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芍药属牡丹组药用植物资源与分类鉴定

安徽省芜湖市药品检验所 �� � �� � �� 沈保安
橄

摘 要 系统报道 了特产于中国的芍药属 尸 �
�� ��

�
牡丹组 ��’’ �

�

材���
“ �

药用植物资源
,

共计 � 个

种
,

� 个亚种
,

� 个变种
,
� 个复合体

,

详细介绍了该组植物的分布地区
、

药用部位及功效
,

并编写出

植物分类鉴定检索表
,

为进一步研究
、

开发和保护本组药用植物提供参考
。

关锐词 芍药属 牡丹组 药用植物 资源 分类鉴定

芍药属 � , �� �� 原隶 属 于毛 莫科 � � �

� “� ‘�� �“�淤
, 〕

。

但近年来
,

部分国内外学者通

过对本属植物形态
、

解剖
、

花粉
、

染色体及生

化等多方面研究
,

认为应当从毛莫科中分出

来
,

单独成立为一科
,

即芍药科 � “�� ”��� �� ‘ 。

芍药属 � �� �� �� 共分为 � 个组
,

即牡丹

组 � � � �
�

�肠“ �� �
、

北美芍药组 � � � �
�

� � �动�
�

和芍药组 �� ��
�

���  ! ��
。

芍药属在全世界约

有 �� 种
,

分布于欧
、

亚大陆的温带地区
。

我国

有 � 个组
,

即牡丹组和芍药组
,

共约有 �� 种
,

分布于东北
、

华北
、

西北
、

西南
、

华中
、

华东地

区
。

其中牡丹组为我国特产
,

共有 � 个种
,

�

个亚种
,

� 个变种
,

� 个复合体
。

牡丹组植物多以根皮入药
,

是中药牡丹

皮的主要来源
,

有清热凉血
、

活血化痪的功

效
。

牡丹组植物所含的化学成分主要有牡丹

酚 ��
� � � � � ��

、

牡丹酚贰 ��
� � � � �  �� � �

、

牡丹酚

原贰 ��
� �  � � ��� � �

、

牡丹酚新贰 �
� � �� � � � � � �

�

��� � �
、

芍 药贰 �� � � � � ���� � �� �
、

经 基 芍药贰

�� � � � � �  � ���� � �� �
、

苯甲酞氧化芍药贰 ��
� � �

� � �� � � �� � � � � ���� � �� �及苯甲酸芍药贰 ��
� � �

� � �� � � �  ! ���� � �� �
。

�司时
,

牡丹是我国 的国

花
,

其野生种类
,

是珍贵的花卉资源
。

现将本

组植物分类介绍如下
。

� 矮牡丹 �很山牡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从关斤“� �� �� � � � � �
�

� � �
�

�� � � �

寮 � � � �� � , ,
�卜� � � � � � �

�

� � 卜
, , � �

二卜
� �

�
� � � �� �� � �

�� � � � � � � � � � �产于 山西永济
、

樱 山
,

陕西延

安
、

铜川和华山
。

其根皮称西丹皮
,

有清热凉

血
、

活血化痰的功效 �� 
。

� 梦日叶牡丹

�� � � � �� � �� � �
,

�
�

�� � � � � � � � 产于 湖

北神农架
。

其根皮有清热凉血
、

活血化癖的功

效 � �」
。

� 紫斑牡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议为命� � �� �� �

� � � �
�

� � �
�

尸� �� � ��� � � � �� � � �
�

� � � � � � � 〕产

于甘肃天水
,

文县
,

陕西秦岭
,

河南伏牛山及

湖北神农架
。

其根皮称西丹皮
,

有清热凉血
、

活血化癖的功效 �� 
。

� 林氏牡丹

� � ��� �’� �� � �� ��
�

�
�

� � � 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叹�� � � �� � ��

�
�

� � � � � � �
�

�一 � � � �产于甘肃文县
,

湖北保

康
。

其根皮有清热凉血
、

活血化疲的功效图
。

� 杨山牡丹

尸� ��� �, � � ��� �
�

� � � � � � �
�

�
�

� �� ! 产于河

南尚县杨山
、

湖南 龙山
,

甘肃两当县
,

陕西眉

县
、

留坝县
。

其根皮有清热凉血
、

活血化痕的

功效
。
〔;]

