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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地区祛风除湿药用植物的资源调查及可持续利用建议
贺建武１ꎬ２ꎬ 姚佩双２ꎬ 李珍珍２ꎬ 卜　 丽２ꎬ 曾正媛２ꎬ 龙春林１ꎬ３∗

( １. 中央民族大学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ꎻ ２. 湖南省土家药研究中心ꎬ
湖南 吉首 ４１６０００ꎻ ３. 民族医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ꎬ 中央民族大学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

摘　 要: 湘西地区祛风除湿的医药传统知识历史悠久ꎬ但相关药用植物的资源本底和传统知识现状还不够

清楚ꎮ 该文基于民族植物学调查方法ꎬ对湘西地区祛风除湿药用植物的组成、相关传统知识、定量评价、实
际估价和在«湖南省中药材标准»(２００９ 年版)收录情况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梳理ꎬ并就该类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提出了相关建议ꎮ 结果表明:(１)湘西地区目前利用的祛风除湿药用植物共有 ４８ 科 ６５ 属 ７１ 种ꎬ以毛茛

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和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居多ꎮ (２)根、全株、茎(藤)为主要利用部位ꎮ (３)生活型主要

是草本、藤本和灌木ꎬ乔木较少ꎮ (４)与药用植物相关的传统知识在代际传播方面存在不确定性ꎮ (５)寻骨

风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威灵仙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和广防风(Ａｎｉｓｏｍｅｌ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显示出最高的知识一致

性水平ꎬ是本次调查中 ３ 种最常用的祛风除湿药用植物ꎮ (６)当地药用植物的本地价格受市场影响较小ꎬ总
体维持在较为平稳的水平ꎬ且缺乏对药材消费需求的了解ꎮ (７)有 ２５ 种祛风除湿药用植物在«湖南省中药

材标准»(２００９ 年版)收录的功能与主治为祛风除湿、关节痹痛、风湿等ꎮ 随着现阶段我国资源立法的不断

完善ꎬ建议对湘西地区祛风除湿药用植物相关传统知识加强保护ꎬ提高该类资源的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利

用水平ꎻ并充分利用多学科交叉知识和技术手段ꎬ加强区域内传统医药资源的发掘和创新ꎬ使湘西丰富的药

用植物资源更好地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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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ꎬ 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ｏ ａ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ｕｃｈ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ｕｓ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ｃｈ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ꎬ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过程中

积累了丰富的医药传统和独特的理论、技术和方

法ꎬ拥有本民族的医药知识体系 (朱根华等ꎬ
２０１５)ꎬ是亟需发掘和保护的文化遗产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 ２
条指出:“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

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ꎬ这表明少数民族医药

知识在中医药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已逐步达成共识

(侯卫伟ꎬ ２０１７)ꎮ
湘西地区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ꎬ其中土

家族、苗族人口超过了 ７０％ꎬ少数民族医药在该地

区有十分广泛的群众基础ꎬ各县、市仍设有民族中

医院和特色门诊ꎮ 在祛风除湿药用植物资源研究

方面ꎬ田振华等(２０１２)采用文献调查的方式ꎬ对治

疗风湿类疾病的苗药进行过整理ꎻ在医药文献收

载方面ꎬ«湖南省民族药名录»«湘西土家族医药调

查与研究»(内部资料)、«土家族医药学»和«苗族

医学»等专著中收录了本土治疗“风毒” “风邪”
“风”等与风湿相关疾病的药材基源 (万定荣和贺

雅琴ꎬ ２０１８)ꎻ在本土的方剂应用方面ꎬ如七叶莲

药酒 (周菲菲和朱湘生ꎬ １９９８)、土家药上天梯药

酒 (杨春霞ꎬ ２００７) 以及湘西苗药药罐疗法等在

治疗风湿类疾病方面颇具特色ꎮ 但是目前针对该

区域祛风除湿药用植物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实

地调查工作还存在不足ꎬ资源的丰富程度、可持续

利用情况、传统知识的现存情况和市场交易情况

等仍不清楚ꎮ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

民卫生保健选择的多元化ꎬ年轻人更偏向于使用

简单的中成药或者西药ꎬ同时多数本土医师在医

药知识的传承上仍持有谨慎的态度ꎬ所以ꎬ这些传

统医药知识可能因为利用率降低而失传 (Ｒｅｙｅｓ￣
Ｇａｒｃｉ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ꎮ 因此ꎬ本研究开展湘西地区

民间祛风除湿的药用植物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

调查ꎬ旨在尽最大可能对本地区祛风除湿类疾病

药用植物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进行抢救式整理ꎬ
通过定量评价方式探索区域特色药用植物及相关

传统知识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策略ꎬ为提升本地

区药用植物资源特色和科学管理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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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本研究所指的湘西地区仅为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ꎬ该区域位于湖南省西部偏北ꎬ地处湘、鄂、
黔、渝四省市交界ꎬ酉水中游和武陵山脉中部ꎬ地
域范 围 在 １０９° １０′—１１０° ２２. ５′ Ｅ、 ２７° ４４. ５′—
２９°３８′ Ｎ之间ꎬ为武陵山区的核心地带ꎬ属于典型

