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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不同产地两面针药材的综合质量。 方法　 依据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一部对 ２０ 批两面针药材进行

常规检测， 并建立两面针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评价其质量一致性。 结果　 共检出 ２ 批药材为伪品， １ 批药材浸出物低于药

典规定， ４ 批药材指标成分含量低于药典规定。 建立了两面针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 １８ 批鉴定为正品的药材聚为 ５ 类。
结论　 不同来源的两面针质量存在一定的差异，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可反映其质量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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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面针为芸香科 植 物 两 面 针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Ｒｏｘｂ．） ＤＣ． 的干燥根。 具有祛风通络、 胜湿止痛、 消

肿解毒的功效， 为传统常用中药， 主产于广西、 广东、 福

建、 云南等地［１］ 。 本实验对广西、 广东 ２０ 批不同产区的

两面针药材结合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２］ 一部的检验项

目和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进行综合评价。 检验项目包括性状鉴

别、 薄层鉴别、 薄层检查， 水分、 灰分、 浸出物、 氯化两

面针碱的含量测定。 原药材的安全性、 有效性及质量的一

致性［３］直接关系到药品的安全、 有效， 中药材质量的一

致性是评价中药材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中药材成分

复杂， 中药指纹图谱［４⁃７］ 作为综合的、 可量化的色谱鉴别

手段， 可以较全面的反映中药材的药效学物质特征评价药

材的质量， 因此选择 １８ 批鉴定为正品的两面针药材建立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 并进行相似度评价和聚类分析， 以期进

一步探讨广西、 广东不同产地的两面针的质量一致性， 为

两面针道地药材优良品种质量生物评价研究提供数据

支持。
１　 材料

１ １　 仪器 　 Ｗａｔｅｒｓ２６９５ 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 公

司）； ＭＳＡ１２５Ｐ 电子天平 （德国赛多利斯公司）； ＦＢ１５０６１
超声清洗仪 （美国 Ｆｉｓｈｅｒ 公司）； 硅胶 Ｇ 薄层版 （德国默

克公司）； ＡＣＹ⁃１００２⁃Ｕ 制水机 （艾科浦超纯水处理有限

公司）。
１ ２　 试剂与药物　 两面针对照药材 （批号 １２１０１４⁃２０１２０４，

鉴别 ／检查用）、 氯化两面针碱 （批号 １１０８４８⁃２０１６０４， 纯度

９１ ０％ ）、 乙氧基白屈菜红碱 （批号 １１０８４７⁃２００６０１， 供鉴

别用）、 毛两面针素 （批号 １１１５３１⁃２０１６０３， 供检查用），
均购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乙腈、 甲酸、 三乙胺均

为色谱纯 （美国 Ｆｉｓｈ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公司）； 甲醇、 乙醇、 三氯

甲烷、 浓氨试液、 石油醚 （６０ ～ ９０ ℃）、 硫酸均为分析纯。
药材 ２０ 批， 具体信息见表 １。
２　 方法与结果

２ １　 性状特征　 ２０ 批样品中 １８ 批呈厚片或圆柱形短段，
长 ２～ ２０ ｃｍ， 厚 ０ ５ ～ １０ ｃｍ。 表面淡棕黄色或淡黄色， 有

鲜黄色或黄褐色类圆形皮孔样斑痕。 切面较光滑， 皮部淡

棕色， 木部淡黄色， 可见同心性环纹和密集的小孔。 质坚

硬。 样品 ２ 中栓皮碎块较多。 样品 ３、 ９ 表面呈灰棕色， 可

见疣状突起。
２ ２　 薄层鉴别及检查

２ ２ １　 两面针、 氯化两面针碱 　 取样品粉末 １ ｇ， 加乙醇

４０ ｍＬ 超声处理 １ ｈ， 滤过， 滤液蒸干， 残渣加乙醇 １ ｍＬ
使溶解， 作为样品溶液。 另取两面针对照药材 １ ｇ， 同法制

成对照药材溶液。 再取氯化两面针碱对照品， 加乙醇制成

每 １ ｍＬ 含 １ ｍｇ 的溶液， 作为对照品溶液。 吸取上述 ３ 种

溶液各 ２ μＬ， 点于同一硅胶 Ｇ 薄层板上， 以三氯甲烷⁃甲
醇⁃浓氨试液 （３０ ∶ １０ ∶ ０ ２） 为展开剂， 展开， 取出， 晾

干， 喷以 １０％ 硫酸乙醇溶液， 在 １０５ ℃加热至斑点显色清

晰， 置紫外灯 （３６５ ｎｍ） 下检视。 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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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样品信息

