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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医药学历史悠久．是劳动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对保护人民身体健

康、民族繁衍昌盛和推动世界医药学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川是我国中草药生产的主要基地之一。“川广药材"历来有名。西起甘孜、阿

坝自治州_东到绵亘的大巴山麓，北起秦岭边缘．南至金沙江河谷地区，中草药分布

很广。据不完全调查．四川中草药品种达三千种以上。中药材产量约占全国产量的三

分之一。秀丽的峨眉山中草药品种繁多。高寒山区还盛产虫草i贝母、麝香、鹿茸。

近年来。重楼、青蒿等药获得更多的应用，川芎、附子、黄连等药驰名全国．远销国

外。

遵照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

掘，加以提高"的教导和光辉的“六·二六”指示，为了充分反映我省中药资源和广大

群众应用、鉴别中草药的经验．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医药科研的成果，方便

赤脚医生采、种、制、用中草药，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并为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

药学贡献力量．我们从一九七五年开始。组织全省有关单位和人员，重新编写《四川中

药志》。

根据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和中西医结合的原

则，我们在编写《四川中药志》的过程中．既批判了民族虚无主义。肯定了好的传统经

验，又批判了复古思想，认真总结了广大群众的新的实践经验，并且实行专业队伍与群

众相结合．大搞社会主义协作，对收集的资料和写成的初稿，又召开了有领导干部、专

业人员、中医药师、草医草药师和赤脚医生等参加的“三结合”审稿会，进行反复地鉴

别和讨论。最后，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又作了修改和补充，力求联系生产．联系实际．

反映现代医学科学水平。全书将收载四川出产的中草药三千种，拟分为八卷。陆续编

成。在内容方面，每味药分为原植(动、矿)物、药材、化学成份、药理、炮制，医疗

用途等六项叙述。每味药的原植(动，矿)物和药材部分。全部用彩色图．以便读者参

考。

本志是在匹IJII省科委、四川省卫生局、p_耳JII省供销社的共同领导下，由四川省巾药

研究所、成都中医学院、I匹tJll省中药材公司、四川医学院、重庆医学院，南充师范学院、

泸州医学院、重庆市中医研究所、重庆市第二中医院，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四川农学

鲁1 t

．≯

?

V●●，‘_：I■，“¨●¨●¨0¨川¨h1



院、蛾眉中药学校、成都市药检所、成都市中药材站，重庆市财贸学校等单位。组成

《四川中药志》协作编写组，集体编写而成的。另外。西南师范学院、万县地区卫生

局，重庆药剂学校等单位。也参加了部分编写工作。

由于政治和业务的水平所限，加以对中草药调查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够。本志可能有

的错误．希读者批评指正。

《四川中药志》协作编写组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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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本书订名为《四川中药志》，是在原编一、二，三册基础上新编的，其品

种与内容均有所增加。它是以反应我省中草药现实生长情况为主，并结合科学研究、临床

应用新成果的一部地方性中药志。全书拟收载中草药3000种左右，从1976年起，每年陆

续分册编写，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本书所收各种中草药，按照每种药的药名，以国务院公布的四批汉字简化字为

准，根据药名第一字笔划多少，依次排列。

三、书中每一种药，除写出药名和别名外，均分为原植(动、矿)物、药材、成份、

药理、炮制及医疗用途六部分叙述。

药名 按国家药典1975年版所收载的药名首先采用，其次是历代厶本草’’中应用

久，具考证无误的名称，再次是地方标准有收载的名称；地方名不统一的，则采用植

名。

别名 收载使用地区较广、历史较久的名称。少数地区习用名，注明出处。

1．原植(动、矿)物原植物记述植物的科名，属名、种名及药用部分，并分述

态特征、生境分布，原动物除昆虫类加写所属目名外，与原植物相同，矿物药则叙

来源及矿物名称。拉丁名则以近期发表的植(动)物分类文献的名称为准，用正体字

写。异名加()或C)。形态特征则扼要叙述原植(动)物的外部形态(包括药用

分)。如一药多品种的．按主要品种并列叙述。其中一种作全面叙述，另外的仅列举

前种的主要区别特征。两种以上。列检索表，以资区别。生境分布则记述原植(动)

的生态环境及海拔高度。产地记载省内的地区或自治州(以本书出版时的四川省行政

划为准)。分布仅指国内。

2．药材记述中药的产地、采集加工、性状、鉴别、质量要求、包装贮藏及使

地区。产地是指产药材的县、市及地区，按主产地及次产地的顺序排列。采集加工是

明药材的采收时间、采收部分、采收方法及加工方法‰重要品种作详细介绍。草药的
采收加工在原植物末尾叙述。性状仅记述药用部分的形状、大小，色泽，气味等。鉴搠则

以群众的经验鉴别为主。少数外形历混淆或以粉末入药，有专尾性特征的作显微勤Ⅱ；



用等)、作用原理、体内过程和毒性。除收载实验药理的资料外，还收载疗效较肯定时

临床药理资料。凡能为中医临床应用提供实验依据的药理资料，均予重点叙述：半数致

死量、半数有效量、最小致死量、最小有效量、最大耐受量等一律用简单的英文符号LD 5 o、

ED。。，MLD，MED，MTD分别表示。药物剂量用毫克、公斤等表示。

5．炮制记述现行的炮制方法与经验。国家药典有收载的或省内有规范的按规定编

写。
’

6．医疗用途记述中草药性味、功用、用量、禁忌和附方。性味。是药物功能的

． 标示，用以概括药物的实际效能，因而有些药物所标示的与该药的实际滋味不一定相

同。每种药先记述味。后记述性。对一些有毒药物，按其毒性大小，分别标明有小毒、

有毒、有大毒、有剧毒等，以便引起注意。功用。概括叙述药物的主要功效，然后依主

次叙述其适应症。对于近代研究发掘的用途，以现代医学病名分主次写在后面。用量：

记述本药干品成人一日水煎服的常用量。指定用鲜品和一次量者，均分别予以注明。计

量用10进位公制。禁忌。指配伍禁忌和主要疾病禁忌。附方。主要记述以本药为主配制

的确有疗效的方药，并着重收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医务工作者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 简、验、便、廉的方药。除古方和成方外。一律标明用量及用法。

