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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一点’红

别名红背叶，叶下红，紫背地丁。

原植物为菊科一点红属植物一点红

Emilia sonchifolia(L．)DC．，以全

草入药。

一年生或多年生直立或近直立草本，

高10"一70厘米。根或带紫红色，有的具匍

匐茎，节处发芽形成新的植株，直立茎或

带紫红色，疏被白色柔毛，有时分枝。生

于茎下部的叶大头羽状分裂，长3 NIO厘

米，宽1．5～5厘米，边缘具齿，或成翅

状，茎上部的叶较小，全缘或不规则地分

裂，基部耳状，多少抱茎，叶背常为紫红

色，无毛或被白色疏柔毛，全无柄。夏

秋开紫红色花，头状花序，直径0．4～1．3

-厘米，具长总梗，常组成疏散的伞房花

序，花枝常2歧分枝，总苞圆柱状，总

苞片l层；全为两性管状花，花冠顶端5

裂。瘦果长圆柱形，长约2．4毫米，有

棱，冠毛白色。(彩图334)

生于村旁、路旁、山坡草地和荒地。

产子我省各地区。分布予江西、福建，

广东、广西，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区。

夏秋季采收，晒干。 一

成分全草显生物碱、酚类反应。’

茎、’叶，根含微量氢氰酸。

药理体外试验证明，本品对痢疾杆

菌、大肠杆菌、伤寒杆菌、’绿脓杆菌和金

黄色葡萄球菌有抑制作用。 二
一

医疗用途 “

．性味苦、微辛，凉。’
一

功用 清热解毒，散瘀消肿。用于痈

疮疖肿，湿热泻痢，热淋，咽喉、目赤红

肿疼痛，湿疹搔痒，毒蛇咬伤，跌打损

伤。 。
一1

二用量15"--30克，外用适量。

附方 ．’

一 j

1．一点红，蒲公英，木芙蓉叶各适

量，捣绒外敷，治乳痈，疮疖肿痛。

2．一点红30克，鬼针草15克，马兰15

克，六月雪15克，水煎服，或一点红鲜品

适量，捣取汁服，治感冒发热、咽喉红肿

疼痛。 -

3．一点红15克，凤尾草15克，仙鹤草

15克，柚子皮15克，水煎服，治湿热泻

痢。‘

4．一点红，酢浆草鲜品各适量，捣

烂，加酒少许，炒热外包，治跌打损伤、

瘀血肿痛。

502．一枝黄花
‘。

‘

别名金柴胡。

原植物为菊科一枝黄花属植物，一

枝黄花Solidago decurrens Lottr．

(Solidago virgaurea L．vat．1eioca—

rpa(Benth．)A．Gray]和加拿大一枝

黄花Solidago canadensis‘L．，以全草入

药。

一枝黄花为多年生草本，高达70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米，根状茎粗短，须根多条，纤细，浅棕

色。茎基部木质化，略带红色，不分枝或

上部稍有分枝，有细毛。叶互生，卵形，

长圆形或披针形，长4～7厘米，宽1．5

～2．5厘米，先端渐尖，基部骤缩下延成

柄，边缘具锐锯齿，两面稍被短柔毛。5

～6月开黄花，头状花序排列成顶生或腋

生的总状花序，整个花序成窄长圆锥状，

总苞钟状，总苞片3层，条形，边缘近

膜质，中央绿色，呈条状，托盘小而平，

具小凹点，外围1轮雌花舌状，舌片顶端

微3齿裂，中央花两性，管状，先端5齿

裂。7～9月结果，圆筒形，冠毛白色。

(彩图335) ．

生于山坡林下，灌丛和路边。产于我

省宜宾、乐山、重庆等地市。分布于华

东，华中、西南、华南和台湾等省区。

加拿大一枝黄花与上种主要区别在

于头状花序均集合成偏向一侧、稍弯曲的

总状花序，再构成锥状花丛。瘦果均有细

毛。叶片基部有明显的3条脉，两侧脉延

伸直达顶端，上部边缘有内弯锯齿。 (彩

图336)

