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西 植 物 G ui ha 呈a 7 ( 4)
: 3 0 5一 3 11

.

1 9 57 3 0 5

广东省药用植物的种类
、

分布特点及药材

生产中值得注意的若千问题

林有润 张桂才 王学文 李泽贤
(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

广东位于祖国的中南部
,

地处亚热带与热带地区
,

疆域辽阔
,

地形复杂
,

气候温和
,

雨量

充沛
,

在不同的地域含不同的植被类型和繁多的植物种类
,

药用植物的种类与资源也极丰富
。

。

本省民间应用植物药 ( 药材 ) 防病
、

治病及人工种植药材等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

早在 晋
·

稽含 《 南方草木状 》 中就记述了本省不少的药用植物种类
。

近年来
,

随着四 化建设的需要
,

我省植物药的应用与生产也不断发展和提高
,

成为我国药材
,

特别是 “ 南药 ” 的主要产地之

一
。

著名药材
,

如巴戟夭
、

砂仁
、

益智
、

何首乌
、

桔红
、

广蕾香
、

广防己
、

金钱草等
,

行销

国内外
。

为了更好地与我省从事植物药材科研及生产等有关单位进行交流
,

以扩大与提高我

省植物药 ( 包括传统药材
、

草药及南药 ) 的生产
一

与应用
,

木文在陈少卿等编写 的 《广东药用

植物手册 》 出版的基础上
,

再对我省的药用植物的分类
、

分布特点及生产等问题作一概略的

阐述
。

一
、

本省主要入药的植物药种类

据初步统计
,

广东的高等植物约有 8 0 0 0种
,

而供药用者约有 2 2 7 2种
、

1 15 变种 (见表 1 )
。

比较常用的有2 8 8种
,

而最常用的有 1 50 多种
。

此外
,

低等植物 (包括藻类植物
、

真菌类植物 )

中常见入药者有10 种
。

含药用植物最多的科有木兰科
、

防己科
、

马兜铃科
、

马鞭草科
、

唇形

科
、

伞形科
、

菊科和姜科等
。

表 1 广东省药用植物科属种统计表

主备亚量种 数或型

变
变
、

种
科 属 种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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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数量 )
种

(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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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物物 ,

擎}双叶子植物物 16444 8 8888 18 0 777 9 111

暮暮暮}
单叶子植物物 3 333 1 9333 3 3222 1 999

合合 计计 2 4 888 1 16 555 2 27222 1 1555

本文在高级工程师陈少卿同志支持和协助 下写成
,

文中主要药用植物资料
、

名称均参考陈少卿等的 《广东药用植物

手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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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本省主要野生药用植物分布的特点

本省不同植被类型分布的主要药用植物列举如下
:

(一 )粤北
、

粤东北南岭山脉中段与东段
“
中亚热带常绿林地带

”

本地带西 自怀集
,

经中部佛冈
、

新丰
,

向东经连平
、

和平至兴宁
、

梅县
、

蕉岭
,

约在北

纬 2 4度左右的以北地区 ( 图
: 1 )