i 四、草药在现阶段缺乏药材，因此采取了与中药不同的体例编写。一般无炮制者，

＼ 只分为原植(动)物、成份、药理、医疗用途四部分介绍。

＼ 五，本书中凡有几种药材为同一种原植物或原动物的，则在该药项下列为附药，依

＼ 使用的多少次序排列。

＼ 六、凡与本书收载的各种药物有关、在各项下没有谈到而又需要提出的问题，则在

＼1 该项或该药文末加上“附注”予以说明。

＼ 七、本志每一卷介绍300味药，原植(动)物及药材彩色插图300余幅，另装成图集。

＼ 药材的鉴别项下，附显微组织或粉末的细胞图。

＼ 八、本书中所用的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公制。

＼ 九、本书中药材的采收时间。一律采用公历，为了便于计算农时，也同时采用了廿

、四节气。

＼ 十，本书每卷索引分两个部分，即中文名索引与拉丁名索引。中文名索引中。包括

药名、别名和植物名。

＼
．

·

‘

＼

t

{
|

。

．

＼
i

＼·

·4· 、，

‘



四

目 录

1． 一支箭⋯⋯⋯⋯⋯⋯⋯⋯⋯⋯⋯1

2． 一点血⋯⋯⋯⋯⋯⋯⋯⋯⋯⋯⋯2

3．

4．

5．

6．

7．

二 画

固

干漆⋯⋯⋯⋯⋯⋯⋯⋯⋯⋯⋯⋯8

三块瓦⋯⋯⋯⋯⋯⋯⋯⋯⋯⋯⋯9

川牛膝⋯⋯⋯⋯⋯⋯⋯⋯⋯⋯10

千日红⋯⋯⋯⋯⋯⋯⋯⋯⋯⋯12

千年矮⋯⋯⋯⋯⋯⋯⋯⋯⋯⋯13

千里光⋯⋯⋯⋯⋯⋯⋯⋯⋯⋯13

千层楼⋯⋯⋯⋯⋯⋯⋯⋯⋯⋯14

千脚虫⋯⋯⋯⋯⋯⋯⋯⋯⋯⋯15

广柑皮⋯⋯⋯⋯⋯⋯⋯⋯⋯⋯16

土牛膝⋯⋯⋯⋯⋯⋯⋯⋯⋯⋯17

土荆芥⋯?⋯⋯⋯⋯⋯⋯⋯⋯··18

小二仙草⋯⋯⋯⋯⋯⋯⋯⋯⋯19

小白牛膝⋯⋯⋯⋯⋯⋯⋯⋯⋯19

小茴香⋯⋯⋯⋯⋯⋯⋯⋯⋯⋯20’

小黄花草⋯⋯⋯⋯⋯⋯⋯⋯⋯22

小黄连刺⋯⋯⋯⋯⋯⋯⋯⋯⋯22

小野鸡尾⋯⋯⋯⋯⋯⋯⋯⋯⋯23

小蓟⋯⋯⋯⋯⋯⋯⋯⋯⋯⋯⋯24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小爆虼蚤⋯⋯⋯⋯⋯⋯⋯⋯⋯26

