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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通过对我国商品龙胆的本草学研究 ,考证其基源及品种 ,并对以往文献记载的错误和混乱进行澄

清。 方法　资源调查及鉴定。 结果　其中最主要的有 4种:条叶龙胆 Gentiana manshurica Kitag .、龙胆 G. scabra

Bge.、三花龙胆 G. trif ora Pall. 及滇龙胆 G. rigescens Franch.。其他另有 3种民间作龙胆草用。结论　通过本草考
证 ,证明历代所记载的正品龙胆的原植物应该是条叶龙胆 Gentiana manshurica kita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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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胆为常用中药之一 ,有泻胆实火 ,除下部湿热

等作用 [1 ]。除国内广泛应用外 ,每年还有一定量的出

口 ,但商品龙胆的原植物无论在市场的实际应用 ,或

是在文献的记载方面 ,均存在有混乱现象。为了澄清

这些问题 ,作者先后从全国 20个省区收集了各地所

产龙胆的原植物标本及生药样品共 200余份 ,除了

鉴定其学名外 ,还结合本草考证 ,进行了一次比较全

面的整理 ,现将研究结果简要报道如下。

1　龙胆的几种主要原植物

通过这次研究 ,发现龙胆的几种主要原植物无

论是在学名的命名上或是在前人的鉴定上 ,都还存

在有混乱和错误的地方 ,在这里分别对商品龙胆原

植物的学名作了考证 (见表 1)和订正工作 ,并对生

境和分布也作了叙述。
表 1　各种商品龙胆原植物的鉴定

商品药材 原植物

类别 名称 产地 产量比较* 中名及学名
备注

关
龙
胆
类

东北龙胆、车

龙胆、龙胆
黑龙江、吉林、辽宁 + + +

主要为龙胆 Gent iana scabria B ge. , 少

量为三花龙胆 G. tr if lora pall. 及条

叶龙胆 G. manshurica Kitag.

用根及根茎 ,主销全国

及出口

山
龙
胆
类

山龙胆

严龙胆

主产江苏、浙江、安徽 ,其次

为山东、山西、陕西、河

南、湖南、湖北、广西、广

东及福建。

+ +
主要为条叶龙胆 G. manshurica很少量

为龙胆 G. scabr ia bge.

用根及根茎 ,当地自销

为主 ,有个别地区少

量支援省外

水
龙
胆
类

苏龙胆

水龙胆

水胆草

江苏北部沿海地区及浙江

部分地区
+ 东北龙胆 G. manshurica ki tag.

用根及根茎 ,主要省内

自产自销

滇
龙
胆
类

滇龙胆

云龙胆

川龙胆

贵龙胆

云南、贵州、四川及广西的
部分地区

+ + + 坚龙胆 G. r igescens Franch.

全草销西南 ,其根销华

北地区及四川部分

地区

　　　注: + 表示数量多少 ,+ 号愈多 ,产量愈大

1. 1　条叶龙胆又名东北龙胆、山龙胆、水龙胆 Gen-

t iana manshurica 。 拉丁异名 1: G. scabra Bge.

va r. bungeana Kusnez. f. angust ifolia Kusuez. 拉

丁异名 2: G. scabra var. angustifol ia Kusnez. ex

Grossh. 拉丁异名 3: G. scabra auct. non Bge。

多年生草本 ,高 20～ 50 cm ,全体无毛。花冠裂

片先端尖 ,雄蕊着生于花冠筒下部 1 /2～ 1 /3间 ;叶

披针形至线形 ,叶缘及主脉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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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海拔 200～ 1 700 m间的林缘与林间空地、

山坡、路旁、草甸、田边及荒草地中。我国分布于黑龙

江、吉林、辽宁、山东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中部、河南

南部、湖北中部、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浙江西部、

安徽及江苏等地。

经本草考证 ,正品龙胆应为此种 ,但由于“龙胆”

