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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３３种畲族药用野生豆科植物在福建的资源分布情况。方法：通过文献调查筛选出３３种畲
族药用的豆科植物，结合野外实地考察确定其在福建省２９个县市内的资源分布。结果：２９个县市均有分布的畲族
药用豆科植物有５种，无分布的有２种；分布县多于１５个，且县域内分布多于５０％乡镇的有７种（ＡＡＡＡ级），县
域内分布少于５０％、多于２５％乡镇的有５种（ＡＡＡ级），县域内分少于２５％乡镇的有１４种（ＡＡ级）。结论：闽产豆
科畲药资源丰富，藤茎类豆科畲药具有资源开发利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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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族医药是畲族人民从几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

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传统民族医药，具有独特

的疾病观和疾病分类法。畲医用药遵循 “寒者热之，

热者寒之”的基本法则，药材以植物药为主，鲜品

为多［１２］。福建畲族人口居全国第一，占５５％以上，
主要聚居于闽东宁德地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对
福建畲医药的研究陆续开展，出版了一系列的著

作［３８］。但相较于全国其他畲族分布区畲药植物资源

的调查［９１２］，闽畲药植物资源的系统调查工作尚未

全面开展。摸清常用畲药资源分布现状，是畲医药

发展的基础。豆科植物为野外药用植物资源较多的

科之一，亦是畲药种类较多的科之一。本科畲药梅

花入骨丹（龙须藤）［１３１４］、嘎狗粘（小槐花）［１５１６］等具

有较突出的民族药特性。依托第四次全国中药普查

福建省中药资源普查资料，本文对２９个县市区普查
过程中考察到的畲族药用豆科植物资源分布进行了

整理与分析，以期为畲医药在福建省的进一步利用

提供基础数据。

１　考察对象与方法

１１考察对象确定

通过对现有畲药著作［２８］建行整理，筛选出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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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豆科植物目录，共４０种。基于本次资源调查主
要为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故花生、蚕豆、绿豆、豌

豆、扁豆、刀豆、紫藤７种常见栽培物种不列入本

次考察。物种详见表１，按 《中国植物志》科内属

种排序；来源植物名参照 《中国植物志》中文版，

与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物种学名中文名一致。

表１　３３种豆科来源畲药与功能
序号 畲药名 来源 入药部位 功能 用法用量

１ 隔夜树、芙蓉 树、

夜合树、夜合 花、

细叶隔猛

合欢Ａｌｂｉｚｉａ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Ｄｕｒａｚｚ 树皮 甘，平，安神解郁、和血止痛，

主治心神不安、失眠、肺脓疡、

咯脓痰、筋骨损伤、痈疖疔疮。

每次 １５～３０ｇ，水煎
服。外用鲜树皮适量捣

烂敷患处。

２ 百鸟不歇 春云实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ｖｅｒｎａｌｉｓＣｈａｍｐ 根 主治感冒。 内服煎汤１５～３０ｇ。

３ 鸟不踏树、鸟不息

树、山肥皂、山油皂

云实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ｄｅｃａｐｅｔａｌａ
（Ｒｏｔｈ）Ａｌｓｔｏｎ

根 主治产后风。 内服煎汤１０～１５ｇ。

４ 山咖啡、野扁 豆、

狗屎豆、头晕 菜、

羊角豆、黎茶

望江南Ｃａｓｓｉａ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Ｌｉｎｎ 茎叶，种子 苦，寒，肃肺、清肝、利尿、