山当归⋯⋯⋯⋯⋯⋯⋯⋯⋯⋯26

山枝莲⋯⋯⋯⋯⋯⋯⋯⋯⋯一27

山茱萸⋯⋯⋯⋯⋯⋯⋯⋯⋯⋯28

山茶花⋯⋯⋯⋯⋯⋯⋯⋯⋯⋯29

山麻柳叶⋯⋯⋯⋯⋯⋯⋯⋯⋯30

山黄豆藤⋯⋯⋯⋯⋯⋯⋯⋯⋯31

大山斑鸠窝⋯⋯⋯⋯⋯⋯⋯⋯32

大四块瓦⋯⋯⋯⋯⋯⋯⋯⋯⋯32

大发表⋯⋯⋯⋯⋯⋯⋯⋯⋯⋯33

大地棕根⋯⋯⋯⋯⋯⋯⋯⋯⋯34

大独脚金⋯⋯⋯⋯⋯⋯⋯⋯⋯34

女贞子⋯⋯⋯⋯⋯⋯⋯⋯⋯⋯35

附：女贞叶⋯⋯⋯⋯⋯⋯⋯⋯36

马牙半枝⋯⋯⋯⋯⋯⋯⋯⋯⋯36

马尾连⋯⋯⋯⋯⋯⋯⋯⋯⋯⋯37

附：马尾连根头⋯⋯⋯⋯⋯⋯37

马齿苋⋯⋯⋯⋯⋯⋯⋯⋯⋯⋯38

马桑根⋯⋯⋯⋯⋯⋯⋯⋯⋯⋯39

马褂树⋯⋯⋯⋯⋯⋯⋯⋯⋯⋯40

马缨丹⋯⋯⋯⋯⋯⋯⋯⋯⋯⋯41

马蹄金⋯⋯⋯⋯⋯⋯⋯⋯⋯⋯41

马鞭草⋯⋯⋯⋯⋯⋯⋯⋯⋯⋯42

四 画

· 7 ·

7，}

2

3

4

5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根～草剑瓜枫虫癸星月角香丁七八八九

3

4

5

7

7

9

4

4

4

4

4

4

●

●

●

●

●

●
子果¨藤花¨患花梅酱春参无无乌乌长丹

●

●

●

●

●

●

●

●

●

●

●

●

●

●

●

●乳钆如n他坞M¨¨”n均加缸毖组孔筋



53． 巴尔生⋯⋯⋯⋯⋯⋯⋯⋯⋯⋯52

54． 巴豆⋯⋯⋯⋯⋯⋯⋯⋯⋯⋯⋯52

55．六月雪⋯⋯⋯⋯⋯⋯⋯⋯⋯⋯54

56． 云实⋯⋯⋯⋯⋯⋯⋯⋯⋯⋯⋯55

57．五倍子⋯⋯⋯⋯⋯⋯⋯⋯⋯⋯56

58． 凤尾草⋯⋯⋯⋯⋯⋯⋯⋯⋯⋯57

59． 双肾藤⋯⋯⋯⋯⋯⋯⋯⋯⋯⋯58

60． 木瓜⋯⋯⋯⋯⋯⋯⋯⋯⋯⋯⋯59

61． 木鳖子⋯⋯⋯⋯⋯⋯⋯⋯⋯⋯61

62． 水八角⋯⋯⋯⋯⋯⋯⋯⋯··?⋯62

63． 水仙桃草⋯⋯⋯⋯⋯⋯⋯⋯⋯63

64． 水．皂角⋯⋯⋯⋯⋯⋯⋯⋯⋯⋯64

65． 水苋菜⋯⋯⋯⋯⋯⋯⋯⋯⋯⋯64

66． 见血飞⋯⋯⋯·。⋯⋯⋯⋯⋯⋯··65

6 7． 牛马藤⋯⋯⋯⋯⋯⋯⋯⋯⋯⋯66

68．牛皮凤尾草⋯⋯⋯⋯⋯⋯⋯⋯66

69． 牛筋草⋯⋯⋯⋯⋯⋯⋯⋯⋯⋯67

70． 牛筋树⋯⋯⋯⋯⋯⋯⋯⋯⋯⋯68

71． 毛子草⋯⋯⋯⋯⋯⋯⋯⋯⋯⋯68

72． 毛头寒⋯⋯⋯⋯⋯⋯⋯⋯⋯⋯69

73． 毛梨根⋯⋯⋯⋯⋯⋯⋯⋯⋯⋯70

74． 月季花⋯⋯⋯⋯⋯⋯⋯⋯⋯⋯70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五 画

半枝莲⋯⋯⋯⋯⋯⋯⋯⋯⋯⋯71

仙茅⋯⋯⋯⋯⋯⋯⋯⋯⋯⋯⋯72

仙鹤草⋯⋯⋯⋯⋯⋯⋯⋯⋯⋯74

附：鹤草芽⋯⋯⋯⋯⋯⋯⋯⋯75

叶下花⋯⋯⋯⋯⋯⋯⋯⋯⋯⋯76

丝瓜络⋯⋯⋯⋯⋯⋯⋯⋯⋯⋯76

冬东子⋯⋯⋯⋯⋯⋯⋯⋯⋯⋯78

冬瓜仁⋯⋯⋯⋯⋯⋯⋯⋯⋯⋯78

附：冬瓜皮⋯⋯⋯⋯⋯⋯⋯⋯79

冬葵子⋯⋯⋯⋯⋯⋯⋯⋯⋯⋯80

石上柏⋯⋯⋯⋯⋯⋯⋯⋯⋯⋯81

石龙芮⋯⋯⋯⋯⋯⋯⋯⋯⋯⋯81

石荠芋⋯⋯⋯⋯⋯⋯⋯⋯⋯⋯82

石椒草⋯⋯⋯⋯⋯⋯⋯⋯⋯⋯83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石榴皮⋯⋯⋯⋯⋯⋯⋯⋯⋯⋯83

四块瓦⋯⋯．．．⋯⋯⋯⋯⋯⋯⋯85

白石榴花⋯⋯⋯⋯⋯⋯⋯⋯⋯86

白兰花⋯⋯⋯⋯⋯⋯⋯⋯⋯⋯86

自芍⋯⋯⋯⋯⋯⋯⋯⋯⋯⋯⋯87

白苏⋯⋯⋯⋯⋯⋯⋯⋯⋯⋯⋯89

白花蛇舌草⋯⋯⋯⋯⋯⋯⋯⋯90

白英⋯⋯⋯⋯⋯⋯⋯⋯··：⋯⋯92

白扁豆⋯⋯⋯⋯⋯⋯⋯⋯⋯⋯93

附；扁豆花⋯⋯⋯⋯⋯⋯⋯⋯94

白雪花⋯⋯⋯⋯⋯⋯⋯⋯⋯⋯94

龙胆地丁⋯⋯⋯⋯⋯⋯⋯⋯⋯95

六 画

98． 亚麻仁⋯⋯⋯⋯⋯⋯⋯⋯⋯⋯96

99． 百部⋯⋯⋯⋯⋯⋯⋯⋯⋯⋯⋯97

100．百El菊⋯⋯⋯⋯⋯⋯⋯⋯⋯⋯99

101． 百两金⋯⋯⋯⋯⋯⋯⋯⋯⋯⋯99

102． 百脉根⋯⋯⋯⋯⋯⋯⋯⋯⋯100

103． 向天盏⋯⋯⋯⋯⋯⋯⋯⋯⋯101

104． 决明子⋯⋯⋯⋯⋯⋯⋯⋯⋯102

105． 阴地蕨⋯⋯⋯⋯⋯⋯⋯⋯⋯103

106．地耳草⋯⋯⋯⋯⋯⋯⋯⋯⋯104

107．地瓜⋯⋯⋯⋯⋯⋯⋯⋯⋯⋯105

108．地茄子⋯⋯⋯⋯⋯⋯⋯⋯⋯105

109． 地肤子⋯⋯⋯⋯⋯⋯⋯⋯⋯106

110．地柏枝⋯⋯⋯⋯⋯⋯⋯⋯⋯107

111． 地膏药⋯⋯⋯⋯⋯．．．⋯⋯⋯108

112． 地榆⋯⋯⋯⋯⋯⋯⋯⋯⋯⋯109

113．红马蹄草⋯⋯⋯⋯⋯⋯⋯⋯111

114．红毛走马胎⋯⋯⋯⋯⋯⋯⋯111

115． 红毛七⋯⋯⋯⋯⋯⋯⋯⋯⋯112

116． 红毒茴⋯⋯⋯⋯⋯⋯⋯⋯⋯113

117． 红狼毒⋯⋯⋯⋯⋯⋯⋯⋯⋯114

118． 羊屎子根⋯⋯⋯⋯⋯⋯⋯⋯115

七 画

119．迎春花⋯⋯⋯⋯⋯⋯⋯⋯⋯116-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扯根菜⋯⋯⋯⋯⋯⋯⋯⋯⋯116

