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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江华瑶族药浴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方　 琼１ꎬ２ꎬ 胡仁传３ꎬ 程　 卓１ꎬ２ꎬ 罗斌圣１ꎬ２ꎬ 江　 霞１ꎬ２ꎬ 龙春林１ꎬ２∗

( １. 中央民族大学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ꎻ ２.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医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ꎻ
３. 广西中医药研究院 广西中药质量标准研究重点实验室ꎬ 南宁 ５３００２２ )

摘　 要: 瑶族民间药浴历史悠久ꎬ是重要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手段ꎬ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ꎮ 江华瑶

族自治县药浴植物丰富ꎬ药浴配伍独具当地特色ꎮ 该文采用民族植物学研究方法对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瑶

族传统利用的药浴植物进行了调查ꎬ共收集整理了 １５２ 种药浴植物ꎬ隶属于 ７０ 科 １２５ 属ꎬ记录了其瑶名、学
名、入药部位以及功能主治等ꎬ并调查记录了部分常用药浴与产后药浴植物配伍ꎮ 结果表明:(１)江华瑶族

药浴植物中草本植物占明显优势ꎬ且多为全草入药ꎬ主要用于治疗风湿关节炎、跌打损伤、妇科病以及皮肤

病等ꎬ常用的药浴植物多为祛风除湿的“风药”ꎮ (２)通过实地调查和访问调查发现ꎬ珍贵药浴植物种群规

模因过度采挖和生境破坏而减小ꎮ (３)对比了广西、云南、湖南等地瑶族药浴植物的异同ꎬ探讨其背后的相

关性和原因ꎮ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瑶族药浴面临诸多方面的威胁ꎬ其内部科学性仍有待探究ꎬ需进一步

加强综合研究与合作ꎬ为其保护、传承和发扬提供保障ꎮ
关键词: 瑶族ꎬ 药浴植物ꎬ 湖南江华ꎬ 民族植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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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ꎬ历史上迁徙时“入山

唯恐不深ꎬ入林唯恐不密”ꎬ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

的分布特点(江华县志编委会ꎬ２００５)ꎮ ２０１０ 年全

球瑶族共有 ３７８ 万人ꎬ中国境内 ２８５ 万ꎬ主要分布

在南岭地区的湘、桂、粤、贵、云、赣 ６ 省 (区) 的

１３０ 多个县(中国瑶族博物馆ꎬ２０１４)ꎮ 瑶族是中

国华南地区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李如海和李彤ꎬ
２０１７)ꎮ

瑶族居住在雨量充沛的湿润季风气候区ꎬ加
之长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ꎬ因而易患各种风湿

性疾病、坐骨神经痛、皮肤病等疾病(唐生斌和胡

传贵ꎬ２０００ꎻ刘育衡等ꎬ２００１)ꎮ 季风气候区极利于

植物的生长和繁殖ꎬ区内植物多样性丰富ꎮ 瑶族

同胞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ꎬ对大自然的认识不断

深化ꎬ逐渐积累形成了一套适应于当地生态环境

的瑶医药体系ꎮ 瑶医治病的三大疗法为穿筋走

脉、启官透窍、解毒排毒(覃迅云和李彤ꎬ２００１)ꎬ其
中解毒排毒为治病的根本方法ꎬ所谓“万恶毒为

首ꎬ百病虚为根”ꎮ 瑶医排毒的主要方法为药浴

(李金洲等ꎬ２０１８)ꎮ 瑶族药浴ꎬ又称“庞桶药浴”ꎬ
是一套与草木性质相关ꎬ集防病、治病、健身于一

体而独具特色的养生方式(李如海和李彤ꎬ２０１７)ꎮ
“若要长生不老ꎬ天天洗个药水澡”的瑶族民谣ꎬ就
是对药浴普遍性、重要性的生动写照ꎮ 此外ꎬ瑶族

药浴无固定配方ꎬ常取 ３ ~ ７ 种药用性质相近的药

浴植物配伍以增强药效ꎬ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

目的(刘育衡等ꎬ２００１)ꎮ
目前ꎬ对瑶族药浴的研究涵盖植物化学成分、

临床治疗应用、文化保护和市场产品开发等方面ꎮ
运用药用植物学手段对药浴植物的化学成分进行

研究ꎬ探究了药浴的药理作用ꎬ阐述了民间传统用

法的科学性(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ꎻ李苏梅ꎬ２００８ꎻ徐怀春

和代秋红ꎬ２０１０)ꎮ 瑶族药浴的日化产品如沐浴

露、泡腾片、面膜等的开发研究ꎬ为药浴植物的现

代化产品研发提供了新思路(徐炳彬等ꎬ２０１６)ꎮ
临床研究发现ꎬ药浴对产妇产后身痛 (李苏梅ꎬ
２００８ꎻ许桂贤ꎬ２０１４)ꎬ风湿病、骨关节痛、受寒身痛

(李拥军等ꎬ２０１４ꎻ刘莉ꎬ２０１９)ꎬ慢性疲劳综合征

(李民杰和李海强ꎬ２０１９)等有显著改善作用ꎮ 云

南金平、广西金秀、贵州从江等地已经通过对瑶浴

药包的加工ꎬ并根据现代市场需求、利用现代物流

渠道ꎬ把药浴产品推向了全国市场 (李金洲等ꎬ
２０１８)ꎮ 然而ꎬ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和管理ꎬ药浴

植物资源不断减少ꎻ随着现代医疗系统的普及ꎬ瑶
族群众洗药浴的次数大量减少ꎻ缺乏书写文字ꎬ口
口相传的传统医药知识也随着老人的离世而消亡

(曹明等ꎬ２０１２ꎻ林春蕊等ꎬ２０１６ꎻＪｉ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ꎻ
资源生产性开发、重开发而轻保护等问题仍然十

分严重(邓书保ꎬ２０１３ꎻ赵富定ꎬ２０１４ꎻ李金洲等ꎬ
２０１８)ꎻ对于不同地域的药浴植物组成、来源和配

伍少有研究ꎮ 江华瑶族自治县作为全国瑶族人口

最多的县ꎬ具有丰富的瑶族文化和悠久的瑶族药

浴使用传统ꎬ是药浴植物不可或缺的研究地点ꎮ
因此ꎬ本研究通过开展对江华瑶族药浴植物

的民族植物学调查ꎬ旨在:(１)记录和整理江华瑶

族村社日渐消亡的传统药浴植物学知识ꎻ(２)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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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植物溯源ꎬ为新药和保健产品开发提供参考ꎻ
(３)对江华药浴植物资源的现状进行评估ꎬ为生物

多样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管理提

供依据ꎮ

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概况

１.１ 研究地区

江华瑶族自治县隶属于湖南省永州市ꎬ位于

湖南省南部ꎬ处于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区)交界

处ꎬ地理位置为 １１０° ２５′—１１２° １０′ Ｅ、 ２４° ３８′—
２５°１５′ Ｎꎬ海拔 ２２７ ~ １ ７０３ ｍ(江华县志编委会ꎬ
２００５)ꎮ 全县总面积 ３ ２４８ ｋｍ２ꎬ年平均气温 １８ ~
１８.５ ℃ ꎬ属低纬度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ꎬ境内

水系发达、动植物资源丰富( Ｊｉ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ꎻ Ｌ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县内民族以瑶族为主ꎬ同时还有壮

族、汉族、苗族等十余个民族ꎬ２０１３ 年全县人口总

数为 ５１ 万ꎬ其中瑶族人口 ３４ 万ꎬ占总人口的

６６.７％(Ｊｉ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江华瑶族自治县是我国

１３ 个瑶族自治县中瑶族人口最多的县ꎬ也是盘王

起源、千家峒传说的所在地ꎬ在瑶族文化中具有及

其重要的地位ꎬ被誉为“神州瑶都” (李如海和李

彤ꎬ２０１７)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文献研究　 野外考察前ꎬ对地方志、地图、植
物志、药物志及瑶族的民俗风物志、口碑、民间传

说、故事等进行了收集、整理和分析ꎬ如«江华瑶族

自治县县志»«中国植物志» «瑶族简史» «中国瑶

族风土志» «湖南瑶族医药研究» «神奇独特的瑶

医瑶药» «中国现代瑶药»等ꎮ 通过查阅、整理、研
究和分析这些文献ꎬ对江华瑶族的迁徙历史、风俗

习惯、社会文化现状、卫生教育水平、民间传统医

药的发展概况形成初步的了解ꎬ掌握了江华瑶族

药浴植物前期研究的基本状况ꎮ
１.２.２ 民族植物学野外考察 　 采用民族植物学野

外考察(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的基本方法ꎬ对江华瑶

族自治县大圩镇、小圩镇、水口镇(文明社区、幸福

社区)、沱江镇(政府小区、解放路菜市场、沱江大

市场)、两岔河乡、湘江乡(桐冲口、上竹瓦、麻江

源、樟木口)等村寨和社区的关键人物(草医、采药

人、有经验的摊贩、知识丰富的老人、当地出生的

干部或知识分子)进行访谈ꎮ 此外ꎬ在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端午期间ꎬ对当地民间群众自发形成的传统端

午药市进行市场调查ꎬ访谈售药摊贩及买药人员ꎬ
记录药浴植物相关信息ꎮ 采访的最基本方法是

“５Ｗ＋１Ｈ 法”(王洁如和龙春林ꎬ１９９５)ꎬ即使用什

么植 物 ( Ｗｈａｔ )、 ( 为 ) 谁 采 集 或 使 用 ( Ｗｈｏ /
Ｗｈｏｍ)、何时采集或使用 (Ｗｈｅｎ)、在哪里采集

(Ｗｈｅｒｅ)、为什么使用该种(Ｗｈｙ)和采集多少、怎
么用(Ｈｏｗ ｏｒ Ｈｏｗ ｍｕｃｈ / Ｈｏｗ ｍａｎｙ)等ꎮ 重点记录

被调查者使用的药浴植物种类、名称、用法、使用

部位和功效等信息ꎬ采集凭证标本(王雨华和王

趁ꎬ２０１７)ꎮ
１.２.３ 植物学鉴定和民族植物学编目 　 通过«中国

植物志»、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湖南植物志»以及电子

在线资源(如: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ｐｌａｎｔ. ｃｎ / ｆｏｃ /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ｆｈ. ａｃ. ｃｎ /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ｂｉｆ. ｏｒｇ /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ｓｉｉ. ｏｒｇ. ｃｎ / ２０１７ / ｈｏｍｅ. ｐｈ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ｌｉｓｔ. ｏｒｇ / ꎬ ｈｔｔｐ: / / ｐｐｂｃ. ｉｐｌａｎｔ. ｃｎ /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ｌａｎｔ.ｃｓｄｂ.ｃｎ / ｈｅｒｂ)等对凭证标本及其照片进

