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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藏药灰兜巴具有良好的降糖效果，民间广泛用于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但此药材基原描述混
乱，有菌类植物、洞穴红蜘蛛、山蜘蛛、卡氏地蛛、錝雘之说，本研究对该药材基原作出辨析与鉴定，旨在正本清

源。方法：从我国主流中药材批发市场购买的灰兜巴中，采集到多枚困于其中的蜘蛛尸体，通过对蜘蛛尸体进行显

微观察与管网长度测量，做出种属鉴定与分析。结果：从管巢长度测量与蜘蛛尸体的解剖结果鉴定，灰兜巴药材的

基原动物为节肢动物门蛛形纲蜘蛛目地蛛科地蛛属蜘蛛，以异囊地蛛为主。结论：灰兜巴是以异囊地蛛为主的地蛛

属蜘蛛吐丝筑成的条形、袋状的管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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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兜巴，又名灰蔸巴、灰蔸芭、闭口袋，是四

川峨眉山民间数百年来世代相传治疗糖尿病的秘方，

效果良好，拥有 “糖尿病克星”的美誉［１］。灰兜巴

是地方特色鲜明的藏药，主要来源于峨眉山一带附

着于茶树、马尾松、桐油树、麻栗树等树的树干基

部上的特种蜘蛛吐丝筑成的条形、袋状的管巢。管

巢长度１５～６０ｃｍ，分为地上和地下两段，地上段黏
附于树干基部，地下段贴附于地下巢穴的洞壁上。

当地百姓采集管巢后，以其水煎液治疗糖尿病。但

是，现代文献对灰兜巴药材基原描述非常混乱，有

菌类植物、洞穴红蜘蛛、山蜘蛛、卡氏地蛛、錝雘

等［１６］，本研究对灰兜巴药材基原做了辨析与鉴定，

旨在正本清源，现报道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材料

灰兜巴购自安国、亳州、鄄城中药材批发市场，

产地为四川峨眉山，由山东中医药大学徐陵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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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为灰兜巴正品。解剖镜（ＪＳＺ５Ａ／Ｂ，江南永新）。

１２方法

１２１灰兜巴管网长度测量　从安国、亳州、鄄城
中药材批发市场购买的灰兜巴中各随机抽取２１条管
巢，用直尺进行长度测量。

１２２灰兜巴内蜘蛛尸体的显微观察与种属鉴定　在
所购买的灰兜巴管巢中，采集到多枚蜘蛛尸体，它

们源于灰兜巴药材采收过程中未能跑掉而困死于管

巢中的蜘蛛，经水浸润舒展后，对其中相对较完整

的蜘蛛尸体用解剖镜进行了显微观察与种属鉴别。

１３统计学处理

灰兜巴的管网长度测量数据用（珋ｘ±ｓ）表示。组
内采用方差分析，做Ｆ检验，组间采用ｔ检验。

２　结果

２１灰兜巴药材基原分析

灰兜巴是蛛形纲Ａｒａｃｈｎｉｄａ蜘蛛目Ａｒａｎｅｉｄａ蜘蛛
所结的管状网巢。在蜘蛛目中，能结管网的蜘蛛属于

近管蛛科 Ａｎｙｐｈａｏｎｉｄａｅ、管巢蛛科 Ｃｌｕｂｉｏｎｉｄａ、管网
蛛科Ｆｉｌｉｓｔａｔｉｄａｅ、錝雘科Ｃｔｅｎｉｚｉｄａｅ、地蛛科Ａｔｙｐｉｄａｅ
等。近管蛛科蜘蛛多在叶片表面结成不规则的网，

再在网的中心织成管状网，网管底部通常具有１个
小洞，这些特征与灰兜巴显著不同。管巢蛛科的管

巢是由蛛丝将叶片卷曲而成，有的是将成对叶片黏

在一起，有的结巢于在树皮和落叶下，有的隐蔽在

植物表面的凹陷内，还有的将叶卷成管状或折成

苞，然后做巢于其内，这些管巢与灰兜巴完全不

同。管网蛛科的管巢也不同于灰兜巴，管网蛛喜夜

行，生活于石缝或墙缝中，利用这些缝隙织网。由

此可见，近管蛛科、管巢蛛科、管网蛛科蜘蛛所结

管巢特征与灰兜巴不同，不可能是灰兜巴药材

基原。

錝雘科蜘蛛虽然营穴居生活，但其管巢上端口

与地表高度一致，上端口处有能开合的 “活盖”，

活盖外常附着苔藓或泥土，伏于洞口的蜘蛛捕获猎

物后，可从洞内拉紧活盖，防止俘获的猎物逃逸。

而藏药灰兜巴分为地上段和地下段两部分，地上部

分通常高出地面 １５ｃｍ以上，外观为条形布袋状，
上端口亦无 “活盖”（图１）。因此，錝雘科蜘蛛不
是灰兜巴药材的基原动物。

注：Ａ錝雘巢穴；Ｂ灰兜巴。

图１　錝雘巢穴与灰兜巴

２２灰兜巴药材基原动物为地蛛属蜘蛛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灰兜巴药材应属于蛛形纲

