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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关键信息报告人访谈法以及与自然教育相结合的问卷调查法，对重庆金佛

山地区居民利用野生药食两用植物的种类及传统知识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结果显示：金佛山地区居民常用的野生

药食两用植物共 ５５ 科 １００ 属 １１７ 种（含变种和变型），其中以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１５ 种）、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１３ 种）
和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１１ 种）种类较多。 根据食用价值，该地区药食两用植物可以分为茶饮类（代茶类 ５４ 种和药酒

类 １８ 种）、野菜类（４６ 种）、野果类（水果类 ２４ 种和坚果类 ２ 种）、调味品类（５ 种）和淀粉类（３ 种）。 根据药食两用

植物的食用部位，食用部位为嫩茎叶（３２ 种）、根（３１ 种）和果（２９ 种）的种类较多，食用部位为叶（嫩叶）（１４ 种）和
全株（１０ 种）的种类也较多，其他食用部位的种类较少。 该地区药食两用植物共具有 ４５ 种药效，其中具清热、解毒、
祛风湿、止痛、滋补、止血、止咳、活血、利尿、化痰、促消化和消肿等药效的种类较多。 综合分析结果显示：金佛山地

区居民拥有丰富的药食两用植物传统知识与该地区丰富的植物资源和自然气候条件以及当地居民保健治病的需

求有关。 该地区药食两用植物的传统知识主要通过家庭中长辈向晚辈口授手传的方式传承。 民族植物学知识的

应用对金佛山地区居民在家乡生产创业、改善当地居民经济条件、减少留守儿童问题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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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食两用植物又名药食同源植物，指既可食用又

能作为中药材防病治病的植物，包括用于保健食品的

药用植物［１］。 药食两用植物应用历史久远，最早以

“食养”、“食疗”和“食补”的形式出现，强调药食兼

用资源在保健、预防和辅助治疗疾病等方面的作用。
直至现代，国内人们日益注重身体健康，“药食同源”
和“药食同功”的养生保健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甚至

影响到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著名中医药保健

公司余仁生就是典型例子［２］。
目前世界 ８０％以上的人口依靠传统医药作为初

级医疗保健［３］１３６，利用药食两用植物是许多少数民族

地区居民重要的保健方式之一［４－５］，而这些地区丰富

的植物资源也为当地居民的饮食和医药文化提供了

物质基础。 金佛山是中国亚热带植物区系现代分化

和分布中心之一［６－８］，深沟峡谷众多，受第四纪冰川

的影响较小，保存了许多珍稀、孑遗植物，被誉为“天
然植物陈列馆” ［６］。 金佛山森林覆盖率达 ９５％以上，
分布的植物达 ３５８ 科 １ ７３５ 属 ６ ２７６ 种［７］，丰富的植

物资源为当地居民利用植物进行药用和食用提供了

基础和可能。
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南部南川

区境内，该区域汉族、苗族、土家族和仡佬族等多民族

混居，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风俗和文化，药食两用植物

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已有的关于金佛山分布植物的

报道多集中在民间常用药物［８］、药用资源调查［８－１０］、
部分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和前景［１１－１４］ 以及植物

区系和植被状况等方面［６，１５］，尚未见关于药食两用植

物的专题调研成果。 作者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对金佛山进

行考察时发现，当地居民具有丰富的利用药食两用植

物的经验，但由于该地区长期居住的多为老人和留守

儿童，这些传统知识的传承令人担忧。 植物利用传统

知识的流失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一样，是一个不可逆

转的过程［３］１６７。 民族民间医药知识是人类文化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知识的流失亦是人类财富的丧

失，因此，对金佛山地区的药食两用植物的民族植物

学知识进行调查和研究，是传承和保护这些传统文化

的重要途径。 此外，本研究通过调查药食两用植物资

源，以期为寻找适合当地种植开发的野菜或药膳植物

种类，并为当地农村开辟新的经济发展途径提供基础

资料。

１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盆地东南边

缘重庆市南川区境内，其地理坐标为北纬 ２８°４６′ ～
２９°３８′、东经 １０６°５４′～ １０７°２７′，面积 １ ３００ ｋｍ２，最高

海拔 ２ ２５１ ｍ，最低海拔 ３４０ ｍ。 金佛山属大娄山脉

东段的一条支脉，山体主要由灰岩和石灰岩组成，具
有深沟峡谷、峭壁悬崖和无数大断层的地形地貌，土
壤类型主要为黄壤和黄棕壤，还有少量亚高山草甸

土。 金佛山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全年气候温

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既无严寒又无酷暑，立体气

候明显［６］。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传统民族植物学调查方法 　 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采用文献研究、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

等方法在金佛山地区中东部 ３ 乡（镇）６ 村进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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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调查，包括三泉镇的马嘴村、莲花村和观音村，
大有镇的水源村和石良村，以及山王坪镇龙泉村。 采

用半结构访谈对当地居民进行群体访谈，并采用

“５Ｗ＋１Ｈ”法对关键信息报告人进行详细访谈［１６］，采
集的信息包括当地野生药食两用植物的种类、当地

名、食用部位和食用方法。
１ ２ ２　 结合自然教育的问卷调查方法　 在查阅大量

文献的基础上，设计了 ３ 种调查问卷表，即背景资料

调查表（记录调查点位的情况以及研究区的报告人

组成特点）、民族植物学标本采集表（记录采集的凭

证标本信息）和重庆金佛山野生药食两用植物调查

信息表（记录报告人提供的药食两用植物的信息，包
括植物的种类、当地名、生活型、食用部位、食用方法

和药效）。
结合重庆市南川区三泉镇马嘴小学开展的自然教

育活动，由该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利用周末时

间对家乡的长辈进行民族植物学访谈、填写调查问卷

表和采集凭证标本。 调查地点包括南川市 ８ 乡（镇）

１６ 村，分别为三泉镇的马嘴村、莲花村和观音村，大有

镇的石良村、水源村和拇指村，德隆镇陶坪村，庆元乡

汇龙村，古花镇的古花村、时家村、大路村和太平村，水
江镇的大顺村和宏图村，合溪镇风门村，以及山王坪镇

龙泉村。 共发放重庆金佛山野生药食两用植物调查信

息表 ５００ 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表 ２６５ 份。
对实地采集植物的凭证标本进行分类和鉴定，并

进行民族植物学编目。 凭证标本存放于成都理工大

学生物工程系植物研究室。

２　 结果和分析

２ １　 金佛山地区野生药食两用植物的统计分析

调查结果（表 １）显示：金佛山地区野生药食两用

植物有 １１７ 种（含变种和变型），隶属于 ５５ 科 １００ 属。
其中， 所 含 种 类 最 多 的 科 为 蔷 薇 科 （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
（１５ 种），其次为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１３ 种）和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１１ 种）。

表 １　 金佛山地区野生药食两用植物的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ｗｉｌ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ｎｆ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当地名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ｎａｍｅ ＬＦ１） ＥＰ（ＥＭ） ２） 药效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爵床科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观音草 Ｐｅｒｉｓｔｒｏｐｈｅ ｂａｐｈｉｃａ 观音草 Ｇｕａｎｙｉｎｃａｏ Ｈ ＴＳ（ＥＡＶ） 祛风湿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伞形科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当归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当归 Ｄａｎｇｇｕｉ Ｈ Ｒ（ＥＡＶ） 补 血， 活 血， 调 经， 止 痛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川芎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 ｃｈｕａｎｘｉｏｎｇ 川芎 Ｃｈｕａｎｘｉｏｎｇ Ｈ Ｒ（ＭＴ） 促消化，祛风湿，活血，止痛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水芹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野芹菜 Ｙｅｑｉｎｃａｉ Ｈ ＴＳ（ＥＡＶ，Ｃ） 利尿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石菖蒲 Ａｃｏｒｕ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 水菖蒲 Ｓｈｕｉｃｈａｎｇｐｕ Ｈ Ｒ（ＭＴ，ＭＭＬ） 促消化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楤木 Ａｒａｌ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刺龙 芽， 刺 老 包， 刺 针 头

