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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进行地龙商品基原调查和本草考证，澄清商品地龙品种情况，提高中药质量。方法：通过随机采
集安国、亳州等７大主流药材市场的地龙商品药材，进行ＤＮＡ提取和ＣＯＩ片段ＰＣＲ扩增与核酸测序，与建立的地龙参
考核酸数据库进行比对；对主流本草进行调查和梳理。结果：我国商品地龙主要来源于３４个物种，２２％的基原物种为参
环毛蚓（参状远盲蚓Ａｍｙｎｔｈａｓ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ｍ），２２％为通俗环毛蚓（通俗腔蚓Ｍｅｔａｐｈｉｒｅｖｕｌｇａｒｉｓ），稀见栉盲环毛蚓和威廉环毛
蚓（＜１％），５５％的市售地龙均非２０１５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基原，而以保宁腔蚓Ｍｍａｇｎａ为主；各市场主
流商品地龙品种具有很大区别，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本草考证结果表明，历代本草中地龙基原并非一种，而是以具有

“白颈”特征的环毛类蚯蚓入药，且历代本草、标准中多有变迁。结论：应建立合理、有效的地龙基原与质量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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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商品的基原调查是正本清源，确定真伪鉴

别目标，提高中药质量标准的前提条件。地龙为临

床常用的动物药材，来源于钜蚓科动物参环毛蚓

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 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ｍ ＥＰｅｒｒｉｅｒ、 通 俗 环 毛 蚓

Ｐ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Ｃｈｅｎ、威廉环毛蚓 Ｐｇｕｉｌｌｅｌｍｉ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ｅｎ
或栉盲环毛蚓 Ｐｐｅｃｔｉｎｉｆｅｒａ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ｅｎ的干燥体［１］。

前一种习称 “广地龙”，后三种习称 “沪地龙”。地

龙属寡毛纲环毛类蚯蚓，我国此类物种极为丰富，

截止到２０１０年，陆栖蚯蚓已达９科３１属３２８种（含
亚种）［２］，且仍存在大量环毛类新物种［３］。目前商

品地龙药材多来源于野生，随着产区的增加，各地

区环毛类物种均可能被采收，致使商品地龙基原极

为复杂，亟需澄清。

此前的药源调查发现商品地龙基原包括参环毛

蚓、通俗环毛蚓、威廉环毛蚓、栉盲环毛蚓、背暗

异唇蚓 Ａｌｌｏｌｏｂｏｐｈｏｒａｃａｌｉｇｉｎｏｓａ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ｅｓＡｎｔＤｕｇèｓ、
壮伟环毛蚓 Ｐｒｏｂｕｓｔａ（ＥＰｅｒｒｉｅｒ）、直隶环毛蚓
Ｐｔｓｃｈｉｌｉｅｎｓｉｓ（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ｅｎ）、白颈环毛蚓 Ｐ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ｃａ
（Ｋｉｎｂｅｒｇ，１８６７）、保宁环毛蚓 Ｐｍａｇｎａ（Ｃｈｅｎ，
１９３８）等１３种［４５］，而地区习用地龙物种曾达３科４
属４９种［６］。由于各地龙物种形态近似，其内脏形

态、雄孔、交配腔等主要鉴别特征在加工过程中常

遭损坏，体色和表面纹理特征在干燥时常消失或发

生改变，导致地龙商品基原的确定仍存在困难。

近年来随着分子系统学和生物信息学的发展，

包含寡毛纲在内的动植物核酸数据库已逐步建

立［７１３］。本研究对历代本草、地方志、药典标准进

行了考证，以确定药用地龙物种基原，并通过细胞

色素ｃ氧化酶Ｉ基因（ＣＯＩ）序列分析结合形态分类对
收集到的２３２批市售商品地龙进行基原调查，为地
龙的真伪鉴定提供依据。

１　本草考证

１１名称考证

历代本草典籍中地龙名称的源流脉络较为清

晰［１４４８］。地龙原称蚯蚓，入药始见东汉年间的 《神

农本草经》［１４］：“蚯蚓，主蛇瘕，去三虫，伏尸，鬼

疰，蛊毒，杀长虫，仍自化作水。”地龙之名沿自

“土龙”（南北朝·陶弘景 《名医别录》［１６］：“白颈蚯

蚓，一名土龙，三月取，阴干”），唐末到五代称

“地龙子”（唐·梅彪 《石药尔雅》［１９］：“蚯蚓屎：一

名龙通粉，一名蚓场土，一名地龙粉，一名寒献玉，

一名土龙屎”；五代·孟贯 《药性论》［２２］：“蚯蚓，

亦可单用，小毒。干者熬末用之，主蛇伤毒。一名

地龙子”），宋代开始以 “地龙”为名入药（王怀隐

《太平圣惠方》［２３］：“地龙十条炙干，上捣细罗为散。

夜临卧时。以冷茶调下二钱。服之”；王继先等

《绍兴本草》［２６］：“白颈蚯蚓，世俗呼为地龙是矣。

非止白颈者可用，其实一也”）。而后历代本草中仍

有沿用 “蚯蚓”或 “白颈蚯蚓”的名称，一直到

１９６３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药典》［４９］（以下简称

《中国药典》）将 “地龙”定为蚯蚓的药材名，正式

成为法定名称。

１２品种考证

历代本草均以具有 “白颈”特征的蚯蚓为药用

主流品种，但药用品种不仅来源于一个物种（表１）。
宋代 《图经本草》［２４］及 《证类本草》［２５］开始部分医

家将 “白颈蚯蚓”和 “蚯蚓”分开，并附有 “蜀州

白颈蚯蚓”药图，认为其 “功同蚯蚓”。明·李时珍

《本草纲目》［３２］中 “蚯蚓”和 “白颈蚯蚓”为不同

条目，清·汪绂 《医林纂要探源》［３９］则明确记载 “蚯

蚓一名寒蟋，一名地龙，色赤气香者可用，黑而易

断如烂泥者勿用。白颈者另是一种，气味犹鲜香，

治热更佳”，说明人们早就认识到地龙药材的原动物

不止一种，存在着品种的差异。除 “白颈蚯蚓”

