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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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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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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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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忠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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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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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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P
a H arm s et Loes

.、
括

楼 T 八
‘h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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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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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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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r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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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ag n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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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ora T h u nb
. 、

卫 矛 E uo划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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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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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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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ta L in d l
,

e
t

P

a x
t

、

拐 枣 月训en ia d u lc i, T h
u n

b

. 、

远 志

P ol i邵la t
eouifo lia W illd

.、

无患子 SaP i
nd us

m ud
~
51 G ae rt n

. 、

竹叶椒 Za
ntho xy lu m

a。

m a tu m D C
. 、

藤 长 苗 Ca lys
tegi a Pellita

(L edeb
.
) D on

、

羊 乳 〔b 己口n oP
s is la

n c e o l a t a

Be
n t h

e t H
o o

k

.

f

. 、

半边莲 丈刀占‘l i a 。h i n e n s is

L
o
ur

. 、

沙 参 A de
n
oP ho ra te tr口P 勿lla

(T hunb
.
)Fiseh

. 、

桔梗 P laty
c
od on g ra nd i--

刀口r “
m ( J

a e q
.

) D C

. 、

金银花 Lo
nic era ja P oni

-

ca T hu n b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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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子叶植物
:
计 19 科 93 种

。

4

.

2

.

1 天南星科
:7 种

:
营蒲 A

c
~
:ca le , 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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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芋 A m orP hoP h
allu, k o 匆a o K

.
K oeh

、

滴 水珠 P i
nell ia cord

ataN
.
E
.
B row n

、

半夏

p ineuia tern ata (T hunb
.
)Breit

、

掌 叶半 夏

P i, e
ll i a P

e
d

a t i s e c t a
Sc h

o t t
、

大荐 P i
stis :tra

-

t
iot
e,

L

. 、

天 南星 A ris
aem a ‘

on
sa n g u in e u m

Sc h
o t t

.

4
.
2
.
2 禾本 科

:
22 种

,

主 要有 慧 茵 Co ix

La
c
ry m
a 一

jc bi L

. 、

白 茅 A
mP
era ta 州indrica

Be auv
·

v a r

·

m

a’or
(Nees)C.E.Hubb.、淡竹

叶 肠户h
a t人e ru m 脚

cile Brongn.、 芦 苇

P hra gm ites com m
unis(L

.
)T rin

.
等

。

4

.

2

.

3 百合科
:
23 种

,

主要有知母 A
nent ar-

rh
ena asP hodeloide

s B unge
、

天门冬 A sP
ara
-

郡
s cOC hinehinensis (Lour

.
) M err

.、
营 草

月己
m
e

roc

a ll i s

fu
l v a L

. 、

百合 Li l‘
u m 肠叼心少, 1 1

F

.

E

.

B
r o

w n v a r
.
c

olc
h
e t e万W il

s . 、

卷丹 L ili
-

um la ncij blium T hunb
. 、

阔 叶麦冬 乙iri OP
e

P le tyP 勿ll
a M ang et T ang

、

石蒜 Ly
co
廊 ra

-

成ata H erb
. 、

麦冬 即hiop
ogo, 少动 , feus ( L

.

f
.
) K er一 G a

w l

、

玉 竹 P
oly
go”a t u m o

d
o
ra

t u m

( M i l l

.

) D
r u e e 、

黄精 P oly 即
natum , 话

r
、
um

Red
.、
绵枣儿 S

c左la , c s l lO z’d e: (L ind l
.
)D ruee

等
。

4

.

2

.

4 其他药用单子叶植物
:
计 16 科 41

种
,

主 要 有 泽 泻 A lism a o月en ta li, ( S
a
m

.

)

J
u z e p

. 、

香 附子 〔孙
eru:

rot
undu , L

. 、

射干

Be la m
can
da
chin ensis (L

.
) D C

. 、

百部 S te-

m 训
aJ 。户on i

ca (B I
.
)M iq

. 、

菠葵 Sm il
ax ehi-

na L
. 、

山药 D 艺仍
‘o

re
a

OP P os i t a T h
u n

b

. 、

白岌

B le till
a stri ala (T hunb

.
) R eiehb

.
f
. 、

缓 草

SP
ira nthes austra lis(R

.
B row n)L indl

.
等

。

5 小结
5
.
1 琅娜山药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

,

代表性

的有
:
酸枣仁

、

桔梗
、

丹参
、

龙胆
、

葛根
、

夏枯

草
、

茜草
、

百合
、

天门冬
、

太子参
、

杜仲
、

半枝

莲
、

半夏
、

金银花
、

虎杖
、

沙参
、

威灵仙
、

柴胡
、

猫儿草
、

海金沙
、

黄精
、

玉竹
、

苍术
、

明党等
。

年

收购量在百吨以上
。

由于大量采挖
,

资源日益

减少
。

因此
,

保护与开发利用是巫待解决的课

题
。

5

.