行鉴定和分析ꎬ结合调查数据完成药浴植物编目ꎬ
在此基础上进行药浴植物资源的研究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对民族植物学野外考察获得的原始资料进行

室内整理和分析ꎬ获得药浴植物民族植物学编目

(表 １)ꎮ 民族植物学调查共记录到江华瑶族药浴

植物 １５２ 种ꎬ隶属于 ７０ 科 １２５ 属ꎮ 其中ꎬ蕨类植物

有 ７ 科 ８ 属 １１ 种ꎬ裸子植物有 ２ 科 ２ 属 ２ 种ꎬ被子

植物有 ６１ 科 １１５ 属 １３９ 种ꎮ 被子植物物种数为总

数的 ９１.４５％ꎬ占绝对优势ꎮ
２.１ 江华瑶族药浴植物的多样性分析

从药浴植物科的统计表明ꎬ含 １ 种的有 ３７ 科ꎬ
含 ２ 种的有 １８ 科ꎬ含 １ ~ ２ 种的科占总科数的

７８.５７％ꎬ优势科依次为豆科(Ｆａｂａｃｅａｅꎬ１３ 种)、唇形

科(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ꎬ１０ 种)、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ꎬ８ 种)、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ꎬ６ 种)、五加科(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ꎬ６ 种)、
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ꎬ５ 种)、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ꎬ５
种)、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ꎬ４ 种)、姜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ꎬ４
种)ꎻ从属的统计表明ꎬ含 １ 种的有 １０６ 属ꎬ占总属数

的 ８５.２２％ꎬ含 ２ 种的有 １４ 属ꎬ优势属依次为牛膝属

(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ꎬ５ 种)、紫金牛属(Ａｒｄｉｓｉａꎬ５ 种)、葛属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ꎬ３ 种)、忍冬属(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ꎬ３ 种)ꎮ 由此可

见ꎬ江华瑶族药浴植物种类在各科、属中呈相对分

散的分布ꎬ 体现了药浴植物组成类群的多样性ꎬ 反

２１８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表 １　 江华瑶族药浴植物民族植物学编目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ｂａｔｈ 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Ｙａ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ｈｕａꎬ Ｈｕｎａｎ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当地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瑶名
Ｙａｏ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功能主治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药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提及
频率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黑叶小驳骨 野甘草 /
大接骨风

— Ｊｕｓｔｉｃｉａ ｖｅｎｔｒｉｃｏｓａ 爵床科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舒筋活络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ꎬ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石菖蒲 菖蒲 ｃｈａｎｇ ｐｕ Ａｃｏｒｕ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

菖蒲科
Ａｃｏｒａｃｅａｅ

开窍ꎬ醒神ꎬ化痰ꎬ治小孩感冒
Ｒｅｆｒｅｓｈｉｎｇꎬ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ｃｏｌｄ

根状茎
Ｒｈｉｚｏｍｅ

草本
Ｈｅｒｂ

∗∗∗

接骨草 小骨接风 ｘｉａｏ ｇｕ ｊｉｅ Ｓａｍｂｕｃ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五福花科
Ａｄｏｘａｃｅａｅ

接骨(主药)ꎬ治跌打损伤ꎬ舒筋活络ꎬ解毒ꎬ
杀菌消炎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珊瑚树 珊瑚树 —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
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五福花科
Ａｄｏｘａｃｅａｅ

治跌打损伤ꎬ骨折ꎬ活血化瘀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ａｉｎꎬ ｃａｔａｃｌａｓｉｓ

根、叶
Ｒｏｏｔꎬ
ｌｅａｆ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枫香树 路路通 ｄｏｎｇ ｊｉｏｎｇ
ｄｉａｎｇ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蕈树科
Ａｌｔｉｎｇｉａｃｅａｅ

止血生肌ꎬ祛风除湿ꎬ舒筋活络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球果、根、茎
Ｆｒｕｉｔꎬ ｒｏｏｔ
ａｎｄ ｓｔｅｍ

乔木
Ａｒｂｏｒ

∗∗

半枫荷 半边风 ｆｕ ｍｕ ｂａｎ /
ｐｕ ｍｕ ｂｅｎ

Ｓｅｍｉ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

蕈树科
Ａｌｔｉｎｇｉａｃｅａｅ

治跌打损伤ꎬ祛风除湿ꎬ瘀积肿痛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

树皮、根
Ｂａｒｋꎬ
ｒｏｏｔ

乔木
Ａｒｂｏｒ

∗∗∗∗

白牛膝 白牛膝 ｎｉｕ ｑｉ / ｊｉｅ ｚａｏ
ｍａｏ ｍｉ

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ｂｉｄｅｎｔａｔａ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舒筋活络ꎬ治跌打损伤ꎬ腰膝酸
痛ꎬ肝肾亏虚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ｌｕｍｂｕｓ ａｎｄ ｋｎｅｅｓ ｐａｉｎꎬ 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
ｌ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ｋｉｄｎｅｙꎬ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红叶牛膝 牛膝 ｎｉｕ ｑｉ Ａ. ｂｉｄｅｎｔａｔａ ｖａｒ.
ｂｉｄｅｎｔａｔａ ｆ. ｒｕｂｒａ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治腰膝酸痛ꎬ肝肾亏虚ꎬ治跌打损伤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ｃｈｉｎｇ ｌｕｍｂｕｓ ａｎｄ ｋｎｅｅｓꎬ 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
ｌ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ｋｉｄｎｅｙꎬ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ｉｎｊｕｒ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少毛牛膝 牛膝 ｎｉｕ ｑｉ Ａ. ｂｉｄｅｎｔａｔａ ｖａｒ.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引血下行ꎬ治关节疼痛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ｒｔｈｒａｌｇｉａꎬ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ｆｌ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ｄ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柳叶牛膝 牛膝 ｎｉｕ ｑｉ Ａ.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治腰膝酸痛ꎬ肝肾亏虚ꎬ治跌打损伤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ｃｈｉｎｇ ｌｕｍｂｕｓ ａｎｄ ｋｎｅｅｓꎬ 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
ｌ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ｋｉｄｎｅｙꎬ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红柳叶牛膝 红牛膝 ｎｉｕ ｑｉ Ａ. 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ｆ. ｒｕｂｒａ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治腰膝酸痛ꎬ肝肾亏虚ꎬ治跌打损伤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ｃｈｉｎｇ ｌｕｍｂｕｓ ａｎｄ
ｋｎｅｅｓꎬ 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 ｌ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ｋｉｄｎｅｙꎬ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土荆芥 土荆芥 —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ａｍｂｒｏｓｉｏｉｄｅｓ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治皮肤湿疹ꎬ驱虫ꎬ活血化瘀ꎬ祛风除湿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ｋ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黑风藤 鞋底风 — Ｆｉｓｓｉｓｔｉｇｍａ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ｕｍ

番荔枝科
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舒筋活络ꎬ强骨健脾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 ｓｐｌｅｅｎ ａｎｄ ｂｏｎｅ

茎、根
Ｓｔｅｍꎬ
ｒｏｏ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瓜馥木 狗舌风 — Ｆ.ｏｌｄｈａｍｉｉ 番荔枝科
Ａｎｎｏｎ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治跌打损伤ꎬ风湿骨痛ꎬ小儿
麻痹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ｂｒｕｉｓｅꎬ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ｏｍｙｅｌｉｔｉｓ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乔木
Ａｒｂｏｒ

∗∗

紫花前胡 土当归 /
独活

ｄａｎｇ ｇｕｉ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
ｄｅｃｕｒｓｉｖａ

伞形科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祛痰止咳ꎬ活血化瘀ꎬ脑梗塞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ꎬ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根
Ｒｏｏ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络石 爬墙风 — Ｔｒａｃｈｅｌ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ｊａｓｍｉｎｏｉｄｅｓ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舒筋活络ꎬ清热解毒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ꎬ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毛杜仲藤 九龙藤 — Ｕｒｃｅｏｌａ ｈｕａｉｔｉｎｇｉｉ 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

镇静ꎬ镇痛ꎬ降血压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ꎬ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ｍ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穿心藤 穿风 — Ａｍｙｄｒｉｕｍ
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ｅ

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利湿ꎬ祛风除湿ꎬ止血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ꎬ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树参 树参 — Ｄｅｎｄｒｏｐａｎａｘ ｄｅｎｔｉｇｅｒ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治偏头痛ꎬ风湿骨痛等症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ｅａｄａｃｈ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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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当地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瑶名
Ｙａｏ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功能主治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药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提及
频率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五加皮 五加皮 ｗｕ ｊｉａ Ｅｌｅｕｔｈ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ｎｏｄｉｆｌｏｒｕｓ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补益肝肾ꎬ强筋壮骨ꎬ利水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ｋｉｄｎｅｙ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ｍｕｓ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ｏｎｅｓꎬ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

根皮
Ｒｏｏｔ ｂａｒｋ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刺五加 刺五加 — Ｅ. ｓｅｎｔｉｃｏｓｕｓ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补益肝肾ꎬ强筋壮骨ꎬ利水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ｋｉｄｎｅｙ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ｍｕｓ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ｏｎｅｓꎬ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

根皮
Ｒｏｏｔ ｂａｒｋ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刺楸 刺楸 ｅｏｎｇ ｏ ｄｉａｎｇ Ｋａｌｏｐａｎａｘ
ｓｅｐｔｅｍｌｏｂｕｓ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舒筋活络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树皮
Ｂａｒｋ

乔木
Ａｒｂｏｒ

∗∗

短梗大参 七叶风 — Ｍａｃｒｏｐａｎａｘ
ｒｏｓｔｈｏｒｎｉｉ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治骨折ꎬ风湿关节炎ꎬ跌打损伤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ｃａｔａｃｌ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常春藤 三角枫 — Ｈｅｄｅｒａ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舒筋活络ꎬ治肿毒ꎬ胃痛ꎬ咽炎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ｍｕｓ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ｔｏｍａｃｈａｃｈｅ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ｙｎｇｉｔｉｓ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柳叶白前 水杨柳 —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ｓｔａｕｎｔｏｎｉｉ

萝藦科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止咳ꎬ润肺ꎬ消炎ꎬ治跌打骨折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ｗａｙ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ꎬ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ｌｕｎｇ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南艾蒿 鸡爪风 /
紫蒿

