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 ) ,在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区 ,经过两年的引种驯

化筛选 ,其中 12种一年生植物可在黄河三角洲正常

生长发育 , 11种多年生植物可在这里生长并能越

冬 [1 ]。

另外 ,许多盐碱地野生药用植物具有多种用途。

如柽柳还是盐碱地土壤改良及绿化树种 ,其枝条还

可编筐 ,也是蜜源植物。罗布麻的茎皮纤维是纺织高

级衣料和造高级用纸原料。 嫩叶蒸炒揉制后可当茶

饮用 ,也是良好的蜜源植物。叶还可提橡胶。如能注

意到这些药用植物价值的多样性 ,进行全面开发 ,可

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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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荜茇系胡椒科植物荜茇 Piper longum L. 的干

燥近成熟或成熟果穗。主产于南亚、东南亚等热带地

区 ,我国的云南、海南与广东三省有分布 ,临床用药

分进口品与国产品两种。又名:毕勃 ,荜拔梨、阿梨诃

陀 ,椹圣。具有温中散寒 ,下气止痛之功效 ,多用于治

疗呕吐、泄泻、脘腹冷痛、偏头痛及牙痛等 [1 ]。目前有

些地方存在以同属植物的果穗代替荜茇或相互混用

的情况 ,为了更好地正本清源 ,兹对其考证如下:

1　古本草记载

荜茇 ,首见于南北朝时期的《雷公炮炙论》: “凡

使 ,先去挺 ,用头醋浸一宿 ,焙干 ,以刀刮去皮粟子令

净方用 ,免伤人肺 ,令人上气”
[2 ]
。

唐· 《新修本草》曰: “荜茇生波斯国。此药丛生 ,

茎、叶似 酱 ,子紧细 ,味辛烈于 酱” [3 ]。 《酉阳杂

俎》谓: 荜拔出摩伽陀国 ,呼为荜拔梨 ,拂林国呼为阿

梨诃陀。 苗长三、四尺 ,茎细如箸 ,叶似蕺叶 ,子似桑

椹 ,八月采 [4 ]。

宋· 《本草图经》称:荜茇 ,出波斯国 ,今岭南有

之。多生竹林内 ,正月发苗 ,作丛 ,高三、四尺 ,其茎如

箸 ;叶青圆 ,阔二、三寸如桑 ,面光而厚。三月开花 ,白

色在表 ;七月结子如小指大 ,长二寸以来 ,青黑色 ,类

椹子。九月收采 ,灰杀 ,暴干。南人爱其辛香 ,或取叶

生茹之。黄牛乳煎其子 ,治气痢 ,神良。谨按《唐太宗

实录》云:贞观中 ,上以气痢久未痊 ,服它名医药不

应 ,因诏访求其方 ,有卫士进乳煎荜拔法 ,御用有效。

刘禹锡亦记其事云 ,后累试年长而虚冷者 ,必效
[5 ]
。

《开宝本草》云: 荜茇 ,味辛 ,大温 ,无毒。主温中下气 ,

补腰脚 ,杀腥气 ,消食 ,除胃冷 ,阴疝 ,痃癖。其根名荜

茇没 ,主五劳七伤 ,阴汗核肿。生波斯国 [6 ]。《证类本

草》记为: 荜拔 ,味辛 ,大温 ,无毒。 主温中下气 ,补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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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 ,杀腥气 ,消食 ,除胃冷 ,阴疝痃癖。其根名荜拔没 ,