2 对珍稀
、

濒危品种
,

如银杏
、

水杉
、

卷柏
、

知母
、

野大豆
、

天冬
、

明党
、

羊乳
、

龙胆
、

白岌
、

杜仲
、

太子参等应禁采禁收
,

给予重点保护
,

待其野生种群数量恢复和扩大后
,

再有计划

地进行开发利用
。

对马兜铃
、

猫爪草
、

何首乌
、

紫花前胡
、

百合
、

茜草
、

柴胡
、

徐长卿
、

丹参
、

黄

精
、

玉竹
、

苍术
、

射干
、

桔梗
、

沙参
、

酸枣仁
、

天

南星
、

半夏
、

获等
、

半枝莲
、

威灵仙
、

延胡索
、

百

部等
,

由于蕴藏量不断下降
,

也应列为保护对

象
。

可实行有计划
、

分区域采收
,

严禁掠夺式

采挖
。

5

.

3 建立中草药培植基地
,

以利 资源恢复
。

琅娜 山西域 (大丰 山)尚有大片木林及无林

区
,

土质肥沃湿润
,

建议开发
。

可种植的中草

药有芍药
、

明党
、

夭冬
、

南沙参
、

桔梗
、

杜仲
、

丹

参
、

柴胡
、

何首乌
、

菊花
、

茜草
、

半夏
、

天南星
、

酸枣
、

太子参
、

金银花
、

青相子
、

丝瓜
、

猫爪草
、

白岌
、

徐长卿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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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纳香的产地加工方法

贵州省植物园 (贵阳 550 00 4) 王用平
帝

管让冷水流入锅内
,

另一根管安置在夭锅水下
,

不断

吸出热水(图 1)
,

这样勿须换水
,

节约时间
,

省然料
,

又提高出艾粉率约 30 %
,

其蒸的时间可延长到 l h
。

此法应在产地大力推广
。

、冷水

..。、工

灶上

艾纳香 B纽m ea ba lsa m ife ra (L
.
)1兀
.
为菊科艾

纳香属多年生植物
,

又称大风艾
、

大毛 艾
、

冰片艾
、

家

风艾
。

叶和嫩枝及根均供药用
,

具有清热利湿
、

祛风

消肿
、

活血散痕
、

补虚壮阳之功
。

艾纳香是热带和亚

热带植物
。

全株含挥发油
,

主要为左旋龙脑
,

以及少

量按油精
,

左旋樟脑
,

倍半菇醇等
,

是提炼冰片的原

料
。

1 采收

于 12 月前后
,

当叶片呈黄绿色时及时采收
。

先

将脱落的艾叶集中
,

然后分期分批摘下成熟的叶片
,

害」下嫩枝
。

采收时宜选择晴天早上或傍晚进行
。

一般

产鲜叶及嫩枝 75 0 9/m
Z
左右

。

2 产地加工

2
.
1 加工设备

:
有灶 (就地挖土灶)

、

锅
、

颤
、

木桶
、

水

瓢
、

白布袋或塑料或瓶最好是锌皮桶
。

2

.

2 蒸馏器的安装
:
在产地较集中地

,

选择靠水源

的地方
,

挖灶安装
。

灶上安上地锅
,

锅 口边密放小竹

编排的曾刃曳
,

将木颤(桶 )放在地锅内
,

两者交接处
,

用粘土或麻布袋条封好
,

以免漏气(图 1)
。

2

.

3 操作方法
:
锅内先装水离锅边约 3~ 4

cm
,

然

后将叶片
、

嫩枝分别洒水调湿
,

先装嫩枝在下面
,

后

放叶片
,

随装时用手压实
。

每次可装 15 一20 kg
,

木桶

上部留 15
。
m 的空间

。

然后在木桶上放一 口锅 (即天

锅)
,

锅内装冷水
。

锅与木桶交接处用布条或麻布条

扎紧
。

烧大火
,

蒸约 20 m in
,

天锅内水温达 60 ℃ 时
,

另换冷水 1~ 2 次
,

换水后蒸约 10 m in
,

掏出天锅内

的水
,

立即将天锅取下
,

倒置干备好的木桩上
。

待水

分蒸发部分后
,

用竹刀片刮下锅底的结晶物
—

艾

粉
。

然后取出木曾瓦内蒸后的艾叶(枝)
,

再装第二曾趁
续蒸

。

有些地方改换水为流水冷凝
,

即插上一 根橡皮

图 1 艾纳香加工示意图

艾粉再由专门加工厂经过反复多次蒸馏即得炼

好的结晶产物
—

艾片
。

与机制冰片一样供药用
。

3 贮截

3.1 干燥的叶
、

枝
,

除去杂物包装
,

存放在通风干燥

处
,

防潮和鼠害
。

3

.

2 艾粉(片)的贮藏
:
蒸馏所得艾粉或艾片

,

装入

锌桶内或搪瓷罐内
、

密封
。

置于干燥
、

阴凉通风处保

存
,

严防受热
、

受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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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技省植州物省科园贵获州年贵
,

王用平 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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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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