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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族药用红树林民族植物学知识及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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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京族是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ꎬ在长期与红树林为伴的生存环境中ꎬ积累了丰富的利用红树林植物的

民族植物学知识ꎮ 然而ꎬ这些知识至今仍不为外界所知ꎮ 为掌握京族药用红树林民族植物学知识和现状ꎬ该
研究采用民族植物学和植物分类学方法ꎬ调查京族药用红树林知识中的红树林植物种类ꎬ记录其具体药用用

途ꎬ并分析其生存现状及其中包含的可持续利用红树林植物资源经验ꎮ 结果表明:共记录到京族药用红树林

植物 １５ 种隶属于 １０ 科ꎬ具体药用用途共 ４９ 种ꎮ 其中ꎬ２０ 种已有报道ꎬ２９ 种未见报道ꎻ通过京族对红树林药用

知识认知程度和依赖程度的调查还表明ꎬ京族历史上依赖本民族草医的情形已经基本消失ꎬ对红树林医药的

依赖性和需求性也在消失ꎮ 最后ꎬ剖析了京族在药用红树林植物选择与采集中的可持续利用经验ꎮ 该研究结

果不仅补充和拓宽了红树林民间药物的利用知识ꎬ而且为红树植物资源的管理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新视角ꎮ
关键词: 红树林药用植物ꎬ 红树林管理ꎬ 生态智慧ꎬ 海洋民族ꎬ 北部湾

中图分类号: Ｑ９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３１４２(２０１６)０４￣０４０５￣０８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
ｏｆ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ａｍｏｎｇ Ｊ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ＤＵ Ｑｉｎ∗ꎬ ＷＥＩ Ｗｅｎ￣Ｍｅｎｇꎬ ＭＩ Ｄｏｎｇ￣Ｑｉｎｇ
(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ꎬ Ｇｕ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Ｇｕｉｌｉｎ ５４１００４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ꎬ Ｇｕ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Ｇｕｉｌｉｎ ５４１００４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Ｊ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ｍａｎ￣
ｇｒｏｖｅ ｐｌａｎｔꎬ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ｏｗ ｔｏ ｕｓｅ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ｓ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ｂｅｉｎｇ ｋｅｐｔ ｕｎｄｅｒ ｗｒａｐｓ.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Ｊ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Ｂｅｉｂｕ Ｇｕｌｆꎬ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Ｗ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ｖｉａ ｅｔｈ￣
ｎ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ａｘｏｎｍ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ａ ｔｏｔａｌ １５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１０ ｆａｍｉ￣
ｌｉｅｓꎬ ｔｈｅｓ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４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 ａｍｏｎｇ ｗｈｉｃｈ ２０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ｅｄꎬ ａｎｄ ２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ｄ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ｙ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Ｊ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ｉｔｈ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１０￣１３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５￣１２￣２２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１３ＹＪＣＺＨ０３４)ꎻ广西民族旅游研究中心基金(ＭＺＬＹ０１)[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Ｙｏｕｔ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１３ＹＪＣＺＨ０３４)ꎻ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ＭＺＬＹ０１)]ꎮ
作者简介: 杜钦(１９７８￣)ꎬ男(回族)ꎬ广西桂林人ꎬ博士ꎬ副教授ꎬ主要从事海岸河岸生态系统管理研究ꎬ(Ｅ￣ｍａｉｌ)ｄｑｉｎ２０００＠ １６３.ｃｏｍꎮ

∗通讯作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 ｔｏ ｈｏｗ ｔｏ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ｃａｎ ｂｒｏａｄｅｎ ｏｕ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ꎬ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ｉｎ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ꎬ ｍａｎｇｏｒｖ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 ｃｏａｓｔꎬ Ｂｅｉｂｕ Ｇｕｌｆ

　 　 京族是广西特有的世居少数民族ꎬ是中国唯一

整体以海为生的海洋少数民族(京族简史编写组ꎬ
２００８)ꎮ 红树林是生长在海岸潮间带ꎬ由常绿乔木

和灌木组成的生物群落ꎬ广泛分布于京族聚居地的

潮间带ꎮ 历史上ꎬ红树林的存在不仅为京族提供了

薪柴、建材、多种渔业资源等日常产品ꎬ而且由于具

有较高的药物价值ꎬ还为京族提供丰富的药材(符
达升等ꎬ １９９３ꎻ 何思源ꎬ ２０１２)ꎮ

与其他沿海地区相比ꎬ京族的药用红树林民族

植物学知识至今仍颇为神秘ꎮ 首先ꎬ自 １６ 世纪以

来ꎬ京族主要居住于巫头、山心、澫尾三座海岛ꎬ受海

洋的分隔ꎬ与外界联系不便ꎬ基本长期处于半封闭的

状态(韩肇明ꎬ ２００５ꎻ 何思源ꎬ ２０１２)ꎮ 一直到 ２０ 世

纪六七十年代ꎬ由于围海造田和海堤的修建ꎬ才与大

陆相连(韩肇明ꎬ ２００５ꎻ 何思源ꎬ ２０１２)ꎮ 受之前长

期半封闭的影响ꎬ京族药用红树林民族植物学知识

是否会有别于或不同于外界其他沿海地区? 过去ꎬ
京族在患病时只能依靠本民族的传统医药ꎬ药用红

树林植物对维系整个村落的健康安全至关重要(何
思源ꎬ ２０１２)ꎮ 然而ꎬ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融合