ａｉ ｂｉｅ ｍｉ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ｖｅｒｌｏｔｉｏｒｕｍ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温经止血ꎬ祛风除湿ꎬ行气散寒ꎬ杀菌消炎ꎬ
止咳平喘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ｎｓｅｓꎬ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ｌｄꎬ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ａｓｔｈｍａ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泽兰 泽兰 — 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ｌｉｎｄｌｅｙａｎｕｍ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调血调经ꎬ温中补益ꎬ解表散寒ꎬ祛风除湿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ｇｙｎｅｃｏｐａｔｈｙ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枝、叶
Ｂｒａｎｃｈꎬ

ｌｅａｆ

草本
Ｈｅｒｂ

∗∗∗

九里光 千里光 ｊｉｕ ｌｉ
ｇｕａｎｇ

Ｓｅｎｅｃｉｏ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打蛔虫ꎬ治鼻炎ꎬ皮肤瘙痒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ꎬ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ｅｘｐｅｌｌｉｎ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ꎬ ｓｋ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兔儿伞 兔儿伞 — Ｓｙｎｅｉｌｅｓｉｓ
ａｃｏｎｉｔｉｆｏｌｉａ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活血化瘀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ꎬ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毒根斑鸠菊 毒根斑
鸠菊

— Ｖｅｒｎｏｎｉａ
ｃｕｍｉｎｇｉａｎａ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治风湿骨痛ꎬ腰肌劳损ꎬ四肢麻痹ꎬ感冒发
热ꎬ疟疾ꎬ牙痛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ｐｓｏａｔｉｃ ｓｔｒａｉｎꎬ ｌｉｍｂ ｐａｒａｌｙｓｉｓꎬ
ｍａｌａｒｉａꎬ ｃｏｌｄꎬ ｆｅｖｅｒ ａｎｄ ｔｏｏｔｈａｃｈ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苍耳 苍耳 ｇｕ ｌｉ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ｓｔｒｕｍａｒｉｕｍ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治皮肤痒ꎬ疥疮ꎬ尿道感染ꎬ中耳炎ꎬ慢性鼻
炎ꎬ牙痛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ｋ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ｕｒｉｎａ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ꎬ
ｔｙｍｐａｎｉｔｉｓꎬ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ꎬ ｔｏｏｔｈａｃｈ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艾 艾蒿 —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温经散寒ꎬ止血ꎬ消炎ꎬ止咳ꎬ安胎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ｍｅｒｉｄ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ｎｇ ｃｏｌｄꎬ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ꎬ ａｎｔｉｐｈｌｏｇｉｓｔｉｃꎬ ａｎｔｉｔｕｓｓｉｖｅꎬ
ｃａｌ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ｅｔｕ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羊耳菊 白面风 — Ｄｕｈａｌｄｅａ ｃａｐｐａ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祛痰止咳ꎬ活血调经ꎬ治跌打损伤ꎬ毒蛇咬伤
Ｅｘｐｅｌｌ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ｒｉｄｉａｎｓ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ｎａｋｅｂｉｔｅ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秋海棠 秋海棠 — Ｂｅｇｏｎｉａ ｐａｌｍａｔａ 秋海棠科
Ｂｅｇｏｎｉａｃｅａｅ

调血调经ꎬ温中补益ꎬ活血化瘀ꎬ止咳ꎬ健脾
解酒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ｇｙｎｅｃｏｐａｔｈｙ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ꎬ 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 ｓｐｌｅｅｎ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
ａ ｈａｎｇｏｖｅｒ

根
Ｒｏｏ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蔊菜 蔊菜 — Ｒｏｒｉｐｐａ
ｉｎｄｉｃａ

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解表健胃ꎬ止咳平喘ꎬ散热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ａｓｔｈｍａꎬ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金银花 金银花 ｍｅｉ ｚｅｎ
ｚａｉ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杀菌消炎ꎬ小儿胎毒ꎬ疮疖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ꎬ
ｆｅｔａｌ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ｆｕｒｕｎｃｌ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灰毡毛忍冬 金银花 ｍｅｉ ｚｅｎ ｚａｉ Ｌ. ｍａｃｒａｎｔｈａ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杀菌消炎ꎬ小儿胎毒ꎬ疮疖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ꎬ
ｆｅｔａｌ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ｆｕｒｕｎｃｌ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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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当地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瑶名
Ｙａｏ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功能主治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药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提及
频率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皱叶忍冬 金银花 ｍｅｉ ｚｅｎ ｚａｉ Ｌ.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杀菌消炎ꎬ小儿胎毒ꎬ疮疖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ａｎｔｉ￣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ꎬ ｆｅｔａｌ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ｆｕｒｕｎｃｌ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扶芳藤 扶芳藤 —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卫矛科
Ｃｅｌａｓｔｒａｃｅａｅ

补血益气ꎬ舒筋活络ꎬ止血
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Ｑｉ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过山枫 过山风 — Ｃｅｌａｓｔｒｕｓ
ａｃｕｌｅａｔｕｓ

卫矛科
Ｃｅｌａｓｔｒ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治白血病ꎬ胆囊炎ꎬ高血压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ｌｅｕｋｅｍｉａꎬ 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ｉｔｉｓ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根
Ｒｏｏｔ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地肤 地肤 — Ｋｏｃｈｉａ
ｓｃｏｐａｒｉａ

藜科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利尿ꎬ治尿痛ꎬ尿急ꎬ荨麻疹ꎬ皮
肤癣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ｄｙｓｕｒｉａ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ｋｉｎ ｄｅｓｅａｓｅ

全草、果实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ꎬ

ｆｒｕｉ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草珊瑚 九节茶 /九节风 — Ｓａｒｃａｎｄｒａ
ｇｌａｂｒａ

金粟兰科
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活血化瘀ꎬ杀菌消炎ꎬ舒筋活络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ꎬ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使君子 大黄风 — Ｑｕｉｓｑｕａｌ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

使君子科
Ｃｏｍｂｒｅｔ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舒筋活络ꎬ杀虫消积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ｍｕｓ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ａｌ

藤茎
Ｓｔｅｍ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桫椤 桫椤 — Ａｌｓｏｐｈｉｌａ
ｓｐｉｎｕｌｏｓａ

桫椤科
Ｃｙａｔｈｅ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强筋健骨ꎬ活血化瘀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ｍｕｓｌｅ ａｎｄ ｂｏｎｅ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

茎
Ｓｔｅｍ

草本
Ｈｅｒｂ

∗

大叶骨碎补 大叶骨碎补 — Ｄａｖａｌｌｉａ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骨碎补科
Ｄａｖａｌｌｉ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温中补肾ꎬ活血化瘀ꎬ舒筋活络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ｉｄｎｅｙ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

根状茎
Ｒｈｉｚｏｍｅ

草本
Ｈｅｒｂ

∗∗∗

圆盖阴石蕨 圆盖阴石蕨 — Ｈｕｍａｔａ ｔｙｅｒｍａｎｎｉｉ 骨碎补科
Ｄａｖａｌｌｉ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止血ꎬ利尿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ꎬ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根状茎
Ｒｈｉｚｏｍｅ

草本
Ｈｅｒｂ

∗∗

胡颓子 胡颓子 — Ｅｌａｅａｇｎｕｓ
ｐｕｎｇｅｎｓ

胡颓子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ａｅ

止泻ꎬ治胃痛ꎬ肺虚短气
Ａｎｔｉ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ｌ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ｔｏｍａｃｈａｃｈｅꎬ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ｓｔｈｅｎｉａ

果实
Ｆｒｕｉ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节节草 节节草 — 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
ｒａｍｏｓｉｓｓｉｍｕｍ

木贼科
Ｅｑｕｉｓｅｔａｃｅａｅ

疏风散热ꎬ解肌退热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ｈｅａｔꎬ ａｎｔｉｐｙｒｅｔｉｃ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笔管草 笔筒草 ｂａ ｄｏｎｇ
ｍｉ

Ｅ. ｒａｍｏｓｉｓｓｉｍｕｍ 木贼科
Ｅｑｕｉｓｅｔａｃｅａｅ

杀菌消炎ꎬ生津止渴ꎬ利尿利湿ꎬ小儿科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ꎬ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ꎬ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ｃｉｄａｌꎬ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ｓａｌｉｖａ ａｎｄ ｓｌａｋｅ ｔｈｉｒｓｔ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滇白珠 瑶婆风 /满山香 /
老虎捞

— Ｇａｕｌｔｈｅｒｉａ
ｌｅｕｃｏｃａｒｐａ

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治关节炎ꎬ祛风除湿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ｒｔｈｒａｌｇｉａꎬ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茎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杜仲 九龙藤 ｄｕ ｚｈｏｎｇ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
ｕｌｍｏｉｄｅｓ

杜仲科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ｃｅａｅ

舒筋活络ꎬ生肌止血ꎬ引血中行ꎬ治枪伤ꎬ做
急救包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皮
Ｂａｒｋ

乔木
Ａｒｂｏｒ

∗∗

龙须藤 血藤 ｍｅｉ ｘｉ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舒筋活络ꎬ健脾理气ꎬ祛风除湿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ꎬ
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 ｓｐｌｅｅｎ

茎
Ｓｔｅｍ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饿蚂蝗 恶水蚂蝗 ｍｏｎｇ ｎｉ Ｄｅｓｍｏｄｉｕｍ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醒酒ꎬ清热解毒ꎬ消食解表ꎬ治小儿积食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 ａ ｈａｎｇｏｖｅｒ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 ａｎｔｉｐｙｒｅｔｉｃ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枝
Ｂｒａｎｃｈ

草本
Ｈｅｒｂ

∗∗∗

千斤拔 套马桩 ｍｏ ｌｉ Ｆｌｅｍｉｎｇｉ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主治腰骨疼ꎬ骨质增生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ｌｕｍｂａｒ ｂｏｎｅ ｐａｉｎ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ｈｙｐｅｒｏｓｔｅｏｇｅｎｙ

根
Ｒｏｏ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皂荚 皂角 — 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祛痰通窍ꎬ镇咳利尿ꎬ助消化ꎬ排脓ꎬ杀虫
治癣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ꎬ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ꎬ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ｋ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荚果
Ｆｒｕｉｔ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夜关门 夜关门 — Ｋｕｍｍｅｒｏｗｉａ
ｓｔｒｉａｔａ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活血化瘀ꎬ止泻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ｔｉ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ｌ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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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当地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瑶名
Ｙａｏ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功能主治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药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提及
频率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大果油麻藤 鸭仔风 — Ｍｕｃｕｎａ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活血化瘀ꎬ补血ꎬ清肺止咳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ꎬ 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 ｌｕｎｇ

茎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小槐花 小槐花 — Ｏｈｗｉａ
ｃａｕｄａｔａ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舒筋活络ꎬ利尿ꎬ杀虫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ꎬ ｅｘｐｅｌｌｉｎ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