蜘蛛目地蛛科蜘蛛所结的管巢。本科蜘蛛营穴居生

活，已知有２属１５种，包括：地蛛属Ａｔｙｐｕｓ１３种和
硬皮地蛛属 Ｃａｌｏｍｍａｔａ２种。我国地蛛科蜘蛛主要
有异囊地蛛 ＡｔｙｐｕｓｈｅｔｅｒｏｔｈｅｃｕｓＺ、卡氏地蛛 Ａｔｙｐｕｓ
ｋａｒｓｃｈｉＤ、歌乐山地蛛 Ａｔｙｐｕｓｓｐ１、广西地蛛
Ａｔｙｐｕｓｓｐ２、沟纹硬皮地蛛 ＣａｌｏｍｍａｔａｓｉｇｎａｔａＫ、
缙云硬皮地蛛 Ｃａｌｏｍｍａｔａｓｐ等，其地理分布见
表１。

灰兜巴的道地产区为四川峨眉山地区。由表１可
见，该地区分布的地蛛有：异囊地蛛、卡氏地蛛、歌

乐山地蛛、沟纹硬皮地蛛、缙云硬皮地蛛。其中，沟

纹硬皮地蛛、缙云硬皮地蛛属于硬皮地蛛属，这类蜘

蛛营穴居生活，但其管巢仅略高于地面，几乎没有地

上管巢部分，不是灰兜巴药材的基原动物。而广西地

蛛主要分布在广西，不是灰兜巴药材的基原产地。

表１　我国主要地蛛科蜘蛛的地理分布
名称 地理分布

异囊地蛛ＡｔｙｐｕｓｈｅｔｅｒｏｔｈｅｃｕｓＺｈａｎｇ 河南、安徽、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西、重庆、贵州

卡氏地蛛ＡｔｙｐｕｓｋａｒｓｃｈｉＤｏｅｎｉｔｚ 河北、安徽、四川、湖南、贵州、福建、台湾

歌乐山地蛛Ａｔｙｐｕｓｓｐ１ 重庆

广西地蛛Ａｔｙｐｕｓｓｐ２ 广西

沟纹硬皮地蛛ＣａｌｏｍｍａｔａｓｉｇｎａｔａＫａｒｓｃｈ 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广东

缙云硬皮地蛛Ｃａｌｏｍｍａｔａｓｐ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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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蛛科地蛛属蜘蛛通常在树干基部或岩石旁边
结成管状网，然后伸到地下洞穴，蜘蛛藏于管状网

内，当有昆虫经过或爬至管状网外侧时，因震动地

蛛会从管内突然出击，用螯牙刺破管状网抓住猎物。

管巢的外观形似一个布袋，地上端袋口无活盖，外

层覆以苔藓或泥土进行伪装，表面黏附了较多的灰

黄色或红色的泥土和较少的枯枝败叶。这些特征与

灰兜巴药材性状一致。综合以上分析，从地理分布、

管巢特点、药材特征三方面推断，灰兜巴药材基原

应为蛛形纲蜘蛛目地蛛科地蛛属的蜘蛛。

２３灰兜巴药材基原动物主要为异囊地蛛

２３１灰兜巴药材的管网特征　灰兜巴的道地产区
峨眉山地区的地蛛属蜘蛛主要有：异囊地蛛、卡氏

地蛛、歌乐山地蛛３种，它们的地上部分长度显著
不同［７］。其中，异囊地蛛管巢的地上部分长度为

２０～６０ｃｍ，而卡氏地蛛与歌乐山地蛛管巢的地上部
分仅为５～１５ｃｍ，这是异囊地蛛区别于卡氏地蛛与
歌乐山地蛛的重要特征之一。本课题组从安国、亳

州与鄄城各购买了５ｋｇ灰兜巴，各随机抽取２１条管
巢，进行长度测量，结果见表 ２。三地购买的灰兜
巴长度的平均值分别为 ３５４６、２８９８、３１２５ｃｍ，
经组内方差分析与 Ｆ检验，同一药材来源的组内管
网长度没有显著差异；由表２可见组内变异大于组
间变异（组内标准差大于组间平均值之差），显然３
种来源的管巢长度没有显著性差异（ｔ检验）。根据
灰兜巴药材的管巢长度的检测结果，３组管巢长度
均远大于１５ｃｍ，由此可以判断，灰兜巴的药材基原
为异囊地蛛。

