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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绞股蓝属植物及其混淆种类的研究鉴定

韦 发 南
(广西植物研究所

关键词 绞股蓝属 ;混淆种类

绞股蓝属 (Gy n s oe t。 二 aI B
.

)为葫芦科的草质藤本植物
,

在华南地区 已知有 4 种 ` 》 , 即

单叶绞股蓝 (G
.

巴
s i m p l i e i f o l i u m B I

.

)
、
光叶绞 股 蓝 (G

.

l a x u m (W
a l l

.

) C
o g n

.

)
、

绞股蓝

( G
.

p e n t a p h y l l u m ( T h
o n b

.

) M
a k i n o ) 和长梗绞股蓝: (G

.

l o n g i p e s C
.

Y
.

W
u
)
。

而 与其

经常相混淆的有 s 种
,

其中属于葫芦科的有 5 种
,

即锣锅底 (H e m s l e y a a m a b i l i s D i e l s )
、

蛇莲 (H
.

s p h a e r o e么r p a K u a n : e t A
.

M
,

L u )
、

雪胆 (H
.

c h i n e n s i , C o g n
.

)
、

纤花金盆

( H
.

g r a e i l i f l o r a ( H a r m s
) C

o g n
.

) 和地核耙 ( H
.

d i p t e r i g a K u a n g e t A
.

M
.

L u
)
, 属于

葡萄科的有 3 利
: ,

即三 叶 扁 藤 ( T e t r a s t i g m a h e m s l e y a n u nr D i e l s )
、

乌 蔽 荀 ( C a y r a t i a

j a p o n i e a ( T h u n b
.

) G
a g n e p

.

拜{]毛叶乌鼓苟 ( C
.

j a p o n i e a (
’

f h u n b
.

) G a g n e p
.

v a r
.

p u b i一

f o l i a M
e r r

.

e t C h u n
)

。

本属植物约 1 3种
,

除 i 利
J
( G

.

h e d 。 r a f o l i u 二 C o g n
.

)仅见于帝汉岛
,

1 利
,
( G

.

w i n k l e r i

C o g n
.

)仅出现于加里曼月
·

, 4 种 ( G
.

s i rn p l i e i f o l i u m B I
. ,

G
.

l a x u m ( W a l l
.

) C o g n
. ,

G
.

p e n t a p h y l l u m鉴( T il
u n b

.

) M a k i n o
,

G
.

b u r m a n i e u n l K i n : e x C h a k r
.

) 为我国与印度
、

斯里兰卡
、

尼泊尔
、

锡金
、
盂加拉

、

缅甸
、

越南
、

泰国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
、

朝鲜和 日本共有夕卜
,

其余 7 种均为我国特有
2 )

。

本属植物在我国广泛分布于秦岭及长江以南

地区
。

绞股蓝 ( G
.

贾p
e n t a p h y l l u m ( T h u n b

.

) M a k i n o ) 有多种皂贰
,

其中绞股蓝皂贰 皿
,
W

,

飞
,

X l
,

绞股蓝皂贰V 一 A H分别同人参皂贰 R b
, ,

R b
3 ,

R d
,

R g
。 ,

F
Z

是同一物 质
,

绞 股

蓝皂贰 I 酌分解即得人参皂贰 K
。

实验证明
,

绞股蓝皂贰对于多种癌症及支气管哮喘病均有

一定疗效
。

山于绞股蓝是一种具有与人参相似作用的免疫增强剂
,

且无人参过量服用的副作

用
,

因此
,

被人们称为南方的
“
人参 ” 。

在日本被制成各种制剂和保健食品
, 是受到 日本人

民所欢迎的产品之一
。

在我国
,

国家科委已把绞股蓝列入
“ 星火计划 ” 内的名贵中药材项 目

中
,

并把开发利用绞股蓝作为开发山区植物资源的重要内容之一
。

目前许多科研
.

单位正在从

植物化学成份
、

引种栽培
、

资源调查
、
临床运用等方面进行研究

。

但由于绞股蓝属植物
,

绝

大部分是鸟足状复叶
,

具小叶 3 一 9 片
,

又有卷须
,

与木科植物的雪胆属 ( H e m s l e y a C o g n
.

e x F o br e s e t H
e m s l

.

)和葡萄科植物多种极为相似
,

混淆不清
,

在无花采时不 易 辨 别
,

往

往造成鉴定和利用上的差错
,

从而影响到生产的发展和疗效等
。

为了解决此问题
,

笔者对华

南绞股蓝属植物种类和混乱种类进行了研究整理
,

并撰写成文
,

供有关生产
、

医药等方面参

考利用
。

1 )广西有些标本尚未确定其种名
,

实际上华南产的不止此数

2 )吴征槛等
,
1 9 8 3 : 中国绞股蓝 ( 葫芦科 ) 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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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华南绞股蓝属植物及其混淆种类检索裹

1
.

