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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市三峡库区药用植物资源名录》一书出版之际，作为一名中医药管理者，我感

到十分欣慰。

《重庆市三峡库区药用植物资源名录》一书，是在完成《重庆市三峡库区药用植物资源

调查研究》重点科研课题的基础上编著的。全书共收载三峡库区野生和栽培药用植物 278

科、1 377属、4 521种，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科学严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一部研究和

查阅我市三峡库区药用植物资源的宝贵专著。

阅完本书，我深为作者的科研精神所感动。刘正宇等研究人员，为完成科研任务和本

书编著，弘扬“神农、时珍”之精神，历时三个春秋，走遍三峡大地，跋山涉水，风雨无阻，深入

实地调查，广收各种资料，孜孜不倦，发奋忘食，著而忘忧，终以本书奉献于读者和社会。

本书是第一部系统记载我市三峡库区药用植物资源名录的专著，它不仅具有较高的学

术价值，也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既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学术参考，也可为中药材开发者提供一

定帮助。我相信，本书对于广大中医药管理人员、中药研究人员、中药开发人员和中药爱好

者来说，将会是一本较有价值的参考书。

应作者邀请，乐写上语，姑以为序。

重庆市卫生局副局长

2006年 7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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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重庆三峡库区历来是我国著名药材生产地的“川产道地药材”的主产区之一，其中石柱

的黄连、巫山的党参、巫溪的款冬、奉节的贝母、云阳的小茴、开县的木香、江津的枳壳、武隆

的大黄等在我国中药材市场中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更因出产胡豆莲、朱砂莲、干岩 、

四棱筋骨草、青蒿、苦荞头、骨碎补、金毛狗、荷叶金钱、七叶一枝花、头顶一颗珠、雪山一枝

蒿、江边一碗水、文王一支笔等许多疗效独特、效果显著的药用植物而闻名于世。为了进一

步摸清库区药用植物资源，2004年重庆市卫生局把“重庆市三峡库区药用植物资源调查研

究”项目下达给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该所项目组成员在各级主管部门和相关单位的重

视和大力支持下，结合该所今年已开展过的“重庆三峡库区陆生植物标准样地调查及复查”、

“重庆三峡库区珍稀植物调查”（先后两批次）、“涪陵地区中草药普查”、“川东地区民间中草

药调查及单验方收集”和“重庆市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重庆市湿地野生动植

物资源调查”等项目研究的基础，精心组织，积极实施，深入实地，踏实调查，广博资料，认真

编写，风餐露宿，历时三年，终于完成课题任务。

本名录主要收载了重庆三峡库区已知每种药用植物的基源（植物中文和拉丁文的名

称）、药材名、别名、生态环境、分布、药用部位、性味、效用（包括功能、主治）等与资源有关内

容。基源的中文和拉丁文名称主要按《中国植物志》和《四川植物志》命名，参考近年相关学

者的研究有少量修改，对过去曾常采用，而现又经过修正的拉丁学名，为查找方便，加注有

异名。药材名、性味、效用等主要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大辞典》和《全国中

草药汇编》，少量民间药用植物采用当地习惯名称和功能主治。别名及药用部位，除了收载

各地常用别名和常用的药材部位外，着重收载了当地名称和药用部位。生态环境和分布，

主要依据本所历年野外实地调查结果和标本采集的野外记录，个别参考了其他单位采集的

标本及文献记载，具体产地分布因篇幅关系，县（市、区）以下的地名省略。

该名录共收载了重庆市三峡库区野生和栽培药用植物 278科 1 377属 4 521种（含变

种和亚种，下同）。其中地衣植物 7科 8属 15种；苔藓植物 42科 70属 99种；蕨类植物 45

科 109属 397种；裸子植物 9科 29属 53种；被子植物 175科 1 161属 3 957种。整个名录

按秦仁昌蕨类植物、郑万均裸子植物、恩格勒被子植物的分类系统排列编写。同属植物的

拉丁名，除该属第一种全写外，其余种的属名以开头第一个大写字母代表；同一个科的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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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属的种名按拉丁字母顺序排列。为供读者使用时方便，名录前载有植物分类系统目

