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衰 4 各因子与树皮 t 的主从关 系

—
立地因子

L

斌度
.

”
.

… 坡泣
-

一 飞不 表王层厚 硕面一一一一王奚一一一不面演康甲X I X玉 X玉 X 之 X去 X去
各 因子直接关系 _ _ 9竺1旦22 旦竺 Q旦旦旦

_ _ _ _ _

介 2 77 8 0
·

3。。 9 .0 4 2 8 7 .0 4 9 0 6 .0 5 2 7 7

r z z P l y 0
.

0 40 0 0
.

0 1 2 4 一 0
.

0 28 3 一 0
,

0 9 0 1 0
.

0 1 8 7

r z Z P Zy 0
.

0 1 2 9 0
.

0 0 8 5 0
.

0 0 8 5 一 0
.

0 0 8 5 一 0
.

0 1 3 8

r l s P 3 , 0
.

0 1 74 0
.

0 3 6 8 一 0
.

0 1 4 2 0
.

0 2 2 0 0
.

0 0 0 2

r l 4 P心y
一 0

.

0 4 30 0
.

0 4 0 3 一 0
.

0 15 4 0
.

0 7 4 0 0
.

0 3 6 5

r x s P S ,
一 0

.

1 9 54 一 0
.

0 5 7 1 0
.

0 34 1 0
.

1 0 5 4 0 0 5 2 0

r 1 6 P 6y 0
,

0 4 6 4 一 0
.

10 6 0 0
.

0 0 0 3 0
.

0 5 9 6 0
.

0 5 9 6

各 因子综合关系 0
.

0 3 6 0 0
.

0 1 7 9 0
.

3 1 7 7 0
.

4 3 19 0
.

4 8 5 7 0
.

5 8 4 2 0
.

5 2 7 7

3 结论

肉桂生长与立地因子关系密切
。

在适宜

的立地条件下
,

生长快
,

长势旺盛
,

树皮厚
,

产

皮量多 ; 反之则少
。

肉桂树皮的生长量随树干

直径 的增大而增加
,

树干直径受树高因子的

影 响明显
。

为能在短期内培育成干粗
、

皮厚
,

量多 的植株
,

应根据立地条件确定合理的栽

培 密度
,

并在初植时期与草本药用植 物如惹

苗进行复合经营达到以耕代抚
,

以短养长
,

提

高经济效益
,

促进 肉桂生长 的目的
。

本文提出影响肉桂树皮生长量起主导作

用 的立地因子有土类
、

坡向
、

表土层厚度和坡

形等
。

以此诸因子和产皮量所建立的多元线

性 回归方程
,

可预测肉桂产皮量
,

具有一定的

指导生产价值
。

福建省 中
、

南亚热带地区气候温暖
,

雨量

充沛
,

丘陵山地多
,

非常适宜 肉桂生长
。

因此
,

因地制宜地发展 肉桂也是山 区脱贫致 富的一

项重要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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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大黄属植物民间用药状况调查研究

兰州医学院药学 系 ( 7 3 0 0 0 0) 沈世林
朱

摘 要 根据调查介绍 了甘肃大黄 属植物 10 种 1 变形 的民间用药情 况
,

为研究 甘肃省 产正品大

黄 以外的其它种群药用提供依据
。

关键词 甘肃 大黄属 民间用药

大黄属 R h eu m 全世界约有 60 多种
,

我

国有 4 0 多种
,

主要分布在西北
、

西南等地
,

生

长在高海拔
、

潮湿阴冷的地区
。

甘肃产 15 种

1 变形
。

由本属植物的掌叶大黄
、

唐古特大黄

和药用大黄生产的 中药材大黄
,

是常用中药

之一
,

也是甘肃产的五大宗 中药材之一
。

除此

之外
,

本属其它种群
,

在民间也有广泛地应用

基础和悠久的应用历史
。

为 了合理地利用资

源和开发研究本属植物
,

我们在实地和 民 间

用药调查基础上
,

结合有关文献资料
,

初步整

理出 10 种 1 变形的药用状况
,

现报告如下
。

i 掌叶大黄 及人e u m 夕a l m a t u m l
·

s p
·

e d
·

葵叶大黄
、

天水大黄
、

甘肃大黄
、

锉水大

黄
、

礼县大黄
、

北大黄
、

西宁大黄
。

高作经
,

等
.

植物分类学报
,

1 97 5 ; 1 3 ( 3 )
:

73
,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 1 部
.

1 9 90
: 1 5

。

A d d r e s s :
S h e n S h i l i n ,

eD P a r t m e n t o f P h a r m a e y ,

L a n z h o u M e d i e a l C o lle g e ,

L a n z h o u

.