植物体的卷须生叶腋或腋外生 ;花单性异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葫芦科 C 。 。盯从t a c . a e

2
.

花极小
,

花冠裂片长不过 3 毫米 ; 浆果 ( 华南种 ) 球形
,

成熟后不开 裂
,

较小
,

直 径 6一 8毫米
,

少数可达 9 毫米 ; 种子边缘无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绞股蓝属G y n 。 , t . m m a BI
.

.3 叶为单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一 1
.

单叶绞股蓝 G
.

幼 m p叭日 f叭沁 m B恤
.

3
.

叶为鸟足状复叶
。

4
.

叶具 3小叶
.

极少具不完全的 5小叶 ; 小叶两面及叶柄无毛或仅在上面沿中脉有疏柔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光叶绞股蓝 G
.

aI x o m (W al l
.

) C o g n
.

4
.

叶具 6 一 9 小叶
,

极少为 3 小叶 ; 小叶两面及叶柄
,

至少沿两面脉被粗毛
,

极少变无毛
。

5
.

叶具小叶 5 一 9 片
,

通常为 5 一 7 片
,

偶有 3 片 ; 雄花梗长约 2毫米 ; 果梗长约 5 毫米 …

3
.

绞股蓝G
.

p二 t却h y lj u m ( T h u n b
.

) M a k i o o

5
.

叶具小叶 7 一 9 片; 雄花梗长 3 一 4 毫米 ; 果梗长 ( 8 ) 巧一 20 毫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长梗绞股蓝 G
.

l。叫 i pes C
.

Y
.

W 。

2
.

花大得多
,

花冠裂片最短也不少于 5毫米 ; 茹果也大得多
,

为棒状筒形
.

倒锥形
,

少为球形
,

熟时开

裂 ; 种子周围有翅
,

极少无翅
·

·
·

·
· ·

· ·
·

·
· · · · ·

… … 雪胆属 H e 门幻 ey a C o g n
.

e x F o r b e s 欲 H e位 “ L

6
.

果球形 ; 种子边缘无翅
。

了
.

小叶 了一 9 片
,

狭披针形或披针形
,

中央一片长 6 一 9 厘米
,

宽 1一 2 厘米 ; 果直径 1
.

5一 2

厘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锣锅底 H
.

a m ab iil s D ie ls

7
.

小叶 5 一 了片
,

长圆状披针形或阔披针形
,

中央一片长 7 一 15 ( 17) 厘米
,

宽2一 3
.

5厘米 ; 果

较大
,

直径2
.

5一 3 厘米
·

· · · · · · · · · · ·
·

·

… … .6 蛇莲 H
.

s p h ae r oc ar aP K au n g e t A
.

M
·

L u

6
.

果棒状或倒锥形 ; 种子边缘具膜质翅或木质翅
。

8
.

雄花花瓣向外反卷而使花变万扁球形
,

雌花花冠反卷
· · · , ·

· ·
·

· · ·

...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雪胆 H
.

c h i n e n s l s C o 互n
.

e x F o r b e s e t H e m s l
.

8
.

雄花花瓣不外卷
,

花不为球形 ; 雌花花冠开展
。

9
.

小叶阔披针形
,

先端渐尖
,

中央一片长 1 0一 15 厘米 : 果棒状长圆形
,

长约 4
.

5厘米
,

每室具种

子 2 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

地梅把 H
.

id p t er i ga K u a吧 et A
.

M
.

L u

9
.

小叶长圆形或长圆状披针形
.

先端急尖
,

中央一片长约 8
.

5厘米 ; 果倒锥形
,

长约 3 厦米
,

每

室具种子 6 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

纤花金盆 H
.

g ; ac iil fl or a ( H ar m s) C O g n
·

1
.

植物体卷须令叶刘
.

生 ; 花两性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葡萄科 vi ’ ` , 。 ` e

10
.

柱头 4 裂 ; 小叶 3片 ; 茎随年龄增大而逐渐变扁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

崖爬藤属三叶扁藤 了et ra st ig m a he m sl e y a n o m D 泌15 e t G il .g

10
.

柱头钻状
,

全缘 ; 小叶 5 片 ; 茎特征与上不同
。

11
.

植物体完全无毛或近牛无毛 … … 11 一乌菠蓦属乌蔽矿 C。 y r 。 t i a j a p o n i c a 门
、

h u n b
.

) G a g o e p
.

n
.