编号 产地 生长情况 采收时间 编号 产地 生长情况 采收时间

１ 广西靖西 野生 ２０１６ ０６ １６ １１ 广东平远石镇 栽培 ５ ５ 年 ２０１６ １１ １５

２ 广西河池 野生 ２０１６ ０６ ２０ １２ 广西马山合群乡 栽培 ３ 年 ２０１７ ０１ ２０

３ 广西宾阳 野生 ２０１６ ０３ １５ １３ 广东平远黄花坡 栽培 ６ ５ 年 ２０１６ １１ １５

４ 广西武鸣 野生 ２０１７ ０３ １４ １４ 广东电白栽 栽培 ５ 年 ２０１７ ０１ ２０

５ 广西江州 野生 ２０１６ １２ ０８ １５ 广西邕宁 野生 ２０１７ ０１ ２０

６ 广西平果 野生 ２０１７ ０５ １７ １６ 广西大新 野生 ２０１７ ０１ ２０

７ 广西凭祥 野生 ２０１６ ０４ １７ １７ 广西平南 野生 ２０１６ １１ ３０

８ 广西大新 野生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３ １８ 广西玉林 野生 ２０１６ １１ ３０

９ 广西北流 野生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７ １９ 越南 野生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３

１０ 广东云浮 野生 ２０１６ ０４ ２３ ２０ 广东高州 野生 ２０１７ ０２ １５

Ｒ． 对照药材　 Ｓ． 氯化两面针碱对照品　 １～２０． 样品

图 １　 两面针薄层色谱鉴别 （一）

　 　 对比薄层图谱， ２０ 份样品与氯化两面针碱对照品在相

同的位置上均显相同颜色的荧光斑点， 但是样品 ３、 ９ 可见

绿色的荧光带。
２ ２ ２　 乙氧基白屈菜红碱 　 取乙氧基白屈菜红碱对照品，
加乙醇制成每 １ ｍＬ 含 １ ｍｇ 的溶液， 作为对照品溶液。 吸

取 “２ ２ １” 项下样品溶液、 对照药材溶液、 对照品溶液各

２ μＬ， 点于同一硅胶 Ｇ 薄层板上， 以三氯甲烷⁃甲醇 （２５ ∶
１） 为展开剂， 展开， 取出， 晾干， 置紫外灯 （３６５ ｎｍ） 下

检视。 见图 ２。
对比薄层图谱， ２０ 份样品与乙氧基白屈菜红碱对照品

在相同的位置上均显相同颜色的荧光斑点， 但是样品 ３、 ９
可见蓝色的荧光带。

Ｒ． 对照药材　 Ｔ． 氯化两面针碱对照品　 １～２０． 样品

图 ２　 两面针薄层色谱鉴别 （二）

２ ２ ３　 毛两面针素　 取毛两面针素对照品， 加乙醇制成每

１ ｍＬ 含 １ ｍｇ 的溶液， 作为对照品溶液。 另取样品粉末

（过 ３ 号筛） 约 １ ｇ， 精密称定， 置具塞锥形瓶中， 加 ７０％
甲醇 ２０ ｍＬ， 超声处 理 （ 功 率 ２００ Ｗ， 频 率 ５９ ｋＨｚ）
３０ ｍｉｎ， 放冷， 滤过， 滤液置 ５０ ｍＬ 量瓶中， 滤渣和滤纸

再加 ７０％ 甲醇 ２０ ｍＬ， 同法超声处理 ３０ ｍｉｎ， 放冷， 滤过，
滤液置同一量瓶中， 加适量 ７０％ 甲醇洗涤 ２ 次， 洗液并入

同一量瓶中， 加 ７０％ 甲醇至刻度， 摇匀， 取溶液 ４ ｍＬ， 浓

缩至 ２ ｍＬ， 作为样品溶液。 吸取上述 ２ 种溶液各 ２ μＬ， 分

别点于同一硅胶 Ｇ 薄层板上， 以石油醚 （６０ ～ ９０ ℃） ⁃三
氯甲烷⁃甲醇 （２ ∶ １３ ∶ １） 为展开剂， 展开， 取出， 晾干，
置紫外灯 （３６５ ｎｍ） 下检视。 见图 ３。