的多民族贫困山区ꎮ
因受特殊地质地貌和气候的影响ꎬ湘西境内

植被茂盛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湘西境内的药用植物

数量超过 ２ ０００ 种ꎬ民族药一般在 ３００ ~ ４００ 种之

间 (陈功锡等ꎬ ２００７ꎻ 田运海ꎬ ２０１３)ꎮ 生计结构

以传统农、林、牧业为主ꎬ当地人认为主要是长期

受到高强度劳动和风寒侵袭影响ꎬ造成了骨关节

风湿和疼痛ꎮ 为了治疗或缓解风湿的困扰ꎬ该区

域形成了以土家医药和苗医药为代表的传统祛风

除湿医药知识ꎬ是湘西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

中创造和积累的关于对风湿类疾病认知的宝贵经

验ꎬ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文献研究法　 通过«吉首市志» «湖南省民族

药名录» «湘西土家族医药调查与研究» (内部资

料)、«土家族医药学»和«苗族医学»等资料ꎬ了解

当地土家族、苗族相关传统医药文化信息ꎬ尽可能

梳理湘西地区在祛风除湿疾病方面的文字记载ꎮ
１.２.２ 民族植物学调查 　 根据文献研究情况为主

要线索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期间在湘西

主要县市的集市(药市)和村寨ꎬ采用关键人物访

谈、滚雪球法、半结构式访谈以及小组讨论法ꎬ收
集了当地人目前仍在使用并认为具有祛风除湿效

果的植物资源ꎮ 具体信息包括了药用植物的地理

位置、当地名、数量、用途、采集地点、药用部位、制
备方法、使用方法、配方、销售情况(价格、数量)、
生长年限、资源情况等ꎮ 调查所得信息整理后形

成湘西风湿类药用植物及相关传统知识编目ꎮ
１.２.３ 植物鉴定方法 　 实地采集或购买销售的鲜

药ꎬ通过对照«中国植物志»、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和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Ｌｉｓｔ 等数据库进行鉴定ꎬ统计每一种植物的

科、属、种分类地位和生活型(草本、藤本、灌木和

乔木)等情况ꎮ
１.２. ４ 定 量 评 价 法 　 采用一致性水平 ( ｆｉｄｅ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ꎬ ＦＬ)来验证药用植物具有祛风除湿的知识一

致性情况ꎬ具体按照以下公式进行:
ＦＬ＝ Ｉｐ / Ｉｕ× １００％
式中:Ｉｐ表示提供某种祛风除湿的药用植物的

总人数ꎻＩｕ为提供该种植物任意用途的总人数ꎮ ＦＬ
值反映访谈对象掌握祛风除湿药用植物知识的情

况ꎬ若某种药用植物的 ＦＬ 值高ꎬ反映了当地祛风

除湿疾病时偏好使用该种植物ꎬ可能反映了该种

植物在祛风除湿方面的潜力ꎮ
１.２.５ 资源实际使用估价 　 基于访谈对药材利用

的实际价值进行初步的本土估价ꎬ以民间草医报

价和集市交易价格为依据进行整理ꎬ具体折算标

准为单价以植物药的鲜重计ꎬ如果是干重价格则

乘以 ２０％换算为鲜重价格ꎬ对于同一药材有多个

利用 部 位 的ꎬ 取 各 部 位 价 格 的 算 数 平 均 值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ꎬ ２００１ꎻ Ｖáｒ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ꎮ 药材的

市场价格参考全国主流的中药材交易平台康美中

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ｋｍｚｙｗ. ｃｏｍ. ｃｎ) 和中国药材天

地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ｚｙｃｔｄ. ｃｏｍ) 的最近报价ꎬ同样

如果为干重价格则乘以 ２０％换算为鲜重价格ꎬ在
药市没有提供价格的药用植物则不记其药市价ꎮ
１.２.６ 对比研究法 　 把本次调查所得的湘西祛风

除湿药用植物与«湖南省中药材标准» ( ２００９ 年

版)的收录情况与功效进行比较ꎮ 一方面印证湘

西传统利用的且收录进标准的药用植物在治疗祛

风除湿类疾病方面的合理性ꎻ另一方面为挖掘目

前在湘西地区传统使用的药用植物在治疗祛风除

湿类疾病方面的潜在功能提供参考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祛风除湿药用植物的组成

本次调查共整理得到湘西祛风除湿疾病的药

用植物 ４８ 科 ６５ 属 ７１ 种(表 １)ꎮ 从科一级分类单

元 来 看ꎬ 毛 茛 科 (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 和 五 加 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各有 ４ 种ꎬ是本次调查中物种数最多

的 科ꎻ 其 次 为 木 通 科 ( Ｌａｒｄｉｚａｂａｌａｃｅａｅ )、 菊 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和凤尾蕨科 (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各有 ３ 种ꎻ
胡椒科 (Ｐｉｐｅｒａｃｅａｅ)、马兜铃科(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菝葜科 (Ｓｍｉｌａｃａｃｅａｅ)、虎耳草科 (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杜鹃花科

(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 茜 草 科 (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 泡 桐 科

(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ｃｅａｅ)和石松科 (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各有 ２
种ꎻ其余科各含 １ 种ꎮ 从具体药用植物物种来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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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与临近的贵州地区老百姓使用的祛风

除湿类药材具有一定相似性ꎬ如本次调查区域使

用 的 乌 头 (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 )、 鸡 矢 藤

(Ｐａｅｄｅｒｉａ ｆｏｅｔｉｄａ) 和三百棒( Ｔｏｄｄａｌｉ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等

药材在毕节苗族地区也用来作为祛风除湿、风湿

消肿之用(孙超和张勇民ꎬ ２００４)ꎮ 本次湘西地区

实地调查的祛风除湿药用植物表现出了较高的物

种多样性ꎬ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湘西地区人民

熟悉自然资源ꎬ以及利用本土丰富的药用植物资

源祛风除湿满足身体健康需求的环境适应能力ꎮ
２.２ 祛风除湿药用植物相关传统知识

从药用植物的传统药用部位来看(图 １)ꎬ湘西

地区主要利用药材的根、全株、根茎等部位来进行

祛风除湿ꎬ其中根和全株分别占 ３３.８％ꎬ根茎比例

为 １５.５％ꎬ茎占 ８.５％ꎬ藤的入药比例为 ４.２％ꎬ有 １
种植物白花泡桐 ( 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使用叶ꎬ此
外ꎬ还有少量药用植物存在多个部位入药的情况

