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首次进行 了 � 种香苇的根
、

花
、

果实的

显微观察
,

通过对 � 种香蕾的生药性状和组

织构造的详细 比较研究
,

发现了一些有鉴别

价值的显微特征
,

有利于石养竺属与香莆属

植物和生药的种间鉴别
�

�� 花冠筒内基部毛

环的有无及形态
�
�� 果实形状及表面纹理

,

果实断面及表面构造
� � �根中石细胞的有无

及形态
,

�� 叶表面非腺毛及腺鳞的形态等
。

�
�

� 江香蕾的生药性状
、

组织构造与青香需

类似
,

但又有 明显不 同
�
与海 州香莆区别显

著
。

文教授鉴定原植物
�江西新余市

、

分宜县医药

公 司万建中
、

李新平提供商品药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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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地龙的药源调查与商品鉴定△

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武汉 40 00 74 ) 陈 平
命

叶卯祥 严宜昌 王克勤

摘 要 经对我国地龙药材的药源调查 与商品鉴定
.
结果表明

,

地龙的原动物主要有 13 种和变

种
。

分别隶属于饭酬科和正蜕科的 3个属
,

其中 , , 娇以 上的商品地龙来源于药典收载品种参环毛

躬1p h
eretim o a护

。

叮111
“。(E

.
p erri。, ) 和威廉环毛躬l尸

.
‘u i

lle
lm i (M i

e h a e l
s e n
乏
、

栉盲环毛姆!p
.
P ec-

lin诉。 (M lc ha el se n) 及短俗环毛男 尸
.
。以户。

:(C ,1。 ,
。

其它品种如背暗异唇酬 A lle l
obOP ho ra

ealig i, o s a t
ra P

e z o
i
de

,
( A

n t
.

D
u g

e 、
)

、

湖北 环毛 拐【P
.
人u P

‘
i
e s s￡s ( M ie h a e l

se n )
、

秉前 环 毛躬1p
.

pra eP 切gu 八
(G
at es )等 9 种蛆蜕仅在少数地沫使用

。

关键词 地龙 原动物 虹叫 调在 商品 鉴定

地龙为常用的动物药材之 一
,

具有清热 定惊
,

通络平喘
,

利尿等功效
,

临床用途极广
,

‘
A d d

r e s s :
C h

e n
P in g

,
I
n 、t it

u t e o
f C h i

n e , e
M

a t o r
i
o

M
e
d i

e a ,

H
u
b

e
i A

e a
d

e
m y

o
f T

r a
d i

t i
o n a

l C h i
n e s e

M

e
d i

e
i n

e a n
d M

a t e r
i
a

M

e
d i

e a ,

W

u
h

a n

陈 平 1978 年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中药系
,

现任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中药
要从事中药资源及生药学研究

。 “

八五
”

期间
,

承主持承担了国家勺又五
”

重点科技
究室副主任

,

副研究员
。

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

—
‘

地龙类专题
’ 、 ‘

娱娱类专题”
,

的研究工作
。

其中
, “

地龙类专题
”

经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并荣获 1996 年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

。

近年来还主持了省科委重点攻关项目
“

雷公膝 人工栽培技术研究
”

等课题工作
。

△ 国家科委
“

八五
”

重点攻关课题研究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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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用于治疗高热 神 昏
,

惊痛抽搐
,

关节痹

痛
,

肢体麻木
,

半身 不遂
,

肺热咳喘
,

尿少水

肿
,

高血压等症
。

现代研究表明地龙有溶栓
、

抗肿瘤
、

降压
、

平喘
、

利尿等多种药理活性
〔1“。

中国药典 1995 年版收载本品为矩闯科动物

参 环 毛 叫 尸he re ti m
a a

sP
e
rg il lw m ( E.

p e rr ie r )
、

栉 盲 环 毛 妈! P
.
P ectinife ra

( M ieh aelsen )
、

威 廉 环 毛 甥! P
.
g uillelm i

( M ienaelsen )
、

通 俗 环 毛 甥! P
. valg a ris

(C h en )等的干燥虫体
。

地龙是一味多来源的动物药材
,

早在古

代就有
“

白颈蛆叫
”