我省有栽培。

夏季采全草，晒干。

成分全草含槲皮甙、异槲皮甙、芸香

甙、紫云英甙、山奈酚一鼠李葡萄糖甙，

并含羟基肉桂酸、咖啡酸、奎尼酸、绿原

酸。此外，尚含少量挥发油及皂甙、烟酸、

烟酸酰胺、2，6一二甲氧基苯甲酸苄

酯、乙醇酸。鲜根含挥发油，主要为聚乙

炔化合物，2，8一顺一顺一母菊酯(2，

8一cis—cis—matric：ia est：r)、母菊

Y一内酯I及I(matricaria—r—lacto—

lle I，I)。另含毛叶菊内酯(1achno—

phyllum lactone)及环氧行生物A、B。

药理1．抗菌作用。一枝黄花煎剂在

体外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痢疾

杆菌，肺炎双球菌、伤寒杆菌，甲型溶血

性链球菌、以及红色癣菌、白色念珠菌等

均有抑制作用。

2．对家兔实验性气管炎的作用：对于

由氨雾引起的家兔实验性气管炎，喂以一

枝黄花煎剂，可缓解喘息状态，使哮鸣音消

失，干性罗音减少。一枝黄花含有皂甙，有

一定祛痰作用。

3．其它作用：一枝黄花提取物，给小

白鼠皮下注射，有利尿作用，剂量过大，反

而可使尿量减少。动物实验证明，一枝黄花

有促进白细胞吞噬细菌的作用。

4．毒性s一枝黄花毒性低，但长期大

量服用，可引起肠出血。

医疗用途

性味苦，辛，凉。

功用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用于感

冒风热头痛，咽喉肿痛，肺热咳喘，疮痈肿

毒，毒蛇咬伤，肺结核咳嗽咯血，外伤出

血，脚癣，手癣，鹅掌风。

用量15--'30克，外用适量。

附方
?

1．一枝黄花15"～30克，水煎服，治感

冒风热头痛，咽喉肿痛。

2．一枝黄花15克，肺经草15克，兔耳

风15克，地龙6克，水煎服，治肺热咳

嗽，百日咳。

3．鲜一枝黄花适量，洗净，捣烂外

敷，同时用鲜草30---60克，水煎服，治毒

蛇咬伤、疮痈肿毒。

． SOS． 刀 口药

． 原植物 为萝蘑科马利筋属植物马利 。筋Asclepias curassavica L．，以全草

·2。



米，根状茎粗短，须根多条，纤细，浅棕

色。茎基部木质化，略带红色，不分枝或

上部稍有分枝，有细毛。叶互生，卵形，

长圆形或披针形，长4～7厘米，宽1．5

～2．5厘米，先端渐尖，基部骤缩下延成

柄，边缘具锐锯齿，两面稍被短柔毛。5

～6月开黄花，头状花序排列成顶生或腋

生的总状花序，整个花序成窄长圆锥状，

总苞钟状，总苞片3层，条形，边缘近

膜质，中央绿色，呈条状，托盘小而平，

具小凹点，外围1轮雌花舌状，舌片顶端

微3齿裂，中央花两性，管状，先端5齿

裂。7～9月结果，圆筒形，冠毛白色。

(彩图335) ．

生于山坡林下，灌丛和路边。产于我

省宜宾、乐山、重庆等地市。分布于华

东，华中、西南、华南和台湾等省区。

加拿大一枝黄花与上种主要区别在

于头状花序均集合成偏向一侧、稍弯曲的

总状花序，再构成锥状花丛。瘦果均有细

毛。叶片基部有明显的3条脉，两侧脉延

伸直达顶端，上部边缘有内弯锯齿。 (彩

图336)

