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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植物来源及其产地分布研究

赵一之

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内蒙古 呼和浩特

《中华人 民共和 国药典 以下简称《中国药典 》

年版和 年版 中记载
“

黄蔑为豆科植物膜

荚黄蔑 黄蔑 占

或 蒙 古 黄 蔑
·

的 干 燥

根 ” 。

在之后 的 年版
、

年 版
、

年 版
、

年版的《中国药典 》中虽然仍为这 种 变种
,

但蒙古黄蔑已置于黄蔑之前
。

位置的颠倒
,

说明了黄

蔑原植物的主次之分
。

笔者研究 了黄蔑原植物的来

源
、

分类及其产地分布
。

植物来源

黄 曹 或 蔑 始 载 于《神 农 本 草 经 》
,

列 为 上

品 , 〕。

李时珍释其名曰
,

奢长也
,

黄香色黄
,

列为补

药之长
,

故名
。

今俗通作黄蔑
。

闭

关于历代黄曹的产地 , 〕,

《神农本草经 》指 出
“

黄蔑生蜀郡山谷
、

白水
、

汉 中
,

二月
、

十月采
,

阴干
。 ”

这就是说黄茂最初产于 四川一带
。

之后
,

据陶弘景

日 “

第一出陇西挑阳
,

色黄白甜美
,

今亦难得
。

次用

黑水宕昌者
,

色 白肌理粗
,

新者亦甘而温补
。

又有蚕

陵白水者
,

色理胜蜀 中者而冷补
。 ”也就是说

,

到了梁

代
,

黄茂的产地发生了变化
,

质量最好的产于今甘肃

的东南部和甘肃的临潭
,

但当时 已很难得
,

质量次之

的产于 四川松潘和甘肃眠县之南
,

还有 四川茂坟西

北部一带
。

到了唐代
,

据苏敬 日 “

今出原州华原者最

良
,

蜀汉不复采用
。

直州
、

宁州者亦佳
。 ”这时已不使

用产于四川的黄蔑
,

当时宁夏 固原和陕西华原产 的

最好
,

产于甘
、

川
、

陕三省边界地区的亦不错
。

到了宋

代
,

据《本草图经 》载
“

今河东陕西州郡多有之
,

其皮

折之如绵
,

谓之绵黄省
。 ”此时黄茂多用产于山西和

陕西的绵者
。

到了宋代
,

据《本草蒙荃 》载
“

绵香出山

西沁州绵山 原文
“
上 ” ,

此品极佳
。 “

认为山西沁县

绵山产 的绵舍最好
。

到了清代
,

据《植物名实图考 》

载
“

黄蔑有数种
,

山西
、

蒙古者最佳
。 ”认为产于山西

和内蒙古的黄蔑质量最好
。

从黄蔑产地的变化发展

过程不难看 出
,

古代黄茂正 品的产地有从 四川
、

甘

肃
,

经宁夏
、

陕西
,

向山西
、

内蒙古逐渐过渡的历史
。

从膜荚黄蔑与蒙古黄蔑的产地分布的研究中也

可看出
,

四川
、

甘肃
、

陕西
、

宁夏
、

山西南部一带只产

膜荚黄茂一种
,

而 山西北部和 内蒙古南部主要产蒙

古黄蔑
,

也有少量膜英黄蔑
。

这一情况说明
,

最初黄

茂以产于 四川 的膜荚黄蔑为正 品
,

后来正 品的位置

逐渐被产于山西
、

内蒙古的蒙古黄茂所代替
,

但膜荚

黄茂也使用
。

分类

《中国药典 》记载 的黄茂原植物有膜荚黄茂

和 蒙 古 黄 蔑 八
,

,

种 变种
。

首先膜英黄茂子房
、

英

果被毛
,

小 叶通常椭圆状卵形
,

较大
,

长达
,

一 对
,

排列稀疏
,

与蒙古黄蔑子房
、

英果无毛
,

小

叶通常椭 圆形
,

较小
,

长不超过
,

对
,

排列紧密而明显不同
,

因此
,

蒙古黄蔑还是恢复原来

的独立种 为佳
。

其次
,

在研

究蒙古黄蔑的标本 中发现产于蒙古高原北部的其小

叶通常倒卵形或椭圆状倒卵形
,

先端微凹或平截
,

小

叶对数较少
,

一 对
,

排列较稀疏
,

而与产于我 国

华北 山西北部
、

河北西北部
、

内蒙古南部的其小叶通

常椭 圆形
,

先端圆钝
,

小 叶对数较多
,

对
,

排

列紧密
,

二者有明显不同
,

加之产地分布各 自有独立

的分布区域
,

因此
,

笔者将产于蒙古高原北部的黄蔑

定为新种 —北蒙古黄茂
。

本新种与蒙古黄蔑相近
,

但小 叶通常倒卵形或

长圆状倒卵形
,

先端微凹或平截
,

一 对
,

排列较

疏松
,

而明显不同
。

《东北草本植物志 》中记载产于
“

满洲里附近 ”的蒙古黄茂即为本种
,

并指出
“

根部

也作中药黄蔑收购利用 ”阁
。

这 种植物的区别以检索表的形式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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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房
、