和
“

蛆酬
”
的区分

〔2〕。

近代

人们在研究使用过程中
,

发现地龙药材的来

源十分复杂
,

据文献记载
〔3 , ,

涉及到 2 科 3 属

达 9 种之多
。

由于地龙来源的复杂性
,

给临床

应用
、

科研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

为了保证临床

用药安全
,

进一步澄清地龙的品种
,

我们对国

内地龙药材的主要产区和主要分布区进行了

采收调研和分类学鉴定
,

收集了我国大部分

地区流通使用的地龙商品
,

并进行鉴定
。

为今

后我国地龙的生产
、

销售和使用提供了科学

地依据
。

1 药源调查

对地龙药材的主产区广东
、

广西
、

浙江
、

上海
、

江苏
、

山东
、

四川
、

湖北等省区进行药源

调研
,

现分述如下
:

1
.
1 广东

、

广西
:
广东

、

广西历来为我国地龙

药材传统产区
,

其中以广东惠州地区出产的

一种地龙加工品
“

白花地龙
”为出口地龙药材

中佳品
。

据调查
“

广地龙
”

原动物主要来源于

蛆绷科环毛闯属动物参环毛绷 p
.
P erg ill

um

(E
.
P errier)

、

中材环毛好1P
.
m ed ioca (C h en

et H su)
。

中材环毛蚁主要分布于广东的珠江

三角洲地区
,

在
“

广地龙
”

原动物 中所占地比

例极小
。

广西的钦州
、

余县
、

北流等地在历史

上也为我国
“

广地龙
”

的传统产 区之一
,

但产

量比广东要小
,

春夏为其收购旺季
,

其原动物

为参环毛躬1p
.a护e馆ill

um (E
·

P
e r r

i
e r

)

。

另

外
,

广西有些地区也有将正绷科背暗异唇躬}

A ll ol bOP h ora
calig inoa er口P e z o i d e s ( A

r t
·

《中草药》1 9 9 7年第28 卷第 8 期

D ug
e s )作

“

土地龙
”

入药的
,

但主要是 自产自

销
。

1

.

2 上海
、

浙江
、

江苏
:
据本草记载

〔2 , ,

浙江
、

江苏等地早在明代以前就为地龙产区之一
。

在本世纪 30 年代
“

沪地龙
”

就 已在当地形成

商品并行销全国各地
。 “

沪地龙
”
的主要来源

为拒蜕科 入了七
ga
sl ole ci

da
。
环毛绷属 似七g as

-

c
oe
cia e 尸h cre ti m a 动物通俗 环 毛绷 P

. vul-

卯ris (C hen )、 威 廉 环 毛 妈1 p
.
guille lm i

(M iehaelsen )
、

栉 盲环 毛 玛I 尸
.
p ectin

if6 ra

(M i
eh ae ls en )

。

1

.

3 四川
:
据本草记载川

,

早在宋代四川地

区就自产一种被称为
“

蜀州白颈蛆闯
”

的地龙

药材
。

近代四川地区所用地龙药材除大部分

从广东购进外
,

有些地区还 自采当地蛆叫作

为地龙入药
。

其动物来源为矩卿科动物秉氏

环毛蚜IP
.ea , os e ( G o t o e t H ata i )

、

白颈环毛

蚜IP
.
。a l以bo ica (kin d )

、

湖北环毛妈IP
.
hu--

户eie usi, ( M i e h
a e

l
s e n

) 等环毛属多种蛆鸟I
。

另

外
,

在 60 年代
,

四川成都峨嵋山地区所产的

一种大型蛆 闯 秉前环 毛绷 P. pra eP in g
uis

(G at eS)也在当地四川西康地区作地龙药材

使用
,

但现 已少收购
。

1

.

4 山东
、

河南
、

安徽
、

江苏
、

甘肃
:
这些地区

为我国
“

土地龙
”

药材的主产区
。 “

土地龙
”

的

主要原动物来源为正躬l科动物背暗异唇躬!

A ll olob口P h ora ca lig in osa tr口 P e z 沉de
s ( A n t

.

