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观多角形,直径 20～40 �m, 断面观呈扁方形,壁

薄,角质层厚 5～10 �m。中果皮薄壁细胞无色, 类圆

形或多角形, 有间隙,细胞中含草酸钙方晶, 方晶类

方形、多角形或不规则形, 大小不一,一个细胞中常

含数个结晶; 导管主为螺纹导管,直径 5～10 �m(见

图 1-B)。

4　薄层色谱鉴别

取山茱萸及掺伪品葡萄果肉粉末各2 g ,分别置

索氏提取器中,加乙醚 30 mL,加热回流 30 min,滤

过,弃去乙醚液, 药渣加无水乙醇 20 mL, 置水浴上

1-山茱萸　2-葡萄果肉

3-熊果酸

图 2　山茱萸和葡萄果

肉薄层色谱图

加热回流 30 min, 滤过, 滤

液蒸干, 残渣加无水乙醇 1

mL 溶解,作为供试液。另取

熊果酸对照品, 加无水乙醇

制成每 1 mL 含 1 mg 的溶

液, 作为对照品溶液,分别吸

取上述三种溶液各 5 �L,点
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上,以

正丁醇-氯仿-醋酸乙酯 ( 20

∶5∶8)为展开剂, 展距 10

cm 以上, 取出, 晾干,喷以醋

酐-硫酸( 9∶1)溶液,在 110

℃烘 5 min, 呈现紫红色斑

点。结果见图 2。

5　紫外光谱鉴别

　　取山茱萸及掺伪品葡萄果肉粉末各 1 g, 分别加

无水乙醇 20 mL,超声处理 20 m in,滤过, 取滤液 5

mL 置 25 mL 容量瓶中, 稀释至刻度,按分光光度法

(中国药典 200年版一部附录)在 200～400 nm 波长

处分别扫描,测定吸收光谱。结果山茱萸在221, 279

nm 波长处有吸收峰, 葡萄果肉在 238 nm 处有一吸

收峰。结果见图 3

1-山茱萸　2-葡萄果肉

图 3　山茱萸和葡萄果肉紫外吸收光谱图

6　小结与讨论

伪品山茱萸(葡萄果肉)果皮外表面红褐色, 味

酸微甜,粉末显微特征中有草酸钙方晶,薄层色谱显

示无熊果酸成分,紫外吸收光谱有区别。山茱萸与葡

萄果肉分属于不同科属, 其生药鉴别、理化分析等均

不相同,故葡萄果肉不得作山茱萸使用。

黔北毛茛科药用植物的种类与分布

邓顺超,李成先�

(遵义市药品检验所,贵州 遵义　563002)

摘　要: 目的　搞清黔北地区毛茛科药用植物的种类及地理分布和药用价值。方法　在中药资源普查的基础上,对

黔北地区毛茛科药用植物的标本进行鉴定、整理和订正。结果　整理出黔北地区可供入药用的毛茛科药用植物有

52种(包括 5 个变种)。结论　黔北是贵州毛茛科药用植物的主产区, 达 57% , 分布广、产量大,部分可供大量开发

利用。

关键词: 黔北;毛茛科; 种类;分布; 药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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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s and distribution of medicinal plants of Ranunculaceae

in north area of Guizhou Province
DENG Shun-chao , L I Cheng-xian

　　( Zuny i Institute fo r D rug Contro l, Zunyi Guizhou 56300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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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中药资源普查的基础上, 对黔北地区(赤

水、习水、桐梓、正安、仁怀、遵义、绥阳、余庆、湄潭、

风冈、务川、道真)毛茛科药用植物的标本进行了整

理和订正,同时参阅了贵州省中药研究所的标本,基

本搞清了黔北毛茛科药用植物的种类与分布, 共计

47种 5变种,现报道如下:

1　黔北毛茛科药用植物的种类与分布: (见表 1)。

2　讨论

表 1　黔北毛茛科药用植物的种类与分布

植物名称 分布 生境
海拔

( m)
功效

药用

部位

采收

季节

开发

建议

乌头 A coni tum carmichaeli 黔北各地 山坡山谷或

草丛中

600～1 800 祛风除湿散寒止

疼

块根 夏秋 大量采制

黔川乌头 A . cavaleri ei 风冈 山坡灌丛中 1 000 祛风散寒理气 块根 夏秋 保护采制

岩乌头 A . r acemulosum 桐梓、正安 山坡灌丛中 1 100～1 900 活血止疼 块根 夏秋 保护采制

花葶乌头 A . scap osum 正安、务川、余庆 山坡灌丛中 1 200～1 800 理气止痛、祛风

除湿

块根 夏秋 保护采制

聚叶花葶乌头 A . scap osum var.

