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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内乡县药用植物资源价值
□许周茵 姚 松 李薇薇 许文振

南阳市内乡县中药资源丰富，得益于拥有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历史古老、地表水系丰富、土壤肥
沃、四季分明，植物资源非常丰富，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着丰富的中药资源，为内乡县中医药发展带来无限机
遇。

为进一步揭开内乡县药用植物资源“宝库”的神秘“面纱”，笔者通过多维度调研，了解保护区的中药材分布与种
植情况，掌握保护区中药材的核心影响力，为中药资源做了全面、客观、详实地记录，希望能为保护区药用植物资源
的保护、开发、利用及系统研究提供科学依据，供中医药爱好者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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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县中药资源
丰富，有较为辉煌的
历史。1551 年（明朝
嘉靖年间），内乡县
志记载中药材 28 种；
1932 年，内乡县志记
载中药材 70 种；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内 乡 县 中 药 资 源 普
查有 1062 种，内乡县
宝 天 曼 所 属 区 域 有
1055 种 。 宝 天 曼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药
用植物资源丰富，品
质优良。

宝天曼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东南与南召
县相邻，北瞩嵩县，西
接西峡，南同内乡县夏
馆镇、马山口镇、七里
坪乡接壤。宝天曼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

资源非常丰富，是动植物种类富集的
地方，是一座“天然药库”，自然孕育好
药材。

药用植物资源调研背景

中药资源是中医药事业赖以生
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国家主
要的战略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内乡县中医院始终关注本区域
中药资源，先后3次参与全国中药资
源普查、2 次地方中药材种植调研。

2023年4月，内乡县中医院受宝天曼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委托，对该保护区
中药资源开展普查。截至目前，工作
人员已完成保护区42块样地的中药
资源普查。

通过这次普查，笔者进一步查清

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野生药
用植物资源分布规律，揭开宝天曼这
一药用植物资源“宝库”的神秘“面
纱”，为保护区药用植物资源保护、开
发、利用及系统研究提供可靠的科学
依据。

内乡县中医院与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联合，携手内乡县板
场乡卫生院、七里坪乡卫生院、夏馆
镇卫生院等单位进行实地调查。截
至目前，工作人员共采集有价值的照
片 1753 张、标本 740 份，制作 431 份，
采访500余人，优质品种成分鉴定10
余种。

本次普查按照第四次全国中药
资源普查有关要求设计与实施，根据
保护区的地理植被特点，调查设置草
丛、草甸、灌丛、阔叶林和针叶林等 5
种植被类型区域，参考海拔，结合当
地药农、村医、中药材交易户及林业
养护工提供的线索，确定区域具体调
查路线及抽样方案，保证中药资源调
查的科学性，提高调查结果的可靠
性。笔者通过线路调查（30条样线），
基本对保护区中药资源分布的范围、
气候特征、地形地貌、植被类型、土壤
类型，以及相关资源种类和分布的规
律进行了解，获取中药资源的种类、
分布等相关信息。

笔者参考胡同瑜编写《实用中药

品种鉴别》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的
《中药大辞典》，对200余个优质大宗品
种样本进行性状鉴定，增加普查深度；
掌握当地土单验方与药食同源所涉及
中药材品种500种，了解内乡当地习惯
用法及独特的炮制工艺，增加普查的
广度；查阅相关县志与地方卫生志、医
药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年的
大宗中药材品种交易记录，增加中药
资源普查的历史厚度；通过了解保护
区中药材分布与种植情况，掌握保护
区中药材的核心影响力，为中药资源
做了全面、客观、翔实地记录。

笔者严格遵循药用植物标本采
集的标准，严格按照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区域划分和国家野生植物采集
的相应规定进行，将传统野外调查方
法与现代化科技相结合开展本次普
查，以确保普查数据的准确性和客观
性，从而提高普查的效率和质量。通
过调查，获得普查区域内药用植物的
种类、分布和蕴藏量等数据信息，了
解周边地区中药材分布与种植习惯，
掌握宝天曼中药材对内乡县中药产