和医疗科技的不断进步ꎬ目前京族传统红树林医药

的生存现状如何? 另外ꎬ京族聚居地至今周边仍保

留有大片完整的红树林ꎬ被认为是人—红树林—海

洋和谐相处的典型代表(何思源ꎬ ２０１２)ꎮ 京族传统

药用红树林知识中含有哪些朴素的民间经验ꎬ能有

助于实现对红树林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虽然国内有不少研究者对我国沿海地区(广

西、广东、福建、海南)的红树林民间药用知识进行

了一定范围的收集和整理(傅勤和范航清ꎬ １９９３ꎻ
林鹏ꎬ ２００１ꎻ 林鹏等ꎬ ２００５ꎻ 席世丽等ꎬ ２０１１)ꎬ但对

京族药用红树林民族植物学知识的收集整理仍然缺

失ꎬ上述问题也一直难以得到回答(何思源ꎬ ２０１２)ꎮ
本文为“京族红树林民族植物学研究”药用民

族植物学知识部分的成果ꎬ旨在回答:(１)京族具有

怎样的传统药用红树林民族植物学知识? 这些知识

又与我国其他沿海地区红树林的药用知识有何异

同? (２)京族传统红树林医药目前生存现状如何?
(３)京族传统的药物采集知识中包含有哪些可持续

利用红树林植物资源的民间经验? 研究结果不仅能

系统记录京族传统药用红树林民族植物学知识ꎬ进
一步丰富拓宽红树林民间药物利用知识ꎬ为新药开

发提供对象与目标ꎬ而且能为药用红树林植物资源

的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提供新范例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京族简介

京族历史上称“越族”ꎮ 其祖先是 １６ 世纪初开

始从越南北部的涂山(今海防市附近)等地迁徙而

来ꎬ至今已有近五百年ꎮ 主要使用京语(与越南语

同)和京族粤语(与广式粤语近似)ꎬ没有文字ꎬ曾创

制土俗“喃字”ꎮ 改革开放后ꎬ京族依靠边境贸易ꎬ
成为少数民族中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民族(京族简

史编写组ꎬ ２００８)ꎮ ２００７ 年ꎬ被列为中国最富裕的

少数民族之一ꎮ ２０１２ 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京族人

口为２８ １９９人ꎮ
１.２ 研究地点与研究方法

京族分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东兴市境

内ꎮ 约有 ６０％京族人口聚居在江平镇的巫头、澫
尾、山心三个海岛上ꎬ此三岛总称京族三岛ꎮ 其他则

与汉族杂居在江平镇上及其所属的潭吉、红坎、恒
望、寨头、米漏、瓦村ꎬ东兴镇所属的三德村等地ꎮ 目

前ꎬ除澫尾无红树林分布外ꎬ其他各京族聚居地周边

均有红树林分布ꎮ
我们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７－１０ 月ꎬ２０１４ 年 ４－６

月、１０－１１ 月分两阶段对京族药用红树林民族植物

学知识进行调查ꎮ 第一阶段为系统收集ꎬ主要针对

京族集中聚居的巫头、山心、澫尾三地ꎬ通过走访各

村卫生站、村长、村支书、护林员、草医等关键人物ꎬ
系统地收集记录相关红树林药用植物知识ꎮ 同时通

过参与式观察法ꎬ随信息报告员下潮滩进行药用红

树林植物的采集与辨认ꎬ并详细记录植物名称、用
法、用途和药用部位等ꎬ并采集相应植物标本ꎬ记录

好来源、利用方法、资源现状、采集时间等信息ꎮ 第

二阶段为药用红树林民族植物学知识的增补与核

实ꎬ对各村寨采用每户走访的方式进行知识收集ꎮ

６０４ 广　 西　 植　 物　 　 　 　 　 　 　 　 　 　 　 　 　 　 　 　 　 ３６ 卷



调查中ꎬ实际有效走访 ７６９ 户ꎬ有效调查访谈人数

９１２ 人ꎬ男性 ５８１ 人ꎬ女性 ３３１ 人ꎮ 整个走访阶段ꎬ
使用京族粤语和越南语作为交流用语ꎮ 访谈过程中

采用“５Ｗ＋１Ｈ”法进行提问(郑希龙等ꎬ ２００８)ꎬ即
Ｗｈａｔ(什么)、 Ｗｈｅｒｅ (何地)、 Ｗｈｅｎ (何时)、 Ｗｈｏ
(谁)、Ｗｈｙ(为什么)及 Ｈｏｗ ｔｏ ｄｏ(怎样用)ꎮ 具体

如“这种草药叫什么名? 用什么部位? 谁用(大人

或小孩ꎬ男人或女人)? 怎么用? 草药在哪里”等等ꎮ
在访谈和野外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室内整理与分