vag inatum

绥阳 灌木林下 1 550 理气止痛、祛风

除湿

块根 夏秋 保护采制

高乌头 A . sinomontanum 道真、绥阳、正安 山坡林下 1 200～1 500 祛风除湿,理气止

痛,活血散瘀

块根 夏秋 保护采制

华北高乌头 A . soongar icum var.

angustius

桐梓 山坡林下 1 580 祛风除湿,理气止

痛,活血散瘀

块根 夏秋 保护品种

西南银莲花 A nemone d avidi i 正安 山坡灌丛中 1 200 活 血、止痛、去

瘀、消肿

根茎

及叶

春夏

秋

保护品种

卵叶银莲花 A . begoniif olia 仁怀 沟边阴湿处 800 祛风除湿、活血

止痛

根茎 春夏 保护品种

打破碗花花 A . hup ehensis 遵义、余庆、务川、正

安、湄潭、习水

山坡、路旁、

沟边

600～1 800 清热利湿、理气

杀虫

根 春秋 可大量采

制

草玉梅 A . ri vulari s 绥阳、湄潭、务川、习

水、仁怀、道真、余

庆

山坡、路旁、

沟边

600～1 900 清热解毒、止咳

祛痰

根或

全草

夏秋 可大量采

制

无距耧斗菜 A quile gia ecalcarat 绥阳、桐梓 山地林中 1 800 清热解毒、生肌

拔毒

根或

全草

秋后 保护采制

裂叶星果草A steropyr um. cava-

ler iei

绥阳、正安、赤水 山地林中 800～1 600 清热解毒、除湿

利水

根状

茎

夏秋 保护采制

小升麻 Cimicif ug a acer ina 正安、桐梓、赤水、习

水、绥阳、务川

山坡草丛及

林缘

800～1 900 理气活血、消肿

止痛、降血压

根状

茎

秋 可大量采

制

南川升麻 C. nanchuanensis 习水 山坡灌丛中 1 540 清热解毒、发表

透疹

根状

茎

秋 保护采制

黄莲 Cop ti s chinensi s 正安、赤水 山坡灌丛林

下

600～1 200 清热燥湿、泻火

解毒、消肿

根状

茎

秋 保护采制

还亮草Delp hinium anthri scif oli-

um

正安、赤水、湄潭 山坡草丛中 450 清热解毒、祛痰

止咳、治风湿

全草 夏初 保护采制

卵瓣 还亮草 D . anthriscif olium

var. cal le ry i

湄潭 山坡草丛中 1 200 清热解毒、消炎 全草 夏初 保护品种

川黔翠雀花Delphinium bonvalot ii 湄潭、缓阳 山坡草丛中 1 000 祛风湿、镇痛 根 夏秋 保护采制

毛梗翠雀花 D . erlostylum 正安、务川、绥阳 山坡草丛中 800～1 200 治无名肿毒 根 夏秋 保护采制

蕨叶人字果 Dichocarp um.

dal z ieli i

绥阳 山谷林下 1 200 消肿散毒 根 全年 保护品种

川鄂獐耳细辛 H ep at ica henryi 习水 山坡林下 1 500 跌打劳伤、筋骨

酸痛

根状

茎

夏秋 保护品种

毛茛 R anunculus j ap onicus 黔北各地 溪边、山沟、

田边

600～1 800 退黄、定喘、截疟

镇痛

全草 夏秋 可大量采

制

回回蒜 R . chinensis 遵义、绥阳、赤水 田边、沟边及

路旁

600～1 200 消炎退肿、截疟、

杀虫

全草 夏 保护采制

禺毛茛 R . cantoniensi s 仁怀 沟边 800 解毒、消炎 全草 春末

夏初

保护采制

石龙芮 R. scel eratus 正安、务川、湄潭 沟边及田边 600～1 800 消瘰痢、截疟、祛

风湿

全草 夏 保护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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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植物名称 分布 生境
海拔