(表 １)ꎮ
当地 ７１ 种祛风除湿药用植物的生活型有草本

(ｎ＝ ２９)、藤本( ｎ ＝ １８)、灌木( ｎ ＝ １８)和乔木( ｎ ＝
６)ꎮ 湘西地区素来以岩溶峡谷的地质地貌著称

(蒋忠诚等ꎬ ２０１９)ꎬ从资源的可获得性角度来看ꎬ
在地表崎岖山区环境中采集草本、藤本和小型灌

木显然要比乔木付出的成本低ꎮ 此外ꎬ湘西以土

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有树木崇拜传统ꎬ他们

往往会将高大乔木视为神圣之物ꎮ 比如本次调查

中的枫香树 (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就被苗族视

为可以辟邪除病、庇佑村民的“神树”ꎮ 在湘西不

少苗寨现存有高大的枫香树ꎬ当地人一般不会砍

伐掘根ꎬ只会谨慎地取其少量的侧根晒干ꎬ泡在当

地的包谷酒中以作日常祛风除湿之用ꎮ 这种原始

的树木崇拜也可能会影响湘西地区人民对药用植

物生活型的选择偏好ꎮ
调查发现湘西地区不管在村寨还是集市ꎬ全

株类药用植物通常以鲜用为主ꎬ尤其是苗医ꎬ主张

用鲜药ꎮ 有些特殊火疗技法通常会将灌木和乔木

取其根茎部位进行简单的晒干后用酒浸泡进行简

单处理(表 １)作为治疗药物ꎬ当地以土家族和苗

族为主的民间传统祛风除湿治疗手法很多ꎬ他们

通常讲究药物治疗和施治手法的相辅相成ꎮ 例

如:土家医师利用的雷火神针技术治疗风湿骨痛ꎬ
具体过程是将巴岩香 ( Ｐｉｐｅｒ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和威灵仙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等药材切碎在当地包谷烧酒

中浸泡数日ꎬ用白纱布过滤去药渣ꎬ装在瓷碗(或

瓦罐)中预热ꎬ雷火神针(银针)亦在火上加入后蘸

取药酒快速叩击手脚关节等风湿疼痛部位ꎬ继而

捶打 １０ 遍ꎬ辅之以摸、揉、拍、打等手法ꎬ一次的治

疗时间在 ３０ ~ ５０ ｍｉｎ 之间ꎬ这种火疗的技法在风

湿治疗过程中能起到明显的通经活络、散瘀止痛、
祛湿消肿的效果ꎮ 当地还有一种蛋滚技术ꎬ将寻

骨风(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桑 (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枝皮

和大血藤(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 ｃｕｎｅａｔａ)等新鲜药材切碎

后和鸡蛋(有些草医认为鸭蛋和鹅蛋效果更好)一
起放入砂锅中一起煮熟ꎬ然后将鸡蛋取出趁热剥

壳ꎬ稍等不烫手时将蛋放在风湿疼痛处反复滚动ꎬ
等蛋温明显降低后换另外一个ꎬ如此反复治疗 ３
到 ５ 次ꎬ这种治疗技法简单有效ꎬ是当地偏远山区

老百姓依然在用的传统技法ꎮ 此外ꎬ我们在访谈

过程中ꎬ还接触到了诸如扑灰碗、推油火、烧灯火、
酒火和碗针放血、外洗等许多传统疗法ꎬ不再

累述ꎮ
本次所调查的村寨和集市几乎都还能找到本

土药师和药贩等从业人员ꎬ他们认为从事药用植

物采集、交易和日常利用是维持日常生计和福祉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ꎮ 但这种靠长期经验积累和

传承下来的传统祛风除湿的药用植物资源和治疗

技术ꎬ可能存在代际传播方面的困境ꎮ 本次调查

共访谈了 ６４ 位世居湘西的关键人物ꎬ以吉首市、
古丈县和凤凰县的苗族ꎬ保靖县和龙山县的土家

族居多ꎬ其中中老年男性比重大ꎬ受教育程度在初

中(含初中)以下的人占主流ꎮ 受访者普遍反映ꎬ
愿意继续学习本民族医药传统知识和从事该类工

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少ꎮ
２.３ 祛风除湿药用植物的定量评价

湘西地区祛风除湿药用植物的一致性评价结

果见表 １ꎮ 寻骨风 、威灵仙和广防风 ( Ａｎｉｓｏｍｅｌ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三种植物的 ＦＬ 值为 １００％ꎬ是湘西地区用来

祛风除湿最常见的植物ꎮ 毛瑞香(Ｄａｐｈｎｅ ｋｉｕｓ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ａｔｒｏｃａｕｌｉｓ)、风藤(Ｐｉｐｅｒ ｋａｄｓｕｒａ)、鸡矢藤、八角

枫(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乌头属(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３ 个种、
枫香树、铁箍散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ｐｒｏｐｉｎｑｕａ ｖａｒ.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和石松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共 １０ 种植物 ＦＬ 值

大于 ８０％ꎬ为该区域常见的祛风除湿药材ꎮ 在药用

民族植物学领域ꎬ物种的高 ＦＬ 值是展开生物学、植
物化学和药理学评价和证明其有效性和筛选新药

的重要参考依据 (Ｕｍａｉ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２４８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图 １　 湘西地区祛风除湿药用植物利用部位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ｉｎ Ｘｉａｎｇｘｉ Ｒｅｇｉｏｎ

２.４ 祛风除湿类鲜药的市场交易情况

通过折算ꎬ发现当地民间医师和集市交易的

祛风除湿类鲜药的价格绝大部分在一千克 １０ 元

左右ꎬ总体趋于平稳(图 ２)ꎮ 药材价格的决定因

素更多由野外采集的难易程度决定ꎬ且当地人还

比较在意的是药材采集期间是否占用了他们的农

忙时间和精力等ꎬ这种对植物药价值的朴素认知

与 Ｈａｓｓ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在巴基斯坦 Ｓｗａｔ 地区的一

项民族药用植物研究结果相吻合ꎬ在 Ｓｗａｔ 地区采

集药材主要是游牧民族的妇女和儿童完成ꎬ他们

和中国湘西民间一样ꎬ对市场消费者的需求没有

很好的信息获取渠道ꎮ 初步对比主流药市的药材

价格ꎬ发现湘西当地同类药材受到药市价格的影

响程度不大ꎬ像七叶一枝花 (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羊
踯 躅 (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ｏｌｌｅ )、 忍 冬 (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这些药材价格相对来看较为便宜ꎬ可能

与这些药材主要在本地使用且成交量不大有关ꎮ
此外ꎬ调查发现一些采集难度较大的药材当地人

会在住所附近进行少量栽培ꎬ使得这些药材的使

用量和价格都可以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ꎮ
２.５ 湘西地区祛风除湿药用植物的收录与有效报

