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的
。

又说到落蓝
.

即大叶冬蓝
,

如果理解成

冬季收获的蓝为冬蓝
,

这与落蓝的生长期
、

收

获期也是吻合的
。

C )《图经本草 》说寥蓝不堪 为淀 的问题
.

也不全面
。

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 》中详细地

收载落蓝
、

萝蓝
、

马蓝
、

木蓝和览蓝 5 种蓝制

作靛蓝的方法和工艺手段
,

及染靛的效果
。

在本 草资料中 《唐本 草 》
、

《 图经 本草 》
、

《蜀本草 》
、

《本草纲 目 》都认为寥蓝是正品
。

我

们依据上述 资料认 为
:

栽培
、

药用最早
,

影响

最大的蓝应是寥科寥蓝
。

4 结语

4
.

1 现代药用青黛
,

严格地说应称为蓝靛
,

作颜料的花青是当年的靛花
。

至于波斯青黛

被蓝靛取代的沿革过程开始在宋代
。

这与宋

代政治经济中心南移
,

船海业发展
,

丝绸之路

在中外交流 中地位下 降乃至被历史湮 灭
,

造

成波斯青黛
“

路远罕有
”

最后完全被取代这样

一个历史过程有无关系
,

值得探索
。

4
.

2 软体动物含有色腺素的种类很多
,

这些

有 色腺素的药理作用是肯定的
〔” ,

至于波斯

青黛的基源物种有待进一步探索
。

4
.

3 蓝的同名异物
,

一物多元现象在 中药史

上很典型
,

值得再作探索
。

参 考 文 献
1 江 苏新医学院

.

中药大辞典
.

上册
.

L海
:

上 海 人民出版

社
,

1 9 7 5
.

1 2 3 0

2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药典委员 会
.

中 国药典
.

90 版一 部注

释
.

广州
:

广东科技出版社
, 1 9 9 3

.

1 05

3 朱 圣和
.

中药 材商 品学
.

北 京
:

人 民卫生出 版社
, 1 9 9 .0

4 3 6

4 上海纺 织研 究所
.

纺 织 史话
.

上海
:

_

上海科 技 出版社
,

1 9 7 4
.

1 4 9

5 蔡英亚
.

贝类学概论
.

上海
:

上海科技出版社
, 1 9 7 9

.

1 9

6 钱 国抵
.

染料化学
.

上海
:

上海 交通大学出 版社
, 1 9 81

.

1 5 3

7 蒋 云怡
.

中国绘画材料 史
.

上海
:

上海书画出版社
,

1 9 8.4

1 3 7

8 贡胜 白
.

本草学
.

南京
:

南京工学院出版社
, 1 9 88

.

1 78

9 解放军后勤部
,

等
.

中国药用海洋 生物
.

上海
:

上海 人民

出版社
, 1 9 7 7

.

5 3

( 1 9 9 4
一

0 7
一

0 8 收稿 )

青海璋牙菜属药用植物资源开发与保护

青海省药品检验所 (西宁 8 1。。。 0) 刘海青
介

刘亚 蓉 朱志强

摘 要 报道了青海樟牙菜属药用植物资源概况
,

计 10 种 3 变种
,

并就其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开发

利用提出了见解
。

关键词 璋牙菜属 资源 药用植物

璋牙菜属 ( S 、 er lt a L
.

) 植物约 1 70 种
,

主要分布于亚洲
、

非洲和北美洲
,

只有少数分

布于欧洲
。

我国有 79 种川
。

本属植物历代本

草几无记载
,

而现代研究发现本属植物普遍

含三菇类 (如齐墩果酸 )
、
口山酮类

、

环烯醚菇类

(苦味质 )
、

碳键黄酮贰等成分
〔2刁 ,

如青 叶胆
、

川西璋牙菜
、

抱茎璋牙菜和北方牙菜等均具

除湿散风
、

清肝利胆的功效
。

我们结合历年 中药资源普查
,

初步统计

青海药用璋牙菜属植物 10 种 3 变种
,

部分品

种 已被开发并形成工业化生产
,

广泛用于临

床
。

1 青海省璋牙菜属药 用植物生境分布及药

用价值

见表
。

牛
A d d

r e s s :
L i u H a i q in g

,

Q i n g h
a i P r o v in e ia l I n s t it u t e

f
o r D r u g C

o n t r o
l

,

X i n i n g

.