对比薄层图谱， 样品 ３、 ９ 的薄层色谱呈蓝色的荧光条

带， 且与毛两面针素对照品在相同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

荧光斑点。

Ｎ． 氯化两面针碱对照品　 １～２０． 样品

图 ３　 两面针薄层色谱检查

２ ３　 水分、 总灰分、 浸出物测定 　 根据 ２０１５ 年版 《中国

药典》 四部 ０８３２ 水分测定法、 ２２０１ 浸出物测定法、 ２３０２
灰分测定法， 检测 ２０ 批样品， 结果见表 ２。 药典规定， 水

分不得超过 １０ ０％ ， 所有样品均符合规定； 总灰分不得超

过 ７ ０％ ， 所有样品均符合规定； 浸出物不得少于 ５ ５％ ，
样品 ２ 小于标准， 其他样品均符合规定。
２ ４　 含量测定

２ ４ １　 色谱条件及系统适应性试验　 ＤＩＯＮＥＸ Ａｃｃｌａｉｍ Ｃ１８

色谱柱 （２５０ ｍｍ× ４ ６ ｍｍ， ５ μｍ）； 流动相乙腈 （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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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样品水分、 总灰分、 浸出物及含量测定结果 （％ ）

编号 水分 灰分 浸出物 氯化两面针碱含量

１ ６ ０ ３ ７ ６ ６ ０ ２５
２ ８ ４ ７ ０ ５ １ ０ １６
３ ７ ６ ２ ６ １５ ２ ０ １０
４ ７ ６ ４ １ １０ ５ ０ ２４
５ ５ ６ ２ ９ ６ ５ ０ １４
６ ６ ２ ４ ４ ６ ４ ０ ２０
７ ５ ９ ３ ０ ６ ３ ０ １４
８ ６ １ ４ ７ ６ ６ ０ １７
９ ６ ９ ３ ５ ５ ７ ０ １０

１０ ６ ３ ３ ７ ７ ３ ０ ０９
１１ ５ ２ １ ５ ６ ２ ０ ０９
１２ ４ １ ２ ７ ５ ８ ０ ０７
１３ ５ ６ ３ １ ６ ３ ０ １４
１４ ６ ４ １ ２ ８ ６ ０ １０
１５ ５ ７ ２ ２ ５ ７ ０ １５
１６ ６ ０ ３ ２ ７ ２ ０ １７
１７ ５ １ ４ １ ７ ７ ０ １６
１８ ６ ４ ２ ８ ９ ７ ０ １４
１９ ６ ５ ３ ４ ６ ３ ０ ２１
２０ ６ ５ ３ ４ ５ ９ ０ ２０

０ １％ 甲酸⁃三乙胺 （ｐＨ ４ ５） （Ｂ）， 梯度洗脱 （０～ ３０ ｍｉｎ，
　 　 　 　 　

２０％ ～ ５０％ Ａ； ３０ ～ ３５ ｍｉｎ， ５０％ ～ １００％ Ａ）； 检测波长

２７３ ｎｍ。 理论板数按氯化两面针碱计算， 应不低于 ２ ５００。
２ ４ ２　 对照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氯化两面针碱对照品

１０ ３７ ｍｇ 至 ２０ ｍＬ 量瓶中， ７０％ 甲醇溶解至刻度， 精密量

取 ２ ｍＬ 至 ２０ ｍＬ 量瓶中， 摇匀， 制成 ４７ １８ μｇ ／ ｍＬ 溶液。
２ ４ ３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１、 ２、 ４、
８、 １０、 １２、 １６、 １８、 ２０ μＬ 注入液相色谱仪， 记录峰面积。
以进样量为横坐标 （Ｘ）， 以峰面积为纵坐标 （Ｙ） 进行回