7 0 0
-



生长在山坡草丛或林下
,

分布在甘南
、

陇

南各县及华亭
、

永登
、

天祝
、

武威
、

山丹等地
。

现在上述各地已有大量栽培
。

具有清热泻下
,

凉血止血
、

消积导滞等功

效
,

临床上用于治疗热毒炽盛
、

大便秘结
、

烦

燥澹语及腹胀饱满
、

消化不 良
、

湿热黄疽
、

痪

血停滞
、

目赤 口疮
、

疗痈疮毒等火热之证
。

本

种是 目前中药大黄来源的主要种群
。

2 唐吉特大黄 R
.

t a n g u t icu m M a x i m
.

鸡爪大黄
、

凉黄
、

代黄
、

香大黄
、

金木
。

高作 经
.

植物 分类 学 报
,

19 75 ; 1 3 ( 3 )
:

7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1 部
.

1 99 0 :

14
。

生长在高山草地或石崖旁林下
,

产于甘

南各县及宕 昌
、

临夏
、

祁连山东端 的天祝
、

武

威
、

古浪等地
。

功效和作用同掌叶大 黄
:

用本种植物的

根茎生产的中药材大黄
,

目前认为是中药大

黄中质量最佳者
。

3 药用大黄 R咬刀笼
e i n a l e B a i l l

.

川大黄
、

马蹄大黄
、

南大黄
、

大黄
。

孔宪武
.

兰州植物通志
.

1 96 2 : 1 74
,

《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1 部
.

1 99 0 : 1 4
。

生长在山 坡下或草丛
,

产于陇南各县及

天水各县市及兰州等地
。

在我省境 内多为种

植品
。

功效及主治同掌叶大黄
。

本种植物 的根

茎生产的大黄
,

是川黄或南大黄的主要来源
,

质量较前二者为次
。

以上 3 种为我国药典所

确定的正品大黄的来源种
。

4 六盘 山大黄 R
·

11即
a n s h a n e n s e C h e n g e t

K a o

高作 经
,

等
.

北京医科 大学学报
,

1 9 9 3 ;

2 5 ( 5 )
: 9

,

植物分类学报
,

1 9 7 5 ; 1 3 ( 3 )
: 7 3

。

生长在山坡草丛或林下
,

产于六盘 山地

区及西延的礼县等地
。

功效和作 用同掌 叶大黄
,

在产地 民间广

泛地月做大黄
。

5 波叶大黄 R
.

u n d u l a t u m L
.

土大黄
。

孔宪武
.

兰州植物 通志
.

19 63
: 1 7 3

,

马

《中草药 》 19 9 8 年第 29 卷第 10 期

毓泉
·

内蒙古植物志 2 卷
.

19 90
:

14 6
。

本种在我省境内为栽培种
。

生长在定西
、

兰 州
、

永登
、

白银 及陇东 的平凉
、

庆 阳和河西

走廊的民勤
、

安西等地
、

县市
。

本种和上面各种相 比较
,

泻下之力较弱
,

但具有健 胃和中作用
,

人服用后常有腹痛感
,

所以近年来多做兽药使用
。

曾从本种提取活

性 成 分土 大黄 昔 ( r h a p o n t i c i n ) 制成多 种剂

型
,

临床用于降脂
。

6 光茎大黄 R
.

g l a b ir ca u l e G
.

猪屎大黄
、

猪屎黄
。

高 作 经
,

等
.

植 物 分 类 学 报
,

1 9 7 5 ; 1 3

( 3 )
: 7 2

。

生长在石崖旁草丛
,

分布在武都
、

文县及

眠县等地
。

具有清热泻火
、

凉血止血等作用
,

主要用

于热结便秘
、

腹胀及各种出血症
。

民间认为其

泻下作用与掌叶大黄近似
。

7 短裂光茎大黄 R
.

g l a b icr
a u l e G

.

猪屎大黄
、

猪屎黄
。

高 作 经
,

等
.

植 物 分 类 学报
,

1 9 7 5 ; 1 3

( 3 )
: 7 2

。

产地及功效
、

民间应用均同光茎大黄
。

8 心 叶 大 黄 R
.

a cu m in a t u m H o o k
.

f
.

e t

T h o m S
.

吴征锰
.

西藏植物志 1 册
.

19 86
: 5 9 8

。

生于石崖旁草丛
,

分布在武都
、

文县
。

具有清热泻火
、

健 胃消积之功效
。

因其根

茎较小
,

产地多用于治疗 消化不 良的 胃院胀

满
,

暖腐吞酸等证
。

9 小大黄 R
.

夕u m i l u m M a x i m
.

吴征锰
.

西藏植物志 1 册
.