Ｃｉｌｏｎｇｙａ， Ｃｉｌａｏｂａｏ， Ｃｉｚｈｅｎｔｏｕ
Ｓｈ ＴＳ（ＥＡＶ） 止痛，消炎，祛风湿，活血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八角金盘 Ｆａｔ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八角金盘 Ｂａｊｉａｏｊｉｎｐａｎ Ｓｈ Ｆｒ（ＲＥ） 化痰，止咳，祛风湿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棕榈科 Ａｒｅｃａｃｅａｅ
　 棕榈 Ｔ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棕巴儿 Ｚｏｎｇｂａｅｒ Ａ Ｆｌ（ＥＡＶ） 止血，止泻，活血，治疮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ａｎｔｉ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ｌ，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ｃｕｒｉｎｇ ｓｏｒｅｓ
马兜铃科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马兜铃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ｄｅｂｉｌｉｓ 青木香 Ｑｉｎｇｍｕｘｉａｎｇ Ｖ Ｒ（ＭＴ） 止痛， 解 毒， 消 肿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ｓｕｂｄｕｉｎｇ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艾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艾草 Ａｉｃａｏ Ｈ ＴＳ（ＥＡＶ，ＭＭＬ） 清热，解毒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青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ｃ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青蒿 Ｑｉｎｇｈａｏ Ｈ ＴＳ（ＭＴ） 清 热， 解 毒， 截 疟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ｃｕｒｉｎｇ ｍａｌａｒ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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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当地名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ｎａｍｅ ＬＦ１） ＥＰ（ＥＭ） ２） 药效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大籽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ｉｅｖｅｒｓｉａｎａ 白蒿 Ｂａｉｈａｏ Ｈ ＴＳ（ＥＡＶ） 消炎， 清热， 止 血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ｔ⁃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三脉紫菀 Ａｓｔｅｒ ａｇ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 柴胡 Ｃｈａｉｈｕ Ｈ ＴＳ（ＥＡＶ） 清热，解毒，利尿，止血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天名精 Ｃａｒｐｅｓｉｕｍ ａｂｒｏｔａｎｏｉｄｅｓ 天名精 Ｔｉａｎｍｉｎｇｊｉｎｇ Ｈ ＴＳ（ＭＴ） 清 热， 化 痰， 止 血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刺儿菜 Ｃｉｒｓｉｕｍ ｓｅｔｏｓｕｍ 刺儿菜 Ｃｉｅｒｃａｉ Ｈ ＴＳ（ＥＡＶ） 清热，止血，散瘀，消肿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 ｓｕｂｄｕｉｎｇ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野菊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ｉｎｄｉｃｕｍ 野菊花 Ｙｅｊｕｈｕａ Ｈ Ｆｌ（ＭＴ） 祛风湿，消肿，解毒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ｓｕｂｄｕｉｎｇ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野茼蒿 Ｃｒａｓｓ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ｃｒｅｐ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钓鱼竿 Ｄｉａｏｙｕｇａｎ Ｈ ＴＳ（ＥＡＶ） 清热，止咳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鼠麴草 Ｇｎａｐｈａｌｉｕｍ ａｆｆｉｎｅ 清明菜 Ｑｉｎｇｍｉｎｇｃａｉ Ｈ ＴＳ（ＥＡＶ） 止咳， 化 痰， 平 喘， 降 血 压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ａｓｔｈｍａ，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马兰 Ｋａｌｉｍｅｒ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 马兰头，泥鳅串，紫菊
Ｍａｌａｎｔｏｕ， Ｎｉｑｉｕｃｈｕａｎ， Ｚｉｊｕ

Ｈ ＴＳ（ＥＡＶ，ＭＴ） 清热， 解 毒， 促 消 化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千里光 Ｓｅｎｅｃｉｏ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千米光 Ｑｉａｎｍｉｇｕａｎｇ Ｈ ＴＳ（ＭＴ） 清 热， 解 毒， 明 目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ｙｅｓｉｇｈｔ

　 苦苣菜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 苦碟菜，苦菜 Ｋｕｄｉｅｃａｉ，
Ｋｕｃａｉ

Ｈ ＴＳ（ＥＡＶ，ＭＴ） 清热，解毒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蒲公英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蒲公英，山窝鸡
Ｐｕｇｏｎｇｙｉｎｇ， Ｓｈａｎｗｏｊｉ

Ｈ ＴＳ（ＥＡＶ，ＭＴ） 清热，解毒，利尿，治疮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ｃｕｒｉｎｇ ｓｏｒｅｓ

蹄盖蕨科 Ａｔｈｙｒｉａｃｅａｅ
　 菜蕨 Ｃａｌｌｉｐｔｅｒｉｓ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 蕨苔 Ｊｕｅｔａｉ Ｈ ＴＳ（ＥＡＶ）；

Ｒ（ＲＳ）
止痛，祛风湿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小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淫羊藿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ｂｒｅｖｉｃｏｒｎｕ 铁打杆，跌打处 Ｔｉｅｄａｇａｎ，

Ｄｉｅｄａｃｈｕ
Ｈ ＷＰ（ＭＴ） 强壮剂，强筋骨，补肾 Ｔｏｎｉｃ，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ｍｕｓ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ｏｎｅｓ，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ｋｉｄｎｅｙ
　 阔叶十大功劳 Ｍａｈｏｎｉａ ｂｅａｌｅｉ 十大功劳 Ｓｈｉｄａｇｏｎｇｌａｏ Ｓｈ Ｆｒ（ＲＥ） 清 热， 解 毒， 消 肿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ｓｕｂｄｕｉｎｇ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南天竹 Ｎａｎｄｉｎａ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 南天竹 Ｎａｎｔｉａｎｚｈｕ Ｓｈ Ｆｒ（ＲＥ） 止头痛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ｈｅａｄａｃｈｅ
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荠 Ｃａｐｓｅｌｌａ 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 荠菜 Ｊｉｃａｉ Ｈ ＴＳ（ＥＡＶ） 补 脾， 利 尿， 止 血， 明 目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ｓｐｌｅｅｎ，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ｙｅｓｉｇｈｔ
桔梗科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
　 轮叶沙参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ａ 泡参 Ｐａｏｓｈｅｎ Ｈ Ｒ（ＥＡＶ） 补脾，润肺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ｓｐｌｅｅｎ，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ｌｕｎｇ
　 党参 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 ｐｉｌｏｓｕｌａ 党参 Ｄａｎｇｓｈｅｎ Ｈ Ｒ（ＥＡＶ） 补脾，润肺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ｓｐｌｅｅｎ，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ｌｕｎｇ
　 川党参 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 ｔａｎｇｓｈｅｎ 党参 Ｄａｎｇｓｈｅｎ Ｈ Ｒ（ＥＡＶ） 补脾，润肺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ｓｐｌｅｅｎ，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ｌｕｎｇ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灰毡毛忍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ｍａｃｒ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

金银花 Ｊｉｎｙｉｎｈｕａ Ｖ Ｆｌ（ＭＴ） 清 热， 解 毒， 消 炎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鸭跖草科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饭包草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 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ｉｓ 竹叶菜 Ｚｈｕｙｅｃａｉ Ｈ ＴＳ（ＥＡＶ） 清热，解毒，消肿，利尿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ｓｕｂｄｕｉｎｇ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金佛山雪胆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

ｐｅｎｇｘ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ｊｉｎｆ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雪胆 Ｘｕｅｄａｎ Ｖ Ｒ（ＭＭＬ） 健胃，止痛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ｓｔｏｍａｃｈ，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多果雪胆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
ｐｅｎｇｘ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ｐｏｌｙｃａｒｐａ