芜荽子”⋯⋯⋯⋯⋯⋯⋯⋯·117

附：芫荽⋯⋯⋯⋯⋯⋯⋯⋯118

苏木⋯⋯⋯⋯⋯⋯⋯⋯⋯⋯118

芸香⋯·⋯⋯⋯⋯⋯⋯⋯⋯··119

苎麻根⋯⋯⋯⋯⋯⋯⋯⋯⋯120

灵芝⋯⋯⋯⋯⋯⋯⋯⋯⋯⋯122

驴蹄草⋯⋯⋯⋯⋯⋯⋯⋯⋯123

杏仁⋯⋯⋯⋯⋯⋯⋯⋯⋯⋯124

杏叶防风⋯⋯⋯⋯⋯⋯⋯⋯125

李仁⋯⋯⋯⋯⋯⋯⋯一_⋯一126．

杉树⋯⋯⋯⋯⋯⋯⋯⋯⋯⋯127

杨梅⋯⋯⋯⋯⋯⋯⋯⋯⋯⋯128

旱猪毛七⋯⋯⋯⋯⋯⋯⋯⋯129

鸡冠花⋯⋯⋯⋯⋯⋯⋯一⋯130

鸡脚参⋯⋯⋯⋯⋯⋯⋯⋯⋯130

含羞草⋯⋯⋯⋯⋯⋯⋯⋯⋯131

佛手⋯⋯⋯⋯⋯⋯⋯⋯⋯⋯132

附：佛手花⋯⋯⋯⋯⋯⋯⋯133

佛甲草⋯⋯⋯⋯⋯⋯⋯⋯⋯134

陈皮⋯⋯⋯⋯⋯⋯⋯⋯⋯⋯134

附：青皮⋯⋯⋯⋯⋯⋯⋯⋯136

桔叶⋯⋯⋯⋯⋯⋯⋯⋯137

桔络⋯⋯⋯⋯⋯⋯⋯⋯137

桔核⋯⋯⋯⋯⋯⋯⋯⋯137

附地菜⋯⋯⋯⋯⋯⋯⋯⋯⋯138

八 画

面根藤⋯⋯⋯⋯⋯⋯⋯⋯⋯139

夜关f1⋯⋯⋯⋯⋯⋯⋯⋯⋯139

刮筋板⋯⋯⋯⋯⋯⋯⋯⋯⋯140

刺梨根⋯⋯⋯⋯⋯⋯⋯⋯⋯141

刺槐⋯⋯⋯⋯⋯⋯⋯⋯⋯⋯142

使君子⋯⋯⋯⋯⋯⋯⋯⋯⋯143

枇杷叶⋯⋯⋯⋯⋯⋯⋯⋯⋯144

附l枇杷核⋯⋯⋯⋯⋯⋯⋯146

油茶子⋯⋯⋯⋯⋯⋯⋯⋯⋯146

泽兰⋯⋯⋯⋯⋯⋯⋯⋯⋯⋯147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泡桐树根⋯⋯⋯⋯⋯⋯⋯⋯149

空心苋⋯⋯⋯⋯⋯⋯⋯⋯⋯149

苦石莲⋯⋯⋯⋯⋯⋯⋯．．．⋯150

苦瓜叶⋯⋯⋯⋯⋯⋯⋯⋯⋯151

苦刺枝⋯⋯⋯⋯⋯⋯⋯⋯⋯152’

苦参⋯⋯⋯⋯⋯⋯⋯⋯⋯⋯153

苦楝皮⋯⋯⋯⋯⋯⋯⋯⋯⋯155

附s川楝子⋯⋯⋯⋯⋯⋯⋯158

茉莉花⋯⋯⋯⋯⋯⋯⋯⋯⋯159

附：茉莉根⋯⋯⋯⋯⋯⋯⋯160

狗芽菜⋯⋯⋯⋯⋯⋯⋯⋯⋯160

狗筋蔓⋯⋯⋯⋯⋯⋯⋯⋯⋯161

玫瑰花⋯⋯⋯⋯⋯⋯⋯⋯⋯162

软水黄连⋯⋯⋯⋯⋯⋯⋯⋯163

爬山虎⋯⋯⋯⋯⋯⋯⋯⋯⋯163

罗汉松⋯⋯⋯⋯⋯⋯⋯⋯⋯164

罗勒⋯⋯⋯⋯⋯．--⋯⋯⋯⋯·165+

虎耳草⋯⋯⋯⋯⋯⋯⋯⋯⋯166

青皮草⋯⋯⋯⋯⋯⋯⋯⋯⋯166

青兔耳风⋯⋯⋯⋯⋯⋯⋯⋯167

青浮萍⋯⋯⋯⋯⋯⋯⋯⋯⋯167

青葙子⋯⋯⋯⋯⋯⋯⋯⋯⋯168

金丝桃⋯⋯⋯⋯⋯⋯⋯⋯⋯169

金边吊兰⋯⋯⋯⋯⋯⋯⋯⋯170

金鸡脚⋯⋯⋯⋯⋯⋯⋯⋯⋯171

金果榄⋯⋯⋯⋯⋯⋯⋯⋯⋯171

金菊花⋯⋯⋯⋯⋯⋯⋯⋯⋯173

金樱子⋯⋯⋯⋯⋯⋯⋯⋯⋯173

附：金樱子叶⋯⋯⋯⋯⋯⋯175

金樱子根⋯⋯⋯⋯⋯⋯175

九 画

·，0-

5

6卜’8

O

2

7

7

7

7

8

8

1

1i

1i

1■1

1

●

●

●

●

●

●●

¨

¨

¨

¨

¨球竹子菊甲莲绣天瓜甘山心苦南南洋穿穿挂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荠菜⋯⋯⋯⋯⋯⋯⋯⋯⋯⋯182

