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西 植 物 G ui ha i a 6 (3 ) : 27 2一 2玛
.

1 0 86

四川宜宾地区中草药植物资滚

陈 永 昌

(四川省宜宾地区药检所 )

一
、

塞 本 情 况

本区位于 四川省南部
,

面积 29
,

。00 平方公里
,

共有 18 个县市
,

人 口 900 余万
,

是四川省

第二大地区
。

地势是西南高而东北低
,

为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
。

境内著名大山有屏山县的

老君山
,

高2
,

0 20 米 , 兴文县的先峰山
,

高 1
,

了50 米 , 绮连县的大雪山
,

高 1
,

宁路米 , 合江县

的桥子山
,

高1
,

7 5 0米 , 古蔺县的斧头山
,

高 1
,

835 米
。

其余多为 800 一 1
,

200 米的中山山地及

丘映和平坝地区
。

主要河流有长江
、

氓江
、

金沙江
、

沱江
、

赤水河
、

南广河
、

横江等流经区内
。

本区的地质
、

土城情况
:
在长江北岸以嘉定层紫色页岩为主

,

其次为砖红色砂岩 ,
’

长江

南岸为飞仙关紫色页岩及各纪石灰岩
,

因此本区有酸性的红砂土
,

中性的紫色土以及带碱性的

石灰土
。

金沙江
、

长江
、

氓江沿岸为零星分布的第四纪老冲积砾石黄土及近代灰黑色冲积土
。

区内年平均气温为 1 .8 7度
,

10 一22 度的天气有 日个月
,

22 度以上的天气也有 价个月 左

右
,

1 一名月多在 10 度以下
,

霜期为 26 天
,

山区霜期一般不超过 3 个月
。

平均年降雨 t 为

1
,

20 。毫米
,

多集中在六
,

七
、

八三个月
,

占全年雨量的 50 %以上
,

基本上是雨热同季
,

利子

植物生长
。

本区植被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

以壳斗科
、

樟科
、

山茶科
,

械树科
、

灰木科
、

蔷截科植

物为主
。

人工林以马尾松
、

杉树
、

楠竹
、

柑桔为主
。

本区虽属亚热带
,

但河谷地带气侯更吸

热一些
,

所以栽培的桂国
、

荔枝
、

芭蕉
、

橄榄
、

木油桐
、

木豆
、

蒲桃
、

安 息 香
、

肉桂
、

八

角
、

砂仁都能生长良好
,

且能结实 , 野生的海南五针松 (iP
n
us f en

: e
l ia n

a)
、

华南 云 实
.
C a e s a lo i n i a n . 获 a

)
、

黄 毛榕 ( F i e u s f u l
v a )

、

福建柏 ( F o
k i e n i a h

o d g i n s i i )
、

亮叶 围 涎

树 伏豆t九 e c e l l的 l u ln l u c l a肚 nI )
一

萦笠不 吸。 y z y g l u m D u x l l o l l u m v a r . a u s t r o s l n e n s e )
、

、

水东哥 ( S a好 a u i a n a p a u le n s i s )
、

网脉山龙眼 ( H e l i
e i a r e t i c u l a t a

)
、

观音座 莲 ( A
n ` 10

,

p t o r ss o m e五e n s i s )
,

秒柳 (C y a t五e a s p i n u lo s a ) 等普遍分布
,

这些喜热植物的出现
,

说明

本区河谷地带又偏于南亚热带
。

由于本区环境条件的多样性
,

故植物资源极为丰富
,

估计高

等植物在五千种以上
。

宜宾旧称叙府
,

为木材
、

药材集散地
。

收购的中药材品种
,

最多达 3 00 多种
,

数 t 达~

千万斤
,

以金钗石解
、

巴豆
、

半夏
、

川株
、

姜黄
、

白姜
、

天麻
、

天冬
、

桅子
、

陈皮
、

桔络
、

佛手
、

香圆
、

粉葛
、

川木瓜等为大宗
,

外销支援兄弟省区
,

对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作出了一定的

贡献
。

但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用药量增大
,

以及植被被破坏
,

生态平衡失调等原因导致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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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发生变化
,

