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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凯里药市最初由当地少数民族自发组织，药市中不仅有大量的苗族传统药用植物，而且侗族传统

药用植物十分丰富，为了掌握该药市侗族药用植物的现状，该研究运用民族植物学和植物分类学等方法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对凯里药市交易的侗族药用植物进行了 ６ 次详细调查。 结果表明：该药市出售的侗族药用植

物种类较多，共有 ６５ 科 １００ 属 １１１ 种，其中以广义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植物（６ 种，５．４％）为主，其次为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天南星科（Ａｒａｃｅａｅ）植物（各 ５ 种，各占 ４．５％），再次为苦苣苔科（Ｇｅｓｎｅｒｉ⁃
ａｃｅａｅ）植物（４ 种，３．６％）。 从植物生活型来看，草本占有绝对优势，共有 ８８ 种，占 ７９．３％；用药部位具有多样

化，但全草类药材占总数的一半。 该研究还对药市中侗族和苗族交易的药用植物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凯

里药市交易的侗族药材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尤以治疗风湿关节、跌打损伤等常见疾病为主，并对凯

里药市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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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有着丰富的药

用植物资源，当地人在预防和治疗疾病当中长期

依赖于当地的野生植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少数民族有苗族、侗族、汉族、
布依族、水族、瑶族、壮族、土家族等，其中以苗族、
侗族两个民族为主（吴玫， ２０１６）。 近年来，贵州

民族药产业，特别是苗药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罗迎春和邓博文，２０１４）。 侗族作为该地区的第

二大少数民族群体，在利用药用植物方面同样也

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方法，具有较为完善的

医学理论、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与其他民族

医药相比更注重“天人相应，人气合一”，强调顺应

自然的变化规律。
凯里药市最初由当地少数民族同胞自发组

织，药市中不仅有大量的苗族传统药用植物，侗族

传统利用的药用植物资源也十分丰富。 每个周

末，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把平时收集的草药

设摊摆卖，把药市当作相互传授心得经验的场所，
药材市场的规模逐渐扩大。 ２０１６ 年，根据“划行规

市”和中草药集市药农安置需要，药材市场搬迁至

苗侗风情园“苗侗医药文化街”，从曾经没有固定

摊位到如今的固定摊位，生意也逐渐好转，吸引了

大批消费者接踵而至。 但随着近年来黔东南地区

旅游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商业气息日益浓

厚，和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一样，很多年轻人不再

愿意向老人学习这些传统知识，随之而来的是大

量的传统知识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逐渐消失（龙春

林，２０１３；Ｃｏｘ，２０００）。 目前我国对民间药市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端午节期间交易的药用植物，尤以

广西靖西端午药市的研究最为突出（陈秀香等，
１９９２）；杨春燕等，２００９；林春蕊等，２０１０，２０１２；梁
定仁等，２０１４ ）。 在贵州地区仅有对毕节端午药

市（杨维泽等，２０１５） 开展了相关调查和研究，而
未见凯里药市交易的侗族药用植物的相关报道。

近三十年来，尽管我国对侗族医药进行了系统

的收集和整理，完成了侗医药从千百年“口碑传承”
到“文字传承”，逐渐形成了侗医学的理论体系，但
随着人们对健康、经济的需求和生态人文环境等因

素的变化，使得药材市场的植物种类、用药习惯也

在发生改变，急需开展药市药用植物资源的调查与

整理。 本研究运用民族植物学和植物分类学等方

法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对凯里药市交易的侗族药用植

物进行了 ６ 次详细调查，希望通过记录和整理，丰
富、充实凯里药市民族医药资源的内容，挖掘侗族

传统利用的药用植物资源及其医药文化，更有利于

研究、保护和传承传统知识，为凯里药市及其他类

似地区药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１　 调查方法和调研区域概况

１．１ 调研区域简介

凯里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首府，意为

３２５１１１ 期 刘思朝等： 贵州凯里药市的侗族药用植物



“木佬人的田那个地方”。 凯里具有悠久的历史，
１９５１ 年凯里区苗族自治人民政府成立，是贵州省

第一个苗族自治政区；１９５６ 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成立；１９８４ 年凯里市成立。 凯里市总人口

５４．３ 万，少数民族人口为 ３６．１ 万，占全市总人口的

７５．４％，其中苗族人口 ２８．４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６３．３％），侗族人口略少于苗族人口。 凯里市气候

温和，雨量充沛，海拔高差大（ １３７ ～ ２ １７８．８ ｍ）。
森林覆盖率达 ６２．２％，优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孕

育了丰富多样的植物资源。
１．２ 调查方法

１．２．１ 文献研究　 通过《中国植物志》、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
ｎａ、《贵州植物志》和《侗族医学》对黔东南侗族药

用植物进行整理，应用文献研究查阅当地的少数

民族文化、历史以及当地气候等资料。
１．２．２ 民族植物学调查　 采用民族植物学的基本调

查方法，即什么人（ｗｈｏ）、利用什么（ｗｈａｔ）、什么地

方（ｗｈｅｒｅ）、什么时间（ｗｈｅｎ）、为什么（ｗｈｙ）、如何利

用（ｈｏｗ）的“５Ｗ＋１Ｈ”法（王洁如和龙春林，１９９５），
着重记录被调查者的民族、药材的种类、用途、使用

部位等。 另外，通过利用关键人物访谈和半结构式

访谈等方法，我们将一些售卖草药摊位较大、侗族

传统知识较为丰富的 １２ 位侗族同胞聚集进一步获

得相关信息，确保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１．２．３ 药用植物鉴定 　 采用植物分类学方法，辅以