外，古代本草也有使用 “紫项蚯蚓”的记录。宋·

陈自明 《妇人大全良方》［５０］载：“产后癫狂，仍掘紫

项活地龙一条入药，候地龙滚三滚，取出地龙不用，

不令带药出，但欲得地龙身上涎耳”；宋·王趚原

《是斋百一选方》［５１］：“败血及邪气入心，如见祟物，

癫狂。用大辰砂一、二钱，研细飞过，用饮儿乳汁

三、四茶匙调湿，以紫项地龙一条入药滚三滚，刮

净，去地龙不用，入无灰酒一盏，分作三、四次

服”；王肯堂 《证治准绳》、薛己 《薛氏医案》、孙

一奎 《赤水元珠》中也载有此类用法，但其临床用

于治疗产后癫狂，与今地龙功效不同，用法也有异。

综上可知，中国地龙一直以 “白颈蚯蚓”为主流入

药，但由于古代本草药图图影不精确，难以反映准

确的物种信息，需要结合其他信息一起进行考证。

明清以前，药用地龙没有明确的产地概念，多

数本草著作均认为各处均有（表１）。对清明时期地
方志进行检索，发现今北京、河北、辽宁、山东、

江苏、浙江、江西、广东、海南地区所产地龙均有

药用记录（表 ２）［５２］，没有显著的地理和品种偏好
·７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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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无法考证出具体药用品种。民国以来，广地龙