雪胆 Ｘｕｅｄａｎ Ｖ Ｒ（ＭＭＬ） 健胃，止痛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ｓｔｏｍａｃｈ，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薯蓣科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ｅａｅ
　 薯蓣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ｐｏｌｙｓｔａｃｈｙａ 山药 Ｓｈａｎｙａｏ Ｖ Ｒ（ＥＡＶ，ＲＳ） 滋补，强壮剂，促消化，止汗，止泻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ｔｏｎｉｃ，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ｓｗ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ｔｉ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ｌ
柿树科 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君迁子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 ｌｏｔｕｓ 软枣 Ｒｕａｎｚａｏ Ａ Ｆｒ（ＲＥ） 清热，消渴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ｉｒｓｔ
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乌鸦果 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 ｆｒａｇｉｌｅ 蓝莓 Ｌａｎｍｅｉ Ｓｈ Ｆｒ（ＲＥ） 舒筋络，祛风湿，止痛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ｍｕｓ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ｓ，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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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当地名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ｎａｍｅ ＬＦ１） ＥＰ（ＥＭ） ２） 药效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杜仲科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ｃｅａｅ
　 杜仲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 ｕｌｍｏｉｄｅｓ 杜仲 Ｄｕｚｈｏｎｇ Ａ Ｂａ（ＭＴ，ＭＭＬ） 补肝 肾， 强 筋 骨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ｋｉｄｎｅ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ｍｕｓ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ｏｎｅｓ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皂荚 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皂角树 Ｚａｏｊｉａｏｓｈｕ Ａ ＳＴ（ＭＭＬ） 排石，解毒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ｃａｌｃｕｌｉ，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苦参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 地槐 Ｄｉｈｕａｉ Ｈ Ｒ（ＭＴ） 清热，治疮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ｃｕｒｉｎｇ ｓｏｒｅｓ
　 葛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 ｍｏｎｔａｎａ ｖａｒ． ｌｏｂａｔａ 葛根 Ｇｅｇｅｎ Ｖ Ｒ（ＲＳ） 发汗解表，生津，消渴，止泻，解酒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ｓｗ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ｅｖｉｌ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ｉｖａｒ，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ｉｒｓｔ， ａｎｔｉ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ｌ，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ｓｍ

壳斗科 Ｆａｇａｃｅａｅ
　 槲树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ｄｅｎｔａｔａ 青冈树 Ｑｉｎｇｇａｎｇｓｈｕ Ａ Ｓｅ（Ｓｎ） 止 血， 利 尿， 治 疮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ｃｕｒｉｎｇ ｓｏｒｅｓ
牻牛儿苗科 Ｇｅｒ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老鹳草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 老管草 Ｌａｏｇｕａｎｃａｏ Ｈ Ｒ（ＭＴ） 祛风湿， 清热， 解毒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ｈｅａｔ⁃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银杏科 Ｇｉｎｋｇｏａｃｅａｅ
　 银杏 Ｇｉｎｋｇｏ ｂｉｌｏｂａ 白果 Ｂａｉｇｕｏ Ａ Ｓｅ（ＥＡＶ）；

Ｌ（ＭＴ）
平 喘， 化 痰， 驱 虫， 祛 风 湿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ａｓｔｈｍａ，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ａｎｔｈｅｌｍｉｎ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鸢尾科 Ｉ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扁竹兰 Ｉｒｉｓ ｃｏｎｆｕｓａ 蝴蝶花 Ｈｕｄｉｅｈｕａ Ｈ ＴＳ（ＥＡＶ） 清 热， 解 毒， 消 肿， 止 痛， 通 便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ｓｕｂｄｕｉｎｇ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ｌａｘａｔｉｖｅ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薄荷 Ｍｅｎｔｈａ ｃａｎａｄｅｎｓｉｓ 薄荷 Ｂｏｈｅ Ｈ ＴＳ（ＥＡＶ）；

Ｌ（ＭＴ，ＭＭＬ）
清热， 发 汗 解 表， 止 痛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ｓｗ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ｅｖｉｌｓ，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紫苏 Ｐｅｒｉｌｌａ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白苏，野苏麻 Ｂａｉｓｕ，
Ｙｅｓｕｍａ

Ｈ ＴＳ（ＥＡＶ）；
Ｌ（ＭＴ）

发汗 解 表， 止 头 痛， 止 咳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ｓｗ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ｅｖｉｌｓ，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ｈｅａｄａｃｈｅ，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夏枯草 Ｐｒｕｎｅｌｌ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包谷糊草 Ｂａｏｇｕｈｕｃａｏ Ｈ ＴＳ（ＥＡＶ）；
Ｌ（ＭＴ）

清热， 明 目， 止 头 痛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ｙｅｓｉｇｈｔ，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ｈｅａｄａｃｈｅ

木通科 Ｌａｒｄｉｚａｂａｌａｃｅａｅ
　 三叶木通 Ａｋｅｂｉａ 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ｔａ 八月瓜 Ｂａｙｕｅｇｕａ Ｖ Ｆｒ（ＲＥ） 利尿，通乳，舒筋络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ｌａｃｔ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ｍｕｓ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ｓ
　 猫儿屎 Ｄｅｃａｉｓｎｅａ ｉｎｓｉｇｎｉｓ 野香蕉 Ｙｅｘｉａｎｇｊｉａｏ Ｓｈ Ｆｒ（ＲＥ） 清热，解毒，行气，活血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ｉ，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木姜子 Ｌｉｔｓｅａ ｐｕｎｇｅｎｓ 木姜子 Ｍｕｊｉａｎｇｚｉ Ａ Ｆｒ（Ｃ） 祛 风 湿， 滋 补 脾 胃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ｓｐｌ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ｏｍａｃｈ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薤白 Ａｌｌｉｕｍ ｍａｃｒｏｓｔｅｍｏｎ 小根蒜 Ｘｉａｏｇｅｎｓｕａｎ Ｈ ＷＰ（ＥＡＶ，Ｃ） 促消化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天门冬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天门冬 Ｔｉａｎｍｅｎｄｏｎｇ Ｈ Ｒ（ＥＡＶ，ＭＭＬ） 滋阴润燥，清热，止咳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ｙｉｎ ｆｏｒ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ｄｒｙｎｅｓｓ，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羊齿天门冬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 ｆｉｌｉｃｉｎｕｓ 天门冬 Ｔｉａｎｍｅｎｄｏｎｇ Ｈ Ｒ（ＥＡＶ，ＭＭＬ） 滋阴润燥，清热，止咳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ｙｉｎ ｆｏｒ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ｄｒｙｎｅｓｓ，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玉簪 Ｈｏｓ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ｅａ 玉簪花 Ｙｕｚａｎｈｕａ Ｈ ＴＬ，Ｐ（ＥＡＶ） 清热， 解 毒， 利 尿， 消 肿， 通 经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ｓｕｂｄｕｉｎｇ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 ｆｌｏｗ

　 野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ｅ 岩瓣花 Ｙａｎｂａｎｈｕａ Ｈ Ｂｕ（ＥＡＶ） 止咳，化痰，平喘，强壮剂，止血，提高免疫力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ａｓｔｈｍａ， ｔｏｎｉｃ，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南川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ｒｏｓｔｈｏｒｎｉｉ 岩瓣花 Ｙａｎｂａｎｈｕａ Ｈ Ｂｕ，Ｐ（ＥＡＶ） 止咳，化痰，平喘，强壮剂，止血，提高免疫力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ａｓｔｈｍａ， ｔｏｎｉｃ，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通江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ａｅ 岩瓣花 Ｙａｎｂａｎｈｕａ Ｈ Ｂｕ，Ｐ（ＥＡＶ） 止咳，化痰，平喘，强壮剂，止血，提高免疫力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ａｓｔｈｍａ， ｔｏｎｉｃ，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麦冬 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地麦冬 Ｄｉｍａｉｄｏｎｇ Ｈ Ｒ（ＭＴ） 滋补，润肺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ｌ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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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当地名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ｎａｍｅ ＬＦ１） ＥＰ（ＥＭ） ２） 药效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卷叶黄精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ｃｉｒｒｈｉｆｏｌｉｕｍ