凭证标本的采集和照片拍摄等手段，对其进行整

理和鉴定。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侗族药用植物编目

凯里药市有 １３０ ～ １５０ 个摊位，其中侗族摊位

４０ ～ ６０ 个，主要是以出售野生新鲜植物药为主，少
量为栽培植物。 随着四季的变化，出售植物药的

用药部位也发生变化，春季、夏季交易的植物花、
叶、果部位较多，以新鲜药材为主；秋冬季则主要

为植物的根茎。 此外，每个摊位交易的种类、数量

也大不相同，采摘的植物具有季节性和随机性。
在集市调查过程中，通过走访每个摊位，共记

录侗族药用植物 １１１ 种，隶属 ６５ 科 １００ 属（表 １），

以广义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植物（６ 种，５．４％）为主，
其次为伞形科（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天南星科（Ａｒａｃｅａｅ）植物（各 ５ 种，各占 ４．５％），苦
苣苔科（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 ４ 种，３．６％）。 由此可见，
药市中交易的药用植物种类广散布在各科中，并
不局限于少数类群，反映了该地区侗族使用药用

植物种类组成具有多样性，基本与我国药用植物

的优势科构成一致（刘博等，２０１３），同时也反映了

凯里侗药有着丰富的内涵。
从植物生活型来看，草本具有绝对优势，共 ８８

种，占 ７９．３％；其次灌木共有 １７ 种，占 １５．３％；乔木

６ 种，占 ５．４％。 由此可知不同生活型的药用植物

均占有一定的比例，但草本植物远远多于乔木，这
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几乎一致（Ｍｅｇｅｒｓ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Ｓｔｅｐｐ，２００４；Ｓｔｅｐｐ ＆ Ｍｏ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１）。 草本

植物得到广泛利用，其主要原因是侗族喜用就近

获得的鲜药，并有即采即用的传统习惯，其次是草

本植 物 的 收 集、 采 摘 较 乔 木 和 灌 木 更 加 容 易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Ｇｈｏｒｂａｎｉ，２００５；Ｍａｈｉｓｈ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Ｍｉｒａｌｄ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且其生长周期较快。 此

外，凯里周边地区的森林破坏较严重，导致木本植

物减少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
根据药市出售的药材，结合当地的用药方法，

按用药部位可分为 ７ 类（表 ２），反应了该药材市场

交易的种类、用药部位具有多样性。 其中全草

（株）类、根及根茎类占绝大多数，分别占总数的

５８．６％和 ２２．５％，而全草类药材占了总数的一半，
这是由于侗族大多用全草类药材，少用乔木、灌木

等药材（宋志军和曾艳，２００４）。 全草类药材在侗

乡满山遍野、甚至在屋前屋后都可以找到，侗医就

地取材，非常方便。
２．２ 凯里药市交易侗族药用植物的民族特色

侗族医药思想的核心是五位一体，丰富的自

然资源是他们获取药用植物的主要来源，他们强

调由天、地、气、水构成的大自然与人之间的相互

作用且融合为一体的辩证关系 （宋志军和曾艳，
２００４）。 侗医通过看、摸、算、划四种诊断方法，采用

冷病热治、热病冷治、气虚补治等原则对症下药（邓
星煌，２０１１；吴国勇，２００４；刘艺兰，２０１１）。 凯里药市

常见治疗热病的侗族药材：（１）磨芋（Ａ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ａｌｌｕｓ

４２５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８ 卷



表 １　 凯里药市的侗族药用植物编目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ｔｒａｄｅｄ ｂｙ Ｄｏ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ｎ Ｋａｉｌｉ ｍａｒｋｅｔ

中文名和学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ｎａｍｅ

俗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药用部位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

用途
Ｕｓ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出现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用法
Ｕｓａｇｅ

云南蓍
Ａｃｈｉｌｌｅａ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ａ

一枝蒿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解毒消肿，止痛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柳叶牛膝
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红牛膝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滋补
Ｎｏｕｒｉｓｈ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乌头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

草乌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风湿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红背兔儿风
Ａｉｎｓｌｉａｅａ ｒｕｂｒｉｆｏｌｉａ

兔儿草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止咳
Ａｎｔｉｔｕｓｓｉｖｅ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山姜
Ａｌｐｉｎ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山姜 姜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健胃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ｓｔｏｍａｃｈ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魔芋
Ａ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ａｌｌｕｓ ｋｏｎｊａｃ

魔芋 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块茎
Ｔｕｂｅｒ

解毒消肿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

∗∗ 煎服、炖肉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ｓｏｕｐ

蓝果蛇葡萄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野葡萄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治疗痔疮
Ｈｅｍｏｒｒｈｏｉｄｓ

∗ 外敷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当归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当归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根
Ｒｏｏｔ