茎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葛 葛麻藤 ｇｅ ｍａ ｔｅｎｇ /
ｇａｉ ｄａｎ ｍｅｉ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
ｌｏｂａｔａ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醒酒ꎬ解表退热ꎬ生津止渴ꎬ止泻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 ａ ｈａｎｇｏｖｅｒꎬ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ｌａｃｔａｔｉｏｎ

根、花
Ｒｏｏｔꎬ
ｆｌｏｗｅｒ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葛麻姆 葛毛藤 ｇｅ ｄｏｎｇ ｍａｉ Ｐ. ｍｏｎｔａｎａ ｖａｒ. ｌｏｂａｔａ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解暑ꎬ止咳ꎬ益胃安神ꎬ清心明目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ｈｅａｔ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ｃｏｌｄꎬ 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 ｓｔｏｍａｃｈꎬ ｔｒａｎｑｕ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ｙｅｓｉｇｈｔ

叶
Ｌｅａｆ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粉葛 葛毛藤 ｇｅ ｄｏｎｇ ｂｕ Ｐ. ｍｏｎｔａｎａ ｖａｒ. 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ｉ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润肠道便ꎬ凉药ꎬ催乳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ｓ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ｌａｃｔａｔｉｏｎ

根
Ｒｏｏｔ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决明子 决明子 — Ｓｅｎｎａ ｔｏｒａ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清肝明目ꎬ补肾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ｒ ｆｉ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ｙｅｓｉｇｈｔꎬ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ｉｄｎｅｙ

种子
Ｓｅｅｄ

草本
Ｈｅｒｂ

∗∗

苦参 苦参 — Ｓｏｐｈｏｒａ 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利湿ꎬ杀菌消炎ꎬ健胃驱虫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ꎬ ｅｘｐｅｌｌｉｎ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

根
Ｒｏｏ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鸡血藤 鸡血藤 ｊｉｅ ｄｕａｎｇ
ｍｅｉ

Ｓｐａｔｈｏｌｏｂｕｓ
ｓｕｂｅｒｅｃｔｕｓ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活血化瘀ꎬ补血ꎬ舒筋活络ꎬ降三高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ꎬ
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藤茎
Ｓｔｅｍ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老鹳草 老鹳草 —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

牻牛儿苗科
Ｇｅｒ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舒筋活络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ｍｕｓ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小叶买麻藤 麻骨风 — Ｇｎｅｔｕｍ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ｍ

买麻藤科
Ｇｎｅｔ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治跌打损伤ꎬ肾炎水肿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ｂｒｕｉｓｅꎬ ｎｅｐｈｒｉｔｉｓ ａｎｄ ｅｄｅｍａ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马蹄荷 白荷木 ｈａｎ ｚｅｉ
ｄｉａｎｇ

Ｅｘ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
ｐｏｐｕｌｎｅａ

金缕梅科
Ｈａｍａｍｅ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舒筋活络ꎬ活血化瘀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

叶腋、
茎枝

Ｌｅａｆ ａｘｉｌꎬ
ｓｔｅｍ

乔木
Ａｒｂｏｒ

∗∗

金丝莲 金丝莲 — 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
ｍｏｎｏｇｙｎｕｍ

金丝桃科
Ｈｙｐ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止咳ꎬ调血ꎬ治跌打损伤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定心藤 黄九牛 — Ｍａｐｐｉａｎｔｈｕｓ
ｉｏｄｏｉｄｅｓ

茶茱萸科
Ｉｃａｃｉｎ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活血化瘀ꎬ治跌打损伤ꎬ月经不调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ｎｄ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ｅｎｓｅｓ

根、茎、叶
Ｒｏｏｔꎬ 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ｌｅａｆ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大青 大青叶 ｄｏｎｇ ｑｉｎｇ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
ｃｙｒ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泻火ꎬ凉血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ꎬ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ꎬ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香薷 香薷 — Ｅｌｓｈｏｌｔｚｉａ
ｃｉｌｉａｔａ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发汗解表ꎬ利水ꎬ治急性肠胃炎ꎬ腹痛吐泻
Ｄｉａｐｈｏｒｅｓｉｓ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ｓꎬ
ｂｅｌｌｙａｃｈ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朵朵艾 益母草 — Ｌｅｏｎｕｒ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调血调经ꎬ温中补益ꎬ月经不调ꎬ产后出血ꎬ
肾炎ꎬ乳腺炎ꎬ丹毒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ｇｙｎｅｃｏｐａｔｈｙꎬ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ｅｎｓｅｓꎬ
ｎｅｐｈｒｉｔｉｓꎬ ｍａｓｔｉｔｉｓꎬ ｅｒｙｓｉｐｅｌａ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四方草 四方草 — Ｍｏｓｌａ
ｄｉａｎｔｈｅｒａ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感冒发热ꎬ中暑头痛ꎬ热痱皮炎ꎬ痢疾ꎬ肾炎
水肿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ꎬ ｃｏｌｄ ａｎｄ ｆｅｖｅｒ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ｈｅａｄａｃｈｅꎬ ｓｋ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ｎｅｐｈｒｉｔｉ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紫苏 紫苏 — Ｐｅｒｉｌｌａ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行气散寒ꎬ镇痛镇静ꎬ解毒ꎬ安胎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ｎｇ ｃｏｌｄ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ꎬ ｃａｌｍꎬ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回回苏 紫苏 — Ｐ. 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解表和胃ꎬ行气散寒ꎬ理气安胎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ｌｄꎬ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Ｑｉꎬ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ꎬ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夏枯草 夏枯草 — Ｐｒｕｎｅｌｌ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节骨酸疼ꎬ清肝明目ꎬ开郁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ｒ ｆｉ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ｙｅｓｉｇｈｔꎬ
ｔｒｅｔ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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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当地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瑶名
Ｙａｏ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功能主治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药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提及
频率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半枝莲 半枝莲 —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ｂａｒｂａｔａ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调血调经ꎬ温中补益ꎬ治跌打损伤ꎬ痱子ꎬ各
种炎症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ｇｙｎｅｃｏｐａｔｈｙꎬ ｓｋ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ꎬ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黄荆 黄荆 — Ｖｉｔｅｘ ｎｅｇｕｎｄｏ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治痢疾ꎬ镇静ꎬ镇痛ꎬ止血ꎬ驱虫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ｄｙｓｅｎｔｅｒｙꎬ ｃａｌｍ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ꎬ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ꎬ ｅｘｐｅｌｌｉｎ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活血丹 豆角消 /
豆角风

— Ｇｌｅｃｈｏｍ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ｂａ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散瘀消肿ꎬ活血调经ꎬ治湿热黄
疸ꎬ疮痈肿痛ꎬ跌打损伤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ｗａｙ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ｓｔ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ꎬ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ｅｒｉｄｉａｎｓ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ｊａｕｎｄ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海风藤 八月炸藤 — Ａｋｅｂｉａ
ｑｕｉｎａｔａ

木通科
Ｌａｒｄｉｚａｂａｌａｃｅａｅ

利尿ꎬ通乳ꎬ杀菌消炎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ꎬ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ｌａｃｔ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ｔｉ￣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大血藤 梅花血藤 /
红藤

ｍｅｉ ｓｅ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
ｃｕｎｅａｔａ

木通科
Ｌａｒｄｉｚａｂａｌａｃｅａｅ

补血ꎬ活血化瘀ꎬ舒筋活络
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根、茎
Ｒｏｏｔꎬ
ｓｔｅｍ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尾叶那藤 老虎爪 — Ｓｔａｕｎｔｏｎｉａ
ｏｂｏｖａｔｉｆｏｌｉｏｌａ

木通科
Ｌａｒｄｉｚａｂａｌａｃｅａｅ

舒筋活络ꎬ利尿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藤茎
Ｓｔｅｍ

草本
Ｈｅｒｂ

∗∗

樟 樟 ｋｕ ｊｉａｎｇ
ｄｉａｎｇ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行气散寒ꎬ强心镇痉ꎬ杀虫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ｎｇ ｃｏｌｄꎬ
ｅｘｐｅｌｌｉｎ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乔木
Ａｒｂｏｒ

∗∗

肉桂 肉桂 ｇｕｉ ｐｉ Ｃ. ｃａｓｓｉａ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祛痧气ꎬ舒筋活络ꎬ提神ꎬ镇静镇痛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ｃａｌｍ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皮、枝
Ｂａｒｋꎬ
ｂｒａｎｃｈ

乔木
Ａｒｂｏｒ

∗∗

狭叶山胡椒 假死菜 /
见风消

ｌｏｎｇ ｇａｉ
ｄｉａｎｇ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行气散寒ꎬ解毒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ꎬ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ｌｄꎬ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枝、叶、根
Ｂｒａｎｃｈꎬ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ｒｏｏ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山鸡椒 山苍籽 ｍｏｎｇ ｙｏｕ ｂｉｕ /
ｄａｎ ｚｅｉ

Ｌｉｔｓｅａ
ｃｕｂｅｂａ

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行气散寒ꎬ消肿ꎬ驱蚊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ｎｇ ｃｏｌｄꎬ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ꎬ ｒｅｐｅｌｌｉｎｇ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开口箭 开口箭 — Ｃａｍｐｙｌａｎｄｒ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祛风除湿ꎬ活血化瘀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根状茎
Ｒｈｉｚｏｍｅ

草本
Ｈｅｒｂ

∗∗

万寿竹 小玉竹 — Ｄｉｓｐｏｒｕｍ
ｃａｎｔｏｎｉｅｎｓｅ

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益气补肾ꎬ润肺止咳ꎬ健身长寿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Ｑｉꎬ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ｉｄｎｅｙꎬ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ｌｕｎｇ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根状茎
Ｒｈｉｚｏｍｅ

草本
Ｈｅｒｂ

∗∗∗

扁枝槲寄生 扁枝槲寄生 — Ｖｉｓｃｕｍ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桑寄生科
Ｌｏ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活血化瘀ꎬ止咳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枝叶
Ｌｅａｆ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棱枝槲寄生 棱枝槲寄生 — Ｖ.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ｉｃｏｌａ 桑寄生科
Ｌｏ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舒筋活络ꎬ清热解毒ꎬ止咳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藤石松 松筋藤 ｂｏｎｇ ｊｕａｎ
ｍｅｉ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ａｓｔｒｕｍ
ｃａｓｕａｒｉｎｏｉｄｅｓ

石松科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治跌打损伤ꎬ舒筋活络ꎬ祛风除湿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石松 大松筋 /
铺地蜈蚣