业发展的影响力度。
经最后统计分析，宝天曼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分布药用植物155科811
种；其中，苔藓类11科、蕨类18科、裸
子9科、被子117 科（双子叶99科、单
子叶18科），优势科为菊科、豆科、毛
茛科、蔷薇科。

根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药 典
（2020 年版）》，将药用植物入药部主
要划分为全草、根及根茎、叶、花、果
实及种子、茎木及皮类等 7 种类型。
根及根茎类占明显优势，代表药物有
虎杖、黄精、玉竹、丹参、射干、黄芩、
苍术、香附、天门冬、麦门冬、柴胡
等；全草类次之，代表药物有仙鹤草、
卷柏、鱼腥草、毛茛、马鞭草、蒲公英、
千里光、茵陈等；叶类，代表药物有银
杏叶、艾叶等；花类，代表药物有菊
花、红花、金银花、旋覆花等；茎木类，
代表药物有天麻、桑枝、忍冬藤、紫苏
梗等；果实和种子类，代表药物有山
茱萸、山楂、栀子、连翘、银杏、菟丝子
等；皮类，代表药物有杜仲、牡丹皮、
陈皮等。

古时候，在福
建沿海地区的一
个小村子里，村民
世代以捕鱼为生，
生 活 得 其 乐 融
融。有一天，一个
渔夫在回家的路
上遇见下大雨，衣
服 被 雨 水 淋 透
了。次日，渔夫便
出现发热、膝盖疼
痛、四肢伸展不开
的症状。他一直
蜷缩着身体，不能
下地活动，急坏了
家里的人。家人
请遍周边地区的
名医，竟无人会治
这种病。因为渔
夫一家一直积德
行善，所以村民都帮忙四处询问医治之法。

一天晚上，村里来了一位白胡子郎中，因
为天色已晚，所以想在村里借宿。渔夫一家
爽快地答应了郎中，并为其准备了丰盛的晚
饭。郎中看了看渔夫说：“你这病是由于常年
在海上捕鱼，湿气入骨，经络瘀堵导致的。治
疗这种病，必须吃一种药材。这种药材的表
面为灰褐色或褐色，生长在湿润的环境中，虽
然不耐寒，但是耐湿热，河边较为常见。”渔夫
的儿子听后连忙向郎中道谢，说等天亮了就
去寻找这种药材。第二天早上醒来，渔夫的
儿子竟然发现郎中不见了，感觉自己像做了
一个梦，但是顾不得细想，急忙出去寻找药
材。

按照郎中的描述，渔夫的儿子在河边找
了许久，发现一株他从未见过的植物，其根茎
呈扁圆柱形、微弯曲，表面为灰褐色或褐色，
有纵向菱状纹理及明显的节，并且质地轻脆，
容易折断。因为周边其他植物他都认识，唯
独这株植物的生长环境和形态与郎中描述的
相似，所以他便拿着这株植物回家了。到家
后，渔夫的儿子将植物煎煮后给渔夫服用。3
天后，渔夫的病情明显好转；7天后，渔夫已经
能下地走路；10天后，渔夫痊愈了。附近的村
民听闻后，都来找渔夫求药，因为他们也长期
遭受这种病的折磨。渔夫的儿子就带村民们
去采集这种药材。最后，大家决定给这种药
材取一个名字，叫海风藤，谐音是“海风疼”。

海风藤，性微温，味苦，归肝经，具有祛
风湿、通络止痛的功效。本品辛散、温通，为
治风寒湿痹、肢节疼痛、筋脉拘挛、屈伸不利
的常用药。本品还能治疗跌打损伤、瘀肿疼
痛。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药传说

药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大

内乡县中药资源历史辉煌，宝
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药用植物资
源丰富、品质优良。笔者通过本次
调查，发现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药用植物有 155 科 502 属 811 种。
其中，药用资源优势科为菊科，其次
为豆科。药用部分以根及根茎类入
药的最多，其次为全草类，蕴藏量较
大的代表药物有夜交藤、蒲公英、野
菊花、山茱萸、黄精、天麻、山楂、枣
仁、鬼针草、艾叶、杜仲、金银花、五
味子、连翘、丹参、葛根、商陆等 18
种。属地种植药用植物26种，种植
面积大的物种主要为黄精、山茱萸、
葛根、金银花、菊花、蒲公英、柴胡、
瓜蒌、杜仲、河南石斛等。但是，人
工种植引种宝天曼优质品种的药用
植物只有黄精、山茱萸、杜仲、蒲公
英、伏牛山石斛等。