草血竭⋯⋯⋯⋯⋯⋯⋯⋯⋯183

荆芥⋯⋯⋯⋯⋯⋯⋯⋯⋯⋯184

附：荆芥穗⋯⋯⋯⋯⋯⋯⋯186

荔枝草⋯⋯⋯⋯⋯⋯⋯⋯⋯186

结香⋯⋯⋯⋯⋯⋯⋯⋯⋯⋯187

扁担叶⋯⋯⋯⋯⋯⋯⋯⋯⋯188

柠檬⋯⋯⋯⋯⋯⋯⋯⋯⋯⋯189

枳壳⋯⋯⋯⋯⋯⋯⋯⋯⋯⋯189

附：枳实⋯⋯⋯⋯⋯⋯⋯⋯191

柚子皮．．．⋯⋯⋯⋯⋯⋯⋯⋯192

牵牛子⋯⋯⋯⋯⋯⋯⋯⋯⋯193

胜红蓟⋯⋯⋯⋯⋯⋯⋯⋯⋯194

胡芦巴⋯⋯⋯⋯⋯⋯⋯⋯⋯195

胡椒树⋯⋯⋯⋯⋯⋯⋯⋯⋯196

钩藤⋯⋯⋯⋯：⋯⋯⋯⋯⋯··197

秋海棠⋯⋯⋯⋯⋯⋯⋯⋯⋯199

鬼灯檠⋯⋯⋯⋯⋯⋯⋯⋯⋯199

十 画

夏枯草⋯⋯⋯⋯⋯⋯⋯⋯⋯200

附：夏枯花⋯⋯⋯⋯⋯⋯⋯201

倒地掐⋯⋯⋯⋯⋯⋯⋯⋯⋯202

倒地铃⋯⋯⋯⋯⋯⋯⋯⋯⋯203

倒提壶⋯⋯⋯⋯⋯⋯⋯⋯⋯203

桑白皮⋯⋯⋯⋯⋯⋯⋯⋯⋯204

附l桑叶⋯⋯⋯⋯⋯⋯⋯⋯206

桑枝⋯⋯⋯⋯⋯⋯⋯⋯206

桑椹⋯⋯⋯⋯⋯⋯⋯⋯207

莲子草⋯⋯⋯⋯⋯⋯⋯⋯⋯208

莲米⋯⋯⋯⋯⋯⋯⋯⋯i⋯”208

附：莲米心⋯⋯⋯⋯⋯⋯⋯209

莲须⋯⋯⋯⋯⋯⋯⋯⋯210

莲房⋯⋯⋯⋯⋯⋯⋯⋯210

藕节⋯⋯⋯⋯⋯⋯⋯⋯211

荷叶⋯⋯⋯⋯⋯⋯⋯⋯211

荷蒂⋯⋯⋯⋯⋯⋯⋯⋯212

荷花．．．⋯⋯⋯⋯⋯⋯⋯212

·4·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荷梗⋯⋯⋯⋯⋯⋯⋯⋯212

藕⋯⋯⋯⋯‘⋯⋯⋯⋯⋯212

甜石莲⋯⋯⋯⋯⋯⋯⋯213

荷花玉兰⋯⋯⋯⋯⋯⋯⋯⋯213

哮灵草⋯⋯⋯⋯⋯⋯⋯⋯⋯214

峨参⋯⋯⋯⋯⋯⋯⋯⋯⋯⋯214

绣球花⋯⋯⋯⋯⋯⋯⋯⋯⋯215

绣球防风⋯⋯⋯⋯⋯⋯⋯⋯216

烟草⋯⋯⋯⋯⋯⋯⋯⋯⋯⋯217

桉叶⋯⋯⋯⋯⋯⋯⋯⋯⋯⋯218

桃仁⋯⋯⋯⋯⋯⋯⋯⋯⋯⋯219

核桃⋯⋯⋯⋯⋯⋯⋯⋯⋯⋯221

桐子树根⋯⋯⋯⋯⋯⋯⋯⋯222

柴米子根⋯⋯⋯⋯⋯⋯⋯⋯223

乔盘子根⋯⋯⋯⋯⋯⋯⋯⋯224

破落子⋯⋯⋯⋯⋯⋯⋯⋯⋯224

益母草⋯⋯⋯⋯⋯⋯⋯⋯⋯225

附：茺蔚子⋯⋯⋯⋯⋯⋯⋯227

铁苋菜⋯⋯⋯⋯⋯⋯⋯⋯⋯228

铁皂角⋯⋯⋯⋯⋯⋯⋯⋯⋯229

铁树花⋯⋯⋯⋯⋯⋯⋯⋯⋯229

铁破锣⋯⋯⋯⋯⋯⋯⋯⋯⋯230

铁扇子⋯⋯⋯⋯⋯⋯⋯⋯⋯231

铁螃蟹⋯⋯⋯⋯⋯⋯⋯⋯⋯231

积雪草⋯⋯⋯⋯⋯⋯⋯⋯⋯232

鸭儿芹⋯⋯⋯⋯⋯⋯⋯⋯⋯233

鸭公青⋯⋯⋯⋯⋯⋯⋯⋯⋯234

鸭公藤⋯⋯⋯⋯⋯⋯⋯⋯⋯234

鸭跖草⋯⋯⋯⋯⋯⋯⋯⋯⋯235

粉丹草⋯⋯⋯⋯⋯⋯⋯⋯⋯235

笔筒草⋯⋯⋯⋯⋯⋯⋯⋯⋯236

臭牡丹⋯⋯⋯⋯⋯⋯⋯⋯⋯237

臭梧桐⋯⋯⋯⋯⋯⋯⋯⋯⋯237

臭椿根皮⋯⋯⋯⋯⋯⋯⋯⋯239

豇豆⋯⋯⋯⋯⋯⋯⋯⋯⋯⋯239

十一画

235． 假烟叶⋯⋯⋯⋯⋯⋯⋯⋯⋯24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 7r．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剪秋罗⋯⋯⋯⋯⋯⋯⋯⋯⋯241