我省有栽培。

夏季采全草，晒干。

成分全草含槲皮甙、异槲皮甙、芸香

甙、紫云英甙、山奈酚一鼠李葡萄糖甙，

并含羟基肉桂酸、咖啡酸、奎尼酸、绿原

酸。此外，尚含少量挥发油及皂甙、烟酸、

烟酸酰胺、2，6一二甲氧基苯甲酸苄

酯、乙醇酸。鲜根含挥发油，主要为聚乙

炔化合物，2，8一顺一顺一母菊酯(2，

8一cis—cis—matric：ia est：r)、母菊

Y一内酯I及I(matricaria—r—lacto—

lle I，I)。另含毛叶菊内酯(1achno—

phyllum lactone)及环氧行生物A、B。

药理1．抗菌作用。一枝黄花煎剂在

体外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痢疾

杆菌，肺炎双球菌、伤寒杆菌，甲型溶血

性链球菌、以及红色癣菌、白色念珠菌等

均有抑制作用。

2．对家兔实验性气管炎的作用：对于

由氨雾引起的家兔实验性气管炎，喂以一

枝黄花煎剂，可缓解喘息状态，使哮鸣音消

失，干性罗音减少。一枝黄花含有皂甙，有

一定祛痰作用。

3．其它作用：一枝黄花提取物，给小

白鼠皮下注射，有利尿作用，剂量过大，反

而可使尿量减少。动物实验证明，一枝黄花

有促进白细胞吞噬细菌的作用。

4．毒性s一枝黄花毒性低，但长期大

量服用，可引起肠出血。

医疗用途

性味苦，辛，凉。

功用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用于感

冒风热头痛，咽喉肿痛，肺热咳喘，疮痈肿

毒，毒蛇咬伤，肺结核咳嗽咯血，外伤出

血，脚癣，手癣，鹅掌风。

用量15--'30克，外用适量。

附方
?

1．一枝黄花15"～30克，水煎服，治感

冒风热头痛，咽喉肿痛。

2．一枝黄花15克，肺经草15克，兔耳

风15克，地龙6克，水煎服，治肺热咳

嗽，百日咳。

3．鲜一枝黄花适量，洗净，捣烂外

敷，同时用鲜草30---60克，水煎服，治毒

蛇咬伤、疮痈肿毒。

． SOS． 刀 口药

． 原植物 为萝蘑科马利筋属植物马利 。筋Asclepias curassavica L．，以全草

·2。



和种毛入药。茎的液汁亦供药用。

多年生直立草本，高60--'100厘米，

无毛，全株有白色乳汁。主根圆柱形，疏

生细长支根。叶对生，披针形或椭圆状披针

形，长6"--13厘米，宽l"--3．5厘米，顶

端渐尖，全缘，基部楔形至阔楔形。5～

9月开花，聚伞花序顶生及腋生，有花10

"--20朵；花冠红色，‘裂片5，矩圆形，反

折；副花冠5裂，黄色，生于雄蕊背面，

匙形，雌蕊和雄蕊合生成合蕊柱，花丝、花

药合生，形成合蕊冠，花粉块下垂。瞢荚

．果刺刀形，顶端渐尖，长6---10厘米，光

滑，直径1～1．5厘米；种子卵圆形，顶

端具白绢质长达2．5厘米的种毛。 (彩图

337)

生于温暖的旷野、河谷湿地。我省各

地有栽培。分布于我国各地。’