录，后编有中文及拉丁学名索引。

该名录的编写与出版过程中，承蒙重庆市卫生局、重庆市环保局、重庆市中药研究院、

国家林业局生态环境检测总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及钟国跃研究员、李

振宇研究员、秦松云研究员、苏光明研究员、李建文高级工程师等单位及个人的大力支持，

并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审阅，提出了宝贵意见，也荣幸地得到了重庆市卫生局重点研究学科

“中药资源学”资金的有力资助，谨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由于本次调查和编写的时间紧、任务重，加之参考资料不足，工作也尚欠深入，肯定仍

有部分库区药用植物漏落，留待今后再行增补。该药用植物资源名录凡有错误和不足之处，

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6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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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三峡库区生态环境背景概述

一、基本情况

重庆市三峡库区是指中国三峡库区属于重庆市辖区内的部分，沿长江自上而下，西起库区

末端江津市，东至库区中前部巫山县，地处东经 105°49′～ 110°12′，北纬 28°56′～ 31°28′

之间，包括巫山、巫溪、奉节、云阳、开县、万州、石柱、忠县、丰都、涪陵、武隆、长寿、巴南、渝

北、渝中、北碚、九龙坡、沙坪坝、大渡口、江北、南岸、江津等 22个县（市、区），总面积 46 249 km2，

占整个三峡库区面积的 79.85%，占重庆市总面积的 56%。

二、自然情况

（一）地质、地貌

重庆市三峡库区在地质结构上，位于大巴山褶皱带、川鄂湘黔褶皱带、川东褶皱带三大

构造单元的交汇处。背靠大巴山，南依云贵高原，跨越川东平行岭谷、低山丘陵区和渝鄂中

低山、山地峡谷区，地处我国三大阶梯地形中的第二阶梯的东缘。地质岩层以侏罗纪的砂

岩、页岩和泥岩，晚三叠纪的砂岩，二叠纪和志留纪的灰岩、石灰岩、白云岩为主。境内最高

处为巫溪县的阴条岭，海拔 2 798 m，最低处为重庆市巫山县与湖北巴东县的长江边交界处，

海拔 73 m，垂直高差 2 725 m。

重庆市三峡库区地貌的形成和发展与地质的构造极为相关，库区大多数山地都是褶皱抬

升而形成的背斜山地，总体地形为西高东低。其地貌主要由山原、山地、丘陵、台地、平原等 5

个基本类型组成。整个库区山地占 74%，丘陵占 21.7%，河谷坪坝占 4.3%。沿江以奉节为界，

西段主要为低山丘陵宽谷地形，一般海拔高程为 300～ 500 m；东段主要为亚高山峡谷地形，

一般海拔高程为 500～ 2 000 m。长江由西向东横切巫山山脉，两岸山高坡陡，河谷深切，形

成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

（二）气候

重庆市三峡库区的地理位置位于我国亚热带湿润季风地区，由于北有大巴山山脉，南

有武陵山山脉、大娄山山脉，西有云贵高原，东有巫山山脉作为屏障，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和

印度洋、太平洋的热浪均不易侵入，故有四季分明、雨量适中、温暖湿润的气候特征。据三

峡库区气象部门多年气候观察和统计结果，该地区年平均气温 14.8～ 19℃，年平均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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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 1 400 mm，年均相对湿度 78%～ 80%，年均日照时数 943～ 1 865.6 h，年均蒸发量