清香桂⋯⋯⋯⋯⋯⋯⋯⋯⋯241

清酒缸⋯⋯⋯⋯⋯⋯⋯⋯⋯242

寄马桩⋯⋯⋯⋯⋯⋯⋯⋯⋯243

鹿茸⋯⋯⋯⋯⋯⋯⋯⋯⋯⋯243

附：鹿角⋯⋯⋯⋯⋯⋯⋯⋯248

鹿角胶⋯⋯⋯⋯⋯⋯⋯249

鹿角霜⋯⋯⋯⋯⋯⋯⋯249

鹿顶骨⋯⋯⋯⋯⋯⋯⋯250

鹿筋⋯⋯⋯⋯⋯⋯⋯⋯250

鹿冲⋯⋯⋯⋯⋯⋯⋯⋯251

鹿尾⋯⋯⋯⋯⋯⋯⋯⋯251

鹿胎⋯⋯⋯⋯⋯⋯⋯⋯252

鹿血⋯⋯⋯⋯⋯⋯⋯⋯252

探春花⋯⋯⋯⋯⋯⋯⋯⋯⋯252

萝芙木⋯⋯⋯⋯⋯⋯⋯⋯⋯253

菊叶三七⋯⋯⋯⋯⋯⋯⋯⋯254

黄连⋯⋯⋯⋯⋯⋯⋯⋯⋯”·255

黄蜀葵⋯⋯⋯⋯⋯⋯⋯⋯⋯259

常山⋯⋯⋯⋯⋯⋯⋯⋯⋯⋯260

常春藤⋯⋯⋯⋯⋯⋯⋯⋯⋯262

猫头鹰⋯⋯⋯⋯⋯⋯⋯⋯⋯263

猪殃殃⋯⋯⋯⋯⋯⋯⋯⋯⋯264

猪鬃草⋯⋯⋯⋯⋯⋯⋯⋯⋯264

望月砂⋯⋯⋯⋯⋯⋯⋯⋯⋯265

望江南⋯⋯⋯⋯⋯⋯⋯⋯⋯266

梧桐子⋯⋯．．．⋯⋯⋯⋯⋯⋯267

楼木条⋯⋯⋯⋯⋯⋯⋯⋯⋯268

梓根白皮⋯⋯⋯⋯⋯⋯⋯⋯269

银杏⋯⋯⋯⋯⋯⋯⋯⋯⋯⋯270

蛇足石松⋯⋯⋯⋯⋯⋯··：⋯273

甜茶⋯⋯⋯⋯⋯⋯⋯⋯⋯⋯273

野牡丹⋯⋯⋯⋯⋯⋯⋯⋯⋯274

野荔枝⋯⋯⋯⋯⋯⋯⋯⋯⋯275

雪药⋯⋯⋯⋯⋯⋯⋯⋯⋯⋯275

雪猪油⋯⋯⋯⋯⋯⋯⋯⋯⋯276

附：雪猪肉⋯⋯⋯⋯⋯⋯⋯276

雪猪骨⋯⋯⋯⋯⋯⋯⋯277

十=画

263． 博落回⋯⋯⋯⋯⋯⋯⋯⋯⋯277

264． 湖广草⋯⋯⋯⋯⋯⋯⋯⋯⋯278

265． 喜树⋯⋯⋯⋯⋯⋯⋯⋯⋯⋯278

266． 篇蓄⋯⋯⋯⋯⋯⋯⋯⋯⋯⋯280

267． 蓰草⋯⋯⋯⋯⋯⋯⋯⋯⋯⋯282

268． 葵花根⋯⋯⋯⋯⋯⋯⋯⋯⋯282

269． 葡萄根⋯⋯⋯⋯⋯⋯⋯⋯⋯284

270． 斑蝥⋯⋯⋯⋯⋯⋯⋯⋯⋯⋯284

271． 榔榆⋯⋯⋯⋯⋯⋯⋯⋯⋯⋯286

272． 腊莲绣球⋯⋯⋯⋯⋯⋯⋯⋯286

273．硬杆水黄连⋯⋯⋯⋯⋯⋯⋯287

274． 番石榴⋯⋯⋯⋯⋯⋯⋯⋯⋯288

275． 鹅儿肠⋯⋯⋯⋯⋯⋯⋯⋯⋯289

276． 鹅不食草⋯⋯⋯⋯⋯⋯⋯⋯289

277． 紫苏⋯⋯⋯⋯⋯⋯⋯⋯⋯⋯290

附：苏子⋯⋯⋯⋯⋯⋯⋯⋯291

苏梗⋯⋯⋯⋯⋯⋯⋯⋯292

苏蔸⋯⋯⋯⋯⋯⋯⋯⋯292

278．

2 7r9．

280．

28L

282．

283．

284．

285．

286．

十三画

槐花⋯⋯⋯⋯⋯⋯⋯⋯⋯⋯293

附：槐角⋯⋯⋯⋯⋯⋯⋯⋯294

蓍草⋯⋯⋯⋯⋯⋯⋯⋯⋯⋯295

蓝花参⋯⋯⋯⋯⋯⋯⋯⋯⋯296

蜀葵⋯⋯⋯⋯⋯⋯⋯⋯⋯⋯296

锦灯笼⋯⋯⋯⋯⋯⋯⋯⋯⋯297

矮砣砣⋯⋯⋯⋯⋯⋯⋯⋯⋯298

矮茶风⋯⋯⋯⋯⋯⋯⋯⋯⋯298

蛾儿花⋯⋯⋯⋯⋯⋯⋯⋯⋯300

路路通⋯⋯⋯⋯⋯⋯⋯⋯⋯300

十四画

287．旆莶草⋯⋯⋯⋯⋯⋯⋯⋯⋯301

288． 满天星⋯⋯⋯⋯⋯⋯⋯⋯⋯303

289． 薄菜⋯⋯⋯⋯⋯⋯⋯⋯⋯⋯303

290．瘦风轮⋯⋯⋯⋯⋯⋯⋯⋯⋯304

·多·



291．蜡梅花⋯⋯⋯⋯⋯⋯⋯⋯⋯305 ‘～298．薄荷⋯⋯⋯⋯⋯⋯．．．⋯⋯⋯312

292． 酸饺⋯⋯⋯⋯⋯⋯⋯⋯⋯⋯307

十五画

293．樱桃核⋯⋯⋯⋯⋯⋯⋯⋯一307

294． 鹤虱⋯⋯⋯⋯⋯⋯⋯⋯⋯⋯308

295．箭羽舒筋草⋯⋯⋯⋯⋯⋯⋯310

296． 豌豆七⋯⋯⋯⋯⋯⋯⋯⋯⋯311

十六画

297．薜荔果·’”e O,·OQ⋯⋯⋯⋯⋯⋯311

附：薜荔藤叶⋯⋯⋯⋯⋯⋯312

·6·

十七画

299． 爵床⋯⋯⋯⋯⋯⋯⋯⋯⋯⋯314

十八画

300． 翻白草⋯⋯⋯⋯⋯⋯⋯⋯⋯315

附 录

中文名索引⋯·⋯⋯⋯⋯⋯⋯⋯⋯．．316

拉丁名索引⋯⋯⋯⋯⋯⋯⋯⋯⋯⋯324



1· 一支箭

别名瓶尔小草、蛇须草、独叶一支

箭、一矛一盾、蛇咬子、一支枪。

原植物 为瓶尔小草科瓶尔小草属植

物一支箭Ophioglossum peduneulosum

Desv．。以全草入药。

多年生小草本，高达26厘米。根状茎

短而直立．有数条肉质棕黄色粗根。叶1

～3片．出自根状茎顶部，总柄长11一-,22

厘米。纤细，不育叶叶片卵形至卵状三角

形．长(2～)4～6厘米．宽(1．5～)

2--'2．8厘米。顶端锐尖或圆钝。全缘，细

脉网状或不明显．基部宽楔形或圆截形，

下廷成较宽的叶柄．柄长5～10毫米。孢

子囊穗条形，自总柄顶端生出，黄绿色，

长3～4厘米，顶端有小突尖，具长8～

16厘米的柄，孢子囊扁圆形，无柄，下陷，

沿囊托两侧各排列成一行。 (彩图1)