析ꎬ包括凭证标本的鉴定、各药用红树林植物资料的

整理和评价ꎮ 之后进行民族植物学编目ꎬ将结果记

录系统地表现出来ꎮ 编目的内容包括植物学名、中
文名、当地名、标本号、使用部位、使用方法、治疗疾

病等ꎮ 在编目的基础上ꎬ进行京族与我国其他沿海

地区(广西、广东、海南、福建)药用红树林民族植物

学知识的比较分析ꎬ确认哪些药用用途已有报道ꎬ哪
些药用用途未见报道ꎮ 红树林已有药用用途的报道

记载主要查阅中国知网和万方资源上的期刊、报纸、
会议等文献(傅勤和范航清ꎬ １９９３ꎻ 林鹏等ꎬ ２００５ꎻ
邵长伦等ꎬ ２００９ꎻ 席世丽等ꎬ ２０１１)ꎬ以及超星数字

图书馆中的数字图书ꎬ具体如不同年代版本的«全
国中草药汇编» ( １９７５ 年)、 «常用中草药手册»
(１９６９ 年)、«广西民族药简编»(１９８０ 年)、«广东中

草药»(１９６９ 年)、四省的在线植物志、中国在线植物

志ꎮ 最后ꎬ将比较分析的结果在编目中进行备注ꎬ注
明哪些药用用途“已有报道”或“未见报道”ꎮ

为了了解目前京族传统红树林医药的生存现

状ꎬ我们对山心村和巫头村两个村落进行了京族传

统红树林药用知识认知程度和依赖程度的调查ꎬ以
此来判断京族传统红树林医药的生存现状ꎮ 我们采

用问卷调查ꎬ辅助以访谈记录ꎬ随机对山心村和巫头

村共 １３６ 名村民进行了红树林传统医药的认知调

查ꎮ 调查的问题主要包括:红树林林植物可以治病

吗? 若可以ꎬ能具体列举描述吗? 同时ꎬ针对上述列

举人ꎬ还进行了他们对红树林医药依赖程度的调查ꎮ
问题主要包括:患病求医时做何选择 “去卫生站

(所)或医院还是去找村落中的老草医”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药用红树林植物资源种类

京族民族聚居地周边分布共有 １４ 科的红树林

植物 １９ 种ꎬ包括真红树植物 ８ 科 １０ 种ꎬ半红树植物

３ 科 ４ 种ꎬ伴生植物 ４ 科 ５ 种ꎮ 其中ꎬ具有药用价值

被京族民间使用的药用红树林植物共有 １０ 科 １５
种ꎬ包括真红树植物 ８ 科 １０ 种ꎬ半红树植物 ３ 科 ４
种ꎬ伴生植物 １ 科 １ 种ꎮ 京族药用红树林植物涉及

到的红树林种类较多ꎬ约占周边分布红树林植物种

类的 ７９％ꎬ且同一种红树林植物ꎬ常常具有多种药

用价值ꎮ
２.２ 药用红树林植物治疗的疾病与用法

京族民间对红树林植物药用知识的认识与使用

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生活方式及生产活

动紧密相关ꎮ 如京族聚居地地处南亚热带滨海区

域ꎬ气候炎热多雨ꎬ加上世代沿袭的渔业捕捞的生产

方式ꎬ风湿病是京族群众常见的疾病ꎻ京族长期从事

拉大网、渔箔、扒螺、挖沙虫等潮滩渔猎作业ꎬ经常在

劳动中出现外伤出血、摔打扭伤等ꎻ京族地区过去一

直缺乏纯净的饮用水ꎬ长期食用鱼虾蟹等产品ꎬ群众

易发肝炎等疾病ꎮ 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与生存环

境下ꎬ京族祖辈很早就懂得利用“海榄山” (京族对

红树林的俗称)中的植物治疗常见疾病ꎮ
本研究共记录到 １５ 种红树林植物共 ４９ 种用

途ꎬ内服用药 ３２ 种ꎬ外用 １７ 种ꎮ 京族在对风湿病、
皮肤病、跌打扭伤、清热降火、肝炎等疾病上积累了

较丰富的红树林植物用药经验ꎮ 如治疗风湿的有 ３
种隶属 ３ 科、治疗皮肤病的有 ５ 种隶属 ５ 科、治疗跌

打损伤的有 ５ 种隶属 ４ 科、清热解毒的有 ４ 种隶属 ３
科、治疗肝炎的有 ２ 种隶属 ２ 科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ꎬ我国其他沿海地区(广西、
广东、福建、海南)的人们也具有较丰富的红树林植