。

这是亚热带中部常绿林地带
,

代表南岭山脉的南坡
,

也是

北亚热带与南亚热带的过渡地区
。

主要分布的药用植物有夏枯草
、

乌头
、

金耳环 (土细辛 )
、

小花远志
、

尖嘴林擒 ( 野山橙 )
、

瓜萎 ( 括楼 )
、

翻 白草
、

白鼓
、

女贞
、

白薇
、

天葵子
、

续

断
、

茵陈篙
、

奇篙
、

轮叶沙参
、

桔梗
、

半夏
、

竹叶柴胡
、

前胡 ( 紫花前胡
、

白花前胡 )
、

小

窃衣 ( 鹤虱 )
、

南丹参
、

箭叶淫羊蕾
、

小木通
、

华麻花头 ( 广东升麻 )
、

铁皮石懈
、

薯预
、

扁蓄
、

白英
、

苦参
、

玄参
、

野花椒
、

香椒子 (崖椒 )
、

五加皮 (细柱五加 )
、

通脱木 (通草 )
、

黄

花杜鹃 ( 羊哪镯 )
、

柳叶白前
、

南酸枣
、

龙胆草
、

短薯黄连
、

杏叶沙 参
、

大 叶 冬 青 ( 苦丁

茶 )
、

蕾香
、

牛至
、

小叶石莽芋 ( 七星剑 )
、

凌霄
、

过路黄
、

黄精
、

八角莲
、

北江十大功劳
、

阔叶大小功劳
、

束味黄连
、

白木通
、

风龙
、

花叶细辛
、

地榆
、

牛皮消
、

金银花
、

东风菜
、

金果

榄
、

及 己
、

博落回
、

茅首菜
、

寮刁竹
、

山八角
、

红花八角
、

山玉桂
、

蓖子三 尖 杉
、

满 山 香

( 白珍树 )
、

大血藤
、

翼梗五味子
、

中华称猴桃
、

口木紫金牛 ( 矮地茶 )
、

溪黄草等
。

( 二 ) 粤中
“
南亚热带常绿季雨林地带

” 本地带按粤北
、

粤东北南岭山脉中 段 与 东 段
“ 中亚热带常绿林地带 ” 的南缘

,
以北回归线附近 为主

,

南界从高少}J
、

阳江
、

珠海
、

深圳
、

惠东
、

海丰至惠来
。

西部在北纬 2 1
.

8度斜向东北部至北纬 23 度左右地区 ( 图
: 2 )

。

该区是典型的

南亚热带常绿季雨林地带
。

常见的药用植物有华南龙胆
、

桃 金娘
、

水东哥
、

木棉
、

余甘子
、

榕树
、

破布叶
、

鸡骨 草
、

土沉香
、

桑寄生
、

鸡血藤
、

牛大力
、

鸡骨香
、

}
_

妇小桔
、

鸦胆子
、

宽

筋藤
、

磨盘草
、

白花地胆头
、

了哥王
、

山香
、

铁包金
、

山芝麻
、

巴戟天
、

甘 木 通
、

紫 花 杜

鹃
、

花叶开唇兰 ( 金线风 )
、

鬼羽箭
、

地惹
、

金锦香
、

九节
、

甸旬九节
、

两面针
、

三叉苦
、

决明
、

曼陀罗
、

癫茄
、

广防风
、

海芋
、

尖尾芋
、

犁头尖
、

石柑子
、

锦地 罗
、

青 天 葵
、

丁 公

藤
、

拘骨
、

白叶藤
、

夜合 ( 合欢花 )
、

过岗龙 ( 楹藤子 )
、

罗汉松
、

鸭舌草 ( 剪刀股 )
、

白

鹤藤
、

阔苞菊等
。

( 三 ) , 琼
、

粤东南沿海
“
热带季雨林

”
与

“ 温润的热带稀树草原地带
”
本地带北接粤

中 “
南亚热带常绿林地带

” 的南缘
,

包括雷州半岛
、

汕头地区南部及沿海岛屿和海南 岛西部

沿海地区
。

这是热带季雨林与热带略湿润的稀树 草原 地区 ( 图
: 3 )

。

主要药用植物有海南

药
、

大叶萎
、

假药
、

陵水暗罗
、

假鹰爪
、

紫玉盘
、

鹊肾树
、

白花丹
、

补血草
、

三脉马钱
、

蛇

王 藤
、

龙珠果
、

酒饼绷
、

过江藤
、

海榄雌
、

老鼠羁
、

膨蜕菊
、

杜谏
、

白桐树 ( 丢了棒 )
、

火

殃勒
、

白粉藤
、

扭肚藤
、

文珠兰
、

细花百部
、

茅瓜
、

上沉香
、

海南茄
、

草盗栽
、

红豆蓉等
。

( 四 ) 海南岛
“
热带山地常绿林地带

”
本地带 以海南岛山区为主 ( 卜{ : 4 )