逐渐为大家所认可，陈仁山 《药物出产辩》［４４］载：

“地龙以产广东顺德陈村，下蟯产者为佳”，其原因

可能是广东所产参状远盲蚓、保宁腔蚓等品种体型

较大，且环带明显，更符合古代 “入药宜大而白颈，

是其老者有力”的看法。

表１　历代本草中的地龙记载
来源 成书时间 内容 生境 条目 参考文献

《神农本草经》 东汉 主蛇瘕，去三虫，伏尸，鬼疰，蛊毒，杀长虫，仍

自化作水。

平土 蚯蚓 ［１４］

崔豹 《古今注》 晋 一名蜿雗，一名曲雗。善长吟于地中，江东谓之歌
女，或谓之鸣砌。

— 蚯蚓 ［１５］

陶弘景 《名医别录》 南朝 一名土龙，三月取，阴干。 — 白颈蚯蚓 ［１６］

《本草经集注》 南朝 一名土龙，生平土，三月取，阴干。白颈是其老者

尔，取破去土，盐之，日曝，须臾成水。

平土 白颈蚯蚓 ［１７］

孙思邈 《千金翼方》 唐 一名土龙，生平土，三月取，阴干。 平土 白颈蚯蚓 ［１８］

梅彪 《石药尔雅》 唐 蚯蚓屎：一名龙通粉，一名蚓场土，一名地龙粉，

一名寒献玉，一名土龙屎。

— 蚯蚓屎 ［１９］

《日华子本草》 唐 又名千人踏，即是路行人踏杀者。 — 蚯蚓 ［２０］

韩保癉 《蜀本草》 五代 一名土龙，生平土，三月取，阴干。 平土 白颈蚯蚓 ［２１］

孟贯 《药性论》 五代 蚯蚓，亦可单用，小毒。干者熬末用之，主蛇伤毒。

一名地龙子。

— 蚯蚓 ［２２］

王怀隐 《太平圣惠方》 宋 地龙十条炙干，上捣细罗为散。夜临卧时。以冷茶

调下二钱。服之。

— 治风赤眼 ［２３］

苏颂 《图经本草》 宋 生平土，今处处平泽皋壤地中皆有之。白颈是老者

耳。三月采，阴干，一云：须破去土盐之，日干。

方家谓之地龙。

平土 白颈蚯蚓 ［２４］

唐慎微 《证类本草》 宋 一名土龙，生平土，三月取，阴干。 平土 白颈蚯蚓 ［２５］

王继先 《绍兴本草》 宋 世俗呼为地龙是矣。非止白颈者可用，其实一也。 — 白颈蚯蚓 ［２６］

寇宗 《本草衍义》 宋 自死者良。 — 白颈蚯蚓 ［２７］

陈衍 《宝庆本草折衷》 宋 一名地龙，一名地龙子，一名土龙，一名千人踏，

一名曲蟮。生蜀州平土，今处处平泽皋壤地中皆有

之。三月采。

蜀州平土 白颈蚯蚓 ［２８］

尚从善 《本草元命苞》 元 平地地中皆有，三月采取，阴干。 平地 白颈蚯蚓 ［２９］

兰茂 《滇南本草》 明 地龙名蚯蚓，又名曲蟮。 — 地龙 ［３０］

刘文泰 《本草品汇精要》 明 颈白，身紫。 — 白颈蚯蚓 ［３１］

李时珍 《本草纲目》 明 蚓之行也，引而后申，其蝼如丘，故名蚯蚓。 平土 蚯蚓 ［３２］

李中立 《本草原始》 明 生平土，今处处平泽膏壤地中有之。白颈是老者。 平土 白颈蚯蚓 ［３３］

倪朱谟 《本草汇言》 明 处处壤地多有之，孟夏始出，仲冬蛰结。雨则先出，

晴则夜鸣。入药以白颈者良。

处处 蚯蚓 ［３４］

陈嘉谟 《本草蒙筌》 清 穴居在泉壤，各处皆有。 各处 白颈蚯蚓 ［３５］

张志聪 《本草崇原》 清 入药宜大而白颈，是其老者有力。 — 蚯蚓 ［３６］

汪昂 《本草备要》 清 白颈乃老蚯蚓。 — 白颈蚯蚓 ［３７］

张璐 《本经逢原》 清 蚯蚓即地龙，白颈者良。 — 蚯蚓 ［３８］

汪绂 《医林纂要探源》 清 一名寒蟋，一名地龙，色赤气香者可用，黑而易断

如烂泥者勿用。白颈者另是一种，气味犹鲜香，治

热更佳。

— 蚯蚓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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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来源 成书时间 内容 生境 条目 参考文献

刘若金 《本草述钩元》 清 一名地龙，入药用白颈，是其老者。 — 白颈蚯蚓 ［４０］

赵其光 《本草求原》 清 老即白颈，又名地龙。 — 白颈蚯蚓 ［４１］

叶志诜 《神农本草经赞》 清 生平土。 平土 蚯蚓 ［４２］

张秉成 《本草便读》 清 地龙即蚯蚓，此物蛰于土，且所食者亦土，善窜穴

下行。

— 地龙 ［４３］

陈仁山 《药物出产辨》 １９３３年 以产广东顺德陈村，下蟯产者为佳。二三月新。番
禺喃呒等处产者，泥多兼血积，洗不净。

广东顺德 蚯蚓 ［４４］

陈存仁 《中国药学大辞典》 １９３５年 Ｐｅｒｉｃｈａｅｔａ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或Ｌｕｍｂｒｉｃｕｓ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ｓ。属环节虫类
之蚯蚓。

各处 蚯蚓 ［４５］

卫生部药政局 《中药材

手册》

１９５９年 本品为蚯蚓的干燥全虫。 全国各地 地龙 ［４６］

南京药学院 《药材学》 １９６０年 蚯蚓科小蚯蚓Ｐｅｒｉｃｈａｅｔａ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或蚯蚓Ｌｕｍｂｒｉｃｕｓ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ｓ
及钜蚓科钜蚓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等动物。

广地龙：广东、广西；

湖南、河北、山东、山

西、江苏及其他等地

蚯蚓 ［４７］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

究所等 《中药志》

１９６１年 参环毛蚓 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ｅｎ或缟蚯蚓
ＡｌｌｏｌｏｂｏｐｈｏｒａｃａｌｉｇｉｎｏｓａＴｒａｐｚｏｉｄｅｓ。

广地龙产广东、广西；

土地龙产青海、河南、

山东、山西

地龙 ［４８］

　　注：—表示未记载本条目内容。

　　 表２　地方志中的地龙药用记录
地方志 成书时间 内容

《密云县志》 清 地龙

《宛平县志》 清 地龙

《大兴县志》 清 地龙

《扬州县志》 清 白颈蚯蚓

《赣州县志》 明 地龙

《庐州县志》 清 白颈蚯蚓

《惠州县志》 明 金钱地龙

《东莞县志》 清 蚯蚓，俗呼哦犬，可入药

《山东通志》 清 蚯蚓，一名曲蟮，又名地龙，可入药

《盛京通志》 清 蚯蚓，俗呼曲雗，白颈者入药

《莒州志》 清 蚯蚓，一名曲蟮，又名地龙，可入药

《定安县志》 清 蚯蚓，一名地龙，可治热病

《广东通志》 清 白头者老大，可用以酒炒，服之治瘟疫甚效

《宁都直隶州志》 清 入药用白颈者

《琼山县志》 清 白颈是其老者，用入药

《湖雅》 清 白颈者入药，名地龙

２　市场调查研究

２１材料

２１１样品　地龙药材和饮片采集于河北安国、安
徽亳州、四川荷花池、广西玉林、广东清平、广东

普宁、山东舜王城中药材市场，共收集样品２３２批。
样品经上海交通大学邱江平教授进行形态学初步鉴

定后经ＤＮＡ测序结果进一步验证。地龙对照药材购
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凭证标本保存于中国

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见表１。另有２０种蚯蚓
原动物参考样品由西南大学刘彬教授课题组提供，

