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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开口药材的名实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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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对民间常用中药材羊开口原植物来源进行考证。方法 考查本草文献中羊开口原植物和药用部位

的记载及附图,野外调查羊开口药材原植物的来源, 通过产地药农收集羊开口原植物标本, 核对原植物标本并咨询

分类专家。结果 目前市场上羊开口原植物来源是野牡丹科展毛野牡丹和野牡丹的根,部分地区同时混杂多花野

牡丹和毛稔的根。结论 为更好地制定羊开口新的药材质量标准, 并为羊开口药材收购提供依据, 保证羊开口药

材的质量。

关键词:羊开口; 植物来源;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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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版 中国药典 [ 1] 附录收载羊开口为展

毛野牡丹 (广州植物志又名肖野牡丹) Melastoma

normale D Don 的根
[ 1]
。展毛野牡丹收载于 南宁

市药物志 、福建民间草药 、陆川本草 、万县中
草药 、云南中草药选 、广西本草选编 等地方性

本草中; 全国中草药汇编 、中药大辞典 、中华本

草 等大型综合性本草对肖野牡丹和野牡丹分别进
行了论述,并对各省地方性本草分别进行了综合论

述。羊开口是 20 世纪 50年代到 70年代从民间用

药整理出来的一味民间药材, 并由于中成药的生产

和利用逐渐成为大宗商品药材。羊开口有野牡丹根

(福建、四川)、痢疾罐(贵州)、白爆牙郎、大金香炉

(广西)、老虎杆(重庆万县)等多种别称。羊开口收

载于 广西中药材标准 1990 年版, 味甘、酸、涩, 性
温,具有收敛、止血、解毒的功效, 用于泄痢、崩漏带

下、内外伤出血[ 2]。羊开口是三金片系列中成药产

品的重要原料, 年产销量为 2 ! 106 ~ 3 ! 106 kg, 药

材主产于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福建、重庆等省市,

是上述省市酸性土壤的优势植物品种。羊开口药材

产销集中度较高、商业流动性较低,主要用于中成药

生产的原料。为了保证中成药生产及羊开口药材的

质量, 对羊开口商品药材进行原植物来源调查

和考证。

1 羊开口药材植物来源调查、药材性状鉴定及相近

种植物分类检索表

1 1 羊开口药材植物来源调查:笔者通过近几年的

中草药资源调查及对主产区羊开口药材植物来源专

项调查发现,目前羊开口药材的商品主要来源于展

毛野牡丹及同属植物野牡丹 M candidum D Don

的根, 同时在部分产区同属植物多花野牡丹 M

af f ine D Don和毛稔 M sanguineum Sims的根

亦作为羊开口使用。羊开口分布区域比较窄,主要

分布在广西灵川以南, 贵州独山、铜仁以南,重庆万

县以南,四川泸州以南, 福建三明以南, 云南南部和

广东大部分地区的狭窄区域及东南亚部分国家。通

过调查研究产区药农采集羊开口标本,初步鉴定后,

装订标本,并在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进行标本核

对,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植物研究所李光照研究员

对标本进行最终鉴定。通过对产地实地调查研究和

采集的标本鉴定后, 发现羊开口药材的主要植物来

源为展毛野牡丹和野牡丹的根。在羊开口产地, 羊

开口阳枝(产地习惯将羊开口地上不带茎叶的粗茎

∀1555∀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41 卷第 9 期 2010 年 9 月

* 收稿日期: 2009 12 15
作者简介:蒋受军,男,副主任药师,博士研究生。
* 通讯作者 邹节明 T el: ( 0773) 5842588 E mail: zjm@ sanjin com cn

肖新月 T el: ( 010) 67095432 E mail: xiaox y@ nicpbp org cn



称为阳枝)作为采挖羊开口的一个副产品,可以形成

大宗商品药材, 具有非常大的开发前景。各产区羊

开口药材标本及药材原植物标本保存于桂林三金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药研究所标本馆。羊开口药材鉴