主五劳七伤 ,阴汗核肿。生波斯国。此药丛生 ,茎、叶

似 酱 ,子紧细 ,味辛烈于 酱。 臣禹锡等谨按日华

子云:治霍乱冷气 ,心痛血气。陈藏器云:毕勃没 ,味

辛 ,温 ,无毒。主冷气呕逆 ,心腹胀满 ,食不消 ,寒疝核

肿 ,妇人内冷无子 ,治腰肾冷 ,除血气。生波斯国 ,似

柴胡黑硬 ,荜拔根也。 唐本注云: 《蜀都赋》所谓生于

番禺者。蔓生 ,叶似王瓜而厚大 ,味辛香 ,实似桑椹 ,

皮黑肉白。酉戎亦时将来 ,细而辛烈。或谓二种。交

州、爱州人云: 酱 ,人家多种 ,蔓生。子长大 ,谓苗为

浮留藤。 取叶合槟榔食之 ,辛而香也 ,又有荜拔 ,丛

生 ,子细 ,味辛 ,烈于 酱。 此当信也。今注渝、泸等

州出焉 [7 ]。

明· 《雷公炮制药性解》则称: 荜拔 ,味辛 ,性大

温 ,无毒 ,入肺、脾、胃、膀胱四经。主温中下气 ,消食

开痰 ,治阴疝 ,止霍乱 ,除泻痢日久 ,疗心腹冷痛。醋

浸一宿 ,刮去皮粟子令净方用
[8 ]
。 《本草纲目》时珍

曰: “荜拔当作荜茇 ,出南方草木状 ,番语也。陈藏器

本草作毕勃 ,扶南传达室作逼拔 ,大明会典作荜

茇 [9 ]。

清· 《植物名实图考》阐述道: 荜拔 ,南方草木

状、酉阳杂俎皆载之 ,开宝本草始著录。丛生 ,子亦如

桑椹 ,近时暖胃方多用之……凡物因地轧异 ,阅隔瀛

海万里耶。 而岭南时有之 ,何以复有异同 [10 ]? 《赤

雅》云: 荜茇……古方用此甚少以其耗散真气动脾肺

之火且损目耳 ,出南番岭南亦有类椹子而长青

色 [11 ]。《本经缝源》记为:荜茇 ,辛大温 ,无毒。醋浸刮

去皮子 ,免伤肺上气。 辛热浮散 ,为头痛、鼻渊要药。

取其能入阳明经散浮热也。性能温中下气 ,治霍乱水

泻 ,心腹满者宜之。然辛热耗散能动脾胃之火 ,多用

令人喘咳、目昏、肠虚下重 ,以其走泄真气也 [12 ]。

综观历代本草 ,荜茇自南北朝至今均有记载和

描述 ,有详有略 ,但究其根源 ,是否均指同一种植物

品种 ,从下面再作进一步研究。

2　荜茇的本草考证

南北朝· 《雷公炮炙论》载有本品但未言其用 ,

只言炮制过程中须“以刀刮去皮粟子令净方用 ,免伤

人肺 ,令人上气。”唐· 李 《新修本草》于 酱项下

言及荜茇谓之“味辛烈于 酱”。明· 李时珍《本草纲

目》云: “按嵇含《草木状》云: 酱即荜茇也。生于番

国者 (泛指我国西方边境外国来者 )大而紫 ,谓之荜

茇。生于番禺小而青 ,谓之 子。本草以 易蒌子 ,

非矣。蒌子一名扶留 ,其草形全不相同。”上述记述明

显不当 ,误指把荜茇当 酱。清·吴其浚在《植物名

实图考》中纠正指出: “……又李时珍引《南方草木

状》云 ,本草以 易蒌子 ,非矣。蒌子一名扶留草 ,形

全不同。今本并无此数语。《唐本草》始著 酱 ,嵇氏

所谓本草 ,当在晋以前 ,抑时珍误他人语耶?”同时又

对类似荜茇的 酱详加分析曰: “ 酱……颜师古

注: 子形如桑椹 ,缘木而生 ,味尤辛 ,今石渠则有之。

此蜀 酱见传纪之始。 《南方草木状》则以生番国为

荜茇 ,生番禹者谓之 ,交趾 (泛指五岭南 )、九真 (今

越南清化 )人家多种 ,蔓生 ,此交、滇之 见于纪载者

也。”此外吴氏还在江西、湖南、云南等地实地考察 ,

详细记述 酱 (蒌叶及芦子 )在民间的食用情况。 再

次证实荜茇与 酱应指不同植物 ,功效亦不尽相同。

《本草图经》“出波斯国 ,今岭南有之。多生竹林

内。 正月发苗 ,作丛 ,高三、四尺 ,其茎如箸 ;叶青圆 ,

阔二、三寸如桑 ,面光而厚。三月开花 ,白色在表 ;七

月结子如小指大 ,长二寸以来 ,青黑色 ,类椹子。 九

月。收采 ,灰杀 ,暴干” ,《证类本草》“此药丛生 ,茎、叶

似 酱 ,子紧细 ,味辛烈于 酱”等关于荜茇的描述 ,

其产地、生长习性 ,采收加工等内容均与现代本草相

似 ,所指应为同一植物荜茇 Piper longum L.。

因《新修本草》、《本草纲目》将荜茇附于 酱或

荜澄茄条下 ,不仅古人易混淆 ,直至现在仍时有混

用。此外 ,市场上或地方药市流通的形态、性味、功效

类似的品种还有木姜子 (即山苍子 ) Litsea pungens

Hemsl.、山鸡椒 L . cubeba ( Lour. ) Pers.、荜澄茄

Piper cubeba L. 等。 它们容易与荜茇相混淆。

有学者曾到黔南州、黔西南等地考察过 ,发现当

地盛产樟科的木姜子、清香木姜子 Litsea euosma

W. W. Smith、黑木姜子 L . otrata S. Lee. 以及胡椒

科的假 Piper sarmentosum Roxb.、华山蒌 P .