道情况

通过对比发现有 ２５ 种湘西本土祛风除湿药用

植物在«湖南省中药材标准» (２００９ 年版)中有祛

风湿、祛风散瘀和活血通络等功能描述(表 １)ꎬ占
调查总数的 ３５.２％ꎮ 还有大部分未收录的药用植

物在当地广泛使用ꎬ如胡椒科植物石南藤在当地

叫巴岩香ꎬ也是祛风湿、通经络的常用药ꎬ主要用

于治疗风湿痹痛和腰腿疼痛等ꎮ 这些丰富的民族

药及民间用药历史经验ꎬ是丰富、完善和构建我国

传统药物知识信息体系ꎬ发掘民族药及民间药物

传统知识的现代价值的重要内容ꎬ值得深入研究

(黄璐琦等ꎬ ２０１３)ꎮ

３　 讨论

３.１ 湘西地区祛风除湿药用植物及相关传统知识

保存完好的可能原因

丰富的祛风除湿医药知识仍然较为完好地保

存在湘西地区ꎬ一方面可能与当地以土家族、苗族

为主的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湿冷湿热的山区地理

环境ꎬ形成的用药历史悠久、药用资源丰富、人文

医药知识厚重有关ꎻ另一方面可能因为历史上长

期与外界隔绝ꎬ内部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世居

地域ꎬ缺乏医药文化交流共享因而呈现多元的民

族医药知识ꎮ 调查发现很多药农有丰富的采集和

驯化药用植物的知识ꎬ在集市销售的重楼等贵重

药材大部分是其在住所周围半野生栽培种ꎬ而对

野生种的自然分布情况也比较清楚ꎮ 随着«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将少数民族医药知识列入

中医药组成部分后ꎬ这些长期通过经验积累有效

的传统知识将会得以更充分的利用和发展ꎮ

３４８１１１ 期 贺建武等: 湘西地区祛风除湿药用植物的资源调查及可持续利用建议



表 １　 湘西地区祛风除湿类药用植物编目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ｉｎ Ｘｉａｎｇｘｉ Ｒｅｇｉｏｎ

编号
Ｎｏ.

当地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学名 /拉丁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药用
部位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

加工
方法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生活型
Ｌ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ｍ

一致性
水平

Ｆｉｄｅ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ＦＬ)(％)

收录情况１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药用功能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１ 小血藤
Ｘｉａｏｘｕｅｔｅｎｇ

铁箍散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 ｐｒｏｐｉｎｑｕａ
ｓｕｂｓｐ.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五味子科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ｃｅａｅ

根ꎬ茎
Ｒｏｏｔꎬ
ｓｔｅｍ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藤本
Ｖｉｎｅ

８２ － 消肿、止痛∗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ꎬ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２ 大风藤
Ｄａｆｅｎｇｔｅｎｇ

风藤
Ｐｉｐｅｒ ｋａｄｓｕｒａ

胡椒科
Ｐｉ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藤叶
Ｌｅａｆｙ ｃａｎｅ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藤本
Ｖｉｎｅ

９１ － 消肿止痛、祛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ꎬ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３ 巴岩香
Ｂａｙａｎｘｉａｎｇ

石南藤
Ｐｉｐｅｒ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胡椒科
Ｐｉ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藤本
Ｖｉｎｅ

６５ ＋ 祛风湿、通经络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ｄａｍｐꎬ ｒｅｌａｘ ｔｅｎｄ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４ 寻骨风
Ｘｕｎｇｕｆｅｎｇ

寻骨风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

马兜铃科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根ꎬ茎
Ｒｏｏｔꎬ
ｓｔｅｍ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藤本
Ｖｉｎｅ

１００ － 祛风止痛ꎬ通经活络∗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ꎬ ｒｅｌａｘ
ｔｅｎｄ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５ 青木香
Ｑｉｎｇｍｕｘｉａｎｇ

马兜铃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ｄｅｂｉｌｉｓ

马兜铃科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茎
Ｓｔｅｍ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藤本
Ｖｉｎｅ

６８ － 祛风、镇痛∗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６ 厚朴
Ｈｏｕｐｕ

厚朴
Ｈｏｕｐｏｅ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皮
Ｓｔｅｍ￣ｂａｒｋ

阴干
Ｓｈａｄｅ￣ｄｒｙ

乔木
Ｔｒｅｅ

６７ － 行气通络、消炎镇痛∗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Ｑｉ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ｔ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７ 木姜子
Ｍｕｊｉａｎｇｚｉ

山鸡椒
Ｌｉｔｓｅａ ｃｕｂｅｂａ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叶、根
Ｌｅａｆꎬ ｒｏｏｔ

鲜用
Ｆｒｅｓｈ

乔木
Ｔｒｅｅ

６５ － 祛风散寒、消肿止痛∗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ｃｏｌｄꎬ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８ 九节茶
Ｊｉｕｊｉｅｃｈａ

草珊瑚
Ｓａｒｃａｎｄｒａ ｇｌａｂｒａ

金粟兰科
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６８ － 祛风活血、消肿止痛∗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９ 九节菖蒲
Ｊｉｕｊｉｅｃｈａｎｇｐｕ

石菖蒲
Ａｃｏｒｕｓ ｃａｌａｍｕｓ ｖａｒ.
ａｎｇｕｓｔａｔｕｓ

菖蒲科
Ａｃｏｒ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鲜用
Ｆｒｅｓｈ

草本
Ｈｅｒｂ

４５ － 祛风除湿、理气活血∗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Ｑｉ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０ 雪里见
Ｘｕｅｌｉｊｉａｎ

雪里见
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ｄｅｃｉｐｉｅｎｓ

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根ꎬ茎
Ｒｏｏｔꎬ
ｓｔｅｍ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草本 ３０ － 消肿止痛∗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１１ 金刚鞭
Ｊｉｎｇａｎｇｂｉａｎ