近年来，严格的保护措施使宝
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药用
植物的样板园、种苗库，集观赏、研
学、培育于一身，具有广阔的开发
利用前景。由于既往人为的盗采
盗挖，以及日常监管、滋养措施不
到位，导致保护区中药资源受损，
部分种群已处于濒危边缘，严重危
及保护区药用植物资源天然宝库
的完整和进一步研究开发利用，亟
待科学适宜的整体保护监管滋养
战略决策。

继续深入开展中药资源调查
在本次调查中，30 条线路、42 块样
地，未能覆盖所有药用植物，而且优
势物种样本成分鉴定较少，不能反
映保护区中药资源的全貌。我们应
进一步扩大普查范围和开展道地药
材的认证，继续将其他动物和矿物
药材纳入调查范围，从而全面查清
保护区中药资源种类分布及品质鉴
定；尤其应加强珍稀濒危药材资源
的调查与科研，做好其种类、数量、
分布的资料调查，制定珍稀濒危程
度量化标准，确定保护等级与保护
措施。

加强保护区中药资源监测和
滋养保护措施 保护区独特的气
候、土壤类型及植被类型，保证了
中药资源的多样性和旺盛的繁殖
力；但环境恶化、病虫害、近亲繁
殖、密度过低等，包括盗采盗挖、运
动性采挖及常态监测滋养措施不
力，严重危及保护区野生中药种群
繁衍。因此，保护区要建立一个科
研攻关团队，成立野生中药材资源
联合监测滋养中心，设立科研基
地，制定重点中药材保护名录和保
护制度，形成中药资源调查、研究、
监测和服务体系，积极推进与中药
有关的政策、法规的制定，把宝天
曼中药材优势和品牌与马山口中
药材集散地相结合，促进全域中药
产业创新性发展，打响“宛药”中宝
天曼特有品牌。

通过本次普查，拓宽了中医师
视野，加深其对中药材的认知，厚植
中医人的中药情怀，充分展示中药
在中医药诊疗中的重要地位，为当
地中药材普查与发展培养了队伍，
更为中药资源研究与创新奠定了基
础，加强中医药事业与产业的融合，
创新了名医、名药战略。因此，各地
应有计划地组织一定规模的中药资
源普查，从而挖掘研究中药资源的
新用途、新价值。

推进优质道地药材生态种植，
唱响“宛药”品牌 通过研究宝天曼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中药材生长
环境，与县境内伏牛山余脉属地的
比照，科学有序引种保护区的优质
道地药材，稳步扩大种植面积，开展
种子质量的评价鉴定和种子质量的
利用创新，开展地理标志及GAP 体
系认证，实现保护区中药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强调生态种植，健全追溯
体系，从而打造出“宛药”中的宝天
曼“金牌”体系，积极融入“一带一
路”倡议，为创建南阳市“全球中医
圣地、全国中医高地、全国中医药名
都”，贡献内乡中医药力量。

■■养养生堂生堂

祛除肝火有良法
□刘仿访 尹国有

保持乐观的心态
“治病必求于本”“心病还须心

药医”，患者要想祛除肝火旺盛引起
的心烦失眠、头胀头痛等不适，首先
应避免生气、恼怒等不良情绪，保持
乐观的心态和稳定的情绪。俗话
说：“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十有八
九。”关键是要看你是否能想得开，
及时调整自己的情绪。

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
不满意的人和事，不要发脾气，切忌
生闷气。患者还可以培养一些兴趣
爱好，参加一些公益活动，陶冶情
操。听音乐、赏花，以及散步，都是
使人心情舒畅、缓解不良情绪的有
效方法。当生气、恼怒致使肝郁化
火、肝火旺盛时，患者不妨试一试这
些方法。听音乐时，患者可以选择

