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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天南星科一新记录属种

———石柑属石柑子及其传统药用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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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报道福建省天南星科（Ａｒａｃｅａｅ）１新分布属石柑属（Ｐｏｔｈｏｓ）及其属下１新记录种石柑子 Ｐｏｔｈｏ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Ｒａｆ）Ｍｅｒｒ，并提供形态描述及图片。凭证标本存放于福建中医药大学标本馆和上海辰山植物标本馆（ＣＳＨ）。通
过对石柑子的传统药用综述总结，为石柑子及同属药用植物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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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ｕｊｉａｎ；ｎｅｗｒｅｃｏｒｄ；Ｐｏｔｈｏ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Ｒａｆ）Ｍｅｒｒ；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ｕｓｅ

天南星科植物主要分布于热带、亚热带及温带

地区，我国有３５属２０６种（含引种栽培）。其中，９８
种为特有种，南北各省均产，以西南、华南各省区

植物资源较为丰富［１］。天南星科植物药用广泛，半

夏、天南星、虎掌、石菖蒲、犁头尖等均有悠久的

药用历史。２０２０年４月，笔者在福建省漳浦县进行
中药资源普查时，采集到１种天南星科附生攀援藤
本植物标本，经查阅数字标本（ＣＶＨ）等及检索相关
文献，确定该植物为石柑属（Ｐｏｔｈｏｓ）植物石柑子
Ｐｏｔｈｏ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Ｒａｆ）Ｍｅｒｒ。参阅 《中国植物

志》［２］１、《ＦｌｏｒａｏｆＣｈｉｎａ》［３］、《福建植物志》［４］及相
关文献资料，确认该种为福建省分布新记录。石柑

子在华南及西南地区广为药用，为经典瑶族药，近

年来对其研究日益增加。此次发现对天南星科的种

系迁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丰富了福建省药用植物

资源。此外，本文对其传统药用情况进行综述，旨

在为其进一步开发提供基础材料和理论依据。

１　石柑属石柑子为福建省新记录属种

石柑子属（Ｐｏｔｈｏ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Ｓｐｅｃｉｅｓ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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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６８１７５３）属天南星科石柑族。本属中国产有
５种，主要分布于我国南部和西南各省区。福建省
此前尚未有分布记录。该属植物多为附生、攀援灌

木或亚灌木；枝披散，芽腋生或穿通叶鞘而为腋下

生；叶为单身生复叶状，叶柄叶状、平展，上端呈

耳状；花序柄腋生或腋下生，劲直、反折或弯曲，

基部苞片３～８枚，革质；佛焰苞卵形，肉穗花序具
长梗，球形、卵形或倒卵形，稀圆柱形；花两性，

花被６枚，先端拱形向内弯；雄蕊６，花丝短，先端
骤狭为药隔，花药短，与花丝近等长，子房卵状长

圆形或扁圆形，３室，每室有胚珠 １颗，株柄短；
无花柱，柱头无柄，脐状突起；浆果椭圆状、倒卵

状，红色，有种子１～３；种子扁椭圆形（图１）。
石柑子 Ｐｏｔｈｏ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Ｒａｆ）ＭｅｒｒｉｎＪｏｕｒｎ

ＡｒｎＡｒｂ１９：２１０１９４８；Ｈｏｏｋｆ，ＦｌＢｒｉｔＩｎｄｉａ６：
５５２（ｓｕｂＰｃａｔｈｃａｒｔｉｉ）１８９３；ＧａｇｎｅｐｉｎＨＬｅｃｏｍｔｅ，
Ｆｌ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 ６： １０８６１０８７ （ｓｕｂＰｃａｔｈｃａｒｔｉｉ，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ｂａｌａｎｓａｅ）１９４２；ＰＣＢｏｙｃｅ，Ｂｌｕｍｅａ
４５：１５５２０００为附生藤本，茎亚木质，近圆柱形，
具分枝，分枝下部常具鳞叶１枚；鳞叶线形、锐尖，
具多数平行纵脉；叶片纸质，披针状卵形至披针状