—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石松科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舒筋活络ꎬ治腰腿疼痛ꎬ关节疼痛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ｒｌｉｅｖｉｎｇ ｌｕｍｂａｇｏ ａｎｄ ｌｅｇ ｐａｉｎ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ｒｔｈｒａｌｇｉａ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笔直石松 松筋草 /
小松筋藤

— Ｌ. ｏｂｓｃｕｒｕｍ 石松科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治跌打损伤ꎬ舒筋活络ꎬ祛风除湿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海金沙 海金沙 ｌｏｎｇ ｍｕａｎ
ｍｅｉ

Ｌｙｇｏ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海金沙科
Ｌｙｇ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治结石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ｌｉｔｈｉａｓｉｓ

孢子、全草
Ｓｐｏｒｅꎬ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厚朴 厚朴 ｈｏｕ ｐｏ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杀菌消炎ꎬ解表ꎬ理气ꎬ通灵ꎬ舒筋活络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Ｑｉ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树皮
Ｂａｒｋ

乔木
Ａｒｂｏ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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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当地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瑶名
Ｙａｏ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功能主治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药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提及
频率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乐昌含笑 景烈白兰 — 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ｃｈａｐｅｎｓｉｓ

木兰科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ｗａｙ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树皮
Ｂａｒｋ

乔木
Ａｒｂｏｒ

∗∗

野牡丹 野牡丹 —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ｉｍ
ｂｒｉｃａｔｕｍ

野牡丹科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止血ꎬ消积利湿ꎬ解毒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ｍｕｓ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苦楝 苦楝树 ｇｕ ｌｉｎ
ｄｉａｎｇ

Ｍｅｌｉａ
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

楝科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治疥癣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ｋ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皮
Ｂａｒｋ

乔木
Ａｒｂｏｒ

∗

香椿 香椿 ｃｈｕｎ ｙａ Ｔｏｏｎ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楝科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健脾开胃ꎬ利尿ꎬ保健美容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ꎬ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
ｓｐｌｅｅｎꎬ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皮
Ｂａｒｋ

乔木
Ａｒｂｏｒ

∗

萍蓬草 冷骨风 — Ｎｕｐｈａｒ
ｐｕｍｉｌａ

睡莲科
Ｎｙｍｐｈａｅａｃｅａｅ

强壮补虚ꎬ健脾ꎬ调经ꎬ治神经衰弱ꎬ消化
不良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ｓｐｌｅｅｎꎬ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ｅｒｉｄｉａｎｓ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ｎｅｕｒａｓｔｈｅｎｉａ ａｎｄ ｄｙｓｐｅｐｓｉａ

根状茎
Ｒｈｉｚｏｍｅ

草本
Ｈｅｒｂ

∗∗∗

算盘子 柿子椒 ｈｕａｎｇ ｇａｉ
ｂｉｎｇ ｌｉａｎｇ

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ｎ
ｐｕｂｅｒｕｍ

叶下珠科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治肾结石ꎬ小儿科ꎬ发热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ｋｉｄｎｅｙ ｓｔｏｎｅꎬ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ｆｅｖｅ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叶下珠 叶下珠 —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ｕｒｉｎａｒｉａ

叶下珠科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杀菌消炎ꎬ止泻ꎬ利尿等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ꎬ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ｔｉ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ｌꎬ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马尾松 松 ｚｏｎｇ ｄｉａｎｇ 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

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治跌打损伤ꎬ祛风除湿ꎬ舒筋活络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根、花粉
Ｒｏｏｔꎬ
ｐｏｌｌｅｎ

乔木
Ａｒｂｏｒ

∗∗

山蒟 山蒟 — Ｐｉｐｅｒ
ｈａｎｃｅｉ

胡椒科
Ｐｉ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行气散寒ꎬ舒筋活络ꎬ止痛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ｌｄ

茎、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草本
Ｈｅｒｂ

∗

风藤 蒌藤 /
石楠藤

ｂｉｎｇ ｄｉ Ｐ. ｋａｄｓｕｒａ 胡椒科
Ｐｉ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舒筋活络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叶
Ｌｅａｆ

草本
Ｈｅｒｂ

∗

白花丹 猛老虎 ｄｉ ｂｏ Ｐｌｕｍｂａｇｏ
ｚｅｙｌａｎｉｃａ

白花丹科
Ｐｌｕｍｂ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治跌打损伤ꎬ治蛇咬ꎬ肿瘤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ꎬ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ｎａｋｅ ｂｉｔｅꎬ ｔｕｍｏｕ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香茅 香茅 — Ｃｙｍｂｏｐｏｇｏｎ
ｃｉｔｒａｔｕｓ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舒筋活络ꎬ治跌打损伤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淡竹叶 山解密 — Ｌｏｐｈａｔｈｅｒｕｍ ｇｒａｃｉｌｅ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治肺痨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ｐｈｔｈｉｓｉ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远志 鸡仔树 /
黄花倒水莲

ｊｉｅ ｄｕａｎ
ｍｉ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 ｆａｌｌａｘ 远志科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ｃｅａｅ

益智安神ꎬ开郁ꎬ化痰
Ｔｒａｎｑｕ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ｄꎬ ｔｒｅｔ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金线草 金线草 — Ａｎｔｅｎｏｒｏｎ ｆｉｌｉｆｏｒｍｅ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凉血止血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ｏｐｐ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ｉｎｇ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头花蓼 头花蓼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ｃａｐｉｔａｔｕｍ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利湿ꎬ活血化瘀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杠板归 蛇不过 ｚｈａｏ ｍａｏ
ｃａｏ

Ｐ. 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ｕｍ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祛痘ꎬ清热解毒ꎬ利尿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ｋ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江南星蕨 江南星蕨 — Ｎｅｏｌｅｐｉｓｏｒｕｓ
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水龙骨科
Ｐｏｌｙ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凉血止血ꎬ止痛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ꎬ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九管血 血党 —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ｂｒｅｖｉｃａｕｌｉｓ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活血化瘀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硃砂根 硃砂根 — Ａ. ｃｒｅｎａｔａ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活血化瘀ꎬ止痛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百两金 百两金 — Ａ. ｃｒｉｓｐａ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舒筋活络ꎬ活血化瘀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８１８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续表 １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当地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瑶名
Ｙａｏ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功能主治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药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提及
频率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虎舌红 红毛将军 /
红毛地毯

ｂｏｎ ｄｉ
ｓｕｉ / ｄｉｅ

Ａ. ｍａｍｉｌｌａｔａ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利咽利湿ꎬ活血化瘀ꎬ止血ꎬ去腐
生肌ꎬ月经不调ꎬ肺结核咳血ꎬ肝炎ꎬ胆囊炎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ꎬ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ꎬ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ｅｎｓｅ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走马胎 走马风 — Ａ. ｇｉｇａｎｔｉｆｏｌｉａ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活血散瘀ꎬ消肿止痛ꎬ治痈疖溃烂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ꎬ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ｃａｒｂｕｎｃｌｅꎬ ｂ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ｆｅｓｔｅｒｉｎｇ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威灵仙 黑老虎 —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舒筋活络ꎬ解毒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长叶冻绿 苦李根 — Ｒｈａｍｎｕｓ
ｃｒｅｎａｔａ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杀虫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ｅｘｐｅｌｌｉｎ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

根
Ｒｏｏ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牯岭勾儿茶 痘边风 — Ｂｅｒｃｈｅｍｉａ
ｋｕ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活血止痛ꎬ治小儿疳积ꎬ湿疹ꎬ
经闭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ｉｎｆａｎｔｉｌｅ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ｅｃｚｅｍａꎬ ａ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

根
Ｒｏｏ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桃 桃 ｂａｉ ｊｉａ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
ｐｅｒｓｉｃａ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通便润肠ꎬ消除水肿ꎬ解酒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ｘｃｒｅｔｉｏｎꎬ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ｅｄｅｍａꎬ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 ａ ｈａｎｇｏｖｅｒ

叶
Ｌｅａｆ

乔木
Ａｒｂｏｒ

∗∗

风箱树 水浸风 —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ｕｓ
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ａ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理肺益气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ꎬ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ｌｕｎｇꎬ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

根
Ｒｏｏ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虎刺 虎刺 — Ｄａｍｎ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ｉｎｄｉｃｕｓ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利湿利咽ꎬ活血化瘀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

根
Ｒｏｏ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六月雪 雪花皮 /
破凉伞

— Ｓｅｒｉｓｓ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解表ꎬ清热解毒ꎬ舒筋活络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钩藤 钩藤 ｓｕ ａｏ
ｍｅｉ

Ｕｎｃａｒｉａ
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清血平肝ꎬ息风定惊ꎬ降血压
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ｌｉｖｅｒꎬ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ｍ

藤茎
Ｓｔｅｍ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华钩藤 钩藤 — Ｕ.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茜草科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清血平肝ꎬ息风定惊ꎬ降血压
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ｌｉｖｅｒꎬ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ｍ

藤茎
Ｓｔｅｍ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九里香 九里香 — Ｍｕｒｒａｙａ
ｅｘｏｔｉｃａ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活血化瘀ꎬ清热解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ꎬ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乔木
Ａｒｂｏｒ

∗

三叶刺五加 飞龙掌血 — Ｔｏｄｄａｌｉ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活血化瘀ꎬ祛风除湿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茎、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椿叶花椒 爆木树 ｐｉｎ ｂｕｉ
ｄｉａｎｇ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ａｉｌａｎｔｈｏｉｄｅｓ

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舒筋活络ꎬ消暑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ｍｕｓ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ｈｅａｔ

皮
Ｂａｒｋ

乔木
Ａｒｂｏｒ

∗

清风藤 一笔两嘴 — Ｓａｂ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清风藤科
Ｓａｂｉａｃｅａｅ

治骨折ꎬ祛风除湿ꎬ清热解毒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全株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三白草 三白草 — Ｓａｕｒｕｒ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三白草科
Ｓａｕｒｕｒａｃｅａｅ

尿路感染ꎬ结石ꎬ湿疹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ｕｒｉｎａ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ꎬ ｌｉｔｈｉ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ｃｚｅｍａ

根
Ｒｏｏ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蕺菜 鱼腥草 — 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三白草科
Ｓａｕｒｕｒ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利湿ꎬ治感冒发烧ꎬ肠炎ꎬ肾炎ꎬ
痢疾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ｗａｙ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ｄ ａｎｄ ｆｅｖｅｒꎬ 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ｓꎬ ｎｅｐｈｒｉｔｉｓꎬ ｄｙｓｅｎｔｅｒｙ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黑老虎 冷饭团 /
钻骨风

