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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产丁公藤原植物的调查及商品丁公藤主流品种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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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为准确使用丁公藤这一传统中药提供鉴别依据。方法原植物调查，商品丁公藤药材的收集和鉴

定，并结合研究文献和实物标本。结果 广西所产的丁公藤原植物为《中国药典》规定的丁公藤属(Erycibe Roxb．)

的光叶丁公藤E．schmidtii，而市场流通的商品丁公藤主要为飞蛾藤属(Porana Burm．f．)的大果飞蛾藤P．sinen—

s厶和近无毛飞蛾藤P．sinensis var．delavayi，光叶丁公藤已只限于当地山区草医应用。结论大果飞蛾藤和(或)

近无毛飞蛾藤已成为商品丁公藤的主流品种及事实上的《中国药典》载丁公藤的代用品。建议加快对这一代用品的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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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ng original plant of Caulis Erycibes in Guangxi and identifying mainstream

variety of Caulis Erycibes in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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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公藤是广西壮族民间传统用药，《中国药典》

1995年版开始收载两种原植物，为常用中药。《中国

药典}2000年版规定丁公藤为旋花科植物丁公藤

Erycibe obtusifolia Benth．及光叶丁公藤E．

schmidtii Craib的藤茎[1]。具有解表发汗、疏风祛

湿、舒筋活络、消肿止痛的功效。主治风湿痹痛和风

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坐骨神经痛、半身不

遂、跌打损伤等症。丁公藤饮片是“冯了性药酒”及许

多中药复方和丁公藤注射剂的主要原料。笔者在进

行“丁公藤注射剂指纹图谱的研究”时发现，在相同

的条件下，不同厂家提供的注射剂及药材饮片所作

的指纹图谱很不一致。根据最新报道[2]，丁公藤药材

原植物除了光叶丁公藤外，丁公藤在广西也有分布，

而广西也是众多生产丁公藤注射剂的制药企业所在

地，于是笔者对丁公藤药材主产地之一的广西其原

植物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对广西、上海、江苏、浙江和

广东等地的商品丁公藤药材进行了收集和鉴定，以

期为中医、中药企业以及网络媒体准确使用和刊载

这一传统中药提供鉴定资料。

l广西产丁公藤原植物的调查

采用路线调查法，让当地的药农或草医作向导，

于2003年7～8月对桂西北河池地区的东兰县、桂

南防城港市的防城区和上思县以及桂东北部的桂林

市等地的“丁公藤”进行了的采集和考察，采集标本

7号30余份。经笔者鉴定，它们是旋花科丁公藤属

(Erycibe Roxb．)的1种及飞蛾藤属(Porana

Burro．f．)的1种和1变种植物，即光叶丁公藤E．

schmidtii Craib(吴立宏03005、03006、03007、

03008、03011)、大果飞蛾藤(异萼飞蛾藤)P．sinen—

sis Hemsl．(吴立宏03002)和近无毛飞蛾藤P．

sinensis Hemsl．var．delavayi Rehd．(吴立宏

03001)。凭证标本分别存放于上海中药标准化研究

中心和中国药科大学。3种原植物的详细特征参见

《中国植物志》[3]，主要区别点列检索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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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叶革质，长圆状椭圆形，基部宽楔形，顶部骤然渐尖，