植物体密被灰色柔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2
.

毛叶乌蔽苟 C
.

j
a P o n i e a (T h o

n b
.

) G a g o e p
.

v a r
.

p u b i f o l i a M
e r r

.

e t C h u n

二
、

华南绞股蓝属及其混淆种类分种记述与分布

(一 ) 绞股蓝属G y n o s t e m m a B l
.

草质藤本
。

叶为鸟足状
,

3 一 9 小叶
,

少为单叶
。

花雌雄异株
,

圆锥花序 ; 雄蕊 ;5 子房 球 形
,

3 一

2 室
,

每室具胚珠 1一 2 颗
。

浆果或茹果
,

球形
,

不开裂或先端 3 裂
。

本属分为绞股 蓝 亚 属 ( S u b黔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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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n os te m m a) 和嚎果藤亚属 ( s ub g en
.,

T r i r o s t e l一u m ( 2
.

P
.

w a n g e t E
.

2
.

x i e ) w u e t S
.

K
·

C h e n )
,

华南所产诸种
,

均属于前一亚属
。

1
.

单叶绞股蓝

G y n o , t e m m a s百m Pl i c if o l̀ u m B l
.

B i j d r
.

2 3
.

2 5 2 5 : M e r r
.

e t C h u n i n S u n y a t s e n i a

1 9 8 3

19 4

1 9 4;0 海南植物志 1 : 4 84
.

1 9 6理; 吴征锰
、

陈书坤于植物分类学报 21 ( 4 )
:

_

3 3.9

本种由于叶为单叶而在本属中不会与他种混淆
。

产广东 (海南保亭 )
。

分布云南南部至西南部 ; 缅甸
、

菲律宾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也有
。

2
.

光叶绞股蓝 图 1一 2

G y n o s t e m m a I a x u m (W a l l
.

) C o g n
.

i
n D C

.

M o n o g r
.

P h
.

3 :
5 14

.

15 5 1 ; H a n d一 M a z z
·

S y m b
·

S i n
.

7
, 1 0 5 7

.

1 9 3 6 ; 海南植物志 z : 4 55
.

1 0 6 4 : 吴征锰
、

陈书坤于植物分类学报 2 1 ( 4 )

3 3 9
.

1 9 8 3一 Z a n o ”
f a l a x a W

a l l
.

L i s t N o 3 7 2 7
.

1 8 2 4 e t P I
.

A s
.

R a r
.

2 : 2 9
.

18 3 1
.

茎纤细
.

多分枝
,

无毛
。

叶具 3 小叶
,

偶然也见有不完全的 5 小叶
,

叶柄长 2 一 4 厘米 ; 小叶两面 无

毛
,

中央 1 片为长圆状披针形
,

长 5 一 10 厘米
,

宽 2 一 4 厘米
,

先端急尖或短渐尖
,

有时钝
,

侧生小叶较

小
。

雄花序长 10 一 30 厘米
,

被灰色短柔毛 ; 雌花序较短
,

通常与叶等长
。

浆果球形
,

直径 6 一 8 毫米
.

产广西 (河池
、

大瑶山
、

龙胜
、

龙州 )
、

广东 (海南岛 ) ; 生于石灰岩石山或土山沟谷湿润处灌丛中
.

分布云南 : 从印度
、

尼泊尔经越南
、

菲律宾至印度尼西亚均有
,

笔者仅见到产于广西金城江的活植物 和 海

南岛的一张干标本
.

本种与绞股蓝 ( G
.

p . n at p h y ll u m ( T h u n b
.

) M a ik
n
o) 的主要区别在于叶具 3 小叶

,

极少具不完全的

5 小叶 ; 小叶质地较厚 ; 叶柄及叶两面无毛或仅沿脉上略被毛
.

本种与绞股蓝的分合问题
,

长期 以 来
.

各

学者有不同的处理意见
。

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
,

究其原因是这两个种分布区广
,

由于各地气候
、

土壤 等 条

件不同而 引起叶形
、

质地
、

大小
、

毛被等都有较大的变化
,

而且前者叶一般为 3 小叶
,

但偶尔可见到 在 同

株上有 3 小叶和不完全的 5 小叶并存
,

在这种情况下就难以区分了
。

笔者认为
,

单凭外部形态是难以 划 分

这两个种的界线
,

而应以袍粉学和细胞学方面的资料为佐证
,

方能处理好这两个种的合与分问题
.

3
.

绞股蓝 图 3 一 6

G y n o s t e m m a p e n t a p h y l ! u m ( T h u n b
.

) M a k i n o i n B o t
.

M a g
.

T o k y o 16
,
1 7 9

.