通便、解毒消肿，主治咳嗽气

喘、头痛目赤、小便血淋、大

便秘结、痈肿疮毒、蛇虫咬伤。

内服 ６～９ｇ。外用适
量，鲜叶捣敷。

５ 头梳齿、鸡毛 箭、

山扁豆

含羞草决明 Ｃａｓｓｉａｍｉｍｏｓｏｉｄｅｓ
Ｌｉｎｎ

全草 甘、微苦，平，清热解毒、利

尿、通便，主治黄疸、热淋，

习惯性便秘、毒蛇咬伤。

每次９～１８ｇ，水煎服。
外用鲜全草适量捣烂敷

患处。

６ 梅花入骨丹、羊蹄

藤、 羊 角 藤、 燕

子尾

龙须藤Ｂａｕｈｉｎｉａ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
（Ｂｅｎｔｈ）Ｂｅｎｔｈ

藤茎 苦、涩，温，祛风除湿、疏经

活络，主治风湿性关节炎、腰

腿痛、痢疾、胃痛、跌打损伤。

每 次 ２０～３０ｇ，水
炖服。

７ 蝴蝶藤、羊蹄菜 鄂羊蹄甲Ｂａｕｈｉｎｉａｇｌａｕｃａ（Ｗａｌｌｅｘ
Ｂｅｎｔｈ） Ｂｅｎｔｈｓｕｂｓｐｈｕｐｅｈａｎａ
（Ｃｒａｉｂ）ＴＣｈｅｎ

根或茎叶 苦、涩，平，根、茎祛风除湿、

叶解毒消肿。

根、茎酒炒，１５～３０ｇ，
水煎兑汤。外用鲜叶适

量捣烂敷患处。

８ 铜皮铁骨、猫儿树 花榈木ＯｒｍｏｓｉａｈｅｎｒｙｉＰｒａｉｎ 根皮 主治跌打损伤或骨折。 内服煎汤 ９～１５ｇ，外
用适量。

９ 牛参、苦骨、大号

蜈蚣草、虱子草

苦参Ｓｏｐｈｏｒａ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Ａｌｔ 根 苦，寒，有小毒，清热利湿、

祛风杀虫，主治痢疾、肠热下

血、胃肠炎、黄疸、阴道滴虫、

湿疹、耳道炎。

每次 １０～２０ｇ，水煎
服。外用鲜品适量捣烂

敷患处。

１０ 昆明崖豆藤、隔朝

花、雷公擦屎?
网络崖豆藤 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Ｂｅｎｔｈ

根 苦、辛，微温，有小毒，活血

祛瘀、消肿止痛。

外用鲜品适量捣烂，可

与红酒糟、米泔水、白

酒等拌匀敷患处。

１１ 血藤、红血藤、雷

公刮屎婆

香花崖豆藤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ｄｉｅｌｓｉａｎａ
Ｈａｒｍｓ

根及老藤 苦、微甘，温，舒筋通络，主

治刀伤、跌打损伤。

内服煎汤１５～３０ｇ。外
用适量。

１２ 嘎狗粘、狗屎 粘、

金腰带、三叶 青、

野豆仔、野豆 荚、

树尾花、山蚂蝗

小槐花Ｄｅｓｍｏｄｉｕｍｃａｕｄ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ＤＣ

全株 微苦、辛，微温，祛风除湿、

破积消肿，主治风湿关节痛、

胃痛、肾炎、淋巴结炎、小儿

疳积、毒蛇咬伤、痈疖疔疮。

每次 ２５～５０ｇ，水煎
服。外用鲜叶适量捣烂

敷患处。

１３ 饿蚂蝗、大号山黑

豆、山白豆、木根子

饿蚂蝗Ｄｅｓｍｏｄｉｕｍ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ｍＤＣ 根 微苦，凉，祛风止痛。

１４ 假豆、山角豆 宽卵叶长柄山蚂蝗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ｉｕｍ
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ｍ（ＤＣ）ＹａｎｇｅｔＨｕａｎｇ
ｖａｒｆａｌｌａｘ（Ｓｃｈｉｎｄｌ）Ｙａｎｇ ｅｔ
Ｈｕａｎｇ

全株 主治小儿惊风。 内服煎汤１０～３０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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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畲药名 来源 入药部位 功能 用法用量

１５ 麻草、金剑草、犬

嘴舌、倒藤老 抱、

鲮鲤舌

葫芦茶Ｔａｄｅｈａｇｉｔｒｉｑｕｅｔｒｕｍ
（Ｌ）Ｏｈａｓｈｉ

全草 微苦，凉，清热解毒、消积利

湿、杀虫防腐，主治预防中暑、

感冒发热、咽喉肿痛、肾炎、

肝炎、肠炎、乳腺炎、齿龈炎、

腮腺炎、小儿疳积、角膜溃疡、

发热脓肿。

每 次 ３０～６０ｇ，水
煎服。

１６ 木本胡枝子、金漂

带、金腰带、土附

子、粘衣草、积药、

撮风药、伤风药、

冒风草、花生草

绿叶胡枝子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ｂｕｅｒｇｅｒｉ
Ｍｉｑ

根，花 辛、微苦，温，达表宣热、化

痰止咳、除湿行气，主治伤风

咳嗽、恶寒发热、头身疼痛、

浮肿发黄、小儿惊风、蛔虫腹

痛、妇人瘀血腹痛。

每次 １５～３０ｇ，水煎
服。或配方使用。

１７ 羊角象、羊骨 樵、

马殿西、胡碎、乌

梢根

美丽胡枝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ｆｏｒｍｏｓａ
（Ｖｏｇ）Ｋｏｅｈｎｅ

根或叶 苦，平，根祛风除湿、叶凉血

止血，用于风湿疼痛、刀伤

出血。

根 ５０～１００ｇ，水煎，
兑猪脚汤服。

１８ 大叶马殿西 大叶 胡 枝 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ｄａｖｉｄｉｉ
Ｆｒａｎｃｈ