6 药用牡丹

P aeonia os tii T
.
H on g et J

.
X
.
Z h ang

ssP
.
lishizh enenii B

.
A
.
S h en ( P

. ostii T
,

沈保安 毕业于安微省芜湖中医学校中药专业
,

主管中药师
,

中国药学会药学 史专 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
,

《基层中药杂
志》

、

《时珍国药研究》杂志编委
.
主要从事药用植物分类 与中药材鉴定研究

。

编著有《安徽采药录》
、

《邮票上的中草药 》等著

作
,

主编有《中国常用中草药》
、

《中国药材经验鉴别辞典 》
、

《中药鉴定现代研究》等著作
,

参与编著并 已出版的 有《安徽中药
志》汉李时珍学术思想研究 》等苦作

,

发表论文数十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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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于安徽南部
,

现主产于安徽铜陵

县
、

南陵县
,

习称
“

凤丹皮
” ,

为正 品牡丹皮药

材来源
。

在全国牡丹皮药材中
,

其产量最大
.

品质最佳
,

畅销全 国各地
,

并每年有大量出

口
。

有清热凉血
、

活血化痰的功效〔“一 ’〕
。

7 四川牡丹

P aeonia d econ功osita H a n d一M a zz
.
(P
.

szech ua nica F ang )产于四川西北部的马尔康

和金川一带
。

其根皮称川丹皮
,

有清热凉血
、

活血化疲的功效闭
。

8 野牡丹(滇牡丹)

p aeonia delav叮i F
raneh

.
产于 西藏东

南部
,

云南景东以北和四川西南部
。

其根皮称

赤丹皮
,

有清热凉血
、

活血化痕的功效
。

, 狭叶牡丹(保氏牡丹)

p aeonia dela v卿1 F
raneh

. var. an -

gustiloba R ehd
·

e
t

W

i
l

s

.

产于四川西部
。

其恨

皮称西 昌丹皮
,

有清热凉血
、

活血化痛的功

效
。

1 0 黄牡丹

P aeonia d elav卿1 F
raneh

. var. lutea

(D elavay ex Fran
一
e
h

·

)
F i

n e
t

e
t

G

a

g
n

e
p

·

产

于云南
、

四川西南部 及西藏东南部
。

其根皮称

西昌丹皮
,

有清热凉血
、

活血化痕的功效
。

1 1 牡丹
p aeo、 , a s

《斤
汉t i c o s a A

n
d
r
.
e o

m p l
e x .

为

牡丹组数种植物的复合体
,

主要 由矮牡丹 (樱

山 牡丹 )p
aeonia .,P onta nea ( Reh der ) T

.

H on g e t W
.

2
.

Zh ao 和 紫斑牡丹 p aeonia

roc
kii (5

.
G
.
H aw 乙 L

.
A
.
L aeun er) T

.
H o , 飞g

et

.

J. J

.
L i 杂交复合形成

。

产于全国各地
。

其

中单瓣花者亦 为正品牡丹皮药材来源之一
,

有清热凉血
、

活血化癖的功效田
。

牡丹组植物中的部分种类已处于濒危或

渐危状态
,

种质资源非常珍贵
,

其中四川牡丹

P aeonia d econ功osita H and一M
a zz. ‘ I

).

sz ec h
u a 爪ca F ang ) 已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植物
。

矮牡丹 (樱I力牡丹)尸
a eo n i。 、户。, , z “ , 尸a

( R
e
h d

e r
) T

.

H
o n g

e t
w

‘

2

.

Z h

a o

(
p

‘

s
u*

ffr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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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o sa A n d r
. v a r ,

护onta , e a
R

e
h d

e r
)

、

黄牡丹

P a eon ia d ela v卿1 F
raneh

,
v a r

.

l

u t e a

( D

e

l

a v a
y

e x
F

r a n e

h

·

) F i

n e
t

e
t

G

a
g

n e
p

.