６０种蚯蚓原动物样品由上海交通大学邱江平教授课
题组提供。

２１２试剂　蛋白酶 Ｋ（德国默克公司，批号：
１２４５６８０１００）；ＳｐｅｅｄＳＴＡＲＨＳ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大连
Ｔａｋａｒａ公司，批号：ＲＲ０７０Ａ）；２０００ｂｐ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
（大连Ｔａｋａｒａ公司，批号：Ｄ５０１Ａ）；ＤＮｅａｓｙＢｌｏｏｄ＆
ＴｉｓｓｕｅＤＮＡ提取试剂盒（上海凯杰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批号：６９５０６）；溴化乙锭试剂（美国 Ｆｌｕｋａ公
司，批号：Ｅ８７５１１Ｇ）。
２１３仪器　ＭＭ４００混合型碾磨仪（德国 Ｒｅｔｓｃｈ公
司）；Ｖｅｒｉｔｉ９６孔梯度 ＰＣＲ扩增仪（美国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公司）；ＳＹＮＧＥＮＥ凝胶成像系统（香港
ＧＥＮＥ公司）；Ｎａｎｏｄｒｏｐ２０００微量核酸定量分析仪
（美国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公司）。

２２方法

２２１ＤＮＡ提取　样品除去泥土，使用７０％乙醇擦
拭表面，晾干。球磨粉碎，取粉末约５０ｍｇ，置洁净
的２ｍＬ离心管中，加液氮冷冻后经碾磨仪研磨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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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按照 ＤＮｅａｓｙＢｌｏｏｄ＆ＴｉｓｓｕｅＤＮＡ提取试剂盒说
明书提取总ＤＮＡ，采用Ｎａｎｏｄｒｏｐ２０００微量核酸定量
分析仪测定其浓度，用于ＰＣＲ反应或于－２０℃保存
备用。

２２２ＰＣＲ扩增及电泳检测　取所提取的 ＤＮＡ，使
用 ＣＯＩ通用引物 ＬＣＯ１４９０：５′ＧＧＴＣＡＡＣＡＡＡＴＣ
ＡＴＡＡＡＧＡＴＡＴＴＧＧ３′和 ＨＣＯ２１９８：５′ＴＴＡＡＣＴ
ＴＣＡＧＧＧＴＧＡＣＣＡＡＡＡＡＡＴＣＡ３′进行 ＰＣＲ扩
增［１３］。ＰＣＲ反应体系为 ２５μＬ，包含无菌双蒸水
１９μＬ，１０×ＦＢＩ缓冲液２５μＬ，ｄＮＴＰ（１０ｍｍｏｌ·Ｌ－１）
１５μＬ，ＬＣＯ１４９０和 ＨＣＯ２１９８引物各 ０２５μＬ
（１０μｍｏｌ·Ｌ－１）、ＳｐｅｅｄＳＴＡＲＨＳ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
（５Ｕ·μＬ－１）０３μＬ，ＤＮＡ模板１μＬ。ＣＯＩ序列扩增
程序为：９４℃预变性５ｍｉｎ；９４℃变性３０ｓ，４５℃
退火３０ｓ，７２℃延伸 ３０ｓ，５个循环；９４℃变性
３０ｓ，４５℃退火３０ｓ，７２℃延伸３０ｓ，３５个循环；
７２℃终延伸５ｍｉｎ。扩增结束后取５μＬＰＣＲ产物，
加入５μＬ６×Ｌｏａｄｉｎｇｂｕｆｆｅｒ于溴化乙锭染色的１５％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ＳＹＮＧＥＮＥ凝胶成像系统
观察。

２２３测序及数据处理　取阳性扩增产物，经纯化
后以对应引物进行双向测序，测序由睿博兴科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完成。使用 ＢｉｏＥｄｉｔ７２６软件对测序
峰图和序列进行校对、去除引物序列及拼接，获得

对应质量合格的 ＤＮＡ序列，经将数据在 ＮＣＢＩ数据
库（ｈｔｔｐｓ：／／ｂｌａｓｔ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Ｂｌａｓｔｃｇｉ）和地
龙原动物数据库（上海交通大学建立）［７９］进行

ＢＬＡＳＴ比对，获得最相似物种信息。利用 ＭＥＧＡ
６０对获得的单倍型序列进行分析，基于 Ｋｉｍｕｒａ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模型计算遗传距离，使用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
法构建系统发育树，并使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自举检验法检
验各分支的支持率，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值设定为 １０００次
重复。

２３　结果与分析

２３１商品地龙形态分析　商品地龙药材根据体型
大小、颜色和质地可明显分为 ４类：１）体长超过
３０ｃｍ、背部棕黑色到紫黑色、刚毛粗糙的海南地龙
类（海南地龙、海南山地龙），２）体长 ２０～３０ｃｍ、
背部黄棕色到深棕色的广西地龙类（广西地龙、广地