生于海拔400--一1800米的草丛中和开

阔的灌丛边缘。产于万县、西昌，凉山、

重庆等地、州、市。分布于江西、安徽、

福建、广东、台湾、云南、贵州等省。

我省还有四种同属植物，亦同样入药，

为了便于区别，现列种的检索表如下：

，1．小形植物，高5～15厘米，少有较

高，不育叶为披针形，如为椭圆形。则长

仅达2厘米．叶宽通常不超过15毫米。

2．不育叶为披针形或阔披针形，远

高出地面上．总柄长8～13厘米。⋯⋯

(1)狭叶瓶尔小草 Ophioglossum

thermale KOm．，产予绵阳、南充、

万县、江津、西昌等地区。

2．不育叶椭圆形或椭圆状卵形，长

达2厘米，总柄长4～8厘米。⋯⋯(2)

小叶瓶尔小草Ophioglossum parr i—

folium Grev．et Hook．，产于阿坝、

甘孜等州，海拔一般在2500米以上。

1．植物通常较高(若高度不到12厘

米，则叶基部阔楔形或圆截形，具明显的

柄)，不育叶为卵形或卵圆形，长度通常

超过2厘米，宽度通常超过15毫米。

3．不育叶卵状矩圆形，基部下延为

狭长楔形，无柄，网眼狭长。⋯⋯(3)瓶

尔小草0phioglossum vulgatum L．。

3．不育叶为卵形、卵圆形或近圆

形，卵状三角形，基部心形或截形，有

柄，网眼较短而宽。

4．不育叶卵圆形或近圆形，长

3～8厘米，宽2．5～5厘米，长稍过

于宽或长宽几相等，边缘波状，基部

心形。⋯⋯(4)心叶瓶尔小草Ophi-

oglossum reticulatum L．， 产于

南充、万县、宜宾，乐山等地区，海

拔一般均在1000米以上。

4．不育叶卵形或卵状三角形，

长(2～)4～6厘米，宽(1．5～)

2～2．8厘米，基部圆截形或阔楔形，

边缘不呈波状，叶柄较宽而明显，长

5-'-'10毫米。⋯⋯(5)一支箭Ophi-

oglossum pedunculosum Desv．，

产于万县、凉山、重庆等地、州，市。

医疗用途

性味苦，平。

功用清热解毒，活血通瘀。用于湿

热毒疮、疥疮、跌打损伤，烧烫伤、痔疮

等。

用量15～30克。

附方

1．一支箭30克，蒲公英30克，鱼鳅

串30克，鱼腥草30克，水煎服，治湿热毒疮。

2．一支箭60克，峨参60克，大血藤60



克，红牛膝60克，泡酒，每N15克，治跌 3．鲜品适量，捣烂外敷，治毒蛇咬伤．

打损伤、血瘀肿痛。
。

疮疖肿痛、烧烫伤等。’

2． 一点 血

原植物为秋海棠科秋海棠属植物网

脉秋海棠Begonia wilsonii Gagnep．，

以根状茎入药。

多年生草本，高20"30厘米。根状茎

短而成块状，肥厚，节处有环纹，断面红色，

具须根。基生叶1～2片，近菱形，长

10--一15厘米，宽10"-'12厘米，顶端3～5

(～9)浅裂，裂片三角形，基部偏心形，

边缘有突尖细锯齿，主脉3～7条，掌状，

叶面淡绿色，疏被短刺毛，背面略带红紫

色，可见网状细脉；叶柄光滑，基部肥厚；

托叶膜质。7月开淡红色花，6～7朵呈

伞房状排列，花序梗粗壮，根出，长达

10-、一20厘米，光滑，基部具卵圆状披针形的

小苞片’雌雄同株，花梗长达8厘米，雄

花花被片4，外列花被片2，卵圆形，顶

端钝圆形，基部略呈心形，长约11毫米，

内列花被片2．椭圆形，长约6毫米，宽

1～2毫米；雄蕊10--,15枚，离生，雌花

花被片3，内1外2，外花被片宽卵圆形，

内花被片卵圆形至长椭圆形，子房呈纺锤

形。3棱，无翅，3室．胚珠多数，花柱

3。(彩图2)

生于阴湿处的岩石上或溪边。产于绵

阳、涪陵、乐山、雅安、西昌等地区。

秋季采挖根状茎．洗净．切片，晒干。

根状茎粗壮．外皮红色．肉质．性脆。

成份根状茎显强心甙、黄酮类、皂

甙、三萜类、甾醇、酚类和鞣质等反应。

医疗用途

性味甘、酸。凉。

功用止血、活血。用于吐血、咯血、

衄血、外伤出血和功能性子官出血。

用量15"30克。

附方
‘

1．一点血60克，阴地蕨30克，炖鸡服，

治冲任不固的崩漏、劳伤吐血、咯血。

2．一点血30克。鹿唧草30克．牛膝10

克。蓝布政15克。炖鸡服，治血虚经闭。

3．一点血鲜品120-'--150克(或干品

60"-'90克)，炖鸡服．治功能性子宫出血。

忌生、冷，酸、硷。

4．鲜一点血30克．洗净捣烂，取汁兑

童便服．药渣外敷患处．用布包扎．治外

伤出血。

5． 丁癸草

别名 二叶人字覃、水细辛连。

原植物 为豆科丁癸草属植物丁癸草

Zornia diphylla(L．)Pers．，以全草

入药。

多年生小草本．高15--,60厘米。茎由

基部分枝．披散。复叶互生。小叶2片。

呈人字形．故有二叶人字草之称．叶片披

·2 ’

针形．长1--一3．5厘米．宽0．5-'--'1厘米．顶

端急尖或具短刺。基部近圆形，两面无毛，

叶面具有黑色或褐色腺点，托叶狭披争卜

形，基部有长约3毫米的距。7～8月开

黄花．总状花序腋生或顶生．有花数朵．

花无梗，苞片2。卵形，薄纸质，基部延伸，

成距．有明显的脉纹．边缘有白色缘毛I



克，红牛膝60克，泡酒，每N15克，治跌 3．鲜品适量，捣烂外敷，治毒蛇咬伤．

打损伤、血瘀肿痛。
。

疮疖肿痛、烧烫伤等。’

