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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安徽省重点科研项目《安徽中药志》编著，经过我省30多个单

位、16个专业学科、70多位专家的通力合作，历经十余年的艰辛工

作，1。3卷终于全部出版。此书之出，正逢盛世，可喜可贺，故为之

序。

中药对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做出过卓越贡献。当今，随着人们

对健康要求的不断提高，以及世界性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趋势，中

药作为天然、绿色产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由此带动整个中

药产业的快速发展。安徽南有长江横贯，北有淮河穿行，境内有大

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山水相间，气候适宜，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为

药用动植物的生长繁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故而我省中药资源丰

富，地道及常用中药品种繁多，其总数位居全国前列。合理开发、利

用和保护我省中药资源，对满足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促进我省经济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安徽中药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

编著的。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和原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历届领导对这

项工作一直给予高度重视，早在1986年就将该书的编著列入省科

技发展规划，1988年列为省重点科研项目予以支持，并直接主持这

项研究，从而保证了编著工作的顺利进行。

纵观全书，《安徽中药志》不是简单的资料堆砌，而是全体编著

人员在深入考察、全面掌握我省中药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

原创性研究，并对历史文献进行全面整理、系统研究，既反映了我省
一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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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历史沿革，又展示了我省中药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全书内容

丰富，资料翔实，编排合理，地方特色鲜明，是目前我省最系统、最全

面、最权威的地方性中药志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o《安

徽中药志》的出版，填补了我省的空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相信

《安徽中药志》将为我省政府部门宏观决策和教学、科研、生产部门

保护、利用、开发安徽中药资源，提供最翔实的参考资料和依据，为

安徽中药产业的发展，并进而推动全省经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安徽中药志》的编著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全省多部门、多学科

合作完成的。在《安徽中药志》1。3卷全部出版之际，我谨代表安

徽省科学技术厅，对全省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各相关人员的无私帮

助和全体编著人员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厅长 露研
2003年8月于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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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1．《安徽中药志》是一部地方性中药专志，所载品种均为安徽省

境内野生分布或引种栽培、饲养的中药材。本志系统整理和总结了

建国以来我省中药科学研究工作的成就。

2．本志共分三卷，第一、二卷已陆续出版。第一卷为根与地下

茎类中药材，第二卷为种子、果实与全草类中药材，第三卷为叶、花、

皮、藤、木、真菌、地衣、孢子、动物、矿物及其他类中药材。每卷中的

各类植物和动物药材均按其分类系统次序编排。

3．本志中每一种药首先记载其通用中文名及汉语拼音，接着

介绍其基本来源和别名，然后按原植物(动物或矿物)、栽培、采集加

工、商品规格、产地产量、药材鉴别、炮制、性味功效、选方、现代研

究、本草文献、附注及参考文献等项叙述。

4．原植物项记述其植物中文名称、拉丁学名、形态特征、花果

期、生长环境及其在本省分布地区。正文中第一来源的植物均附有

墨线图或彩色照片图。同一药材有数个植物来源者，详述第一来源

植物形态特征，对其他来源植物则简要叙述其不同特征。，

5．栽培项主要叙述一些经济价值较高或有成功引种经验的药

材栽培方法及丰产技术。

6．采集加工项叙述其采收季节和产地加工方法。对一些有安

徽地方特色的采收加工方法则予以重点详细介绍。

7．商品规格项叙述药材的各级商品规格名称和特征o

8．产地产量项记载该药材在本省的主要产地、蕴藏量及收购

量。

一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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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药材鉴别项分性状鉴别、显微鉴别及理化鉴别三部分。性

状鉴别是通过外部形态、颜色、质地、断面及气味等方面特征鉴别药

材。显微鉴别是通过组织切片、粉末经一定方法制片后显微镜下观

察的特征鉴别药材。理化鉴别是通过具有鉴别意义的物理或化学

特性鉴别药材。

10．炮制项主要参照《安徽省中药炮制规范》1980年版中的炮

制方法进行编写，并收录了一些具有安徽地方特色的炮制方法和经

验。对一些炮制方法研究新资料也适当作了介绍。

11．性味功效项记述该药的四气五味、功能效用、主治病症、用

法用量及用药禁忌。用量系指成人一日常用剂量，必要时得根据需

要酌情增减。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12．选方项主要选择一些临床实用的处方，其中包括有安徽地

方特色的新安医学家及本省名老中医有效经验方。

13．现代研究项包括化学成分、药理与应用两部分。化学成分

一般列举该药所含主要成分或有效成分的类型和名称。药理与应

用主要是根据文献报道，并结合我省药理学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叙

述。

14．本草文献项主要是介绍最早收载该药的本草文献及历代用

药沿革，并考证了一些古今药用品种的异同。

15．附注项包括上述各项不能包括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该药材

的近缘植物资源、混乱品种、中毒防治等方面的情况o

16．在本卷编写过程中，我们对过去文献未系统记载的一些本

省地产药材进行了资源调查、药材鉴别、炮制改进、药化分析、药理

实验、临床应用及本草考证等方面的研究，并将其整理载人本志中。

同时，我们还经过实际调查研究和科学鉴定，对以往文献中一些错

误和不确切的记载，据实予以订正。

舞；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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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卷