物药用知识与经验ꎬ虽然这些知识与经验与京族的

有一定程度的重合ꎬ但京族的一些红树林植物的药

用知识却鲜见于其他沿海地区ꎬ目前未见有报道ꎮ
如白骨壤(Ａｖｉｃｅｎｎｉａ ｍａｒｉｎａ)是我国沿海广泛分布的

红树林植物ꎬ但其嫩叶捣烂后外敷能止血消炎和树

皮能治疗皮肤瘙痒的药用用途在其他沿海地区却未

见报道ꎮ 总体来说ꎬ本调查在记录到的红树林植物

药用用途中ꎬ有 ２０ 种已有报道(广东中草药选编组

编ꎬ １９６９ꎻ 广州部队后勤卫生部ꎬ １９６９ꎻ 全国中草

药汇编编写组ꎬ １９７５ꎻ 黄燮才等ꎬ １９８０)ꎬ占总用途

的 ４１％ꎬ２９ 种未见报道ꎬ占 ５９％ꎮ
２.３ 药用红树林民族植物学知识的现状

２.３.１ 京族对药用红树林植物知识的认知程度 　 调

查结果显示ꎬ被调查的 １３６ 位村民中ꎬ有 ９０ 位能

列举出至少１种药用红树林植物ꎬ有４６位不知道或

７０４４ 期　 　 　 　 　 　 　 　 　 　 　 　 杜钦等: 京族药用红树林民族植物学知识及现状



表 １　 京族传统药用红树林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编目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Ｊ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植物名称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

当地名
Ｆｏｌｋ ｎａｍｅ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使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

用途
Ｐｕｒｐｏｓｅ

用法
Ｍｅｔｈｏｄ

备注
Ｎｏｔｅ

白骨壤
Ａｖｉｃｅｎｎｉａ
ｍａｒｉｎａ

白榄
Ｗｈｉｔｅ ｍａｎｇｏｒｖｅ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叶
Ｆｏｌｉａｇｅ

治疗脓肿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ｂｓｃｅｓｓｅｓ

捣碎外敷
Ｍａｓ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有报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叶
Ｆｏｌｉａｇｅ

止血消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嫩叶捣烂外敷出血处
Ｍａｓｈｉｎｇ ｔｅｎｄｅｒ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树皮
Ｂａｒｋ

治疗皮肤瘙痒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ｐｒｕｒｉｔｕｓ

于患处外擦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ｕｓｅｓ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果实
Ｆｒｕｉｔｓ

治疗痢疾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ｄｙｓｅｎｔｅｒｉｃ

划开果皮ꎬ清水煮沸ꎬ清水浸
泡ꎬ去除单宁后做菜肴食用

有报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老鼠簕
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ｉ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ｓ

老鼠簕
Ｍｏｕｓｅ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爵床科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ｐｌａｎｔ

治疗乙肝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炖菜时添加服用
Ｕｓｅｄ ｉｔ ｆｏｒ ｓｔｅｗｓ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根
Ｒｏｏｔ

治疗乙肝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捣碎水煎服ꎬ添加蜂蜜口服
Ｓｍａ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ｄｄ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ｈｏｎｅｙ ｗｈｅｎ ｅａｔｉｎｇ ｉｔ

有报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根
Ｒｏｏｔ

消炎ꎬ治无名肿痛 捣碎ꎬ外敷患处
Ｍａｓ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有报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根
Ｒｏｏｔ

治疗腹泻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ｄｉａｒｒｈｏｅａ

整条ꎬ水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ｎｇ ｉｔ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根
Ｒｏｏｔ

发热退烧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ｆｅｖｅｒ

切片ꎬ水煎服
Ｓｌｉｃｉｎｇ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枝条
Ｂｒａｎｃｈ

治疗乙肝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切片ꎬ沸水泡茶ꎬ做工间歇时
饮用
Ｓｌｉｃ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ｅａ
ｗｉｔｈ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枝条
Ｂｒａｎｃｈ

治疗失眠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ｉｎｓｏｍｎｉａ

出海打渔作业时ꎬ切小段ꎬ泡茶
饮用
Ｓｌｉｃ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ｅａ
ｗｉｔｈ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榄李
Ｌｕｍｎｉｔｚｅｒａ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

疤榄
Ｓｃａｒ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使君子科
Ｃｏｍｂｒｅｔａｃｅａｅ

叶
Ｆｏｌｉａｇｅ

降血压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鲜叶清洗干净ꎬ泡茶饮用
Ｃｌｅａｎ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ｅａ ｗｉｔｈ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叶
Ｆｏｌｉａｇｅ

预防口腔疾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ｏｒ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水煎服ꎬ过去重度抽吸土烟者
常服用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叶
Ｆｏｌｉａｇｅ

皮肤瘙痒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ｐｒｕｒｉｔｕｓ

鲜叶入水煮沸数分钟ꎬ兑凉水
至适宜温度ꎬ洗浴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ｆｒｅｓｈ ｌｅａｖｅ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ｂａｔｈｉｎｇ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海漆
Ｅｘｃｏｅｃａｒｉａ
ａｇａｌｌｏｃｈａ

漆树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ｔｒｅｅ

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

叶
Ｆｏｌｉａｇｅ

皮肤溃疡
Ｓｋｉｎ ｕｌｃｅｒｓ

研末撒
Ｍｉｌｌｉｎｇ ｌｅａｖｅｓ ｉｎｔｏ ｆｌｏｕｒ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有报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海杧果
Ｃｅｒｂｅｒａ
ｍａｎｇｈａｓ

牛心果
Ｈｅａｒｔ ｆｒｕｉｔ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种子
Ｓｅｅｄ

脚部扭伤拉伤止疼
Ｐａｉｎｋｉｌｌｅｒ ｆｏｒ ｓｐ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ｎ ｏｆ ｌｅｇ