老虎姜 Ｌａｏｈｕｊｉａｎｇ Ｈ Ｒ （ ＥＡＶ， ＭＴ，
ＭＭＬ）

润肺，化痰，补脾，止血，消肿，解毒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ｌｕｎｇ，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ｓｐｌｅｅｎ，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ｓｕｂｄｕｉｎｇ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吉祥草 Ｒｅｉｎｅｃｋｉａ ｃａｒｎｅａ 观音草 Ｇｕａｎｙｉｎｃａｏ Ｈ ＷＰ（ＭＴ） 润肺， 消 渴， 祛 风 湿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ｌｕｎｇ，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ｉｒｓｔ，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万年青 Ｒｏｈｄｅ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万年青 Ｗａｎｎｉａｎｑｉｎｇ Ｈ ＷＰ（ＭＴ） 清热，解毒，散瘀，止痛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华中五味子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ｓ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五味子 Ｗｕｗｅｉｚｉ Ｖ Ｆｒ（ＲＥ） 润 肺， 补 肾， 生 津， 止 汗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ｌｕｎｇ，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ｋｉｄｎｅ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ｉｖａ，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ｓｗｅａｔｉｎｇ

楝科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地黄连 Ｍｕｎｒｏｎ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地黄连 Ｄｉｈｕａｎｇｌｉａｎ Ｓｈ Ｒ（ＭＴ） 清热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香椿 Ｔｏｏｎ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春天 Ｃｈｕｎｔｉａｎ Ａ ＴＳ（ＥＡＶ） 止 血， 祛 风 湿， 止 痛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地果 Ｆｉｃｕｓ ｔｉｋｏｕａ 地石榴，野地瓜，地瓜藤，

地 椹 Ｄｉｓｈｉｌｉｕ， Ｙｅｄｉｇｕａ，
Ｄｉｇｕａｔｅｎｇ， Ｄｉｓｈｅｎ

Ｖ Ｒ（ＭＴ）；
Ｆｒ（ＲＥ）

清 热， 解 毒， 活 血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鸡桑 Ｍｏｒｕ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鸡桑 Ｊｉｓａｎｇ Ｓｈ Ｆｒ（ＲＥ） 补肝肾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ｋｉｄｎｅｙ
紫金牛科 Ｍｙｒｓｉｎａｃｅａｅ
　 硃砂根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ｃｒｅｎａｔａ 八爪金龙 Ｂａｚｈａｏｊｉｎｌｏｎｇ Ｓｈ Ｒ（ＭＴ） 祛 风 湿， 散 瘀， 止 痛， 通 经， 舒 筋 络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 ｆｌｏｗ，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ｍｕｓ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ｓ

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光萼小蜡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 ｓｉｎｅｎｓｅ ｖａｒ．

ｍｙｒｉａｎｔｈｕｍ
苦丁茶，水白柳
Ｋｕｄｉｎｇｃｈａ， Ｓｈｕｉｂａｉｌｉｕ

Ａ ＴＳ（ＭＴ） 清热，解毒，解暑，消渴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ｕｎｓｔｒｏｋｅ，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ｉｒｓｔ

　 木犀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桂花 Ｇｕｉｈｕａ Ａ Ｆｌ，Ｌ（ＭＴ） 散寒，止痛，化痰，止咳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ｃｏｌｄ，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天麻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ｅｌａｔａ 天麻 Ｔｉａｎｍａ Ｈ Ｒ（ＥＡＶ，ＭＭＬ） 祛风湿， 活血， 散瘀， 止头痛， 治头晕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ｈｅａｄａｃｈｅ，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ｄｉｚｚｉｎｅｓｓ

酢浆草科 Ｏｘａ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酢浆草 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酸角草 Ｓｕａｎｊｉａｏｃａｏ Ｈ ＡＰ（ＭＴ，Ｓｎ） 清热，解毒，利尿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罂粟科 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ｅ
　 毛黄堇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ｔｏｍｅｎｔｅｌｌａ 干岩千 Ｇａｎｙａｎｑｉａｎ Ｈ ＷＰ（ＭＴ） 清 热， 解 毒， 散 瘀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
胡椒科 Ｐｉ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小叶崖爬香 Ｐｉｐｅｒ ｋａｄｓｕｒａ 崖爬香 Ｙａｐａｘｉａｎｇ Ｖ ＷＰ（ＭＴ） 止痛， 促 消 化， 化 痰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海南五针松 Ｐｉｎｕｓ ｆｅｎｚｅｌｉａｎａ 松树 Ｓｏｎｇｓｈｕ Ａ Ｆｒ（ＭＴ，ＭＭＬ）；

Ｓｅ（Ｓｎ）
消炎，止血，活血，抗氧化，止咳，祛风湿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车前科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平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ａ 车前草，缺吗叶

Ｃｈｅｑｉａｎｃａｏ， Ｑｕｅｍａｙｅ
Ｈ ＴＳ（ＥＡＶ，ＭＴ） 利 尿， 清 热， 明 目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ｙｅｓｉｇｈｔ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芦苇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芦苇 Ｌｕｗｅｉ Ｈ Ｒ（ＭＴ） 利尿，解毒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苦竹 Ｐｌｅｉｏｂｌａｓｔｕｓ ａｍａｒｕｓ 伞柄竹 Ｓａｎｂｉｎｇｚｈｕ Ｓｈ Ｓｔ（ＭＴ） 清热，解毒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何首乌 Ｆａｌｌｏｐｉ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铁秤砣，何什伍

Ｔｉｅｃｈｅｎｇｔｕｏ， Ｈｅｓｈｉｗｕ
Ｖ Ｒ（ＭＴ，ＭＭＬ） 安神，补血，强壮剂 Ｓｏｏｔｈｉｎｇ ｎｅｒｖｅｓ，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ｔｏｎｉｃ
　 虎杖 Ｒｅｙｎｏｕｔｒ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酸汤杆，酸汤梗

Ｓｕａｎｔａｎｇｇａｎ， Ｓｕａｎｔａｎｇｇｅｎｇ
Ｈ Ｌ（ＥＡＶ） 活血， 化 痰， 解 毒， 消 炎， 止 痛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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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当地名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ｎａｍｅ ＬＦ１） ＥＰ（ＥＭ） ２） 药效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掌叶大黄 Ｒｈｅｕｍ ｐａｌｍａｔｕｍ 大黄 Ｄａｈｕａｎｇ Ｈ Ｌ（ＥＡＶ） 通便 Ｌａｘａｔｉｖｅ
马齿苋科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马齿苋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马齿苋 Ｍａｃｈｉｘｉａｎ Ｈ ＴＳ（ＥＡＶ） 清热，解毒，散瘀，消肿，消炎，利尿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 ｓｕｂｄｕｉｎｇ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过路黄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ｅ 金钱草 Ｊｉｎｑｉａｎｃａｏ Ｈ ＴＳ（ＥＡＶ，ＭＴ） 排石，利尿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ｃａｌｃｕｌｉ，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野棉花 Ａｎｅｍｏｎｅ ｖｉｔｉｆｏｌｉａ 野棉花 Ｙｅｍｉａｎｈｕａ Ｈ Ｓｔ，Ｆｒ（ＭＭＬ） 消 炎， 抗 菌， 止 痛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ｔｉｂｉｏｓｉｓ，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黄连 Ｃｏｐｔ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黄连 Ｈｕａｎｇｌｉａｎ Ｈ Ｒ（ＭＴ） 清热，消渴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ｉｒｓｔ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勾儿茶 Ｂｅｒｃｈｅｍ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勾儿茶 Ｇｏｕｅｒｃｈａ Ｓｈ Ｌ（ＭＴ） 祛风湿，散瘀，消肿，止痛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 ｓｕｂｄｕｉｎｇ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枳椇 Ｈｏｖｅｎｉａ ａｃｅｒｂａ 拐枣 Ｇｕａｉｚａｏ Ａ ＩＳ（ＲＥ） 解 酒， 清 热， 利 尿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ｓｍ， ｈｅａｔ⁃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枇杷 Ｅｒｉｏｂｏｔｒｙ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枇杷 Ｐｉｐａ Ａ Ｆｒ（ＲＥ，ＭＭＬ）；Ｌ，

