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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采用 民族植物学研究方法
,

对湘 西苗族聚居地治蛇毒药用植物资源进行 了初步调查分析
,

结果显示
:
本区共有 2 20 余种治

蛇毒药用植物
,

隶属于 89 属 75 科
。

本文 旨在为新药的发现和挖掘苗族蛇药文化底蕴提供参考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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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湘西 自治州地处云贵高原东侧的武陵山区东部
,

全州气候

属亚热带山区季风湿润气候区
,

本区具有¹ 植物资源相当丰富
º 民族文化底蕴深厚的特点

。

据最新统计该区仅藏类植物就有

45 科
、

112属
、623种

,

种子植物有20 1科
、

10 05 属
、

4 119 种
。

湘

西州首府吉首市附近有维管植物 130 科
,

53 1属
,

12 13 种 ; 苗族

占该区总人 口的 32
.

5 %
,

共 79 万人
,

是一个古老而传统的民

族
,

拥有自己特殊的语言和文字
,

具有许多未见书面记载的民

俗文化
,

在利用药用植物方面有自己独特的经验
,

形成了一种

特殊的人与植物间的文化关系
。

1 治蛇毒药用植物主要是指具有治疗毒蛇咬伤作用

的药用植物

湘西苗族聚居地具有丰富的治蛇毒药用植物资源
,

并依存

于古老的苗族
,

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
,

形成了具有浓厚苗族特

色的治蛇毒药用植物利用方式方法
。

笔者通过对湘西自治州苗

族聚居地进行实地调查
、

走访并查阅相关资料
,

初步调查统计

木地区共有 75 科 220 余种蛇药植物 (表 1)
。

2 湘西分布广
、

价值高
,

具开发利用前景的主要治蛇

毒药用植物

鱼腥草 (枷
U“I ly n is co 油困三百草科多年生草木

,

别名
:

臭菜
.

猪鼻孔
,

侧耳根
,

臭根草
,

生于阴湿地或江边的低地
。

全草

药用
。

味辛
,

性凉
。

清热解毒
,

消痈肿
。

虎杖 (Po lyg o n u m 阳sP ida 加m )萝科多年生草木
,

别名
:
花斑

竹
,

酸筒杆
,

酸汤梗
,

大叶蛇总管
,

黄地榆
,

斑虎杖
。

生于山沟
,

溪

边
,

林下阴湿处
。

全草药用
。

味苦
、

酸
,

性凉
。

清热利湿
,

通便解

毒
,

散淤活血
。

扛板归 (Po lyg o n o m Pe rro lia tu m )萝科一年生草质藤木
,

别

名
:
贯叶萝

,

河白草
,

蛇倒退
.

豆干草
,

犁头刺
。

常成片生长在沟

边
,

溪边
,

田野路边及旷野
。

全草供药用
。

味酸
、

辛
,

性凉
。

清热

解毒
,

拔毒止痒
。

垂盆草( Se du m sa 加en to su m )景天科多年生草木
,

别名
:
石

指甲
,

半枝莲
.

养鸡草
,

狗牙齿
,

瓜子草
。

生于山坡岩石
,

沟边
,

路

旁湿润处
。

全草药用
。

味甘
,

微酸
,

性凉
。

清热解毒
,

消肿排脓
。

蛇墓 (D ‘he sn ea in d ica )蔷薇科多年生草木
,

别名
:
蛇泡草

,

蛇果草
,

三叶毒
,

地杨梅
,

蛇盆草
。

生于山坡草丛
、

田边及路旁
。

全草药用
。

味甘
、

酸
,

性寒
。

清热利湿
.

通便解毒
,

散痛活血
。

紫花地丁 (祷。Ia ye do en s is) 茧菜科多年生草木
,

别名
:
犁头

草
,

桦头草
,

光瓣茧菜
。

常生于较阴湿的田梗边
,

路边
,

水沟边
。

全草药用
。

味微苦
,

性寒
。

消热解毒
,

凉血消肿
。

朱砂根 (A rd is ia c o na 间紫金牛科常绿矮小灌木
,

别名
:
大

罗伞
,

大凉伞
,

风凰肠
,

铁凉伞
,

开喉箭
,

山豆根
。

生于山坡林下

或灌木丛中
。

全草药用
。

味苦
、

辛
,

性平
。

行血祛风
,

解毒消肿
。

半枝莲 Scu tel la ri a be rb at a 唇形科多年生草木
,

别名
:
并头草

,

狭

叶韩信草
,

牙刷草
,

四方马兰
。

生于山坡草地或阴湿处
。

全草药

用
。

味微苦
,

性凉
。

清热解毒
,

活血祛淤
,

消肿止痛
,

抗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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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
,

山涧
.