夏季采全株，秋季采收果实，取出种

毛，干燥。

成分全草含卡罗托甙(即牛角瓜

甙，Calotropin)。叶和花显生物碱反

应。

药理1．强心作用：马利筋茎的煎剂

及叶、花、种子，果壳的酊剂，由蛙淋巴

囊注射时，对在位心脏均有强心作用，都

能以0．1克左右使的剂量(以生药汁)，于

i小时左右使心脏停止于收缩期。马利筋

花的作用强度与茎相似，叶的作用较差，

蒴壳最弱。通过在位猫心与猫肺装置及心

电图描记，在用巴比妥钠伤害心脏后静注

马利筋种子酊，1分钟左右，即可引起心

肌收缩振幅增强达1．5倍，随后出现马利

筋中毒现象，心脏振幅变小，停止于舒张

期，心电图描记观察到PR间隔与PQ间隔

都有延长。从马利筋全植物分离得的粗甙

一马利筋甙0．5毫克，从蛙腿淋巴囊给

药，使在位心脏停止于收缩状态，在位兔

心实验及离体豚鼠心脏灌注及心电图观察

均证明马利筋甙与马利筋酊的作用一致，

具有正性肌力作用，负性频率与负性传导

作用，并且与毒毛旋花子素G作用性质很

相似，作用迅速而蓄积性很小，马利筋甙

的生物学强度比原生药大732倍，而仅为

毒毛旋花子素G的1／4．--,1／5。马利筋甙对

鸽的静注MLD为0．75±0．017毫克／公斤，

马利筋酊对鸽的MLD为54．97±19．4毫克

／公斤，可能为有用的强心药。本品所含卡

罗托甙的药理作用，见牛耳树药理项下。

2．催吐作用s马利筋的根茎有催吐作

用。

3．毒性t马利筋茎、叶的水、醇，石

油醚提取物，分别给予大鼠，每天剂量少

于原生药2克，连续给药4周，未引起动

物死亡，对体重和生殖功能都没有影响。

马利筋乙醇提取物，注射于家兔腹腔，每

日5毫克／公斤，连续5日后，未产生积

蓄作用，但是兔和大鼠静注马利筋的醇提

取物时，可引起肺和胃肠道变得苍白，肾

脏充血，以及脑，肺、肠系膜小动脉、脊

髓的颈腰部位出血。马利筋属植物具有一

定毒性，凡野生此属植物较多的草原，不

利于放牧。’

医疗用途

性味苦，寒。有小毒。

功用 活血止血，清热解毒。用于跌

打损伤，外伤出血，痈疮肿痛，顽癣。

用量 3～9克。

附方。
。

1．刀口药9克，红泽兰15克，牛膝15

克，透骨消15克，水煎服，治跌打损伤。

2．刀口药适量，晒干研末，撒敷伤

口，治外伤出血。

3．刀口药6～9克，水煎服，并用鲜

品适量，捣烂敷患处，治痈疮肿毒。
· 4．鲜刀口药折断后流出的白浆搽患

处，每日2次，治顽癣。

·3 ·



304．八棱麻

别名 四棱香、四棱麻。

原植物为菊科风毛菊属植物风毛菊

Saussurea japonica DC．以全草入

药。

多年生草本，高30～,150厘米。茎粗

壮，具疏生的腺点和细毛，纵棱显著，具

翅，上部分枝开展。叶互生，长椭圆形，

长10--,30厘米，宽2～4厘米，稍呈羽状

分裂，裂片7～8对，顶端钝，基部渐

窄，两面均具腺点和细毛，上部叶椭圆

形、披针形或条状披针形，全缘，叶柄具

下延窄翼直至茎部。9～11月开紫红色

花，头状花序顶生，直径l～1．5厘米，

成密集的伞房花丛，总苞筒状，长8"-,12

毫米，宽5～8毫米，总苞片多层，外层

苞片较短小，中层和内层苞片条形，顶端

具膜质圆形的附片，背部和顶端通常紫红

色，管状花长10"-,14毫米。瘦果有条纹，

稍弯曲，长约4毫米，无毛，冠毛2轮，

外轮较短。(彩图338)