19 86
: 5 9 6

。

生于高山草甸上
,

在甘南各县及临夏
、

天

祝
、

肃南等地有分布
。

功效 以健胃消食
、

化滞
、

清热为主
。

产地

多用于治疗小儿消化不 良
。

1 0 矮大黄 R
.

n a n u m S i e
.

戈壁大黄
。

刘姨 心
.

中国沙漠植 物志 1 册
.

1 9 8 5 :

3 2 1
。

生于戈壁荒漠洪水流经地处
,

主要分布
·

7 0 1
.



在酒泉
、

嘉峪关等地市县
。

具有清热缓泻
、

健胃安 中之功效
。

用于治

疗大便秘 结
, 口 干

、

口 渴
、

口 臭
,

脱腹 痞满 等

证
。

1 1 歧穗大黄 R
·

s c a b e

irr m u m L i n g e l s h
·

石大黄
、

祁连大黄
、

甘青大黄
。

刘姨 心
.

中国沙摸 植物志 1 册
.

1 9 8 5 :

3 2 1

生长在祁连山 区的山间砾石滩上及洪水

冲积扇上
。

功效有清热泻火等作用
,

在祁连 山区 的

民间做大黄使用
。

但认为其泻下
、

健 胃和中之

作用较弱
。

目前在大黄属植物 中
,

以 3 种正 品大黄

为主
。

但我们观察六盘山大黄的根茎横切面

发现在紫外灯下呈棕 色荧光
,

且叶有掌状深

裂
,

因此值得全面研究
,

有可能成为大黄药材

的新植物种群来源
。

另外
,

波叶大黄耐寒耐旱

程度较好
,

在甘肃易于栽培
,

成活率高
,

过去

就曾有过大面积种植 经验
,

因此还应加强开

发研究
,

提取和分离有效成分
,

开辟新用途
。

同时对光茎大黄和短裂光茎大黄在民间用药

的基础上
,

进一步研究开发其新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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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豆根和北豆根的鉴别

广西桂林三金药业集 团公司 ( 5 4 1 0 0 4) 曾 学
`

摘 要 对 山豆 根和北豆 根进行 了药材性状
、

显微特征及理化薄层色谱鉴别
,

为市场上 两种药材

的区别提供参考
。

关键词 山豆根 北豆根 鉴别

山豆根 为常用 中药
,

全 国各地所用的山

豆根较为复杂
,

正品 山豆根应为豆科 植物越

南槐 (又名广豆根 ) S oP h o ar t o n k i n e n s i s G a g
-

n e p
.

的干燥 根 及根 茎 〔1〕 ,

主要 成 分有 苦 参

碱
、

氧化苦参碱
、

臭豆碱
、

甲基金雀花碱等 〔 2〕 。

东北及华北地区所用的北豆根为防己科植物

蝙蝠葛 几夕七in sP e

mr
u m d a u ir cu m D C

.

的干燥

根茎
,

主要成分有山豆根碱
、

汉 防己碱
、

蝙蝠

葛碱
、

木兰花碱等
。

我们就二者的药材性状
、

粉末显微特征
、

理化
、

薄层色谱鉴别等方面作

了 比较
。

1 药材性状鉴别

1
.

1 山豆根
:

根茎呈不规则 的结节状
,

顶端

常残存茎基
、

其下着生数条根
,

根呈 长圆形
,

常有分枝长短不等
,

直径 .0 7 c m ~ .1 S C m
,

表面棕色至棕褐色
,

有不规则 的纵皱纹及突

起的横向皮孔
,

质坚硬
,

难折断
,

断面皮部浅

棕色
,

木部淡黄色
,

有豆腥气
,

味极苦
。

1
.

2 北豆根
:

根茎呈细长圆柱形
,

弯曲
,

有分

枝
,

长可达 5 0 c m
,

直径 0
.

3 e m ~ 0
.

8 e m
,

表

面黄棕色至暗棕色
,

多有弯 曲的细根
,

并可见

突起根痕及纵皱纹
,

外皮易剥落
,

质韧
,

不易

折断
,

断面不整齐
,

纤维性
,

木部淡黄色
,

呈放

射状排列
,

中心有髓
,

气微
,

味苦
。

2 粉末显微特征

2
.

1 山豆根
:

1) 淀粉粒多
,

主要单粒
,

呈 圆形

或类圆形
,

直径 4 拜m ~ 1 6 拌m
。

2 )木纤维呈长

条形 或梭形
,

多成 束散在
,

直 径 20 拌m 一 30

A d d r e s s :
Z e n g X u e ,

G u i l in S a n j in M e d i e i n e G r o u p C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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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T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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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u i l in

曾 学 1 9 8 7 年毕业于广西药科 学校中药专业
, 1 9 9 3 年中药大专毕业

,

主要从 事药品检验工 作
,

对中药材 的鉴别有一
定的经验

,

在省级以 上刊物发表多篇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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