补血，补气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ｇ ｑｉ ａｎｄ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 煎服、炖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楤木
Ａｒａｌ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刺老包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嫩叶
Ｌｅａｆ

清热解毒，活血散瘀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ｐｒｏ⁃
ｍｏ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ｍｏｖｅ
ｂｌｏｏｄ ｓｔａｓｉｓ

∗ 药浴
Ｂａｔｈ

硃砂根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ｃｒｅｎａｔａ

朱砂根 紫金牛科
Ｍｙｒｓｉｎ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祛风除湿，跌打损伤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奇异南星
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ｄｅｃｉｐｉｅｎｓ

血老鼠 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块茎
Ｔｕｂｅｒ

跌打损伤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 外用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一把伞南星
Ａ． ｅｒ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一把伞 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块茎
Ｔｕｂｅｒ

治疗风湿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 外用，有毒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茵陈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ｓ

茵陈蒿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治疗黄疸肝炎
Ｊａｕｎｄｉｃｅ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细辛
Ａｓａｒｕｍ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

细辛 马兜铃科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风寒头痛、止痛
Ｗｉｎｄ⁃ｃｏｌｄ ｈｅａｄａｃｈｅ，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青城细辛
Ａ． ｓｐｌｅｎｄｅｎｓ

花脸细辛 马兜铃科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风寒
Ｗｉｎｄ ｃｈｉｌｌ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天门冬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天冬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滋阴润肺，止咳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ｙｉｎ ａｎ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ｉｚｉｎｇ
ｌｕｎｇ， ａｎｔｉｔｕｓｓｉｖｅ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周裂叶秋海棠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ｃｉｒｃｕｍｌｏｂａｔａ

一口血 秋海棠科
Ｂｅｇ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补血
Ｒｅｐｌｅｎｉｓｈ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旋蒴苣苔
Ｂｏｅａ ｈｙｇ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岩白菜 苦苣苔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补虚，止咳
Ａｎｔｉｔｕｓｓｉｖｅ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凌霄
Ｃａｍｐｓｉｓ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藤萝花 紫葳科
Ｂｉｇｎ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花
Ｆｌｏｗｅｒ

妇科疾病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 药浴
Ｂａｔｈ

开口箭
Ｃａｍｐｙｌａｎｄｒ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开口箭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补血
Ｒｅｐｌｅｎｉｓｈ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积雪草
Ｃｅｎｔｅｌｌ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马蹄菜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清热利湿、消肿解毒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 煎服、浴用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ｂａ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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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中文名和学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ｎａｍｅ

俗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药用部位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

用途
Ｕｓ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出现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用法
Ｕｓａｇｅ

银线草
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ｈ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四块瓦 金粟兰科
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跌打损伤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翼茎白粉藤
Ｃｉｓｓｕｓ ｐｔｅｒｏｃｌａｄａ

四方藤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茎藤
Ｓｔｅｍ

祛风除湿，舒经活络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 药浴
Ｂａｔｈ

薏米
Ｃｏｉｘ ｌａｃｒｙｍａ⁃ｊｏｂｉ

薏苡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果实
Ｆｒｕｉｔ

有健脾胃、利尿、清热、镇咳之效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ｓｐｌｅｅｎ， ｄｉｕｒｅｔｉｃ， ｈｅａｔ⁃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ｔｕｓｓｉｖｅ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黄连
Ｃｏｐｔ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清热解毒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干香柏
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ｓ ｄｕｃｌｏｕｘｉａｎａ

柏树叶 柏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枝叶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ｅａｆ

皮肤瘙痒
Ｐｒｕｒｉｔｕｓ

∗ 药浴
Ｂａｔｈ

仙茅
Ｃｕｒｃｕｌｉｇｏ ｏｒｃｈｉｏｉｄｅｓ

小仙茅 石蒜科
Ａｍａｒｙｌ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阳痿、遗精
Ｉｍｐｏｔｅｎｃｅ，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ｒｒｈｅａ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菟丝子
Ｃｕｓｃｕｔ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菟丝子 旋花科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补肾
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 ｋｉｄｎｅｙ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隔山消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

隔山撬 萝藦科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健脾胃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 ｓｐｌｅｅｎ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ｓｔｏｍａｃｈ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骨碎补
Ｄａｖａｌｌｉａ ｍａｒｉｅｓｉｉ

爬岩姜 骨碎补科
Ｄａｖａｌｌｉａｃｅａｅ

根状茎
Ｒｈｉｚｏｍｅ

补肾
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 ｋｉｄｎｅｙ

∗∗∗ 煎服、炖肉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ｓｏｕｐ

广东金钱草
Ｄｅｓｍｏｄｉｕｍ ｓｔｙｒａ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响铃草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结石
Ｓｔｏｎｅ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疏毛长蒴苣苔
Ｄｉｄｙ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ｓｔｅｎａｎｔｈｏｓ

岩白菜 苦苣苔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止咳
Ａｎｔｉｔｕｓｓｉｖｅ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黄独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ｂｕｌｂｉｆｅｒａ

零余子 薯蓣科
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ｃｅａｅ

珠芽
Ｂｕｌｂｅｌ

治疗疮
Ｈｅｍｏｒｒｈｏｉｄｓ

∗∗ 外用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深裂竹根七
Ｄｉ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 ｐｅｒｎｙ

