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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屿星罗棋布。沿海浅海滩涂是生物滋生栖

息的好场所，有着品种繁多的海洋生物资源，

是一个可供开发利用的海洋药物大宝库。

长期以来，劳功人民在向大海要宝的过

程中，积累了许多利用海洋生物防病治病的

经验。为了进一步发掘、整理民间使用海洋

药物的经验，在福建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福建

省卫生厅的大力支持下，我所组成专业调查

队，在厦门大学海洋系李复雪教授等合作

下，开展了全省性海洋生物药的调查与编写

工作。

本册收载海洋药物238种，其中海藻

腔肠动物2种，环节动物3种，苔藓

种，软体动物53种，

棘皮动物6种，鱼类95种，

哺乳动物2种。 t

节肢动物18种，

爬行动物8种，

在调查、编写过程中，得到国家海洋局

第一海洋研究所，厦门海洋研究所，厦门水

产学院，福建省各地，市卫生局，医科所，

水产部门以及医，药系统等有关部门的大力

帮助，提供资料，协助审稿。厦门大学海洋系

研究生柯才焕，蔡立哲同志参加部分绘图工

作，周时强、高世和同志参加部分调查工

作。在此—并致谢。 。

由于我们的水平和资料所限，书中遗漏

和错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指正．h

福建省中医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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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雹菜_+-1呼

≯。永肿：海雹菜15克，车前草9克，‘水煎
。：}{ 服。 一j^’ 一 ．一c

一‘

、÷

’’Brachytrichia quoyi(C．Ag．)．

Born．et F1ah‘鞭枝藻科
．

形态特征藻体蓝绿色或亮绿色}扁球

形，膨胀呈囊状；一般直径为0．5厘米，有时

可达5厘米以上，幼期中实，渐变为中空；

体表面幼期较光滑，其后则变为凹凸不平0

藻体内部为许多被鞘丝体组成，在下部藻丝

略作交织状，上部则大都直立，互相平行或

作放射状排列，藻丝末端尖细，常作搿V”

形分枝，其中的一枝发育不全。藻丝细胞形

状很不规则。、异形细胞圆形，胞径5～8微

米o‘ ，一

囝1海雹菜

生境分布 大多生于海滨中潮带上部靠

近高潮带的地区，泥沙土质上散有石块的地

方是其繁生适宜的场所。分布东山等地。

药用部分全藻。一
‘

．．t采收加工’春夏采收，鲜用或晒干备用。
√ 性味功能微咸，寒，清热，解毒，利

：水．-，， 。，

!

：‘。。．主 治永肿。．
-用 法 9～15克，水煎服·⋯．-

c‘附、 方

蔓 ?，_
。。

～’苔；垢’菜‘_、

Calothrix parasitica(Chanv．>

Thur。——肢须藻科
，。

，，j

形态特征藻体丝状，深绿色，单列细

胞，高1'2毫米，密集丛生或呈天鹅绒状。

圉2苔垢菜
，

生境分布生长在高潮带岩石和贝壳

上。分布厦门、晋江，平潭等地沿海。

药用部分全藻。

采收加工春夏采收，鲜用或晒干备

用．

t、。性味功能咸，寒}清热解毒，莉办：消

肿。 ～t：’7 7十¨1|i

主 治水肿、。小便不利、疖肿。

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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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法 9"15克，水煎服，外用鲜

全藻适量，捣烂敷患处．

参考资料

【化学成分l

本品含有氨基酸，牛磺酸，胆酸盐、维

生素等．
。

皱紫 菜
j

。

。

、

。Porphyra C rispata Kjellm．

——红毛菜科

地方名 莲花菜(．东山)，紫菜(厦

门)。 ’