生于山坡草地。产于我省绵阳，涪

陵、乐山、阿坝、重庆等地州市。分布予

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

广东、广西、湖北、湖南等省区。

夏秋季采全革，去净泥土，晾干。

医疗用途

性味辛，微温。

功用 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散寒止

咳。用于风寒湿痹，跌打损伤，风寒咳

嗽，皮肤搔痒。

用量，9"-15克。

，禁忌孕妇忌服。

附方

1．八棱麻30克，伸筋草30克，舒筋草

30克，石南藤30克，红牛膝30克，续断15

克，泡酒服，治风湿筋骨疼痛，寒湿腰

痛。

2．八棱麻30克，泡酒服，治跌打损伤。

3．八棱麻15克，散寒草15克，蛇含15

克，水煎服，治风寒咳嗽。

4．八棱麻，毛桐各等量，煎水常洗患

处，治皮肤搔痒。

305．九子连环草

别名 肉连环、铁连环、硬九子连。

原植物 为兰科虾脊兰属植物马里虾

脊兰Calanthe mannii Hook．f．和流苏

虾脊兰C．fimbriata Franch．，，以根状

茎(假鳞茎)入药。

马里虾脊兰多年生草本，高20--,30

厘米。假鳞茎数个串连着生，倒圆锥形，肉

质，直径0．8～1．5厘米。叶2枚基生，长椭

圆形，长15---，20厘米，宽6～8厘米，基

部抱合折叠，全缘，先端骤尖，主脉通常

5条，两面绿色，下部的叶小至无叶片。

·4。

6～7月开花，黄色，花茎自叶丛中抽出，

长约30厘米，总状花序，花少数，外轮花

被3，长8"-'11毫米，有5条脉纹，内轮

花被较小，脉纹3条，唇瓣淡黄色，3裂，

中央裂片较大，质较厚，具紫色斑纹，先

端具尖头，距短，长约2毫米。 (彩图

339) ，．

多生于海拔1200"-,2800米山地林下。

产于我省乐山，雅安，西昌、绵阳等地区。

分布于陕西、云南、西藏等省区。

流苏虾脊兰与上种的主要区别在于



假鳞茎椭圆形，叶常为3枚。花茎中部具

1膜质总苞，花多数，紫蓝色，唇瓣先端近截

形，呈不整齐的流梳状浅裂，距细长。(彩

图340)

生境分布同马里虾脊兰。

夏，秋季采挖假鳞茎，除去须根，洗

净，晒干。

医疗用途

性味苦，微辛，凉。、，

功用软坚散结，清热解毒。用于痰

核瘰疬，疮疖痈肿，痔疮，咽喉肿痛。

用量9"-'15克，外用适量。

附方

1．九子连环草15克，夏枯草15克，水

煎服，并以九子连环草、韭菜各适量，捣

绒外敷，治痰核瘰疬。

2．九子连环草15克，金银花藤15克，

野菊花15克，千里光15克，水煎服，并用

九子连环草研末，调油或调醋敷患部，治

痈肿初起，红肿疼痛。

3．九子连环草为末，调清油涂搽患处，

治痔疮肿痛。

4．九子连环草6克，朱砂根6克，水煎

服，治咽喉肿痛。

506．广扁线

别名捆仙绳(重庆)。

原植物为罂粟科血水草属植物血水

草Eomecon chionantha Hance，以根

和根状茎入药，其茎叶亦供药用。

多年生草本，高30．--,60厘米。根和根

状茎均为黄色，剖面橙黄色，味苦，有黄

色汁液。茎紫绿色，有光泽，含红黄色汁

液。叶全为基生，卵状心形，长3"-'15厘

米，宽5"-'12厘米，顶端急尖，基部深心

形，边缘波状，叶面青绿色，叶背灰绿

色，被白粉，叶脉呈掌状5～7条，明显}

叶柄长10～30厘米，基部具窄鞘。夏季开

花，花较大，顶生伞房状的稀疏聚伞花序；

花萼2，下部合生，船形，浅绿色，长

0．6---,i．5厘米，顶端渐尖，开花时破裂，

脱落；花瓣4，白色，倒卵形，长1．4-'-'1．8

厘米；雄蕊多数，花药矩圆形，花丝丝状}

雌蕊单1，子房卵形，花柱明显，顶端2浅

裂。蒴果棱形，黑褐色，两端尖，种子多

数，椭圆形，深褐色。(彩图341)

生于沟边或低平地方，喜生于肥厚而

湿润的土壤，海拔900,-,-,2000米。产于我省

绵阳，万县，涪陵、江津，宜宾，乐山等

地区。分布于江西，广西，湖北、、湖南，

贵州等省区。

秋季采挖全草，将根和根状茎与茎叶

分开，晒干。

医疗用途

、 性味苦，辛，微寒。有小毒。

功用 清热解毒，活血止痛。用于肝

热目赤，跌打损伤，腰痛。外用治毒蛇咬

伤，疔疮疖肿，湿疹疥癣。

用量3,--,9克，外用适量。

附方

1．广扁线9克，木贼9克，夏枯草15克，

荆芥6克，水煎服，治肝经风热、目赤多泪、

头晕。

2．广扁线12克， 狗脊15克， 继断15

克，骨碎)f}b15克，红花6克，水煎服或酒浸

服，治跌打损伤腰脊疼痛。

‘3．广扁线、蛇床子、硫黄各等分，研

末，用水调敷患处，治疥癣、疮肿，湿

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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