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狗,也不应再作透骨草入药。

3　关于统一透骨草名称问题

透骨草一药明代以后在各种本草专著中所指的

已不是一种植物。例如《救荒本草》始载的透骨草为

唇型科植物益母草 L eonurus sibiricus L, 《本草原

始》的透骨草系指大戟科的地构叶 Sp eroanskia tu-

ber culata ( Bunge) Bail l,《本草纲目拾遗》指出凤仙

花又名透骨草,同时还提到铁线透骨草。可见在古代

药用的透骨草已有数种。今后为进一步观察和总结

临床疗效,避免互相混淆,建议对目前较为广泛使用

的 16 种透骨草分别贯以识别名称如下:地构叶: 珍

珠透骨草, 凤仙花:凤仙透骨草, 角蒿:角蒿透骨草,

数种铁线莲:铁线透骨草,数种野豌豆: 东北透骨草,

数种白珠树:白珠透骨草,尾叶越橘:大透骨草(保留

当地名称) ,连钱草: 连钱透骨草, 接骨木:接骨透骨

草,徐长卿:长卿透骨草。

致谢:刘元兴、李胜利、罗文婧、韩刚等同志参加

部分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 1999-07-12 收稿)

曲阜孔林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及其利用

曲阜师范大学生物系( 273165)　　徐承水X

　　孔林作为世界最大最古老的氏族基地和人造园

林,以其独特的人工景观和自然景观享誉国内外,被

载入世界文化保护名录。对其生物资源的调查和研

究,无疑对保护文物,进一步合理开发利用这一旅游

胜地具有指导意义。孔林植物资源极其丰富,国内不

少学者对其做过许多工作[ 1～3]。在此基础上,我们进

一步对孔林野生药用植物资源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归

类,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和合理利用的

设想和途径。

1　自然环境概况

孔林位于曲阜城北 (北纬 36°36ø, 东经 117°

42ø) , 占地 200 hm
2
,是历代孔氏家族的专用墓地。

孔林地处南暖温带,气候温和,四季降水量分配极不

均匀,形成冬旱、夏涝、晚秋又旱的周期性变化特点,

年平均降水量约在 600 mm 左右, 月平均相对湿度

为 60%, 全年有近 7个月的时间适于植物生长。孔

林的土壤系由泗水河冲积母质发育而来的褐土化浅

色草甸土,质地粘重,土层厚而肥沃, 酸碱适中, 很适

于动植物的繁衍。

孔林的植被极其丰富, 概括起来主要有 3类,一

类是森林植被,包括以侧柏和圆柏为建群种的针叶

林和以麻栎和黄连木为优势建群种的落叶阔叶林。

据统计,孔林中仅高大乔木就有 2万多株, 其中包括

被国家列为一二级“活文物”的古树 9 445株。另一

类是以草本植物和灌木(如老鸦瓣、点地梅、阔叶麦

冬、早熟禾、荆条、郁李、酸枣、扁担木等)形成的灌草

丛植被。第三类是生活在水域系统中的水生植被, 另

外林下苔藓、蕨类种类繁多,生长茂盛。

2　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现状

孔林的野生药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通过对孔

林的实地考察和标本鉴定,种类在 200种左右,占孔

林植物总数的 70 %以上, 隶属 72科,其中以菊科、

蝶形花科、禾本科、蔷薇科的植物为最多,均在 10种

以上,其它如十字花科、大戟科、蓼科、伞形科、唇形

科、藜科等也均在 5种以上。林中分布最广泛、数量

最多的单科单种植物主要有黄连木、蝙蝠葛和酢浆

草,它们在林中几乎处处可见,而在洙水河附近则以

美商陆和日本薯蓣为最多。笔者仅对常见药用植物

其药用部分的不同归类介绍如下
[ 4]
。

2. 1　草类:茵陈蒿、蒲公英、大蓟(菊科)、益母草、薄

荷、荆芥(唇形科)、马齿苋(马齿苋科)、紫花地丁、苦

地丁(堇莱科)、败酱草(败酱草科)、马鞭草(马鞭草

科)、猫眼草(大戟科)、翻白草、蛇莓(蔷薇科)、狗尾

草(禾本科)、毛茛(毛茛科)、酢浆草(酢浆草科)、龙

葵(茄科)、灯芯草(灯芯草科)和瓦松(景天科)。

2. 2　根及根茎类:地黄、玄参(玄参科)、丹参(唇形

科)、白头翁(毛茛科)、防风、石防风、柴胡(伞形科)、

地榆、野蔷薇(蔷薇科)、黄连木(漆树科)、半夏、天南

星(天南星科)、白前(萝摩科)、大戟(大戟科)、商陆

(商陆科)、萱草、白茅(禾本科)、何首乌(蓼科)、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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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草科)、远志(远志科)、泽泻(泽泻科)、苦参(豆