定结果见表 1。

表 1 羊开口药材样品鉴定结果

Table 1 Identification of MelastomaeNormalis Radix

产 地 鉴定结果

广西恭城 展毛野牡丹

广西三江 展毛野牡丹

广西永福 展毛野牡丹

广西临桂 展毛野牡丹

广西龙胜 展毛野牡丹

广西平乐 展毛野牡丹

广西融水 展毛野牡丹、野牡丹

广西东兰 展毛野牡丹

广西玉林 展毛野牡丹、野牡丹

广西桂平 展毛野牡丹

广西钟山 展毛野牡丹、野牡丹

广西梧州 展毛野牡丹、毛稔

广西柳城 展毛野牡丹、野牡丹

广西防城 展毛野牡丹、野牡丹

广西上思 展毛野牡丹、野牡丹、毛稔

广西钦州 展毛野牡丹、野牡丹

广西那坡 展毛野牡丹、野牡丹

广西龙州 展毛野牡丹

广西百色 展毛野牡丹

贵州都匀 展毛野牡丹

贵州独山 展毛野牡丹

贵州三都 展毛野牡丹

贵州兴义 展毛野牡丹

贵州安顺 展毛野牡丹

福建漳州 野牡丹

福建三明 展毛野牡丹

云南文山 多毛野牡丹

云南红河 多毛野牡丹、展毛野牡丹

云南景洪 多毛野牡丹、展毛野牡丹

广东韶关 展毛野牡丹

广东五华 展毛野牡丹

广东清远 展毛野牡丹

四川沪州 展毛野牡丹、野牡丹

重庆万县 展毛野牡丹、野牡丹

1 2 羊开口药材性状鉴定:羊开口药材由于质地坚

硬,采收多鲜切片。羊开口药材性状鉴定如下:不规

则块片,大小厚薄不一,直径 1 5~ 9 cm ,着生长短、

粗细不一的根及少量残留茎基, 表面淡棕红色至棕

褐色,略粗糙,根着生处具细密的同心环形沟纹。支

根圆柱形,略扭曲, 直径 0 3~ 3 cm。皮部薄, 厚约

0 5~ 2 cm,易剥落, 剥落处呈浅棕色至棕黄色,具细

密弯曲的纵纹。质硬而致密, 难折断,断面皮部淡棕

色至棕褐色,木质部淡黄色至棕色, 中部颜色较深。

气微,味涩。

1 3 羊开口植物来源分种检索

羊开口几种相近植物分种检索表 [ 3]

1 直立或匍匐小灌木;茎逐节生根, 高 60 cm 以下;