外涂于扭拉伤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ｅｇ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ｓｐ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ｎ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黄槿
Ｈｉｂｉｓｃｕｓ
ｔｉｌｉａｃｅｕｓ

糕仔树
Ｃａｋｅ ｔｒｅｅ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叶、花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

清热解毒ꎬ去火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泡茶ꎬ饮用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ｅａ ｗｉｔｈ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叶、花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

治木薯中毒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ｐｏ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ｓａｖａ

鲜叶鲜花ꎬ捣烂取汁ꎬ加入白糖
水口服
Ｍａｓｈｉｎｇ ｆｒｅｓｈ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ｊｕｉｃｅꎬ ｔｈｅｎ ａｄｄｉｎｇ
ｓｕｇａｒ ｗｈｅｎ ｅａｔｉｎｇ ｉｔ

有报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叶
Ｆｏｌｉａｇｅ

跌打扭伤处散瘀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ｐ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ｎ

鲜叶捣烂ꎬ外敷于血瘀处
Ｍａｓｈｉｎｇ ｆｒｅｓｈ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８０４ 广　 西　 植　 物　 　 　 　 　 　 　 　 　 　 　 　 　 　 　 　 　 ３６ 卷



续表１
植物名称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

当地名
Ｆｏｌｋ ｎａｍｅ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使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

用途
Ｐｕｒｐｏｓｅ

用法
Ｍｅｔｈｏｄ

备注
Ｎｏｔｅ

树皮
Ｂａｒｋ

止咳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切片ꎬ晒干ꎬ含服于口中ꎬ镇咳
Ｓｌｉ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ｒｋ ａｎｄ ｄｒｙ ｉｔ. Ｗｈｅ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ｔ ｉｎ ｍｏｕｔｈꎬ ｉｔ ｃａｎ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ｃｏｕｇｈ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杨叶肖槿
Ｔｈｅｓｐｅｓｉａ
ｐｏｐｕｌｎｅａ

杯仔树
Ｃｕｐ ｔｒｅｅ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树皮
Ｂａｒｋ

治疗痢疾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ｄｙｓｅｎｔｅｒｉｃ

水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有报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花
Ｆｌｏｗｅｒ

治疗皮肤瘙痒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ｐｒｕｒｉｔｕｓ

带花梗鲜花ꎬ入水煮沸ꎬ兑冷水
后洗浴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ｌｋꎬ ａｎｄ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ｉｔ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ｂａｔｈｉｎｇ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花
Ｆｌｏｗｅｒ

治疗跌打扭伤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ｐ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ｎ

带花梗鲜花ꎬ捣烂出汁ꎬ外敷于
伤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ｌｋ. Ｍａｓ￣
ｈｉｎｇ ｉｔ ａｎｄ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ｊｕｉｃｅꎬ ａｎｄ ｅｘ￣
ｔｅ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秋茄
Ｋａｎｄｅｌｉａ
ｃａｎｄｅｌ

笔榄
Ｐｅｎ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红树科
Ｒｈｉｚｏｐｈｏｒ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治疗风湿性关节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捣成小块ꎬ煎汤后口服
Ｓｍａｓｈｉｎｇ ｉｔ.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有报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叶
Ｆｏｌｉａｇｅ

降血压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鲜叶清洗干净ꎬ取少量泡茶ꎬ
饮用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ｆｒｅｓｈ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ｅａ ｗｉｔｈ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果实
Ｆｒｕｉｔｓ

预防心血管疾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蒸或炒或煮ꎬ做菜肴ꎬ食用
Ｓｔｅａｍｉｎｇ ｏｒ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ｏｒ ｆｒｉｅｄ ｉｔ
ｗｈｅｎ ｅａｔｉｉｎｇ ｉｔ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树皮
Ｂａｒｋ

治疗外伤出血ꎬ水火烫烧伤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ｃａｌｄ

捣碎外敷
Ｍａｓ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有报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木榄
Ｂｒｕｇｕｉｅｒａ
ｇｙｍｎｏｒｒｈｉｚａ

大头榄
Ｌａｒｇｅ ｃａｎｏｐｙ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红树科
Ｒｈｉｚｏｐｈｏｒａｃｅａｅ

根皮
Ｖｅｌａｍｅｎ

治疗咽喉肿痛发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ｏｒｅ ｔｈｒｏａｔ

水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有报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枝条
Ｂｒａｎｃｈ

清热解毒ꎬ去火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切段ꎬ泡茶
Ｓｌｉｃ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ꎬ ａｎ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ｅａ
ｗｉｔｈ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叶
Ｆｏｌｉａｇｅ

治疗疟疾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ｍａｌａｒｉａ

水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有报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果实
Ｆｒｕｉｔｓ

止腹泻
Ｓｔｏｐｐｉｎｇ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水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有报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树皮
Ｂａｒｋ

主治脾虚、肾虚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ｋｉｄｎｅｙ ａｎｄ
ｓｐｌｅｅｎ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水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有报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红海榄
Ｒｈｉｚｏｐｈｏｒａ
ｓｔｙｌｏｓａ