龙），３）体长２０ｃｍ以下、背部黄色到棕色、质地较
软的沪地龙类（沪地龙、河南地龙、山东地龙、小地

龙），以及４）体长２０～３０ｃｍ、呈板片状、全体红棕

色的进口地龙类（泰国地龙、越南地龙）（图１）。同
类地龙因加工方式不同表面颜色具有差异，环带位

置和形态清晰，部分样品可见背孔或雄孔，然而多

数样品缺乏准确的形态鉴别特征。为确定市售地龙

药材基原，本研究对所有样品的ＣＯＩ片段进行扩增、
测序及比对分析。

注：Ａ泰国地龙；Ｂ沪地龙；Ｃ广地龙；Ｄ海南地龙。

图１　商品地龙形态

２３２ＣＯＩ序列分析与基原鉴定　使用试剂盒提取的
地龙类样品总ＤＮＡ质量浓度一般为３０～２２０ｎｇ·μＬ－１。
２３２批样品使用ＬＣＯ１４９０／ＨＣＯ２１９８引物扩增成功率
为１００％（图２）。取 ＰＣＲ扩增产物进行 ＤＮＡ测序，
其中２批样品扩增产物测序失败，共计２３０批样品
获得ＣＯＩ序列，去除引物区后长度均为６５８ｂｐ。所
获得的２３０条ＣＯＩ序列经与ＮＣＢＩ数据库及地龙原动
物数据库进行ＢＬＡＳＴ比对，共与３４种蚯蚓物种近似，
含４种药典品：参环毛蚓（参状远盲蚓Ａ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
通俗环毛蚓（通俗腔蚓 Ｍｖｕｌｇａｒｉｓ）、威廉环毛蚓（威
廉腔蚓 Ｍｇｕｉｌｌｅｌｍｉ）、栉盲环毛蚓（栉盲远盲蚓
Ａｐｅｃｔｉｎｉｆｅｒｕｓ）［５３］和３０种非 《中国药典》收录品种：

阿美远盲蚓Ａａｍｉｓ、多肉远盲蚓Ａｃａｒｎｏｓｕｓ、皮质远
盲蚓Ａｃｏｒｔｉｃｉｓ、内栖远盲蚓 Ａｅｎｄｏｐｈｉｌｕｓ、褐色远盲
蚓 Ａｆｕｓｃａｔｕｓ、优雅远盲蚓 Ａｇｒａｃｉｌｉｓ、海南远盲蚓
Ａｈａｉｎａｎｉｃｕｓ、异骈远盲蚓 Ａｉｎｃｏｎｇｒｕｕｓ、毛利远盲
蚓Ａｍｏｒｒｉｓｉ、暗孔远盲蚓Ａｏｃｔｏｐａｐｉｌｌａｔｕｓ、丘疹远盲
蚓Ａｐａｐｕｌｏｓｕｓ、壮伟远盲蚓 Ａｒｏｂｕｓｔｕｓ、缺管远盲蚓
Ａｔｒｉａｓｔｒｉａｔｕｓ、张 氏 远 盲 蚓 Ａｚｈａｎｇｉ、舒 脉 腔 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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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９月　第２１卷　第９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Ｓｅｐ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９

Ｄｕｐｌｏｄｉｃｏｄｒｉｌｕｓｓｃｈｍａｒｄａｅ、安 德 爱 胜 蚓 Ｅｉｓｅｎｉａ
ａｎｄｒｅｉ、加 州 腔 蚓 Ｍ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ｃａ、 砺 石 腔 蚓

Ｍｇｌａｒｅｏｓａ、保 宁 腔 蚓 Ｍｍａｇｎａ、 钩 腺 腔 蚓

Ｍｓｉｅｂｏｌｄｉ、直 隶 腔 蚓 Ｍｔｓｃｈｉｌｉｅｎｓｉｓ、Ａａｒｅｎｕｌｕｓ、
Ａｅｍａｒｃｉｄｕｓ、 Ａｊｉｒｉｅｎｓｉｓ、 Ａｌｉｍｅｌｌｕｓ、 Ａｐｈａｓｅｌｕｓ、
Ａｓｔｒｉｃｏｓｕｓ、Ｍｂａｈｌｉ、Ｍｂｉｒｍａｎｉｃａ。

注：泳道Ｍ为ＤＬ２０００分子量标准，泳道１～３４为部分市售地龙ＰＣＲ

扩增结果。

图２　部分地龙药材ＣＯＩ引物扩增凝胶电泳结果

２３３商品地龙基原的市场调查　基于抽检的商品
地龙检测结果，从不同商品类别、不同产地、不同

市场３个维度对成功获得 ＣＯＩ序列的２３０批样品进
行市场调查分析（图３）。结果表明，在所收集的样
品中，２２％的基原物种为参环毛蚓（参状远盲蚓
Ａｍｙｎｔｈａｓ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ｍ），２２％为通俗环毛蚓（通俗腔
蚓Ｍｅｔａｐｈｉｒｅｖｕｌｇａｒｉｓ），稀见栉盲环毛蚓和威廉环毛
蚓（＜１％）；５５％的市售地龙均非２０１５年版 《中国