985.5～ 1 635 mm，无霜期 300～ 340 d。总体是冬暖春早，冬季雨少，初夏和仲夏雨水集

中，盛夏常有伏旱，秋雨连绵，湿度大，云雾多。

库区气候由于受地形的影响，局地气候明显，降雨分布是沿江河谷少雨，外围山地雨水

逐渐增多；湿度是沿江河谷相对较小，外围山地相对大；无霜期是沿江河谷较长，外围山地

随着海拔增高而减少。沿江河谷年平均气温 11℃，外围山地年平均气温 10～ 14℃，年平

均气温垂直递增度为 0.63℃/100 m。与相邻地区比较，重庆三峡库区平均气温及年降水量

明显高于同纬度的中国东部地区，具有明显的四川盆地气候特色。

库区又因地势复杂，山间盆地相间，高差悬殊，各地气候有垂直差异，因而形成明显的

气候带，大致是海拔 1 500 m以下属亚热带气候，1 500 m以上的山地属暖温带气候。河谷

一般是夏热冬暖，温高少雨，雾少日多，而山地则夏凉冬寒，温低多雨，雾多日少。尤其海拔

600 m以下的低山坪坝的河谷区域，冬季冷空气难于进入使该区域成全国最著名的暖谷区。

海拔 2 200 m以上的亚高山区域，年积雪 3个月以上，使该区域成为我国南方最著名的赏雪

区。

（三）土壤

重庆市三峡库区土壤共有 7个土类 16个亚类。基本土壤为黄红壤，其他土类有黄壤、

山地黄棕壤、山地棕壤、山地草甸土、紫色土、冲积土和水稻土。成土母岩有花岗石、石灰岩、

泥质沙质页岩、石英砂岩、紫色砂页岩、硅质页岩和河流冲积土。在水平方向上属于黄红壤

地带与黄棕壤地带；在垂直方向由下而上发育为冲积土—水稻土—紫色土—黄壤—山地黄

棕壤—山地棕壤—山地草甸土。

1．冲击土：冲击土是由河流沿途冲刷淤积而成，主要分布于海拔200 m山下的河谷两岸。

2．水稻土：水稻土是在长期种植稻谷的水温条件下形成的一种非地带性土壤，主要分

布于海拔 200～ 1 200 m水利灌溉便利的农作区。

3．紫色土：紫色土的发育受母岩影响最大，其成土母质是紫色砂页岩的风化物。紫色

土性质稳定，含复杂矿物质，富含磷、钾元素，松软易耕，适宜多种作物。紫色土在库区海拔

400～ 1 000 m的地区极为常见，约占重庆市三峡库区耕地面积的 38%，其中库区著名柑橘

经济作物带的土壤便属于此类。

4．黄壤：黄壤是湿热的亚热带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土壤，其成土过程中具有明显的黏化

和富化过程，整个土壤剖面呈金黄色，pH值在 6以下。黄壤在库区海拔 500～ 1 400 m的

低山及丘陵地区比较常见，约占重庆市三峡库区耕地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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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地黄棕壤：山地黄棕壤系黄壤和棕壤之间的一个过渡类型。它是在温暖、湿润的