Sinense ( Champ. ) C. DC.、缘毛胡椒 P. semi im-

mersum C. DC. 等多种易混淆植物。 它们在形态、

功效上与荜茇、 酱、荜澄茄都非常相似 ,极易混淆 ,

而且民间有以其果和果穗捣碎调食的习俗 [ 13]。这有

可能是造成荜茇、 酱等混淆使用的原因。

现将荜茇与 酱等同属植物的植物分类检索表

摘录如下 ,以兹区别:

1. 茎下部和上部的叶形状均很相似 ,卵状长圆形或卵

状披针形 ,背面沿脉上年内被微硬毛 ;叶蒜鞘长为

叶柄的 2 /3～ 3 /4;苞片有缘毛……缘毛胡椒 Piper

semiimmersum C. DC.

1. 叶形状差异颇大 ,茎下部的阔卵形、近圆形乃至肾

形 ,上部的卵形、卵状长圆形乃至椭圆形 ,背面沿

脉上被极细的粉状短柔毛 ;叶鞘长为叶柄的 1 /3～

1 /2;苞片无缘毛。

·1128·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 l and He rbal Drug s　 2001年第 32卷第 12期



　 2. 叶脉全部基出 ;叶柄长短随叶着生于茎的部位不

同而异 ,茎下部的叶柄长达 9 cm,中部的长 1～

2 cm ,顶部的叶近无柄而抱茎 ;花序轴无毛

荜拔 P . Longum Linn.………………………

　 2. 叶脉有 1对离基 7～ 20 mm从中脉搏发出 ;茎下部

的叶柄伸长 ,中、顶部的叶柄是虽较短 ,但仍长

达 2～ 5 cm;花序轴被毛或雌花序轴无毛

　　 3. 雄花序长 1. 5～ 2 cm,雌花序长 6～ 8 mm;果无

毛 ;叶鞘长为叶柄的 1 /2

假 P . sarmentosurm Roxb.………………

　　 3. 雄花序可达 15 cm,雌花序长达 3～ 5 cm ,果顶

端被绒毛 ,叶鞘长为叶柄的 1 /3

蒌叶 P . betle Linn.……………………

从荜茇的产地、形态、性味、功效等记载分析 ,除

《南方草木状》与《本草纲目》误将荜茇等同于 酱

外 ,其余本草所载荜茇均与现时所用的荜茇 Piper

longum L.相一致。但现代常有同属他种植物如

酱 Piper betle L.等与之相混淆 ,造成误用。

3　结论

通过考证表明 ,荜茇古今来源不尽一致 ,《南方

草木状》、《本草纲目》将荜茇与 酱等同是错误的观

点 ,其余本草所载荜茇均与现时所用的荜茇 Piper .

longum L.相一致。正品来源为胡椒科植物荜茇 P.

longum 的干燥近成熟或熟果穗 酱 P . betle等是

混伪品 ,它们在形态、产地、性味、功效等方面均有相

似之处 ,互相容易混淆 ,临床用药时应注意加以区

别。对于胡椒科其他与荜茇相似的属种 ,药用功效具

体如何 ,有无开发潜力 ,有待进一步研究 ,以便更好

地利用药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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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参为豆科 ( Leguminosae)植物苦参 Sophora

f lavescens Ait的干燥根。有关文献记载它的组织构

造均为双子叶植物根的正常构造 [1, 2 ]。但是观察苦参

根横切面 ,可见形成层环明显 ,具细微的放射状纹理

与裂隙 ,有的具有同心型环纹
[ 1, 3, 4]

,木质部中央有 2

至数个散列或呈环状的菊花心样花纹。笔者经显微

观察研究 ,确定其为苦参的异常构造 ,国内目前尚未

有此报道 ,现将有关研究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原植物取自安徽省合肥市大蜀山 ,由南

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秦明珠教授鉴定。

1. 2　方法:按直径的大小不同截取苦参根的不同部

位 ,分别做横切面制片 ,显微观察。

2　结果

2. 1　正常构造:木栓细胞 5～ 12列 ,皮部狭窄 ,韧皮

部散有纤维束 ,纤维束周围细胞含有草酸钙方晶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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