1 9 0 2 ; F I
.

J a v a l ,
3 0 6

.

1 9 6 3 ; 海南植物志 l
:
25 5

,

f
.

2 66
.

29 6 4 : 吴征锰
、

陈书坤于植物分类学报2 1 ( 4 )

3 6 0一 3 6 1
.

1 9 8 3 ; C
.

J e f f r e y
,

C u c u r h
.

E a s t
.

A s i乒 1 0
.

29 8 0
, e x o l

.
s y n

.

C
.
s
i o p l i e f f o l玄u , B I

.

e t G
.

l a 叉 “ , (W a l l
,

) C o g n一 G
.

P e d a ta B I
.

B i j d
r

.

2 3
.

1 5 2 5一 G
.

P e d a
` a B I

.

v a r
.

关“ P` 几e ” ` e

P a m p i
n N o u v

.

G i o r n
.

B o t
.

I t a l
.

n e w : e r
.

17 : 7 3 0
.

19 15
一 G

.

p e d a
` a B l

.

v a r
.

t r i f
〕 Ii a f 。 。

H a v
.

I e o n
.

P I
.

F o r
m

.

20
:
5

.

f
,

3
.

2 9 2 2
一 G

.

s i a 阴 i e
“ 阴 C r a i b i n K e w B u l l

.

1 9 1 8
: 3 6 2

.

19 18
一犷i

`

i
, P e : : a P 、 )

,

l ’ a T h u n b
.

F l
.

J a p
.

1 0 5
.

1 7 8 4
.

草质藤木 ; 茎纤细
,

长 1一 2 米或更长
,

多分枝
.

无毛或被糙毛
。

叶 具 小 叶 通 常 5 一 7 片
,

少 为 g
-

片
,

叶柄长 2 一 4 厘米
,

被糙毛或近无毛 ; 小叶卵状长圆形
、

长圆状披针形
,

中央一片较大
,

长 3
.

5一 14厘

米
,

宽 1一 4 厘米
,

先端渐尖
,

有时钝
,

基部楔形
,

两面被糙毛或变无毛
,

边缘有锯齿
,

齿尖具 芒
.

花 序

为圆锥状
,

长 ( 5 ) 10 一 20 厘米 被糙毛或变无毛 ; 曹裂片三角形
,

长不及 1 毫米 ; 花冠裂片披 针 形
.

长

约 2
.

5毫米 ; 雄蕊 :5 子房 2 一 3 室
,

柱头 2 裂
。

果直径约 8 毫米 ; 果梗 长 3 一 5 毫米
。

花期 8 一蝴
,

果

期 1 0一 1 1月
。

产广西 (大瑶山
、

大苗山
、

昭平
、

蒙山
、

平南
、

贺县
、

柳 州
、

百色
、

凤 山
、

南丹
、

河 池
、

龙 胜
、

容

县
、

灵川
、

龙州 )
、

广东 〔乐昌
、

翁 源
、

连县
、

信宜
、

海南保亭 )
、

湖南 〔江永) ; 生于沟谷湿 润 处
、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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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或丘陵地灌丛中
。

分布陕西南部至长江 以南各省 ; 日本
、

朝鲜
、 二印度

、

越南
、

印度尼西亚也有
。

这是绞股蓝属植物中分布最广
,

变化最大的一种
,
小叶的数 目一般为 5一 7 片

,

但也有 3 片和 9 片 的

类型
,

最小的叶长约 3
.

5厘米
,

宽约 1
.

5厘米
,

而最大的仆卜长可达 14 厘米
,

宽 4 厘米
,

叶两面
、

叶 柄
、

花 序

和茎上的毛被从被糙毛至近无毛
,

先端从钝到长渐尖
,

边缘具圆齿到尖齿
.

叶的质地从纸质到 膜质
· ·

…笔

者认为
.

目前当作这一种的标本
, `

实际上是一群植物
,

这群植物可分为大叶和小叶两 种 类 型
。

前 者 叶 特

长
,

长达 14 厘米
,

宽达 4 厘米
,

花序长可达 20 厘米
,

除脉上被糙毛外
,

余近无毛
。

而后者叶小得 多
,

花 序

也短得多 ; 这一类又可分为被糙毛和近于无毛两小类
。

笔者对栽培的植株进行观察后
,

认为它们之间 的 区

别特征是明显了
,

另外
,

搞化学分析的同志反映
,

毛被不同
,

其成分也有差异 据此
,

将来条件成 熟后
,

恐怕可以分成不同的分类单位
。

4
.

长梗绞股蓝 (植物分类学报 )

G y n o s t e m m a I o n g ip e s C
.

Y
.

