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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组植物的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与考证

龙正莉１ꎬ 杨立新２ꎬ 杨　 蓉３ꎬ 郎八一２ꎬ 王　 娟４∗

( １. 西南林业大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ꎬ 昆明 ６５０２２４ꎻ ２.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ꎬ 昆明 ６５０２０１ꎻ

３. 西南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昆明 ６５０２２４ꎻ ４. 西南林业大学 绿色发展研究院ꎬ 昆明 ６５０２２４ )

摘　 要: 牡丹干燥根皮自古以来就有入药的传统ꎬ尤其在中药和民族药中被广泛使用ꎮ 为阐明牡丹组植物

在古籍中的记载情况和民族药中的利用现状ꎬ该文对中国八部经典医学古籍、３７ 部地方志和民族药传统知

识进行整理ꎬ采用民族植物学编目方法ꎬ对牡丹组植物在古籍和民族药中的入药种类、地理分布、入药部位、
炮制方法和功效等相关传统知识进行考证和分析研究ꎮ 结果表明:古籍中记载的牡丹组植物种类被考证为

２ 种ꎬ分别为牡丹(Ｐａｅｏｎｉａ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和滇牡丹(Ｐ.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ꎬ有 １４ 种炮制方法和 １８ 类功效ꎻ现有 ９ 个民族

药使用 ４ 种牡丹组植物入药ꎬ为牡丹(Ｐ.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滇牡丹(Ｐ.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紫斑牡丹(Ｐ. ｒｏｃｋｉｉ)和四川牡丹

(Ｐ.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ꎻ在古籍和民族药中ꎬ牡丹(Ｐ.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入药的频率高于其他品种ꎻ古籍以根、丹皮和花入

药与民族药记载相一致ꎬ入药部位以根和丹皮的使用频率最高ꎮ 芍药属牡丹组植物有治疗糖尿病、高血压、
肺炎、急性高烧、乌头中毒、急性阑尾炎、中风、癫疾、炭疽ꎬ以及安神、润泽肌肤等多种药用、保健和护肤功

效ꎬ为该类植物资源的研发提供了知识原型和应用基础研究ꎮ
关键词: 牡丹组植物ꎬ 药用功效ꎬ 民族植物学ꎬ 古籍ꎬ 研究与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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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进步ꎬ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

提高ꎬ但同时也面临着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且类

型趋于复杂化等问题ꎬ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

癌症等成为世界性医学难题(赵能等ꎬ２０１７)ꎮ 伴

随西药研究成本愈来愈高ꎬ民族药逐渐体现出价

格低 廉、 功 效 多 样 和 副 作 用 小 等 特 点ꎮ 牡 丹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为芍药属牡丹组植物ꎬ在我

国具有悠久的栽培与药用历史(胡云飞ꎬ２０１５)ꎮ
牡丹不仅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ꎬ还具

有较高的食用价值ꎮ 牡丹干燥根皮(称“丹皮”)
作为传统中药ꎬ记载有清热凉血、活血化瘀等功

效ꎻ牡丹花具有治疗血中伏火、燥热和清热解毒等

作用ꎻ牡丹种子在民间常用于治疗腰腿疼痛ꎮ 现

代研究发现ꎬ牡丹还具有降血糖、抗炎、抑菌、镇
痛、调节心血管系统、抗肿瘤、清除自由基、抗氧化

等作用(王新娣等ꎬ２０１８)ꎮ 据中国药典(国家药典

委员会ꎬ２０１５)统计ꎬ中成药约有 ７８ 种以丹皮为主

要成分ꎬ可见牡丹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ꎬ但国内外

关于牡丹组植物传统知识的考证与研究较少ꎬ对
在中国古籍和民族药中记载情况的研究未见

报道ꎮ
药用民族植物学(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是研究

人类在民间传统疾病防治过程中利用植物预防疾

病和治疗疾病等方面的一门学科ꎬ其研究方法涉

及民族植物学、文化人类学、植物化学、药理学等

学科ꎬ其研究内容包含古籍和文献记载有关药用

植物传统医药知识的考证ꎬ及其民族民间传统医

药知识的调查和编目ꎬ药用植物资源种类鉴定、分
类、药用成分分析、活性成分筛选、开发利用和保

护等(裴盛基和淮虎银ꎬ２００７)ꎮ 本研究应用药用

民族植物学的方法从古籍和民族医药记载入手ꎬ
了解牡丹组植物在古籍和民族药中的记载情况ꎬ
对牡丹组植物的入药种类、地理分布、入药部位、
炮制方法和功效等进行民族植物学研究和考证ꎬ
充分挖掘牡丹组植物在药用和护肤等方面的传统

知识原型ꎬ为新药、保健品和护肤品的研发提供知

识原型ꎬ同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民族药的持续

利用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ꎮ

１　 材料与方法

应用药用民族植物学方法对中国古籍和民族

药记载的牡丹相关传统医学知识进行考证ꎮ 以牡

丹为关键词在 «四库全书» «中华大典生物学

典植物分典» «中国民族药志要»和«中国民族

药词典»中进行检索ꎬ统计芍药属牡丹组植物药用

传统知识相关信息ꎬ包括入药种类、地理分布、入
药部位、炮制方法和功效等进行民族植物学编目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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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量化统计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四库全书» 中搜集和整理有关牡丹词条

１ ０９７条ꎬ药方共 ９９０ 条ꎮ 本文总结了八部经典医

学古籍(«外台秘要方» «备急千金要方» «太平惠

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纂要» «证类本草» «本草

纲目» «神农本草经疏» «普济方»)中牡丹组植物

入药种类、入药部位、炮制方法和功效等(孙思邈ꎬ
６５２ꎻ王焘ꎬ７５２ꎻ陈承ꎬ１０７８ꎻ唐慎微ꎬ１０８２ꎻ朱梓ꎬ
１４０６ꎻ李时珍ꎬ１５９６ꎻ缪希雍ꎬ１６２５ꎻ徽宗ꎬ１６８１ꎻ纪
昀ꎬ１９９７)ꎮ 在古籍研究的基础上ꎬ对«中华大典
生物学典植物分典»中牡丹的古代(指宋朝至清