Ｂａ，Ｒ（ＭＴ，ＭＭＬ）
润肺，止咳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ｌｕｎｇ，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东方草莓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野草莓 Ｙｅｃａｏｍｅｉ Ｈ Ｆｒ（ＲＥ） 化痰， 止 咳， 祛 风 湿， 止 痒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ｉｔｃｈｉｎｇ

　 蛇含委陵菜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ｋｌｅｉｎｉａｎａ 五匹锋 Ｗｕｐｉｆｅｎｇ Ｈ ＷＰ（ＭＴ） 清热，解毒，止咳，化痰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火棘 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ｎａ 红籽，野苹果 Ｈｏｎｇｚｉ，
Ｙｅｐｉｎｇｇｕｏ

Ｓｈ Ｆｒ（ＲＥ） 促 消 化， 活 血， 止 血， 止 痛， 止 泻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ａｎｔｉ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ｌ

　 金樱子 Ｒｏｓａ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ａ 刺果 Ｃｉｇｕｏ Ｓｈ Ｆｒ（ＲＥ） 活血，祛风湿，解毒，驱虫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ｔｈｅｌｍｉｎｔｉｃ

　 单瓣缫丝花 Ｒｏｓａ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ｉｉ ｆ．
ｎｏｒｍａｌｉｓ

刺梨 Ｃｉｌｉ Ｓｈ Ｆｒ（ＲＥ） 解暑，促消化，止泻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ｕｎｓｔｒｏｋ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ｔｉ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ｌ

　 粉枝莓 Ｒｕｂｕｓ ｂｉｆｌｏｒｕｓ 泡 Ｐａｏ Ｓｈ Ｆｒ（ＲＥ） 补肝肾，明目，解酒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ｙｅｓｉｇｈｔ，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ｓｍ

　 山莓 Ｒｕｂｕｓ ｃｏｒｃｈ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ｓ 泡 Ｐａｏ Ｓｈ Ｆｒ（ＲＥ） 活血， 解 毒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插田泡 Ｒｕｂｕｓ ｃｏｒｅａｎｕｓ 泡 Ｐａｏ Ｓｈ Ｆｒ（ＲＥ） 补肝肾，明目，活血，止血，祛风湿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ｙｅｓｉｇｈｔ，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栽秧泡 Ｒｕｂｕｓ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ｕｓ ｖａｒ．
ｏｂｃｏｒｄａｔｕｓ

泡 Ｐａｏ Ｓｈ Ｆｒ（ＲＥ）；
Ｒ，Ｌ（ＭＴ）

舒筋络，清热，解毒，祛风湿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ｍｕｓ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ｓ，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高粱泡 Ｒｕｂｕｓ ｌａｍｂｅｒｔｉａｎｕｓ 泡 ｐａｏ Ｓｈ Ｆｒ（ＲＥ）；
Ｒ，Ｌ（ＭＴ）

清 热， 散 瘀， 止 血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白花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ｌｅｕｃａｎｔｈｕｓ 泡 Ｐａｏ Ｓｈ Ｆｒ（ＲＥ）；
ＷＰ（ＭＴ）

清热，解毒，消肿，止血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ｓｕｂｄｕｉｎｇ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乌泡子 Ｒｕｂｕｓ ｐａｒｋｅｒｉ 泡 Ｐａｏ Ｓｈ Ｆｒ（ＲＥ）；
Ｒ（ＭＴ）

止 血， 调 经， 止 咳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茅莓 Ｒｕｂｕｓ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ｓ 白刺 Ｂａｉｃｉ Ｓｈ Ｆｒ（ＲＥ）；
Ｒ（ＭＴ）

清热，解毒，祛风湿，活血，驱虫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ｔｈｅｌｍｉｎｔｉｃ

　 盾叶莓 Ｒｕｂｕｓ ｐｅｌｔａｔｕｓ 泡 Ｐａｏ Ｓｈ Ｆｒ（ＲＥ） 补肾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ｋｉｄｎｅｙ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黄檗 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ａｍｕｒｅｎｓｅ 黄柏 Ｈｕａｎｇｂａｉ Ａ Ｂａ（ＭＴ） 清热， 解 毒， 祛 风 湿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竹叶花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ｒｍａｔｕｍ 野花椒 Ｙｅｈｕａｊｉａｏ Ｓｈ Ｆｒ（Ｃ） 散寒，祛风湿，止痛，驱虫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ｃｏｌｄ，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ａｎｔｈｅｌｍｉｎｔｉｃ
三白草科 Ｓａｕｒｕｒａｃｅａｅ
　 蕺菜 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鱼腥草，折耳根 Ｙｕｘｉｎｇｃａｏ，

Ｚｈｅｅｒｇｅｎ
Ｈ ＴＳ，Ｒ（ＥＡＶ，Ｃ） 清热， 解 毒， 消 肿， 治 疮， 健 胃， 促 消 化 Ｈｅａｔ⁃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ｓｕｂｄｕｉｎｇ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ｃｕｒｉｎｇ
ｓｏｒｅｓ，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ｓｔｏｍａｃ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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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当地名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ｎａｍｅ ＬＦ１） ＥＰ（ＥＭ） ２） 药效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虎耳草科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红虎耳草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ｓａｎｇｕｉｎｅａ 红虎耳草 Ｈｏｎｇｈｕｅｒｃａｏ Ｈ ＴＳ（ＭＴ） 清 热， 解 毒， 止 咳， 祛 风 湿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虎耳草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ｓｔｏｌｏｎｉｆｅｒａ 虎耳草 Ｈｕｅｒｃａｏ Ｈ ＴＳ（ＥＡＶ） 清 热， 解 毒， 止 咳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大叶石龙尾 Ｌｉｍｎｏｐｈｉｌａ ｒｕｇｏｓａ 水茴香 Ｓｈｕｉｈｕｉｘｉａｎｇ Ｈ ＷＰ（ＭＴ） 祛风湿，化痰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玄参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 ｎｉｎｇｐｏｅｎｓｉｓ 玄参 Ｘｕａｎｓｈｅｎ Ｈ Ｒ（ＭＴ） 清热，解毒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水苦荬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ｕｎｄｕｌａｔａ 鸭儿菜 Ｙａｅｒｃａｉ Ｈ ＷＰ（ＭＴ） 活血，止血，清热，解毒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枸杞 Ｇｏｕｑｉ Ｓｈ Ｆｒ（ＲＥ，ＭＭＬ） 明目，补肝肾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ｙｅｓｉｇｈｔ，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ｋｉｄｎｅｙ
红豆杉科 Ｔａｘａｃｅａｅ
　 南方红豆杉 Ｔａｘｕｓ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ｍａｉｒｅｉ
红豆杉 Ｈｏｎｇｄｏｕｓｈａｎ Ａ Ｓｅ（ＭＭＬ） 驱 虫， 促 消 化， 抗 癌 Ａｎｔｈｅｌｍｉｎｔｉｃ，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
山茶科 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茶 Ｃｈａ Ｓｈ ＴＬ（ＭＳ，ＭＴ） 提神，清热，解毒Ｒｅｆｒｅｓｈｉｎｇ，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珠芽艾麻 Ｌａｐｏｒｔ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野绿麻 Ｙｅｌüｍａ Ｈ ＴＳ（ＥＡＶ，ＭＴ，

ＭＭＬ）
促消化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败酱科 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ａｃｅａｅ
　 攀倒甑 Ｐａｔｒｉｎｉ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 败酱草，苦益菜，白花败酱

Ｂａｉｊｉａｎｇｃａｏ， Ｋｕｙｉｃａｉ，
Ｂａｉｈｕａｂａｉｊｉａｎｇ

Ｈ ＴＳ（ＥＡＶ） 清热，解毒，活血，提神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ｒｅｆｒｅｓｈｉｎｇ

