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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州地区的薪艾
、

青篙
、

黄花篙与茵陈的考订

林 有 润
(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 )

黄 奏 球
( 湖北省薪春县科学技术委员会 )

薪州是我国中药材主要产地之一
,

是湖北省薪春县的一个集镇
, ,

是我国中医药大师李

时珍的家 乡
。

该地区生长的菊科篙属植物 A r t e m i s
ia L in n .

颇多
,

其中人药的有十余种
,

并

在李时珍 《 本草纲目 》 中曾有记载
。

这里仅对该地区常见人药的薪艾
、

青篙
、

黄花篙与菌陈

结合 硬木草纲目 》 记载的材料作初步的考订
。 辛

薪艾
: 又称薪州艾

、

家艾或艾叶
,

这是靳州地区家家栽培
、

户户必备的常用药材
。

端阳

节时采割
、

晒干备用
,

因而又称端阳艾
。

经研究
,

该药材的原植物是艾篙或称 阿 及 艾 的栽

培品种
,

学名是 A r t e m i s i a a r g y i L 己v l
.

& V a n . e v . ` q i a i
,

( 图 1 : 1一 3 )
。

相传

李时珍所用的是采自靳州镇郊麒麟山野生种
,

后来 引为家栽
。

《 神农本 草经 》
、

《 名 医 别

录 》
、

《 本草衍义 》 等古代本草书 上称白篙
、

艾
、

灸草
、

凳
、

播篙是靳艾的野生种
,

即艾篙

( A r t e m i s i a a r g y i L 6 v l
.

& V a n . ,

图 1 : 4 )

上述栽培品种与野生种的共同特点是
:

茎
、

枝与叶面被灰 白色绒毛或柔毛
,

叶背面与头

状花序的总苞片被灰 白色蛛丝状毛
,

叶两面均有白色腺点
; 茎下部叶为卵形或倒卵形

、

羽状

深裂
,

裂片 7 或 5 枚
,

每裂片常有 2 一 3 枚小裂齿
,

茎 中部与上部叶为羽状半裂或浅裂
,
裂

片 5 或 3 枚
。

二者区别在于
:

薪艾植株高大
,

高可达 1
.

8一 2
.

5米 ; 植株含挥发油较多
,

气味

浓郁
,

叶厚纸质
,

被密
、

厚而长的毛
,

取干叶揉之可成绒团 ; 性温
,

味微苦
、

微甘 , 我国南北

均有栽培
,

以薪州产者最佳
。

野生的艾篙植株高不及 1
.

5米 ; 叶纸质或薄纸质
,

虽亦被毛
, 但

毛短
,

取干叶揉之常成粉末 ; 性温
,

味苦
、

不甘 ; 我国除西北砂荒地区
、

西南高寒地区及华

南南部地区外
,

其他省区都有分布
。

苏联
、

朝鲜
、

日本也有
。

薪艾有理气血
、

逐寒湿
、

调经
、

安胎
、

止血作用
,

还可制成艾条
、

艾线
,

外用熏灸
,

治

疗各种痛症
。

薪州民间用以煮水熏洗
,

治疗老年慢性支气管炎
、

支气管哮喘
、

风寒感冒及关

节炎等
,

煮水内服治肠胃炎
、

痢疾
,

配田七
、

大蓟等治各种内外出血症 , 产褥期的产妇
、

婴

儿用薪艾煮水洗浴可预防感染疾病
。

此外薪艾与棉花混合制成枕头或作肚兜
、

棉背心用
,

对

偏头痛
、

胃寒痛及老年慢性支气管灸
、

支气管哮喘也有一定的效果
。

青篙与黄花篙
:

青篙又称草篙
,

始载于 《 神农本草经 》
: “

草篙味苦寒
,

一名青篙
,

一

名方溃
,

生川泽
,

名医日生华阴 ” 。

《 本草纲 目 >除记载青篙外
,

还记载了黄花篙
: “

黄花

篙释名臭篙
,

一名草篙
,

香篙
、

矣篱通用名草篙
,

此篙与青篙相似
,

但此篙色绿带黄
。 ”

