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切片图像的数量与质量亦是影响重建结果真

实性的重要因素
。

一般来说
,

连续切片间断愈

小
,

数 目愈多
,

信息量愈丰
,

特征组织界线愈

分明
,

重建图像愈生动逼真
,

但其工作量浩繁

程度将剧增
,

由于组织细胞形态小
,

其连续切

片的数量和质量保证难度较大
,

通常药材外

形重建效果优于组织细胞重建
。

在实际应用中
,

除了需要获得重建 目标

在显示屏幕上的直观立体形象外
,

往往还希

望对物体的形态和空间分布作出定量的分析

和判断
,

以获得物体实际的数量特征
:

由于在

重建中形成和保留了物体表面的几何信息和

拓扑信息
,

藉此可利用重建结果把 目标物的

三维形态参数计算出来
。

主要参数有周长
、

截

面积和体积等
,

限于篇辐
,

以后再做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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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类药材的药源调查

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2 1 0 097 ) 王义权
带

周开亚

摘 要 对 1 9 9 0 年版《中国药典》收载的 3 种蛇类药材的药源调查表明
,

乌梢蛇的主要产区为江

苏
、

浙江
、

安徽
、

江西
、

湖南
、

湖北和四川等省
。

薪蛇主产区为浙江
、

江西
、

湖南
、

福建等省
。

金钱白花

蛇主产区为广东
、

湖南
、

江西等省
。

目前蛇类药材直接或间接来自野生蛇类
,

在人工养殖条件下尚

未实现大规模的人工繁殖
。

关键词 蛇类药材 主产区 药源调查

1 9 9。年版《中国药典 》所载蛇类药材有

乌梢蛇
、

薪蛇和金钱白花蛇 3 种
。

1 9 93
一

07
一

。

~ 。8
一

2 9 对我国蛇类药材 的主产地四川
、

湖

南
、

湖北
、

安徽
、

广东
、

广西
、

福建
、

江西
、

江苏
、

浙江等省区进行 了药源调查
。

此次调查主要

是以走访各地药材公司
、

药材站
、

主要的药材

批发市场和中药店的形式进行
,

调查 中在各

药材市场和 中药店共购得乌梢蛇 药材标本

!

A d d r e ss :

W
a n g Y iq u a n ,

N a n jin g T he ae h
‘ 5 U n l v e r s :、y ,

N a n jin g

现在巾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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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件
,

其中正品 23 件
,

混淆 品 35 件
;
薪蛇标

本 ]5 件
,

其 中正品 9 件
,

混淆品 6 件
;
金钱自

花蛇 18 8 件
,

其 中正 品 62 件
,

成体银环 蛇制

成的白花蛇 11 件
,

伪品 1 15 件
; 广西白花蛇

(
一

百花锦蛇 )2 件
。

此外
,

还调查了各省区的蛇

类药材产销情况等
,

由于蛇类属 3 类药材
,

各

地药材公 司不作必报项 目
,

一般无详细 的统

计资料可查
,

所得到的产销量方面的数据仅

为近似值
。

现将结果整理如下
:

1 乌梢蛇的药源调查

乌 梢 蛇 为游 蛇科 乌梢 蛇 属 的 z a o c.y 、

d h u m n a d e 、

的干燥体川
。

古代本草关于 乌梢

蛇 的产地记载有湖北省薪春县薪州镇
、

黄 冈

县
,

陕西省东南部的商洛 山和河北省中部的

高阳县等地
〔2 ,

1

现今分布以苏
、

浙
、

皖
、

赣
、

两

湖和 四 川数量 多
,

产量大
,

为 乌梢蛇 的主产

区
,

在主产区除四川外均有 人工养殖
。

据了

解
,

目前尚无在人工饲养下从孵出的幼蛇长

大成熟并产卵再孵化出幼蛇的记录
。

可 见现

在的养殖实际上是人工暂养
,

从野外捕获小

蛇养大利用
。

乌梢蛇药材从全国来看仍以野

生蛇类收购为主
。

70 年代至 1 9 8 5 年
,

各省年

收购量在数千至数万公斤
,

湖南省 ]9 83 年收

购觉最高达 4 2 5 71 k g
。

近年随着药材 市场的

放开
,

各级药材收购部 门和 个体经营者可以

直接 与产销地区联 系
,

购销渠道增多
,

从各省

药材公司所掌握 的资料看 产销量有减少趋

势
,

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
。

主产区除 自用部分

外
,

还销往全国各省区
,

主产区以外的分布区

内其他省
,

年产量 一般在数 百公斤
,

自产 自

销
,

不足部分由外省购入
。

调查发现
,

近年来餐馆和家庭食用蛇量

增加
,

主要是乌梢蛇
,

在某些地区对该药材的

收购造成影响
。

如湖北省薪春县药材公司主

要收购鲜蛇
,

自制药材
,

一般年收购
一

千余公

斤 乌梢蛇药材
。

1 9 9 3 年由于大小餐馆收购乌

梢蛇的竟争
,

在收购价提高的同时收购量亦

大幅下降
,

至调查时仅收购到 乌梢蛇药材六

七十公斤
。

此外部分地区 (如广西梧州)活蛇

的外贸出口 量较高
,

对乌梢蛇收购亦有一定

《中草药 }} 1 9 9 7 年第 2 8 卷第 3 期

影响
。

各地药材店中多将乌梢蛇切段销售
,

一

般无伪品
。

批发市场乌梢蛇均 为盘状整体
,

所

见到的乌梢蛇均有皮
,

以正品为主
,

偶有混杂

个别黑眉锦蛇 E laP he tae ni u ra
、

红点锦蛇 E.
r “j乙J o r.f at 。 、

王锦蛇 E
.

ca ri na ta
、

水赤链游蛇

Si no na tri x an nu la 廊 等
。

有些批发市场还见

到不标 明品名的乌梢蛇伪品
,

当缺乏鉴别能

力的人购买时则充作乌梢蛇出售 (如樟树药

材批发市场和广州清平药材市场 )
,

在成都菏

花池药材批发市场和安徽毫 州药材批发市

场
,

有些商贩 以较便宜的价格 出售 标有
“

杂

蛇
”

品名的药材
,

其 中多为红 点锦蛇 El aP he

。J b己o r., at a 和水赤链游蛇 Si n ,,n a tri x a n n u -

la ri s 。

调查中了解到
,

各地均 以游蛇科乌梢蛇
Z ao cy 、 d hu m na de

、
的干燥体为乌梢蛇正 品

,

无地方使用习惯不同
,

其他种蛇作乌梢蛇用

者均属混淆品
。

据 了解
,

广西使用乌峭蛇入药

的历 史不长
,

只是近几十年来有了新一代医

学院校毕业 的中医师后
,

才渐渐开始使 用乌

梢蛇
,

因此该区虽有
一

鸟梢蛇分布
,

但所用的乌

梢蛇多来 自外省区
,

本区自产者少
。

2 薪蛇的药源调查

薪蛇为蜂科动物五步蛇 A g ki st r o d o n a -

。ut us 的干燥体
〔, 〕。

在动物分类学上五步蛇即

乡』绷复D e 、。a g k is tro d o n a o u t u 、 (G u e n t he r )〔
2〕 。

占代诸本草 中关于薪蛇产地记载有四川
、

贵

州
、

湖南
、

湖北
、

河南省西部的邓县等山区
。

现

今分布于浙江
、

安徽 (皖南山区 )
、

江西
、

湖南
、

湖北
、

福建
、

贵州
、

广东
、

广西
、

四 川及台湾等

省区的山区
,

分布区较古代本草记载略偏 向

南
。

主产地为浙江
,

江西贵溪
、

铜鼓
、

景德镇等

县市
,

湖南怀化地 区
、

常德
、

益阳
、

株州等县

市
,

福建等
。

《本草图经》中记有
“

薪州有之
” ,

现在湖北省薪春县薪州镇的李时珍展览馆中

也将
“

薪蛇
”

作为薪州
“

四宝
”

之 一陈列展 出
。

《本草纲 目》中记有
“

今惟以薪蛇擅名
” ,

同时

记 有
“

然薪地亦不多得
” 。

实际上邓县 (即邓

州)和薪春县 (即薪州)现均无此蛇分布
,

当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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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收购部门也未曾收购到薪蛇
。

展览馆中

陈列的
“

薪蛇
”