竹根七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根、茎
Ｒｏｏｔ， ｓｔｅｍ

润肺止咳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ｌｕｎｇ ｆｏｒ ａｒｒｅｓｔ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八角莲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ｖｅｒｓｉｐｅｌｌｉｓ

八角莲 小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关节风湿炎症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 煎服、药浴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ｂａｔｈ

淫羊藿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ｕｍ

三枝
九叶草

小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补肾，壮阳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ｋｉｄｎｅｙ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ｙａｎｇ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续随子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ｌａｔｈｙｌｒｉｓ

树水子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疥疮
Ｈｅｍｏｒｒｈｏｉｄｓ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芳香白珠
Ｇａｕｌｔｈｅｒｉａ ｆｒａｇｒａｎｔｉｓｓｉｍａ

透骨香 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风湿关节痛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
药浴
Ｂａｔｈ

皂荚
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皂角刺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皂荚刺
Ｓｐｉｎａ 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ｅ

消肿拔毒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

∗ 外敷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毛大丁草
Ｇｅｒｂｅｒａ ｐｉｌｏｓｅｌｌｏｉｄｅｓ

大丁草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口腔炎症
Ｂｕｃｃａｌ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算盘子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ｐｕｂｅｒｕｍ

算盘子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便秘、调经
Ｃｏｎｓｔ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裸蒴
Ｇｙｍｎｏｔｈｅｃ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三白草科
Ｓａｕｒｕｒ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止咳，肺结核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ｌｕｎｇ ｆｏｒ ａｒｒｅｓｔ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毛葶玉凤花
Ｈａｂｅｎａｒｉａ ｃｉｌｉｏｌａｒｉｓ

—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肝炎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常春藤
Ｈｅｄｅｒ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三角枫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风湿关节痛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 煎服、药浴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ｂａ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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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中文名和学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ｎａｍｅ

俗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药用部位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

用途
Ｕｓ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出现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用法
Ｕｓａｇｅ

白花蛇舌草
Ｈｅｄｙｏｔｉｓ ｄｉｆｆｕｓａ

白花
蛇舌草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治癌症
Ｃａｎｃｅｒ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萱草
Ｈｅｍｅｒｏｃａｌｌｉｓ ｆｕｌｖａ

黄角金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块根
Ｒｏｏｔ ｔｕｂｅｒ

滋补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 煎服、炖肉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ｓｏｕｐ

八月瓜
Ｈｏｌｂｏｅｌｌｉ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八月瓜 木通科
Ｌａｒｄｉｚａｂａｌ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跌打损伤，风湿骨痛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 外用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千层塔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 ｓｅｒｒａｔａ

蛇足石杉 石杉科
Ｈｕｐｅｒｚｉ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清热解毒，生肌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水鳖
Ｈｙｄｒｏｃｈａｒｉｓ ｄｕｂｉａ

— 水鳖科
Ｈｙｄｒｏｃｈａｒｉｔ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清热利湿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天胡荽
Ｈｙｄｒｏｃｏｔｙｌｅ ｓｉｂｔｈｏｒｐｉｏｉｄｅｓ

天胡荽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清热解毒，消肿，利尿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地耳草
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田基黄 藤黄科
Ｇｕｔｔｉｆｅｒ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清热解毒，肝炎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毛冬青
Ｉｌｅｘ 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毛冬青 冬青科
Ａｑｕ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叶
Ｌｅａｆ

清热解毒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大白茅（丝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白茅根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根、花
Ｒｏｏｔ， ｆｌｏｗｅｒ

利尿，止血
Ｄｉｕｒｅｔｉｃ，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 煎服、外用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灯心草
Ｊｕｎｃｕｓ ｅｆｆｕｓｕｓ

— 灯心草科
Ｊｕｎｃ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清热解毒，利尿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ｔｉｃ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马兰
Ｋａｌｉｍｅｒ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

鱼鳅串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清热解毒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川芎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 ｃｈｕａｎｘｉｏｎｇ

川穹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根
Ｒｏｏｔ

补气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ｑｉ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西南山梗菜
Ｌｏｂｅｌｉａ ｓｅｑｕｉｎｉｉ

山梗菜 桔梗科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跌打损伤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 外用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淡竹叶
Ｌｏｐｈａｔｈｅｒｕｍ ｇｒａｃｉｌｅ

凤尾竹，
竹叶参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块根
Ｒｏｏｔ ｔｕｂｅｒ

滋补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忽地笑
Ｌｙｃｏｒｉｓ ａｕｒｅａ

石蒜 石蒜科
Ａｍａｒｙｌ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鳞茎
Ｂｕｌｂ

消肿止痛，利尿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ｄｉｕｒｅｔｉｃ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海金沙
Ｌｙｇｏ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海金沙 海金沙科
Ｌｙｇ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利尿
Ｄｉｕｒｅｔｉｃ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珍珠露珠菜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ｃｉｒｃａｅｏｉｄｅｓ

退血草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活血化瘀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ｍｏｖｅ
ｂｌｏｏｄ ｓｔａｓｉｓ

∗ 药浴
Ｂａｔｈ

红根草
Ｌ．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珍珠菜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妇科疾病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 药浴
Ｂａｔｈ