,

具山地

雨林的特点
。

分布的药用植物如古山龙
、

海南地不容
、

海南新樟 ( 代乌药 )
、

锡兰莲
、

锡朋

褪果藤
、

臭矢菜
、

蝉叶藤
、

地灵觅
、

落葵
、

海南大风子
、

棒锤瓜
、

昌感秋海棠
、

海南蒲桃
、

箭叶秋葵 ( 五指山参 )
、

黄桐
、

宿曹木
、

滑桃树
、

地杨桃
、

酸豆
、

相思 子
、

降 香 檀
、

红 血

藤
、

褐毛黎豆
、

见血封喉
、

赤苍藤
、

火筒树
、

翅茎白粉藤
、

广东酒饼籁
、

牛纠树
、

鹅掌藤
、

海南狗牙花
、

牛角瓜
、

石萝孽
、

冰片艾 (大风艾 )
、

细脉斑鸿菊
、

马蹄金
、

尖尾枫
、

肾茶 ( 猫

须草 )
、

土田七 ( 姜三七 )
、

岩芋
、

苏木
、

龙血树等
。

此外
,

还有一些海南特有种
,

如海南



4期 林有润等
:

广东省药用植物的种类
、

地黄连
、

琼榄
、

海南萝芙木等
。

分布特点及药材生产中位得注
`

如均若干问题 0 3 7

(五 )广城分布种 主要指在本省跨植被带分布的药用植物
,

其中少数为北温带或亚洲

地区的广布种
。

1
.

全省 分布种
:

指在本省大陆与海南岛等地均有分布的种类
。

其中少数为北温带 或 亚

洲地区广布种
,

但大多数为北
、

中
、

南亚热带分布的种类分布到本省大陆
,

并向南沿伸分布

至海南岛
。

如千里光
、

车前草
、

半边莲
、

独脚 金
、

水蓑衣
、

爵床
、

狗肝菜
、

大青
、

黄荆
、

牡

荆
、

马鞭草
、

薄荷
、

益母草
、

半枝莲 ( 狭叶韩信草 )
、

膜叶褪果藤
、

谷精草
、

天门冬
、

孩葵
、

土获等
、

黄独
、

仙茅
、

灯心草
、

香附子
、

淡竹叶
、

牛 白胆 ( 山 白芷 )
、

一点红
、

大泽兰
、

六耳

铃
、

鬼针草
、

黄花篙
、

苍耳
、

稀签
、

旱莲草
、

夜香牛
、

地胆头
、

野菊 花
、

鹅 不 食 草
、

白花

篙
、

金银花
、

翼核果 ( 血宽筋 )
、

华南紫其 ( 贯众 )
、

海金沙
、

石韦
、

榭族 ( 骨碎补 )
、

海

风藤
、

黑老虎 (冷饭团 )
、

樟树
、

山苍子
、

乌药
、

成灵仙
、

粉叶轮环藤
、

山药 ( 石楠藤 )
、

甜

果藤
、

敢菜 (鱼腥草 )
、

金不换
、

黄常山
、

何首乌
、

火炭母
、

上牛膝 ( 倒扣草 )
、

青箱
、

了哥

王
、

金锦香
、

田基黄
、

金樱子
、

葫芦茶
、

野葛
、

龙须藤
、

千斤拔
、

枫香
、

构树
、

薛荔 ( 王不

留行 )
、

穿破石 (蓖芝 )
、

五指毛桃
、

毛冬青 ( 救必应 )
、

铁览菜
、

无患 子
、

南 酸 枣
、

鸭 脚

木
、

桅子
、

白花蛇舌草
、

茜草
、

小团花
、

井边茜
、

荷莲豆
、

鸡屎藤
、

透 骨 消
、

紫 苏
、

华 山

姜
、

经草 ( 盘龙参 )
、

草珊瑚 ( 九节茶 )
、

积雪草 ( 崩大碗 )
、

刺葫麻等
。

2
.