系赤链蛇 DZ’
n

od on
r 从fo z

on
a -

tu m
。

薪蛇药材的原动物尖吻蝮在 主要产区

虽有人工养殖
,

但亦是从野外捕蛇暂养
,

并无

真正成功地从人工孵化的幼蛇饲养到性成熟

并产卵孵 化的记录
,

所养的蛇多以取蛇毒为

主要 目的
,

薪蛇药材来源仍是野生资源
。

湖

南
、

江西两个主产区省一般年收购量各 2 千

余公斤
,

浙江约 4 千余公斤
,

福建约 1 千余公

斤
。

但从湖南
、

江西两省近年情况看
,

收购量

似乎略有下降
初 主产区薪蛇除自用部分外

,

其

余外调全国各地
。

各地 中药店 多以切块零售
,

售价为 3
.

5

一 5
.

5 元/1 0 9 不等
,

但许多零售药店常无此

药
,

在所调查的药店 中仅发现 一例 伪品系灰

鼠蛇 尸at ty k a l , ’a 夕
。

药材批发市场均为完整

的
“

薪蛇誊
” ,

但量亦不多
。

据了解
,

个体药贩

因此药价高
,

销量小
,

易虫蛀等原因
,

经营者

少
。

调查中曾在批发市场中数次发现以游蛇

科赤链蛇 及
n o d on r玩肠z

on
a tu m 充作薪蛇销

售
,

售价为 3 2 0一 3 5 0 元庄 g
。

各地在中药薪蛇 的使用上
,

均以蛙科的

尖吻蝮 De in a g k ist r o d o n a c u tu s 为正品
。

在广

西 由于地方使用习惯不同
,

不以薪蛇入药
,

所

调查的药材公司和药材商店中均未经营过薪

蛇
。

薪蛇在 古代本草中称为
“

白花蛇
” ,

现在一

些文献
、

部分药材销售部门和批发市场也称

之为
“

大白花蛇
”

或
“

白花蛇
” ,

造成使用和鉴

别上的混乱
。

3 金钱白花蛇的药源调查

金钱白花蛇在古代本草中未 见收载
,

现

有资料表 明
,

在《饮片新参》前即 已被收载入

药
,

但均未记载产地
〔2〕。

金钱白花蛇为眼镜蛇

科动物银环蛇 B un ga ru : m ul tic inc tlts
-

叨u ltic in c t u s
的干燥体

〔‘〕。

现今银环蛇分布于

广东
、

广西
、

福建
、

湖南
、

江西
、

浙江
、

安徽
、

湖

北
、

贵州
、

云南
、

四川
、

海南及台湾等省区
。

其

中以广东的汕头
、

梅县
,

湖南的湘西
、

常德
、

株

州
、

怀化等地 区
,

江西的贵溪
、

余江
、

丰城
、

南

城
、

万年等县为主产 区
,

平均年产量达 10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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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余万条
,

湖南省最高达年产 50 一 60 万条
。

主产区除本省使用部分外
,

大部分外调全国

各地
。

广西银环蛇虽野生数量亦较多
,

但该区

因传统上以百花锦 蛇 El aP he m , lle
n d以厅班

作为白花蛇入药
,

很少使用金钱白花蛇
,

故年

收购和销售量均不高
。

据调查
,

在主产区虽有

用人工孵化银环蛇卵
,

所得幼蛇用于制金钱

白花蛇
,

但蛇卵的来源主要是以收购成年雌

蛇
,

杀蛇取卵或让其自然产卵
,

亦有从野外直

接挖取蛇卵的
。

成蛇产卵后或供食用或杀死

制成药材
,

未发现有真正人工繁殖饲养 的蛇

来制药材
,

也就是说金钱 白花蛇的来源实际

上仍是野生资源
。

在对金钱 白花蛇的药源和市场 调查发

现
,

金钱白花蛇的伪混品数量较多
,

曾在武汉

市药材公司所属 中心商场
,

成都铁路局 中心

医院对外门诊部等国营药店中发现有用赤链

蛇 众
n

od on r u jb z on a tu m 的
.