表２　市售灰兜巴药材管巢长度与方差分析（珋ｘ±ｓ，ｎ＝２１）
药材来源 长度／ｃｍ 方差

安国 ３５４６±１２５７ １５８００

亳州 ２８９８±３８２ １４５９

鄄城 ３１２５±７２５ ５２５６

２３２灰兜巴药材基原蜘蛛的背甲特征　除了管巢的
地上部分长度不同外，异囊地蛛、卡氏地蛛、歌乐山

地蛛的背甲颜色与形状也存在区别［７］。异囊地蛛背甲

褐色，长大于宽，前宽后窄，背甲呈明显的梯形；卡

氏地蛛背甲褐色，长略大于宽，略呈长方形；歌乐山

地蛛背甲黄褐色，长近于宽，背甲近似正方形。

本课题组从所购买的灰兜巴管巢中采集到多枚

蜘蛛尸体，用水浸润舒展后，对其中相对较完整的

蜘蛛尸体做了种属鉴别（图２）。由图２可见，该枚
蜘蛛尸体背甲褐色，长大于宽，前缘明显大于后缘，

呈明显的梯形，属于典型的异囊地蛛背甲，因此，

从背甲形状上可鉴定为异囊地蛛。

３　讨论

灰兜巴性平，味淡，具有益气健脾、滋补肾阴、

平衡阴阳、调和气血之功效，主要含蛋白质、氨基

酸、多糖、生物碱、有机酸、鞣质等化学成分［２］。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灰兜巴能调节人体血糖平衡、

纠正代谢紊乱，具有缓解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作

用［３］。灰壤中的灰兜巴表面呈灰黄色，条形管巢较

长、较粗，红壤中的灰兜巴表面颜色偏红，条形管

巢较细。目前，关于灰兜巴药材基原表述非常混乱，

多描述为红蜘蛛（Ｒｅｄｓｐｉｄｅｒ）［４］，山蜘蛛（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ｐｉｄｅｒ）［５］或寄生在老茶树头部生长出来的菌科植物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ｐｌａｎｔａｅ［５］。有学者将灰兜巴基原动物
鉴定为地蛛科 Ａｔｙｐｉｄａｅ地蛛属 Ａｔｙｐｕｓ的卡氏地蛛
ＡｔｙｐｕｓｋａｒｓｃｈｉＤｏｅｎｉｔｚ［６］。民间也有将灰兜巴的基原
动物鉴定为錝雘科Ｃｔｅｎｉｚｉｄａｅ的蜘蛛。总之，现有文
献记述的灰兜巴药材基原有：菌类植物、洞穴红蜘

蛛、山蜘蛛、卡氏地蛛、錝雘科蜘蛛５种。

３１灰兜巴药材基原不是菌类植物

灰兜巴是结管网蜘蛛的管巢，分地上段和地下

段两部分，地上部分在野生环境中常搭织在树干基

部、树根或石块一侧，外层覆以苔藓或泥土进行伪

装，貌似菌类植物，由此产生混淆。由图 ３可见，
灰兜巴药材表面粘附有泥土和苔藓，灰兜巴药材基

原不是菌类植物。

３２灰兜巴药材基原不是洞穴红蜘蛛和山蜘蛛

分类学意义上的红蜘蛛归属于蛛形纲蜱螨目叶

螨科，主要分布于河北、北京、河南、辽东、江苏、

广东、广西等地，不具有穴居习性，其在所寄生植

株叶片的背面拉丝爬行，与蜘蛛目蜘蛛的管巢在形

态与构造上相去甚远。灰兜巴是蜘蛛目蜘蛛的管巢，

主产地是四川、重庆等地。无论是从地理分布，还是

外部形态上看，红蜘蛛不是灰兜巴药材的基原动物。

一些生长于红壤环境中的灰兜巴基原蜘蛛体色略呈红

棕色，而且具有穴居习性，民间误将这种体色略发红

的蜘蛛笼统的称为洞穴红蜘蛛，这种称谓没有分类学

意义。本研究推测一些文献将灰兜巴基原动物描述为

洞穴红蜘蛛，其本意可能是指红色的蜘蛛。

·１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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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尸体背面；Ｂ放大的尸体背面背甲；Ｃ尸体腹面。

图２　灰兜巴管巢中的蜘蛛尸体的显微照片

注：Ａ灰兜巴药材；Ｂ灰兜巴药材局部放大８０倍。

图３　灰兜巴药材

　　另外，在蛛形纲的分类中没有山蜘蛛之说。本
研究推测山蜘蛛的称谓本意是指山林中的蜘蛛，而

不是一种具有分类学意义上的特定蜘蛛。因此，山

蜘蛛也不是灰兜巴药材的基原动物。

３３结论
综合以上结果与分析，灰兜巴药材基原也不是

錝雘科蜘蛛。本研究从地理分布、管巢特征以及所

采集的蜘蛛尸体的背甲形状３个方面，鉴定灰兜巴
药材的基原动物主要为异囊地蛛。同时指出，药农

在采集灰兜巴的过程中，可能会混杂有少量卡氏地

蛛的管巢，但在本研究中未发现卡氏地蛛的管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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