长圆形，先端渐尖，常有芒状尖头；花序腋生，基

部具苞片 ４～５枚；苞片卵形，上部渐大，纵脉多
数；佛焰苞卵状，绿色，锐尖；肉穗花序短，近圆

球形，淡黄色。

本种主要分布于我国台湾、湖北、广东、广西、

四川、贵州等地的阴湿密林中，常匍匐于岩石上或

附生于树干上，越南、老挝、泰国亦有野生。漳浦

县位于福建南部，地处热带与亚热带气候的过渡区，

与广西植物区系、华南植物区系具相似地理气候特

征，为其发现提供了可能性。

凭证标本：漳州市漳浦县石榴镇（Ｅ１１７°２７′４０″，
Ｎ２４°１２′５０″，５５３ｍ）；生境：攀附于林下岩石上；采集
人：杨泽森、安昌等（标本编号：３５０６２３２００４０１００１ＬＹ）；
采集时间：２０２０年 ４月 １日，调查期间处于花、
果期。

２　石柑子传统药用价值

石柑子为特色民族药，在华南地区瑶族、壮族、

侗族、傣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中均作药用，因而在各

民族中别名较多，如石蒲藤、藤桔、葫芦钻、柚子

枫、巴岩香、爬山虎、青葫芦、上树葫芦等。其茎

叶或全草药用，具有祛风解暑、消食止咳、镇痛的

功效，常用于治疗风湿麻木、跌打损伤、骨折、咳

嗽、气痈、小儿疳积等［２］１９。

２１　地方典志记载

石柑子首载于清末四川地方草药著作 《分类草

药性》，记名为石气柑，别名为柑子菌芋，主要用于

消食气、治反饱、治风湿麻木［５］。 《分类草药性》

原书已佚，后有学者将其中记载药物重新考证辑校

注：Ａ生境；Ｂ植株；Ｃ叶；Ｄ果实。

图１　石柑子照片及生境
·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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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供后世参阅。由此可知，石柑子早在清朝就

已在四川民间药用。在 《四川中药志》首次记其正

名为石柑子，别名石气柑，在四川地区常用于治疗

小儿疳积、食积胀满及风湿骨痛等［６］。 《广西中药

志》记为巴岩香，别名青浦芦茶、石葫芦，广用于

治疗风湿骨痛及耳疮［７］。 《贵州药用植物目录》记

为藤桔，别名为小毛铜钱菜，全株用于治风湿麻

痹［８］。 《广西本草选编》记石柑子别名有爬崖香、

爬山蜈蚣、石葫芦，其主要作用为治疗风湿痹痛、

跌打损伤及骨折，与四川地区药用稍有不同［９］。《全

国中草药汇编》中记石柑子为石蒲藤，别名有石山

橘、石蜈蚣、石葫芦、上树葫芦、上壁蜈蚣、爬山

蜈蚣、爬崖香等，此外，记石柑子全草药用，具祛

风除湿、活血散瘀、消积止咳等功效［１０］。 《广西药

用植物名录》记石柑子别名为爬石蜈蚣、石葫芦茶、

藤桔，全草用于治疗癫狂、跌打损伤、肝硬化腹水、

毒蛇咬伤及风湿骨痛等［１１］。

综上，对比石柑子原植株形态不难发现，各地

区的别称用词中依据其叶的形态命名为 “蜈蚣”