药典》规定基原，而以保宁腔蚓Ｍｍａｇｎａ为主。河
北安国、安徽亳州和广西玉林是我国地龙交易的主

要场所，而其他广东清平、广东普宁、四川荷花

池、山东舜王城交易量较小。各市场交易的主流品

种具有很大区别，安国药材市场地龙商品以广西地

龙和海南地龙为主，主要基原为参环毛蚓和保宁腔

蚓；安徽亳州以沪地龙和海南地龙为主，主要基原

为通俗环毛蚓和保宁腔蚓；广西玉林和四川荷花池

均以广地龙和广西地龙为主，主要基原为参环

毛蚓。

基于ＣＯＩ的 ＢＬＡＳＴ比对和系统发育树结果表
明，商品地龙共来源于３４种，各商品地龙具有相对
固定的物种基原，其中海南地龙、海南山地龙主要

来源于保宁腔蚓，广西地龙主要来源于参环毛蚓、

保宁腔蚓，广地龙主要来源于参环毛蚓、保宁腔蚓，

沪地龙主要来源于通俗环毛蚓。河南地龙、山东地

龙、江苏地龙等虽然来源地不同，但基原均以通俗

环毛蚓为主。

３　讨论

３１市售地龙基原复杂

我国药材市场市售地龙基原非常复杂，本研究

测序成功样品共２３０批，经ＤＮＡ序列分析共检出３４
个不同物种。此前，陈平等［５］使用形态学对我国地

龙进行药源及商品调查，认为地龙原动物有１３种，
９０％以上为正品地龙，其余主要为背暗异唇蚓、湖
北环毛蚓、秉前环毛蚓等。然而本研究发现市售地

龙５５％为非药典品，主要品种为保宁腔蚓，未发现
背暗异唇蚓、秉前环毛蚓等基原。郭利霄等［４］使用

微性状对地龙进行基原鉴定，采集了３个市场１３批
样品，发现其混伪品来源包括保宁腔蚓、直隶腔蚓、

壮伟远盲蚓、加州远盲蚓等；孙洁等［５４］使用形态鉴

定和ＤＮＡ测序鉴定发现广地龙主要来源于参环毛
蚓、保宁腔蚓和暗孔远盲蚓等３种，本研究发现市
售地 龙 除 这 些 来 源 外，还 包 括 褐 色 远 盲 蚓

Ａｆｕｓｃａｔｕｓ、优雅远盲蚓 Ａｇｒａｃｉｌｉｓ等３０余种，表明
市售地龙基原非常混乱，需要进一步澄清。

３２历代药用地龙并非一种

我国历代医家主流以 “白颈蚯蚓”入药，而

“白颈蚯蚓”并非是特定的某一属一种，而是体型

较大，环带白色或类白色，膨大明显的蚯蚓物种。

从地理来看，历代本草大多认为药用蚯蚓 “生平

土”，且 “处处有之”，历代地方志中北至辽宁沈

阳，南至海南琼山，西至四川成都、东至浙江扬州

均有地龙的药用记录。从本草药图来看，药用地龙

颜色多种，且均具有显著的环带，符合钜蚓科环毛

蚓属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的特点，但均缺乏物种鉴别特征，无
法判定具体药用物种。民国到建国以来逐渐认可广

地龙，陈仁山 《药物出产辨》［４４］明确提出 “蚯蚓以

产广东顺德陈村，下蟯产者为佳”，而同时期陈存仁

认为药用蚯蚓来源于 “Ｐｅｒｉｃｈａｅｔａ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或Ｌｕｍｂｒｉｃｕｓ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ｓ”，但其 《中国药物标本图影》图片地龙药

材体环清晰，先端膨大（图４Ａ、Ｂ），更类似于参环
毛蚓（Ｐ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ｍ）或保宁腔蚓的形态特征（图
４Ｃ）。南京药学院 《药材学》引述了陈存仁 《中国

药学大辞典》的观点，并进行了药源调查，认为地

龙来源于 “蚯蚓科小蚯蚓 Ｐｅｒｉｃｈａｅｔａ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或蚯蚓
Ｌｕｍｂｒｉｃｕｓ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ｓ及钜蚓科钜蚓 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等
动物”，同时又认为 “广地龙的干制药材，约包含

秉氏蚓 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ｐｉｎｇｉ和参蚓 Ｐ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ｍ两种”，
·１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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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紫色方框来源于玉林；绿色三角形来源于安国；土黄色菱形来源于亳州；灰色三角形山东舜王城；红色圆形来源

于广州清平；黄色方框来源于四川荷花池；蓝色方框来源于广东普宁。

图３　市售地龙样品ＣＯＩ序列物种分析

而后 《中药志》采用了 《药材学》和 《中国药学大

辞典》的部分观点，认为地龙来源于参环毛蚓或缟

蚯蚓，但其错将参环毛蚓拉丁学名定为 《中国药学

大辞典》中的钜蚓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实际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为直隶腔蚓 Ｍｅｔａｐｈｉｒｅｔｓｃｈｉｌｉｅｎｓｉｓ的异名，而
非 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ｍ。而后 １９６３年版 《中国药

典》沿袭了 《中药志》的做法，认为地龙来源于参

环毛蚓或缟蚯蚓，也同样将参环毛蚓定为 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１９７７年版 《中国药典》对此进行了修订，

认为地龙来源于参环毛蚓或缟蚯蚓，同时将参环毛

蚓拉丁学名定为 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ｍ。１９９５年版
《中国药典》取消了缟蚯蚓的用药标准，同时采纳

《上海市中药材标准》的做法将 “沪地龙”列入，

规定广地龙基原为参环毛蚓，沪地龙基原为通俗环

毛蚓、威廉环毛蚓或栉盲环毛蚓，而后一直沿用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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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中国药学大辞典（１９３５年出版）；Ｂ中国药物标本图影

（１９３５年编）；Ｃ市售保宁腔蚓和参环毛蚓照片。

图４　本草中的地龙图片

《中药志》认为土地龙基原为缟蚯蚓Ａｌｌｏｌｏｂｏｐｈｏｒａ
ｃａｌｉｇｉｎｏｓａ（Ｓａｖｉｇｎｙ）ｔｒａｐｚｏｉｄｅｓ，产河南中牟、山东梁
山、山西等地。但缟蚯蚓 Ａｌｌｏｌｏｂｏｐｈｏｒａｃａｌｉｇｉｎｏｓａ为
梯形流蚓 Ａｐｏｒｒｅｃｔｏｄｅａｔｒａｐｅｚｏｉｄｅｓ的异名，梯形流蚓
是新疆、河北、北京等地的优势物种，而其环带不