菝葜
Ｓｍｉｌａｘ ｃｈｉｎａ

菝葜科
Ｓｍｉ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藤本
Ｖｉｎｅ

４２ ＋ 解毒消肿、通利关节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ꎬ
ａｒｔｈｒａｌｇｉａ

１２ 土茯苓
Ｔｕｆｕｌｉｎｇ

土茯苓
Ｓ. ｇｌａｂｒａ

菝葜科
Ｓｍｉ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根ꎬ茎
Ｒｏｏｔꎬ ｓｔｅｍ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４０ ＋ 清热利湿、解毒消肿、通利关节
Ｃｌｅａｒ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ꎬ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ａｒｔｈｒａｌｇｉａ

１３ 七叶一枝花
Ｑｉｙｅｙｉｚｈｉｈｕａ

七叶一枝花
Ｐａｒｉｓ ｐｏｌｙｐｈｙｌｌａ

藜芦科
Ｍｅｌａｎｔｈｉ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草本
Ｈｅｒｂ

６５ － 清热、消炎、镇痛∗

Ｃｌｅａｒ ｈｅａｔꎬ ｔ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１４ 定风草
Ｄｉｎｇｆｅｎｇｃａｏ

天麻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 ｅｌａｔａ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茎
Ｓｔｅｍ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草本
Ｈｅｒｂ

５２ － 祛风通络∗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１５ 竹根七
Ｚｈｕｇｅｎｑｉ

吉祥草
Ｓｙｎｅｃｈａｎｔｈｕｓ
ｗａｒｓｃｅｗｉｃｚｉａｎｕｓ

棕榈科
Ａｒｅｃ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鲜用
Ｆｒｅｓｈ

草本
Ｈｅｒｂ

５０ ＋ 消肿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１６ 黄腊果
Ｈｕａｎｇｌａｇｕｏ

黄果七叶莲
Ｓｔａｕｎｔｏｎｉａ
ｂｒａｃｈｙａｎｔｈｅｒａ

木通科
Ｌａｒｄｉｚａｂａｌａｃｅａｅ

茎
Ｓｔｅｍ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藤本
Ｖｉｎｅ

６５ ＋ 祛风散瘀、活血止痛ꎬ消肿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ꎬ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ꎬ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１７ 海风藤
Ｈａｉｆｅｎｇｔｅｎｇ

木通
Ａｋｅｂｉａ ｑｕｉｎａｔａ

木通科
Ｌａｒｄｉｚａｂａｌａｃｅａｅ

根ꎬ茎
Ｒｏｏｔꎬ
ｓｔｅｍ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藤本
Ｖｉｎｅ

６０ － 行气活血ꎬ消肿散瘀∗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Ｑｉ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ｅ ｓｔａｓｉｓ

１８ 大血藤
Ｄａｘｉｅｔｅｎｇ

大血藤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
ｃｕｎｅａｔａ

木通科
Ｌａｒｄｉｚａｂａｌａｃｅａｅ

根ꎬ茎
Ｒｏｏｔꎬ
ｓｔｅｍ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藤本
Ｖｉｎｅ

６０ － 通经活络、散瘀止痛∗

Ｒｅｌａｘ ｔｅｎｄ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１９ 蛮天牛
Ｍａｎｔｉａｎｎｉｕ

毛叶轮环藤
Ｃｙｃｌｅａ ｂａｒｂａｔａ

防己科
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藤本
Ｖｉｎｅ

６０ － 镇痛∗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４４８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续表 １

编号
Ｎｏ.

当地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学名 /拉丁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药用
部位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

加工
方法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生活型
Ｌ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ｍ

一致性
水平

Ｆｉｄｅ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ＦＬ)(％)

收录情况１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药用功能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２０ 八角莲
Ｂａｊｉａｏｌｉａｎ

八角莲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ｖｅｒｓｉｐｅｌｌｉｓ

小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草本
Ｈｅｒｂ

５０ ＋ 清热解毒ꎬ祛瘀消肿
Ｃｌｅａｒ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ꎬ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２１ 上天梯
Ｓｈａｎｇｔｉａｎｔｉ

威灵仙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藤本
Ｖｉｎｅ

１００ ＋ 风湿痹痛、散风祛湿、行气通络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ꎬ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Ｑｉ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２２ 乌头
Ｗｕｔｏｕ

乌头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草本
Ｈｅｒｂ

８４ ＋ 祛风除湿、温经止痛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ｗａｒｍ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２３ 麻布七
Ｍａｂｕｑｉ

高乌头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ｓｉｎｏｍｏｎｔａｎｕｍ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草本
Ｈｅｒｂ

８４ － 祛风除湿、镇痛、活血∗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ꎬ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４ 草乌
Ｃａｏｗｕ

展毛川鄂乌头
Ａ. ｈｅｎｒｙｉ ｖａｒ. ｖｉｌｌｏｓｕｍ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草本
Ｈｅｒｂ

８４ － 祛风除湿、镇痛、活血∗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ꎬ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５ 三两银
Ｓａｎｌｉａｎｇｙｉｎ

野扇花
Ｓａｒｃｏｃｏｃｃａ ｒｕｓｃｉｆｏｌｉａ

黄杨科
Ｂｕｘ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５０ － 凉血、消炎止痛∗

Ｂｌｏｏｄ ｃｏｏｌｉｎｇꎬ ｔ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２６ 大叶枫
Ｄａｙｅｆｅｎｇ

枫香树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蕈树科
Ａｌｔｉｎｇｉ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乔木
Ｔｒｅｅ

８２ － 祛风除湿、行气止痛∗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Ｑｉ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２７ 大疙瘩七
Ｄａｇｅｄａｑｉ

大落新妇
Ａｓｔｉｌｂｅ ｇｒａｎｄｉｓ

虎耳草科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茎
Ｓｔｅｍ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草本
Ｈｅｒｂ

６５ ＋ 活血、散瘀、止痛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ｅ ｓｔａｓｉｓꎬ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２８ 天青地红
Ｔｉａｎｑｉｎｇｄｉｈｏｎｇ

虎耳草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 ｓｔｏｌｏｎｉｆｅｒａ

虎耳草科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草本
Ｈｅｒｂ

４５ ＋ 疏风清热、消炎止痛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 ｈｅａｔꎬ ｔｒｅａｔ
ｉｎｆ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２９ 五花血藤
Ｗｕｈｕａｘｉｅｔｅｎｇ