水沟附近湿润草地中
。

全草药用
。

味甘
、

淡
,

性微寒
。

清热解毒
,

利水消肿
。

别如鸭跻草 (Co m m e lin a co m m un ls ) 鸭肠草科一年生草木
,

名
:

竹节草
,

鸭鹊草
,

耳环草
,

蓝花菜
,

三角菜
。

喜生于阴湿处
,

表 l治蛇毒药用植物种类分布表

T a ble l
.

D istr ibutio n o fthe spe e ie s o fthe m e d ie ina IPlan ts a g ain st sn a ke ve n o m

科名 拉丁名 种数 科名 拉丁名 种数 科名 拉丁名 种数

石杉科

阴地旅科

莲座孩科

鳞始截科

凤尾截科

中国旅科

铁线截科

蹄盖戴科

铁角旅科

乌毛旅科

鳞毛肤科

水龙骨科

萍科

三自草科

金粟兰科

桑科

算麻科

马兜铃科

要科

览科

石竹科

防己科

木兰科

樟科

罄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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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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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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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u扭c e ae )

(P
. p a v era e ea e )

十字花科

景天科

虎耳草科

海桐花科

蔷薇科

蝶形花科

云实科

醉浆草科

芸香科

远志科

大戟科

虎皮楠科

卫矛科

清风滕科

凤仙花科

葡萄科

锦葵科

藤黄科

董菜科

秋海棠科

仙人掌科

野牡丹科

柳叶菜科

伞形科

紫金牛科

(Cnj e ife 扭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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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夕几 ina eea e )

2 报春花科

2 山矾科

1 龙胆科

2 萝摩科

3 紫草科

17 马鞭草科

3 唇形科

l 茄科

5 玄参科

1 列当科

7 苦苞苔科

l 爵床科

2 茜草科

2 葫芦科

1 桔梗科

1 菊科

3 泽泻科

4 莎草科

3 天南星科

1 鸭跃草科

2 雨久花科

l 百合科

2 石蒜科

l 薯预科

2 兰科

(尸rim u la ce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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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m p loca cea
e )

(G印 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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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selen ia da cea
e
)

(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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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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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o se o

彻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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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代如奋d a

cca
e )

七叶一枝花(Pa ris p 。如勿IIa )百合科多年生草木
,

别名
:

草

河车
,

金线重楼
,

独立一枝花
。

生于山谷
、

溪边
、

丛林下多腐殖质

的地区
。

根茎供药用
。

味苦
,

性凉
,

有小毒
。

清热解毒
,

消肿散结
,

镇惊
,

止痛
。

3 开发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间题

通过对湘西苗族聚居地治蛇毒药用植物资源的调查
,

已基

木查清湘西苗族聚居地治蛇毒药用植物资源种类
、

贮量
、

分布

规律及生态条件
,

并在此基础上
,

发觉主要存着在以下几点问

题 ;

3
.

1 资源破坏严孟

在开发利用治蛇毒药用植物资源中
,

缺乏科学技术的指

导
,

片面追求资源的经济价值
,

轻视资源的生态价值
,

虽注重其

资源的利用
,

但忽视了对其资源的保护与建设
。

3
.

2 可持续利用基础与技术研究严重滞后

对许多重要的治蛇毒药用植物资源种群的自然更新能力

缺乏深人系统的研究
,

使资源利用强度超过其自然增长能力
,

导致某些治蛇毒药用植物种群衰退
。

3
.

3 开发利用较盲目

目前利川治蛇毒药用植物的主要方式是直接采挖野生的

治蛇毒药用植物资源
。

缺乏有计划
、

有目标的规划与指导
,

导致

掠夺性采掘
,

加上某些带片面性的农业生产措施
,

导致湘西苗

族聚居地部分地区野生治蛇毒药用植物资源量的剧烈下滑
。

3
.

4 对治蛇毒药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够重视

在把握西部大开发重要机遇的同时
,

政府应同时抓住苗族

文化的发展机遇
,

加强对苗族文化的重视程度
,

发掘具有苗族

特色的治蛇毒药用植物利用方式
,

并于此基召“上
,

加强科研广

度深度
,

大力发展湘西苗族特色经济
。

4 治蛇毒药用植物的开发前景及建议

目前世界每年都有上百万的人民因毒蛇咬伤而损命或失

去劳动力
,

其中在东南亚
、

印度及中国占被咬伤人口的绝大部

分
。

虽然已有很多种蛇药在市场上流通
,

但作为发展民族特色

经济
,

依存于苗族文化
,

依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

湘西苗族聚居地具有丰富的治蛇毒药用植物资源
,

并在古

老的苗族文化的熏陶下
,

形成了具有浓厚苗族底蕴的蛇药配

方
。

为了更好地利用及保护好木地区的治蛇毒药用植物资源
.