的中名已经习用于 Gent iana scabra Bge. , 而且东北

植物检索表已命名此植物的中名为东北龙胆 ,虽然

现已发现此植物的分布远远超过东北的范围 ,而对

G. manshurica和 G. scabra的中名作者仍按长期应

用习惯分别在别名中引用“东北龙胆”和“龙胆”之

名。

以往不少的药学或植物学文献常把我国狭叶类

型的龙胆鉴定为 G. scabra Bge.、 G. scabra var.

bungeana kusnez. f. angusti folia Kusnez. 或 G.

scabra va r. angust ifolia Kusnez.。作者在观察了全

国 15个省区近 100份狭叶类型的龙胆标本以后 ,发

现它们和真正的 G. Scabra Bge. 之间有着明显的

区别: 前者的叶为狭披针形 ,边缘光滑而非粗糙状 ,

花冠裂片三角形 ,先端锐尖 ,而后者的叶则为卵形或

卵状披针形 ,边缘粗糙状 ,花冠裂片卵圆形 ,这些区

别显然应该是 2个不同的种 ,北川正夫在 1934年已

经将狭叶类型命名为 G. manshurica Kitag. , 经核

对我国狭叶类型的龙胆也均为此种 ,因此上述的变

种或变型名称均应是此种的异名。

1. 2　龙胆 Gentiana scabra Bge.

多年生草本 ,高 40～ 60 cm。叶卵形至卵状披针

形 ,叶缘及主脉粗糙。

生于草甸、林缘、灌丛中或河边草地。 我国分布

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北部、浙江西北部及

福建北部。

Bge. 在 1835年所发表 Gentiana scabra的模式

产地在前苏联的 尔琴斯克 ,它是一个阔叶类型 ,叶

缘粗糙状的龙胆。但是 ,到了 1904年 , Kusnezow在

他的专著中 ,却在 G. scabra Bge. 的名称下分出 4

个变种 ,即 Var. bungeana Kusnez. , Va r. fortunei

Maxim. , Var. intermedia Kusnez.及 Var. buergeri

Maxim. 在第一个变种之下又根据叶型的宽狭分成

2个变型即 f. lati folia Kusnez及 f. angustifol ia

Kusnez.。

至 1854年 Hooker f.根据原产于我国北部的标

本 ,发表了 G. fortunei Hook. f. ,并认为它和 G.

scabra Bge.的主要区别在于花萼裂片向外反卷及花

冠具白色斑点 ,以后的一些学者大都将此种处理作

为 G. scabra Bge.的一个变种 ,我们在观察了大量

的标本后 ,认为这些区别特征均不稳定 ,因而将它合

并至 G. scabra Bge.之中。

《四川中药志》所记载的龙胆草原植物及附图

304鉴定为 G. scabra Bge. , 并在药材的鉴别中指

出: 1. 龙胆草 ,用全草 ,全体无毛……叶披针形 ; 2.

龙胆根 ,用根 ,黄棕色 ,内心木质 ,黄白色。根据上述

特征及其龙胆草原植物照片 229看来 ,该植物应为

G. cephalantha Franch. ,事实上迄今尚未在四川发

现有 G. scabra的分布 ,该书的附图 304系转载裴

:中国药用植物志第六册图 287,而不是四川真正

地产的龙胆草原植物。

通过以上两个种的异名处理 ,由于作者对原始

文献收集不够 ,理解不深 ,与中国植物志
[2 ]
相比尚存

一些差距和不妥之处 ,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1. 3　三花龙胆 Gent iana trif lora Pall.

多年生草本 ,高 30～ 50 cm ,全体光滑 ,无毛。雄

蕊着生于花冠筒下 1 /3处 ,叶线状披针形。生于 200

～ 1 500 m之间的草甸 ,林间空地或灌丛中。我国分

布于黑龙江、吉林及内蒙古 (呼盟与昭盟 )。

1. 4　坚龙胆又名滇龙胆、川龙胆 Gentiana rigescens

Franch.