( m)
功效

药用

部位

采收

季节

开发

建议

扬子毛茛 R. siebold ii 务川、赤水、余庆、湄

潭

山沟及路旁 550～1 600 解毒截疟 全草 春夏 可大量采

制

天葵 S eniaquil egla abox oiae s 黔北各地 山坡灌丛阴

湿处

550～1 200 消胆、解毒、利尿 全草

及根

夏秋 可大量采

制

威灵仙 Clemat is chinensis 遵义、赤水、习水 山坡、路旁灌

丛中

800～1 200 祛风除湿、通络

止痛

根 根 保护采制

小木桶 C. armand ii 赤水、风冈、湄潭、遵

义、绥阳、余庆、正

安、道真

山坡灌木丛

中

600～1 800 清热行水, 通利

血脉

茎 秋 可大量采

制

毛木通 C. buchananiana 绥阳、正安 灌木丛中 600～900 消炎、利尿 茎 秋 保护采制

钝齿铁线莲C .ap iif ol ia var. ob-

tusldentata

务川、绥阳、道真、习

水、桐梓、余庆、仁

怀、湄潭

山坡灌丛中 800～1 800 治霍乱和泄痢 茎叶 夏秋 大量采制

柱果铁线莲 C. uncinata 黔北各地 山坡林缘灌

丛中

700～1 900 祛风除湿、通络

止痛

茎叶 秋 大量采制

钝萼铁线莲 C. p eter ae 黔北各地 山坡草地及

灌木丛中

1 200～1 900 利尿消肿、通经

下乳

茎叶 夏秋 大量采制

金佛山铁线莲 C. gr atop si s 风冈、正安 山坡灌丛中 900 行气活血、祛风

湿止痛

茎叶 夏秋 保护品种

锈毛铁线莲 C. leschenaul tiana 赤水、正安 山坡灌丛中 600～800 利水止痛 茎叶 夏秋 保护采制

尾叶铁线莲 C. ur ophyl la 绥阳 山坡灌丛中 1 000 泻火行水、通利

血脉

茎叶 秋 保护采制

裂叶铁线莲 C. p arv iloba 正安、习水、湄潭 山坡灌丛中 1 000～1 500 行气活血、消肿

止痛

茎叶 秋 大量采制

扬子铁线莲 C. ganp iniana 遵义、余庆、湄潭 山坡灌丛中 1 200～1 400 舒筋活血、祛湿

止痛

茎叶 秋 大量采制

小蓑衣藤 C. g our iana 黔北各地 山坡灌丛中 700～1 600 行气活血、祛风

湿、止痛

根、茎、

叶

全年 大量采制

粗齿铁线莲 C. arg entilucid a 湄潭 山坡疏林中 1 400 清热行水、通利

血脉

茎、叶 全年 保护采制

山木通 C. f inetiana 务川 山坡疏林中 1 000 祛风利湿、活血

解毒

根、茎、

叶

全年 保护品种

毛蕊铁线莲 C. lasiand ra 黔北各地 山坡林缘及

路旁灌丛中

650～1 300 舒筋活血、去湿止

痛,解毒利尿

全草 全年 大量采制

单叶铁线莲 C. henryi 正安、风冈、湄潭 山谷阴湿处 600～900 行气活血,止痛消

肿,抗菌消炎

根、叶 秋冬 保护采制

五叶铁线莲 C. quinqu ef oliolata 道真 山坡灌丛中 1 300 祛风除湿、解毒消

肿

根、叶 夏秋 保护品种

尖叶唐松草 Thal ict rum acuti-

f ol ium

正安、务川、绥阳 山沟阴湿处 800～1 400 清热利湿, 消胆

解毒

根 夏秋 大量采制

西南唐松草 T . f ar gesii 正安 山坡疏林下 1 300 清热利湿、解毒

消肿

根 夏秋 保护品种

爪哇唐松草 T . j avanicum 风冈、湄潭 山谷阴湿处 800～1 000 清热解毒 根 夏秋 保护采制

小果唐松草 T . microgy num 务川、道真 山皮草丛中 800～1 100 清热解毒、治跌

打损伤

根 夏秋 保护品种

东亚唐松草 T .M inus var. hy-

poleu cum

正安、桐梓、道真、湄

潭、习水、绥阳、仁

怀、遵义

山坡草丛及

林边

800～1 600 清热解毒、除湿 根 夏秋 可大量采

制

多枝唐松草 T . r amosum 道真、余庆、正安、赤

水、遵义

山坡杂木林

中

800～1 400 消肿祛湿, 疗犬

咬伤

全草

及根

春夏 可大量采

制
弯柱唐松草 T . uncinu latum 遵义 山坡林下 1 500 根 夏秋 采老留新

2. 1　黔北毛茛科药用植物 52种(包括变种) ,约占

贵州毛茛科入药总数
[ 1～3]
的 57% ,是贵州毛茛科药

用植物的主产区。其分布广,产量大,可供大量开发

的种类有:乌头、草玉梅、打破碗花花、小升麻、毛茛、

天葵、小木通、钝齿铁线莲、柱果铁线莲、小蓑衣藤、

毛蕊铁线莲、东亚唐松草、多枝唐松草等。分布区域

狭, 稀有不宜开发利用的品种有: 狭盔高乌头、小果

唐松草、金佛铁线莲、南川升麻、川鄂獐耳细辛等。

·748· 中草药　Chinese T 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 s　2001 年第 32卷第 8期