1 1 2
·



表 青海省抹牙菜属药用植物生境分布及药用价值

植物 分布及生境 药用部位及功效 备 注

红直璋牙菜 S w
e
rt ia e厂 y th or

s t i c z a M a x im

海 南
、

海 北
、

黄南 及
海 东

。

生于河滩
、

干

草原
、

高山草甸等

全草
。

清热解毒
,

健
胃

、

杀虫
别名

:

红直当药

素色璋牙菜
5

.

。

咧
人or

s z i o c t 。 M a x im
.

v a r
.

动 u n 。 一
海 东

、

海 南等
。

生于 全草
。

清热解毒
,

健
t a t a T

.

N
.

H o e t 5
.

W
.

I 、 u 河谷
、

山坡草地 胃
、

杀虫

二叶璋牙菜 5
.

阮
.

了b石a

aB at L 全草
。

平肝利胆
,

养
血调经

,

退烧
陕西产乌 金 草为
本种晚 出异名朗

林草山及高泽于沼

祁连璋牙菜 5
.

户
r z o

w a l s庵11 P i s s j a u k
.

海西
、

海北
、

玉树
。

生
于 灌 丛

、

高 山草甸
、

沼泽草甸等

全草
。

清热祛湿
,

消
炎利胆

华北璋牙菜 5
.

w
o

alf
n g i a o a e r u n i n g

全 省
。

生于 高 山草
甸

、

沼 泽 草地
、

灌 丛 花
,

清热利胆
及 潮湿地

别名
:

乌氏当药

膜边璋牙菜
〔3〕 5

.

m a r g i n a t a cS h r e n k
.

海北
、

海 南
、

黄南
、

玉

树
、

果洛
。

生于高山 花
。

清热利胆
草甸及灌丛中

北方” 牙菜 之
·

“ “ u ` a ` T u r 。 。二 ’ Be
n ` h二 , H o o k

·

门源
。

生于 阴湿 山
坡

、

林下
、

田边
、

谷地
全草

。

清热解毒
,

祛
湿利胆

:

当药
,

中国
。

在华北地区
疽性肝 炎有

日本 , 牙菜
夏

.

d i l u t a ( T u r e z
.

) 1父 n t h
.

e t H o o k
.

v a r
.

t ao
e ” 5 1 5

H a r a i n Jo u r n
. 海北

。

生于山坡
全草

。

清热解毒
,

祛
湿利胆

川西璋牙菜 5
.

勿 u s , o t Zi F r a n e
h

.

鑫病、
清热解毒

,

祛 别 “
:

藏茵 陈

黄翻 }洒璋牙菜
5

.

从 u s s o t i i F r a n e
h

.

v a r
.

T
.

N
.

H o e t 5
.

W
.

I i u
全草

。

清热解毒
,

祛
湿利胆

抱茎璋牙菜 5
.

fr
a c 人e t i a o a H

.

S m i t h
.

玉树
。

生于山坡
、

河
谷

、

林 下
、

灌 丛
、

水
边

、

河滩

fl a v e s c e , 、 玉树
。

生于河滩
、

lIJ

坡
、

灌丛中

海东
、

海北
、

海南
、

黄
南

。

生于 沟边
、

山坡
、

林缘
、

灌丛
着
草

。

清肝利 胆
,

健 别 “
:

藏茵陈

歧伞璋牙菜 5
.

d i c人。 t。 川 a 1
. 海 东

。

生于河边
、

山
坡

、

林缘 鑫薪、 清
肝 ” 胆

’

清 别“
:

腺鳞草

四数璋牙菜 s
.

t刃t r a P t o r a M
a x im

.