W u i n A e t
.

P h y t o t a x
.

S i n
.

(植物分类学报 ) 2 1 ( 4 ) . 3 6 2一

3 6 3
.

1 9 8 3
.

茎纤细
,

多分枝
,

被微柔毛
。

叶具 了一 9 小叶
,

叶柄长 4 一 8 厘米
,

被短柔毛 ; 小叶上面疏被 糙 毛
,

下面沿脉被糙毛
,

中央一片小叶较大
,

近菱形
,

或卵状披针形
,

长 5 一 1 2厘米
,

宽 3一 4
.

5 厘米
,

先 端 短

尖
,

侧生小叶较小
。

雄花序为圆锥状
,

长 10 一20 厘米 ; 花梗被毛 ; 花馨裂片卵形 : 花冠 裂 片狭 卵 状 披 针

形
。

果直径 6 一 7 毫米 ; 果梗长 15 一20 毫米
。

产广西 (凌云
、

乐业 ) ; 生干山地疏林中湿润处
,

不多见
。

分布云南
、

贵州及四川
。

笔者未见到此种标本
,

但由于它的果梗细长而与近缘种不同
。

它与绞股蓝 !
一

妇大叶类型颇相似
,

不 同的

于雄花梗较长
,

长 3 一 4 毫米
,

果梗长 ( 8 ) 巧一 20 毫米 ; 而后者雄花梗长约 2 毫米
,

果梗长约 5 毫米
。

(二 ) 雪胆属 H e m s le y a C o g n
.

e x f
’
o r b e s e t H

e
m s l

.

(葫芦不 )

这一属的一些种类容易与绞股蓝属的植物相混淆
,

但由于它具有块根 ; 花大 ; 果实为葫果
,

棒状 或 倒

锥状
,

少为球状
,

成熟时先端开裂
,

种子 6 颗以上
,

边缘通常具翅而不同
。

约 20 种
,

分布我国南 部
。

与 绞

股蓝容易混淆的有 5 种
。

5
.

锣锅底 金龟莲
、

金盆

H e m s l e y a a m a b i l i s D i e l s i n N o t
.

R o y
.

P o t
.

G a i
·

d
.

E d i n b
.

5
:
2 0 6

.

2 9 1 2 ; 云南经济植物 3 9 8一

4 0 1
.

1 9 7 2
.

多年生草质藤本 ; 茎无毛 ; 块根肥大
,

扁球形
,

上部凹陷
。

叶又指状或鸟足状全裂
,

裂 片
一

7 一 9 ,

狭

披针形或披针形
,

长约 4
.

5一 9 厘米
.

宽 1一 2 厘米
,

先端尾状渐尖
,

边缘有锐齿
,

两面沿脉有短毛
。

雄花

呈聚伞花序
,

腋生 ; 花冠淡黄色
,

裂片卵形一长 6 一 6 毫米 ; 子房和果实均球形
。

果直径 1
.

5一 2 厘米 ; 种

子双凸镜状
,

中间有疵状凸起
,

周围平滑
。

产广西 (环江 ) ; 生于中
、

低海拔的沟谷土层肥厚处
,

不多见
.

分布云献 笔者仅见到云南标本
。

此种为人们所熟悉的
“

锣锅底
”

类中的一成员
,

其块根有清热
、

泻火
、

健胃
、

杀菌消炎等功 效
,

为 草

医常用药
,

在云南
、

贵州及桂西北市面上经常有零星出售

6
.

蛇莲

H e m s le v a s ph a e r o c a r p a K u a n g e t A
.

M
.

L u
i n A e t

.

P h y t o t a x
.

S i n
.

(植物分类学报 ) 2 0 ( 1 )
,

8 7一 8 8
.

19 8 2
.

本种与锣锅底 ( H
.

a m ah iil s D i e l s ) 相近似
,

但小叶通常为 7 片
,

较宽
,

中央一片宽 2 一 3
.

5 厘 米
,

为长圆状披针形至阔披针形
,

边缘锯齿较钝 ; 花较大 ; 花菩裂片卵状三角形
,

长约 7
.

5毫米 ; 花冠裂片阔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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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

长约 8 毫米
,

宽约 6 毫米 ; 果较大
,

直径 2
.

5一 3 厘米
,

有纵纹 10 条
。

产广西 (大瑶山
、

临桂
、

资源
、

兴安)
、

湖南 (城步 ) ; 生于沟谷溪旁
。

分布于贵州东南部
。

本种与绞股蓝 ( G
.

eP n at hP yl l u m ( T h u
n b

.

) M a ik n o) 的大叶类型在无花果情况下极难辨别
,

但一旦

有花或观察其块根有否即可鉴别
。

了
.