狭叶落地梅
Ｌ． ｐａｒｉｄｉｆｏｒｍｉｓ

一把伞，
追风伞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风湿、跌打损伤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 煎服、药浴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ｂａｔｈ

吊石苣苔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ｕｓ

岩豇豆 苦苣苔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风湿关节痛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 药浴
Ｂａｔｈ

野牡丹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 ｃａｎｄｉｄｕｍ

朝天罐 野牡丹科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止咳，止血，通经，治疗月经不调
Ａｎｔｉｔｕｓｓｉｖｅ，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 ｆｌｏｗ，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地菍
Ｍ． ｄｏｄｅｃａｎｄｒｕｍ

地菍 野牡丹科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腹痛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ｐａｉｎ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７２５１１１ 期 刘思朝等： 贵州凯里药市的侗族药用植物



续表１
中文名和学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ｎａｍｅ

俗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药用部位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

用途
Ｕｓ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出现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用法
Ｕｓａｇｅ

粟米草
Ｍｏｌｌｕｇｏ ｓｔｒｉｃｔａ

白花
蛇舌草

番杏科
Ａｉｚｏ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治疗癌症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木鳖子
Ｍｏｍｏｒｄｉｃａ 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木鳖子 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种子
Ｓｅｅｄ

无名肿毒
Ｉｎｎｏｍｉｎａｔ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ｏｒｉｇｉｎ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地黄连
Ｍｕｎｒｏｎ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矮陀陀 楝科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跌打损伤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 外用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肾蕨
Ｎｅｐｈｒｏｌｅｐｉｓ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天鹅抱蛋 肾蕨科
Ｎｅｐｈｒｏｌｅｐｉｄａｃｅａｅ

块根
Ｒｏｏｔ ｔｕｂｅｒ

结石
Ｓｔｏｎｅ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瓶尔小草
Ｏｐｈｉｏｇｌｏｓｓｕｍ ｖｕｌｇａｔｕｍ

一支箭 瓶尔小草
Ｏｐｈｉｏｇｌｏｓｓ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化瘀解毒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ｓｔａｓｉｓ

∗ 外用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酢浆草
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酸咪咪 酢浆草科
Ｏｘａ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消肿止痛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鸡眼梅花草
Ｐａｒｎａｓｓｉａ ｗｉｇｈｔｉａｎａ

水白菜 虎耳草科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肺炎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黑龙骨
Ｐｅｒｉｐｌｏｃａ 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

黑角藤 萝藦科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舒经活络，风湿关节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
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 药浴
Ｂａｔｈ

前胡（白花前胡）
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ｕｍ ｐｒａｅｒｕｐｔｏｒｕｍ

姨妈菜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跌打损伤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 煎服、外用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挂金灯
Ｐｈｙｓａｌｉｓ ａｌｋｅｋｅｎｇｉ

红姑娘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果实
Ｆｒｕｉｔ

清热解毒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虎掌
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ｐｅｄａｔｉｓｅｃｔａ

虎掌半夏 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根、茎
Ｒｏｏｔ， ｓｔｅｍ

皮肤疾病，无名肿毒
Ｓｋ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ｎｏｍｉｎａｔｅ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ｏｒｉｇｉｎ

∗∗ 药浴
Ｂａｔｈ

石南藤
Ｐｉｐｅｒ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

金藤香，
爬崖香

胡椒科
Ｐｉ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治疗风湿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瓜子金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瓜子金 远志科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清热解毒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萹蓄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ａｖｉｃｕｌａｒｅ

竹叶草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清热解毒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头花蓼
Ｐ． ｃａｐｉｔａｔｕｍ

头花蓼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水肿
Ｅｄｅｍａ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杠板归
Ｐ． 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ｕｍ

刺犁头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蛇咬伤，皮肤疾病
Ｓｎａｋｅｂｉｔｅ， ｓｋ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 外用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马齿苋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马屎汉 马齿苋科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清热解毒，消肿利尿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ｔｉｃ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翻白草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翻白草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清热解毒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铜锤玉带草
Ｐｒａｔｉａ ｎｕｍｍｕｌａｒｉａ

小铜锤 桔梗科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清热解毒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夏枯草
Ｐｒｕｎｅｌｌ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夏枯草 唇形科
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清热解毒，治疗风湿脚痛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石韦
Ｐｙｒｒｏｓｉａ ｌｉｎｇｕａ

石韦 水龙骨科
Ｐｏｌｙ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跌打损伤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 煎服、外用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吉祥草
Ｒｅｉｎｅｃｋｉａ ｃａｒｎｅａ

观音草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治疗骨质增生
Ｈｙｐｅｒｏｓｔｏｓｉｓ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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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中文名和学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ｎａｍｅ

俗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药用部位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

用途
Ｕｓ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出现频度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用法
Ｕｓａｇｅ

狮子尾
Ｒｈａｐｈｉｄｏｐｈｏｒａ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崖角藤 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风湿关节痛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 外用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金樱子
Ｒｏｓａ ｌａｅｖｉｇａｔａ