　 蜘蛛香 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ａ ｊａｔａｍａｎｓｉ 蜘蛛香 Ｚｈｉｚｈｕｘｉａｎｇ Ｈ Ｌ（ＭＴ） 止痛， 促 消 化， 止 泻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ｔｉ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ｌ

姜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阳荷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 ｓｔｒｉｏｌａｔｕｍ 阳荷 Ｙａｎｇｈｅ Ｈ ＦＢ（ＥＡＶ） 活血，调经，止咳，解毒，促消化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１） ＬＦ：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Ｈ： 草本 Ｈｅｒｂ； Ｓｈ：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Ａ： 乔木 Ａｒｂｏｒ； Ｖ： 藤本 Ｖｉｎｅ．
　 ２）ＥＰ： 食用部位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ａｒｔ． ＴＳ： 嫩茎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ｓｈｏｏｔ； Ｒ： 根 Ｒｏｏｔ； Ｆｒ： 果 Ｆｒｕｉｔ； Ｆｌ： 花 Ｆｌｏｗｅｒ； ＷＰ：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Ｂａ： 树皮 Ｂａｒｋ； ＳＴ： 枝刺

Ｓｈｏｏｔ ｔｈｏｒｎ； Ｓｅ： 种子 Ｓｅｅｄ； Ｌ： 叶 Ｌｅａｆ； ＴＬ： 嫩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ｌｅａｆ； Ｐ： 花瓣 Ｐｅｔａｌ； Ｂｕ： 鳞茎 Ｂｕｌｂ； ＡＰ：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Ｓｔ： 茎 Ｓｔｅｍ； ＩＳ：
果序轴 Ｉｎｆｒｕｃｔ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ｈａｆｔ； ＦＢ： 花蕾 Ｆｌｏｗｅｒ ｂｕｄ． ＥＭ： 食用方法 Ｅｄｉ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ＥＡＶ： 作菜 Ｅａｔｅｎ ａｓ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ＭＴ： 泡茶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ｅａ； Ｃ： 调味品
Ｃｏｎｄｉｍｅｎｔ； ＭＭＬ： 泡药酒 Ｍａｋ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ｌｉｑｕｏｒ； ＲＥ： 生食 Ｒａｗ ｅａｔｉｎｇ； ＲＳ： 提炼淀粉 Ｒｅｆｉｎｉｎｇ ｓｔａｒｃｈ； Ｓｎ： 零食 Ｓｎａｃｋ； ＭＳ： 做汤 Ｍａｋｉｎｇ ｓｏｕｐ．

　 　 金佛山地区的药食两用植物根据食用价值分为

茶饮类（代茶类 ５４ 种和药酒类 １８ 种）、野菜类（４６
种）、野果类（水果类 ２４ 种和坚果类 ２ 种）、调味品类

（５ 种）和淀粉类（３ 种）５ 类，说明当地居民对于茶饮

类、野菜类和野果类的利用较多。 其中，野菜类植物

多利用其口感好的嫩茎叶、根和花；茶饮类植物的利

用部位多为根和嫩茎叶，全株、叶（嫩叶）、树皮、果和

花也利用较多；野果类植物多利用果实、种子和果序

轴；调味品类植物多利用果实和嫩茎叶；淀粉类植物

的利用部位为根。
在调查的药食两用植物中食用部位为嫩茎叶

（３２ 种）、根（３２ 种）和果（２９ 种）的种类较多；食用部

位为叶（嫩叶）（１４ 种）和全株（１０ 种）的种类也较多；
其他食用部位的种类较少，其中，食用部位为种子和

花的种类各 ４ 种，食用部位为鳞茎、花瓣和树皮的种

类各 ３ 种，食用部位为茎的种类有 ２ 种，食用部位为

枝刺、果序轴、花蕾和地上部分的种类各 １ 种。
此外，金佛山地区野生药食两用植物按生活型可

分为乔木（１５ 种）、灌木（２６ 种）、藤本（１１ 种）和草本

（６５ 种）４ 大类，其中草本种类数量最多。
２ ２　 金佛山地区野生药食两用植物的利用方式和药

效分析

２ ２ １　 对不同食用方法野生药食两用植物的分析

根据制作方式，茶饮类植物分为代茶植物和药酒植

物，其目的均为将植物中的有效成分溶入沸水或酒精

中。 当地居民使用沸水冲泡代茶植物，或将其放入水

中熬煮作为茶的替代品饮用，不仅能解渴，还有养生

保健和治疗某种慢性疾病的作用。 当地居民最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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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茶植物有灰毡毛忍冬 （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ｍａｃｒ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过路黄（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ｅ Ｈａｎｃｅ）、
黄连（Ｃｏｐｔ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野菊（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ｅｍｕｍ
ｉｎｄｉｃｕｍ Ｌｉｎｎ．）、平车前（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ａ Ｗｉｌｌｄ．）、蒲
公 英 （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紫 苏

〔 Ｐｅｒｉｌｌａ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 Ｌｉｎｎ．） Ｂｒｉｔｔ．〕 和 淫 羊 藿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ｂｒｅｖｉｃｏｒｎｕ Ｍａｘｉｍ．）等，这些代茶植物多具

有清热、解毒、祛风湿、滋补和止咳的功效。 部分当地

居民长期或一段时间饮用一种或几种代茶植物，相信

其能治疗风湿、咳嗽等疾病，特别是对于慢性咽炎、慢
性胃炎和尿路结石等慢性疾病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

用。 当地有一种名为 “油茶” （又称 “金佛山干劲

汤”）的饮料广受当地居民欢迎，具有提神醒脑的作

用，其制作方法为：把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 Ｏ．
Ｋｔｚｅ．〕叶煮熟，研磨至粉末状，用油炒，加入紫苏等辅

材，再加水煮沸，熬煮片刻，加盐，即可饮用。
金佛山地区当地居民日常饮用药酒被视为一种传

统的养生进补方式。 药酒的制作方式极为简单，即在

酒中加入一种或几种药用植物。 金佛山地区有 １８ 种

药食两用植物可供泡药酒，常见种类有天麻（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ｅｌａｔａ Ｂｌ．）、天门冬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Ｌｏｕｒ．）
Ｍｅｒｒ．〕、卷叶黄精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ｔｕｍ ｃｉｒｒｈｉｆｏｌｉｕｍ （Ｗａｌｌ．）
Ｒｏｙｌｅ〕、杜仲（Ｅｕｃｏｍｍｉａ ｕｌｍｏｉｄｅｓ Ｏｌｉｖｅｒ）、金佛山雪胆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 ｐｅｎｇｘ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ｊｉｎｆｕ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Ｌ． Ｔ． Ｓｈｅｎ ｅｔ
Ｗ． Ｊ． Ｃｈａｎｇ）和石菖蒲（Ａｃｏｒｕ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 Ｓｃｈｏｔｔ）等。
药酒主要分为 ２ 类：养生保健类主要有益气、强筋健骨

和补益虚损之功效；治疗疾病类多用于风湿或头痛等

慢性病的治疗。
野菜类植物以菊科（９ 种）最多，百合科（８ 种）次

之。 当 地 居 民 喜 食 的 野 菜 类 植 物 有 野 茼 蒿

〔Ｃｒａｓｓ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ｃｒｅｐ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Ｂｅｎｔｈ．） Ｓ． Ｍｏｏｒｅ〕、三脉

紫 菀 （ Ａｓｔｅｒ ａｇ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 Ｔｕｒｃｚ．）、 玉 簪 〔 Ｈｏｓｔａ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ｅａ （Ｌａｍ．） Ａｓｃｈｅｒｓ．〕、野百合（Ｌｉｌｉｕｍ ｂｒｏｗｎｉｉ
Ｆ． Ｅ． Ｂｒｏｗｎ ｅｘ Ｍｉｅｌｌｅｚ）、南川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ｒｏｓｔｈｏｒｎｉｉ
Ｄｉｅｌｓ）、通江百合（ Ｌｉｌｉｕｍ 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ａｅ Ｗｉｌｓｏｎ）、卷叶黄