幼蛇 制成
“

金 钱

白花蛇
”

混在正品金钱白花蛇中销售
,

且占半

数以上
,

药材批发市场中的伪品数量更多
,

主

要是以赤链蛇和水赤链游蛇 Si n on a tr ix a n -

n u la ri 、
的幼体制成

,

有些个体商贩一次竟能

拿出数百条至上千条 伪品
,

其数量之大说明

有人在专门制售此类伪品
。

赤链蛇
、

水赤链游

蛇等身体的红色经酒精浸泡后即可脱色 变

白
,

制成的伪品金钱 白花蛇有一定程度的相

似
。

江西省药检所在该省新建蛇场检查时曾

发现正在加工过程 中的假
“

金钱白花蛇
” ,

该

所赠送的没收标本
,

经作者鉴定系水赤链游

蛇 5
.

a n n u la ri 、 。

此外还偶有见到以大银环蛇

改小
,

再接以其他蛇头或将其他蛇部分鳞片

刮去呈环状制成
“

金钱 白花蛇
” ,

更有 甚者有

以 白色颜料涂成环的
“

金钱白花蛇
” ,

但这些

伪品中
,

很容易发现人为制假的痕迹
。

此外还

有 以黑背 白环蛇 勿co d on ru hs tra ti
、

百花锦

蛇等幼蛇制成伪金钱白花蛇出售
。

国营药店

金钱白花蛇零售价每条一般在 16 一 20 元之

间
,

药材批发市场一般在 10 一 13 元之间
,

伪

品价略低
。

在批发市场调查中还发现
,

同是银

环蛇
,

大小差别不同
,

销售中称为不同规格
,



价亦不同
,

以盘形直径 3 一 4 C m 以下者视为
“

金钱
”

价高
; 6 一 1 0 。m 者视为

“

中条
” ,

价格

较低
;而以银环蛇成体制成的药材称之为

“

大

白花蛇
” ,

一般在 1 0 0 一 1 2 0 元/ k g 左右
。

在使用金钱 白花蛇的地区均 以眼镜蛇科

银环蛇指名亚种 B un g a ru : m
.

m ul tic int u :
的

幼体制成的金钱 白花蛇为正品
。

而广西则以

游蛇科的百花锦蛇 E laP he m oe ll en d 。巧令至入

药
,

称为白花蛇
,

又称广西白花蛇
。

此为地方

习惯使用的药材
,

已有百年以上历史
,

现仍普

遍使 用
,

并 于 1 9 9 2 年收 入《广西中药材 标

准户
〕。

目前该 自治区内各药材公司和 中药材

商店均有 售
,

年收购和 销售 量约 3 0 00 一 4

0 0 0 k g
,

零售价在 1 4 9 一 1 6 5 元 / k g 之间
。

该

药材主要产 自广西百色地区
、

南宁地 区西部

(大兴
、

龙 州
、

崇左等县 )
,

河 池地 区巴 马
、

东

兰
、

凤山
、

都安等
,

在本 自治区 内使用为主
,

广

东和湖南亦有少量使用
。

广西
、

广东两省区沿

海还有使用海蛇药材的习惯
,

民间主要用于

祛风湿
,

虽在药材批发市场有售
,

但未见药材

含司和中药店销售
。

广东有以眼镜蛇科的金

环蛇 召 u n g a
ru

s

fa
sc ia tu s

作 为
“

花蛇
”入 药

,

其他地区仅在毫州药材批发市场 中见一个体

商贩有少量金环蛇 出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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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参地下根病防治技术研究△

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林业局 (1 1 7 1 0 0) 董入明
*

王德俊 卢秉直

摘 要 采用秋季进行土壤消毒
,

春季下防寒土后立即喷施多菌灵
、

代森馁
、

敌克松混合药液进行

植保处理
,

可使西洋参地下根部发病率 由 14
.

61 %下降到 0. 7 %
。

关键词 西洋参 根病防治 新技术

西洋参 P a
na x q u in q u ej bliu m L

.

是一种

名贵的药材
,

现代临床药理研究证明具有滋

阴
、

清热
、

生津止渴等多种功效
,

是医用 良药

和滋补佳品
。

辽宁省是我国重要的西洋参产

区之一
。

多年来一直存在着生产发展缓慢
,

单

位面积产量低
,

商品质量差和加工落后等实

米
A d d r e s s D o n g Y u m in g

,
B e n x i

C o u n t y

△ 辽宁省
“

八五
”

重点攻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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