朝)产地进行分析ꎬ共有 ３７ 部地方志有牡丹产地

的记载ꎬ即«宁夏新志» «上海志» «湖广岳州志»
«太原县志»«铜陵县志» «安溪县志» «九江府志»
«赣州府志» «青州府志» «通州志» «陕西通志»
«贵州通志» «福州府志» «兰州志» «温州府志»
«山西通志»«江都县志» «长沙府志» «云南府志»
«西藏志» «宁波府志» «合肥县志» «甘肃通志»
«江西新城县志»«澳门纪略» «广西通志» «重庆府

志»«重修成都县志» «吉林通志» «广州府志» «赤
城志»«偃师县志» «松江府志» «建平县志» «琼山

县志»«哈密志»和«循化厅志» (中国科学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ꎬ２０１８)ꎮ «中国民族药志要»和«中国

民族药辞典»中统计显示中国 ９ 个民族药记载有 ４
种牡丹组植物多个部位入药的记录ꎮ 因此ꎬ牡丹

组植物在民族民间传统医药知识中具有丰富的药

用、保健和护肤等功效ꎮ
２.１ 古籍中牡丹组植物的民族植物学考证

２.１.１ 牡丹组植物的入药种类 　 通过对比分析八

部经典医学古籍与«中国植物志»和«中国药典»
对牡丹植物形态、性状、花色及药用功效的描述ꎬ
将古籍记载的牡丹组植物考证为 ２ 种ꎬ即牡丹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和黄牡丹(Ｐ.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ꎬ其中

牡丹入药的频率(９９.９１％)远高于黄牡丹(０.０９％)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ꎬ２００４ꎻ国家

药典委员会ꎬ２０１５)ꎮ 黄牡丹后经研究属于滇牡丹

复合群(Ｐａｅｏｎｉａ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Ｆｒａｎｃｈ. ｃｏｍｐｌｅｘ)中的黄

花类型ꎬ滇牡丹复合群花色极为丰富ꎬ从深紫色、
红色、橙色、黄色、黄中带紫或橙色斑块ꎬ直至白

色ꎬ甚至在同一居群中也出现不同花色的个体ꎬ其
中黄色是较为常见的花色(洪德元ꎬ２０１６)ꎮ 考虑

到黄牡丹为古籍记载名ꎬ为保持古籍资料来源和

目前滇牡丹分类最新研究结果的一致性ꎬ该文均

述为“滇牡丹(Ｐ.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ꎮ
２.１.２ 牡丹组植物的古今分布 　 从宋朝至清朝各

地方志记载中可知ꎬ牡丹组植物的古代地理分布

主要以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上海、河北、河
南、山西、山东、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
藏、四川、重庆、云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
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澳门、海南等地

为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ꎬ２０１８)ꎮ 现代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８ 年)地理分布主要以黑龙江、吉
林、辽宁、北京、上海、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
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四川、重庆、云
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贵州和内蒙古等

地为主(沈荫椿ꎬ２０００ꎻ胡云飞ꎬ２０１５ꎻ张晓骁等ꎬ
２０１７ꎻ周聿ꎬ２０１８)ꎮ 对比古今分布情况表明ꎬ黑龙

江、吉林、辽宁、北京、上海、河北、河南、山西、山
东、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四川、重
庆、云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和贵州这 ２４
个省(区)牡丹组植物古今都有分布ꎻ江西、福建、
广东、广西、澳门和海南只有古代分布ꎻ内蒙古只

有现代分布ꎮ 古代主要集中分布在西南部、西北

部、东北部、东南部、中部至南部地区ꎻ现代分布主

要集中在西南部、西北部、东北部、中部至北部ꎮ
从牡丹组植物古今分布状况可知ꎬ该组植物的分

布总体呈从南向北移动的趋势ꎮ
２.１.３ 牡丹组植物的入药部位　 牡丹自古以来就有

入药的传统ꎮ 丹皮在中国作为传统中药入药已有

２ ０００多年的历史ꎬ是中医临床常用药材之一ꎬ在多

部中医药典籍中均有记载(曹春泉ꎬ２０１３)ꎮ 通过对

八部经典医学古籍中牡丹组植物的入药部位出现

频率统计考证显示ꎬ入药部位有根皮(丹皮) (９８.
３８％)、根(１.１８％)、花(０.４４％)ꎬ以丹皮入药为主ꎬ
且丹皮入药在中国药用历史久远和广泛ꎮ
２.１.４ 牡丹组植物的炮制方法 　 炮制方法是传统

制药技术的集中体现和核心ꎮ 经炮制后的药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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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药效得到提高ꎬ且方便存储ꎬ是中医临床用药

的必备工序(田志强和柯桂兰ꎬ２００９)ꎮ 丹皮炮制

最早见于中国梁代陶宏景所撰«集注»中的“皆槌

破ꎬ去心”和«雷公炮灸论»中记载的“丹皮木心不

入药ꎬ需去之” (李方军ꎬ２００４)ꎮ 在八部经典医书

古籍中牡丹组植物的炮制方法共有 １４ 种ꎬ包括

末、煎、制丸、炒、捣、去心、锉、筛、去滓、切、咀、浸、
炙和其他(图 １)ꎮ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古人炮制牡丹

组植物的方法主要以末(２７％)、煎(１３％)和制丸

(１１％)为主ꎮ
根据药材药性和功效不同ꎬ炮制方法也不同ꎮ

古籍中末法分研末、捣末、细末和粗末等ꎬ八部古

籍中均有此法的记载ꎬ如«本草纲目»中«草之三»
的“伤损瘀血:牡丹皮二两ꎬ虻虫二十一枚(熬过同

捣末)”等(李时珍ꎬ１５９６)ꎮ 煎法可增加药物在水

中的溶解度ꎬ充分发挥药物的疗效ꎮ 因药材性质

和用途不同ꎬ煎煮时间有区别ꎬ以及煎煮前采用的

处理方法也不尽相同ꎮ 不同的处理方法会导致同

一药物在用途和疗效上有区别ꎬ其中牡丹组植物

煎的炮制方法在«外台秘要方» «备急千金要方»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圣济总录纂要» «本草纲

