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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2010年我们相继出版了 《黎族药志 》 第一册、第二册，

收载了海南黎族常用药物400种，本册为续册，收录黎族药物232种 。

《黎族药志 》 主要收集了黎族同胞使用的药用植物，暂未收录动物药

和矿物药。

本研究组对于黎药的调查和整理始于2005年，至今历时近九年，

团队成员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大量的心血 ， 本书的出版无疑对他

们是最大的安慰与回报。 本书付梓之际，亦是编者感恩之时。 对黎药

资源进行调查和整理，多年来一直得到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各级领

导及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领导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中国科学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周俊院士于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并提出诸多宝贵意

见，使本书增色不少，深表谢意!本项目是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 2013BAI1 1Bω) 、 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 201207002 ) 、 海南省中药

现代化专项资金( 2011ZY015 ) 、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

务费专项资金 (No.lTBB130401) 的资助和支持下完成的，在此鸣谢!

对于黎药的调查与整理工作虽大致完成，然而对于黎药的深入研

究与开发工作才刚刚起步，如果本书的出版能给从事黎药研究与开发

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编者将感到无限欣慰。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错误、不妥及疏漏

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3年8月于海口

编
者
按



序

海南省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陆地约3.39万平方千米，海域面积约210万

平方千米，在建设海洋强国的今天，海南省的建设和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建设海南首先调查清楚它的历史、民族组成、各类资源现状等，我想这不仅是海南

各族人民的愿望和责任，在那里工作的各行工作者责任更大，不在海南工作的同志也有关

心、 协助、扶持的责任。

我去过海南两次，而且仅限于海南本岛，一次是海南建省前夕，中国科学院应邀组

织了考察小组去海南，我有幸作为成员，在它的中部及滨海各地进行考查，另一次是去年

1 1月应海南师范大学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的邀请，访问了三亚和海

口两地。 两次都是走马观花，知之极少。 现根据了解的一点情况及带回的有限资料谈一些

想法。

据考古挖掘考证，海南岛在距今约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

动，青铜器遗址亦有数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海南有些青铜器与广西合浦青铜器十分相

近，充分证明了海南岛的先民是两广先民波过一个不宽的琼州海峡到达海南岛的。 汉代以

前及汉代以后，大量移民进入海南，这些移民既带去了内地文化又吸收当地文化，将内地

医药知识和当地医药经验相结合，海南少数民族的用药知识就是这种结合的产物。 《黎族

药志》 所收药物就体现了这一特点，既有内地传统药又有黎族特用药。 介绍海南岛的书籍

很多，包括个别药物书籍，但如此全面系统介绍海南黎族用药的书籍应是唯一一本，编者

所付出的艰辛应该大加赞扬。 它不仅对发扬海南文化和医疗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对全国

有志研究海南药物的科技工作者也是一本必读书。 因此本书的出版其意义已超越海南，有

全国意义。

顺便指出，民族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生物概念，它是一个地区，在文化、风俗习

惯、语言、服饰等诸多方面大体相近的人群形成的。 我在云南工作近五十五年，云南的大

部分少数民族都是由中原民族和羌族与当地民族融合形成的，每个少数民族既有各自的特

点，又有善于融合的特点，海南黎族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想黎族不仅有利用陆地药用植物及红树林药用植物的经验，还有利用海洋生物的经

验，这也是需要研究介绍的。

借作序机会提出一点想法，有一些是别人想过或写过的，如果序言有错，欢迎指正。

同 f运…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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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缉毒捆 簸力

[别 名] 石上柏。

[来 源] 卷柏科卷柏属植物深绿卷柏 Selaginella doederleinii Hieron .的全草。

[植物特征] 植株长约35cm 。 主茎直立，常在分枝处生出不定根。 叶二型:侧叶生在

茎上的稍接近，生在 /J

枝上的为覆瓦状，两边

不对称，长4-5mm ，宽

2mm ，上半边为近长圆

状披针形，基部圆形而

覆盖小枝，下部有缘毛

状的细齿，上部的齿稀

疏，下半边近圆形，具

微细锯齿，顶端棋形，

基部圆 ;中叶卵状 长

圆形，有缘毛状齿 ，顶

端渐尖而具芒 。 穗通常

成对顶生于小枝，四棱

形，直径1.5mm; 能育叶

圆形至卵状三角形，顶

端急尖，主脉隆起。

{产 地] 生于海拔200 - 850m的山地林下潮湿处。 海南见于三亚、乐东、昌江、

五指山、陵水、琼中、琼海。 分布于中国华南以及湖南、江西、福建、台湾、浙江、贵

州、云南、四川 。 越南 、 日本也有分布。

{采收加工] 全年均可采收，洗净，鲜用或晒干。

{性昧功能} 味甘、 微苦 、 涩，性凉。 清热解毒、桂风除湿。

{化学成分] 含大麦芽碱-0- α-L-P比喃鼠李糖昔( hordenine-O-α 一L一 rhamnopyranos

ide) , N-甲基酷胶-0- α-L-P比喃鼠李糖背( N-methyl-tyramine-O-α-L- rhamnopy

ranoside) ( 11 , (E) -大麦芽碱一 ( 6-0-肉桂酷- ß -D-P比喃葡萄糖基) - ( 1• 3) -

α-L-P比喃鼠李糖昔 [ (E) -horde nine) - ( 6-0-c innamoyl- ß -D-glucopyranosyl ) -

( 1• 3) -α-L-rhamnopyranoside J ， (E) -大麦芽碱- [ 6-0- ( 4-是基肉桂酷) -

ß -D-口比喃葡萄糖基 ] - ( 1• 3 ) -α-L-P比喃 鼠李糖昔 { (E ) -hordenin e - [ 6-0-

( 4-hyclroxyc山田noyl ) - ß -D- glucopyranosyl ] - ( 1•, 3 ) -α-L-rhamnopyranoside ) } [ 2. 3 ] 。 双