英果被短毛
,

小叶通 常椭 圆状卵形
,

较大
,

长达
,

对
,

排 列 疏 松 ⋯ ⋯ 膜 英 黄 蔑 ,

子房
、

英果光滑无毛
,

小叶较小
,

通常长不超过
。

小叶通常椭圆形
,

先端圆钝
,

对
,

排列紧密 ⋯ ⋯

蒙古黄蔑

小 叶通 常倒卵形或椭 圆状倒 卵形
,

先端微 凹 或平截
,

一 对
,

排列较疏松 ⋯ ⋯ 北 蒙古黄蔑

产地分布

膜英黄茂

中生植物
。

生于山地林缘
、

灌丛及疏林下
。

分

布于哈萨克斯坦的阿尔泰山
、

塔尔哈巴斯台山
、

阿拉

套山 蒙古的滨库苏古泊
、

肯特
、

蒙古
一

达乌里的西北

部和东北部
、

蒙古
一

阿尔泰的西北部
、

东蒙古 俄罗斯

的东西伯利亚达乌里和远东地 区 朝鲜的北部山地

中国新疆的阿尔泰山
、

东北的大
、

小兴安岭
、

完达山
、

张广才岭
、

老爷岭
、

长 白山及辽宁东部山地和华北的

燕山山脉
、

泰山
、

小五台山
、

恒山
、

五台山
、

黄土高原
、

太岳山
、

秦岭
、

横断山脉的北部
。

本种模式采于俄罗

斯东西伯利亚的达乌里地 区仁一 , 〕。

一些志书中记载本种在西藏
、

云南有分布
,

经查

均无标本依据
。

《内蒙古植物志 》第 版记载
“
大青

山
、

乌拉山
、

准格尔旗 ”有分布川
,

经查大青山
、

乌拉

山无标本依据
,

准格尔旗系栽培
。

《宁夏植物志 》记载
“

贺兰 山
、

罗山 ”有分布
,

经查亦无标本依据
。

因此
,

这

些地方并无膜荚黄茂
。

·

蒙古黄茂 旱

中生植物
。

生于山地草原
、

灌丛
、

林缘
、

沟边等地
。

分

布于 内蒙古的锡林郭勒 白音锡勒
、

克什克腾旗黄 岗

梁和 白音敖包
,

华北地 区 的燕 山 山地
、

大青 山
、

蛮汗

山
、

小五台山
、

恒山
、

五台山
、

吕梁山北部 〔一 〕。

本种模式《中国植物 志 》记 载采 自内蒙古乌拉

山困
,

而根据朱宗元在《内蒙古植物志 》第 版 中的

研究
,

该种模式 的采集者 当年 的采集路

线从未去过乌拉山
,

而是经过张家 口
,

返 回俄 国
,

发

表新种时产地记载
“

南蒙古 ” 。

因此
,

朱宗元认为张

家 口北部地区是其模式标本的产地川
。

而且在乌拉

山至今未采到过该种标本
,

亦说明朱宗元的意见是

对的
。

《中国高等植物 图鉴 》记载
“

吉林 ”有分布
,

但无

标本依据
。

北蒙古黄茂 八 卯
·

新种
,

旱中生植物
。

生于沙地和沙质

草原
、

沙质沟底
、

卵石质阶地
、

山地灌丛或林缘
。

分布

于蒙古的滨库苏古泊
、

杭爱
、

蒙古
、

蒙古
一

阿尔泰西北

部
、

中哈尔哈
、

大湖盆
、

湖谷
、

戈壁
一

阿尔泰
、

东蒙古

中国新疆的哈巴河
,

内蒙古的满洲里南山 哈萨克斯

坦的阿尔泰山和塔尔巴哈斯台山仁一 〕。

致谢 承蒙朱宗元先生提 出宝贵的 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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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敏耀
‘ ,

唐文照
’ ,

卢 霞
, ,

宋伟红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

山东 济南

山东省烟台市传染病医院 中药房
,

山东 烟台

桑 叶为桑科植物桑 几人〕 的干燥 叶
,

全国各地均有栽培
,

尤以江
、

浙一带较多
。

本品性寒
,

味甘苦
,

具有疏风散热
、

清肺润燥
、

清肝明 目之功效
,

为常用 中药之一
,

现代医学研究证 明其具有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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