鸡爪榄
Ｃｌａｗ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红树科
Ｒｈｉｚｏｐｈｏｒａｃｅａｅ

叶、树皮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ｂａｒｋ

解毒利咽ꎬ清热利湿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

晒干ꎬ泡茶ꎬ饮用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ｅａ ｗｉｔｈ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叶、树皮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ｂａｒｋ

咽喉肿痛ꎬ咳嗽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ｏｒｅ ｔｈｒｏａｔ

ａｎｄ ｃｏｕｇｈ

水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叶、树皮
Ｆｏｌｉａｇｅ ａｎｄ ｂａｒｋ

跌打损伤
Ｓｐｒａｉｎ

捣烂擦凃ꎬ外敷
Ｍａｓ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桐花树
Ａｅｇｉｃｅｒａｓ

ｃｏｒ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黑榄
Ｂｌａｃｋ ｍａｎｇｒｏｖｅ

紫金牛科
Ｍｙｒｓｉｎａｃｅａｅ

枝叶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ｆｏｌｉａｇｅ

驱虫
Ｉｎｓｅｃｔ ｒｅｐｅｌｌａｎｔ

带叶枝条ꎬ家庭中常置于柜中ꎬ
防虫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 ｗｉｔｈ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ｉｔ ｉｎｔｏ ｄｒａｗ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ｓｅｃｔ ｒｅｐｅｌｌａｎｔ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叶
Ｆｏｌｉａｇｅ

跌打扭伤时镇痛
Ｐａｉｎｋｉｌｌｅｒ ｆｏｒ ｓｐ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ｎ

鲜叶捣烂ꎬ外敷于伤处
Ｍａｓｈｉｎｇ ｆｒｅｓｈ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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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植物名称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

当地名
Ｆｏｌｋ ｎａｍｅ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使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

用途
Ｐｕｒｐｏｓｅ

用法
Ｍｅｔｈｏｄ

备注
Ｎｏｔｅ

苦榔树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ｉｎｅｒｍｅ

苦树
Ｎｅｅｍ ｔｒｅｅ

紫金牛科
Ｍｙｒｓｉｎａｃｅａｅ

根
Ｒｏｏｔ

祛风除湿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作为祛风药酒原料之一ꎬ晒干
切片后泡酒
Ｓｌｉｃｉｎｇ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ｓｏ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ｗｉｔｈ ｗｉｎｅ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根
Ｒｏｏｔ

治疗疟疾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ｍａｌａｒｉａ

水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有报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叶
Ｆｏｌｉａｇｅ

跌打肿痛
Ｐ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ꎬ ｓｐｒａｉｎ

鲜叶捣烂外敷
Ｍａｓｈｉｎｇ ｉｔ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有报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叶
Ｆｏｌｉａｇｅ

治疗疥癣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ｍａｎｇｙ

剪水后清洗患处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有报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枝叶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ｆｏｌｉａｇｅ

治疗肝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捣汁饮用
Ｍａｓｈ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ｌｅａｖｅ ａｎｄ
ｄｒｉｎｋ ｉｔｓ ｊｕｉｃｅ

有报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卤蕨
Ａｃｒｏｓｔｉｃｈｕｍ
ａｕｒｅｕｍ

卤草
Ｓａｕｃｅｄ ｔｒｅｅ

卤蕨科
Ａｃｒｏｓｔｉｃｈａｃｅａｅ

嫩叶
Ｔｅｎｄｅｒ ｆｏｌｉａｇｅ

清热排毒去火
Ｈｅａｔ－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嫩叶用热水焯熟ꎬ调味后凉拌
食用
Ｂｌａｎｃｈｉｎｇ ｔｅｎｄｅｒ ｆｏｌｉａｇｅꎬ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ｉ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ｅａｔｉｎｇ ｉｔ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水黄皮
Ｐｏｎｇａｍ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

野豆树
Ｗｉｌｄ ｂｅａｎ

梧桐科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ｃｅａｅ

叶
Ｆｏｌｉａｇｅ

催吐
Ｕｒｇｉｎｇ ｖｏｍｉｔｉｎｇ

鲜叶捣烂后兑水口服ꎬ京族民
间过去常用于误食食物后催吐
Ｍａｓｈｉｎｇ ｆｒｅｓｈ ｌｅａｖｅ ａｎｄ ｅａｔｉｎｇ ｉｔ
ｆｏｒ ｕｒｇｉｎｇ ｖｏｍｉｔｉｎｇ

有报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种子
Ｒｏｏｔ

祛风除湿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作为祛风药酒原料之一ꎬ洗净
后取少量泡酒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ｓ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ｓｏ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ｗｉｔｈ ｗｉｎｅ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银叶树
Ｈｅｒｉｔｉｅｒａ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

银片树
Ｓｌｉｖｅｒ ｌｅａｆ

梧桐科
Ｓｔｅｒｃｕｌｉａｃｅａｅ

树皮
Ｂａｒｋ

治疗血尿病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ｈａｅｍａｔｕｒｉａ

水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有报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枝
Ｂｒａｎｃｈ

治创伤灼伤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ｕｍａ ａｎｄ ｂｕｒｎ

嫩枝捣烂ꎬ外敷于伤处
Ｍａｓｈｉｎｇ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枝
Ｂｒａｎｃｈ

治牙龈出血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ｇｕｍｓ ｂｌｅｅｄ

嫩枝切片ꎬ泡茶ꎬ饮用
Ｓｌｉｃｉｎｇ ｔｅｎｄｅ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ｅａ
ｗｉｔｈ ｂｏｉｌｉｎｇ ｗｔａｅｒ.