目»«神农本草经疏»和«普济方»这七部古籍中均

有记载ꎬ但不尽相同ꎮ 制丸法具有方便携带和服

用、衡量剂量等优点ꎬ在«外台秘要方» «备急千金

要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本草纲目» «神农本

草经疏»和«普济方»这六部古籍中均有此法的记

载ꎬ如«本草纲目»中«菜之三» “紫芝丸”中丹皮的

炮制方法“为末ꎬ炼蜜丸梧子大”(李时珍ꎬ１５９６) ꎮ
古代药材的炮制方法与现代中药的炮制方法基本

一致ꎬ均以末、煎和制丸为主ꎮ

Ａ. 末ꎻ Ｂ. 煎ꎻ Ｃ. 丸ꎻ Ｄ. 炒ꎻ Ｅ. 捣ꎻ Ｆ. 去心ꎻ Ｇ. 锉ꎻ Ｈ. 筛ꎻ Ｉ. 去滓ꎻ Ｊ. 切ꎻ Ｋ. 咀ꎻ Ｌ. 浸ꎻ Ｍ. 炙ꎻ Ｎ. 其他ꎮ
Ａ. Ｐｏｗｄｅｒꎻ Ｂ. Ｔｏ ｐａｎ ｆｒｙꎻ Ｃ. Ｐｉｌｌꎻ Ｄ. Ｓｔｉｒ￣ｆｒｙꎻ Ｅ. Ｍａｓｈꎻ Ｆ. Ｄｉｓｃ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ｉｔｈ ｏｆ ｐｌａｎｔꎻ Ｇ. Ｆｉｌｅꎻ Ｈ. Ｓｉｅｖｅꎻ Ｉ.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ꎻ
Ｊ. Ｃｕｔꎻ Ｋ. Ｃｈｅｗꎻ Ｌ. Ｓｏａｋꎻ Ｍ. Ｂｒｏｉｌꎻ Ｎ. Ｏｔｈｅｒｓ.

图 １　 古籍中牡丹组植物炮制方法的频率统计
Ｆｉｇ. １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ｓｅｃｔ. Ｍｏｕｔａ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２.１.５ 牡丹组植物的功效 　 根据牡丹组植物的功

效分类统计显示可分为 １８ 类ꎬ包括治疗月经不

调、寒热、益气补虚、活血化瘀、腹胀腹痛、清热解

毒、疮、腰痛、痢疾、肾虚、痜疝、小儿惊痫、舒筋活

血、食欲不振、利尿、吐血ꎬ以及安神和其他 (图

２)ꎬ其中主要以治疗月经不调、寒热、益气补虚、活
血化瘀这 ４ 类所占比重较大ꎬ分别占 ２５％、１１％、
６％和 ６％ꎮ 治疗月经不调在«外台秘要方» «备急

千金要方»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证类本草» 和

«普济方» 等古籍中均有记载ꎬ如«证类本草» 中

«卷第九»“牡丹ꎬ能治冷气ꎬ散诸痛ꎬ治女子经脉不

通ꎬ血沥腰疼” (唐慎微ꎬ１０８２)ꎮ 治疗寒热在«太

平惠民和剂局方» «圣济总录纂要» «本草纲目»
«神农本草经疏»和«普济方»等古籍中均有描述ꎬ
如«普济方»中«卷三百二十七 　 妇人诸疾门»曰

“发寒热者ꎬ加乾生姜丹皮芍药” (朱梓ꎬ１４０６)ꎮ
益气补虚的功效的描述也见于«外台秘要方» «备
急千金要方»«本草纲目»和«神农本草经疏»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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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月经不调ꎻ Ｂ. 寒热ꎻ Ｃ. 益气补虚ꎻ Ｄ. 活血化瘀ꎻ Ｅ. 腹胀腹痛ꎻ Ｆ. 清热解毒ꎻ Ｇ. 疮ꎻ Ｈ. 腰痛ꎻ Ｉ. 痢疾ꎻ Ｊ. 肾虚ꎻ Ｋ. 痜疝ꎻ
Ｌ. 小儿惊痫ꎻ Ｍ. 舒筋活血ꎻ Ｎ. 食欲不振ꎻ Ｏ. 利尿ꎻ Ｐ. 吐血ꎻ Ｑ. 安神ꎻ Ｒ. 其他ꎮ
Ａ.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ꎻ Ｂ. Ｃｈｉｌｌ ａｎｄ ｆｅｖｅｒꎻ Ｃ. Ｔｏｎｉｆｙ ｑｉ ａｎｄ ｔｏｎｉｆｙ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ꎻ 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ｓｔａｓｉｓꎻ
Ｅ.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ｄｉｓ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ｐａｉｎꎻ Ｆ.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ꎻ Ｇ. Ｗｏｕｎｄꎻ Ｈ. Ｌｕｍｂａｇｏꎻ Ｉ. Ｄｙｓｅｎｔｅｒｙꎻ Ｊ.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ｄｎｅｙꎻ Ｋ.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ｈｅｒｎｉａꎻ Ｌ. Ｃｈｉｌｄ ｆｒｉｇｈｔ ｅｐｉｌｅｐｓｙꎻ Ｍ. Ｓｏｏｔｈｅ ｔｈｅ ｓｉｎｅｗ ａｎｄ ｑｕｉｃｋｅｎ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ｄ ｆｌｏｗꎻ Ｎ. Ｌｏｓｓ ｏｆ ａｐｐｅｔｉｔｅꎻ
Ｏ. Ｄｉｕｒｅｔｉｃꎻ Ｐ. Ｓｐｉｔ ｂｌｏｏｄꎻ Ｑ. Ｔｒａｎｑｕ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ｄꎻ Ｒ. Ｏｔｈｅｒ.