形态特征藻体圆形或肾脏形，一般呈

花簇状，具显著的裂片，色淡紫或暗绿紫，一

般宽2～5厘米，可达7厘米，高2～4厘

米，可达5厘米。基部心脏形或脐形。边缘

细胞有锯齿。藻体厚52"-'60微米。生长假根

丝的附着细胞呈长卵形。雌雄同株。精子囊

表面观60个，共8层，果孢子囊表面观多为

4个，共4层或更多，果孢子在12月间开始

出现，一直生长到次年。3月。

．． 圈5皱紫菜，． ：‘

．■

生境分布多生于高潮带的岩礁上．分

布东山、晋江、平潭等地·
。

药用部分全藻·．． ．．、 ‘

2

采收加工春夏采收，鲜用或晒干各
用。

性味功能甘、成，寒，清热凉血，软

坚化结。

主 治 甲状腺肿大，．高血压，慢性

支气管炎、淋巴结核。

用 法15"--30克，水煎服．

一参考资料 i

【化学成分】

干紫菜每100克含类胡萝卜素1．23毫克，

维生素Bo．d4毫克，维生素B：2．07毫克，姻

酸5．1毫克，维生素C 1毫克，钙330毫克，

磷440毫克，铁32毫克，碘1800微克，蛋白

质24．5克，脂肪0．9克，碳水化合物31克。

尚含硫辛酸，维生素B-：，胆碱，丙氨酸，

天门冬氨酸-叶黄二醇(1uteia)，藻红蛋

白(phycoerythnin)，藻兰蛋白(phycoc-

yanin)，a一蒎烯(a—Pincae)，a一柠檬烯

(a—Limonene)，牛磺酸，N一甲基牛磺酸，

N·二甲基牛磺酸，硫酸胆碱。

【药理作用】1

1．动物实验，可降低血浆胆固醇含量。

2．对缺碘性甲状腺机能不足有一定疗

效o

长紫 菜

j Porphyra dentata Kjcllm．
‘’_。

——红毛菜科’·1 』

， ：‘ ：
‘

地方名柳条菜(东山)。 ?

形态特征藻体长披针形或竹叶形，色

紫或紫红，一般长15一-25厘米，可达45厘米

以上，宽2～4厘米，可达7厘米以上。藻

体基部心脏形，少数为圆形。边缘多少有皱

褶，边缘细胞有锯齿。藻体厚25"-'55微米。

生长假根丝的附着细胞呈卵形·雌雄异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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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囊表面观16个，共28层。果孢子囊表面

观4个i共4层．．12,q至翌年3月产生果孢

子．

圉4长紫菜
、

÷．。

生境分布 多生于高潮带面北、东或东

北而秋冬风浪较大的岩礁上，或人工养殖在

竹筏上。分布惠安、东山、平潭，晋江等地。

药用部分全藻。r 一 ，

采收加工春夏采收，鲜用或晒干备

用。 ，‘

一
t

．

性味功缝甘，成，寒，’清热凉血，利

水消肿，软坚化结。 ，，

’

主 治 甲状腺肿大、高血压、喉炎，

支气管炎，水肿、麻疹、颈淋巴结核。

用 法15"、，30克，水煎服。

附 方 ‘，

。
“

1．地方性甲状腺肿大：长紫菜、海带

各30克，水煎服。 ，：．， ，。

·r

．

2．高血压：长紫菜、草决明各15克，水

煎服。

3．肺结核：长紫菜30克，炖排骨服．

．‘_ ：’ ’j —j

’圆紫，菜。’

，“Porphyra s'uborbiculata

Kjellm．——红毛菜科
“～7

．一t ．：，．。‘ f

地方名春菜(平潭)· ，一‘．。t

形态特征藻体圆形或肾脏形，少数为

漏斗形，一般不呈裂片状，色紫或紫红，宽

3～8厘米，少数可达10厘米以上，高2～

3厘米，可达6厘米。基部心脏形，7少数为

楔形。边缘细胞有显著的锯齿状。藻体厚约

40微米。干压后的标本其边缘常有向内卷的

现象。。生长假根丝的附着细胞呈圆头形。雌

雄同株。精子囊具有64个精子，表面观16个，

共4屡。果孢子囊具32个果孢予，表面观8

个，共4层。12月至翌年4月产生果孢子。

⋯ 生境分布

上．分布平潭、

药用部分

采收加工

用。

性味功能

坚化结。

主

结核。，

用

圈5圊紫菜
”