ｄｏｎｇ ｇａｉ
ｚｅｉｎ

Ｋａｄｓｕｒａ
ｃｏｃｃｉｎｅａ

五味子科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ｃｅａｅ

活血化瘀ꎬ调血调经ꎬ温中补益ꎬ行气散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Ｑｉ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ｇｙｎｅｃｏｐａｔｈｙ

根皮
Ｒｏｏｔ
ｂａｒｋ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南五味子 小冷饭团 /
小钻骨风

ｇａｎ ｚｅｎ
ｄｕａｎ / ｎａｎ
ｎａｎ ｄｏｎｇ

Ｋ. ｌｏｎｇｉ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 五味子科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ｃｅａｅ

活血化瘀ꎬ舒筋活络ꎬ收敛固涩ꎬ宁心安神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ｃａｌ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ｑｕ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ｄ

根
Ｒｏｏｔ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９１８１１１ 期 方琼等: 湖南江华瑶族药浴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续表 １

中文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当地名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ｍｅ

瑶名
Ｙａｏ ｎａｍｅ

学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科名
Ｆａｍｉｌｙ ｎａｍｅ

功能主治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药用部位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

生活型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

提及
频率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白背枫 白泡花 — Ｂｕｄｄｌｅｊ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解毒ꎬ驱虫ꎬ化骨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ꎬ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ｅｘｐｅｌｌｉｎ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醉鱼草 醉鱼草 ｄｕ ｈａｉ /
ｂｏｎ ｂｉａ /
ｄｕ ｈａｉ /

ｙａｎｇ ｗｅｉ ｙｏ

Ｂ. ｌｉｎｄｌｅｙａｎａ 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生肌化腐ꎬ止血ꎬ活血化瘀ꎬ祛风除湿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叶
Ｌｅａｆ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阴行草 茵陈草 — Ｓｉｐｈｏｎｏｓｔｅｇｉ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利湿ꎬ活血化瘀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翠云草 翠云草 —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
ｕｎｃｉｎａｔａ

卷柏科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舒筋活络ꎬ化痰止咳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小叶菝葜 小叶金刚蔸 ｙｉｎｇ
ｇｕａｎｇ

Ｓｍｉｌａｘ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菝葜科
Ｓｍｉｌａｃ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活血化瘀ꎬ解毒利湿ꎬ补虚益损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ꎬ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根
Ｒｏｏ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少花龙葵 紫龙葵 — Ｓｏｌａｎｕ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ｍ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清凉散热ꎬ散结利尿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龙葵 龙葵 ｈｕａｎｇ
ｊｉ ｍｉ

Ｓ. ｎｉｇｒｕｍ 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

调血调经ꎬ温中补益ꎬ治尿毒ꎬ癌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ｇｙｎｅｃｏｐａｔｈｙ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ｄｙｓｕｒｉａ ａｎｄ ｃａｎｃｅｒ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大百部 百部 — Ｓｔｅｍｏｎａ
ｔｕｂｅｒｏｓａ

百部科
Ｓｔｅｍｏｎａｃｅａｅ

润肺ꎬ止咳ꎬ祛痰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ｕｎｇ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根
Ｒｏｏ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土人参 土人参 — Ｔａｌｉｎｕｍ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土人参科
Ｔａ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舒筋活络ꎬ活血化瘀ꎬ健脾益气ꎬ止咳ꎬ下乳
定喘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 ｓｐｌｅｅｎꎬ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Ｑｉ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ｕｇｈ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ｌａｃｔａｔｉｏｎ

根、叶
Ｒｏｏｔꎬ
ｌｅａｆ

草本
Ｈｅｒｂ

∗∗

结香 野雪花皮 ｄｉ ｇｏｎｇ 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ｉａ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瑞香科
Ｔｈｙｍｅｌａｅ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舒筋活络ꎬ温中补益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ｄｙ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灌木
Ｓｈｒｕｂ

∗∗

马鞭草 马鞭草 — Ｖｅｒｂｅｎ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马鞭草科
Ｖｅｂｅｒｎ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活血化瘀ꎬ利水利湿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ꎬ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

全草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显齿蛇葡萄 藤茶 ｂｉａｎ ｈｏｎｇ
ｚｈａ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ｇｒｏｓｓｅｄｅｎｔａｔａ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清热解毒ꎬ祛风除湿ꎬ强筋健骨ꎬ治咳嗽感冒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ｏｘｉｆｙｉｎｇ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ｃ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ｃｏｌｄ

茎、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野葡萄 扁担藤 — Ｔｅｔｒａｓｔｉｇｍａ
ｐｌａｎｉｃａｕｌｅ

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藤茎
Ｓｔｅｍ

藤本
Ｌｉａｎａ

∗∗

山姜 箭秆风 — Ａｌｐｉｎ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姜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理气ꎬ活血化瘀ꎬ舒筋活络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Ｑｉ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ꎬ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ꎬ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

根状茎
Ｒｈｉｚｏｍｅ

草本
Ｈｅｒｂ

∗∗∗∗

华山姜 箭秆风 — Ａ. ｏｂ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 姜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温中暖胃ꎬ行气散寒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ꎬ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ｓｉｓꎬ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Ｑｉꎬ
ｅｘｐｅｌｌｉｎ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

根状茎
Ｒｈｉｚｏｍｅ

草本
Ｈｅｒｂ

∗∗∗

砂仁 见骨风 /
断骨风 /
散砂仁

ｎａ ｇｏ ｂｉｕ Ａｍｏｍｕｍ
ｖｉｌｌｏｓｕｍ

姜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祛风除湿ꎬ治跌打损伤ꎬ温中补益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 ｋｉｄｎｅｙ

果实
Ｆｒｕｉｔ

草本
Ｈｅｒｂ

∗∗∗

姜 姜 —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

姜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

治心腹冷痛ꎬ风寒湿痹ꎬ行气散寒ꎬ祛风除湿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根状茎
Ｒｈｉｚｏｍｅ

草本
Ｈｅｒｂ

∗∗∗∗

　 注: (信息人)提及频率　 . >３ / ４ꎻ . >１ / ２ꎻ . >１ / ４ꎻ . >１ / ８ꎻ . <１ / ８ꎬ且多于 ２ 人提及ꎮ 瑶名为根据当地发音用汉语拼音
标注ꎮ
　 Ｎｏｔｅ: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ｂ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 > ３ / ４ꎻ . > １ / ２ꎻ . > １ / ４ꎻ . > １ / ８ꎻ . < １ / ８ꎬ ｂｕｔ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２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Ｙａｏ ｎａｍｅ ｉ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ｉｎ ｐｉｎｙ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０２８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１ 卷



映了瑶医药丰富多样的内涵ꎮ
从药浴植物的生活型看ꎬ草本植物为 ７８ 种ꎬ

占总种数的 ５１. ３２％ꎬ木本植物为 ７４ 种(灌木 ３１
种ꎬ木质藤本 ２７ 种ꎬ乔木 １６ 种)ꎬ占总种数的

４８.６８％ꎮ 江华瑶族药浴植物在不同生活型均占有

一定的比例ꎬ草本植物是乔木灌木总和的 １.６６ 倍ꎬ
具有明显优势ꎮ 这与瑶医喜就近采药、即采即用

的习惯也有较大关系(曹明等ꎬ２０１２)ꎮ 而且草本

植物在野外分布相对乔木、灌木和藤本之类更多、
分布更广ꎬ草本药材在野外采集过程中更易于获

取和处理(林春蕊等ꎬ２０１０ꎻＭｅｇｅｒｓ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ꎻ
Ｌ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２.２ 江华瑶族药浴植物的药用部位

根据调查到的药市出售的药浴植物ꎬ结合当

地用药方法ꎬ按药用部位的不同可将药浴植物分

为 ８ 类(图 １)ꎬ药用部位的多样化也反映了药浴植

物的丰富多样ꎮ 其中全草 (全株) 类、根 (根茎)
类、茎 ( 藤 茎 ) 类 占 绝 大 多 数ꎬ 分 别 占 总 数 的

５３.９５％、２３.０３％和 １９.０８％ꎮ 全草(全株)类药浴

植物占总数的 ５０％以上ꎬ符合民间传统用药经验ꎮ
瑶族同胞常说ꎬ“百草都是药ꎬ只要会配”ꎬ就是对

瑶医用药多为草本且常用鲜品的总结(刘育衡ꎬ
２００２ꎻ戴斌ꎬ ２００９ꎻＬ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图 １　 湖南江华瑶族药浴植物的药用部位
Ｆｉｇ. １　 Ｕｓｅｄ ｐａｒｔ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ｂａｔｈ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Ｙａ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ｈｕａꎬ Ｈｕｎａｎ

２.３ 江华瑶族药浴植物的药用功效

江华瑶族药浴植物都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ꎮ
通过调查记录ꎬ结合民间用药经验ꎬ对药浴植物按

功能与主治进行分类统计(图 ２)ꎮ 其中祛风除湿

药和舒筋活络药所占比例最大ꎬ分别为 ４２.１１％和

２７.６３％ꎬ其余所占比例较大的依次为清热解毒药、
活血化瘀药、温中补益药、行气散寒药等ꎬ其他功

效包括用于杀菌消炎、清肝明目、补肝益肾、补血

补虚等ꎬ对身体有保健作用ꎮ 这与已有文献研究

结果一致(徐怀春和代秋红ꎬ２０１０ꎻ蓝毓营ꎬ２０１４ꎻ
李金洲等ꎬ２０１８)ꎮ 瑶族认为端午时节毒虫、瘴气、
邪气等开始盛行并侵染人体ꎬ疾病多发ꎬ草木从此

时开始具有较佳药用效果ꎬ因此瑶民药浴在端午

期间达到高潮ꎮ 这与中医认为春季多湿气ꎬ气温

转暖ꎬ百病丛生的看法相一致ꎮ 瑶族药浴对春季

发病率高的风湿、皮肤病、流行病等起到了预防和

治疗作用(刘育衡等ꎬ２００１)ꎮ
从药浴植物的提及频率来看ꎬ多半是以补气

补血的“风药”为主ꎬ其次是具破散作用的“打药”
(林春蕊等ꎬ２０１６)ꎬ这与药浴植物主要功效为祛风

除湿、舒筋活络、治疗跌打损伤、风湿性关节炎等

功效一致ꎮ 提及较多的植物有半边风 [半枫荷

( Ｓｅｍｉ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 )]、 箭 杆 风 [ 山 姜

(Ａｌｐｉｎ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大 黄 风 [ 使 君 子 ( Ｑｕｉｓｑｕａｌ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 断 骨 风 ( 砂 仁 )、 接 骨 风 [ 接 骨 草