根 主治跌打损伤。 内服煎汤１５～５０ｇ。

１９ 野花生、假花 生、

夜合草

胡枝子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ｂｉｃｏｌｏｒＴｕｒｃｚ 全草 平，微苦，强筋益肾、健脾祛

湿，主治头晕、脱力、血淋、

蛇伤、风湿痛。

每次９～３０ｇ，内服或
外用。

２０ 野 花 生、细 叶 马

殿西

铁马鞭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ｐｉｌｏｓａ（Ｔｈｕｎｂ）
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

全草 主治脓肿久经不愈。 鲜品内服煎汤 ６０～
１２０ｇ。

２１ 山豆花、白羊骨草、

白扬骨子

绒毛胡枝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Ｔｈｕｎｂ）ＳｉｅｂｅｘＭａｘｉｍ

根、叶或花 苦，平，叶止血、消炎，花健

脾补虚、止咳化痰。

２２ 关门草、光门 竹、

夜含草、白关门草、

千里光

截叶铁扫帚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ｃｕｎｅａｔａ
ＧＤｏｎ

根或全草 平，淡，润肺养阴、益肝滋肾，

主治夜盲、盗汗、黄疸、遗精、

腰痛、赤白带。

每 次 １５～５０ｇ，水
煎服。

２３ 塌地隔猛草、锄头

草、隔猛草、蟑螂翅

膀、苍蝇心、苍蝇翅

膀、人字草、黄新夏

鸡眼草Ｋｕｍｍｅｒｏｗｉａｓｔｒｉ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Ｓｃｈｉｎｄｌ

全草 甘、淡，凉，健脾利湿、利尿

通淋，主治病毒性肝炎。

内服煎汤９～３０ｇ。

２４ 金丝吊葫芦、地雷、

丝线吊葫芦

土鬫儿ＡｐｉｏｓｆｏｒｔｕｎｅｉＭａｘｉｍ 块根 主治肾炎。 内服煎汤５～３０ｇ。

２５ 野 割 绳、 葛 根、

葛藤

野葛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ｌｏｂａｔａ（Ｗｉｌｌｄ）
Ｏｈｗｉ

根及茎叶 根甘、辛，平，解肌退热、生

津止渴；茎叶甘，凉，祛湿利

尿，主治醉酒。

根１０ｇ，水煎服。

２６ 山赤豆、鬼绿豆 野豇豆 Ｖｉｇｎａｖｅｘｉｌｌａｔａ（Ｌｉｎｎ）
Ｒｉｃｈ

根 主治头晕失眠。 鲜品内服煎汤 ６０～
１２０ｇ。

２７ 千斤拔、一条 根、

竹结草、千人 拔、

山豆根

千斤拔 Ｆｌｅｍｉｎｇｉａ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ｎｓｉｓ
ＭｅｒｒｅｔＲｏｌｆｅ

根，叶 微苦，平，祛风除湿、消肿解

毒，主治风湿郑节痛、坐骨神

经痛、腰肌劳损、劳倦乏力、

慢性痢疾、慢性肾炎、产后腰

膝痛、咽喉肿痛、跌打损伤、

疔疮痈肿、牙痛。

根 ３０～６ｇ，水煎服；
外用鲜品适量，捣烂敷

患处。

２８ 荷包豆 鹿藿ＲｈｙｎｃｈｏｓｉａｖｏｌｕｂｉｌｉｓＬｏｕｒ 全草 苦、酸，平，清热解毒，主治

伤风感冒。

适量，水煎代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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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畲药名 来源 入药部位 功能 用法用量