叶柄长0．5～2 em，新鲜时通常紫红色，干后褐色；花

萼5，近相等，花冠白色，花柱几不存在；浆果⋯⋯

⋯⋯⋯⋯光叶丁公藤E．schmidtii Craib

1．叶纸质，三角状卵圆形，基部心形，顶部尾尖至具短

尖头，叶柄通常长于4 em，绿色；花萼5，3个小，2个

极度增大，果实可达7～9 cm，花冠淡紫白色，花柱单

一，长1～1．5 cm；蒴果

2．叶两面密被褐色短柔毛，老时腹面近于无毛⋯⋯

大果飞蛾藤P．sinensis Hemsl．

2．叶两面近于无毛，或仅在背面主脉处有疏毛⋯⋯

⋯⋯⋯⋯⋯⋯近无毛飞蛾藤P．sinensis Hemsl．

var．delavayi Rehd．

2商品丁公藤药材的收集和鉴定

笔者对广西玉林市、南宁市、防城港市、钦州市、

河池市东兰县、桂林市，上海市，浙江杭州市，江苏南

京市和东台市，广东广州市和湛江市等地的商品丁

公藤药材进行了调查，范围涉及制药企业、药材公

司、药材市场和民间，共收集药材样品20号(件)，除

了从防城港市防城区生草药市场收集到的被当地草

医称为“红丁公藤”的2号标本(Wu005、Wu007)的

原植物待进一步鉴定外，其他18号药材经过鉴定可

归为两类，一类是光叶丁公藤，另一类是大果飞蛾藤

或近无毛飞蛾藤，后者的2种仅从藤茎来看不易区

2．1光叶丁公藤，地方名：勾来(广西上林县)、丁公

藤(广西上思县、防城区，海南)、自丁公藤(广西防城

区)、光麻辣子藤(海南)。茎呈圆柱形，直径l～6

cm。药材为厚约l cm以下的斜切片，草医用为长约

15～30 cm的长切段，用时切片。茎外表面灰色或灰

褐色，稍光滑，在药材长切段的外表可见多数较为连

续的浅纵沟，形成明显纵向纹理及龟裂纹，落皮层呈

纵向条块状脱落，皮孔明显，或多或少散生，多为椭

圆形，较粗茎上的皮孔呈线状，多横向，黄白色，触之

有粉状脱落。偶见根切片或根段，外皮黄褐色，常无

皮孔。切面椭圆形，黄白色或黄褐色，皮层部分较薄，

连同树皮部分呈棕色。次生木质部发达，髓射线棕

色，连同不规则深凹人次生木质部的次生韧皮部部

分将次生木质部分隔而呈(菊)花状，较粗茎具三生

结构，三生木质部在次生木质部的外围呈块状或花

瓣状，木质部黄白色或棕色，导管孔大小较均一，韧

皮部棕色，易沿韧皮部和髓射线处形成裂隙，髓小，

多已木化，或髓不明显。质坚实，气微，味淡。

2．2 大果飞蛾藤(异萼飞蛾藤)或近无毛飞蛾藤，地

方名：丁公藤(广西河池市、南宁市、玉林市，江苏，浙

江，上海)。茎呈圆柱形，有时扭曲，直径1～5 cm。商

品药材为厚约0．3～7 cm的斜切片或短切段。茎外

表灰褐色，在短切段的外表可见数个稍凹陷的多少

分。两类丁公藤药材的收集和原植物见表1。 随茎扭曲的连续纵沟，并具明显的纵向纹理及龟裂
表1商品丁公藤的收集和原植物

Table 1 Collection of Caulis Erycibes in market and its original plants

*Ps一太果飞蛾藤Psd一近无毛飞蛾藤Es一光叶丁公藤

*Ps—P．5inensis Psd—P．sinensis var．delavayi Es—E．schmidtii

纹，落皮层呈不规则的片状或颗粒状脱落，皮孔或多

或少散生，多为椭圆形，灰褐色。切面椭圆形，黄白

色，皮层部分较薄，连同树皮部分呈褐色。较粗茎的

次生木质部或三生木质部发达，髓射线连同凹入木

质部部分的韧皮部将木质部分隔呈多个花瓣状，木

质部黄白色，导管孔大小较均一，韧皮部的韧皮纤维

发达，集中环绕木质部分布，通常观察斜切片凹陷的

一面时可见韧皮纤维呈银白色金属光泽，易沿韧皮

部或髓射线处形成裂隙，髓不明显。质较轻，气微，

味淡。

3文献和标本研究

丁公藤只见于广东中部及沿海岛屿，光叶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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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则分布于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至东部、广东、海

南[3]。而据最近报道，丁公藤在广西大瑶山的桂平

县、大明山的上林县和武明县、十万大山的上思县有

分布[2]，但在这次调查中未采到。笔者曾到文献[2]