图 ２　 古籍中牡丹组植物功效的频率统计
Ｆｉｇ. 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ｓｅｃｔ. Ｍｏｕｔａ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籍中ꎬ如«本草纲目»中«草之八» “地黄、山茱萸、
茯苓、丹皮ꎬ皆肾经之药” (李时珍ꎬ１５９６)ꎮ 此外ꎬ
在古籍药方中还记载有用于治疗糖尿病、癫疾、急
性阑尾炎、中风、骨类疾病、无汗骨蒸、耳聋耳鸣、
跌打损伤、四肢麻木、搔疹和牙疼等病症的功效ꎬ
约占统计的 １２％ꎮ
２.２ 牡丹组植物在民族药中传统知识的考证

民族医药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ꎬ包括

中医药、民族医药和民间医药三部分 (诸国本ꎬ
２０００)ꎮ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ꎬ中国民族医药的

发展呈逐渐衰退的趋势(诸国本ꎬ２００６)ꎮ 主要原

因是大部分少数民族缺乏文字记载ꎬ其疾病治疗

和用药经验等传统知识大多通过言传身教得以传

承ꎮ 然而ꎬ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

和主流文化入侵等的影响ꎬ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正

在面临着被同化而逐步流失的危险ꎬ其传统医药

知识也因缺少文字记载和传承人而逐渐被遗忘ꎮ
本研究通过整理民族药中牡丹组植物的传统知识

原型ꎬ以药用功效为导向ꎬ挖掘其潜在的药用和护

肤价值ꎬ从而提高人们对民族药传统知识的传承

与保护ꎬ为牡丹组植物的开发利用及临床新药研

发提供理论基础ꎬ也为制定传统文化知识的具体

保护制度提供依据ꎮ
«中国民族药志要»和«中国民族药辞典»记载

有藏族、白族、苗族、朝鲜族、纳西族、土家族、毛南

族、瑶族和羌族等 ９ 个少数民族使用 ４ 种牡丹植物

(牡丹、滇牡丹、紫斑牡丹和四川牡丹)入药(贾敏

如和李星炜ꎬ２００５ꎻ贾敏如和张艺ꎬ２０１５ꎻ洪德元

等ꎬ２０１７)ꎮ ４ 种牡丹植物在民族药中的使用频率

分别为牡丹(４７.０６％)、滇牡丹(２９.４２％)、紫斑牡

丹(１１.７６％)和四川牡丹(１１.７６％)ꎮ
２.２.１ 牡丹组植物在民族药中的当地名和药用部

位　 不同的民族对同一物种有不同的名称命名ꎬ
也是文化多样性的反映ꎮ «中国民族药辞典»记载

了 ７ 个少数民族对牡丹植物命名的差异(表 １)ꎬ如
牡丹(Ｐ.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在不同的民族药中分别被命

名为班玛、拉豆玛尔保、花仙子、牡丹皮、��(毛

冉)、丹皮和妈蛮ꎻ滇牡丹(Ｐ.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在藏药中被

命名为牡丹、班玛、柏马玛保ꎻ紫斑牡丹在藏药和

羌药中被命名为柏马嘎保、格依郎帕思杯和粉丹ꎻ
四川牡丹在藏药和羌药中被命名为拉豆玛保、日
麦格兰巴思柏和粉丹ꎮ 这反映了在长期的生产和

生活实践中ꎬ不同民族对牡丹组植物的认知及其

２１３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传统医药知识的多样性ꎬ也显示了这些民族用牡

丹组植物在治疗疾病功效和方法上的多样性ꎮ

表 １　 牡丹组植物的民族药当地名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ｏｆ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ｓｅｃｔ. Ｍｏｕｔａｎ ｐｌａｎｔｓ

民族药
Ｅｔｈ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使用种类
Ｔｙｐｅ ｏｆ ｕｓｅ

当地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藏药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牡丹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班玛ꎬ拉豆玛尔保
Ｂａｎ Ｍａꎬ Ｌａ Ｄｏｕ Ｍａ Ｅｒ Ｂａｏ

藏药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滇牡丹
Ｐ.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牡丹ꎬ班玛ꎬ柏马玛保
Ｍｕ Ｄａｎꎬ Ｂａｎ Ｍａꎬ Ｂｏ Ｍａ
Ｍａ Ｂａｏ

藏药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紫斑牡丹
Ｐ. ｒｏｃｋｉｉ

柏马嘎保
Ｂｏ Ｍａ Ｊｉａ Ｂａｏ

藏药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四川牡丹
Ｐ.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

拉豆玛保
Ｌａ Ｄｏｕ Ｍａ Ｂａｏ

羌药
Ｑｉａｎｇ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紫斑牡丹
Ｐ. ｒｏｃｋｉｉ

格依郎帕思杯ꎬ粉丹
Ｇｅ Ｙｉ Ｌａｎｇ Ｐａ Ｓｉ Ｂｅｉꎬ
Ｆｅｎ Ｄａｎ

羌药
Ｑｉａｎｇ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四川牡丹
Ｐ.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

日麦格兰巴思柏ꎬ粉丹
Ｒｉ Ｍａｉ Ｇｅ Ｌａｎ Ｂａ Ｓｉ Ｂａｉꎬ
Ｆｅｎ Ｄａｎ

苗药
Ｍｉａｏ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牡丹
Ｐ.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花仙子ꎬ牡丹皮
Ｈｕａ Ｘｉａｎ Ｚｉꎬ Ｍｏｕｔａｎ Ｃｏｒｔｅｘ

朝药
Ｋｏｒｅ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牡丹
Ｐ.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毛冉)
Ｍａｏ Ｒａｎ

瑶药
Ｙａｏ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牡丹
Ｐ.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丹皮
Ｍｏｕｔａｎ ｃｏｒｔｅｘ

土家药
Ｔｕｊｉａ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牡丹
Ｐ.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丹皮
Ｍｏｕｔａｎ ｃｏｒｔｅｘ

毛南药
Ｍａｏｎ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牡丹
Ｐ.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妈蛮
Ｍａ Ｍｕａｎ

　 　 牡丹、滇牡丹、紫斑牡丹和四川牡丹等植物在

藏药、羌药、白药、苗药、朝药、瑶药、纳西药、毛南

药和土家药等民族药中均有记载ꎬ在这些民族药

中入药部位以根和丹皮为主ꎬ占比最高达４４.４４％ꎬ
其他 依 次 为 花 ( １６. ６７％)、 叶 ( １６. ６７％)、 种 子

(１１.１％)和全株(１１.１１％)ꎮ 在民族药中ꎬ其中以

根和丹皮入药频率最高的为藏药(３１.２５％)ꎬ其次

是纳西药(１８.７５％)ꎬ入药频率最低的为朝药、土
家药、毛南药和瑶药ꎬ均只占 ６.２５％(图 ３)ꎮ 其他

部位如花、叶、种子和全株入药频率最高的均为

藏药ꎮ
２.２.２ 牡丹组植物在民族药中的功效 　 通过牡丹

组植物在民族药中入药功效的统计显示ꎬ根和丹

Ａ. 藏药ꎻ Ｂ. 纳西药ꎻ Ｃ. 白药ꎻ Ｄ. 羌药ꎻ Ｅ. 朝药ꎻ Ｆ. 土家

药ꎻ Ｇ. 毛南药ꎻ Ｈ. 瑶药ꎮ
Ａ.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ꎻ Ｂ. Ｎａｘｉ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ꎻ Ｃ. Ｂａｉ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ꎻ
Ｄ. Ｑｉａｎｇ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ꎻ 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ꎻ Ｆ. Ｔｕｊｉａ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ꎻ
Ｇ. Ｍａｏｎ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ꎻ Ｈ. Ｙａｏ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图 ３　 民族药中牡丹组植物根和丹皮使用的频率统计
Ｆｉｇ. ３　 Ｕｓ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ｕｔａｎ ｃｏｒｔｅｘ