明显，呈半环状，形态上并非 “白颈蚯蚓”。而通

俗环毛蚓 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ｖｕｌｇａｒｉｓ是河南中牟、山东梁山
等地的优势蚯蚓，从河南、山东等地采集的地龙药

材经检测均为通俗环毛蚓 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ｖｕｌｇａｒｉｓ，地方志
（《山东通志》《莒州志》）也表明历来有蚯蚓药用记

录，１９９５年版 《中国药典》取消了缟蚯蚓的用药标

准，加入通俗环毛蚓具有合理性。

３３《中国药典》基原及质控的探讨

从考证结果可看出，历代药用地龙并非一种，

而是所有具有 “白颈”特征的环毛类蚯蚓的统称，

且均缺乏准确的形态特征描述。首先，历代北至辽

宁沈阳，南至海南琼山，西至四川成都、东至浙江

扬州均有药用地龙的出产，而 《中国药典》收载的

４种地龙在很多产地并无分布。其次，自清末部分
本草引入拉丁学名以来，地龙基原拉丁学名不断更

替，包 括 Ｐｅｒｉｃｈａｅｔａ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Ｌｕｍｂｒｉｃｕｓ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
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ｍ、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
ｐｉｎｇｉ、Ａｌｌｏｌｏｂｏｐｈｏｒａｃａｌｉｇｉｎｏｓａ等物种均有药用记录，
难以确定药用物种的基原。此外，历版 《中国药典》

收载地龙基原从 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Ａｌｌｏｌｏｂｏｐｈｏｒａ
ｃａｌｉｇｉｎｏｓａｔｒａｐｚｏｉｄｅｓ到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ｍ、Ａｌｌｏｌｏｂｏｐｈｏｒａ
ｃａｌｉｇｉｎｏｓａ ｔｒａｐｚｏｉｄｅｓ再 到 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 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ｍ、
Ｐ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Ｐｇｕｉｌｌｅｌｍｉ、Ｐｐｅｃｔｉｎｉｆｅｒａ，历经多次修
订，尤其是无 “白颈”的背暗异唇蚓 Ａｃａｌｉｇｉｎｏｓａ

ｔｒａｐｚｏｉｄｅｓ的收载，表明中医药工作者对其基原可能
难以达成共识，其基原的确定可能既有本草考证，

也有资源蕴藏量和质量控制的考量。尤其是本研究

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市售地龙至少来源于 ３４个物
种，而随着传统产地资源的萎缩，地龙产地扩大化，

以及新地龙物种的不断发现，未来市售地龙基原可

能进一步增多，目前的性状、显微、理化手段均无

法准确判定市售地龙的物种基原，未来地龙的基原

鉴定将更为困难。为进一步控制，可考虑引入

ＤＮＡ分子鉴定等准确的鉴别手段，并加大地龙养
殖力度，逐渐引导用地龙向参环毛蚓等传统药用品

种靠拢，从资源和检测两个角度入手解决地龙品种

混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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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Ｊ］．中草药，１９９７，１０（８）：４９２４９５．

［６］　李廷利，李玉萍，冯翰．地龙的化学成分与临床应用概
况［Ｊ］．黑龙江医药，２００６，１９（４）：３０３３０４．

［７］　ＳＵＮＪ，ＪＡＭＥＳＳＷ，ＪＩ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ｍｙｎｔｈａｓｅａｒｔｈｗｏｒｍｓｆｒｏｍ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ｒｅｖｅａｌｓ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
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ｓｔａｔｅｏｆｓｐｅｒｍａｔｈｅｃａｅ［Ｊ］．Ｍｏｌ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Ｅｖｏｌ，
２０１７，１１５：１０６１１４．

［８］　ＺＨＡＮＧＬ，ＳＥＣＨＩＰ，ＹＵＡＮＭ，ｅｔａｌ．Ｆｉｆｔｅｅｎｎｅｗｅａｒｔｈ
ｗｏｒｍｍｉｔｏｇｅｎｏｍｅｓｓｈｅｄｎｅｗｌｉｇｈｔｏｎ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
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ａｃｏｍｐｌｅｘ［Ｊ］．ＳｃｉＲｅｐ，２０１６，６：２００９６．

［９］　ＺＨＡＯＱ，ＣＬＵＺＥＡＵＤ，ＪＩＡＮＧＪＢ，ｅｔａ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ｈｙｌｏｇ
ｅｎｙｏｆ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ｏｉｄｅａｒｔｈｗｏｒｍｓ（Ｈａｐｌｏｔａｘｉｎａ：Ｍｅｇａｓｃｏｌｅｃｉｄａｅ）
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ＤＮＡｉｎＨａｉｎａｎＩｓ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Ｊ］．Ｍｏｌ
Ｂｉｏｌ，２０１５，４（４）：１６．

［１０］ＡＳＰＥＮＭ，ＫＡＪＩＨＡＲＡＨ，ＪＡＭＥＳＳＷ．Ａ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ｈｙ
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ｈｅｒｅｔｉｍｏｉ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Ｍｅｇａｓｃｏｌｅｃｉｄａｅ）ｉｎ
Ｍｉｎｄａｎａｏ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ｓｌａｎｄ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Ｊ］．ＥｕｒＪ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２０１６，７３：１１９１２５．