大陆 分布种
:

这些种是跨本省中与南亚热带地区分布
,

多生长在山 休区
、

林缘或丘陵
、

平原等地
,

冬季略耐湿冷的气候
。

常见有贯众
、

虎杖
、

商陆
、

罗汉果
、

山合欢
、

梅叶冬青
、

铁包金
、

昊茱英
、

紫花前胡
、

钩藤
、

美丽胡枝子
、

铁扫把
、

羊带归
、

花搁木
、

糙木
、

乌药
、

一枝黄花
、

华山矾
、

黄花倒水莲
、

龙芽草
、

马甲子
、

黄药
、

竹叶花椒
、

山香回
、

变叶树参
、

常春藤
、

鸭儿芹
、

醉鱼草
、

念珠藤
、

营草
、

土麦冬
、

阔叶土麦冬等
。

3
.

琼 雷分布种
:

主要指在海南岛与雷州半岛都有分布
、

特别是在略湿润的热带 稀 川草

原
、

季雨林
、

雨林地区分布的种类
,

这些种类通常不耐冬季湿冷的天气
。

如益智
、 ;

佰良姜
、

异色血叶兰 ( 石蚕 )
、

单面针
、

鸦胆子
、

萝芙木
、

乌檀
、

木蝴蝶
、

蛇工藤
、

葫莲
、

仙人掌
、

香茹
、

细脉斑鸿菊
、

卤地菊
、

药用狗牙花
、

暗罗
、

陵水暗罗
、

一

皂帽花
、

大叶萎
、

假 毖皮
、

叮

皮香
、

麻风树
、

长叶茅胃菜等
。

三
、

广东主要栽培的药用植物

本省不同地区栽培的药用植物颇多
。

适于 各不同地区栽培的主要的药用植物如千
`

:

( 一 ) 粤祀
、

粤东北地区
:

适于这地区栽培的有贴梗木瓜
、

杜仲
、

黄柏
、

厚朴 ( 尸J] 叶

厚朴 )
、

辛夷
、

三七
、

白术
、

菊花
、

玉竹
、

白芍
、

地黄
、

玄参
、

黄连
、

云木香
、

独活
、

巴戟

天
、

女贞子
、

罗汉果等
。

( 二 ) 粤东地 区
:

主要栽培的药用植物有穿心莲
、

山奈
、

北沙参
、

白芷
、

地黄
、

菊花
、

使君子
、

积 ( 积实 )
、

香椽
、

土沉香等
。

( 三 ) 粤中地 区
:

主要栽培的药用植物有广茬香
、

诃子
、

佛手
、

香摊
、

檀香
、

肉桂
、

砂

仁
、

姜黄
、

巴戟天
、

地黄
、

排 草
、

泽泻
、

山奈
、

何首乌
、

鸡蛋花
、

穿心莲
、

三七
、

玄参
、

自

芷
、

罗汉果
、

素馨花
、

姜
、

土沉香
、

千年键
、

补骨脂
、

龙俐叶等
。

( 四 ) 粤西地 区
:

主要栽培的药用植物有肉桂
、

) [茶
、

植香
、

大风子
、

穿心莲
、

广霍香
、

桔红
、

山奈
、

山药
、

千年健
、

北沙参
、

地黄
、

泽泻
、

高良姜
、

罗汉果
、

括楼
、

榄仁树
、

何
一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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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等
。

(五 )雷州半岛与海南岛
:

主要栽培的药用植物有槟榔
、

胡椒
、

大 风 子
、

马 钱
、

金 鸡

纳
、

丁香
、

乳香
、

没药
、

青萎
、

益智
、

高良姜
、

千 才往健
、

萝 片卞
、

胖火海
、

化茶等
。

四
、

本省药用植物分布与植物区系成分的关系

本省药用植物分布与植物区 系成分关系最密切的是
: 1

.

泛北极植物区
、

亚洲东 部 森林

植物区
、

南亚热带 (华南 )地区 成分
,

如破布叶
、

地胆夕、 、

巴戟天等
; 2

.