叶、花、皮、藤、木、真菌、地衣、

孢子、动物、矿物及其他类中药材



1．银杏叶Yinxingye

本品为银杏科植物银杏的干燥叶。

【原植物】

银杏Ginkgo biloba L．

原植物见《安徽中药志》第二卷“白果”项。

【采集：!jn'r】6—9月采收叶，除去杂质，及时干燥。成品3kg可加工成千品lkg。
【商品规格】统货：干货。以色黄绿不破碎者为佳。 ．

【产地产量】我省老产区以金寨县沙河乡及皖南山区为多，近年来普遍人工栽培，尤

以明光市泊岗乡、萧县、利辛、长丰等地栽培更为广泛。

【药材鉴别】

1．性状鉴别叶片呈扇形，长3—5em，宽5—8cm；顶端常2裂，基部楔形，边缘呈不

规则的波状弯曲，具二叉状平行叶脉，细而密；黄绿色或淡黄棕色，叶两面光滑无毛，易纵

向撕裂。叶柄长2．5．7em，质薄而软。气微，味微涩。

2．显微鉴别叶横切面：上表皮细胞1列，类长方形或类方形，外被角质层。叶肉组

织分化不明显，多角形或长圆形，细胞中常含棕色物质或布满油滴状物。维管束外韧型，

分泌道存在于维管束间，在较老叶维管束周围有1．2列厚壁细胞组成的维管束鞘。下表

皮细胞1列，类方形，外被角质层，有内陷气孔。叶肉细胞含草酸钙簇晶，直径8—106tma。

(图1)

粉末：黄绿色。表皮组织碎

片上有时可见下陷的气孔。管胞

具单列或数列具缘纹孔或网纹，

直径6～13wn。分泌道含棕色物

质，直径50～104t-tm。纤维直径

12—19tun，木质化。叶柄石细胞

直径30一60wn。(图2)

3．理化鉴别(1)取本品碎

片lOg，加水lOOml，煮沸15min，

趁热滤过，取滤液2ml，加镁粉少

量和盐酸3～4滴，置水浴中加热

数分钟，显棕红色。(检查黄酮类)

图1 银杏(叶)横切面组织图

1．上表皮；2．分泌道；3．木质部；4．韧皮部；
5．下表皮；6．气孔

(2)取上述滤液适量，点于滤纸上，喷2％三氯化铝乙醇溶液，干后置紫外线灯

(365nm)下观察，可见黄绿色黄光。(检查黄酮类)

【炮制】银杏叶：除去杂质，抢水洗净，切丝，晒干，筛去灰屑。

【性昧功效】甘、苦、涩，平。敛肺，平喘，止痛。用于肺虚咳喘，高血脂，高血压，冠心

病，脑血管痉挛。用量3～69，水煎服；或研末调服。外用适量捣敷。有实邪者忌用。
- 一1一

l

2

3

4

5

6



【选方】

(1)冠心病：银杏叶、瓜蒌、丹

参各159，薤白、郁金各109，生甘

草4．59，煎服。

(2)雀斑：鲜银杏叶捣烂，搽

患处。

【现代研究】

1．化学成分主含黄酮类、

萜内酯类，另含长链酚类、聚戊烯

醇类、生物碱、多糖、氨基酸和微

量元素等⋯1。银杏叶富含黄酮类

化合物，在初秋成熟干叶中可达

5．91％【2|。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

指纹法检出含33种黄酮苷⋯3。

按母核结构类型分为单黄酮类、

双黄酮类和儿茶素类。银杏叶中

的萜内酯主要为二萜内酯和倍半

萜内酯。二萜内酯有银杏内酯

(ginkgolides)A、B、c、M、j[4,5,6]等

5种，含量约占干重0．8％，雄株

叶中，银杏内酯含量比雌株叶多

2～3倍[7I。银杏叶中的倍半萜

内酯主要是白果内酯(bilob．

alide)，含量约占干重0．7％。又

据报道，银杏叶含聚戊烯醇及其

图2银杏叶粉末围

1．表皮细胞及气孔；2．分泌道；3．管胞；4．纤维；
5．簇晶；6．叶柄石细胞

乙酸酯类№J，银杏叶中尚含一种喹啉类生物碱——6．羟基犬尿烯酸[9]9。
2．药理与应用 ①对心脑血管作用：银杏叶黄酮类化合物可扩张豚鼠离体心脏冠状

血管，对抗肾上腺素致兔耳血管收缩，并可使猫和狗的脑血流量增加，降低血管阻力和心

肌张力【10J。②改善记忆功能：对能量一物质交换作用和脑局部缺血有保护作用，可明显改

善脑供血不足患者的脑功能和症状。用于蛛网膜下腔出血术后患者，也能改善注意力和

短期记忆。还可明显降低由NAN02及东莨菪碱所致缺氧型记忆损害，其作用机理可能与

影响中枢的胆碱能神经有关。③清除氧自由基：银杏叶中的主要有效成分银杏双黄酮、异

银杏双黄酮、银杏素及槲皮素均具有抗氧化作用，特别是黄酮醇槲皮素具有更强的抑制活

性。能清除氧自由基，还可能调节SOD、过氧化氢酶等抗氧化酶活性，从而具有减缓病理

性脂质过氧化反应、抗脂质过氧化损伤的明显作用[11]。④抗炎、抗过敏作用：水煎液对金

黄色葡萄球菌、痢疾杆菌及绿脓杆菌均有抑制作用。乙醇提取物有直接松弛支气管平滑

肌，对抗磷酸组织胺引起的豚鼠支气管痉挛作用【12J。银杏苦内酯B用于气喘和过敏反应

的动物实验，可降低炎症反应。⑤抗病毒、抗癌作用：银杏叶绿叶粗提物中分离得到的白

果黄素对EB病毒有较强抑制作用，对TPA有效抑制率为75％，大大超出了具很强抗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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