海 东
、

海北
、

海南
、

玉
树

。

生于潮湿山坡
、

河滩
、

灌丛
、

疏林下
鑫氛、

清热解毒
’

祛 别“
:

二型腺鳞草

青 海 省 掉 牙 菜 属 药 用 植 物 分 种 检 索 表

l ( 12)
.

多年生草本
,

茎生叶发达
,

有长柄
,

花期不枯落
;
茎不分枝或仅花序有少许分枝

;
聚伞花序不甚发达

,

花

较大
,

数量较少
。

2 ( 5)
.

种子周缘有宽翅或两端有翅
;
茎生叶互生或至少下部互生

,

稀全部对生
。

3 ( 4)
·

花冠黄绿色
,

有红褐色斑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红直璋牙菜 s w e rt ia e

yrt
h or ist ct a

4 ( 3 .) 花冠鲜黄色
,

无红褐色斑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素色璋牙菜 5
.

e
yr ht or ist ct a

va
r

.

eP un ct at a

5 ( 2)
.

种子无翅
,

具纵皱折
,

稀有不整齐的狭翅
,

茎生叶对生
。

6 ( 1 1 )
.

基生叶 l 一 2对
,

卵形或矩圆形
;
花冠裂片长 1 5一 2 2m m

,

宽 5一 s m m
。

7 ( 8)
.

花冠蓝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叶璋牙菜 5
.

西认
〕 il a

8 ( 7)
·

花冠黄绿色
,

背部中央夹蓝色
。

9 ( 1 0)
.

花小
,

长 9 ~ 15 m m
,

花冠裂片狭披针形
,

先端渐尖
;
花冠裂片披针形

,

先端急尖或渐尖 ;子房表面具横的

皱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祁连璋牙菜 5
.

p rz
~

ls ik i

1 0 ( 9)
·

花大
,

长 15 一 20 m m
,

花尊裂片矩状披针形
,

先端急尖 ; 花冠裂片矩圆形
,

先端钝或圆形
,

啮蚀状
,

子房表

面平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北璋牙菜 s
.

w 口

lfa
n g i n at a

1 1 ( 6)
·

基生叶 3一 4 对
,

线状椭圆形或倒披针形
;
花冠裂片长

《中草药 》 1 9 9 6 年第 27 卷第 2 期

7 ~ 1 2m m
,

宽 2~ 3m m
,

花冠黄色
,

花尊裂片具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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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 1 )
.

1 3 ( 2 4 )
.

1 4 ( 2 3 )
.

1 5 ( 1 8 )
.

1 6 ( 1 7 )
.

1 7 ( 1 6 )
.

1 8 ( 1 5 )
.

1 9 ( 2 2 )
.

2 0 ( 2 1 )
.

2 1 ( 2 0 )
.

2 2 ( 1 9 )
.

2 3 ( 1 4 )
.

2 4 ( 1 3 )
.

膜质的边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膜边璋牙菜 5
.

m
a

gr i an at

一年生或少数为多年生草本
;
茎生叶不发达

,

仅具短柄
,

在花期常枯萎
;
茎多分枝

;
聚伞花序极为发达

;

花较少
,

数量较多
。

茎基部无纤细丛生的小枝
;
花 4一 5 数

,

大小相等
,

同型
;
花丝基部背面无小鳞片 ;腺窝的流苏丰富为

腺斑
。

花冠裂片基部具 1~ 2 个囊状或杯状腺窝
,

腺窝的鲜片无角状突起
;
茎多歧分枝

。

花冠裂片先端无芒尖
。

花冠淡蓝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方璋牙菜 5
.

id lu at

花冠黄白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本璋牙菜 5
.

id l ut a
va

r
.

ot ae ns is

花冠裂片先端具明显芒尖
。

花全部 4 数
,

极少侧花 5 数
。

花冠暗紫红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川西璋牙菜 5
.

m us so iit

花冠黄绿色或淡黄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花川西璋牙菜 & m us so ilt va
r

·

儿ve sc en
,

花 5数
,

侧花偶有 4 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抱茎璋牙菜 5
.