金樱子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果实
Ｆｒｕｉｔ

补肾壮骨
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 ｋｉｄｎｅ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ｂｏｎｅ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茜草
Ｒｕｂｉ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小血藤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补血
Ｒｅｐｌｅｎｉｓｈ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接骨草
Ｓａｍｂｕｃ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接骨草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枝叶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ｅａｆ

接骨
Ｓｅｔ ａ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 煎服、外用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楮头红
Ｓａｒｃｏｐｙｒａｍｉｓ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 野牡丹科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清肝明目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ｌｉｖｅｒ⁃ｆｉｒｅ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ｙｅｓｉｇｈｔ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聚锥水东哥
Ｓａｕｒａｕｉａ ｔｈｙｒｓｉｆｌｏｒａ

野枇杷 猕猴桃科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ｃｅａｅ

枝叶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ｅａｆ

止咳平喘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ａｓｔｈｍａ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凹叶景天
Ｓｅｄｕｍ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ｍ

打不死 景天科
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清热解毒，散瘀消肿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ｅｌｉｍｉ⁃
ｎ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 ｓｕｂｄｕｅ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 煎服、药浴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ｂａｔｈ

土茯苓
Ｓｍｉｌａｘ ｇｌａｂｒａ

土茯苓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块根
Ｒｏｏｔ ｔｕｂｅｒ

健脾胃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ｓｐｌｅｅｎ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ｓｔｏｍａｃｈ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白英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ｙｒａｔｕｍ

白英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牙龈肿痛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ｇｕｍ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假烟叶树
Ｓ． ｖｅｒｂａｓ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野烟叶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枝叶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ｅａｆ

风湿关节炎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苦参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

山豆根 豆科
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

根
Ｒｏｏｔ

凉血，止血
Ｂｌｏｏｄ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ｒｒｅｓｔｉｎｇ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竹叶吉祥草
Ｓｐａｔｈｏｌｉｒｉｏｎ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ｕｍ

— 鸭跖草科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月经不调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世纬苣苔
Ｔｅｎｇｉａ ｓｃｏｐｕｌｏｒｕｍ

— 苦苣苔科
Ｇｅｓｎ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止咳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ｌｕｎｇ ｆｏｒ ａｒｒｅｓｔ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青牛胆
Ｔｉｎｏｓｐｏｒａ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ａ

地苦胆 防己科
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ａｃｅａｅ

块根
Ｒｏｏｔ ｔｕｂｅｒ

清热解毒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角叶鞘柄木
Ｔｏｒｉｃｅｌｌｉａ ａｎｇｕｌａｔａ

水冬瓜 山茱萸科
Ｃｏｒｎａｃｅａｅ

根皮
Ｖｅｌａｍｅｎ

接骨
Ｓｅｔ ａ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 外用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棕榈
Ｔ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棕榈果实 棕榈科
Ｐａｌｍａｅ

果实
Ｆｒｕｉｔ

肿瘤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娃儿藤
Ｔｙｌｏｐｈｏｒａ ｏｖａｔａ

娃儿藤 萝藦科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跌打损伤，风湿疼痛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 外用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香蒲
Ｔｙｐｈ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水蜡烛 香蒲科
Ｔｙｐｈａｃｅａｅ

花序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止血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 外用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华钩藤
Ｕｎｃａｒ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钩藤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茎皮
Ｂａｒｋ

风湿关节炎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 煎服、外用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荨麻
Ｕｒｔｉｃａ ｆｉｓｓａ

火麻根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根皮
Ｖｅｌａｍｅｎ

水肿
Ｅｄｅｍａ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蜘蛛香
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ａ ｊａｔａｍａｎｓｉ

蜘蛛香 败酱科
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消化不良
Ｄｙｓｐｅｐｓｉａ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七星莲
Ｖｉｏｌａ ｄｉｆｆｕｓａ

麻药，
黄瓜香

堇菜科
Ｖｉｏｌ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止痛，清热解毒，去腐生肌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
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ｓａｐｒｏｐｈｙｔｉｃ ｍｕｓｃｌｅ

∗ 煎服、外用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紫花地丁
Ｖ．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ｃａ

紫花地丁 堇菜科
Ｖｉｏｌａｃｅａ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清热解毒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 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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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凯里药市的侗族药用植物的药用部位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ｓ ｔｒａｄｅｄ ｂｙ Ｄｏ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ｎ Ｋａｉｌｉ ｍａｒｋｅｔ

药用部位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

种数
Ｎｕｍｂｅｒ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部位（种数）
Ｐａｒｔ（Ｎｕｍｂｅｒ）

全草（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６５ ５８．５６ 全草（５８） 全株（７）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ｏｏｔ （５８），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ｒｏｏｔ （７）

根及根茎类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ｓｔｅｍ ２５ ２２．５２ 根（１４） 块根（５） 根茎（３） 鳞茎（１） 块茎（３）

Ｒｏｏｔ （１４）， ｒｏｏｔ ｔｕｂｅｒ （５）， ｒｈｉｚｏｍｅ （３）， ｂｕｌｂ （１）， ｔｕｂｅｒ （３）

叶类
Ｌｅａｆ ７ ６．３１ 叶（３） 枝叶（４）

Ｌｅａｆ （３），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ｅａｆ（４）

花类
Ｆｌｏｗｅｒ ３ ２．７０ 花（３）

Ｆｌｏｗｅｒ （３）

皮类
Ｂａｒｋ ３ ２．７０ 茎皮（１） 根皮（２）

Ｂａｒｋ （１）， ｒｏｏｔ ｂａｒｋ （２）

果实及种子类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ｓｅｅｄ ５ ４．５１ 果实（４） 种子（１）