2． 一点 血

原植物为秋海棠科秋海棠属植物网

脉秋海棠Begonia wilsonii Gagnep．，

以根状茎入药。

多年生草本，高20"30厘米。根状茎

短而成块状，肥厚，节处有环纹，断面红色，

具须根。基生叶1～2片，近菱形，长

10--一15厘米，宽10"-'12厘米，顶端3～5

(～9)浅裂，裂片三角形，基部偏心形，

边缘有突尖细锯齿，主脉3～7条，掌状，

叶面淡绿色，疏被短刺毛，背面略带红紫

色，可见网状细脉；叶柄光滑，基部肥厚；

托叶膜质。7月开淡红色花，6～7朵呈

伞房状排列，花序梗粗壮，根出，长达

10-、一20厘米，光滑，基部具卵圆状披针形的

小苞片’雌雄同株，花梗长达8厘米，雄

花花被片4，外列花被片2，卵圆形，顶

端钝圆形，基部略呈心形，长约11毫米，

内列花被片2．椭圆形，长约6毫米，宽

1～2毫米；雄蕊10--,15枚，离生，雌花

花被片3，内1外2，外花被片宽卵圆形，

内花被片卵圆形至长椭圆形，子房呈纺锤

形。3棱，无翅，3室．胚珠多数，花柱

3。(彩图2)

生于阴湿处的岩石上或溪边。产于绵

阳、涪陵、乐山、雅安、西昌等地区。

秋季采挖根状茎．洗净．切片，晒干。

根状茎粗壮．外皮红色．肉质．性脆。

成份根状茎显强心甙、黄酮类、皂

甙、三萜类、甾醇、酚类和鞣质等反应。

医疗用途

性味甘、酸。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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衄血、外伤出血和功能性子官出血。

用量15"30克。

附方
‘

1．一点血60克，阴地蕨30克，炖鸡服，

治冲任不固的崩漏、劳伤吐血、咯血。

2．一点血30克。鹿唧草30克．牛膝10

克。蓝布政15克。炖鸡服，治血虚经闭。

3．一点血鲜品120-'--150克(或干品

60"-'90克)，炖鸡服．治功能性子宫出血。

忌生、冷，酸、硷。

4．鲜一点血30克．洗净捣烂，取汁兑

童便服．药渣外敷患处．用布包扎．治外

伤出血。

5． 丁癸草

别名 二叶人字覃、水细辛连。

原植物 为豆科丁癸草属植物丁癸草

Zornia diphylla(L．)Pers．，以全草

入药。

多年生小草本．高15--,60厘米。茎由

基部分枝．披散。复叶互生。小叶2片。

呈人字形．故有二叶人字草之称．叶片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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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形．长1--一3．5厘米．宽0．5-'--'1厘米．顶

端急尖或具短刺。基部近圆形，两面无毛，

叶面具有黑色或褐色腺点，托叶狭披争卜

形，基部有长约3毫米的距。7～8月开

黄花．总状花序腋生或顶生．有花数朵．

花无梗，苞片2。卵形，薄纸质，基部延伸，

成距．有明显的脉纹．边缘有白色缘毛I



花萼钟状，二唇形．被短柔毛，花冠蝶形，

长约1．2厘米，雄蕊10个合成1组，花

药2型，花丝较长的药底着，花丝较短的

药背着，子房无柄．有柔毛。荚果不裂，

条形，具小刺毛。有2～6节，每节有种

子1粒。 (彩图3)

生于温暖地带的山坡村落附近或小溪

边向阳处或平坝。产于西昌地区。分布于

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

云南等省区。

．四季采集全草入药。

成份全草含黄酮甙，酚类，氨基

酸。

医疗用途

性昧 淡．凉。

功用解表清热．凉血解毒。用于风

热感冒、咽喉不利、目赤肿痛、湿热泄泻、

黄疸、痈疖肿毒和毒蛇咬伤。

用量 15．--,30克。

。 附方

1．丁癸草15克，柳叶菊15克．银花藤

30克，水煎服。治风热感冒。

2．丁癸草15克。鱼腥草30克。藿香10

克，水煎服，治湿热蕴结胃肠之呕吐腹泻。

3．丁癸草30克．茵陈30克，虎杖30克，

水煎服。治湿热黄疸。

4．丁癸草30克。水煎服，或鲜品适

量．捣烂外敷，治疮肿。，

4· 七星剑

别名 星星草、兰雪花、搬倒甑。

原植物为蓝雪科角柱花属植物

紫金莲Ceratostigma willmottianum

．Stapf，以全株入药。

小灌木，高1～1．5米。小枝带紫红

色．具棱槽和硬毛。叶互生。椭圆形至卵

状椭圆形或倒披针形。长2～5厘米。宽

1．2～2．5厘米，顶端急尖或钝。基部楔形

下延，两面被伏生硬毛．背面有腺体，边

缘具刺毛状睫毛’无柄。头状聚伞花序顶

生，稀腋生，苞片与花萼等长或稍长，长

披针形，宽2～3毫米；花萼长10--,15毫

米．无腺毛．萼筒长7～11毫米．绿色．

裂片钻形．紫红色．具白色的棱，被稀疏

长硬毛，花冠高脚碟状。长20-"-'26毫米．

花冠筒红紫色．裂片紫蓝色，雄蕊5。着

生于花冠筒基部。花药紫色，花柱合生，

带白色。柱头内侧具角状腺体。蒴果盖

裂。 (彩图4)

生于山坡，河谷。产于绵阳、雅安、

宜宾，阿坝等地，州。分布于云南、贵

州，西藏等省区。 ，4

1夏、秋季采全株．去掉泥砂杂质．切

碎晒手。

成份含矶松素(plumbagin)。

药理

1．抗菌作用：本品所含成份矾松素

(plumbagin)对流感杆菌、甲型链球

菌、乙型链球菌、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

(甲型、乙型)、痢疾杆菌(舒密氏、弗

氏)，粪产硷杆菌、卡他双球菌、脑膜炎

双球菌、肺炎双球菌和葡萄球菌等均有抑

制作用。尤其对葡萄球菌属更为敏感。

2．祛痰作用。用小鼠酚红法试验．给

以矶松素灌胃80毫克／公斤．显示有明显

的祛痰作用。

3．止血作用。将兔和犬的肝叶部分切

除。或将狗股动脉切开后．用本品根浸膏

粉撒于切口处．稍加压迫．即有良好的止

血效果。

4．其他：本品酊剂对家兔正常或兴奋

的离体肠肌均有抑制作用。对氯化钡引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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