科)和荆条(马鞭草科)。

2. 3　种子果实类:栝楼(葫芦科)、牵牛(旋花科)、王

不留行(石竹科)、酸枣(鼠李科)、蒺藜(蒺藜科)、车

前子(车前科)、银杏(银杏科)、苍耳(菊科)和臭椿

(苦木科)。

2. 4　枝叶类:圆柏、侧柏(柏科)、野艾蒿(菊科)、爬

山虎(葡萄科)和蝙蝠(防己科)。

2. 5　花类:野菊花、旋复花(菊科)、夏枯草(唇形科)

和紫花苜蓿(蝶形花科)。

2. 6　皮类:枸杞(茄科)和榔榆(榆科)。

在以上分类中, 有的种类整个植株或多个部位

均有药用价值,为避免重复和行文累赘,我们仅根据

其主要部分归入某一类。

3　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野生药用植物除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外,对维

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美化净化环境、丰富人们的生

活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作为旅游胜地的孔林,丰富的

野生药用植物还点缀着旅游生态环境,因此,我们更

应该有效地保护和合理地利用好这一自然资源。

首先, 作为文物管理部门,要协同有关单位,如

环保局、住曲阜高等学校等,定期对野生药用植物资

源进行普查, 搞清其种类、数量和分布,为保护和合

理开发利用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其次,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加大投入,制定行

之有效的建设和保护措施。随着孔林旅游业的迅速

发展,特别是孔林内新旅游景点的开发,使野生药用

植物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污染和破坏,致使其生存

受到很大威胁, 因此建议孔林管理部门在开辟新旅

游景点的同时, 一定考虑到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的保

护, 植造新的树种,丰富扩大绿化,千方百计为药用

植物的生存和繁衍创造适宜条件。

再次,严格控制对野生药用植物的挖掘采集, 对

孔林这样一个植被丰富的人造园林, 应该由主管部

门组织有计划的采集利用, 严禁附近村民以获利为

目的乱伐滥采。

最后,还要注意开展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的科学

研究和人工种植,在保护好现有种的同时,设法通过

各种渠道引种栽培, 扩大绿化面积,增加药用植物种

的多样性。

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它不仅

作为药物、食品和工业原料等供人们直接利用,而且

由此维持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给人类的生存创造

了适宜的环境。孔林既是一个生长奇花异草的大植

物园,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中草药库,同时,种类繁

多的野生药用植物还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因此,我们

要爱护、珍惜这些宝贵的野生资源。相信经过各级有

关部门的精心管理和加倍养护,孔林野生药用植物

会更加丰富繁茂, 为孔林这一旅游胜地更加璀璨发

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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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J 超微 粉碎 机 问世
攻克粉碎过程中的温升难题, 通过浙江省科委技术成果鉴定

这是一种特别适宜于纤维类中草药及矿物类、骨质类中药材常温下超微粉碎的新一代单元设备, 日前通过了省级新产品

鉴定, 专家认为该机的试制成功是粉体工程的重大突破, 对促进中医、中药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该产品是依托产、学、研联合自主开发研制的新颖高效组合式超微粉碎设备, 设计先进, 其创新性、先进性在于将高精度

涡轮式分级和高速冲击微粉碎机有机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粉碎过程中的温升问题,达到较大的节能效果, 且具有较好的使

用可靠性; 并配有高压负压吸风系统,使产品结构紧凑、效率高、运行可靠、粉碎粒度达 10微米以下,对中草药材最细可达 3～

5 微米以下,粒度无级可调 ,粒度分布窄。

经用户使用,反映良好,认为该机是现阶段中药制备过程中“切碎”工序应用超微粉碎技术的较佳机型, 它比传统方式减

少污染, 降低成本,改善环境,操作简便,占地少,投资小, 能耗低, 且粉碎细度能达到与气流粉碎机同样的要求, 便于工业化生

产, 发展整个中药产业。

规模大、新品多、品种全成套超微粉碎设备生产基地
浙江丰利粉碎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春峰　　联系人:叶向红　　电话 /传真: 0575- 3185888　3100888　3182888

地址: 浙江省嵊州市城关罗柱岙　　　 邮编 : 31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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