雪胆

H e m s l e y a c h i n e n s is C o g n
.
e x F o r b e s e t H e m

s l
.

i n J o u r n
.

I i n
n

.

S o e
.

B o t
.

2 3
:
4 9 0

.

1 5 5 8 ;

路安民于植物分类学报2 0 ( 1 )
,
8 5一 9 0

.

19 8 2
.

草质藤本 ; 茎纤细
,

无毛或被短柔毛 ; 块根肥厚
。

叶鸟足状具 5 一 7 小叶
.

叶柄长 4 一 8 厘 米
,

无 毛

或略被毛 ; 小叶卵状披针形
、

长圆状披针形或阔披针形
.

先端渐尖
,

上面无毛
,

下面常沿脉上有短 柔 毛
.

边缘具粗齿
,

齿尖具芒
.

中央小叶较大
,

长 了一 12 厘米
,

宽 2 一 3 厘米
,

侧生小叶较小
。

花雌雄 异 株
,

被

柔毛 ; 尊裂片 5
.

卵形并反折
,

长约 7 毫米
,

宽 4
.

5毫米 ; 花冠裂片长圆形
,

长 1
.

3厘米
,

宽 0
.

9厘米
,

里面

被白色柔毛或近无毛
,

反折 ; 雄蕊 5 枚
。

茹果长圆状椭圆形
,

长 4
.

5一 6 厘米
,

具 9 条纵纹 ; 种子近圆形
,

·

双凸镜状
,

两端有膜质翅
。

花期 了一 8 月
,

果期 10 一 1 1月
。

产广西 (乐业
、

隆林
、

大瑶山 ) ; 生于山坡或沟谷较湿润处
。

分布四川
、

湖北
、

贵州及云南
。

据记载
,

本种在云南也当作
“
锣锅底

”

入药
,

只是运用范围较窄而已
。

与绞股蓝也经常混淆
.

为 其 伪

品之一
。

8
.

地样把 厂
一

西雪胆

H e m s l e y a d i p t e r i g a K u a n g e t A
.

M
.

L u i n A e t
.

P h y t o t a x
.

S i n
.

(植物分类学报 ) 2 0 ( 1 )
: 5 5

。

1 9 8 2
.

本种从小叶的数目
、

形状等来看
,

近于纤花金盆 ( H
.

g r a c 川 f l o r a ( H a r m s ) C o g n
.

)
,

但叶较 宽
,

为

阔披针形
,

先端渐尖 ; 雄花较大 ; 花尊裂片卵形
,

长约 了毫米
,

花瓣阔倒卵形
,

长约 8 毫米
,

宽约 7 毫米 ;

果实长约 4
.

5厘米
,

宽 1
.

7厘米
,

通常具 6 颗种子
,

周围具木质翅而不同
.

花期 了一 8 月
。

产广西 (大苗山
、

龙胜 ) ; 生于山地沟谷或疏林下湿润处
。

.

纤花金盆

H e m s l e y a g r a c i l if I0 r a ( H a r m s ) C o g n
,

i n E n g l
.

P f l a n z e n r
.

6 6
,
2 4

.

1 9 1 6
一 A l s O沉 i t

r a

g r a e i l i f l o
r a H a r m s

i n E n g l
.

B o t
.

J a h r b
.

2 9
:
6 0 2

.

19 0 1
.

草质藤木 ; 茎纤细
,

光滑无毛
。

叶鸟足状
,

具小叶 5 一 7片
,

叶柄长约 3 厘米; 小叶长圆形
、

长 圆状

披针形或倒卵形
,

先端急尖或钝
.

两面无毛
,

边缘有不整齐的锯齿
,

中央小叶长约 8 厘米
,

宽约 3
.

5厘料
圆锥花序多分枝

,

多花 ; 雄花尊裂片三角形
,

长约2
.

5毫米
,

花瓣开展
,

倒卵形
,

长不过 4
.

5毫米
。

果 筒 状

倒锥形
,

先端平截
,

基部渐狭
,

长 3 一 3
.

5厘米
,

直径 1
.

2一 1
.

4厘米 ; 果梗十分细弱
,

长约 3
.

5厘米 ; 种 子

多数
,

周围有膜质翅
.

一端钝圆而另一端 2 裂
。

花期 7 一 8 月
,

果期 1

卜
1 1月

。

产广西 `百色 ) ; 生于山坡阳处灌丛中
,

少见
。

分布四川
、

湖北及贵州
。

本种最容易掌握的特征是全株无毛
.

小叶 5 一 7 片
,

先端钝或急尖 ; 果梗十分纤细
.