介
况 c

he it a n a

花 4 数
,

腺窝鳞片形
,

背部中央有角状突起
,

茎二歧或分枝
· · · · · · · · · · · · · · ·

… … 歧伞璋牙菜 5
.

id hc ot
o m a

茎基部有多数纤细丛生的小枝
,

花 4 数
,

大小相差 2一 3 倍
,

呈明显异型
;
小枝的花小型

,

常为闭花授

粉
;
花丝基部的背面有一个小鳞片

,

腺窝沟状
,

流苏裂片状
,

短而稀疏或消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数璋牙菜 s
.

et t r 以户t e ar

2 青海省璋牙菜属药用植物开发与保护

2
.

1 璋牙菜属植物及其所含成分 (如齐墩果

酸 ) 具有保肝
、

降酶
、

抗炎
、

强心
、

利尿和抗癌

作用
,

是当前治疗肝炎的有效药物之一
〔`一 ` 〕 。

生活在青海高原的汉
、

藏
、

蒙等民族蕴藏和流

传着丰富的采药及用药 习惯
,

我省科技工作

者在结合藏医习惯基础上
〔 , 〕
对川西璋牙菜

、

抱茎璋牙菜进行了较 为深入的研究
〔
卜 “ 〕 ,

开

发出片剂
、

胶囊剂及注射剂
,

在治疗黄疽性肝

炎等方面具有较好临床效果
〔̀ ’ 一 “ 〕 。

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青海高原蕴藏的璋

牙菜属植物量大
、

无污染
、

品质佳
,

相 对其 丰

富的资源
,

利用率极低
,

研究工作落后
。

现被

地方标准收载的仅川西璋牙菜
、

抱茎璋牙菜

两种
,

其它种仍属 自生自灭
,

当前应根据植物

的亲缘关系
,

对 四 数璋牙菜
〔 , 5〕

等
,

结合传统

和民间用药 习惯
,

在近缘 品种 中寻找 出新的

可开发品种
。

2
.

2 青海高原气候 恶劣
,

高寒干旱
,

冬长夏

短
、

冬季寒冷
、

夏季温凉
,

年均温低
,

药材生长

缓慢
。

因此大量采挖就必须 同生态保护相结

合
,

实行科学管理
,

合理开发和利用
,

同时搞

好药材引种
,

变野生为栽培
,

逐步开发现有野

生药源
,

在保护资源的基础上发展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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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1

3 青海省生物研 究所
,

等
.

青藏高原药物图谱
.

第 1 册
.

西

宁
:

青海 人民出版社
, 1 9 72

.

126

4 曾庆通
.

药学通报
,

1 9 83
,

18 (4 )
: 5 4

5 湖南医药工业研究所
.

中草药通 讯
, 197 7 ( 4 )

:

32

6 梁巨忠
,

等
.

中药通报
, 1 9 84

,

9( 5 )
:

34

7 何廷农
.

植物分类学报
, 19 子6

, 1 4 ( 2 )
:
6 3

8 孙洪发
,

等
.

植物学报
,

19 8 1
,

2 3 ( 6 )
: 4 6 4

9 丁经业
,

等
.

中草药
, 29 8 0 , 1 1 ( 1 9 )

: 3 9 1

10 杜继曾
.

药学学报
,

19 8 3
,

1 8 ( 4 )
: 1 7 4

1 1 党合群
,

等
.

青海医药
,

19 8 3 ( 5 )
:
2 0

12 李大酞
,

等
.

青海医药杂志
,

19 8 5 ( 1 )
:

57

1 3 宣诗孝
,

等
.

青海医药
, 19 7 9 ( 1 )

: 6 2

14 宣诗孝
,

等
.

青海 医药
,

1 9 7 9 ,

增刊
:

巧

15 青海省人民医院内科中西医结合小组
.

青海卫生
, 1 9 7 5

( 4 )
: 4 5

( 1 9 9 4
一

0 8
一

3 0 收稿 )

·

1 1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