多年生草本 ,高 25～ 45 cm。 种子不具翅 ,表面

蜂窝状 ,以上 3种种子均具翅。生于海拔 800～ 3 000

m间的山坡草地或矮草丛中。分布于云南、四川、贵

州及广西西部。

另有四川的西昌、昭觉、康定、姜姑以及头花龙

胆 G. cephalantha Franch. 的根、根茎或全草作龙胆

用。 四川的南川、会理以红花龙胆 G. rhodantha

Franch. 的全草作龙胆以及德钦龙胆 G. atuntsiensis

W. W. Sm. 的全草或根及根茎均在当地民间作龙胆

用。 同时在正品龙胆商品中也常混有出现。

2　本草考证及讨论

龙胆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 ,列为上品。其后

历代本草对龙胆的原植物和生药均进行了描述和记

载。现今的一些文献 ,考证正品龙胆的原植物认为是

Gentiana scabra Bge.
[3 ]。作者这次的整理 ,发现前人

的考证尚有值得商榷之处 ,兹分述如下:

首先 ,在产地方面 ,别录曰: “龙胆生齐朐 (今山

东掖县北 )山谷及冤句 (今山车荷泽县西南 )”
[6 ]
,陶

宏景曰: “今出近道 ,以吴兴 (今浙江吴兴县 )者为

胜” [ 4] ;朱 又说: “龙胆生齐朐山谷及冤句、襄州 (今

湖北襄阳县 )、吴兴皆有之 ,今 州 (河南禹县 )、新郑

(今河南开封 )山岗亦有” [5 ]。 由上所述 ,本草所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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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龙胆产地即今山东的掖县、荷泽、浙江的吴兴、河

南的禹县、开封及湖北的襄阳。这些地区主要是条叶

龙胆 (东北龙胆 )G. manshurica kitag.的分布区 ,尚

未发现有 G. scabra Bge.的分布。

A-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的 4种龙胆附图　 B-救荒本草的龙胆附图　 C-植物名实图考的龙胆草附图　 D-植物名实图考的滇

龙胆草附图

图 1　龙胆草附图

　　其次 ,在原植物和生药的形态方面 ,图经曰: “宿

根黄白色 ,下抽根十余本、类牛膝 ,直上生苗 ,高尺

余 ,四月生叶似柳叶而细 ,茎如小竹枝 ,七月开花如

牵牛花 ,作铃铎形 ,青碧色 ,冬后结子 ,苗便枯”
[6 ]
;朱

说: “根类牛膝 ,而根一本十余茎 ,黄白色宿根 ,苗

高余尺 ,叶似柳叶而细短 ,又似小竹 ,开花如牵牛花 ,

青碧色 ,似小铃形样” [5 ]。这些叙述均和龙胆原植物

的特征相符 ,但是有关叶形的描述: “似柳叶而细

短” ,再结合上述地理分布来看 ,此植物显然应该是

指 G. manshurica Kitag.。

最后 ,再参阅各本草的附图 ,其中重修政和经史

证类备用本草附图中的信阳军 (今河南信阳县 )龙胆

(图 1-A) ,襄州草龙胆 (图 1-B) ,本草纲目的龙胆草

附图 (图 1-C)的叶形均为披针形或线状披针形 ,花

冠裂片卵状三角形 ,先端尖 ,萼齿直立等特征 ,进一

步证明本草记载的正品龙胆应该是 G. manshurica

kitag . 而不是 G. scabra Bge.。

从现今的实际情况来看 , G. mashurica ki tag.

在我国分布最广 ,产量比较大。 但是 G. scabra Bge.

和 G. t ri f lora Pall.也是质量很好的龙胆。

此外植物名实图考中 ,尚有一种滇龙胆草 [7 ] ,并

记载其习性及形态: “滇龙胆生云南山中。丛根族茎 ,

叶似柳微宽 ,又似桔叶而小 ,叶中发苞开花 ,花如钟

形 ,一一上耸 ,花紫色 ,颇似沙参花 ,五尖瓣而不反

卷 ,白心数点 ,叶既蒙密 ,花亦繁聚 ,逐层开舒 ,经月

未歇”。上述特征和附图 (图 1-D)与现在西南地区所

应用的滇龙胆之形态特征 ,产地分布等均是完全符

合的 ,因而我们也可以肯定滇龙胆学名应为 G.

rigescens F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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