长 3 一3
.

5厘米
。

(三 ) 崖爬藤属 T e t r a s t i g m a P I
.

(葡萄科 )

本属最大的特点是茎随着年龄增大而基部逐渐木质化
,

且有些种类渐渐变扁平
。

叶为指状或叉 指 伏 6

一 7 小叶
,

有时为 3 小叶或单叶
。

花 4 数
,

单性或杂性 ; 花瓣先端有小尖头 ; 花柱 4 裂
。

我国约 35 种
,

分

布西南至东南部
,

在华南地区
.

日前知道与绞股蓝容易混淆的有 1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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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

三叶扁慈

T et ra , t ig m a he m s , e y a n o m D i e l s e t G i l g
.

i n E n g l
.

B o t
.

J a h r b
.

29
,
4 6 3

.

1 9 0 1 ; 海南 植物志

名 : 2 3
.

19 74 ; 中国高等植物图鉴 2 : 7 8 5
,

图3 29 9
.

19 7 2
.

攀援藤本
,

长达 1 0余米; 小枝明显具棱
,

茎随着年龄增大而逐渐木质化并变扁
。

指状 3 小叶 ; 小 叶 卵

形或披针形
,

中央的长 4 一 9 厘米
,

先端渐尖
,

基部楔形
,

边缘有粗齿
,

两面无毛或变无毛
。

聚伞花 序腋

生
.

长约 3 厘米 ; 雌雄异株 ; 花瓣 4 ; 柱头 4 裂
。

浆果球形
,

直径约 7 毫米
.

花期 4 一 5月
,

果 期 8 一 9

月
。

产广西各地
、

湖南
、

广东 ; 生于沟谷湿润处
、

村边及林缘灌丛中
,

在村边荫凉
、

土壤肥沃的地方较 常

见
。

分布四川
、

湖北
、

江西
、

福建及浙江等省
。

全株清热解毒
,

活血祛风 ; 治白喉
、

风湿骨痛
,

根治无名肿毒
、

乳腺炎等
。

华南地区尚有 1种叫崖爬感 ( T
.

O b t . ct u m (W al l
.

) lP
.

) 的植物
,

其小叶的数目及形状近于绞股蓝的

6 叶类型
,

但由于它是掌状 5 小叶而不是鸟足状 5 小叶而可以区别
.

(四 ) 乌蔽每属 C a y r a t i a J u s s
.

(葡萄科 )

藤本 ; 卷须分枝
。

叶为指状或鸟足状复叶
,

具小叶 3 一 9片
。

花两性 ; 花瓣 4 ; 花盆全缘或 4 裂
,

与

子房合生 ; 子房 2 室
,

柱头钻状
,

不分裂
.

浆果有种子 2 一 4 颗
。

我国约 13 种
.

分布秦岭以南各地
.

在 华

南一带
,

容易与绞股蓝类混淆的有 2 种
.

”
.

乌蔽每 母猪藤
.

C a y r a t i a ja Po n ic a ( T h u n b
.

) G a g n e p
.

i n L e e
.

N o t
.

S y s t
.

1
,
3 4 9

.

1 9 1 1: 海南植物志 3 , 2 5
.

1 9 74
.

二犷 ` t“ j
a P o 叭` c a T h u n b

.

F l
.

J a p
.

1 0 4
.

1 7 5 4
,

,

草质藤本
.

无毛 ; 根具不规则的结节
。

叶鸟足状
,

具长柄 ; 小叶 5 片
,

卵形或椭圆状披针形或倒卵 状

长圆形
,

先端渐尖
,

两边具钝齿
,

两面无毛
,

中央小叶长 4 一 8 ( 12 ) 厘米
,

宽 2 一 4
.

5厘米
,

两侧的较短

而狭
。

伞房花序具长梗
.

广展
,

2 一 3 歧分枝
,

无毛或被短柔毛 ; 花冠不开展
,

基部膨大 ; 花瓣有 粘 液
.

浆果球形
.

直径约 6毫米
。

花期夏季
,

果期秋季
。

产广西各地
、

湖南
、

广东 ; 生于各地低海拔湿润处
,

尤以村边肥沃处常见
。

分布我国西南经中部 至 东

南部 ; 印度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也有
.

全株洽乳腺炎 ; 无名肿毒
.

凛疡等
.

根据以往情况
,

本种曾与绞股蓝混淆
.

宜注意鉴别
.

12
.

毛叶乌蔽萄

c a 梦r a t ia j a p o n i c a ( T 五u n b
·

) G a g n e P
.

v a r
·

p u b i f o l ia M
e r r

·

e t C h u n
10 S u o r a t s e o i a

6 ,
11 8

.