常绿阔叶混交林发育的一个土壤类型。主要分布于海拔 1 200～ 1 700 m之间，约占重庆

市三峡库区耕地面积的 16%。

6．山地棕壤：山地棕壤是在温凉阴湿气候条件下，由落叶阔叶林或落叶、针叶混交林发

育的一个土类。主要分布于海拔 1 500～ 2 700 m的亚高山地带。

7．山地草甸土：山地草甸土是在寒冷、潮湿的条件下，由高山、亚高山杂草丛或稀树草

丛发育而来的一个土类。主要分布在 2 200 m以上的山原坝子上。如巫溪的红池坝、天子

坪，开县的七里坪、葱子坪等。

（四）水文水系

重庆市三峡水库位于长江上游，库区地域内江河纵横、水网密布、水资源相当丰富，全

部为长江水系，河流面积在 100 hm 2以上的一级干流有“五江十二河一溪”，即长江、嘉陵江、

乌江、綦江、小江和笋溪河、御临河、九溪河、高滩河、龙河、渠溪河、南河、汤溪河、长滩河、梅

溪河、大溪河、大宁河及磨刀溪。

重庆市三峡库区积水面积在 50 hm2以上的人工水库有 11个，即长寿区的长寿湖水库、

大洪湖水库，江津市的大洪海水库、清溪沟水库，巴南区的南彭水库，万州区的红旗水库、鱼

背山水库，云阳县的咸池水库，忠县的黄钦水库、白石水库，武隆的中心庙水库等。

重庆市三峡库区水系在区域空间的组合形式，因受结构制约而具有如下三大水文网特

点：

1．中西部平行岭谷主要由次成河、顺向河、逆向河构成相互直交或近似直交的格网状

水系，各水系被严格地约束于丘陵中，是彼此平行的羽状分布。

2．东南部由于受大娄山和武陵山的影响，众多的倒置山雄踞，海拔高差大，江河纵剖面

的比降大，地表的下切侵蚀和溯源侵蚀进行得异常活跃，水系多呈羽状钳夹形。

3．东北部中山丘陵的河流，由于受七曜山、方斗山、巫山的影响，多呈蛇曲状发育，构成

树枝水系。

（五）植被

重庆市三峡库区地处中亚热带范围之内，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在地质历史

的巨变中，由于地处低纬度，北又有大巴山及巫山作屏障，故直接受第四纪冰川的影响相对

较少，而成为著名的第三纪植物的“避难所”，库区内富集了不少形态演化上原始、分类系统

上孤立的古老孑遗和我国特产的珍贵稀有植物种类。如崖柏、银杉、水杉、珙桐、伯乐树、鹅

掌楸、金佛山兰、荷叶铁线蕨等闻名于世的植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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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植被》一书中所划分的植被分类系及单位，重庆市三峡库区共分为 5个植被