不少品种的产量逐年下降
。

如半夏年产曾达 14 万斤
,

现只收一万余斤
,

发展到

从广西调进水半夏使用
, 五十年代每年可收天麻三万余斤

,

现只收四千余斤 , 杜仲只古蔺县

黄金一个区即可收皮三万斤
,

现采种都困难
; 石解每年可收一万余斤

,

因附主黄葛树被砍伐

产量剧降
,

并需从外地购进种苗发展
, 桅子年产曾达26 万斤

,

现只收一万余 斤
,

且 只靠栽

培
,

野生的已很少了
。

总的说来
,

产量都有下降
,

19 77 年挂牌收购2 59 种
,

实际能收购 的 只

1助种
,

近几年能收购的只 1 50 种左右
。

但本区的资源还是有的
,

只是家底不清或尚未利用
。

本区通过 1 9 , 6~ 1 9 7 7两年的药源普查
,

共采集标本 1 3
,

3 7 0号
,

68
,

0的余份
,

通过初步的鉴定

整理
,

本区有药用植物 1
,

7 37 种
,

其中真菌 12 种
,

地衣植物 1种
,

苔醉植物 1 种
,

戴类
一

植物

11 1种
,

裸子植物n 种
,

被子植物 1
,

6 01 种
,

这 1
,

7 37 种中
,

中药材2 47 种
,

其余为草药
。

二
、

药 源 情 况

目前栽培的中药材数量较大的有银花
,

栽培三个品种
,

年产20 万斤
。

白姜 5 2万斤
,

积壳 20
·

万斤
,

红花 3 万斤
,

黄柏 4 万斤
,

天冬 1 万斤
,

其余如川糠子
、

佛手
、

桅子
、

玄参
、

淮山
、

川牛膝等都较大宗
。

值得一提的是 巴豆
,

原本区最多收过 1 00 万斤以上
,

本品种中药兔量较

小
,

过去主要用于清理水产养殖业的鱼塘
,

清理杂鱼用
,

现有农药
,

巴豆用量显然减少
,

傲
销路小而砍去巴豆树

,

致使产量锐减
。

’

一

本区野生药材品种较多
,

主要有土获等
,

年产 2 6万余斤
。

百部最高产量达3 2万斤
。
金毛

狗脊 3 7万斤
。
仙茅 8 万余斤

。

旋复花 2 万余斤
。

其余如黄精
、

钩藤
、

金钱草
、

淫羊蓄
、

香附

子
、

半夏
、

续断
、

天南星
、

常山
、

何首乌
、

白薇
、

茜草
、

稀签草
、

白友
、

川木通
、

黄连
、
仙

鹤草
、

白花败瞥
、

香需等都较大宗
。

但尚有不少产量较大的中药材未收购利用
,

如海 橱澳
( E yr htr

i“ 盯 bo
r “ sc “ ”

s) 每年从广东
、

湖南调入一方斤
,

但本区有产
,

且可渝足瓦 方 需

要
,
五味子每年需从东北调入二万余斤

,

普查后发现我区北五味子属植物有 5 种
犷
徐华申五

味子 ( S
“ h is ` “ dr

“ “ p h “ ” “ ” ht “ r
a) 外

,

尚 有 翼梗五味子 (s
.

h e
nr iy ), 毛 叶五 昧 子 (s

、

p“ b e s e “ n
s)

,

毛脉五味子 ( 5
.

s p h e n a n t h e r a v a r
.

p u
b i n e r v i s

) 等可供药用
,

可满雇需孽奋

甘菊花 ( C h r 了: a nt h c m u m i n id c u m ) 全区皆产
,

但从广西调进使用
。

草药中量较大
,

但尚未收购的有矮茶风 (A
r id “ i a j

a p o n ic a)
,

血党 ( A
.

b“ , ic 。 二11
5
)

,

舔砂根 ( .A cr
” “ at a)

,

红凉伞 .(A
c r e ” “ t

~
“ r

·

icb
o lor )

,

百雨金 .(A
“ r

isP
` )

,

铁莫菜

(A “ a { , p五a ` ” s t r a l i s )
,

小叶三点金 (D
e s m o d i u m m i c r o p五, l l u 垃 )

,

鸡 矢慈
_

丈p
a “ d “ r 宜̀

s e , n d e n s )
,

毛鸡矢藤 ( p
。

s e a n d e n s v a r
.

t o m e n t o s a
)

,

肺筋草 ( S ; n i e u l a e

址二二 ,这天

黄花远志 (P司 y g a
l
。 。 r

il l a t a
)

,

瓜子金 (P ol y ` a l。 aj p 。 n i c a ), 吉祥草 (复成滋。 k。扩

e a r n e a
)

,

隔山消 (yC
n a n e h u m a u r i e u

l
a t u 血 )