Ｆｒｕｉｔ （４）， ｓｅｅｄ （１）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３ ２．７０ 皂荚刺（１） 茎藤（１） 珠芽（１）

Ｔｈｏｒｎ（１）， ｓｔｅｍ （１）， ｂｕｌｂｅｌ （１）

ｋｏｎｊａｃ）、灯心草（Ｊｕｎｃｕｓ ｅｆｆｕｓｕｓ）等，治疗由发烧、火
毒、红肿、癫狂、虫、蛇、草所致的热病；（２）接骨草

（Ｓａｍｂｕｃ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骨 碎 补 （ Ｄａｖａｌｌｉａ ｍａｒｉｅｓｉｉ）
等，治疗各种外伤所致的热病；（ ３）虎掌（Ｐｉｎｅｌｌｉａ
ｐｅｄａｔｉｓｅｃｔａ）等治疗会“过人”疾病（传染病）所致的

热病。 还有一些治疗冷病的药用植物：（１）头花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ｃａｐｉｔａｔｕｍ）、荨麻（Ｕｒｔｉｃａ ｆｉｓｓａ）等治疗

身体部位的浮肿；（２）茜草（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周
裂叶秋海棠 （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ｃｉｒｃｕｍｌｏｂａｔａ） 等治疗无力；
（３）夏枯草 （Ｐｒｕｎｅｌｌ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凹叶景天 （ Ｓｅｄｕｍ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ｕｍ）用于处理接触有毒物质时导致的

病痛。
通过调查，并结合药市民间的用药经验，按功

能与主治可将凯里药市所售卖的侗族植物药分为

１０ 类，包括：清热解毒药、祛风除湿药、跌打损伤和

接骨药、消肿止痛药、止咳药、滋补补血药、妇科

药、痔疮药、利尿药、健脾胃药。 其中，清热解毒药

和祛风湿药所占比例最高，这与当地的地理环境、
温度变化以及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ｉ）、翻白草 （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ｄｉｓｃｏｌｏｒ）、酢浆草

（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ａ）、凌霄（Ｃａｍｐｓｉｓ 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 等

清热解毒药和祛风湿药在不同摊位出现的频率较

高（表 １）。 这些出现频率较高的植物，在当地的

野生资源也十分丰富，易于获得。
２．３ 凯里药市交易侗族药用植物的用药方式

药市上售卖的植物大多是新鲜的，还有一些

是经过晾晒处理的。 他们认为鲜药有效成份未被

破坏、鲜草入药疗效比干燥药材效果好，并且这种

方法节省了加工的费用和时间。 煎服、泡酒、外敷

以及药浴是常用的方法。 而且他们常将植物药材

与肉类、骨头一起炖后食用，在补充蛋白质的基础

上辅以植物药的功效，疗效会更加明显，这种用法

和历史上很多侗族民众生活贫困、缺乏营养是分

不开的。 此外，当地的很多侗族妇女把石南藤

（Ｐｉｐｅｒ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华钩藤（Ｕｎｃａｒ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狭叶落

地梅（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ｐａｒｉｄｉｆｏｒｍｉｓ）、假烟叶树（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ｖｅｒｂａｓｃｉｆｏｌｉｕｍ）等放入水中煮沸，然后用于洗澡，以
祛风除湿；或者将其浸泡在酒里，外搽使用。 酒在

侗族医药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将酒作为

药或者辅助药，除了用酒消毒、泡药治病外，酒作

为溶剂，充分萃取植物、动物、矿物药材中的有效

物质。
根据药性对症配伍，是侗族医药的特点之一。

我们发现药市上常有把几种植物捆绑在一起出售

的情况，主要用来增强药效、有效治疗某种疾病，
比如说六月雪（ Ｓｅｒｉｓｓ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龙胆草（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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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ａｂｒａ）和石菖蒲（Ａｃｏｒｕ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一起入药可治

肝炎； 四 块 瓦 （ 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ｈ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和 石 楠 藤

（Ｐｉｐｅｒ 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ｉ）共同服用可以治疗高血压；常春藤

（Ｈｅｄｅｒ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和钩藤（Ｕｎｃａｒｉａ 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泡酒治疗风湿关节痛；棕榈（Ｔ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的果实、白英 （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ｌｙｒａｔｕｍ） 和龙葵 （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ｎｉｇｒｕｍ）混合使用对治疗良性肿瘤有明显效果。
２．４ 凯里药市侗族医药与苗族医药的异同

事实上，侗药和近邻苗族的苗药有很多相似

之处，这是不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互

相学习、殊途同归的生活经验与积累的智慧。 凯

里药市大多为苗药摊位，多以接骨、解毒、祛风的

植物居多，与侗族摊位交易的植物具有很高的一

致性和重复性。 这是由于苗、侗所处地域环境、自
然资源重叠较多，因而常见病种、常用植物有很多

相似之处也就不足为奇。 但是，不同的民族有着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载体，不同民族的用药经验也