龙须藤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根ꎬ茎
Ｒｏｏｔꎬ ｓｔｅｍ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藤本
Ｖｉｎｅ

５０ － 祛风除湿ꎬ活血通络∗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３０ 千锤打
Ｑｉａｎｃｈｕｉｄａ

尾叶远志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 ｃａｕｄａｔａ

远志科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６５ － 清热消肿∗

Ｃｌｅａｒ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３１ 夜交藤
Ｙｅｊｉａｏｔｅｎｇ

何首乌
Ｒｅｙｎｏｕｔｒｉ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藤叶
Ｌｅａｆｙ ｃａｎｅ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草本
Ｈｅｒｂ

４０ － 止痛∗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３２ 青根
Ｑｉｎｇｇｅｎ

日本水龙骨
Ｐｏｌｙｐｏｄｉｏｄｅｓ ｎｉｐｏｎｉｃａ

凤尾蕨科
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根ꎬ茎
Ｒｏｏｔꎬ
ｓｔｅｍ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草本
Ｈｅｒｂ

４１ － 舒筋活络∗

Ｒｅｌａｘ ｔｅｎｄ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３３ 岩姜
Ｙａｎｊｉａｎｇ

槲蕨
Ｄｒｙｎａｒｉａ ｒｏｏｓｉｉ

凤尾蕨科
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根ꎬ茎
Ｒｏｏｔꎬ
ｓｔｅｍ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草本
Ｈｅｒｂ

４０ － 续筋正痛∗

Ｒｅｌａｘ ｔｅｎｄ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３４ 酸泡根
Ｓｕａｎｐａｏｇｅｎ

宜昌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ｉ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７２ ＋ 收敛、消肿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ꎬ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３５ 桑枝
Ｓａｎｇｚｈｉ

桑
Ｍｏｒｕｓ ａｌｂａ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茎
Ｓｔｅｍ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乔木
Ｔｒｅｅ

５２ － 祛湿∗

Ｄｉｓｐｅｌ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３６ 络石藤
Ｌｕｏｓｈｉｔｅｎｇ

辟荔
Ｆｉｃ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桑科
Ｍｏｒａｃｅａｅ

藤叶
Ｌｅａｆｙ ｃａｎｅ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藤本
Ｖｉｎｅ

５０ ＋ 祛风除湿ꎬ活血通络ꎬ解毒消肿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ｑｕｉｃｋｅｎ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ｖｅｓｓｅｌｓꎬ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ｔｏｘｉ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３７ 透骨风
Ｔｏｕｇｕｆｅｎｇ

荨麻
Ｕｒｔｉｃａ ｆｉｓｓａ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草本
Ｈｅｒｂ

６５ － 祛风除湿、活血止痛∗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３８ 红合麻
Ｈｏｎｇｈｅｍａ

珠芽艾麻
Ｌａｐｏｒｔ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草本
Ｈｅｒｂ

４２ － 镇痛∗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３９ 杨桃根
Ｙａｎｇｔａｏｇｅｎ

阳桃
Ａｖｅｒｒｈｏａ ｃａｒａｍｂｏｌａ

酢浆草科
Ｏｘａ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乔木
Ｔｒｅｅ

３２ － 祛风祛湿、止痛∗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４０ 算盘子根
Ｓｕａｎｐａｎｚｉｇｅｎ

算盘子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ｐｕｂｅｒｕｍ

叶下珠科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５６ － 活血散瘀∗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ｅ
ｓｔａｓｉｓ

５４８１１１ 期 贺建武等: 湘西地区祛风除湿药用植物的资源调查及可持续利用建议



续表 １

编号
Ｎｏ.

当地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学名 /拉丁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药用
部位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

加工
方法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生活型
Ｌ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ｍ

一致性
水平

Ｆｉｄｅ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ＦＬ)(％)

收录情况１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药用功能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４１ 赶山鞭
Ｇａｎｓｈａｎｂｉａｎ

赶山鞭
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ｕｍ

金丝桃科
Ｈｙｐ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草本
Ｈｅｒｂ

５５ － 消炎镇痛∗

Ｔ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４２ 三百棒
Ｓａｎｂａｉｂａｎｇ

飞龙掌血
Ｔｏｄｄａｌｉ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５２ ＋ 祛风止痛、散瘀止血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ꎬ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ｅ
ｓｔ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ｃｈ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４３ 强盗药
Ｑｉａｎｇｄａｏｙａｏ

毛瑞香
Ｄａｐｈｎｅ ｋｉｕｓｉａｎａ ｖａｒ.
ａｔｒｏｃａｕｌｉｓ

瑞香科
Ｔｈｙｍｅｌａｅａｃｅａｅ

根ꎬ茎
Ｒｏｏｔꎬ
ｓｔｅｍ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９５ － 止痛、缓解关节疼痛∗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ꎬ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ａｒｔｈｒａｌｇｉａ

４４ 桑寄生
Ｓａｎｇｊｉｓｈｅｎｇ

桑寄生
Ｔａｘｉｌｌｕｓ 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

桑寄生科
Ｌｏ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７８ ＋ 祛风除湿、舒筋活络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ａｘ ｔｅｎｄ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４５ 白金条
Ｂａｉｊｉｎｔｉａｏ

八角枫
Ａｌａｎｇ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山茱萸科
Ｃｏｒｎ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泡酒、鲜用
Ｗｉｎｅ ｂｕｂｂｌｅꎬ

ｆｒｅｓｈ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８５ ＋ 祛风除湿、舒筋活络ꎬ散瘀止痛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ａｘ ｔｅｎｄ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 ｓｔ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４６ 冷水七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ｑｉ

凤仙花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ｓ 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

凤仙花科
Ｂａｌｓａｍｉｎａｃｅａｅ

根ꎬ茎
Ｒｏｏｔꎬ
ｓｔｅｍ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草本
Ｈｅｒｂ

５６ － 活血祛瘀、消肿止痛、除风湿∗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ｌ
ｓｔａｓｉｓꎬ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ꎬ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ｗｉｎｄ￣ｄａｍｐ