黄酣化合物:穗花杉双黄酣( amentoflavone) ，橡胶树双黄酣 o阳eaflavone) 和7 ， 4' , 7" , 

4111 -四-0-甲基-穗花杉双黄酣 ( 7 ， 4' , 7" , 4111 -tetra-O-methyl-amentoflavone) [ 4 ] 。

此外， 深绿卷柏乙醇提取物中还含有盼类成分，其中木脂素类有( - ) -liriores inol A , 

( -) -lirioresinol B , ( +) -wikstromol , ( - ) -nortracheloside , ( + ) -matairesin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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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

1.石上柏所含生物碱对小鼠肉瘤Sl 80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将石上柏制剂给实验性肝癌小

鼠灌胃，连续给药12天，对肿瘤虽无抑制作用，但能明显延长动物的生存天数。 解剖后发

现，用药组动物肾上腺皮质囊状带肥大，脑、 心、肺和肾组织正常 [ 5 ] 。

2 . 石上柏水提取物对小鼠的逆病毒反转录酶和人DNA聚合酶有抑制作用，对反转录酶的

50%抑制浓度( IC50 )为10μ g/mL，对DNA聚合酶的50%抑制浓度 ( IC50 )为9.0μ g/mL ( 6 ) 。
3. 乙醇提取物体外显著性抑制人鼻咽癌CNE [ 7 ] 和TW03细胞 [ 7 ] ，小鼠体内试验表明其

能减小肿瘤大小 [ 8 ] 。

{民间应用] 全草捣烂敷，治疗关节痛。

参考文献

[ 1 J Cbao L R , et al. J Nat Prod , 1987 , 50: 422. 

[ 2J ChaoLR , etal . JNatProd , 1990 , 53:882. 

[ 3 ] MorkhamKR , etal.Phylochemjslry , 1992.31: 1009. 

[ 4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华本草》 编委会.中华本草 ( 2 )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45. 

[ 5 ] <全国中草药汇编》 编写组.全国中草药汇编(上册)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1976: 2400. 

[ 6 ] Katsuhiko Oho , et aJ . Chem Pharm BulJ , 1989 , 37: 1810. 

[ 7 ] Ji吨 Y ， et al. Zhong Yao Caj , 2009 , 32: 1864. 

[ 8 J Liu H , el al. J Ethnopharmacol, 2011 , 138: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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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短柔毛;营养羽片生于叶轴下部，叶柄长4 - 4 .5cm ，柄先端具狭边，羽片掌状深裂，裂
片6，披针形，长 17 - 22cm ，宽 1.8 - 2.5cm ，基部截形或阔棋形，全缘，有软骨质狭边，
干后常向下面反卷。 袍子羽片生于叶轴的上部，二叉掌状深裂至近基部，裂片与营养裂片
同形，长20 - 30cm ，宽2 - 2.5cm; 叶脉分离，二叉状分枝直达叶缘。 抱子囊穗褐色或绿褐
色，线形，长2 - 5mm，紧密排列，有于包子囊5-6对;抱子淡黄色，四面型。

[产 地 1 生于山地、山坡、阴处、密林下。 海南见于三亚、乐东、东方、昌江

保亭、万宁。 分布于中国海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

{采收加工] 秋季采收，晒干或鲜用。

{性睐功能] 味谈，性寒。 清热利尿。

[民间应用] 全革煮水喝，治疗肝病。

参考文献

[ l ] 中国药材公司.中国中药资源志要.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4. 

剖Dt回层醺 日共干未簸

[别 名} 井边茜、 三叉草、凤冠草。

[来 源} 凤尾藏科凤尾藏属植物剑叶凤尾藏Pleris ensiformis Burm. L 的根茎或

全草。

[檀物特征] 陆生藤类植物，植株高30 - 50cm 。 根茎短，斜生或横走，疏生披针形鳞

片 。 叶草质，簇生， 二型;营养叶叶柄长8 -lOcm ，禾秤色;叶片长圆状卵形或卵形，长

10- 25cm ，宽4 - 15cm ，先端尾状，单数二回羽状;羽片2-5对，下部的有柄，向上无

柄;羽片长2 - 3.5cm ，宽5 - 8mm; 二回羽片 1 - 2对，对生，无柄，长圆形或披针形，长

1 - L5cm ，宽2 - 8mm , 

边缘有小尖锯齿，顶生

羽片狭长圆形;叶脉

羽状，侧脉二叉状或

不分叉;抱子叶柄长

9-15cm; 叶片与营养

叶片相似而较大，于包子

羽片或小羽片较狭，宽

2-5mm ，仅在顶部有

细锯齿 。 抱子囊群线

形，生于羽片边缘;

群盖线形，膜质，灰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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