［１１］ＪＥＲＡＴＴＨＩＴＩＫＵＬＥ，ＢＡＮＴＡＯＷＯＮＧＵ，ＰＡＮＨＡＳ．ＤＮＡ
ｂａｒｃｏ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Ｔｈａｉ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ｅａｒｔｈｗｏｒｍｓｉｎ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Ａｍｙｎｔｈａ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ｈｉｒｅ（Ｈａｐｌｏｔａｘｉｄａ：Ｍｅｇａｓｃｏｌｅ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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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ｅ）［Ｊ］．ＥｕｒＪＳｏｉｌＢｉｏｌ，２０１７，８１：３９４７．
［１２］马梅，李薇，龚玲，等．基于ＣＯＩ和１６ＳｒＲＮＡ基因的地龙

药材及其混淆品的ＤＮＡ条形码鉴定［Ｊ］．中药新药与临
床药理，２０１４，２５（５）：５９５５９８．

［１３］张辉，姚辉，崔丽娜，等．基于ＣＯＩ条形码序列的《中国药
典》动物药材鉴定研究［Ｊ］．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
化，２０１３，１５（３）：３７１３８０．

［１４］俟名．神农本草经［Ｍ］．吴普，述．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１９６３：１２３．

［１５］崔豹．古今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１６．
［１６］俟名．名医别录［Ｍ］．尚志钧，辑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１９８６：３２４．
［１７］陶弘景．本草经集注［Ｍ］．尚志钧，尚元胜，辑校．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４：４４５．
［１８］孙思邈．千金翼方［Ｍ］．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９７：４３．
［１９］梅彪．石药尔雅［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３．
［２０］佚名．日华子本草［Ｍ］．芜湖：皖南医学院科研处，

１９８３：１０５．
［２１］韩保升．蜀本草［Ｍ］．尚志钧，辑复．合肥：安徽科学技术

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９０．
［２２］俟名．药性论［Ｍ］．尚志钧，辑．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

社，２００６：６０．
［２３］王怀隐．太平圣惠方：卷三十五［Ｍ］．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１９８２：１６７．
［２４］苏颁．图经本草［Ｍ］．福州：福建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４６３．
［２５］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Ｍ］．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１９５７：４４５．
［２６］王继先．绍兴本草所有注［Ｍ］．尚志钧，校注．北京：中医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４９３．
［２７］寇宗．本草衍义［Ｍ］．颜正华，点校．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１９９０：１２７．
［２８］陈衍．宝庆本草折衷［Ｍ］．郑金生，张同君，编校．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５１．
［２９］尚从善，中国本草全书：第２２卷 本草元命苞［Ｍ］．北京：

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９：３１１．
［３０］兰茂．滇南本草［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２０１３：８７．
［３１］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卷三十一［Ｍ］．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１９８２：７４２．
［３２］李时珍．本草纲目：下册［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８２：２３５３．
［３３］李中立．本草原始［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７：

６５８．
［３４］倪朱谟．本草汇言［Ｍ］．戴慎，陈仁寿，虞舜，点校．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０４０．
［３５］陈嘉谟．本草蒙筌［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８：４１８．
［３６］张志聪．本草崇原［Ｍ］．刘小平，点校．北京：中国中医药

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４５．
［３７］汪昂．本草备要［Ｍ］．陈赞育，点校．沈阳：辽宁科学技术

出版社，１９９７：８１
［３８］张璐．本经逢原［Ｍ］．赵小青，裴晓峰，校注．北京：中国

中医药出版社，１９９６：２２９．
［３９］汪绂．医林纂要探源［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２０１５：２４９．
［４０］杨时泰．本草述钩元：３７卷［Ｍ］．上海：上海科技卫生出

版社，１９５８：５７８．
［４１］赵其光．本草求原［Ｍ］．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

２００９：９４８．
［４２］叶志诜．神农本草经赞［Ｍ］．王加峰，展照双，杨海燕，校

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５４．
［４３］张秉成．本草便读［Ｍ］．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

１９５８：１１６．
［４４］陈仁山，蒋淼，陈思敏．药物出产辨（二十四）［Ｊ］．中药

与临床，２０１４，５（６）：６９．
［４５］陈存仁．中国药学大辞典［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５６：１２３０．
［４６］卫生部药政管理局．中药材手册［Ｍ］．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１９５９：４８４．
［４７］南京药学院药材教研组．药材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１９６０：１１８０．
［４８］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中药志：第４册［Ｍ］．北

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１：３１．
［４９］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一部［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３：９６．
［５０］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Ｍ］．王咪咪，整理．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２００６：５４１．
［５１］王趚．是斋百一选方［Ｍ］．刘耀，张世亮，点校．上海：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７２．
［５２］王祖望．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动物分典：第１册［Ｍ］．昆

明：云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６９８．
［５３］蒋超，黄璐琦，袁媛，等．《中国药典》动物药材基原物种

中文名和拉丁学名引证规范［Ｊ］．中国科学：生命科学，
２０１８，４８（７）：７７２７８２．

［５４］孙洁，魏劭恒，毛润乾，等．广地龙古今入药品种对比研
究［Ｊ］．中药材，２０１８，４１（６）：１３１２１３１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１８　　编辑：戴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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