２９ 破故纸、黑故 纸、

故子

补骨脂ＰｓｏｒａｌｅａｃｏｒｙｌｉｆｏｌｉａＬｉｎｎ 种子 辛、苦，大温，补肾固精，强

壮止泻，主治脾肾虚寒、腰膝

冷痛、遗精阳痿、五更泻。

３～９ｇ，水煎服。

３０ 稻挣、稻接草、禾青 合萌Ａｅｓｃｈｙｎｏｍｅ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Ｌｉｎｎ 全草或去皮

的茎

主治雀盲。 内服煎汤９～３０ｇ。

３１ 鸡卵花、金鸟 仔、

金不换、金吊仔

锦鸡儿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ｓｉｎｉｃａ（Ｂｕｃ’
ｈｏｚ）Ｒｅｈｄ

根，花 根微甘、辛，平，补气活血、

祛风除湿；花甘，温，祛风活

血、止咳化痰。根治劳倦乏力、

高血压、头昏耳鸣、风湿关节

痛、跌打损伤；花治头痛头晕。

根３０～９０ｇ、花 １５～
３０ｇ，水煎服。

３２ 软骨山花生、野落

谷生

假 地 蓝 Ｃｒｏｔａｌａｒｉａ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
ＧｒａｈｅｘＢｅｎｔｈ

全草 苦、微酸，寒，利小便、消肿

毒，主治慢性肾炎、膀胱炎、

肾结石。

１５～５０ｇ煎汤内服。

３３ 介狗铃、硬骨山花

生、 麦 粒 齐、 大

响铃

野百合ＣｒｏｔａｌａｒｉａｓｅｓｓｉｌｉｆｌｏｒａＬ 全草 主治急性扁桃体炎、疔。 内服煎汤 ９～３０ｇ。外
用适量。

１２野生资源考察

野外分布地点调查。结合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

查，福建省内开展的２９个县市区（详见表２），以乡
镇为单位，标记３３种豆科畲药原植物野生分布点，
并记录生境信息、地理信息、伴生物种等，数据汇

总整理。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考察县畲族分布情况

本次考察的２９个县市区中，畲族人口较为集中
的包括福安市、霞浦县、周宁县、柘荣县、建阳市、

建瓯市、光泽县、仙游县 ８个县市。其中福安市、
霞浦县的畲族人口占全国畲族人口约１７％，占全省
畲族人口约２７９０％。当地畲医药的传承、研究与产
业发展日渐成熟。

２２３３种豆科畲药资源分布情况

据实地考察资源分布点记录，资源分布分为

４个等级。县域中≥１／２乡镇分布的为 “＋＋＋”级，
１／４～１／２乡镇分布为 “＋＋”级，≤１／４乡镇分布
为 “＋”级，暂未见分布为 “－”级。结果见
表２。

据表２，３３种畲族药用豆科植物中，县际分布

率前三的是：２９个县市区全分布的种有血藤、羊角
象、关门草、塌地隔猛草、野割绳５种；其次为２７
个县市区分布，有荷包豆、稻挣２种；第三为２６个
县市区分布，有梅花入骨丹、昆明崖豆藤、嘎狗粘、

介狗铃４种。
综合县际分布与县域分布，其中≥１５个县分布

且标记为 “＋＋＋”级的物种，为 “ＡＡＡＡ”级；≥
１５个县分布且标记为 “＋＋”级及以上的物种，为
“ＡＡＡ”级；≥１５个县分布且标记为 “＋”级及以
上的物种，为 “ＡＡ”级；其他分布情况为 “Ａ”
级；无分布为 “０”级。结果见表３。同时整理汇总
原植物生境、伴生物种等。

３３种畲族药用豆科植物在本次调查２９个县市区
中分布等级为 “ＡＡＡＡ”级的有 ７个，占 ２１％；
“ＡＡＡ”级 ５个，占 １５％；“ＡＡ”级 １４个，占
４２％；“Ａ”级４个，占１２％；“０”级２个。

畲族药用豆科植物多为伴人与喜光植物来源，

多生长于山边、田边、道旁，利于随手采收与药用。

本文所考察３３种畲族药用豆科植物在福建畲医中应
用较多的有血藤、梅花入骨丹、千斤拔治风湿关节

痛，塌地隔猛草治肝炎，金腰带、麻草治疳积等

（福建省中药资源普查中调查的畲医特色用药另文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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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３３种豆科畲药资源分布