精、蕺菜 （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香椿 〔 Ｔｏｏｎ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Ａ． Ｊｕｓｓ．） Ｒｏｅｍ．〕、菜蕨〔Ｃａｌｌｉｐｔｅｒｉｓ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
（Ｒｅｔｚ．） Ｊ． Ｓｍ． ｅｘ Ｍｏｏｒｅ ｅｔ Ｈｏｕｌｓｔ．〕、 楤木 （ Ａｒａｌ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ｉｎｎ．）和薯蓣（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ｐｏｌｙｓｔａｃｈｙａ Ｔｕｒｃｚ．）
等。 野菜的食用方法因食用部位不同而异，食嫩茎叶

的野菜最常见的食用方法有焯水后凉拌、炒、做蛋汤、
做粥和煎炸，富含淀粉的根茎类野菜食用方法多为炖

肉和蒸食。 以玉簪为例，常见的食用方法为：１）玉簪

的嫩叶包上发酵好的面粉、粗麦面或嫩玉米浆，蒸成

叶儿粑，蘸白糖或豆瓣酱，连同玉簪叶一起食用；
２）将鲜玉簪花去掉雌雄蕊备用，鸡蛋打散调匀备用，
锅中水沸后，先下玉簪花，再下鸡蛋，煮片刻，放入盐，
即可起锅食用；３）将去蕊的玉簪花裹上鸡蛋面糊入

油锅炸至微黄色食用；４）用玉簪花花冠 １２～１５ ｇ 煎取

浓汁去渣备用，当粥快煮好时加入浓汁，用红糖调味

食用。
由于参与调查的主体为高年级小学生，因此，调

查到的野果多是当地儿童容易采摘又喜食的零食，如
多种被称为“泡”的悬钩子属（Ｒｕｂｕｓ Ｌｉｎｎ．）植物、地
果（野地瓜）（Ｆｉｃｕｓ ｔｉｋｏｕａ Ｂｕｒ．）、单瓣缫丝花（刺梨）、
火棘〔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ｎａ （Ｍａｘｉｍ．） Ｌｉ〕、三叶木通

〔Ａｋｅｂｉａ 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Ｋｏｉｄｚ．〕等植物的果实。 此

外，槲树 （ Ｑｕｅｒｃｕｓ ｄｅｎｔ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和海南五针松

（Ｐｉｎｕｓ ｆｅｎｚｅｌｉａｎａ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的种子也可作为他们

的零食。
本次调查到 ５ 种调味品类植物，即蕺菜、水芹

〔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 Ｂｌ．） ＤＣ．〕、 木 姜 子 （ Ｌｉｔｓｅａ
ｐｕｎｇｅｎｓ Ｈｅｍｓｌ．）、薤白（Ａｌｌｉｕｍ ｍａｃｒｏｓｔｅｍｏｎ Ｂｕｎｇｅ）和
竹叶花椒（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ｒｍａｔｕｍ ＤＣ．），可作为调料在

烹制菜肴时放入少许，具有提味、增鲜和去腥的效果，
也可作为蘸水的一种配料。 如当地人喜欢在酸菜汤

中加入少许碾碎的木姜子果实，汤便具有特殊风味，
且有防止暑湿、滋补脾胃的作用。

淀粉类植物有葛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 ｍｏｎｔａｎａ ｖａｒ． ｌｏｂａｔａ
（Ｗｉｌｌｄ．） Ｍａｅｓｅｎ ｅｔ Ｓ． Ｍ． Ａｌｍｅｉｄａ ｅｘ Ｓａｎｊａｐｐａ ｅｔ
Ｐｒｅｄｅｅｐ〕、菜蕨和薯蓣，但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地

居民的主食均为白米饭，很少有人再去采集葛和菜蕨

的根磨粉作为代粮，薯蓣仅作为蔬菜食用。
２ ２ ２　 对不同药效野生药食两用植物的分析　 金佛

山地区具不同药效的野生药食两用植物的统计结果

见表 ２。 结果显示：金佛山地区药食两用植物具有的

药效共 ４５ 种，其中以清热、解毒、祛风湿、止痛、滋补、
止血、止咳、活血、利尿、化痰、消肿和促消化等药效为

多。 具清热药效的植物种类最多，有 ４８ 种，占所有植

物种数的 ４１ ０％；具解毒药效的植物有 ４２ 种，占所有

植物种数的 ３５ ９％；具祛风湿药效的植物有 ２５ 种，占
所有植物种数的 ２１ ４％；具滋补肝、肾、脾等重要脏

器，补血，强壮剂及抗氧化和提高免疫力药效的植物

有 ２３ 种，占所有植物种数的 １９ ７％；具止血、止咳、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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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利尿、化痰、促消化和消肿药效的植物均达 １０ 种

以上；具散瘀和消炎药效的植物均有 ７ 种。 如当地居

民常用的玉簪其花入药可通经，根入药可清热、解毒、
利尿和消肿，叶入药可解毒和消肿；野茼蒿全草入药，
有清热和止咳之功效；蕺菜有清热、解毒、消肿、治疮、
健胃和促消化之效，能辅助治疗治肠炎、痢疾、肾炎水

肿、乳腺炎和中耳炎等疾病；过路黄在当地俗名为金

钱草，当地居民经常将其作为代茶饮用，有排石和利

尿之功效。 除将具有止血药效的药食两用植物在治

疗外伤时将新鲜植株砸碎外敷外，该地区药食两用植

物作为药用的利用方式与其作为食用的利用方式相

同，利用部位也基本一致。

表 ２　 金佛山地区具不同药效的野生药食两用植物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ｗｉｌ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Ｊｉｎｆ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

排序
Ｒａｎｋｉｎｇ

药效
Ｍｅｃｉｃｉ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比例 ／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１）

１ 清热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４８ ４１ ０
２ 解毒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４２ ３５ ９
３ 祛风湿，止痛（头痛）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ｈｅａｄａｃｈｅ） ２５ ２１ ４
４ 滋补（补肝、肾、脾、血等，强壮剂，抗氧化，提高免疫力）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ｖｅｒ， ｋｉｄｎｅｙ， ｓｐｌｅｅｎ， ｂｌｏｏｄ，

ｅｔｃ．， ｔｏｎｉｃ，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３ １９ ７

５ 止血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１９ １６ ２
６ 止咳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１８ １５ ４
７ 活血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１７ １４ ５
８ 利尿，化痰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１４ １２ ０
９ 促消化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１３ １１ １

１０ 消肿 Ｓｕｂｄｕｉｎｇ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１２ １０ ３
１１ 润肺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ｌｕｎｇ ８ ６ ８
１２ 散瘀，明目，消炎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ｙｅｓｉｇｈｔ，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７ ６ ０
１３ 止泻 Ａｎｔｉ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ｌ ６ ５ １
１４ 驱虫，治疮，消渴，平喘 Ａｎｔｈｅｌｍｉｎｔｉｃ， ｃｕｒｉｎｇ ｓｏｒｅｓ，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ｔｈｉｒｓｔ，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ａｓｔｈｍａ ５ ４ ３
１５ 舒筋络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ｍｕｓ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ｓ ４ ３ ４
１６ 发汗解表，解酒，调经，健胃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ｓｗ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ｅｖｉｌｓ，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ｓｍ，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ｓｔｏｍａｃｈ
３ ２ ６

１７ 通便，排石，通经，滋阴润燥，散寒，生津，解暑，强筋骨，止汗，提神 Ｌａｘａｔｉｖｅ，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ｃａｌｃｕｌｉ，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 ｆｌｏｗ，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ｙｉｎ ｆｏｒ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ｄｒｙｎｅｓｓ，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ｃｏｌ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ｉｖａｒ，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ｕｎｓｔｒｏｋ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ｍｕｓ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ｏｎｅｓ，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ｓｗｅａｔｉｎｇ， ｒｅｆｒｅｓｈｉｎｇ