和 紫斑牡 丹

P a eon ia
roc
kii(5

.
G
.
H aw 乙

.
1才

.

A

.

I

,
a e u n e r

)

T

.

H
o n

g
e t

J

.

J

.

L I P

.
: 赵刀玩ti

cos a A n dr
.var.

P aP a v‘ra c e a
( A

n
d
r
.

) K
e r n e r

] 均 已列 为国

家三级重点保护植物
。

应注意资源保护
,

切不

可滥采乱挖
。

牡丹组药用植物分类检索表
〕( 1 6) 单花生 于当年生枝的顶端

;花盘草质
,

包裹心皮达

1/2 以 上
。

2 ( 1
5) 花盘全包住心皮

,

心皮密生柔毛
。

3 (幻 叶为兰回三出复叶
,

有小叶 9 片
。

4
(

7) 小叶片3 裂至中部
,

裂片通常再浅裂
.

5(6) 叶轴和叶柄均生有短柔毛 , 花通常为单瓣
,

白色或微

带红晕
·· · ·

” ·
· ·
一 ~

· ·

一 ~
· · ··

一
·

~

· ·

一 ~
· · · ·

⋯⋯ 矮牡丹

6 (5) 叶轴 和叶栖无毛
;花多为重瓣

,

颜色多种
,

常 有瓣 化

雄蕊
,
植物形态不稳定

. · ·· · ··
·

· · ··
“

· · , ·

⋯⋯ 牡丹

7(4) 小叶片多为卵形或卵阅形
,

上面多为萦红色
,

通常全

绿
,

仅顶生小浅裂或具齿
· · · · ·· · ·· ·

”
· ··

⋯⋯ 卵叶牡丹

8 (3 ) 叶通常 为二 回羽状复叶
,

有小叶 11 ~ 15 片
,

稀兼有

一回利状复叶或兼有小叶 5 片或 9 片
。

9 ( 1
2) 花瓣内面基 部有紫黑色斑块

;花盘
、

花丝及 柱头均

为自色
。

l
0(

1 ” 小叶多为卵形或卵圆形
,

常 1~ 3 深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紫斑牡丹

11(1l) ) 小叶多为披针形或狭卵形
,

全缘
·· ·

⋯⋯ 林氏牡丹

12 (9) 花瓣内面基部无紫黑色斑块
;花盘

、

花丝及柱头均

为紫红色
。

1 3
(

1
4) 叶通常为

一

二 [iJ 羽状 3~ 5 小叶复叶
,

有小叶 11 ~

15 片
,

稀兼有 9 片
,

当年生枝 仁部或 下部兼有
一

回羽状 5 小叶复叶
;
小叶片较宽

,

宽 3~ sc m
;
小叶

柄长达 xo~ zsm m
;花较大

,

直径 14 ~ 20
em ;葺英

果 5~ 8 枚
,

长 3
.
5~ 4

.
sen、;种子长 9 ~ 12m m

⋯
’
二

‘

二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一 药用牡丹

】4 以 3) 叶 为二 回羽状 5 小叶复叶
;
小叶片较狭

,

宽 2~

4c m
,

小叶柄长仅达 6m m ;花较小
,

直径 12
.
5 ~

13c m
,

替英果 5 枚
,

长 2 一 3 2c m ;种 子 长 8 ~

10 m m
· ·· ·· · ·· · · ·· ··· ·

·
··· ·· · ··· ·· · ,

⋯⋯
”
杨山牡 丹

15 (2) 花盘仅包裹心皮 1/2 ~ 2/ 3
,

心皮无毛
;
叶为三 举 四

回二出复叶
·· ·

“
· ·· · ···

·
· ·
·

·· · · · ·
·

· ··

一 四川牡丹

16 (1) 当年生枝 仁生有几朵花
;花盘肉质

,

仅包裹心皮 l子

部
。

1
7 ( 2

0
) 花紫色

、

红色
。

1 8 ( 1 卯 叶的小裂片披针形罕长圆状披针形
,

宽 0
.
7~ Zc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野壮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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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 ) 叶的裂片线状披针形或狭披针形
,