序号 畲药名 福安 霞浦 周宁 柘荣 武夷山 浦城 建阳 建瓯 松溪 政和 光泽 泰宁 建宁 宁化 尤溪

１ 隔夜树 ＋＋ ＋ － ＋＋ ＋＋＋ ＋＋＋ ＋ ＋＋＋ ＋ ＋ ＋＋ ＋＋ － ＋＋ ＋＋＋

２ 百鸟不歇 ＋ － － ＋ － － － － － － — ＋ － － －

３ 鸟不踏树 － ＋ － ＋ ＋ ＋ － ＋ ＋ ＋ ＋ ＋ － ＋ ＋

４ 山咖啡 － ＋＋ － ＋ ＋ ＋＋＋ ＋ ＋＋ ＋ ＋ － － ＋ － ＋＋＋

５ 头梳齿 － ＋＋ － － ＋＋＋ ＋＋ ＋ ＋ － ＋ ＋ － － ＋ ＋

６ 梅花入骨丹 ＋＋＋ ＋ ＋＋ ＋＋＋ ＋＋＋ ＋＋＋ ＋ ＋＋＋ － ＋＋＋ ＋＋ ＋＋＋ ＋＋ ＋＋ ＋＋＋

７ 蝴蝶藤 － － － ＋ ＋＋＋ ＋＋＋ ＋ ＋＋＋ ＋ ＋＋ － ＋ － ＋＋ ＋＋＋

８ 铜皮铁骨 ＋＋ ＋ － ＋＋ ＋＋ ＋＋＋ ＋ － ＋ ＋ ＋＋ ＋＋＋ － ＋＋＋ ＋

９ 牛参 － ＋ ＋ － ＋＋ ＋＋＋ ＋ ＋＋ － ＋ ＋ ＋ ＋ ＋ ＋＋＋

１０ 昆明崖豆藤 ＋＋ ＋＋＋ － ＋＋＋ ＋＋＋ ＋＋＋ ＋ ＋＋＋ ＋＋＋ ＋＋＋ ＋＋＋ ＋＋＋ － ＋＋＋ ＋＋＋

１１ 血藤 ＋＋＋ ＋ ＋＋ ＋＋＋ ＋＋＋ ＋＋＋ ＋＋ ＋＋ ＋＋＋ ＋＋＋ ＋＋＋ ＋＋＋ ＋ ＋＋＋ ＋＋＋

１２ 嘎狗粘 ＋＋ ＋＋ ＋ ＋＋＋ ＋＋＋ ＋＋＋ ＋＋ ＋＋ ＋＋＋ ＋＋＋ ＋＋＋ ＋＋＋ ＋＋ ＋＋＋ ＋＋＋

１３ 大号山黑豆 ＋＋ ＋ － ＋＋ ＋＋ ＋＋＋ ＋ ＋＋ － ＋＋＋ ＋＋ ＋＋ ＋＋ ＋ ＋

１４ 假豆 ＋＋＋ ＋＋ ＋ ＋＋＋ ＋＋＋ ＋＋＋ ＋＋ － ＋＋＋ ＋＋＋ ＋＋＋ ＋＋＋ － ＋＋ ＋＋＋

１５ 麻草 ＋ ＋＋ － － ＋＋ ＋ － － ＋＋ ＋ ＋＋ ＋ － － ＋＋

１６ 木本胡枝子 － － － － － － － － － － － － － － －

１７ 羊角象 ＋＋＋ ＋＋＋ ＋＋ ＋＋＋ ＋＋＋ ＋＋＋ ＋＋ ＋＋＋ ＋＋＋ ＋＋＋ ＋＋＋ ＋＋＋ ＋＋＋ ＋＋＋ ＋＋＋