各有 所 长， 独 具 特 色， 如 侗 族 用 一 把 伞 南 星

（Ａｒｉｓａｅｍａ ｅｒｕｂｅｓｃｅｎｓ）来治疗风湿，而苗族用于治疗

咳嗽；侗族用酢浆草（Ｏｘａｌｉ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ａ）来消肿止

痛，而苗族则用其退热；药市上侗族用华钩藤（Ｕｎ⁃
ｃａｒ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的茎皮泡黄酒治疗风湿关节炎，而苗

族用其带钩的茎藤治疗头疼眩晕；苗族喜欢用青

牛胆（Ｔｉｎｏｓｐｏｒａ 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ａ）来消食，而侗族认为其有

清热解毒之功效。
长期以来，苗族医药受到多方面的重视，通过

对苗医药的研究、开发利用，促进了苗族医药的保

护和发展。 苗药已成为我国六大民族药之一（麻

勇斌，２００６），已对贵州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

献（冉懋雄，２００１）。 而侗族医药的境况却完全不

同，其传承仍然是以侗族口头语言（古歌、巫词、谚
语、传说）为载体，一代一代地口传心记，限制了侗

族医药知识传播的空间和频率，影响了人们对侗

族医药的认识，使侗族医药理论仍处于原始朴素

的状态。

３　 讨论与建议

凯里药市交易的侗族药用植物种类丰富，具
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但是由于缺乏有

效管理和正确引导，药市交易的侗族植物仍存在

一些问题。
３．１ 药材品种混杂易乱

口耳相传是侗族医药传承的主要方式。 由于

每个人的经验和认识有所不同，导致侗药品种存

在混乱的现象，药市上出现同物异名或同名易物

的现象也较为普遍。 如以细辛（ Ａｓａｒｕｍ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
的基原植物有细辛 （ Ａ．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青城细辛 （ Ａ．
ｓｐｌｅｎｄｅｎｓ ）； 疏 毛 长 蒴 苣 苔 （ Ｄｉｄｙｍｏｃａｒｐｕｓ
ｓｔｅｎａｎｔｈｏｓ）、旋蒴苣苔（ Ｂｏｅａ ｈｙｇｒ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当地都

叫“岩白菜”。 对于混用与替用药材，民间常认为

其功效与正品相同，混用品与正品功效是否一致，
是否可将同类其它种作为正品的替用品，仍需从

药效成分和功效方面加以分析、验证。 因而政府

监管部门和相关科研人员应及时对药市中所售卖

的植物进行调查、整理与分析，避免植物药名称和

种类的混淆。 还应了解不同季节当地药用植物资

源的情况和消费者的用药需求，以便对药市的可

持续发展进行有效管理和规划，为消费者合理使

用民族药提供安全保证。
３．２ 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紧缺

如今，凯里药市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商业模式，
不同于其他药市只出现在端午节、重阳节等重大

节日，因而药品的需求量和交易量逐年递增，尤其

对需求量较大、交易频率高、使用疗效好的药材过

度采集利用。 由于缺乏相关的保护开发措施，不
少野生药材已遭受了掠夺性的破坏。 比如八角莲

（Ｄｙｓｏｓｍａ ｖｅｒｓｉｐｅｌｌｉｓ）在侗族药市上交易频率较高，
也是侗族常用的药用植物，用来治疗风湿关节痛。
当地侗族同胞认为其根部治疗风湿关节炎具有良

好的效果，因而大量挖取八角莲的根部，导致该种

在当地的野生资源越来越紧缺，药材的价格也变

得更加昂贵。 那么当地政府在了解凯里药市侗族

药材资源的基础上，首先对其中具有较高应用价

值的药用植物应开展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包括化

学成分提取、有效成分分析、药理作用研究等方

面。 通过多学科的研究，让凯里药市侗族药的民

族植物学知识得到科学的证实和认同。 然后主动

联合中药材种植企业和中药材加工企业共同建立

中药材种植基地，满足药材需求，缓解生态压力，

１３５１１１ 期 刘思朝等： 贵州凯里药市的侗族药用植物



推动当地经济。
３．３ 药材交易以假乱真

此外还有个别商贩根本不懂药用植物、缺乏

相关经验， 但为了从药市上获利， 以假乱真或把

当地人根本不使用的植物拿到药市上出售。 例

如， 市 场 上 出 现 了 很 多 兜 唇 石 斛 （ Ｄｅｎｄｒｏｂｉｕｍ
ａｐｈｙｌｌｕｍ）的幼苗冒充铁皮石斛 （Ｄ．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 售

卖。 此类行为政府监管部门应予以干预和制止，
采取相应措施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比如在当地召

集一些有名望的侗族乡土医生，在药市中心设立

乡土医生咨询台，给予购买者一些有益建议，使他

们正确选择药材，了解药用植物的功效、用途，在
一定程度上推动“口口相传”的成效，也保护了侗

族传统医药。
凯里药市是交流和传播传统知识的重要场

所，既可以为当地人提供基本的健康需求，又使得

民族医药得以发扬光大。 通过加大力度对侗药等

民族传统医药进行保护和继承，充分发挥其优势，
让民族医药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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