据

. 本文是第一作者从事我国篙属系统分类与编写 《中国植物志 》 ( 篙属 ) 时与第二作者一起在薪州地区作实

地考察 并对照 《本草纲目》 记载的材料
,

对该地区 的若干种简属植物作初步的考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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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
,

药材中所用的青篙与黄花篙是同一种植物
,

原植物是 黄 花 篙 ( A r t e o i 。三a a n n u a

L i n n . ,

图 : : 1一 : )
,

薪州荒野常见
,

在花果时期采割
,

药效最好
。

因药材钻
`

常有许多细
小的头状花序和瘦果

,

因此当地习称
“ 鱼子青篙

” 。

所谓
“ 生川泽

” 、 “
色绿带黄

”
之说 r

均是同一种植物在不同生态环境 中产生的生态变异而已
。

据观察
,

凡生于干旱地区者植株较

小
,

高不及 1 米 ; 叶小
,

侧裂片数最少
,

小裂片亦狭小
,

叶色淡黄 , 植株含挥发汕较多
,

气

味极浓郁
。

生于湿润地区者其植株高达 1
.

5米以上 ; 叶大
,

裂片数量较多
,

小裂片略宽大
,

色

深绿 , 植株含挥发油及香气不如生干旱地区者
。

《 木草纲 目乒指 出
: “ 青篙性苦寒

,

治虚劳

寒热
,

骨蒸
、

疟疾
、

赤白痢
” 等

,

近年来发现该种植物含青篙素 ( C
, 。

H
2 2

O
。

)
,

为祛风
、

解表
、

抗疟的主要成分
。

另外 《 植物名实图考 》称 “ 青篙结实如芡实大
,

北地颇多
” ,

附图

有卵圆形的
“
果

”
( 图 3 )

,

据考察对照野生植株
,

此
“ 果 ” 乃是虫瘦 (图 4 )

,

原书附图的
原植物也是黄花篙

。

植物学上习称青篙 ( A r t e m is ia a p ia c e a H a
cn

e ) 它与药材 用 的青葺
并不相同

,

区别在于前者叶片中轴上有栉齿
,

中脉不明显
,

小裂片先端锐尖 , 头状花序寿
_

半球形或近球形
,

直径 3 ~ 5 毫米 ; 花果期早
, 5 一 7 月

。

星散分布于我国黄河流域以南鼠

润地区 ( 图 2 : 3 一 4 )
。

本种不含青篙索
,

也无祛风解表与抗疟作用
。

后者叶片 中轴上无

栉齿
,

中脉明显
,

小裂片先端通常钝尖 , 头状花序小
,

球形
,

直径 1
.

5一 2
.

5毫米 , 花果期奋

~ 10 月
。

为北温带广
`

布种
,

我国南北各省都有分布
。 _

阂冻
: 嘴神农本草经 》 称因陈或因尘

。

薪州人药的菌陈除当地分布山坡称山茵陈外
,

「

添

有传统认为自西京 ( 西安 ) 输入的西菌陈和从汁京 ( 开封 ) 输入的北菌陈和石茵陈
, 《 本草

纲目 》 称 “ 山菌陈
,

汁京及北地用者
” 。

据考证
,

上述名称的原植物是猪毛篙 ( A r t e m i is a

s e o p a r i a
W

a l d s t
.

& K i t
.

)
,

又称东北菌陈或滨篙 ( 图 5 : 1 一 4 )
,

药 材是采用该植物

冬春萌生的基生幼叶
。

另外薪州还有从南方输人的绵菌陈或称家茵陈
,

《 本草纲 目 》记载丸
“ 江南所用者

,

茎叶都似家菌陈而大
” 。

据考证
,

这种原植物为菌陈篙 ( A r t e m l s
ia

c a p
少

l
a r is hT

u n
b

.