４７ 九节龙
Ｊｉｕｊｉｅｌｏｎｇ

九节龙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ｐｕｓｉｌｌａ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鲜用、晒干
Ｆｒｅｓｈꎬ ｓｕｎ￣ｄｒｙ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４０ － 活血化瘀、消肿止痛∗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ｌ
ｓｔａｓｉｓꎬ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４８ 猕猴桃根
Ｍｉｈｏｕｔａｏｇｅｎ

猕猴桃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猕猴桃科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藤本
Ｖｉｎｅ

４６ ＋ 祛风利湿、镇痛
Ｖｉ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４９ 鹿血草
Ｌｕｘｉｅｃａｏ

鹿蹄草
Ｐｙｒｏｌａ ｃａｌｌｉａｎｔｈａ

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草本
Ｈｅｒｂ

４５ － 祛风∗

Ｗｉｎｄ￣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５０ 闹阳花
Ｎａｏｙａｎｇｈｕａ

羊踯躅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ｍｏｌｌｅ

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４２ － 祛风除湿、止痛∗

Ｖｉ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５１ 鸡矢藤
Ｊｉｓｈｉｔｅｎｇ

鸡矢藤
Ｐａｅｄｅｒｉａ ｆｏｅｔｉｄａ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晒干、阴干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ｓｈａｄｅ￣ｄｒｙ

藤本
Ｖｉｎｅ

９１ ＋ 祛风除湿、解毒消肿、活血止痛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ꎬ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５２ 茜草
Ｑｉａｎｃａｏ

茜草
Ｒｕｂｉ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藤本
Ｖｉｎｅ

４２ － 化瘀消肿∗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ｅ ｓｔ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５３ 金钱草
Ｊｉｎｑｉａｎｃａｏ

马蹄金
Ｄｉｃｈｏｎｄｒａ ｒｅｐｅｎｓ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草本
Ｈｅｒｂ

５２ － 散瘀消肿、祛风止痛∗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ｅ ｓｔ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ꎬ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５４ 白英
Ｂａｉｙｉｎｇ

白英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ｙｒａｔｕｍ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藤本
Ｖｉｎｅ

３２ ＋ 清热利湿、解毒消肿
Ｃｌｅａｒ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ｉｎｈｉｂｉｔ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ｔｏｘｉ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５５ 大防风
Ｄａｆａｎｇｆｅｎｇ

广防风
Ａｎｉｓｏｍｅｌ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草本
Ｈｅｒｂ

１００ ＋ 祛风止痛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５６ 透骨草
Ｔｏｕｇｕｃａｏ

透骨草
Ｐｈｒｙｍａ ｌｅｐｔｏｓｔａｃｈｙａ

透骨草科
Ｐｈｒｙｍ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草本
Ｈｅｒｂ

６０ ＋ 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散瘀消肿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ａｘ ｔｅｎｄ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ｅ ｓｔ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５７ 江藤
Ｊｉａｎｇｔｅｎｇ

来江藤
Ｂｒａｎｄｉｓｉａ ｈａｎｃｅｉ

泡桐科
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５０ － 祛风利湿∗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５８ 桐叶
Ｔｏｎｇｙｅ

白花泡桐
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泡桐科
Ｐａｕｌｏｗｎｉａｃｅａｅ

叶
Ｌｅａｆ

鲜用
Ｆｒｅｓｈ

乔木
Ｔｒｅｅ

６５ ＋ 清热、消肿ꎮ
Ｃｌｅａｒ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５９ 散血莲
Ｓａｎｘｉｅｌｉａｎ

凤丫蕨
Ｃｏｎｉｏｇｒａｍｍｅ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凤尾蕨科
Ｐｔ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草本
Ｈｅｒｂ

５２ － 舒筋活络、活血止痛、祛风除湿∗

Ｒｅｌａｘ ｔｅｎｄ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ꎬ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６０ 钻骨风
Ｚｕａｎｇｕｆｅｎｇ

风毛菊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草本
Ｈｅｒｂ

６２ － 消肿、消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６１ 散血草

Ｓａｎｘｉｅｃａｏ
金钮扣
Ａｃｍｅｌｌａ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草本
Ｈｅｒｂ

４２ － 解毒利湿、消肿止痛∗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ｉｎｈｉｂｉｔ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６４８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续表 １

编号
Ｎｏ.

当地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学名 /拉丁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药用
部位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

加工
方法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生活型
Ｌ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ｍ

一致性
水平

Ｆｉｄｅ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ＦＬ)(％)

收录情况１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药用功能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６２ 千里光
Ｑｉａｎｌｉｇｕａｎｇ

千里光
Ｓｅｎｅｃｉｏ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草本
Ｈｅｒｂ

４６ ＋ 清热解毒、消炎
Ｃｌｅａｒ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ｔｏｘｉｎꎬ ｔ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６３ 忍冬藤
Ｒｅｎｄｏｎｇｔｅｎｇ

忍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茎
Ｓｔｅｍ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藤本
Ｖｉｎｅ

６８ － 消炎止痛∗

Ｔ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６４ 一锤锣
Ｙｉｃｈｕｉｌｕｏ

海金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 ｉｌｌｉｃｉｏｉｄｅｓ

海桐科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６８ － 活血化瘀、消肿止痛∗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ｅ
ｓｔａｓｉｓꎬ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６５ 五加皮
Ｗｕｊｉａｐｉ

五加
Ｅｌｅｕｔｈ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ｈｅｎｒｙｉ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根皮
Ｒｏｏｔ￣ｂａｒｋ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４５ ＋ 祛风利湿、舒筋活血、理气止痛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ｒｅｌａｘ ｍｕｓ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ｃｔｉｆｙ Ｑｉ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６６ 鸟不踏
Ｎｉａｏｂｕｔａ

楤木
Ａｒａｌ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６２ ＋ 祛风利湿、活血通经ꎬ解毒散结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ｔｏｘｉ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ｅ ｂｉｎｄｓ

６７ 刺包头
Ｃｉｂａｏｔｏｕ

黄毛楤木
Ａ. ｄｅｃａｉｓｎｅａｎａ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６２ － 消肿、消炎∗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ꎬ ｔ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６８ 三加皮
Ｓａｎｊｉａｐｉ