１８ 大叶马殿西 － － － － － － － － － － ＋＋ － － ＋＋＋ －

１９ 野花生 － ＋ ＋＋ ＋＋ ＋＋ ＋ ＋ ＋ ＋＋ ＋ ＋＋ ＋ ＋＋ ＋＋ －

２０ 野花生 ＋ － － ＋ ＋＋ ＋＋ ＋ ＋ ＋ ＋＋ ＋＋ ＋＋＋ ＋＋ ＋＋ －

２１ 山豆花 － － － － － － － － － － － － － － －

２２ 关门草 ＋ ＋＋＋ ＋＋ ＋＋ ＋＋＋ ＋＋＋ ＋ ＋＋＋ ＋＋＋ ＋＋＋ ＋＋＋ ＋＋＋ ＋＋＋ ＋＋＋ ＋＋＋

２３ 塌地隔猛草 ＋＋ ＋＋＋ ＋＋＋ ＋＋＋ ＋＋＋ ＋＋＋ ＋＋＋ ＋＋＋ ＋ ＋＋＋ ＋＋＋ ＋＋＋ ＋＋＋ ＋＋＋ ＋＋＋

２４ 金丝吊葫芦 ＋ － － ＋ ＋ ＋ ＋ － ＋ ＋ ＋ ＋ － ＋＋ ＋

２５ 野割绳 ＋＋＋ ＋＋＋ ＋＋＋ ＋＋＋ ＋＋＋ ＋＋＋ ＋＋＋ ＋＋＋ ＋＋＋ ＋＋＋ ＋＋＋ ＋＋＋ ＋＋＋ ＋＋＋ ＋＋＋

２６ 山赤豆 ＋ ＋＋ － － ＋＋＋ ＋ ＋＋ ＋ ＋＋＋ ＋ ＋＋＋ － － ＋＋ ＋＋

２７ 千斤拔 ＋ ＋＋ － ＋ － － － ＋ － － － ＋ － ＋ －

２８ 荷包豆 ＋＋ ＋ ＋ ＋＋ ＋＋＋ ＋＋＋ ＋ ＋ ＋ ＋＋＋ ＋＋ ＋ ＋＋ ＋＋＋ ＋＋＋

２９ 破故纸 － － － － － － － － － － － － － － －

３０ 稻挣 ＋＋ ＋＋ ＋ ＋＋ ＋＋＋ ＋＋＋ ＋ ＋ ＋＋ ＋＋ ＋＋＋ ＋＋ － ＋＋＋ ＋＋＋

３１ 金鸟仔 ＋＋ － － ＋＋ ＋ － － － ＋ ＋ － ＋＋ － ＋ ＋

３２ 软骨山花生 ＋ ＋ － ＋ ＋ ＋ － ＋＋ － ＋ － ＋＋ － ＋ ＋

３３ 介狗铃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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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序号 畲药名 平潭 永泰 长乐 仙游 南安 德化 惠安 泉港 东山 长泰 长汀 连城 武平 上杭