“葫芦”者居多，再因其攀援的生理特性冠以 “上

树”“上壁”“爬山”等形容词。同时，各家典籍引

用相近，或因成书年代相近，存有借鉴传抄之嫌；

地方志中有称其为 “桔”“香”，皆因气味而命。后

《新华本草纲要》记石柑子别称有风瘫药、伸筋草、

六扑风等，以其功效命名［１２］。另 “巴岩香”一名，

“巴”或谐音 “爬”，“香”亦为描述其气味。

２２　民族医药记载

瑶族是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

广西、云南、广东、贵州、湖南等地［１３］。瑶族医药

是瑶族人民长期居住深山密林中与虫、蚁、鸟、兽

及恶劣环境相斗争的实践积累结晶。石柑子被瑶医

称作 “葫芦钻”，收为瑶药 “五虎九牛十八钻七十

二风”中 “十八钻”之一。其全草入药做行气止

痛、散瘀消肿药，用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蛇虫咬

伤、肝硬化腹水、跌打损伤等，疗效显著［１４］。此

外，瑶族民众将石柑子煎水外洗用于治疗风湿性骨

痛［１５］或制成药丸（柚子枫丸）内服，结合药灸、痛区

刺血、药酒外擦等医疗手段综合治疗膝关节骨性关

节炎［１６］。

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

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广东、贵州、湖南等省也

有零散分布。壮族是最先迁徙至岭南一带的民族之

一，在适应当地环境的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特色的医

药文化，即现壮族医药学［１７］。壮族医药称石柑子为

石蒲藤、巴岩香、青浦芦茶［１８］，使用石柑子全草治

疗肝硬化腹水［１９］。

石柑子在侗族亦有药用，侗族分布于广西、贵

州、湖南毗陵地区，这些地区气候温和、物种丰富，

为侗族先民提供了充足的药源。侗族医者行医又采

药，所有药物自采、自制、自用，最终形成侗族自

成一派的医学理论［２０］。侗族医者称石柑子为葫芦石

或石葫芦、巴岩香、石蒲藤［２１］，多以石柑子单味药

全草配猪肝煮食，用于治疗小儿疳积病［２２］。

傣族人民主要生活于云南省西南部，该地区属

于亚热带气候，气温较高、雨量充沛、物产丰富。

傣族医药文化是傣族人民同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总

结而成，临床实践丰富，是其自身文化、古印度医

学思想及汉医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一定的科学

性和实用性［２３］。傣语中石柑子称为 “歪拧”，傣族

民众用石柑子全草治疗风湿寒痹、跌打损伤、骨折、

咳嗽咽肿、胸腹胀痛、红白下痢、血尿、白尿等多

种疑难杂症［２４２５］，另有单用石柑子的根煎水服用治

疗妇人产后血流不止［２６］。

佤族以石柑子、通血香、虎杖、龙爪树叶、岩

笋、金不换等药材组成验方，将这些药材制成粉末

后用砂锅洒抄后包于患处，主治骨质增生［２７］。

综上，石柑子在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民间

广为药用，尤以地方少数民族多使用，各地用药方

向大致相同，将石柑子用于治疗风湿痹痛、活血散

瘀、小儿疳积等，可见石柑子药用传承较为统一。

３　结语

石柑子为天南星科石柑子属植物，典籍收载历

史较短，首见于清代 《分类草药性》石气柑条文。

在华南及西南地区常为瑶族、壮族、傣族等少数民

族所用，治疗风湿痹痛、跌打损伤、骨折、食积等

多种疑难杂症。地方别名众多，主要以其形态、生

理特性及药用功效命名为石蒲藤、藤桔、葫芦钻、

柚子枫、巴岩香、爬山虎、青葫芦、上树葫芦、风

瘫药、伸筋草等。其药用历史悠久，被收为瑶族医

药老班药 “十八钻”之一，是专治 “肿症”的 “打

药”。民族药中单方及验方的传承与应用是历代先民

亲身实践的经验结晶，多数药物疗效确切且不良反

应较小，极具开发潜力。随着近年来对华南地区特

色民族药的发掘整理，寻找民族药中有效成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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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性成分及药物靶点已成为现今中药发展研究的

热点之一，其研究亦备受关注。已有学者对其化学

成分及药理作用进行初步研究，结果表明，石柑子

中可能含有苷、生物碱、黄酮、蒽醌、香豆素、萜

类内酯、甾体、三萜、糖、氨基酸、蛋白质、挥发

油和油脂等化合物［２８］，具有抗肿瘤、抗氧化、降血

糖等多种作用［２９３３］。此次发现丰富了福建天南星科

植物的药用资源，为福建省药用植物研究提供了新

材料、新资源。继续加强药用植物石柑子活性成分

的分离与作用靶点的筛选、探究其药理活性及深层

次作用机制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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