《喜相逢》《喜洋洋》《在希望的田野
上》等歌曲，以疏肝解郁、愉悦心情，
音量不宜太大，以舒适为度。赏花

时，患者可以一边欣赏花卉一边散
步，也可以静坐在花丛边。散步时，
患者可以选择在森林中漫步，调节
心情，或在森林中放声歌唱，以消除
心中的烦闷。在幽静的环境中，患
者可以倾听鸟鸣、风吹枝条发出的
声音，以开阔胸怀，使紧张的神经得
以放松。

服用泻肝安神丸
泻肝安神丸的主要成分为龙胆

草、黄芩、栀子、珍珠母、牡蛎、龙骨、
柏子仁、酸枣仁、远志、当归、生地、
麦门冬、蒺藜、茯苓、车前子、泽泻、
甘草，具有清肝泻火、养阴安神之功
效，主治肝火旺盛、阴虚有热引起的
心烦急躁、失眠多梦、头晕耳鸣、小
便黄赤等。

方中龙胆草既清肝经实火又清
肝经湿热，黄芩、栀子清肝火，车前
子、泽泻、茯苓清湿热，蒺藜疏肝解
郁，当归、生地养血益阴，以防肝火

耗阴及苦寒之品伤阴。在此基础
上，加入酸枣仁、柏子仁、麦门冬滋
养阴血以补心，龙骨、牡蛎、珍珠母、
远志镇心以安神，甘草调和诸药，共
奏清肝泻火、滋阴养血、宁心安神之
功效。

肝火旺盛而心烦急躁、爱发脾
气的患者，可以服用几天泻肝安神
丸。

按摩太冲穴、行间穴
太冲穴位于足背，在第一个脚

趾和第二个脚趾之间的缝隙向上
1.5厘米的凹陷处，是肝经上最重要
的穴位。按摩太冲穴不仅能疏肝解
郁、活血化瘀、行气止痛，还能平肝
清热、清利头目、降低血压。在生气
时按摩太冲穴，可以调理肝脏的疏
泄气机功能，从而帮助患者缓解因
为生气引起的诸多不适。

行间穴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脚
趾间的缝纹端，是足厥阴肝经的荥

穴，也是清肝泻火、调治肝火旺盛的
要穴。如果因情志不舒、生气恼怒，
嗜食辛辣、肥腻食物，致使肝火旺盛
而出现头胀头痛、面红目赤、眼睛胀
痛、耳鸣如潮、急躁易怒、心烦失眠
时，对患者行间穴进行按摩，可以取
得很好的效果。

对肝火旺盛导致的心烦急躁、
爱发脾气，以及失眠的患者来说，按
摩太冲穴和行间穴，能够使旺盛的
肝火逐渐消退，缓解急躁易怒、心烦
失眠等不适。

按摩太冲穴的方法很简单，先
用温水浸泡双脚10分钟~15分钟，用
左手拇指按摩右脚太冲穴3分钟，再
换右手拇指按摩左脚太冲穴3分钟，
反复2遍~3遍，每天2次~3次。需要
注意的是，按摩太冲穴要有一定力
度，以局部产生酸胀感甚至胀痛感
为宜。

按摩行间穴，首选掐按法，通

常是用拇指的指端进行掐按，每
次掐按 3 分钟左右，可以两脚同时
掐按，每天 1 次~2 次；也可以用牙
签对行间穴进行刺激，效果也不
错。

饮栀子茶、莲子心茶等
栀子、莲子心具有清热、泻火的

作用。肝火旺盛、心烦急躁、失眠
时，患者可以每天取3枚~5枚栀子，
或取3克莲子心放入茶杯中，沸水冲
泡后加盖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还
可以将栀子和莲子心一同泡茶饮
用，其效果会更好一些。