1 9遵0 ; 海南植物志 3 :
2 8

.

2 97 4
.

本种也为鸟足状 5小叶
.

与上种不同在于小枝
、

叶柄及叶两面被毛
,

背面尤甚
.

产广西各地
、

湖南 (江永 )
、

广东 (徐闻
、

阳江
、

翁源
、

海南 ) ; 生于沟谷林缘或村边湿润处
。

在广西的灵川
、

桂林
、

永福等地
,

曾有人把它当作绞股蓝
。

结 尾

1
.

本文的着眼点在于解决绞股蓝与它们伪品相混淆的问题
,

而不是侧重于纹股蓝 属 的

分类本身
。

本属植物的一些种类
,

由于分布广等各种原因
,

变异较大
,

区别 界线不易划分
,

各学者往往意见不一
,

本文采纳了多数学者的处理意见
,

至于更客观的分类处理
,

恐怕要借



2期 韦发南
:

华南绞股蓝属植物及其混淆种类的研究鉴定

助于胞粉学和细胞学的资料方能实现了
。

在华南地区
,

外形上与绞股蓝相近似
、

容易产生混

淆的植物有 8 种
,

隶属 2 种 3 属
,

但在全国容易产生混淆的就不止此数了
,

因此
,

在采集原

料和扩大生产时
,

务必注意鉴别
,

以免因认错对象而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和医疗事故
。

2
.

国产的绞股蓝
,

虽然 分布广
,

但都是一些纤弱草质藤本
,

数量不多
,

如能象 目前 文

献所记载的那样
,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那就必须 抓紧时间进行繁殖
,

否则不能满足生产上

的需要
。

此类植物节上都能生不定根
,

除了用种子繁殖外
,

采用大量枝条作扦插繁殖是解决

种苗不足的有效途径
。

图 1一 2 :

光+D 绞股蓝 G y n o s t e m m a l a x u m (W a ! 1
.

) C o g n
. ,

1
.

果枝
, 2

.

果实 放大
。

3一 6 :
绞股蓝 G y n o s t e m m a p e n t a p h y l l u m ( T h u n b

.

) M a k i n o
,

3
.

大叶类果枝 , 4
.

小叶多毛类营养枝 , 5
.

叶背面一 小段放大
,

示毛被
,

6
.

小叶近无毛类营养枝
。

( 邹贤桂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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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T XO NI O T C S MU DO YFG ENU SG YO T N S E M MB A L
.

AI T D N SO C NFU S ED SP ECI S EFO RMSOU TH CH .付寿

We i Fa 一 na n

(G a n ugx iI s nti t ute ofB ota ny )

A bs tr a e t
一

h Te pr e se nt pa per dea ls
w i th the ta x on om y ofs pe e i

e s ofge s n uG y n os -

ter nm aB I
.

a ndi te s n ofue s ds pe e ie s fr om Su oth Ch i na
.

G e n usG y s n otem 也a ie nl ude s f our

s pe e ie , i n t五15 a r e a ,

1
.

e
.

G
.

s i rn p l i e i f o l i u m B I
. ,

G
.

l a x u m (W a l l
.

) C o g n
. ,

G
.

p e n t a p h了l -

l u m ( T h u n b
.

) M a k i n o a n d G
.

10 皿 g i p e s W u e t C h e n
.

H o w e v e r , t h e r e a r e e i g h t s p e e i e s

e o n f u s i n g w i t h s p e e i e s o f G y n o s t e tn m a ,

1
.

e
.

H e m s l e y a e h i n e n s i s C o g n
,

e x F o r be s e t

H e m s l
. ,

H
.

a m a b i l i s D i e l s
,

H
.

s p h a e r o e a r p a K u a n g e t A
.

M
.

L u ,

H
.

d i p t e r i g a K u a n g e t

A
.

M
.

L u ,

H
.

g r a e i l i f l o r a ( H a r m s ) C o g o
.

b e l o n g i n g t o C o e 让 r b i t a e e a e
, a n d T e t r a s t i g m a

五e皿 s l e 了a n u m D i e l s e t G i l g
. ,

C a y r a t i a j
a p o n i e a ( T h u n b

.

) G a g n e p
.

a n d C
.

j
a p o n i e a

( T h u o b
.

) G a g n e p
.

v a r
.

p u b i f o l i a M e r r
.

e t C h u n b e l o n g i n g t o V i t a e e a e r e s P e e t i下 e l y
.

T五e a P p r o p r i a t e i d e n t i f i e a t i o n o f s p e e i e s 垃 a y b e o f v a l u e t o u t i l i z a t i o n o f t h e s e C h i n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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