未见报道
Ｎｏ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种子
Ｓｅｅｄ

治疗腹泻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ｄｉａｒｒｈｏｅａ

水煎服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有报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了解红树林能治病ꎮ 具体为仅有 １６.９％的村民能列

举出 ３~ ５ 种ꎬ主要包括老鼠簕治疗肝炎和外敷消

炎、苦榔树治疗肝炎、白骨壤的果实治疗痢疾等ꎬ他
们的平均年龄为 ５６.３ 岁ꎻ有 ２２.８％村民能列举 ２ 种

药用红树林植物ꎬ主要包括老鼠簕治疗肝炎、白骨壤

果实治疗痢疾等ꎬ其平均年龄约在 ４４.８ 岁ꎻ有２６.５％
的村民仅能列举 １ 种药用红树林植物ꎬ即老鼠簕治

疗肝炎ꎬ其平均年龄为 ３８.５ 岁ꎻ最后ꎬ还有 ３３.８％的

村民不知道红树林能治病ꎬ其平均年龄在 ２５.２ 岁ꎮ
调查中ꎬ所有列举人均能说出老鼠簕治疗肝炎的药

用用途ꎬ其原因主要在于改革开放前ꎬ肝炎在村落中

流行ꎬ老鼠簕的作用常在村落中流传ꎬ列举人均经历

过该阶段ꎬ记忆比较深刻ꎮ

从以上结果初步看出ꎬ京族目前对药用红树林

植物的认知程度十分有限ꎬ即使是上了年纪的老者

(年龄过 ５０ 岁)ꎬ其认知范围也是比较有限ꎬ年轻一

代(２０~３０ 岁)由于缺乏经历ꎬ甚至都不知道红树林

植物能治疗疾病ꎮ
２.３.２ 京族对红树林医药的依赖程度　 针对上述 ９０
名列举人ꎬ还进行了他们对红树林医药依赖程度的

调查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有 ９０％(８１ 名)列举人会选择

“直接去卫生站(所)或医院”ꎬ有 １０％(９ 名)列举人

“会视病情ꎬ先去找镇上老中医ꎬ治不好再去卫生站

(所)或医院”ꎬ列举人这里所说的镇上找老中医是

指到江平镇上找汉族的老中医ꎬ而非本民族的草医ꎮ
从以上结果初步可以看出ꎬ京族在历史上依赖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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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草医的情形已经基本消失ꎬ对红树林医药的依赖

性和需求性也在消失ꎮ
２.４ 药用红树林知识中可持续利用红树林植物资源

的经验

我国其他许多少数民族采集利用各种药用植物

的方式方法都表现出可持续利用的特点ꎮ 事实上ꎬ
京族在对药用红树林植物的采集利用过程中同样也

蕴含着一些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知识ꎮ
首先ꎬ京族药用红树林知识与经验具有“一病

多药”的特点ꎮ 即京族草药在选择药用红树林植物

时ꎬ同一种疾病常有许多可供选择的红树林植物ꎮ
如治疗风湿病的红树林植物有秋茄(Ｋａｎｄｅｌｉａ ｃａｎ￣
ｄｅｌ)、水黄皮(Ｐｏｎｇａｍ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ａ)、苦榔树(Ｃｌｅｒｏｄｅｎ￣
ｄｒｕｍ ｉｎｅｒｍｅ)ꎻ治疗皮肤病的红树林植物有白骨壤、
榄李(Ｌｕｍｎｉｔｚｅｒａ ｒａｃｅｍｏｓａ)、杨叶肖槿(Ｔｈｅｓｐｅｓｉａ ｐｏｐ￣
ｕｌｎｅａ)ꎮ 这一特点在客观上避免了集中采集某一植