白簕
Ｅｌｅｕｔｈ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ｔｕｓ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５８ － 祛风除湿∗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６９ 独活
Ｄｕｈｕｏ

独活
Ｈｅｒａｃｌｅｕｍ ｈｅｍｓｌｅｙａｎｕｍ

伞形科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晒干
Ｓｕｎ￣ｄｒｙ

草本
Ｈｅｒｂ

６０ － 祛风除湿ꎬ散寒∗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ｅ ｃｏｌｄ

７０ 伸筋草
Ｓｈｅｎｊｉｎｃａｏ

石松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石松科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晒干、鲜用
Ｓｕｎ￣ｄｒｙꎬ ｆｒｅｓｈ

草本
Ｈｅｒｂ

８２ ＋ 祛风除湿、舒筋活络∗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ａｘ ｍｕｓ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７１ 虱子草
Ｓｈｉｚｉｃａｏ

蛇足石杉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ｓｅｒｒａｔａ

石松科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鲜用
Ｆｒｅｓｈ

草本
Ｈｅｒｂ

４２ － 祛风除湿、散瘀消肿、止痛∗

Ｄｉｓｐｅｌ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ｅｓ ｓｔ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ｓ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ꎬ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ｐａｉｎ

　 注: １表示药用植物与«湖南省中药材标准»(２００９年版)对比情况ꎻ ＋表示在«湖南省中药材标准»(２００９ 年版)收录ꎬ且有祛风除湿、祛风散瘀
和活血通络等功能描述ꎻ －表示未在«湖南省中药材标准»(２００９年版)收录或未收录祛风除湿类功能ꎻ∗指基于访谈整理的药用功能ꎮ
　 Ｎｏｔｅ: １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ｕｎ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２００９ ｅｄｉｔｉｏｎ)ꎻ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２００９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ｓｔａｓｉｓꎬ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ꎻ －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ｏｒ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２００９ ｅｄｉｔｉｏｎ)ꎻ ∗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ｃｏｌｌａｔｉｏｎ.

３.２ 湘西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有一定的

不确定性

湘西地区祛风除湿药用植物相关传统知识在

传承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ꎮ 首先ꎬ当地不同民

族对“风”和“湿”以及湿类疾病的认知和医疗技

艺不尽相同ꎬ土家族医师称风湿类疾病为“肿节

风”ꎬ认为是受自然界气候变化所产生的一种“湿”
的瘟气伤及筋骨ꎬ引起骨节疼痛等症状 (田华咏

等ꎬ １９９４)ꎮ 苗医过去统称风湿类疾病为 “僵腱

风”ꎬ认为是“风毒”与“湿”相结合导致风湿性关

节疼痛和肌肉酸痛等疾病 (陆科闵和王福荣ꎬ
２００６)ꎬ并在用药和施治手法上持有一些不同意

见ꎮ 其次ꎬ近几十年西医药对该地区的民族传统

医药也形成了强烈冲击ꎬ许多人更偏向选择速效

的镇痛类西药暂时缓解风湿关节疼痛ꎬ传统医药

知识的受众在相对减少ꎮ 最后ꎬ当地医药知识的

传承方式主要建立在口授和长年的行医用药的经

验基础之上ꎬ以苗族为例ꎬ他们认为用药是严肃且

神秘的ꎬ有六耳不传(有三人在场就不传)、外姓不

传和非亲不传等诸多禁忌ꎬ传统文化决定了本土

医师在选择继承人方面持谨慎态度ꎮ
３.３ 湘西地区药用植物多样性与资源可持续利用

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指在人类利用药

用植物资源的过程中ꎬ尊重自然规律ꎬ充分研究和

利用植物的再生能力ꎬ在不影响植物自身正常繁

衍生息的条件下ꎬ既能满足当今人类健康对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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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湘西地区祛风除湿药用植物的本土价格与
主流药市价格对比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ｄｒｕ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ｆｏｒ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ｉｎ Ｘｉａｎｇｘｉ Ｒｅｇｉｏｎ

药材的需求ꎬ又不影响后代的需要ꎬ实现药用植物

资源的保护性开发ꎮ 湘西地区仅用于祛风除湿的

药用植物就呈现出丰富的物种多样性ꎬ然而ꎬ随着

市场对植物类药物的需求不断上升ꎬ尤其是在

２０１９ 年末开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 Ｃｏｒｏｎａ 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ꎬＣＯＶＩＤ￣１９) 全球爆发期间中医药展

现出较为理想的抗疫功效ꎬ可以预见市场对药用

植物资源的需求将越来越大ꎮ 可喜的是«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等法律文

件出台实施后 (湘西州人大常委会ꎬ ２０２０)ꎬ这些

药用植物资源将进入更加规范、有序的可持续利

用局面ꎮ
３.４ 湘西地区药用资源的发掘与创新

本研究调查的湘西地区祛风除湿类药用植物

大多数仍处于野生或半野生状态ꎬ主要为民间应

用ꎬ只有少数种类收录于«湖南省中药材标准»ꎬ制
做成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中药饮片进入医院的

较少ꎬ但这些民间一直沿用的植物药应该有祛风

除湿的活性物质基础ꎬ尤其是调查中还了解到部

分药材还有缓解治疗风湿骨痛的速效药品带来的

副作用等优势ꎮ 因此ꎬ湘西民间药及相关传统知

识可在发掘中药、民族药及民间药物传统知识的

现代价值ꎬ促进我国药用资源合理保护与综合利

用技术ꎬ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

面发挥作用ꎬ是未来可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重

要资源ꎮ

４　 结论

湘西地区祛风除湿药用植物资源及其相关传

统利用知识作为重要的民族医药文化ꎬ是中医药

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人类利用自然资源治疗疑难

杂症的一项生动案例ꎮ 现阶段出台«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医药法»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生物多

样性保护条例»等立法工作有利于保护这些重要

的传统知识ꎮ 面对不断增强的市场需求ꎬ建议重

视该类资源的物种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ꎬ并
充分利用多学科交叉知识和技术手段ꎬ加强区域

内传统医药资源的发掘和创新ꎬ让湘西丰富的药

用植物资源更好地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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