2. 2　近年来出版的《贵州中药资源》[ 4]记载黔北有

类叶升麻、单叶升麻、合柄铁线莲、铁线莲、革叶铁线

莲、平坝铁线莲、短尾铁线莲、大部份属标本误订,有

的资料记载有误, 在我们没见到可靠标本之前, 本文

暂不收载。该书记载花葶乌头、聚叶花葶乌头、高乌

头和西南银莲花黔北(遵义)地区有分布, 我们认为

这种提法欠妥,目前仅发现前者正安、务川、余庆,聚

叶花葶乌头绥阳, 高乌头道真、绥阳、正安, 后者正安

有分布,非黔北各地均有分布。

2. 3　《贵州中药资源》记载的聚叶花葶乌头 A .

vaginatum Pritz. 拉丁学名应为 A . scaposum Fran-

ch. var. v aginatum ( P ritz . ) Rapaics; 钝齿铁线莲

C. obtusidentata ( Rehb. et w ils. ) Hj. Eichler 应为

C. ap iif olia DC. var . obtusidentata Rehb. et

w ils.。

致谢:标本鉴定及成文均得到贵州中药研究所

何顺志研究员的帮助和指导,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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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干 Belamcanda chinensis ( L . ) DC. 为常用中

药。湖北省是全国射干主产区之一,其产量和质量特

别是质量居全国首位。但产量一直不高,为改变这一

状况, 从 90年代初起, 我们与团上村药场一道不断

总结探索,学习先进经验, 经过多年的努力, 基本上

摸清了射干生长发育的特性和适生条件, 大大提高

了栽培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产量和质量不断上升,

现达到 0. 48 kg / m
2
左右, 生产周期缩短了 1年,即

种子繁殖 3年采收, 根茎繁殖的2年采收。现将射干

速生高效栽培措施总结如下,以供生产上参考。

1　覆膜栽培,延长生长期

射干种子的发芽率仅 40%左右, 故需随采随播

或砂藏春播, 一般是采用后者。如用种子繁殖的,播

种当年从 4月中、下旬出苗,到 9月上、中旬倒苗,其

生长期为140～150 d;用根茎繁殖的,从 5月下旬出

苗到 9月上、中旬倒苗,其生长期仅 100～110 d。以

后各年一般从 2月中、下旬返青到 9 月上、中旬倒

苗,其生长期可延长到 200 d左右。生长期长短,对

射干产量高低有极大影响。根据农作物采用地膜覆

盖栽培延长作物生长期而增产的经验,我们对射干

栽培应用了这一技术, 大大延长了生长期, 播种当

年,用种子繁殖的于 1月上、中旬用塑料小棚增温育

苗, 15 d 左右出苗, 4月上、中旬定植覆膜, 10 月上

旬倒苗,比过去延长生长期 90 d左右;用根茎繁殖

的于 2月上、中旬播种, 4月下旬出苗, 10月上旬倒

苗, 比过去延长生长期 60 d左右。以后各年, 一般于

2月上旬返青, 10月上、中旬倒苗,比过去延长生长

期 40 d左右。射干覆膜栽培比常规栽培能提前一年

采收是与在生产周期内各年延长了生长期分不开

的, 以种子繁殖为例, 覆膜栽培的生产周期为 3年,

总生长期约 670 d; 常规栽培的生产周期为 4年, 总

生长期约 700 d,两者生长期总天数相差不大, 但采

用地膜覆盖栽培可提前一年收获。生长期长可多积

累光合产物,这是提高产量和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

射干覆膜速生高效栽培应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1. 1　选好种植地,施足基肥: 射干喜温暖、湿润的气

候和阳光充足的环境,性耐旱、耐寒、怕劳、适应性

强, 人工栽培以地势平缓、土壤肥沃疏松、排水良好

的砂质壤土为好, pH 值为 5. 6～7. 4为宜。团上村药

场现将其改在地势开阔、阳光充足、水源条件好、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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