宽 。
.
4 ~ 。

.
7c m

二
‘ ’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狭叶牡丹

20 (1 钓 花黄色
,

有时基部紫红色或边缘紫红

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黄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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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石解伪品的鉴别

镇江市药品检验所(212003) 陈 黎 胡逸琴

石解为兰科石解属多种植物的茎
。

笔者最近在

检验石解时
,

发现有的样品横切面可见一圈环纹
,

这

与标准差异较大
,

由于其以饮片形式流通
,

外观性状

很难辨别
,

且该样品产地
、

植物来源 尚未调查清楚
,

故笔者仅对其组织特征进行了观察描述
,

并列出了

与正品石解的主要区别点
。

1 伪品石解茎横切面

直径约 5 m m
,

类圆形边缘皮光滑
,

有时有浅波;

表皮细胞 1 列
,

类方形略扁
,

全面增厚
、

木化
、

胞腔

小
,

有层纹
.
孔沟明显

;
角质层黄色

;
皮下层 3~ 4 列

细胞
,

壁亦厚
,

大部分具层纹和纹孔 , 基本薄壁组织

中散有有限外韧形维管束
,

略排成 4一5 圈
,

维管束

椭圆形
,

内外纤维群连成环状纤维鞘
,

外侧纤维群半

月形
,

有的延伸至韧皮与木质部之间
,

纤维壁厚
、

木

化
,

层纹 明显
,

内侧纤维群 2 列
,

木质部导管 1一3

个
,

最外圈维管束木质部导管可达 9~ 10 个
,

内侧纤

维群约 2 列 ;最外圈维管束排列较紧密
,

其维管束鞘

纤维与维管束之间的纤维群相连而形成环带
。

2 石解与伪品石料组织结构的主要区别
:
见表 1

。

表 1 石解
、

伪品石解组织结构的主要区别点

伪品石解

微木化或外
、

侧 壁增厚
,

木化
,

有层纹

不分化
,

或 3 ~ 4 列细胞

壁稍厚
,

无纹孔

全面增厚
,

具层纹孔沟

明显

1 ~ 3 列 细胞壁增厚
,

木化
,

大部分具层 纹
,

纹孔

散列 维管束
,

约 呈 3 ~ 8

圈

散列维管束
,

略成 4~ 5

圈
,

外 圈 排列较紧密
,

其间与纤维群相连而

形成环带

表皮细胞下皮细基胞本薄组壁织中

( 1 9 9 7
一

0 4

一

2 1 收稿)

《全国中草药汇编})( 修订版)等已经出版

本书由谢宗万主编
,

共 3 册 (两册文字
,

一册中草药彩色照片图集
,

共 1000余张)
,

收载中草药 4000余种
,

并附墨线图 3000 幅
,

每种中草药均按序号
,

正名
,

别名
,

来源
,

形态特征 (或药材性状)
,

生境分布
,

栽培(或饲

养)要点
,

采集加了
,

炮制
,

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
,

性味功能
,

主治用法
,

附方
,

制剂及附注等项顺序编写
,

书后有

中文索引
,

拉丁学名索引等
。

( 修订版)对品种学名
,

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和附注作了重点修改
,

文献资料截止

到 1993 年 7 月
,

反映了 9。年代先进水平
,

邮购价 532 元
。

另有《中国药材学 》(徐国钧主编)
,

邮购价 55 2 元
;

《中药辞海 》(4 册 4万条 目)
,

邮购价 1 100 元
‘

邮购地址
: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中国报道社北京书刊发行部 张

继霞收
,

邮编
:IQoO37 ,

开户行
:
招商银行展览路办事处

,

帐号
:
的1203661 0001

,

户名
:
中国报道社北京书刊发行

部
,

电话
:(010)68326644一 2 1 2 3

。

6 9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