１ 隔夜树 ＋ ＋ ＋ ＋＋＋ ＋ － ＋ ＋＋＋ ＋ ＋ － ＋＋ ＋ ＋＋

２ 百鸟不歇 － － － － － － － － － － － － － －

３ 鸟不踏树 － ＋＋ ＋ ＋ － － － ＋＋ － － ＋ ＋＋ ＋ ＋

４ 山咖啡 ＋＋ ＋ ＋＋ ＋ ＋＋ － ＋ ＋ ＋＋ ＋＋＋ ＋＋ ＋ ＋ ＋＋

５ 头梳齿 ＋＋ － ＋＋ ＋＋＋ － － ＋＋ － ＋＋ ＋ ＋＋ ＋＋ － ＋＋

６ 梅花入骨丹 ＋ ＋＋＋ ＋＋ ＋＋＋ ＋＋ － ＋ ＋＋＋ － ＋＋＋ ＋＋＋ ＋＋ ＋＋ ＋＋

７ 蝴蝶藤 － － － ＋＋＋ － － － ＋＋＋ － － － ＋＋ － ＋

８ 铜皮铁骨 － ＋ ＋ ＋＋ ＋ － ＋ ＋ － － ＋ ＋ ＋＋ ＋

９ 牛参 － ＋ － ＋＋＋ － － － ＋＋ － ＋ ＋ － ＋ －

１０ 昆明崖豆藤 ＋＋＋ ＋＋＋ ＋＋＋ ＋＋＋ ＋＋＋ － ＋＋ ＋＋ ＋＋＋ ＋＋＋ ＋＋＋ ＋＋＋ ＋＋ ＋＋＋

１１ 血藤 ＋＋ ＋＋＋ ＋ ＋＋＋ ＋＋＋ ＋＋＋ ＋＋ ＋＋ ＋＋ ＋＋＋ ＋＋＋ ＋＋＋ ＋＋ ＋＋＋

１２ 嘎狗粘 ＋＋＋ － ＋＋ ＋＋＋ ＋＋＋ ＋＋ ＋＋ ＋＋＋ ＋＋ － ＋＋＋ ＋＋＋ － ＋＋＋

１３ 大号山黑豆 ＋ － ＋ ＋ － － ＋ － ＋ － ＋ ＋ － ＋＋

１４ 假豆 ＋ ＋ ＋＋ ＋＋＋ － － ＋＋ ＋＋＋ ＋ ＋ ＋＋ ＋＋ ＋＋＋ ＋＋＋

１５ 麻草 ＋＋ ＋＋＋ ＋ ＋＋ ＋ － ＋＋ ＋＋ ＋＋ ＋＋＋ ＋ ＋＋ ＋＋＋ ＋＋

１６ 木本胡枝子 － － － － － － － － － ＋ － － ＋＋ －

１７ 羊角象 ＋＋＋ ＋＋＋ ＋＋＋ ＋＋＋ ＋＋＋ ＋ ＋＋＋ ＋＋＋ ＋＋＋ ＋＋＋ ＋＋＋ ＋＋＋ ＋＋＋ ＋＋＋

１８ 大叶马殿西 － － － － － － － － － － － ＋＋＋ ＋ ＋＋

１９ 野花生 － － ＋ － － ＋＋ ＋ － ＋ ＋ ＋＋＋ ＋＋ ＋＋ －

２０ 野花生 － － － － ＋＋ － － ＋＋＋ － － ＋＋＋ ＋＋ － ＋＋＋

２１ 山豆花 － － － － － － － － － － － － － －

２２ 关门草 ＋＋＋ ＋＋＋ ＋＋＋ ＋＋＋ ＋＋＋ ＋ ＋＋＋ ＋＋＋ ＋＋＋ ＋＋＋ ＋＋＋－ ＋＋＋ ＋＋ ＋＋＋

２３ 塌地隔猛草 ＋＋＋ ＋＋＋ ＋＋＋ ＋＋＋ ＋＋＋ ＋＋ ＋＋＋ ＋＋＋ ＋＋＋ ＋＋＋ ＋＋＋ ＋＋＋ ＋＋＋ ＋＋＋

２４ 金丝吊葫芦 － － ＋ ＋ － － － ＋ － － － ＋ － ＋＋

２５ 野割绳 ＋＋＋ ＋＋＋ ＋＋＋ ＋＋＋ ＋＋＋ ＋＋＋ ＋＋＋ ＋＋＋ ＋＋＋ ＋＋＋ ＋＋＋ ＋＋＋ ＋＋＋ ＋＋＋

２６ 山赤豆 ＋＋ ＋ ＋ ＋ － － ＋＋ ＋ ＋＋ － ＋＋＋ ＋＋ － ＋＋＋

２７ 千斤拔 ＋＋＋ ＋＋＋ ＋＋＋ ＋ ＋ － ＋＋ ＋＋ ＋＋＋ － － － ＋＋ ＋

２８ 荷包豆 ＋＋ － ＋ ＋＋＋ ＋＋ ＋ ＋ ＋＋＋ ＋ － ＋＋＋ ＋＋＋ ＋＋＋ ＋＋

２９ 破故纸 － － － － － － － － － ＋＋ － － ＋ －

３０ 稻挣 ＋＋ ＋＋ ＋＋＋ ＋＋＋ ＋＋ ＋ ＋ ＋＋＋ ＋＋＋ － ＋＋ ＋＋＋ ＋ ＋＋＋

３１ 金鸟仔 － － － － － － － － － － ＋ ＋ － ＋

３２ 软骨山花生 ＋＋ － ＋ ＋ － ＋＋ ＋ － ＋ ＋ ＋＋ ＋ ＋ ＋

３３ 介狗铃 ＋＋ ＋＋ ＋＋ ＋＋＋ － ＋＋ ＋ ＋＋＋ ＋ ＋ ＋＋＋ ＋＋ ＋ ＋＋

　　注：“＋＋＋”表示县城中≥１／２乡镇公布，“＋＋”表示１／４～１／２乡镇分布，“＋”表示≤１／４乡镇分布，“－”表示暂未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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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３３种豆科畲药分布等级与群落特征