ｏｆ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ｓｅｃｔ. Ｍｏｕｔａ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皮在藏药、纳西药、羌药、白药、朝药、土家药、瑶药

和毛南药中有治疗高血压、急性阑尾炎、大叶性肺

炎、乌头中毒、炭疽、痈肿疮毒、跌打伤痛、炎症、急
性高烧、经闭、神经性皮炎和鼻炎等功效(表 ２)ꎮ
牡丹植株的相同器官在不同的民族药中其功效有

差异ꎬ在藏药、纳西药、白药中均有治疗鼻炎的功

效ꎬ但藏药中是针对梅毒性鼻炎的治疗ꎬ而纳西药

和白药则是治疗过敏性鼻炎ꎮ 根和丹皮的功效在

不同的民族药的治疗功效方面又存在许多相同之

处ꎬ在纳西药、羌药、白药、朝药、土家药、瑶药中均

有治疗吐血衄血的功效ꎻ在纳西药、白药、朝药、土
家药、瑶药中均有治疗经闭痛经的功效ꎮ 除根与

丹皮以外ꎬ其他器官的药用功效也有类似情况ꎬ如
在藏药和苗药中ꎬ花均有治疗皮肤病、炎症、润颜

色和润泽肌肤等功效ꎬ叶均有治疗皮肤病等功效ꎻ
藏药中ꎬ牡丹种子有治疗皮肤病、炭疽、高烧的功

效ꎻ全株有治疗胁肋疼痛、痢疾腹痛、自汗盗汗、阴
虚发热ꎬ月经不调和崩漏的功效ꎮ

３　 讨论与结论

本文通过对牡丹组植物在古籍中的药用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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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民族药中牡丹组植物各药用部位的功效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ｓｅｃｔ. Ｍｏｕｔａｎ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民族药
Ｅｔｈ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使用种类
Ｔｙｐｅ ｏｆ ｕｓｅ

使用部位
Ｐａｒｔ ｕｓｅｄ

功效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藏药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牡丹ꎬ滇牡丹ꎬ紫斑牡
丹ꎬ四川牡丹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ꎬ
Ｐ.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ꎬ Ｐ. ｒｏｃｋｉｉꎬ
Ｐ.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

根和丹皮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ｍｏｕｔａｎ
ｃｏｒｔｅｘ

治疗炎症ꎬ急性高烧ꎬ梅毒性鼻炎ꎬ炭疽ꎬ乌头中毒等
Ｔ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ꎬ ａｃｕｔｅ ｈｉｇｈ ｆｅｖｅｒꎬ ｓｙｐｈｉｌｉｔｉｃ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ꎬ ａｎｔｈｒａｘꎬ
ａｃｏｎｉｔｅ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ꎬ ｅｔｃ.

纳西药
Ｎａｘｉ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牡丹ꎬ滇牡丹
Ｐ.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ꎬ
Ｐ.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根和丹皮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ｍｏｕｔａｎ ｃｏｒｔｅｘ

治疗过敏性鼻炎ꎬ温毒发斑ꎬ吐血衄血ꎬ夜热早凉ꎬ无汗骨蒸ꎬ经闭
痛经ꎬ痈肿疮毒ꎬ跌打伤痛等
Ｔｒｅａｔ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ꎬ ｈｅａｔ ｔｏｘｉｎ ｗｉｔｈ ｓｋｉｎ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ꎬ ｂｌｏｏｄ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ꎬ ｎｉｇｈｔ ｆｅｖｅｒ ａｂａｔｉｎｇ ａｔ ｄａｗｎꎬ ｎｏ ｓｗｅａｔ
ａｎｄ ｂｏｎｅ ｓｔｅａｍｉｎｇꎬ ａ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 ｄｙｓ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ꎬ ｃａｒｂｕｎｃｌｅ ａｎｄ ｓｋｉｎ
ｕｌｃｅｒꎬ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ｐａｉｎꎬｅｔｃ.

羌药
Ｑｉａｎｇ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紫斑牡丹ꎬ四川牡丹
Ｐ. ｒｏｃｋｉｉꎬ
Ｐ.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

根和丹皮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ｍｏｕｔａｎ ｃｏｒｔｅｘ

治疗热人血分ꎬ发斑ꎬ吐血ꎬ便血ꎬ惊痫等
Ｔｒｅａｔ ｈｏｔ ｂｌｏｏｄ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ａｃｕｌｅｓꎬ ｓｐｉｔ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ꎬ ｈｅｍａｔｏｃｈｅｚｉａꎬ ｆｒｉｇｈｔ
ｅｐｉｌｅｐｓｙꎬｅｔｃ.

白药
Ｂａｉ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牡丹ꎬ滇牡丹
Ｐ.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ꎬ
Ｐ.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根和丹皮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ｍｏｕｔａｎ
ｃｏｒｔｅｘ

治疗热病吐血ꎬ血热斑疹ꎬ急性阑尾炎ꎬ血瘀痛经ꎬ经闭腹痛ꎬ跌打
瘀血作痛ꎬ高血压ꎬ神经性皮炎ꎬ过敏性鼻炎等
Ｔｅａｔ ｓｐｉｔ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ｄｕｅ ｔｏ ｆｅｖｅｒꎬ ｂｌｏｏｄ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ｍａｃｕｌａꎬ ａｃｕｔｅ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ｉｔｉｓꎬ
ｄｙｓ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 ｄｕｅ ｔｏ ｂｌｏｏｄ ｓｔａｓｉｓꎬ ａ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ｐａｉｎꎬ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ｐａｉｎꎬ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ꎬ ｎｅｕｒｏ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ꎬ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ꎬｅｔｃ.

