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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中医药公共卫生专项 “国家基本药物所需中药原料资源调查和监测项目”（财社 ［２０１１］７６号，财社
［２０１２］１３号，财社 ［２０１３］１３５号）；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 “我国代表性区域特色中药资源保护利用”

（２０１２０７００２）
［通信作者］　刘正宇，研究员，研究方向：药用动植物资源；Ｔｅｌ：（０２３）７１４８００９３，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ｔｚｙ＠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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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小浪１，２，慕泽泾１，肖忠２，刘旭２，唐海波３，刘正宇２

（１江西中医药大学，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０４；２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重庆　南川　４０８４３５；
３彭水县卫生局，重庆　彭水　４０９６００）

［摘要］　重庆市彭水县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中发现重庆药用植物２新记录属，４新记录种，分别为
青篱柴属 Ｔｉｒｐｉｔｚｉａ、石萝雐属 Ｐｅｎｔａｓａｃｍｅ；青篱柴 Ｔｉｒｐｉｔｚ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石萝雐 Ｐｅｎｔａｓａｃｍｅ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黄斑石蝴蝶
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ｘａｎｔｈ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ａ和贵州黄堇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关键词］　中药资源；新记录；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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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资源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随着中医药

事业和中药产业的发展，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

的改变，中药资源的需求、中药资源的物种、分

布、数量在不断变化。为准确掌握中药资源的实际

状况和动态变化状况，加强中药资源的管理、合理

的保护和利用，保障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自２０１１年起，陆续分批组织启动了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的省级试点工作。重庆市

于２０１２年５月正式启动了中药资源普查的野外工
作。彭水县普查队在此次野外普查中，发现了重庆

药用植物新记录属 ２属，新记录种 ４种（图见封
二），报道如下：

青篱柴属（亚麻科）

ＢｅｉｈＢｏ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ｌ３９（２）：５１９２１
灌木或小乔木。全属有２种，原分布中国至越

南，重庆市为分布新记录。

青篱柴

Ｔｉｒｐｉｔｚ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Ｈｅｍｓｌ）ＨａｌｌｉｅｒｉｎＢｅｉｈ．Ｂｏ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ｌ３９（２）：５１９２１ＨａｎｄＭａｚｚＳｙｍｂＳｉｎ７：６１６．
１９３３；ＦｏｒｍａｎｉｎＫｅｗＢｕｌｌ１９（３）：５２４１９６５；广西植物
志 １：５６９１９９１———Ｒｅｉｎｗａｒｄｔ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ＨｅｍｓｌＩｎ
ＨｏｏｋＩＣＰｌ２６（６）：ｔ２５９４１８９８———Ｔｒｉｐｉｔｚｉａｃａｎｄｉｄａ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Ｉｎ Ａｎｚ． Ａｋａｄ． Ｗｉｓｓ． Ｗｉｅｎ． Ｍａｔｈ．
Ｎａｔ６９：２４８１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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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分布于：湖南［１］、广西、贵州和云南（东南

部）；越南［２］。

重庆（彭水朗溪），７５８ｍ，河谷灌丛中，２０１２
年７月，杜小浪，刘正宇，肖忠 ５００２４３００３１０５号
（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重庆市为分布新记录。

功效：茎、叶能消肿止痛、接骨［６］。

石萝雐属（萝雐科）

ＷａｌｌｅｘＷ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ＢｏｔＩｎｄ６０１８３４
多年生直立草本。全属４种，分布于亚洲东部

和东南部。我国产１种，原分布于华南和西南。重
庆市为分布新记录。

石萝雐

ＰｅｎｔａｓａｃｈｍｅｃａｕｄａｔｕｍＷａｌｌｉｃｈｅｘＷｉｇｈｔ，Ｃｏｎｔｒ．
Ｂｏｔ．Ｉｎｄｉａ６０．１８３４Ｐｅｎｔａｓａｃｍｅ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ＢｅｎｔｈＩｎ
ＪｏｕｒｎＢｏｔＫｅｗ Ｍｉｓｃ５：５４１８５３ｅｔ Ｆｌ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２２８１８６１Ｔｓｉａｎｇｉｎ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ｉａ２：１９９１９３４；中国高
等植物图鉴，３：４９３，图 ４９４０１９７４；海南植物志，
３：２６４，图 ７１３１９７４———Ｐｅｎｔａｓａｃｍｅｃａｕｄａｔｕｍｓｅｎｓｕ
ＭｅｒｒｉｎＬｉｎｇｎａｎＳｃｉＪｏｕｒｎ５：１５２１９２７，ｎｏｎＷａｌｌ

原分布：湖南、广东、广西、海南、江西、云

南；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来西亚、缅甸、尼

泊尔、新加坡、泰国、越南［３，７］。

重庆（彭水阿依河），海拔３２０ｍ，河谷潮湿石
壁，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５日，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杜小浪，肖
忠，刘旭，唐海波５００２４３００３１８３号（重庆市药物种
植研究所），重庆市为分布新记录。

功效：全株有清热解毒作用；广西民间用于治

肝炎、风火眼痛［６］。

黄斑石蝴蝶（苦苣苔科）

Ｐｅｔｒｏｃｏｓｍｅａｘａｎｔｈ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ａＧＱＧｏｕｅｔＸ．Ｙ．
ＷａｎｇｉｎＢｕｌｌＢｏｔＲｅｓ３０（４）：３９４．ｆｉｇ．１，２０１０

原分布：贵州沿河县［４］。

重庆（彭水阿依河），海拔３４０ｍ，河谷潮湿石
壁，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杜小浪，刘正宇，
唐海波 ５００２４３００３１５４号（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
所），重庆市为分布新记录。