类型，7个植被型，20个植被亚型，34个群系组，138个群系。其中针叶林植被型组主要有

马尾松林、柏树林、杉树林、柳杉林、巴山松林等 13个群系；阔叶林植被型组主要有麻栎林、

栓皮栎林、白栎林、亮叶桦林、亮叶水青冈林、茅栗林、山杨林、化香林、灯苔树林、枫香树林、

水青冈林、栲树林、巴东栎林、利川润楠林、四川大头茶林、刺叶高山栎林等 63个群系；竹林

植被型组主要有平竹林、箭竹林、水竹林、斑竹林、楠竹林、箬竹林等 13个群系；灌丛植被型

组主要有黄栌灌丛、马桑灌丛、黄荆灌丛、马棘灌丛、火棘灌丛、盐肤木灌丛、小梾木灌丛、秋

华柳灌丛等 26个群系；草丛植被型组主要有白茅草丛、黄茅草丛、拟金茅草丛、斑茅草丛、

金发草草丛、狗牙根草丛、拂子茅草丛、蕨草草丛、里白草丛、荻草草丛等。

库区的植被也因该地山地岭谷高差悬殊，气候垂直变化明显，而出现显著的垂直变化，

根据这一变化，可将重庆市三峡库区的植被划为 5个垂直林带。

1．常绿阔叶林带

本带主要分布在海拔 500 m以下，这里气温高、湿度大、无霜期长，地带性植被因耕作

多被破坏，仅在一些山谷或陡坡有残留。主要原生建群树种有黄葛树、糙叶树、紫楠、白楠、

黄牛奶树等。自然植被破坏后，人工建群树种有柑橘、荔枝、龙眼、芭蕉、枇杷等。

2．低山丘陵暖性针叶林带

本带主要分布在海拔 500～ 1 500 m之间，这里气候温暖、湿润，少霜冻，是库区主要的

农耕区域。主要原生建群树种有马尾松、柏木、杉树等；人工建群树种有柳杉、水杉、火炬松

等。

3．中山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带

本带主要分布在海拔 1 500～ 1 850 m之间，这里气候温凉、多雾，由于受人为干扰相

对较轻，植物种类十分丰富。主要建群树种有扁刺栲、甜槠栲、石栎、巴东栎、包槲柯、华木

荷和锐齿槲栎、中华槭、西南桦、亮叶水青冈等。

4．亚高山温性针叶林与落叶阔叶混交林带

本带主要分布在海拔 1 850～ 2 400 m之间，这里气候寒冷潮湿，主要建群树种有华山

松、巴山松、巴山榧、红桦、糙皮桦、山杨、华中樱桃和细齿稠李等。

5．亚高山温性暗针叶林带

本带分布在海拔 2 400～ 2 790 m之间，是重庆市三峡库区山地植被垂直带中最高的

一带。这里环境冷湿多云雾，主要建群树种有巴山冷杉、大果青杄、麦吊云杉、青杄、铁杉和

高山柏、崖柏等。但该林带冷杉林、云杉林等被破坏后，常形成杜鹃、箭竹或箬竹灌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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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平坦的山原和坝子形成亚高山草甸或草场。

（六）森林及植物资源

由于重庆市三峡库区是我国四大植物区系（华东、华中温暖性植物区系，喜马拉雅、川康

古陆温凉性植物区系，华南暖性植物区系，西北寒温性植物区系）的交汇点。因此特殊的地理

条件造就了库区极其丰富的植物资源，据中国林科院肖文发、李建文等研究人员于 1996～

2003年调查统计，库区的森林覆盖率为 21.77%，有林地面积为 995 076.2 hm2，占整个三峡

库区有林地面积的 77.11%，已知野生或栽培的维管束植物 5 601种（含种以下等级），占整

个三峡库区维管束植物的 92%。

重庆市三峡库区资源植物（包括野生、半野生和栽培植物）类别齐全，种类繁多，据不完

全统计约有 5 100多种，除药用植物外，有松树、柏树、杉树等用材树种 315种；有平竹、白夹

竹、水竹、慈竹等竹类资源 42种；有苎麻、棕榈、构树、山油麻等纤维植物 256种；有乌桕、蓖

麻、油桐等工业用油植物 210种；有香桂子、柠檬草、茉莉花等香料植物 142种；有莼菜、香

椿、蕨菜、韭菜等食用植物 672种；有春兰、红梅、蜡梅等庭园观赏植物 1 625种；有漆树、马

尾松、毛胶薯蓣等树脂、树胶类植物 47种；有盐肤木、化香、连香树等鞣质、栲胶植物 185种；

有马蓝、红花、姜黄等染料植物 48种；有黄桑、黑麦草、三叶草等动物饲料植物 324种。

三、药用植物资源概况

重庆市三峡库区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地质地貌复杂，植物类型多样，森林覆

盖率较高。境内的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等山脉高山绵延，长江、嘉陵江、乌江、长寿

湖、大洪湖等水网密布，其生境差异显著，立体气候特点明显，为众多的药用植物的生长、发

育提供了适宜的条件，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加之该地区为“神农尝百草”古老

中华医药学的主要起源地之一，数千年来，汉、苗、土家等民族在与疾病的长期斗争中不断

发掘和积累了许多疗效明显的民间单验方。因而重庆市三峡库区（原川东地区）历来是我

国药用植物资源的重要基地之一。现将其药用植物资源概况简述如下：

（一）种类数量

经过我们 10多年来对该地区的药用植物资源调查和民间及民族药单验方收集，对先

后采集的 52 400余份药用植物标本（包括本次调查采集的 5 420份）逐一鉴定，调查收集和

发掘的 560余个单验方逐个整理，并查阅和参考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产地和疗效的

核实，按秦仁昌蕨类植物、郑万均裸子植物、恩格勒被子植物的分类系统排列编写，已知该

库区的野生和栽培药用植物共有 278科 1 377属 4 521种（含变种和亚种，下同）。其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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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植物 7科 8属 15种；苔藓植物 42科 70属 99种；蕨类植物 45科 109属 397种；裸子植

