 金毛裸蘑属 金毛裸蔗汤 m 二
Po et o ve st it a 乌苏里瓦韦 L

.

us s u ri ne ssssi

耳耳叶金毛裸蔗 G
.

厉 Pi 朋 at a va r
.

二* 。 。 几 , *
nnn

品品从氛 :a’ ’ ” 一
` “ `

尸 “ “ 一
’ 一

’ “ “ 石韦属 华北石韦尸, r八〕
si 。

da vi di iii

蹄蹄盖威科 蹄盖藏属 东北蹄盖旅 At 勺 ri u m ber
v
ifl

丫刀卫 s

有柄石韦 尸
.

Pe ti of os aaa

多多齿蹄盖蔗 A
.

, u tll de
n at ut , 榭蔗科 懈蔗属 中华懈蔗 D 犷y、 、 ba or

n ““

华华东蹄盖蔗 A
.

n iP P
o n ci “ , 苹科 苹属 苹 几盛 Z sr eil

a q “ a d
r
斌fb l伍伍

中中华蹄盖蔗 A
.

si 。翻 s。 槐叶苹科 槐叶苹属 槐叶苹 S a l v i n祖 、 t a nsss

峨峨眉。 黑悬
藏 “ 撒 at

栖~
“

~
it 一 满江红科 满江红属 满江红 Az oll

·
mi * ca aaat

华北鳞毛蔗 。 洲Po t e r is l a e t a (K o m
·

) C
·

C hr
. ,

根茎入药
,

夏季采 收
,

主要具除风湿
,

强腰膝
,

降压
,

清热解毒等功效
,

产于 中条山
、

太岳山
、

太行山
、

五台山等
,

生于海拔 1 0 00 一

2 o o o m 的山谷林下
。

贯 众 卿 rt 口m ui m of 汀
u ne i J

.

S m
. ,

根 茎

入药
,

全年可采
,

具清热解毒
,

止血杀虫功效
,

主要产于 中条山
,

生于海拔 1 0 0 0一 1 s o o m

的林边
、

山谷和田边
。

网眼瓦韦 L Pe i s o r u s c za t h ar t u : ( C l a r k e )

C hi ng
,

全草入药
,

全年可采
,

具利尿通淋
,

凉

血止血
,

解毒消肿等功效
,

主要产于 吕梁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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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浑山等
,

生于海拔 1 0 0 0一 2 o o o m 的林下

岩石上
。

华 北 石 韦 Py orr
s ia da

v i d i i ( B a k
.

)

C hi ng
,

全草入药
,

秋季采收
,

具清热利尿
,

止

血等功效
,

全省各大山脉均产
,

生于海拔 8 00

一 2 o o o m 的石缝中
。

2 山西药用玻类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

发利用对策
2

.

1 保护资源的具体措施

2
.

1
.

1 各级领导和有关行政部门要加强对

资源植物保护 的重视
,

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制

度
,

体现保护与发展
、

局部与全面
、

眼前与长

远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

使该项工作有规可循
。

2
.

1
.

2 加强对生态系统环境的保护
。

蔗类植

物大多属林下植被
,

它们的生态依赖于其特

殊的生态系统
,

如果这种生存环境遭到破坏
,

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
,

所以
,

必须禁止滥砍乱

伐
,

对生态环境加以保护和恢复
。

山西 50 多

种药用蔗类植物的生境是 多种多样的
,

有土

生和石生的
,

也有附生和水生的
,

有的是林下

植被成分
,

有的则生长在一些碱性的石灰岩

或钙质土上
。

如果生态环境得不到保护
,

就必

然影响这些药用旅类植物的生长和繁衍
。

如

森林大量砍伐
,

林下的药用藏类植物就会迅

速减少
,

而水质污染增加
,

水生药用蔗类植物

就难以生存
。

目前
,

山西作为我国的能源重化

工基地
,

在高速发展工业的同时
,

还必须保护

自然环境
,

为资源植物的生长和繁衍创造条

件
。

2
.

1
.

3 建立 自然保护区
,

使资源植物得到就

地保护
,

这是最有效的途径
,

同时
,

要宣传和

教育广大药农
,

改变人们掠夺性开发的传统

观念
,

使得 自然保护与持续发展相结合
。

2
.

1
.

4 引种驯化
,

建立药用蔗类植 物种植

园
,

进行迁地保护
,

这一工作还有赖于对具体

植物进行多学科的深入研究
,

才能取得成功
。

2
.

2 进行人工栽培和组织培养方面的研究
,

使一些药源较少
,

产量较低 的种类得到迅速

繁殖
。

一些种类生境要求严格
,

繁殖能力较

弱
,

造成了药源较少
,

产量较低
。

目前
,

人工栽

培和组织培养在种子植物中已有大量的应

用
,

而在蔗类植物中的应用还较少
。

模拟生态

环境
,

进行人工栽培
,

并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加

快其繁殖
,

对山西药用蔗类植物的开发利用

有重要意义
。

2
.

3 进行化学成分方面的研究
,

搞清其有效

成分
,

挖掘利用潜力
。

已发现的药用蔗类植物

中
,

有的尚未深人进行化学成分方面的研究

工作
,

对其有效成分还不能完全确认
,

有的蔗

类植物其药用价值还未被完全发现
。

深入开

展化学成分方面的研究工作
,

应当可使更多

的药用蔗类植物得到更准确的应用
。

同时
,

进

行有效成分 与植物分类地位之 间关系的研

究
,

还可为寻找新的药用植物提供规律和依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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