的作者单位，但未见到留样标本。在广西药品检验所

见到了一些“丁公藤”及其伪品标本，在正品“丁公

藤”标本中，记录来源于上林、上林大明山、上思的几

号标本仅为茎藤，或茎藤和枝叶，未见具有较大鉴定

价值的花果标本，而从枝叶和茎藤来看这类标本应

是光叶丁公藤。在南方植物馆藏丰富的华南植物研

究所标本馆(IBSC)、中山大学植物标本馆(SYS)

和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IBG)进行了详细的查

阅，也未见这些地区的丁公藤标本，相反采集于上述

这些地区的光叶丁公藤标本则十分丰富。另据报

道[4]，上林县医药公司于1970一1974年在大明山收

购“丁公藤”药材达5×105 kg，现已急剧减少，而在

IBG的莫新礼741741号标本(1975一01—23，武明大

明山朝阳沟)上记录到该种植物为该地收购“丁公

藤”药材的原植物，该份标本已被准确鉴定为光叶丁

公藤。因此，初步认为，过去在广西收购到的和文献

报道的丁公藤属的“丁公藤”应是光叶丁公藤，同时

质疑广西曾收购到本地产的丁公藤药材。

4讨论和建议

4．1 调查发现市场主流商品丁公藤的原植物几乎

完全是大果飞蛾藤或近无毛飞蛾藤。光叶丁公藤已

经从原来的主流品种的地位[51退居次要位置，原因

之一就是光叶丁公藤资源已近于枯竭，主要局限于

十万大山呈零星分布，仅为当地草医所使用，而且收

购价格为大果飞蛾藤的近10倍。大果飞蛾藤分布较

广，华南、西南至华中西部均有分布，但何时在广西

作为丁公藤应用，现在无从考证，主要在南宁市、玉

林市及以北地区应用和收购。据河池市某制药企业

技术员和当地药农反映，该类“丁公藤”已在当地作

丁公藤收购了几十年。而且目前保存于广西药品检

验所的正品“丁公藤”中来自于广西陆川县的一份药

材标本(1987—12，钦州地区某制药厂送)的原植物

即是大果飞蛾藤或近无毛飞蛾藤。笔者在广西各个

药材批发市场调查时发现丁公藤药材的原植物全是

大果飞蛾藤或近无毛飞蛾藤。另据玉林药材市场批

发商介绍他们将丁公藤药材批发到本省和全国的药

材公司或药材批发市场。收集于江苏某制药企业的

一批药材(Zhu 004)标明来自于安徽毫州远达药业

有限公司，而后者记录药材来源于广西玉林。在丁公

藤的主产地——一广东湛江地区也未见使用《中国药

典》法定品种药材。此外，根据已有的文献统计[6~8]，

丁公藤的伪品多达10种，但均未指出这一应用较

早的大果飞蛾藤或近无毛飞蛾藤是伪品，说明大果飞

蛾藤或近无毛飞蛾藤早已被当作丁公藤应用了。

4．2大果飞蛾藤或近无毛飞蛾藤目前已成为商品

丁公藤的主流品种，事实上，已成为《中国药典》收载

丁公藤的代用品。面对这样的事实，建议加紧对这一

代用品的深入研究。光叶丁公藤和丁公藤均含有香

豆素类成分东莨菪素(scopoletin)和东莨菪苷

(scopolin)[5’9]。实验表明这两种成分是丁公藤中抗

风湿有效成分口们(笔者的实验材料来自于广西南宁

地区，疑为光叶丁公藤)。笔者也从大果飞蛾藤或近

无毛飞蛾藤中分离到了这两种化学成分，其量远较

光叶丁公藤中的为高，药理学和药动学的研究也在

进行。深入的研究将为大果飞蛾藤或近无毛飞蛾藤能

否完全替代丁公藤属的丁公藤提供重要的药学资料。

致谢：在广西河池地区调查时得到河池市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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