古热带 植 物区
、

马来亚森林植物亚区
、

南海地区成分
,

如海南药等
。

前 者还包括古地中海区起源的种类
,

这

些种类分布于大陆中部
,

主要分布在亚热带常绿季雨林地带
, ’
卜数延伸分布到北部或南部地

区 , 后者多分布于海南岛热带山地常绿林地带 或向北延仲分布至雷州半岛及大陆南部地区

( 见表 2 )
。

其次
,

属于泛北 极 植 物 区
、

亚洲东部森林植物区的还有中亚热带 ( 华中
、

华东 ) 地区

成分
,

也包括部分古地中海起源的种类
。

如金银花
、

半边莲
、

半枝莲
、

牡篙
、

益母草等
,

这

些种类多分布在粤北南岭山脉亚热带常绿林地带
,

极少数种如金樱子
、

千斤拔
、

牡篙等延伸

分布至本省中部
,

甚至分布到本省大陆的南部或东部
。

极今数种为北亚热带 ( 华北 ) 地区成

分
,

如野山植
、

桃
、

梅
、

杏
、

李等分布于粤北北部略高海拔地区
。

北温带广布种
,

如夏枯草
、

黄花篙
、

灯心
一

草
、

旱 i生林
、

茧菜
、

猪毛篙等卞要分布于木省

表2

植物区

广东药用植物与中国植物区系成分关系

亚 区 与 地 区 成 分 { 代 表 种

{

—
!

—
主要分布地点

北亚热带 (华北 )
地区成分

桃
、

梅
、 二
乍

、

杏等

中亚热带 ( 华中
、

{ 金银花
、

牛至
、

半边莲
、

华东 ) 地区成分 一牡篙
、

益母草等

南亚热带 (华南 )

地区成分

破布叶
、

鸡骨叶
、

地胆头
、

巴戟天
、

木棉
、

砂仁
、

鸦胆
子

、

宽筋藤
、

过岗龙
、

余甘
子

、

丁公藤
、

甘木通等

东亚洲部森林植物亚区

横断山脉一喜马
拉雅山脉森林植 滇黔地区成分

泛物北植极区

物亚区

马兜铃
、

轮环藤
、 一

卜大功

劳等

多
南海、

等
篓香青降海南地区成分

古热带 马来亚森

海南地不容
、

药
、

糙果藤
、

植物区

印度支那 ( 北部
林植物亚区 湾 ) 地区成分

土沉香
、

王藤等
酸豆

、

确莲
·

蛇 1极少数

粤北山 }义略高海拔地
I又

粤北
,

少数种类分布
至中部或略偏南部

分布大陆中部与南部

为主
,

少数分布粤北

或海南岛

粤西丘陵地区
,

少数
延伸分布至粤中或粤
东

主要分布雷州半岛及
海南岛

海南岛中部山区或偏
西及北部山区

台湾地区成分 刺怜等 极少数 !海南岛东部
、

北 温 带 广 布 种
!夏桔草

、

黄花篙
、

猪毛豁
{ 少

大陆地区
,

布到海南岛

中部 I
一

匕区

少数也分

广布种

泛热带或旧大陆热带广布种 槟榔
子等

、

胡椒
、

海榄雌
、

椰
{及少数

见于海南岛及大陆南
部海边

朴

含50 种以上为多数
:

31 一 5 0种较 多数 : 1王一 3。种少数
:

10 种以下极少数
。 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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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广东省药用植物分布与植被分带关系

1
.

粤北
、

粤东北南岭山区中段
、

东段
“
亚热带常绿林地 }户

, 2
.

粤了扫
“
南亚热带常绿季雨林地带 ” ; 3

.

; {鉴琼
、

粤

东沿海
“ 热带季雨林 ” 与 “ 湿润的热带稀树草原帅 带 ” ; {

.