D u g比)
,

还有几种矩酬科环毛闯属的虹躬!也

在 当地作
“

十地龙
”
人药

,

如直隶环毛绷 P.

tsc人ilie n si、( M i e h
a e

l
s e n

)
、

湖北环毛鳃1P
.
h *

P eiers is (M ieh aelsen )
、

白颈 环 毛甥}p
. cali-

fo rn ic a( Ki nd )等
。

另外
,

在兰州地区民间也

有 将 当 地 所 产 的 兰 州 直 隶 环 毛 卿 P.

tsc人ilien si: za n z人ou en si、 ( F
e n g ) 作地龙入药

。

1

,

5 北京
、

天津
、

黑龙江
、

吉林
:
当地将正绷

科 动 物 赤 子 爱 胜 叫 E is改ia
foe
ti d a

(Sa vi gu y )作地龙入药
,

在当地称之为
“

土地

龙
” 。

经对采集得到的 98 0 余条动物标本进行

分类学鉴定
,

从中鉴定出矩娜科参环毛蛆属

. 493 .



动物 n 种
,

正蝴科异唇叫属动物 1 种
,

爱胜 酬属动物 1 种
,

结果见表 1
。

表 1 药源调查结果

动物名称 药材名 主产地 主销地

广东鹤 山
、

梅县
、

佛山
、

南海
、

博罗
、

开平
、

高

参环毛躬I户h
eret

i
、
asP e甲

uum(E.perrier) 广地龙 州
、

海康
、

惠 州
、

龙门
、

高要
、

四会
、

恩平
、

湛 全国各地
、

出口

江
、

云浮
、

广西钦州
、

容县
、

北流
、

福建省

广地龙

沪地龙

沪地龙

沪地龙

自销

全国各地

全国各地

全国各地

销销销销销销销销自白自自自自自自

中材环毛躬l(P
.
m edioea (C h en et H su)

通俗环毛绷 p
.v “

l g
a 汀,

(C he n)

威廉环毛躬1p
.g uil lcl m i(M i

ehaelsen )

栉盲环 毛躬1p
.
p ect
inij h 视 (M ie h a e l s e n )

背暗异唇绷A llo l
oboP h

~
ca l心认

~
tr“ P e

-

zo
i d

e s
( A

n t ,
D

u g e s
)

湖北环毛好1p
.httr

eie , ‘s( M ieh a e lse n )

直隶环毛躬1P
.tsehili en si:(M iehaelsen)

兰州直隶环毛好IP
.tsc hil ie, 51 、 I

a n z
h
o u e n s

i
s

( F
e n g )

白颈环毛绷 尸
.
ca l成fb

r”
1ca

(
Ki

n
d)

赤子爱胜躬IE is
enia

.
fo 己t‘由 (s

avign犷)

秉前环毛绷 尸
.
户ra eP in

g
ui.’ (G at

e,
)

秉氏环毛躬IP
.:ao os a (G oto et H atai)

上地龙

土地龙

土地龙

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

上海各郊县
、

浙江

上海各郊县
、

浙江

上海各郊县
、

浙江

山东东平
、

河南
、

安徽
、

湖北
、

北京
、

J“西
、

全

国大部分省区

湖北陨阳地区

河北
、

甘肃兰州
、

河南
、

山东
、

北京市郊
、

新疆

土地龙 兰州地区

土地龙 湖北
、

湖南
、

四川

土地龙 北京
、

天津
、

四川
、

甘肃
、

东北各省

土地龙 四川峨媚山及西康地区

土地龙 河北
、

山东
、

安徽

2 商品鉴定

经从全国 20 个省
、

市
、

自治区共收集到

地龙商品药材样品共 198 件
,

经鉴定
,

结果见

表 2
。

表 2 地龙商品鉴定结果

商商品名 样 品来源 鉴定结果果

北北京
、

天津
、

甘肃
、

重庆
、

成都
、

广 州
、

广东南海
、

茂名
、

阳江
、

灵灵

广广地龙

馨望错澡豁暑磊彗埃夏黯漂癸霏空瑞
参环毛驴

heretfm
·

asP erg
ill
。二 (Pe rr

ier)))

南南
、

南昌
、

福建
、

厦门门

通通俗环毛躬!P
.vulg ari :(C he n)

、

威廉环毛绷绷

沪沪地龙 上海各郊县
、

浙江
、

杭州 尸
.

gu ill el m i( M ich ae lse n)
、

栉盲环 毛 绷 只只
PPP ec tioife ra (M iehaelsen )))