朝药、土家药、瑶药
Ｋｏｒｅ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Ｔｕｊｉａ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Ｙａｏ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牡丹
Ｐ.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根和丹皮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ｍｏｕｔａｎ ｃｏｒｔｅｘ

治疗吐血ꎬ衄血ꎬ经闭ꎬ痈肿疮毒ꎬ消化不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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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民间的药用研究ꎬ在古籍和民族药研究的

基础上ꎬ结合现代研究了解牡丹组植物资源的利

用现状ꎬ为牡丹组植物多方位的深入研究提供了

科学依据ꎬ以及合理利用提出了一些科学建议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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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药用传统知识的保护与民族药发展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ꎬ可进一步提高牡丹组植物资源的综合

开发与利用价值ꎬ将有利于实现产业化种植及市

场的开发应用ꎮ
３.１ 丰富牡丹组植物药用种类的研究与利用

通过对牡丹组植物在古籍和民族药中的考证

和药用民族植物学研究ꎬ在中国八部经典医学古

籍中牡丹组植物入药的种类有 ２ 种ꎬ分别为牡丹

和滇牡丹ꎬ而在民族药中ꎬ现有 ９ 个民族使用 ４ 种

牡丹组植物入药ꎬ分别为牡丹、滇牡丹、紫斑牡丹

和四川牡丹ꎬ其中在古籍记载和民族药研究中均

以牡丹入药的频率最高ꎮ 目前ꎬ全国牡丹药用原

植物有凤丹(Ｐ. ｏｓｔｉｉ)、牡丹、滇牡丹、紫斑牡丹、四
川牡 丹 和 矮 牡 丹 ( Ｐ. Ｊｉ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 方 前 波 等ꎬ
２００４)ꎬ在药用原植物种类上均包含了古籍和民族

药记载的牡丹种类ꎻ同时ꎬ民族药中药用牡丹的种

类还包含了古籍记载的牡丹种类ꎬ说明古代、现代

民族药在药用牡丹种类的使用上具有一致性和多

样性的特征ꎬ反映了从古至今药用牡丹种类的利

用呈不断丰富的发展趋势ꎮ 因此ꎬ在牡丹组植物

的利用中ꎬ应不断完善药用种类的研究与合理利

用ꎬ使其被广泛用于现代疾病的治疗ꎮ
３.２ 深入开展牡丹组植物不同药用部分活性成分

及其功效的研究

根和丹皮作为牡丹组植物入药的主要部位ꎬ
在古代牡丹组植物入药的记载中ꎬ丹皮的使用占

９８.３８％ꎬ民族药中根和丹皮的使用占 ４４.４４％ꎮ 现

代研究表明ꎬ牡丹主要含有丹皮酚、多糖和黄酮等

化学成分ꎬ丹皮中的丹皮酚具有保肝护肾、抗炎、
镇静、降温、解热和镇痛等功效ꎬ多糖可治疗糖尿

病ꎬ滇牡丹种皮中的黄酮有降低胆固醇和改善血

液循环等药理作用(李方军ꎬ２００４ꎻ许玲等ꎬ２０１２ꎻ
王松苗ꎬ２０１２ꎻ潘温文ꎬ２０１５)ꎬ这与古籍和民族药

记载的相一致ꎬ揭示了前人在使用牡丹植物进行

疾病防治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科学性ꎮ 另外ꎬ在古

籍和民族药研究中ꎬ牡丹组植物的根和丹皮具有

多重功效ꎬ如何合理、科学地应用牡丹组植物进行

复杂多变的疾病防治ꎬ将是现代中药和新药研发

重点关注的方向ꎮ 同时ꎬ据民族药记载ꎬ除牡丹组

植物的根和丹皮外ꎬ花、叶和种子对皮肤护理具有

良好的疗效ꎮ 因此ꎬ不同部位具有不同的药用价

值ꎬ在牡丹组植物药性和功效差异的研究中ꎬ对引

起功效差异的有效活性成分进行区分ꎬ为更好发

挥药材的疗效提供科学依据ꎬ为牡丹组植物资源

的合理应用和可持续发展奠定理论基础ꎮ
３.３ 规范牡丹药材炮制方法的质量标准

炮制方法是影响牡丹药效的关键因素之一ꎮ
炮制方法的不同会导致药材的疗效和功效存在差

异ꎮ 前人使用牡丹组植物入药时以末、煎和制丸

为主ꎬ经过末工序后进行煎或制丸ꎬ水提法是使用

牡丹药材时占主体地位的炮制方法之一ꎮ 在现代

中药的研究中ꎬ熊艳等(２０１４)比较了不同炮制方

法下丹皮酒炙品、生品、不同炒制品中丹皮酚、芍
药苷、总黄酮和总多糖等化学成分含量的变化ꎬ其
中酒炙品中丹皮酚和总黄酮的含量最高ꎬ炒黄品

中芍药苷的含量最高ꎬ生品中总多糖的含量最高ꎬ
而炒至焦黑品中丹皮酚、芍药苷、总黄酮和总多糖

的含量最低ꎮ 黄绮韵等(２０１６)对比在不同炮制时

间下丹皮中没食子酸、５￣羟甲基糠醛、儿茶素和丹

皮酚含量的变化ꎬ研究显示丹皮中这四种化学成

分的含量随着炒制时间的延长和炮制程度的加深

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ꎮ 因此ꎬ不同炮制方法和炮

制时间对牡丹药材中化学成分含量的影响较大ꎬ
应根据牡丹组植物药性的差异科学地规范牡丹药

材的炮制方法ꎬ形成统一的质量标准ꎬ避免药材有

效成分的减少而影响其疾病治疗的药效ꎮ
３.４ 加强牡丹组植物资源的保护和产业化种植

牡丹组植物资源在我国分布广泛(张晓骁等ꎬ
２０１７)ꎮ 对比宋朝至清朝 ３７ 部地方志中牡丹组植

物的产地与现代分布情况发现ꎬ牡丹组植物资源

分布范围不断缩小ꎬ且呈由南向北移动的趋势ꎮ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过程中使得气候带范围向高纬