海南岛热带山地常绿林地带 ” 。

(自 J一东植被略 加修改 夕

大陆地区
,

稀少见于海南岛
。

粤北丘陵地带实际上分布较多的种类是属于南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种类
,

如银花等
。

属于泛北极植物区
、 “

横断山脉一喜马拉雅山脉
” 森林植物亚区

、

滇黔地区成分的如枫

香
、

细辛
、

马兜铃
、

轮环藤
、

过路黄等
。

这些种多分布于粤北丘陵地区
,

少数向西或向东延

伸分布于粤中丘陵略高海拔的地区
。

属于古热带植物区
、

马来亚森林植物亚区
、

印度支那地区成分的如 土 沉 香
、

酸 豆
、

葫

莲等
,

主要分布于海南岛中部山区偏西及偏
一

比部地区 ; 少数台湾地区成分
,

如刺林等
,

见于

海南岛中部山区
。

泛热带或旧大陆热带地区广布种
,

如椰子
、

槟榔
、

胡椒
、

海榄雌
、

者鼠籁

等
,

见于海南岛及大陆南部沿海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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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广东药材生产中值得注意的若干问题

由于本省栽培药用植物的历史悠久
,

近年来不但 传统栽培药用植物的需要量不断增加
,

而且还引入不少国外或省外灼药用植物或变木省野
去}冲卜为栽培种

,

因此 在 引 种
、

栽 培
、

生

产
、

收购等方面出现一些技术性或科李性问题
,

这里仅提出若干粗浅意见供参考
。

( 一 ) 加强科学性与计划性
:

无论收购野生的药材或人工栽培的商品药材均要讲究科学

性
,

要因地制宜
,

不能有盲目性
。

要大力发展 “ 拳头 ” 药品的生产
,

以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

要
。

比如我省中部与南部很适合发展巴戟天
、

砂仁
、

草果
、

益智
、

番泻等南药的生产
,

这些

都是东南亚或欧
、

美各国所喜欢进 口 的药材 ; 而粤北则适合生产一些华东
、

华中或西南中
、

低海拔地区生长的药材
,

如杜仲
、

三七 ( 田七 )
、

川连 ( 黄连 )
、

川谏等
。

在引种外来药用植物时
,

一定要注意原植物固有的生物学与生态学特性
,

宜先在相接近

的生态环境栽培
、

驯化
,

未经驯化
、

栽培实验者不应大面积推广种植
。

本省不适宜种植北亚

热带及温带地区无论是湿润
、

干旱或半干旱环境生 长的药用植物
,

诸如人参
、

牡丹 ` 天麻
、

党参
、

川芍
、

蛔篙
、

甘草
、

黄着等的药用植物
,

因为这些植物不耐湿
,

更忌夏季湿热的气候
,

有些北药虽能在本省生长
,

但其药材质量欠佳
,

影响效价
,

殊不知这样引种是得不偿失的做

法
。

( 二 ) 积极培养业务干部
,

提高管理
、

生产
、

制药
、

销售等各类人员的科学水平与思想

水平
,

力求做到科学管理
、

科学生产
、

科学制药
。

对于野生药材的收购与利用要力求做到保

护资源与计划收购相照顾
,

切忌 “ 野蛮 ” 的和 “ 毁灭性 ” 的采药与收购
,

对于各种药材要做

到不霉
、

不烂
、

不蛀
、

不变质
,

尽可能做到综合利用
,

并不断提高药材利用率及药材效价
。

( 三 ) 加强调查研究
,

要很好地摸清我省的药用植物资源
。

加强情报与信息工作
,

以沟

通产销渠道
。

在生产中防治常见病
、

多发病药材的同时
,

也要重视防治疑难疾病及保健用药

的生产
。

要注意调查国内外市场的紧缺药品
,

如国内较需要高效价药
,

国外则需要滋补药
,

但又切忌盲 目发展
,

以避免造成药材积压现象
。

( 四 ) 加强协作
,

特别是不 同专业队伍人员的协作
,

破除不同专业的
“ 山头主义

” ,

要

共同协作
,

考证 与发掘传统的药材及各少数民族药材
,

还要不断扩大与寻找新的药材种类
,

以增加临床用药种类及扩大药材资源和提高药材的效价等
,

在这一方面植物学
、

化学
、

医学
、

药物学等学科的科研与生产人员之间的协作是特别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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