多生于中潮带上部的岩礁

晋江等地。 ·’·。

全藻。 i ?； 、羔：

春夏季采收，鲜用或晒干备

甘、成，寒，清热凉血，软
． j

治甲状腺肿大、高血压、淋巴

法15"-"30克，水煎服。

』 ∥～‘

条斑紫菜
，

’。

Porphyra yezoensis Ueda

——红毛菜科。．_1= ‰

形态特征藻体卵形或长卵形，、鲜紫红。

或略带蓝色，一般高12"-一30厘米，少数达30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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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30克，水煎服。 ，：．， ，。

·r

．

2．高血压：长紫菜、草决明各15克，水

煎服。

3．肺结核：长紫菜30克，炖排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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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紫，菜。’

，“Porphyra s'uborbiculata

Kjellm．——红毛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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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名春菜(平潭)· ，一‘．。t

形态特征藻体圆形或肾脏形，少数为

漏斗形，一般不呈裂片状，色紫或紫红，宽

3～8厘米，少数可达10厘米以上，高2～

3厘米，可达6厘米。基部心脏形，7少数为

楔形。边缘细胞有显著的锯齿状。藻体厚约

40微米。干压后的标本其边缘常有向内卷的

现象。。生长假根丝的附着细胞呈圆头形。雌

雄同株。精子囊具有64个精子，表面观16个，

共4屡。果孢子囊具32个果孢予，表面观8

个，共4层。12月至翌年4月产生果孢子。

⋯ 生境分布

上．分布平潭、

药用部分

采收加工

用。

性味功能

坚化结。

主

结核。，

用

圈5圊紫菜
”

多生于中潮带上部的岩礁

晋江等地。 ·’·。

全藻。 i ?； 、羔：

春夏季采收，鲜用或晒干备

甘、成，寒，清热凉血，软
． j

治甲状腺肿大、高血压、淋巴

法15"-"30克，水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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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斑紫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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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phyra yezoensis Ueda

——红毛菜科。．_1= ‰

形态特征藻体卵形或长卵形，、鲜紫红。

或略带蓝色，一般高12"-一30厘米，少数达30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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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囊表面观16个，共28层。果孢子囊表面

观4个i共4层．．12,q至翌年3月产生果孢

子．

圉4长紫菜
、

÷．。

生境分布 多生于高潮带面北、东或东

北而秋冬风浪较大的岩礁上，或人工养殖在

竹筏上。分布惠安、东山、平潭，晋江等地。

药用部分全藻。r 一 ，

采收加工春夏采收，鲜用或晒干备

用。 ，‘

一
t

．

性味功缝甘，成，寒，’清热凉血，利

水消肿，软坚化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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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以上，宽约6厘米，

少数可达12厘米。基部’‘．

圆形或心形，边缘有皱

褶，平滑无锯齿。藻体

厚35一．-45微米。生长假

根丝的附着细胞呈卵

形或长棒形。雌雄同

株。淡黄色的精于囊群

呈长条或块状，混杂在

深紫红色的果孢子囊区

域中而成花白条斑纹

状。果孢子囊具16个果，

孢子。藻体繁盛期在2

～3月间。 图6条斑紫菜

生境分布多生长

在大干潮线附近的岩礁上。分布福建沿海。

药用部分全藻。

采收加工春夏采收，鲜用或晒干备

用。

性味功能甘、成，寒，清热凉血，软

坚化结。

主 治 甲状腺肿大、高血压，喉炎、

支气管炎、淋巴结核。
．

用 法15～30克，水煮服。

附 注

几种紫菜区别检索表

1．藻体边缘细胞呈锯齿状

2．藻体多呈圆形，一般高在10厘

米以下，雌雄同株

3．藻体一般不成裂片或簇状。

果孢子囊表面观为8个——圆紫菜P．

suborbiculata

3．藻体多呈裂片状或簇状，果孢

子囊表面观为4个或5个——皱紫菜P．

crispata
j

2．藻体多呈披针形，一般高在lO

厘米以上，雌雄异株，厚不及60微米——
长紫菜P．de．ntata ，。．

图7细毛石花菜

生境分布生长在中潮带有泥沙覆盖的

岩石上。分布漳浦，惠安、莆田等地。

药用部分全藻。

采收加工．全年均可采收，洗净，鲜用
或晒干备用。 ．：

性味功能甘，成，寒l清热凉血，解
毒消肿．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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