图 。 : 5一 7 )
,

药材也是用该植物的基生幼叶
。 一

L述二种幼叶均被灰白
一

色
或灰黄色绢质毛

,

所含化学成分也相仿
,

含氯原酸
、

内脂类
、

烯酮
、

烯炔 类 质 物
,

均
娜

胆
、

除湿
、

去黄的要药
,

用于治疗黄胆型或无黄胆型的肝炎
、

胆囊炎等
。

这二种原植物的丰
要区别在于

:

猪毛篙为多年生草本 , 根单一 垂直
,

基生幼叶被灰白色绢质毛
, 茎 中部叶

2 ( ~ 3 ) 回羽状全裂
,

小裂片细
,

丝线形或毛发状
,

常成弧形弯曲 , 头状花序近球形或宽

卵形
,

直径 1一 1
.

乞毫米
,

在分枝上排 成总状或复总状花序
。

分布几遍及全国 ; 为欧亚塌带
至亚热带广布种

,

多生于干旱
、

半千旱或半湿润的山坡
、

草地
,

薪州郊外山坡极常见
。

茵阵
篙为半灌木状草本 , 根木质

,

稍粗大 , 基生幼叶被灰黄色厚绢质毛
, 茎中部叶 二 回 羽 状釜

裂
,

小裂片狭线形
,

还常不成弧形弯曲 , 头状花序卵球形
,

稀少近球形
,

直径 1
·

5一 2 毫米
,

在分枝的上半部排成复总状花序
。

分布于我国东部与南部
,

喜生于低海拔的河湖岸边砂地率
小丘陵地区

。

日本及东南亚少数国家也有 ; 靳 州河岸边有零星分布
。

综上所述
,

薪州地区的薪艾 ( A r t e m i s i a a r g y i L 6 v l
·

& V a n · c V · ` q i a i
’
)是艾篙鲍

栽培品种 ; 药材用的青篙与黄花篙是同一种植物
,

原 植 物 称 黄 花 篙 ( A r t e 切 is ia
“ n “ 峥

_

L in n .

)
,

不同于原植物所称的青篙
,

其学名为 A r t e m i s ia a p i ac
e a H a n c e ,

后者不含青

篙素
,

无抗疟的作用
。

另外药用茵陈的原植物有 2 种
: 1

、

猪毛篙 ( A r
et m is ia

“ C O Par ia

W
a ld s t

.

& K i t
,

)
,

薪州称山菌陈
,

石菌陈或北菌陈 , 2 、

茵陈篙 ( A r t e m i s i a c a P i t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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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州地区的薪艾
、

青篙
、

黄花篙与茵陈的考订 含夕

图 1 1 一 3 献艾八。t e : :2 1、 i a

1 茎 }
_

部枝条一部分

3 叶一 部分
,

示 自色栋点

a r g 乡是

2

连

c v
. `

q io i
’

雀
,

}
,

部的 舰卜

艾篙 A : t o m i , ia 山
,

`工i枝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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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 一 2 黄花筒A r t e血 i si a
n a月认 a3 一 4 青篙A r t em i si a ap i a e e a

1 茎上部枝条一部分 2 茎中部叶 3 植株 4 茎中部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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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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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黄花简 A
r t e m i

s室a

示营养体有虫痰

a 刀 刀拉 a

军嘿刻
土

,

图 3 《植物名实图考 》 插 图

—
“
青蔚

” ,

示虫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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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 一 4 猪毛荡A
r t em i s ia , 。 o p a r ia i 茎上部枝条一部分 2 根系 3 丛生叶 4 茎 中部叶

6一 8 茵陈蔺 A rt e m iis
a c aP i l l ar is s 茎上部技条一 部分 6 根系 7 荃生时 8 茎中部叶

ar i s T h u n b
.

)
,

薪州称家菌陈或绵菌陈
,

此二种植物的基生幼叶均入药
,

功效相同
,

为治

肝炎与胆囊炎的常用药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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