２ １ ７

１８ 截疟，通乳，抗癌，降血压，安神，抗菌，止痒，行气，治头晕 Ｃｕｒｉｎｇ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ｌａｃｔ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ｏｏｔｈｉｎｇ ｎｅｒｖｅ， ａｎｔｉｂｉｏｓｉｓ，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ｉｔ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ｉ，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ｄｉｚｚｉｎｅｓｓ

１ ０ ９

　 １）具不同药效的药食两用植物种数占该地区药食两用植物总种数的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ｉｏｎ．

２ ３　 金佛山地区野生药食两用植物生境的统计分析

金佛山地区药食两用植物的生境主要包括路边

（４０ 种）、村庄附近杂木林（３７ 种）、菜园（２９ 种）、山
坡（１５ 种）、草地（６ 种）、湿地（６ 种）、荒地（５ 种）、田
边（３ 种）和竹林（２ 种）等。 生长在路边的药食两用

植物最多（４０ 种），占所有植物种数的 ３４ ２％；生长在

村庄附近杂木林、菜园和山坡的药食两用植物分别占

所有植物种数的 ３１ ６％、２４ ８％和 １２ ８％，其他生境

药食两用植物分布较少。 说明当地居民多在路边、村
庄附近杂木林、山坡等地采集药食两用植物，这与当

地居民利用药食两用植物的方法相关。 一般传统药

物使用方法为鲜用，随采随用，这样可以保持药效，防
止药物的活性成分在萎蔫过程中流失。 此外，当地居

民常将口感好、药效显著但在野外已难寻踪迹的药食

两用植物进行引种驯化，栽培在自家菜园，以达到能

随用随采的目的。
２ ４　 金佛山地区野生药食两用植物的知识来源

对回收的背景资料调查表进行统计，结果显示：
本研究共访问了 １０２ 人，其中男性 ４６ 人，女性 ５６ 人。
年龄在 １０～１９ 岁的有 ２ 人，２０～３９ 岁的有 ２５ 人，４０～
５９ 岁的有 ３４ 人，６０ 及 ６０ 岁以上的有 ４１ 人。 ５９ ６％
的家庭中长期居住的都是老人和儿童，这些家庭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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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均为留守儿童，采集利用野生药食两用植物几乎都

是老人。
调查结果还显示：金佛山地区野生药食两用植物

的传统知识主要来源于父母。 在调查所得的 ５６７ 条

药食两用植物信息中，其中 ４８５ 条信息来源于报告人

的父母或祖父母，占所有信息来源的 ８５ ５％；６２ 条信

息来源于邻居，占所有信息来源的 １０ ９％；２０ 条信息

来源于老师，仅占所有信息来源的 ３ ５％。 说明金佛

山地区民族植物学知识的传承主要通过家庭中长辈

和晚辈在生活中以口授手传的方式实现。
在 １０２ 位信息报告人中，有 ２８ 位信息报告人（占

总调查人总数的 ２７．５％）反映，他们以前经常采集利

用的一些植物种类，如蕺菜、平车前、艾 （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Ｌéｖｌ． ｅｔ Ｖａｎ．）、淫羊藿、过路黄、何首乌〔Ｆａｌｌｏｐｉ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Ｔｈｕｎｂ．） Ｈａｒａｌｄ．〕和野茼蒿等，现在很少采

集利用。 主要原因为随着当地医疗条件以及生活和

经济条件的改善，他们在感到身体不适时更愿意选择

去医院就诊，而不愿再去采集草药，不再利用草药茶

和药酒，且家里有自种的蔬菜或买菜便利，不再采食

野菜。 而其余 ７４ 位信息报告人（占总调查人数的

７２ ５％）表示，因为传统药食两用植物具有口感好、药
效好、经济和易采集等特点，他们会继续利用这些药

食两用植物。

３　 讨　 　 论

３ １　 金佛山地区利用野生药食两用植物的特点及

原因

金佛山地区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造就了丰富的

植物资源，这为当地居民利用其中的药食两用植物资

源提供了物质基础，且当地居民还具有丰富的药食两

用植物传统知识，将药食两用植物作为日常菜肴、代
茶、药酒和零食等。 当地居民为满足强身健体、防病

治病的需求，在田边地头或自家菜园就可以轻易采集

到药食两用植物，这是将药食两用植物用于日常饮食

的重要条件之一。 金佛山地区多为山区，当地居民在

山中劳作易受风寒、湿气侵袭、外伤和虫蛇咬伤等，因
此，他们利用的药食两用植物多具有祛风湿、止血、活
血化瘀、止痛消肿、舒筋活络和杀虫等功效。 金佛山

地区为典型的山区气候，天气变化快，昼夜温差大，夜
晚多潮湿阴冷，当地居民易患风湿、感冒等疾病，因
此，当地居民在生活实践中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预

防和治疗疾病的办法，并形成了在饮食中利用具有清

热解毒、滋补强身、活血化瘀等功效的药食两用植物

的习惯，如当地居民喜欢根据自身身体状况和饮食爱

好，选择不同的植物材料来泡茶或泡药酒，认为常饮

有解乏、增加体温、促进血液循环、预防疾病及强身健

体等作用。
３ ２　 自然教育和民族植物学调查方法的结合

应用民族植物学研究方法的优点之一为可以将

当地居民纳入调查研究队伍中，利于研究人员了解和

掌握当地人的知识和经验［３］２７３。 把自然教育活动和

民族植物学传统知识调查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提高研

究人员收集传统民族植物学知识的效率，也可增加当

地儿童对传统文化知识的认识，激发其了解乡土植物

知识的热情，增强其对受教育水平不如自己的长辈的

认同和尊敬，达到双赢的目的。
３ ３　 可持续开发野生药食两用植物资源，助力解决

当地留守儿童问题

在中国，传统生产方式保存比较完好的地方往往

是经济欠发达或比较落后的地方，但是这些被保留下

来的传统中，可能蕴藏着许多有助于促进当地社区经

济发展的潜力，即传统知识。 如何促进传统知识在社

区经济发展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民族植物学研究

的一个重要方面［３］２７８。 金佛山地区经济落后，很多家

庭的青壮年为生计外出打工，留守儿童问题突出［１７］。
留守儿童由于长期缺失父母的陪伴和照顾，在卫生保

健、安全、学习、品行和心理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

题［１８］，因此利用金佛山地区的民族植物学知识，开发

当地特色药食两用植物，提高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
使众多留守儿童的父母能在家乡就业，陪伴子女成

长，对减少留守儿童问题有现实意义。 南川区三泉镇

马嘴村的高世德玉簪花种植专业合作社就是一个典

型案例。 重庆金佛山一带适宜种植玉簪，出产的玉簪

花香气浓、品质好、产量高。 ２０１７ 年，马嘴村二社村

民高世德种植了 １３ ４ ｈｍ２ 玉簪，年产干燥花蕾约 ８００
ｋｇ，年产值达 ６４ 万元，他雇佣 １３ 户邻居完成种植、采
摘和烘干等工作，这些邻居在家既能获得经济收入，
又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儿童。 上述调查结果显示：对
金佛山地区的民族植物学进行深入研究，将更多的具

有特色的野生药食两用植物种类进行人工驯化、栽
培、种植和加工以供应市场，既可为当地农村开辟新

的发展经济的途径，又可为当地居民提供就近就业的

机会，减少当地留守儿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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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启事

为了扩大科技期刊的信息交流、充分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已先后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万
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和“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网络文献资源数据库，凡在本刊发表的论文将编入数据库供上网交流、
查阅及检索，作者的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不再另付。 如作者不同意将文章收编入数据库，请在来稿时声明，本
刊将做适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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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ｌ： ｚｗｚｙｂｊｂ＠ １６３．ｃｏｍ； ＱＱ： ２２１９１６１４７８。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编辑部

２０１８－０２　 　 　 　 　

１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