(Ｓａｍｂｕｃ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九节风[九节茶( Ｓａｒｃａｎｄｒａ
ｇｌａｂｒａ)]、大松筋[石松( Ｌｙｃｏｐｏｄｉ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牛膝(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 ｂｉｄｅｎｔａｔａ)等常“见” “风”打兼用

药ꎬ这些药浴植物资源量较大ꎬ在野外易于获得ꎮ
此 外ꎬ 血 藤 ( Ｂａｕｈｉｎｉ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 )、 大 血 藤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 ｃｕｎｅａｔａ)、黑老虎[冷饭团(Ｋａｄｓｕｒａ
ｃｏｃｃｉｎｅａ)]、满山香 [滇白珠 ( Ｇａｕｌｔｈｅｒｉａ ｌｅｕｃｏｃａｒｐａ
ｖａｒ.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钩藤(Ｕｎｃａｒｉａ ｒｈｙｎ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等
也被频繁提及ꎬ这些药浴植物药用效果好ꎬ也因此

被大量采集而导致其野生储备量逐渐减少(Ｌ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ꎻ林春蕊等ꎬ２０１９)ꎮ
２.４ 江华瑶族常见药浴植物配伍

瑶医药系统中有 １０４ 味“老班药” (５ 虎、９ 牛、
１８ 钻、７２ 风)ꎬ且所有的瑶药均可分为“风”药和

“打”药(林春蕊等ꎬ２０１６)ꎮ 补气补血的为 “风”
药ꎬ有破散作用的为“打”药(刘育衡ꎬ２００２)ꎮ 不

同配伍药性不同ꎬ所谓“见风就打ꎬ见酒就补”ꎮ 若

“风”“打”搭配使用ꎬ则会产生更好的疗效(李如

海和李彤ꎬ２０１７)ꎬ一般认为ꎬ瑶族药浴无固定配

方ꎬ常取 ３ ~ ７ 种药草即可(刘育衡等ꎬ２００１)ꎮ
２.４.１ 江华瑶族普通药浴植物配伍 　 江华瑶族普

通药浴主要有以下配伍:(１)半边风(半枫荷)、箭
杆风(山姜)、接骨风(接骨草)、大松筋、鞋底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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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湖南江华瑶族药浴植物功能主治
Ｆｉｇ. 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ｂａ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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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风 藤 ( Ｆｉｓｓｉｓｔｉｇｍａ ｐｏｌｙａｎｔｈｕｍ )]、 冷 骨 风

(Ｎｕｐｈａｒ ｐｕｍｉｌａ)、散骨风(砂仁)、杜仲(Ｅｕｃｏｍｍｉａ
ｕｌｍｏｉｄｅｓ)、大黄风(使君子)ꎻ(２)箭杆风(山姜)、
鞋底风 (黑风藤)、半边风 (半枫荷)、杜仲、艾

(Ａｓｔｅｒｍｉｓｉａ ａｒｇｙｉ)、九牛藤(Ｕｒｃｅｏｌａ ｈｕａｉｔｉｎｇｉｉ)、九
节风[草珊瑚( Ｓａｒｃａｎｄｒａ ｇｌａｂｒａ)]ꎻ(３)白面风[羊
耳 菊 ( Ｄｕｈａｌｄｅａ ｃａｐｐａ )]、 枫 香 树 ( Ｌｉｑｕｉｄａｍｂａｒ
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大 接 骨 风 [ 黑 叶 小 驳 骨 ( Ｊｕｓｔｉｃｉａ
ｖｅｎｔｒｉｃｏｓａ )]、 五 爪 风 [ 南 艾 蒿 (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ｖｅｒｌｏｔｉｏｒｕｍ)]、 接 骨 风 ( 接 骨 草 )、 大 蝴 蝶 风

(Ｆｌｅｍｉｎｇｉ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ꎻ(４)白面风(羊耳菊)、枫香

树、大接骨风(黑叶小驳骨)、五爪风(南艾蒿)、大
蝴蝶风(洋参 /野棕 /套马桩)ꎻ(５)见风消[山鸡椒

( Ｌｉｎｄｅｒ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 金 银 花 (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 蚂 蚱 子 [ 杠 板 归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ｅｒｆｏｌｉａｔｕｍ)]、千里光( Ｓｅｎｅｃｉｏ ｓｃａｎｄｅｎｓ)ꎻ(６)金银

花、松[马尾松(Ｐｉｎｕｓ 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皂角(Ｇｌｅｄｉｔｓ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樟(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ｍｐｈｏｒａ)、千里光、枫
香树、水菖蒲( Ａｃｏｒｕｓ ｃａｌａｍｕｓ)、艾、白面风(羊耳

菊)ꎻ(７)老鹰风(钩藤)、鞋底风(黑风藤)、箭杆风

(山姜)、大松筋、半边风(半枫荷)、瑶婆风(滇白

珠)、 九 节 风 ( 草 珊 瑚)、 鸭 脚 风 [ 大 果 油 麻 藤

(Ｍｕｃｕｎａ 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ꎻ( ８)鞋底风(黑风藤)、箭
杆 风 ( 山 姜 )、 艾、 朵 朵 艾 [ 益 母 草 ( Ｌｅｏｎｕｒ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石菖蒲(Ａｃｏｒｕｓ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ꎬ蜂蜜ꎻ(９)
红痧药[虎舌红(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ｍａｍｉｌｌａｔａ)]、鱼腥草[蕺

菜 ( 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 豆 角 风 ( Ｇｌｅｃｈｏｍ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ｂａ)、半边风(半枫荷)、接骨风(接骨草)、狗
舌风[瓜馥木(Ｆｉｓｓｉｓｔｉｇｍａ ｏｌｄｈａｍｉｉ)]、冷骨风(萍

蓬草)ꎻ(１０)樟、大松筋、鞋底风(黑风藤)、艾、杜
仲、砂仁、钩藤、路路通(枫香树)、九里光、石菖蒲、
钻骨风(黑老虎)、瑶婆风(满山香、滇白珠)ꎻ(１１)
箭杆风(山姜)、钻骨风(黑老虎)、钩藤、九节风

(草珊瑚)、松筋草、瑶婆风(满山香、滇白珠)、鞋
底风(黑风藤)ꎮ

以上药浴植物均为端午药市普通配伍ꎬ其主

要功效为祛风除湿、舒筋活络、保健补身、去除邪

气等ꎮ 其中ꎬ鸭脚风(大果油麻藤)的主要功效为

祛风除湿ꎬ脚无力时药浴以增强腿脚力量ꎬ效果显

著ꎻ凉伞风[朱砂根(Ａｒｄｉｓｉａ ｃｒｅｎａｔａ)]用于脑部及

身体麻木ꎻ大黄风(使君子)的功效为排污ꎮ 劳动

后淋雨受寒ꎬ也要进行药浴ꎬ可起到温中散寒、舒
筋活络及恢复体力、预防风湿的作用 ( 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ꎻ李苏梅ꎬ２００８)ꎮ 治疗风寒的药浴植物配伍

为凉伞风(朱砂根)、景烈白兰[乐昌含笑(Ｍｉｃｈｅｌｉａ
ｃｈａｐｅｎｓｉｓ)]、半边风(半枫荷)ꎬ若感冒可以结合生

姜(Ｚｉｎｇｉｂｅｒ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的根状茎、老茶叶、葱(Ａｌｌｉｕｍ
ｆｉｓｔｕｌｏｓｕｍ)的鳞茎和盐ꎬ水煎服ꎬ如果条件不够ꎬ也
可以直接用谷雨茶加盐水冲泡饮用ꎬ如果有高烧ꎬ
则需 要 加 入 水 杨 柳 [ 柳 叶 白 前 (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ｓｔａｕｎｔｏｎｉｉ)]ꎮ
２.４.２ 江华瑶族产妇药浴植物配伍 　 瑶族民间妇

女进行产后药浴ꎬ３ 天就可以下地劳作ꎬ得益于一

种特殊的药浴 “产后三泡”ꎬ又称“三天出工” (洪
宗国ꎬ２０１１)ꎮ “产后三泡”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产妇

及新生儿的免疫力ꎬ预防各种感染ꎬ促进产妇子宫

复旧ꎬ去腐生肌ꎬ生血补血ꎬ催乳生乳等(李苏梅ꎬ
２００８)ꎮ 第一泡去除异味ꎬ去秽气ꎻ第二泡缩阴ꎬ收
腹ꎬ修复受损产道ꎻ 第三泡可以迅速恢复体力ꎬ提
高免疫(洪宗国ꎬ２０１１)ꎮ 在江华ꎬ瑶族产妇和新生

儿的药浴有特定的时间和植物配伍ꎮ 新生儿通常

进行的药浴为落地澡、开光澡、三朝澡、百日澡、周
岁(对岁)澡ꎮ 产妇则在产后第 ３ 天、第 １５ 天、第
３０ 天进行药浴ꎬ并食用公鸡ꎮ 瑶族药浴通常根据

不同用途配伍不同的药浴植物ꎬ由于产后药浴的

对象和目的特殊ꎬ药浴植物的配伍也不同ꎮ 江华

瑶族产妇药浴植物的主要配伍如下ꎮ (１) “风药”
(单数ꎬ洗澡或熬药喝):主药为半边风(半枫荷)、
鸭脚风(大果油麻藤)、狗舌风(瓜馥木)、痘边风

[牯岭勾儿茶(Ｂｅｒｃｈｅｍｉａ ｋｕｌｉｎｇｅｎｓｉｓ)]、大黄风(使
君子 )、 凉 伞 风 ( 朱 砂 根 )、 麻 骨 风 ( Ｇｎｅｔｕｍ
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ｍ)、厚朴(Ｍａｇｎｏｌｉ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金银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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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柳叶白前)、生姜苗ꎻ辅药为鸡爪风(南艾

蒿)ꎬ其他物种依情况和需要添加ꎮ ( ２) “痧药”
(双数ꎬ先熬药喝再洗药浴):红毛将军[红砂药或

一根草(Ａｒｄｉｓｉａ ｍａｍｉｌｌａｔａ)]、箭杆风(山姜)、鸭脚

风(大果油麻藤)、半边风(半枫荷)、大黄风(使君

子)、鸡爪风(南艾蒿)、景烈白兰(乐昌含笑)、姜
苗ꎮ (３)“暖药”:药引为鸡蛋ꎬ主药(加鸡蛋水煎

服)为半边风(半枫荷)、箭杆风(山姜)、凉伞风

(朱砂根)、大黄风(使君子)、狗舌风(瓜馥木)ꎬ以
上主药加雪花皮[破凉伞( Ｓｅｒｉｓｓ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熬水