度地区移动ꎬ逐渐缩小了耐寒动植物的生存空间ꎬ
加剧了物种灭绝等ꎬ全球气候变暖可能是引起植

物物种分布格局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黎磊和陈

家宽ꎬ２０１４ꎻ肖宜安等ꎬ２０１５)ꎮ 另外ꎬ由于缺乏人

工驯化的牡丹组植物的天然分布区域ꎬ人们为了

获取野生药用植物及其药用的经济价值ꎬ过度采

挖、大规模地扩大耕地面积ꎬ致使野生种源和生境

遭到严重破坏ꎬ这也是牡丹组植物资源分布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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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和濒危的一个重要原因(潘温文ꎬ２０１５)ꎮ 因

此ꎬ有必要对牡丹组植物资源实施保护和产业化

种植ꎬ为后续实现观赏、药用和油用相结合的牡丹

产业化开发与应用做好前期工作ꎮ
随着近年来我国中药和新药研发进程的加

快ꎬ走上规范化、科学化管理的道路已是现代中医

药面临的主要问题(戎文慧等ꎬ２０１１)ꎮ 由牡丹组

植物资源的利用现状可知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

对牡丹植物的使用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性ꎬ在保障

牡丹组植物药材质量的基础上如何使牡丹药材的

使用不断规范化和科学化ꎬ以及在日益复杂的疾

病治疗中更加合理和科学的应用等问题ꎬ将是牡

丹组植物研发重点关注的方向ꎮ 在该组植物药理

活性的研究中ꎬ应重点关注不同部位和不同炮制

方法引起该组植物功效差异的物质基础研究ꎬ为
更好地规范牡丹药材的使用提供科学依据ꎬ从而

为牡丹组植物的规范化管理和科学化应用奠定理

论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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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 ｈｔｔｐｓ:/ / ｃｔｅｘｔ.ｏｒｇ / ｗｉｋｉ.ｐｌ? ｉｆ ＝ｇｂ＆ｒｅｓ ＝ ４３３１７６＆ｒｅｍａｐ ＝
ｇｂ. [徽宗编ꎬ１６８１. 圣济总录纂要 [Ｍ/ ＯＬ]. 程林ꎬ 删
定. [２０１９－１１－０６]. ｈｔｔｐｓ:/ / ｃｔｅｘｔ.ｏｒｇ / ｗｉｋｉ.ｐｌ? ｉｆ ＝ ｇｂ＆ｒｅｓ ＝
４３３１７６＆ｒｅｍａｐ＝ｇｂ.]

ＦＡＮＧ ＱＢꎬ ＷＡＮＧ ＤＱꎬ ＰＥＮＧ ＨＳ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４.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Ｒｅｓ Ｐｒａｃｔ Ｃｈｉｎ
Ｍｅｄꎬ １８(２): ２０－ ２２. [方前波ꎬ 王德群ꎬ 彭华胜ꎬ 等ꎬ
２００４. 中国芍药属牡丹组的分类、分布与药用之间的关系
研究 [Ｊ]. 现代中药研究与实践ꎬ １８(２):２０－２２.]

ＨＯＮＧ ＤＹꎬ ＺＨＯＵ ＳＬꎬ ＨＥ ＸＪ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ｔｒｅｅ ｐｅｏｎｙ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５(７): ７８１－７９３. [洪德元ꎬ 周世良ꎬ
何兴金ꎬ 等ꎬ ２０１７. 野生牡丹的生存状况和保护 [Ｊ]. 生
物多样性ꎬ ２５(７):７８１－７９３.]

ＨＯＮＧ ＤＹꎬ２０１６.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ｕｒｓｕｉｔｓ ｎｅｅｄ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４(９): ９７９－
９９９. [洪德元ꎬ ２０１６. 生物多样性事业需要科学、可操作
的物种概念 [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２４(９):９７９－９９９.]

ＨＵ ＹＦꎬ ２０１５.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ｕｉｎ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ｅｎｇ ｄａ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 Ｈｅｆｅｉ: 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１ －
７９. [胡云飞ꎬ ２０１５. 基于药物分析组合技术研究凤丹药
材的道地性 [Ｄ]. 合肥:安徽中医药大学:１－７９.]

ＨＵＡＮＧ ＱＹꎬ ＺＨＯＵ ＳＪꎬ ＣＨＥＮ ＱＦ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
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ｍｏｕｔａｎ ｃｏｒｔｅｘ ｃｈａｒｃｏａｌ [Ｊ]. Ｊ Ｃｈｉｎ Ｍｅｄ Ｍａｔꎬ ３９
(５): １０２４ － １０２７. [黄 绮 韵ꎬ 周 苏 娟ꎬ 陈 求 芳ꎬ 等ꎬ
２０１６. 牡丹皮炭不同炮制程度的多成分含量变化研究
[Ｊ]. 中药材ꎬ ３９(５):１０２４－１０２７.]

ＪＩ Ｙꎬ ＬＵ ＸＸꎬ ＳＵＮ ＳＹꎬ １９９７.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ｔｒｅａｓｕｒｉｅｓ ( Ｒｅｖ. ｅｄ.) [ 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２２６７. [纪昀ꎬ 陆锡熊ꎬ 孙士毅ꎬ １９９７. 钦定四
库全书总目(整理本) [Ｍ]. 上海:中华书局:１－２２６７.]

ＪＩＡ ＭＲꎬ ＬＩ ＸＷꎬ ２００５. 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Ｍｉｎｚｕ Ｙａｏｚｈｉ Ｙａｏ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４３８－４４０. [贾敏如ꎬ
李星炜ꎬ ２００５. 中国民族药志要 [Ｍ]. 北京:中国医药科
技出版社:４３８－４４０.]

ＪＩＡ ＭＲꎬ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２０１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５８２－５８３. [贾 敏 如ꎬ 张 艺ꎬ ２０１５. 中 国 民 族 药 辞 典
[Ｍ].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５８２－５８３.]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ｎｏｎꎬ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ｎ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ｃａｎｏｎ Ⅱ
[Ｍ].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５０９－
５４４.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ꎬ ２０１８. 中华大典生物
学典植物分典二 [Ｍ].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５０９－５４４.]

ＬＩ ＦＪꎬ ２００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ｔｅｘ ｍｏｕｔａｎ [ Ｊ]. Ａｎｈｕｉ Ｍｅｄ
Ｐｈａｒｍ Ｊꎬ ８(１): ９－１０. [李方军ꎬ ２００４. 牡丹皮化学成分
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Ｊ]. 安徽医药ꎬ ８(１):９－１０.]