,

田基黄 (H了p e r i e u m j
a p o n i。

~ )
,

晋南

荞 (F
“
叨好

r ” m c y m “ “ “

m)
,

连钱草 (G l
e “ h “ m “ 1“ ” g i ut b “

)
,

锯锯黄连 (入旅
。 坛对 ,

` a ; a n s
)

,

来江藤 (B
r a n d i s i a h a n c e i )

,

竹叶藤参 ( S p a t五o l i r i o “ I Q o g i f o l i u m )
,

尾明山海

棠 (T
r i p t e : y断 u m h y p o g l a u e u m )

,

灯盏细辛 (E
r i g e r o o b r e v i s o a p u s

)
,

峨 山 凤他 花

( Im p o t i e n s o m e i a n a )
,

通管道 (A
r i s t o l o c h i a m o l l i s

)
,

一朵云 (B
o t r y e h i。 。 d a

叫r 。
卜

u m )
,

鸟灵参 (X y l a r i a n i` r i p e s
)

,

蝉花 (C
o r d y e o p s s o b o r i f e r a

) 等尚未得到 充分钓 利

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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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引 种 栽 培 工 作

针对我区缺药情况
,

近十年来我区药材部门除抓好发展地道品种外
,

曹先后引种栽培生

地
、

白术
、

红花
、

菊花
、

白芷
、

玄参
、

桔梗
、

黄连
、

三七
、

大力子
、

补骨脂
、

白芥 子
、

获

等
、

泽泻
、

云木香
、

川木香
、

川牛膝
、

薄荷
、

穿心莲
、

延胡索
、

广羞香
、

东兴 桂
、

阳 春 砂

仁
、

益智
、

草落
、

草果
、

八角
、

山奈
、

酸枣仁
、

山茱英
、

蔓荆子
、

丹参等30 多个品种
,

通过

栽培试验及产品加工
,

由于有些质量不好或产销变化而逐年淘汰
。

目前少量生产的有生地
、

云木香
、

川牛膝
、

薄荷
。

能供应市场的有红花 (年产三万斤 )
、

大力子
、

补骨脂
、

穿心莲 ( 只

安排南溪县生产
,

年产原料十余万斤
,

最高年产净叶子 2 一 3 万斤
,

供本区宜宾需要 )
。

南

药个别品种如阳春砂仁自1 9 7 8年引种以来
,

已开花结果
,

1 9 8 3年巳产千果 40 多斤
,

质量好
,

准

备扩大生产
。

其余如巴戟天
、

蔓荆子
、

益智
、

草蓉都有一定产量
。

四
、

混 淆 药 材

由于用药 习惯及某些药材紧缺致使市场上出现假药或代用品
,

近年来我区出现最多的假

药或混淆品有
:
将紫花前胡作当归栽培 ; 地肤子不是葬科而是 蝶 形 花 科 的 黄 花 草 木择

(M e l i l
o t u s s u a v e o l e n s

)
,

用大百合 (C
a r

d i o e r i n u tn g i g a n t e u m ) 的果实作马兜 铃 , 用 唐

曹蒲 ( G l
a d i o lu s g a n d a v e n s i s ) 鳞茎处理后充贝母 , 用多种葱木 (A

r a l i a s p p
.

) 的根皮 当

白醉皮 , 将纤花耳草 ( H
e d y o t i s t e n e

l l i f l
o r a

) 误为白 花 蛇 舌 草 , 将 虎 杖 (P o ly g o n u m

e u s p i d a t u m ) 作为地榆 , 芭英菜 ( S
o n e h u s a r v e n s i s

) 作败酱 , 将球花马蓝 ( S t r o b i l a n th e s

p e n t s t e m o n o i d e s
) 甚而假杜鹃 (B

a r l
e r i a e r i s t a t a

) 作马蓝使用 , 尤有甚者
,

自二+ 年 前

厚朴紧缺之 日起
,

本区即将红花木莲 (M
a n g l i e t i a i n s i g n i s )

、

四川木莲 (M
.

s z e e h u a n i e a )
、

盐津木莲 (M
.

d uc lo
u ix i) 的树皮作厚朴使用

,

最高收购量年达五十万斤干皮
,

常年收 购最

亦在二十万斤以上
,

破坏 了大面积的水源林
,

1 9 82年全省决定严禁此厚朴的收购使用
,

方得

到禁止
。

总的说来 宜宾地区的药源是比较丰富的
,

除进一步摸清 资源
,

恢复发展地道药材外
,

尚

有大量的民间验方
、

单方需要整理
。

在新药的研究上尚未起步
,

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

为振兴中医中药作出新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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