贵州黄堇（罂粟科）

Ｃｏｒｙｄａｌｉｓ 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ＺＹＳｕ ｅｔ Ｌｉｄéｎ ｉｎ
ＥｄｉｎｂＪＢｏｔ５４（１）：５５，Ｆｉｇｓ１Ｃ１９９７

原分布：贵州西南部（安龙）、广西东部（临桂、

桂北、环江）、云南东南部（文山）［５］。

重庆（彭水新田乡），林下岩石上，２０１２年 ６
月，杜小浪，肖忠，刘旭，唐海波，高春元５００２４３

００２１４６号（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重庆市为分
布新记录。

贵州黄堇的花变异较大，有有距花和无距花两

种，在此次调查中发现花序下部早期开的花大且为

有距花，而顶端后期开的花小且无距。该种在分类

系统上尚存在争议，在变异进化过程中如何形成两

种花的，其形成机制尚有待研究。

功效：在彭水县民间，全草作为石生黄堇和毛

黄堇的替代品用于缓解肝癌疼痛。

重庆处于我国东西及南北植物区系交错渗透的

地带，同时该区大部位于我国三大植物自然分布中

心之一的 “川东———鄂西植物分布中心”，且受第

四纪冰川期侵袭程度较轻微，加之地形复杂，海拔

落差较大，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区域。彭

水县作为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县域面积

约３９０３ｋｍ２，此次对该县一部分乡镇进行了样地、
样线调查：样地３９个，计１０ｍ×１０ｍ的样方数量
１９５个，样线调查区域涉及了８０％的乡镇，但调查
面积不及县域面积的１／１０００，在如此短时间和如此
有限的面积内，发现了重庆新记录属２属，新记录
种４种，充分反映了重庆植物资源的丰富多样，同
时这些物种在文献记载中周边省份均有分布［１５］，也

说明重庆市生物资源的本底调查还比较薄弱，有必

要继续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

上述４种重庆分布新记录物种的原分布区域均
位于重庆的南面，重庆可能是这些物种分布的最北

界，对于植物地理区划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的青篱

柴、石萝雐、贵州黄堇等 ３种均有民间用药历史，
但尚未见有关药学研究报道，从资源学的角度是值

得关注的物种，特别是罂粟科的贵州黄堇、萝雐科

的石萝雐，这两个科中药用植物较多，且近年来随

着科学技术的研究深入和扩展，此次在重庆彭水县

发现新分布物种，对重庆药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有

较大价值，可为将来发掘新的药源提供参考。

致谢：本文中标本的采集得到了彭水县县政府、卫生

局、旅游局等各级部门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参考文献

［１］　周磊，顾建忠，宋云飞，旷仁平，李行娟，刘克明．湖南江
永石灰岩山地青檀群落特征研究［Ｊ］．生命科学研究，
２０１２，１６（５）：３８２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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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Ｈｚ）δ：６６８（１Ｈ，ｄ，Ｊ＝８００Ｈｚ，Ｈ５），６６４
（１Ｈ，ｄ，Ｊ＝１６Ｈｚ，Ｈ２），６４９（１Ｈ，ｄｄ，Ｊ＝
１２４Ｈｚ，Ｊ＝８０４Ｈｚ，Ｈ６），６６０（１Ｈ，ｓ，Ｈ２′），
６１０（１Ｈ，ｓ，Ｈ５′），３７０（３Ｈ，ｓ，ＯＣＨ３），３６９
（３Ｈ，ｓ，ＯＣＨ３），３５７（１Ｈ，ｄｄ，Ｊ＝６８Ｈｚ，Ｊ＝
１８８ Ｈｚ，Ｈ９′），３４３（１Ｈ，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Ｈ９），
３４２（１Ｈ，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ｅｄ，Ｈ９′），３１７（１Ｈ，ｄ，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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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８（２Ｈ，ｍ，Ｈ７′），１８３（１Ｈ，ｍ，Ｈ８′），１６２
（１Ｈ，ｍ，Ｈ８′），４４８（１Ｈ，ｂｒｓ，ＯＨ），４４０
（１Ｈ，ｂｒｓ，ＯＨ）；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
１４９０（Ｃ３），１４７２（Ｃ３′），１４６０（Ｃ４），１４５２（Ｃ
４′），１３８６（Ｃ１），１３４２（Ｃ１′），１２９０（Ｃ６），
１２３２（Ｃ６′），１１７４（Ｃ５），１１６０（Ｃ５′），１１３８
（Ｃ２），１１２４（Ｃ２′），６５９（Ｃ９），６２２（Ｃ９′），
４８１（Ｃ７），４８０（Ｃ８），３５５（Ｃ８′），３３１（Ｃ７′），
５６４（ＯＣＨ３），５６３（ＯＣＨ３）。以上数据与文献
报道基本一致［１２］，故鉴定化合物８为异落叶松酯
醇，为首次从芫花枝条中分离得到。

参考文献

［１］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国药典［Ｓ］．一部．北京：中国医药
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０：１４８．

［２］　赵成春，邱士岭，张文敏．辣蓼芫花枝条制剂治疗手足癣
８３例［Ｊ］．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２０００，（２）：８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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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中草药，１９９４，２５（１）：７９，５３．

［４］　李玲芝，宋少江，高品一．芫花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
究进展［Ｊ］．沈阳药科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２４（９）：５８７５９２．

［５］　熊雄，陈爱霞，赖永新，等．含笑花中木脂素成分研究
［Ｊ］．中国科技论文在线，２００８，３（９）：６６３６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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