除上面所说的栀子茶、莲子心
茶外，适宜于调养肝火旺盛的茶方
还有很多，较常用的有栀子夏枯草
茶、栀子合欢皮茶、栀子菊花郁金茶
等。

栀子夏枯草茶 材料：栀子5枚，
夏枯草15克。做法：栀子、夏枯草一
同放入茶杯中，用适量沸水冲泡，加
盖焖10分钟。用法：每天1剂，代茶
饮。

栀子合欢皮茶 材料：栀子5枚，
合欢皮12克。做法：将合欢皮加工
成粗末，与栀子一同放入茶杯中，用
适量沸水冲泡，加盖焖 10 分钟即
可。用法：每天1剂，代茶饮。

栀子菊花郁金茶 材料：栀子 3
枚，菊花 6 克，郁金 9 克。做法：将
郁金加工成粗末，与栀子、菊花一
同放入茶杯中，用适量沸水冲泡，
加盖焖 10 分钟。用法：每天 1 剂，
代茶饮。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遂平县人
民医院）

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人不仅心烦失眠、脾气暴躁，还有头胀头痛、咽干口苦、舌苔变厚、大便干结等
不适。从中医角度来说，这种情况是由肝气郁结、气郁化火、肝火旺盛造成的。

心烦易怒肝火盛，清肝怒火去无踪。为了祛除肝火旺盛引起的诸多不适，患者必须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保持健康的心态和稳定的情绪。患者还可以选择服用泻肝安神丸，按摩太冲穴、行间穴，以及
饮栀子茶、莲子心茶等方法进行调理。

玉兰花在盛开前是一味中药，
花蕾入药名为辛夷，因其形状像毛
笔的头，也叫木笔。

辛夷为木兰科木兰属植物，冬
末春初花未开放时采收，除去枝梗，
阴干。其性温，味辛，归肺经、胃经，
具有散风寒、通鼻窍的作用，可以用
于风寒头痛、鼻塞流涕、鼻鼽、鼻渊
等证。

辛夷配伍防风、白芷、细辛等，
可以治疗外感风寒、肺窍郁闭、恶寒
发热、头痛鼻塞等症状。

辛夷常与白芷、细辛、苍耳子等
散风寒、通鼻窍药物配伍，可以治疗
风寒；与薄荷、连翘、黄芩等疏风热、
清肺热药物配伍，可以治疗风热；与
黄连、连翘、野菊花等清热、泻火、解
毒药物配伍，可以治疗肺胃郁热发
为鼻疮等疾病。

巧用辛夷
辛夷陈皮水 材料：辛夷 10 克，

陈皮3克。做法：辛夷（包煎）和陈皮
一起煮水，煮沸即可关火，代茶饮。
功效：理气、祛湿、通鼻，可用于鼻渊

头痛、鼻塞流涕等症状。
辛夷白芷鱼头汤 材料：辛夷10

克，白芷10克，鱼头1个，生姜15克，
小葱4根，花生油、食盐适量。做法：
将辛夷洗净，鱼头洗净、去鳃；起锅
烧油，爆香生姜，放入鱼头煎至两面
金黄；辛夷放入汤包中，与白芷、鱼
头一起放入锅中，加入适量清水，大
火煮沸后转小火煲 40 分钟；最后放
入小葱，煮 2 分钟，放入盐调味即
可。功效：祛风散寒，不仅用于风寒
所致的鼻塞头痛等症状，还用于过

敏性鼻炎、鼻窦炎导致的头痛、头晕
等症状。用法：一周2次~3次。儿童
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辨证服用。

辛夷香囊 材料：辛夷 15 克，广
藿香 5 克，佩兰 5 克。做法：将上述
材料打成粉装入香囊中，隔衣佩
戴。功效：提神醒脑。

注意事项
辛夷的表面有很多绒毛，容易

刺激喉咙，引起咳嗽、呕吐等不良反
应，煎煮时要用纱布包煎。阴虚火
旺患者忌用辛夷。

玉兰花的品种有很多，但大多
为园艺品种，没有药用价值，只有木
兰科植物望春花、玉兰，以及武当玉
兰才能作为中药材的来源。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巩义市公
立中医院）

神奇的“毛笔头”——辛夷
□王 璐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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