土土地龙 d ,东
、

河北
、

新疆
、

河南
、

安徽
、

湖北
、

兰州

黑黔
‘

摆黔
“”一 ‘“

l’“”。’“ ‘

raP

‘---

3 小结与讨论

经对地龙药材的药源调查并收集市场上

流通的地龙商品进行鉴定
,

结果表明
,

地龙的

原动物主要有 13 种和变种
,

分别隶属于矩闯

科和正绷科的 3 个属
。

目前我国地龙商品主

要有 3 大类
,

即
“

广地龙
” 、 “

沪地 龙
” 、 “

土地

龙
” ,

其主要来源为参环毛蜕
、

通俗环毛绷
、

威

廉环毛绷
、

栉盲环毛绷
、

背暗异唇绷等五种蛆

酬
。

其中参环毛蚁为
“

广地龙
”

商品的主要来

源
,

主产于广东
、

广西等地
,

销全国各地
。

通俗

环毛闯
、

威廉环毛躬!
、

栉盲环毛酬为
“

沪地龙
”

商品的主要来源
,

主要产自上海各郊县
,

销全
,

4 9 4

。

国各大中药厂
。

背暗异唇绷为
“

土地龙
”

商品

的主要来源
,

主产于我 国北方大部分省区
,

为

当地 自产自销
。

目前我国市场上地龙药材的

主流商品为
“

广地龙
”、 “

沪地龙
” ,

约 占整个地

龙商品来源的 90 % 以上
。 “

土地龙
”

为地方习

用品种
,

近年来由于质量较差
,

已少使用
。

地龙是一种极有研究开发前景的动物药

材
,

在临床应用广
、

药理活性显著
,

且资源极

为丰富
。

历年来
,

由于地龙的来源复杂
,

品种

极为混乱
,

给临床用药及科研工作带来许多

困难
。

因此
,

澄清其原动物来源
,

并对市场上

流通使用地龙商品进行鉴定
,

不但为我国地



龙的临床应用提供了安全保障
。

也为地龙药

材资源的开发及深入研究提供了信息和科学

地依据
。

致谢
:
本课题动物标本鉴定承蒙南京大

学生物 系许智芳教授和上海市中药材公司质

检科黄哲夫主任药师指正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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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琅部山药用植物资源调查

安徽省铜陵市人民医院(244000) 李国忠
命

摘 要 对国家森林公园安徽琅娜山的药用植物资源进行了长期调查
,

基本查明该山现有药用植

物 153 科 685 种
。

并以植物分类学进行了统计
。

作者还对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提出建议
.
为

研究和合理应用琅娜山药用植物资源提供了基础资料
。

关键词 琅娜山 药用植物 资源调查 植物保护与利用

琅娜山位于安徽省滁州市西南
,

北纬

32028 , ,

东经 118018‘。

平均海拔 Zoo m 以下
,

为亚热带北部边缘
,

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
。

年

平均温度 为 15
.
2℃

,

年降雨 量 为 1062
.
1

m m
。

琅娜山是石灰岩低山丘陵风化育成的

石灰性土壤
,

表土有机质丰富
,

土壤结构好
,

因此植被资源十分丰富
,

是我 国最早的四大

森林公园之一
。

该山特有树种琅娜榆 U lm us
chenm ou iiC h

eng 、

醉翁榆 U
.
邵
ussenii C heng

更是驰名中外
。

作者经数年调查
,

初步探明琅娜山区域

分布药用植物
〔, 一“种数 (含变种)计 15 3 科

685 种
。

1 藻菌地衣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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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忠 男
,

1 9 8 2 年本科 南京药学霞 ,

中级职称

,

T
o n g l i

n g

医院从事临床药学工作
。

先后完成
“

复方丹参片质
量控制

” 、 “

复方氯霉素耳用滴丸的研制与临床应用气 分光光度法黯
。

现在
测定苯妥英钠血浓度的正交试验

”
等课题

,

撰写药学论文
20 余篇

,

部分文章已在
“

中国药房
” 、“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 、 “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 、“

铜陵医药
”

等刊物上发表
.

《中草药》1 9 9 7年第 25卷第 s 期
·

4 9 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