洗药浴ꎬ并在屋门上挂艾辟邪ꎮ
以上三种药浴配伍均有各自的目的又相辅相

成ꎮ “风药”的功效为祛风除湿、舒筋活络、健机强

体ꎬ可主要作用于关节炎、大脑疾病、无名肿毒ꎬ瘫
痪等ꎮ 因“风药”组成基本无毒或微毒ꎬ用量按一

定讲究即可ꎬ多少一点也不会有过大危害ꎮ 痧药

的作用为健身强体ꎬ预防重大疾病ꎬ瑶族民间谚

语:“大病从痧起”ꎬ用痧药进行药浴可以预防和治

疗重大疾病ꎮ 暖药药浴的目的则为排尽产后异

物、活血通经、温中补益、补虚、祛风除湿、防止产

后大脑疼痛等后遗症ꎮ 其中ꎬ大黄风(使君子)的

功效为内部排污ꎬ排尽产后淤血等ꎬ先排污后补

虚ꎻ狗舌风(瓜馥木)主要用于讲话明朗清晰ꎻ加入

痘边风(牯岭勾儿茶) 的目的是预防水痘天花ꎮ
“风药”麻骨风加入少量即可ꎮ

３　 讨论与建议

３.１ 药浴植物的传统知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受瑶医药口口相传为主要传承方式的影响ꎬ
瑶医对病症和药物的理解因派系和年龄而不同ꎮ
加之每个人对药物的认识和用药经验的差异ꎬ以
及普遍的同物异名或同名异物的现象ꎬ导致药浴

植物来源存在混乱的现象ꎮ 瑶医的传承有“只传

同姓长孙” “传内不传外” 等严格限制(刘育衡ꎬ
２００２ꎻ李如海和李彤ꎬ２０１７)ꎬ随着老瑶医的辞世、
年轻人不愿学习瑶医药ꎬ导致掌握草药知识的人

越来越少(Ｌｕ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ꎻ 林春蕊等ꎬ２０１９)ꎮ 与

此同时ꎬ«国家执业医师法»对行医者“执业医师资

格证书”的规定ꎬ给未受过正规系统学习和培训的

民间瑶医带来了挑战ꎬ很多经验丰富的传统瑶医

不得不放弃行医或者改行(尹萧等ꎬ２０１６)ꎮ 此外ꎬ
药浴植物标准名称和配伍的缺乏ꎬ市场需求的有

增无减ꎬ引起不太懂药的老百姓更多地采集和出

售鲜药ꎬ致使民间自发形成的药材买卖市场(如端

午药市)中的药浴植物鱼龙混杂ꎮ 如治疗风湿效

果显著的半枫荷因过度采集致使野生资源量逐年

减少 ( 林 春 蕊 等ꎬ ２０１６ )ꎬ 市 场 上 常 用 树 参

(Ｄｅｎｄｒｏｐａｎａｘ ｄｅｎｔｉｇｅｒ)、枫香树等外形相近的物种

冒充ꎮ 此外ꎬ药浴植物的配伍也参差不齐ꎬ从 ３、４
种到 １５、１６ 种不等ꎬ缺乏标准导致百姓在采购时

具有随机性和盲目性ꎬ造成了药用植物很大的浪

费ꎮ 同时ꎬ由于卖药者认识的物种有限ꎬ集中大量

采集几种药浴植物ꎬ导致部分物种种群规模迅速

缩小ꎮ 直接砍掉茎干、连根拔起等掠夺性采集方

式ꎬ对生长发育缓慢、更新迭代慢的物种是一种破

坏性伤害ꎬ不仅不利于种群的发展ꎬ还破坏了生

境ꎬ对当地植物群落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ꎮ 因

此ꎬ急需加强对端午药市等药浴植物来源与买卖

的管理和引导以规避过度采集、资源浪费等现象ꎻ
加强药浴植物名称的统一ꎬ配伍标准的制定ꎬ对药

用价值高、药用效果好的药浴植物进行人工栽培

以减少对野生药用植物的依赖ꎻ加大生物多样性

保护重要性的宣传教育以提高当地居民意识ꎻ加
强药理、化学方面的研究工作ꎬ增强瑶族药浴的科

学性、合理性配伍ꎮ
３.２ 与恭城、金平、蓝山瑶族药浴植物对比

在瑶族地区ꎬ庞桶药浴代代相传ꎬ家喻户晓ꎮ
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具有深厚的瑶族文化底蕴ꎬ
药浴植物非常丰富(曹明等ꎬ２０１２)ꎮ 与江华瑶族

自治县不同的是ꎬ恭城端午药市上的药茶植物比

药浴植物更为畅销ꎮ 恭城瑶民喜爱饮食打油茶ꎬ
端午节前后晒干草药待平常有如头痛发热、浑身

无力、肚疼腹胀、腰酸背痛、手足麻木等症状时ꎬ就
用开水冲泡出药味后饮用ꎬ在瑶山认为可“治百

病”(林春蕊等ꎬ２０１６)ꎮ 此外ꎬ庞桶药浴在恭城已

有商业运作投入市场开发ꎬ惠及大众(滕红丽等ꎬ
２０１０ꎻ李金洲等ꎬ２０１８)ꎮ

在云南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ꎬ红头瑶药

浴植物资源丰富( 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ꎬ共 ５９ 科 ９３ 属

１１０ 种ꎬ以毛茛科(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ｒꎬ１０ 种)最多ꎬ其次是

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ꎬ７ 种)、马鞭草科(Ｖｅｒｂａｎａｃｅａｅꎬ
５ 种)和天南星科(Ａｒａｃｅａｅꎬ５ 种) (李苏梅ꎬ２００８)ꎮ
江华瑶族 １５２ 种(１２５ 属 ７０ 科)药浴植物中ꎬ优势

科 依 次 为 豆 科 (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ꎬ １３ 种 )、 唇 形 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ꎬ１０ 种)、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ꎬ８ 种)、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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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ꎬ６ 种)、五加科(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ꎬ６ 种)、
茜 草 科 (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ꎬ ５ 种 ) 和 报 春 花 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ꎬ５ 种)ꎬ这体现了两地的差异性ꎮ 在

湖南蓝山ꎬ端午药市药用植物中有 ９４ 种用于药

浴ꎬ主要功效为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清热解毒、治
疗皮肤疾病和风寒感冒等ꎬ与江华端午药市相似

性指数为 ０.３６(林春蕊等ꎬ２０１９)ꎮ 与江华相似ꎬ广
西恭城、云南金平、湖南蓝山瑶族妇女产后第 ３ 天

就进行药浴以驱寒、消炎和预防妇科病(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ꎻ曹明等ꎬ２０１２ꎻ林春蕊等ꎬ２０１９)ꎮ 这些现象

可能是由于历史上ꎬ瑶族因为迁徙而分散在不同

地区(瑶族简史编写组ꎬ１９９２ꎻ刘育衡ꎬ２００２ꎻ李如

海和李彤ꎬ２０１７)ꎬ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ꎬ同一民族

结合各自生活经验在各自的生态环境中建立起各

具特色的民族医药理论体系ꎬ既有相似性又有差

异性ꎮ
江华瑶族端午药市 １１ 种普通药浴配伍以“风

药”为主ꎬ常见的药浴配伍植物为箭杆风(山姜)、
鞋底风(黑风藤)、瑶婆风(滇白珠)、鸭脚风(大果

油麻藤)、接骨风(接骨草)、九节风(草珊瑚)、钻
骨风(黑老虎)、五爪风(南艾蒿)、半边风(半枫

荷)、老鹰风(钩藤)等ꎬ各“风药”相互协同作用ꎬ
达到治疗和预防风湿性疾病的目的ꎮ 体现了瑶医

药为长期居住劳作在湿润多雨山林的瑶族同胞发

展形成的适应对策ꎬ重视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温
中散寒等功效ꎬ也反映了瑶医 １０４ 种“老班药”中

以“风药”为主的特点ꎮ 与此相比ꎬ产妇的药浴植

物配伍则在“风药”的基础上ꎬ需要结合“痧药”和

“暖药”ꎬ更注重产后排污、气力恢复、补血补虚等ꎬ
并且需要根据用药目的和配伍结合水煎服内用与

药浴外用ꎬ水煎服与药浴讲究的先后顺序与植物

配伍的数量有关ꎮ 普通药浴植物配伍与产妇药浴

植物配伍之间的差异显著ꎬ其中具体的内涵有待

探究ꎬ特别是产妇药浴植物配伍种类、数量与水煎

服先后顺序之间的相互关系ꎬ值得深入研究ꎮ
３.３ 药浴植物的市场化发展对策

随着科学研究的开展ꎬ药浴植物的药用功效

进一步被验证ꎮ 药浴产品也随着企业的开发投向

市场ꎬ符合大众对传统养身保健产品的需求ꎮ 然

而ꎬ目前这些产品加工粗糙ꎬ规模较小ꎬ不利于药

浴植物的推广和市场化ꎮ 因此ꎬ有必要建立健全

对瑶族药浴的管理保护和开发机制体系ꎮ 政府要

加大对药浴原材料基地建设的投入ꎬ完善市场机

制ꎬ以龙头企业带动瑶族药浴的发展ꎬ提高瑶族人

民的传承保护发展意识ꎻ企业、科学家加大对瑶族

药浴配方的深入研究ꎬ还必须参考药物活性成分

的有效性、副作用、毒性ꎬ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与研

究方法(龙春林ꎬ２０１３)ꎬ制作出安全、有效、标准、
稳定、便 利 的 瑶 族 药 浴 日 化 产 品 (徐 炳 彬 等ꎬ
２０１６)ꎬ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瑶族药浴的传承与

发扬ꎮ

４　 结论

瑶族药浴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ꎬ具有丰

富的药用植物多样性、较高的药用价值和巨大的

开发潜力ꎮ 应结合民间自发性和端午药市ꎬ开展

药浴植物本底调查ꎬ提高民众保护意识ꎬ增强文化

自信ꎮ 对药浴疗效好、潜在价值高的药浴植物ꎬ应
用现代科学手法进行研究ꎬ对药浴配伍的科学内

涵进行探究ꎮ 并结合现代物流和销售技术开发、
发展和推广新产品ꎬ推动其利用、保护与创新发

展ꎮ 同时推动瑶医药和瑶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ꎬ
在保护生物文化多样性的同时ꎬ也为当地居民生

计的提高提供资源ꎮ
致谢 　 湖南瑶医药学会李如海副会长ꎬ瑶医

李光生、李珍清等分享药用植物知识ꎬ盘尚仁、颜

云霞、郑兴胜、郑珍等在野外调查中分享信息、采

集标本ꎬ以及所有在民间走访和市场调查中提供

帮助的江华瑶族自治县居民ꎬ在此一并致以真诚

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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