物 9 科 29属 53 种；被子植物 175 科 1 161属 3 957种。占重庆市 5 470 种药用植物的

82.65%。也占全国已知 11 118种的 40.66%，由此可见该库区的药用植物十分丰富。

（二）资源分布及组成特点

通过调查发现，库区药用植物种类主要分布在开县、武隆、巫溪、巫山、石柱、江津、奉节

等中药材大县（市），其中开县已知的药用植物最多，达 3 243种，占该库区总数的 71.73%，

大渡口区最少，仅 718种，只占库区总数的 15.88%。这与各县（市、区）的幅员面积、森林覆

盖率、植被保存好坏、植物种类多少有直接关系，也与各县（市、区）调查的深度不同有一定

的间接关系，但也基本体现了库区药用植物的分布状况。

而库区药用植物 278个科 1 377个属中，其种类多少不一，少的科属仅有 1个种，多则

上百种，这些物种多的科属形成了非常明显的优势科属，它们是该库区药用植物种类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中前 5大优势科，分别是菊科（233种）、蔷薇科（213种）、豆科（179种）、百

合科（162种）、唇形科（142种），以上 5个科的种类总计 929种，占总种数的 20.55%；前 5大

优势属分别是悬钩子属（57种）、蓼属（41种）、卫矛属（38种）、槭属（37种）、冬青属（28种），

以上 5属共计 201种，占总种数的 4.45%，这些属均为我国亚热带地区常见大属，这同我国

药用植物优势科属基本一致。

（三）生态类型

统计结果表明，重庆三峡库区的药用植物绝大部分为野生种，仅少数的为人工栽培种。

已知的 4 521种药用植物中就有 3 865种为野生种，占 85.5%，如减去逸为野生种 151种，

原产地药用植物也高达 3 714种，占总数的 82.2%；而真正以药用为主且人工种植的药用植

物只有 183种，仅占 4.1%，加上以其他用途为主（如庭园、行道、造林绿化观赏树种及粮、油、

菜、果树等），但也能入药的物种，共有 656种，占 14.5%。

（四）主要常用药材

本库区分布量较大的常用中药材有当归、黄芪、天麻、枸杞、牡丹、白芍、麦冬、天冬、苡

仁、芡实、三棱、莪术、姜黄、山药、白术、银花、菊花、冬花、党参、川防风、独活、川木通、桔梗、

川续断、白芨、龙胆草、天南星、百合、夏枯草、蜘蛛香、老鹳草、石韦、四棱筋骨草等 513种。

（五）国家重点保护及珍稀药材

国家近年公布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绝大多数的种类可以入药用，根据《中国植物红

皮书（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经不重复统计，库区分布的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药用）植物有：天麻、黄连、杜仲、厚朴、黄柏（川黄檗）、川明参、胡豆莲、朱砂莲、八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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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金荞麦、红豆杉、盾叶薯蓣、绞股蓝、五味子等 103种。其中黄连、川黄檗、天麻等在全国

范围内主产于该地区，这表明了库区的药用植物具有重大的保护价值和使用价值。

（六）市场紧缺药材

在本库区还分布有较多的市场紧缺的药材，如华千金藤、林荫银莲花、叶下珠、贯叶连

翘、石蒜、白芨、蛇足石杉、半夏、乌梅、钩藤、川独活、川紫菀、白花前胡、白花蛇舌草、四季青

等。另外，在野外虽然有一定的蕴藏量，但市场需求量较大的中成药原料药还有骨碎补（治

骨质增生的主药）、重楼（云南白药的主要原料药）、金荞麦（急支糖浆的主要原料药）、盾叶

薯蓣（地奥心血康的主要原料药）、雪胆（金槐冠心片的主要原料药）、昆明山海棠（火爆花的

原料药）及提取青蒿素的黄花蒿、提取紫杉醇的红豆杉等。

（七）民间习用药材

在本库区有许多药用植物，如治毒蛇咬伤的一支箭（瓶尔小草）、治狗咬伤的一枝蒿（蓍

草）、治鼻血的鼻血草（蜜蜂花）、治跌打损伤的六棱麻（小花鸢尾）、治黄疸水肿的水杨柳（扯

根菜）、治肺结核的岩白菜（牛耳朵）、治疮痈肿毒的一抹光（透骨草）等，均在本区民间广泛

应用，并有独特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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