ＬＩ Ｌꎬ ＣＨＥＮ ＪＫꎬ ２０１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ｗｉｌ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Ｊ].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Ｓｃｉꎬ ２２(５):
５４９－５６３. [黎磊ꎬ 陈家宽ꎬ ２０１４. 气候变化对野生植物的影
响及保护对策 [Ｊ]. 生物多样性ꎬ ２２(５):５４９－５６３.]

ＬＩ ＳＺꎬ １５９６.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Ｍ/ ＯＬ]. [２０１９－
１１－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ｃｔｅｘｔ.ｏｒｇ / ｗｉｋｉ.ｐｌ? ｉｆ ＝ ｇｂ＆ｒｅｓ ＝ ８＆ｒｅｍａｐ ＝
ｇｂ. [李时珍ꎬ １５９６. 本草纲目 [Ｍ/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ｃｔｅｘｔ.ｏｒｇ / ｗｉｋｉ.ｐｌ? ｉｆ ＝ｇｂ＆ｒｅｓ＝ ８＆ｒｅｍａｐ＝ｇｂ.]

ＭＩＡＯ ＸＹꎬ １６２５. Ｓｈｅｎｎｏ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Ｊｉｎｇｓｈｕ [ Ｍ/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ｃｔｅｘｔ.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ｐｌ? ｉ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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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ｒｅｓ＝ ３１５７３４＆ｒｅｍａｐ ＝ ｇｂ. [缪希雍ꎬ１６２５. 神农本草经
疏[Ｍ/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ｃｔｅｘｔ.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ｐｌ?
ｉｆ ＝ｇｂ＆ｒｅｓ＝ ３１５７３４＆ｒｅｍａｐ＝ｇｂ.]

ＰＡＮ ＷＷꎬ ２０１５. Ｕｎｉｑｕｅ ｗｉｌｄ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Ｊ].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ｔꎬ (１２): ５６－５８. [潘
温文ꎬ ２０１５. 中国西南地区特有野生花卉———滇牡丹
[Ｊ]. 园林ꎬ (１２):５６－５８.]

ＰＥＩ ＳＪꎬ ＨＵＡＩ ＨＹꎬ ２００７. Ｅｔｈｎｏｔａｎｙ [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４６－１６７. [裴盛基ꎬ 淮
虎银ꎬ ２００７. 民族植物学 [Ｍ].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１４６－１６７.]

ＲＯＮＧ ＷＨꎬ ＺＨＡＮ ＺＳꎬ ＰＩＡＯ ＣＹꎬ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 Ｊ Ｍｅｄ Ｓｃｉꎬ ９(３): ２０３－２０５. [戎文
慧ꎬ 詹正嵩ꎬ 朴淳一ꎬ 等ꎬ ２０１１. 中药发展现状与思考
[Ｊ]. 白求恩军医学院学报ꎬ ９(３):２０３－２０５.]

ＳＨＥＮ ＹＣꎬ ２０００.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ｙｂｒｉｄ ｐｅｏｎｙ ｆｌｏｗｅｒ [ Ｊ]. Ｆｌ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Ｐｅｎｊｉｎｇꎬ (３): ５. [沈荫椿ꎬ ２０００. 美国的杂交牡丹
花 [Ｊ]. 花木盆景ꎬ (３):５.]

ＳＵＮ ＳＭꎬ ６５２.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ｇｏｌｄ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 Ｍ/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ｃｔｅｘｔ.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ｐｌ? ｉｆ ＝
ｇｂ＆ｒｅｓ＝ ２３６５７８＆ｒｅｍａｐ＝ｇｂ. [孙思邈ꎬ６５２. 备急千金要方
[Ｍ/ ＯＬ]. [２０１９－１１－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ｃｔｅｘｔ.ｏｒｇ / ｗｉｋｉ.ｐｌ? ｉｆ ＝
ｇｂ＆ｒｅｓ＝ ２３６５７８＆ｒｅｍａｐ＝ｇｂ.]

ＴＡＮＧ ＳＷꎬ １０８２.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Ｍ/ ＯＬ]. [２０１９－
１１ － ０６ ]. ｈｔｔｐｓ: / / ｃｔｅｘｔ.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ｐｌ? ｉｆ ＝ ｇｂ＆ｒｅｓ ＝
７３６５８８＆ｒｅｍａｐ ＝ ｇｂ. [唐 慎 微ꎬ １０８２. 证 类 本 草 [ Ｍ/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ｃｔｅｘｔ.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ｐｌ? ｉｆ ＝
ｇｂ＆ｒｅｓ＝ ７３６５８８＆ｒｅｍａｐ＝ｇｂ.]

ＴＩＡＮ ＺＱꎬ ＫＥ ＧＬꎬ ２００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 Ｊ Ｈｕｂｅｉ Ｕｎｉｖ Ｃｈｉｎ Ｍｅｄꎬ
１１(３): ７２－７２. [田志强ꎬ 柯桂兰ꎬ ２００９. 浅议中药炮制质
量下降的原因及对策 [Ｊ]. 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ꎬ １１(３):
７２－７２.]

ＷＡＮＧ ＳＭꎬ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Ａｎｄｒ. ｏｎ ｓｔｒｅｐｔｏｚｏｔｏｃ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ｍｏｕｓｅ
[Ｄ]. Ｗｕｈａｎ: Ｈｕ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７－
２８. [王松苗ꎬ ２０１２. 凤丹皮降血糖的活性成分研究
[Ｄ]. 武汉:湖北中医药大学:２７－２８.]

ＷＡＮＧ Ｔꎬ ７５２. Ｗａｉｔａｉ ｓｅｃｒｅｔ ｋｅｙ Ｆａｎｇ [Ｍ/ ＯＬ]. [２０１９－１１－
０６ ]. ｈｔｔｐｓ: / / ｃｔｅｘｔ.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ｐｌ? ｉｆ ＝ ｇｂ＆ｒｅｓ ＝
１３３７４２＆ｒｅｍａｐ＝ ｇｂ. [王焘ꎬ７５２. 外台秘要方 [Ｍ/ ＯＬ].
[２０１９－ １１－ 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ｃｔｅｘｔ.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ｐｌ? ｉｆ ＝ ｇｂ＆ｒｅ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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