序号 畲药名 分布等级 生境与群落特征

１ 隔夜树 ＡＡ 长于村落周边道旁或种植，乔木层树种。

２ 百鸟不歇 Ａ 长于阔叶林中，喜光，乔木层树种。

３ 鸟不踏树 ＡＡ 长于阔叶林中，喜光，乔木层树种。

４ 山咖啡 ＡＡ 长于村落道旁或栽培，喜光，常几棵零星分布。

５ 头梳齿 ＡＡ 长于村落小道旁或田地边，零星分布。

６ 梅花入骨丹 ＡＡＡ 长于山边阔叶林缘，幼枝攀爬于乔灌木上，常数棵蔓延成片形成小片优势种。

７ 蝴蝶藤 Ａ 长于阔叶林中或林缘，幼枝攀爬于乔灌木上。

８ 铜皮铁骨 ＡＡ 长于阔叶林中或种植。

９ 牛参 ＡＡ 种植或少数几棵逸为野生状。

１０ 昆明崖豆藤 ＡＡＡＡ 长于阔叶林中或林缘，攀爬于乔灌木上。

１１ 血藤 ＡＡＡＡ 长于山边阔叶林缘，攀爬于乔灌木上。

１２ 嘎狗粘 ＡＡＡＡ 长于阔叶林下，耐阴。

１３ 大号山黑豆 ＡＡ 长于阔叶林缘。

１４ 假豆 ＡＡＡ 长于阔叶林缘或林下。

１５ 麻草 ＡＡ 长于阔叶林下，耐阴。

１６ 木本胡枝子 ０

１７ 羊角象 ＡＡＡＡ 长于阔叶林缘，喜光，常成小片优势群落。

１８ 大叶马殿西 Ａ 长于阔叶林缘，喜光。

１９ 野花生 ＡＡ 长于阔叶林缘，喜光，常成小片优势群落。

２０ 野花生 ＡＡ 长于阔叶林缘。

２１ 山豆花 ０

２２ 关门草 ＡＡＡＡ 长于阔叶林缘、山边灌丛、田边道旁，喜光，在阳坡可成小片群落。

２３ 塌地隔猛草 ＡＡＡＡ 长于田梗、路边、荒地等地，最为常见物种之一，可成小片群落。

２４ 金丝吊葫芦 ＡＡ 长于阔叶林下或林缘，缠绕于伴生灌木如乌药、野牡丹。

２５ 野割绳 ＡＡＡＡ 长于林缘，攀爬于乔灌层物种之上，或山坡空地、田边路旁，最为常见物种之一，

常成大片优势群落。

２６ 山赤豆 ＡＡ 长于林缘、道旁。

２７ 千斤拔 ＡＡ 长于针叶林、相思林下，或向阳砂质土坡，植株低矮，常匍匐状。

２８ 荷包豆 ＡＡＡ 长于阔叶林中，或缠绕于向阳灌丛上。

２９ 破故纸 Ａ 田中零星种植。

３０ 稻挣 ＡＡＡ 长于林缘、山边道旁、荒地，喜光，在沿海县市路边荒地可成小片群落。

３１ 金鸟仔 ＡＡ 长于阔叶林中，零星分布。

３２ 软骨山花生 ＡＡ 长于山边、田边道旁。

３３ 介狗铃 ＡＡＡ 长于山边、路边荒地，零星生长。

　　注：“ＡＡＡＡ”表示≥１５个县分布且标记为 “＋＋＋”级的物种，“ＡＡＡ”表示≥１５个县分布且目标记为 “＋＋”级及以上的物种，“ＡＡ”
表示≥１５个县分布且目标记为 “＋”级及以上的物种，“Ａ”表示其他情况，“０”表示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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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建议

本次考察福建省２９个县市区，在行政区域上，
散布全省各地市，闽东、闽西、闽南、闽北、闽中

均有代表县市区；在地理位置特征上，包括武夷山

脉、梅花山脉、戴云山脉、东南沿海等不同地理地

貌县市区；在民族性特征上，如２１项所述，包含
福安、霞浦等８个福建省内畲族人口分布最多的县
市。故此次在２９个县市区内对畲族药用豆科植物的
调查之于全省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可作为全省畲族

药用豆科植物资源的一个代表性数据。

由考察结果可见，畲族药用豆科植物在福建省

内资源丰富，３３种常见资源物种中，在２９个县市区
仅２种暂未见分布；近８０％物种分布广泛，且３６％
物种县际与县域内均广泛分布。特别是一些生物量

较大的藤茎类畲药，如昆明崖豆藤、血藤、梅花入

骨丹等，广泛的分布意味着较大的资源蕴藏量，可

作为闽产畲药合理利用研究的优先考虑物种。各畲

药物种药材蕴藏量有待进一步深入调查分析。

致谢：感谢福建省科技厅重点实验室、福建省中药资源

研究与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完成对本项目的支持及全国第四

次中药资源普查福建省中药资源普查全体成员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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