结合木地区的具体情况
,

提出以下建议
:

4
.

1 现有治蛇毒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保护

首先对木地区的治蛇毒药川植物资源种类
、

资源址
、

生境

及民间利用情况作一个彻底的调查
.

确定湘西苗族聚居地具民

族特色的治蛇毒药用植物资源名录
,

建立木地区的治蛇毒药用

植物资源库
。

同时通过加大对治蛇毒药用植物的科普宣传力

度
,

加强群众对治蛇毒药用植物的保护意识
,

正确引导群众对

治蛇毒药用植物的利用
。

(下转第 55 页 )



液体培养时候生长快速
,

3 d 就达到了生长的对数期
,

通过

测定发酵液中的含糖量变化比较小得到证实
,

然后停止摇床
,

6d 后有深绿色菌苔布满表面
。

菌球白色
,

菌液澄清
。

经过查阅文献I9. ’01 ,

初步可以鉴定为青霉属 (氏刀ic ill iu m
.

)
。

3 结论

经过 T LC 和 HPLC 检测
,

可以证实 12
.

3 2 可以产紫杉醇

类化合物
,

而且产物主要分泌到胞外 ;通过对 12
.

3
.

2 的形态学

鉴别
,

初步鉴定 12
.

3
.

2 属于青霉属
。

其 HPLC 图谱可以看出
,

目

标化合物的色谱峰非常小
,

其它不明物的色谱峰较多较强
,

这说

明在 12
.

3
.

2 发酵产物中紫杉醇类化合物含量较低
,

其它化学成

分较多
。

为了提高其含量
,

达到分离
、

提取
,

最终得到精制品的要求
,

还需在培养基中添加能够刺激紫杉醇及其相关物质含量的成

分
,

比如苯丙氨酸
、

酒石酸钱这类紫杉醇合成的前体物质【, ’l,并

进行发酵培养的优化
。

木研究的下一步研究重点将是对红豆杉紫杉醇合成途径

中关键酶进行研究
,

以筛选出的能生产紫杉醇和紫杉烷化合物

的内生真菌为材料
,

研究紫杉醇和紫杉烷化合物生物合成途径

中关键酶在内生真菌中的表达情况
.

以及这些反应的酶的特

性
,

为应用内生真菌生产紫杉醇和生物活性更高的紫杉烷化合

物奠定基础
。

因为
,

尽管不同的科学工作者已从所有的红豆杉

树种中分离到产紫杉醇的内生真菌
,

但对这些内生真菌合成紫

杉醇的机制没有进行深人研究
,

对紫杉醇和紫杉烷化合物生物

合成途径中的关键酶基因在内生真菌中的表达不清楚
,

不能在

已知条件下稳定的表达紫杉醇和紫杉烷化合物
,

限制了它的实

际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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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加强科学研究

以科研为先导
、

技术为基础开发利用治蛇毒药用植物资源

野生植物资源的综合开发往往需要先进的技术体系来支撑
。

以

科研为先导
.

从基础研究人手
,

积极与科研院校联合
.

重点研究

治蛇毒药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所需运用技术
。

4
.

3 坚持可持续的发思路
,

制定开发利用总体规划

在清楚治蛇毒药用植物种类
、

资源量
、

分布规律和生态条

件的基础上
,

结合市场需求情况
,

制定发展利用规划
。

规划要有

科学性
、

先进性和可行性
。

应做到保护与利用并举
,

生态效益与

经济效益统一
,

即有短期开发目标
,

又有长期发展方向
。

4
.

4 以政府牵头
,

企业与院校相集合
,

形成
“
企业 十 基地

”

的开

发模式

在把握民族文化旅游强劲的发展势头时
,

加快民族特色产

业的开发及规模化建设
,

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经济
,

实现

治蛇毒药用植物的基地化建设
,

产业化发展
。

治蛇毒药用植物的开发利用涉及面很广
。

从经济的角度考

虑
,

对其产业化的形成要有所侧重
,

应根据资源特点
、

市场需求

和经济效益
,

将资源过大
、

民族特色浓厚
、

开发容易的治蛇毒药

用植物作为蛇药开发产业化的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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