物而导致的种群数量下降ꎬ有利于可持续利用红树

林植物资源ꎮ
第二ꎬ京族草医“见病即采即用”的行医特点ꎬ

能降低对红树林的干扰ꎬ有利于红树林植物资源的

保护ꎮ 一般来说ꎬ京族草医只会在村民上门看病ꎬ治
疗疾病时才会针对所患疾病ꎬ有目的地采集所需红

树林植物ꎮ 通常情况下ꎬ受涨潮落潮的影响ꎬ“即采

即用”红树林植物似乎难度很大ꎮ 但采访中ꎬ几位

年纪较大的老草医对其村落周边红树林在各时刻潮

水线位置的预测ꎬ何种红树林植物何时可以接近的

判断十分准确ꎮ 我们依据其所报时刻ꎬ多次下滩接

近所报红树林植物ꎬ几乎没有误差ꎮ 可见ꎬ在熟悉潮

水涨落规律后ꎬ“即采即用”也能实现ꎮ
第三ꎬ京族草医在采集根、树皮等关键部位药用

植物时ꎬ也表现出一些可持续性利用红树林植物资

源的特点ꎮ 当药用部位为树皮时ꎬ草医懂得环状剥

皮易造成植株死亡ꎮ 因此ꎬ在采集树皮时ꎬ仅采集

“海榄柱” (红树林树干)约 １ / ４ 的树皮ꎬ采集口为

“小指形”(即小手指的长度与宽度)ꎬ且不会对同一

植株进行二次采集ꎻ在采集植物根部时ꎬ草医认为树

冠缘下透光处的“根条”(包括红树林地上根系和地

下根系)最适宜采集ꎮ 因为此处的根系密集ꎬ萌生

快恢复也快ꎮ 这些传统的采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很

好地考虑到了植株在采后的生存与生长ꎬ客观上也

有利于保护这些药用红树林植物资源ꎮ
第四ꎬ对频繁采集的红树林药用植物ꎬ京族草医

会有意识的进行人工种植和看护ꎬ以防将来无法采

到ꎮ 最具代表性的是红树林植物老鼠簕(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ｉ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ｓ)的采用ꎮ 老鼠簕在京族民间被认为是治

疗肝炎的灵药ꎬ特别是对乙肝ꎮ 老鼠簕的根、枝条、
全株均可入药ꎬ因此在乙肝高发年代ꎬ老鼠簕经常是

被频繁采用ꎮ 草医在采集过程中的一些采集方式ꎬ
在一定程度上对老鼠簕种群的恢复是有利的ꎮ 具体

如:草医将大丛的的老鼠簕看做是“母树”ꎬ仅会选

择性的采集少量枝条ꎬ并告诫从事潮滩捕捞的渔民

和下滩玩耍的孩童ꎬ不可伤害大丛的“母树”ꎻ对全

株采集的老鼠簕小苗(约 ３０~４０ ｃｍ 高)ꎬ采集后ꎬ在
采挖点ꎬ草医会从周边滩涂ꎬ分体过密幼苗(即分株

繁殖)ꎬ种植于采挖点ꎬ并在日后采药过程中多加看

护ꎬ以备将来仍有药可用ꎮ 这些传统的做法ꎬ对减小

老鼠簕种群恢复的压力起着积极作用ꎮ

３　 讨论

３.１ 京族与我国其他沿海地区的药用红树林民族植

物学知识

本研究共记录到京族 １５ 种红树林药用植物的

４９ 种药用用途ꎬ其中有 ２９ 种用途在我国其他沿海

地区未见报道ꎮ 为什么同一红树林植物ꎬ在京族地

区会出现如此之多新药用用途呢? 对此ꎬ在整理出

京族药用红树林植物的编目后ꎬ我们多次赴京族地

区进行确认与核实ꎮ 据山心村和巫头村的几位京族

老草医供述:京族的药用红树林民族植物学知识属

于越南一带的药用红树林民族植物学知识ꎬ是其祖

辈从越南涂山(今越南海防市一带)迁徙过来时就

已经基本掌握ꎬ所以自然与我国其他沿海地区药用

红树林民族植物学知识存在一定差异ꎮ
针对此信息ꎬ我们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

Ｗｅｂ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等国内外

数据库ꎬ对越南的红树林文献进行了检索ꎬ结果发

现:京族的药用红树林植物种类在越南中部沿海一

带确实有分布(Ｎｇｕｙｅｎꎬ ２０１４ꎻ Ｔｒｉ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８ꎻ Ｖａｎ
Ｈｕｅ ＆ Ｓｃｏｔｔꎬ ２００８)ꎬ但有关其药用价值和民族植物

学的研究却十分稀少ꎬ因而目前仍难以说明京族与

越南药用红树林民族植物学知识间的关系ꎮ 下一步

研究有必要对这些未有报道的京族红树林植物的药

用用途进行植物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分析ꎬ以确定

其药用用途的科学性ꎮ
３.２ 京族药用红树林民族植物学知识的传承与开发

京族药用红树林民族植物学知识不仅是本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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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与利用红树林植物最鲜活生动的记录ꎬ更是一

部民族的药用辞典ꎬ具有潜在的药物开发价值ꎮ 我

们认为京族药用红树林民族植物学知识的延续可以

从文化传承和药物的开发两方面着手ꎮ
首先ꎬ应该让京族青少年充分认识这些传统红

树林医药的独特价值ꎬ理解其在历史上对本民族的

生存与繁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同时ꎬ京族老

辈的草医应该从其家庭(族)中选定有学习兴趣和

一定资力的继承人ꎬ特别是具有现代医药专业知识

背景的继承人ꎬ这样不仅延续传承了本民族传统的

红树林医药知识ꎬ而且更能促进本民族传统红树林

医药知识与现代医学知识的结合发展ꎮ
另一方面ꎬ京族药用红树林民族植物学知识具

有数百年用药的实践基础(何思源ꎬ ２００８)ꎬ能为新

药物的开发提供最直接的目标与对象ꎮ 如京族红树

林医药知识中有不少治疗皮肤病、外伤止血消炎的

红树林特效植物ꎬ未来若能开发出新型的药物ꎬ不仅

是对京族传统红树林医药知识的肯定ꎬ更是其药用

价值的延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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