叶长 1~ 4 cm,宽 0 8- ( 2) - 3 cm 以下。

1 直立小灌木,高 0 5~ 3- ( 7) m;叶长 4~ 15-

( 22) cm, 宽 1 4~ 5- ( 13 5) cm

2 花小,花瓣长 2- 2 7- ( 4) cm;果径1 2 cm

3 叶长达 10 5 cm,叶柄长 1 5 cm 以下

4 茎密被平展的长粗毛及短柔毛; 叶卵

形、椭圆形或椭圆状披针形,基出脉 5;萼片披针形

展毛野牡丹 M normale⋯⋯⋯⋯⋯⋯⋯⋯⋯

4 茎密被紧贴的鳞片状糙伏毛

5 叶披针形、卵状披针形或近椭圆形, 上

面密被糙伏毛, 基出脉 5; 萼片宽披针形, 花瓣长约

2 cm 多花野牡丹 M af f ine⋯⋯⋯⋯⋯⋯⋯⋯⋯

5 叶卵形或宽卵形,上面密被造伏毛及短

柔毛,基出脉 7;萼片卵形或稍宽,花瓣长 3- 4 cm

野牡丹 M candidum⋯⋯⋯⋯⋯⋯⋯⋯⋯⋯

3 叶长 8~ 21厘米,宽卵形或宽椭圆形, 叶

柄长 1 8~ 6 5 cm 大野牡丹 M imbricatum⋯⋯

2 花大,花瓣长 3~ 5 cm,果径 1 5~ 2 cm

毛稔 M sanguineum⋯⋯⋯⋯⋯⋯⋯⋯⋯⋯⋯⋯

2 展毛野牡丹根和野牡丹根的性味功效探讨

2 1 展毛野牡丹根的性味:在 中华本草 、中药大

辞典 [ 4 5]等本草中记载羊开口和野牡丹味酸涩, 性

平或性凉;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方性本草记载

羊开口性平或性凉;广西地方性本草如 实用中草药

原色图谱 [ 6] 记载羊开口味甘酸涩、性温, 野牡丹为

酸涩、性平或性凉;福建地方性本草记载羊开口为酸

涩、性平或性凉, 野牡丹味甘酸, 性微温; 全国中草

药汇编 [ 7]、广西本草选编 [ 8] 及 壮族民间用药选

编[ 9 ]认为羊开口与野牡丹根性味功效一致。

2 2 展毛野牡丹根功能主治记载:大多本草专著记

载的展毛野牡丹根和野牡丹根功效主要集中于健脾

利湿、消肿止痛、化瘀止血、清热解毒等几个方面,主

要用于腹泻痢疾、止血、止白带、月经过多、肾盂肾炎

及泌尿系统感染等。

2 3 展毛野牡丹和野牡丹根临床应用记载: 实用

中草药原色图谱 [ 6]载治疗肾盂肾炎、尿路感染验方

为野牡丹根、菝葜、金樱子根、积雪草、海金沙; 中成

药的药理与应用 [ 9] 中记载三金片组成处方为金樱

根、金刚刺、金沙藤、羊开口、积雪草,主要用于下焦

湿热、小便短赤、淋沥涩痛以及急慢性肾盂肾炎、膀

胱炎、泌尿感染属肾虚湿热下注证等。

中药大辞典 记载野牡丹根用于治疗细菌性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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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和急性胃肠炎的临床报道; 部颁标准第四册收载

的野牡丹止泻颗粒是应用野牡丹全株提取的制剂,

用于治疗腹泻、痢疾、消化不良等病; 福建药物志 

记载,野牡丹全株用于治疗子宫颈炎。

通过文献资料综合研究发现, 羊开口和野牡丹

根味甘酸涩,但其性是微温、平还是凉, 在本草记载

中是混淆的,需进一步统一,但大多数的本草记载羊

开口为性平或性凉, 少数本草收载其性微温。羊开

口临床主要用于治疗细菌性痢疾和急性胃肠炎 [ 6]、

子宫颈炎
[ 4]
、肾盂肾炎和泌尿系统感染疾病

[ 11]
等病

证。展毛野牡丹根和野牡丹根在临床及民间使用上

功能主治基本是一致的; 通过各地本草记载的展毛

野牡丹和野牡丹以及复方的功效、临床应用等情况

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展毛野牡丹根和野牡丹根在历

史上和民间使用上应是以同一味药同等入药。

3 结论与讨论

3 1 从本草文献对羊开口药材及原植物的记载看,

并结合市场及产地实地资源调查,羊开口药材主要

来源于展毛野牡丹 Melastomus normale D Don 和

野牡丹 M candidum D Don 的根; 同时在有些地

区多花野牡丹和毛稔的根亦作为羊开口药材使用。

3 2 野牡丹根和展毛野牡丹根在性状、根和茎的横

切面,粉末特征与展毛野牡丹类似,薄层色谱显示两

者所含化学成分相似[ 10]。从本草文献记载性味来

看,展毛野牡丹根和野牡丹根两者性味功效上相似,

展毛野生牡丹和野牡丹为羊开口药材的植物来源。

3 3 从制定药材标准应与药材历史使用沿革、产区

药材的实际植物来源和商品药材现状相结合的角度

来看,羊开口药材植物来源应确定为展毛野牡丹和

野牡丹,才能使新制定的羊开口药材标准既有利于

控制羊开口药材的质量, 又能反映羊开口药材的历

史现状。依据羊开口历史现状进行羊开口标准的修

订工作对于保证羊开口药材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和

质量控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4 羊开口作为三金片系列产品的重要原料, 广西

壮族自治区 1990年版的 广西中药材标准 只对其

性状进行鉴别外, 没有其他可执行的可控标准, 应加

强羊开口药材的化学、药效学和物质基础等研究,为

羊开口药材标准制定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3 5 部颁标准第四册收载的野牡丹止泻颗粒所用

的野牡丹药材为野牡丹全草,而羊开口药材所用的

药用部位为植物的根, 故两者在性味功效上会有不

同,故应注意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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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等国内权威检索数据库收录。2008年被评为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中国新药杂志 以我国自主研发的新药为重点,主要报道我国新药创制研究和临床试验的创新性研究

成果,是我国生物药、中药、化药新药创制的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刊为半月刊, 辟有世界新药之

窗、新药述评、新药研发论坛、新药申报与审评技术、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巡礼、综述、临床研究、实验研究、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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