归， 得方程为 Ｙ＝ ５９３ ５７Ｘ＋５ ６２２ （ ｒ＝ ０ ９９９ ９）， 在０ ０４７～
０ ９４４ μｇ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２ ４ ４　 供试品溶液制备　 取样品粉末 （过 ３ 号筛） 约 １ ｇ，
精密称定， 置于具塞锥形瓶中， 加 ７０％ 甲醇 ２０ ｍＬ， 超声

处理 （功率 ２００ Ｗ、 频率 ５９ ｋＨｚ） ３０ ｍｉｎ， 放冷， 滤过，
滤液置于 ５０ ｍＬ 量瓶中， 滤渣和滤纸再加 ７０％ 甲醇 ２０ ｍＬ，
同法超声处理 ３０ ｍｉｎ， 放冷， 滤过， 滤液置于同一量瓶中，
７０％ 甲醇洗涤 ２ 次， 洗液并入同一量瓶中， ７０％ 甲醇定容

至刻度， 摇匀， 即得。
２ ４ ５　 测定法 　 精密吸取对照品、 供试品溶液各１０ μＬ，
注入液相色谱仪， 色谱图见图 ４， 外标法计算氯化两面针

碱含量， 结果见表 ２。
药典规定， 按照干燥品计算， 氯化两面针碱含量不得少

于 ０ １３％ ， 而样品 ３、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４ 均低于 ０ １３％ 。

图 ４　 氯化两面针碱 ＨＰＬＣ 色谱图

２ ５　 两面针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建立

２ ５ １　 色谱条件 　 ＤＩＯＮＥＸ Ａｃｃｌａｉｍ Ｃ１８色谱柱 （２５０ ｍｍ×
４ ６ ｍｍ， ５ μｍ）； 流动相乙腈 （ Ａ） ⁃０ １％ 甲酸⁃三乙胺

（ｐＨ ４ ５） （Ｂ）， 梯度洗脱 （０～ ３０ ｍｉｎ， ２０％ ～ ５０％ Ａ； ３０～
３５ ｍｉｎ， ５０％ ～１００％ Ａ， ３６～４５ ｍｉｎ， ８０％ ～２０％ Ａ）； 检测波

长 ２７３ ｎｍ。
２ ５ ２　 对照品、 供试品溶 液 制 备 　 分 别 按 “ ２ ４ ２”
“２ ４ ３” 项下方法制备。
２ ５ ３　 精密度试验 　 取 供 试 品 溶 液 （ 样 品 １８）， 在

“２ ５ １” 项条件下连续进样测定 ６ 次， 采用国家药典委员

会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 （２０１２ １ 版本） 软件

进行相似度评价， 结果均≥０ ９９９ （ＲＳＤ＜０ ０５％ ）， 表明仪

器精密度良好。
２ ５ ４　 稳定性试验 　 取 供 试 品 溶 液 （ 样 品 １８）， 在

“２ ５ １” 项条件下进样， ２４ ｈ 内每间隔 ４ ｈ 测定 １ 次， 记录

色谱图， 采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 （２０１２ １
版本） 软件进行相似度评价， 结果均 ≥０ ９９７ （ ＲＳＤ ＜
０ １５％ ）， 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２４ ｈ 内稳定性良好。
２ ５ ５　 重复性试验 　 取 ６ 份药材粉末 （样品 １８） 各 １ ｇ，
按 “２ ５ ２” 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在 “２ ５ １” 项条

件下进样测定， 采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

（２０１２ １ 版本） 软件进行相似度评价， 结果均≥０ ９８９
（ＲＳＤ＜０ ５％ ）， 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２ ５ ６　 图谱生成 　 取 １８ 批经鉴定为正品的药材， 按

“２ ５ ２” 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在 “２ ５ １” 项色谱条

件下进样测定， 记录色谱图。 将所有数据导入中药色谱指

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 （２０１２ １ 版本） 软件进行处理， 选

择 Ｓ１８ 号样品色谱为参照指纹图谱。 为减小极端数据的影

响， 选择中位数法作为对照指纹图谱的生产方法， 运用手

动多点校正方法对色谱峰进行谱图匹配， 见图 ５， 建立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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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再用相对保留时间标定共有指纹峰， 结果确定了 １５
个共有峰， 见图 ６。

图 ５　 １８ 批两面针药材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

４． 木兰花碱　 ５． 香叶木苷　 ６． 橙皮苷 　 ７． 别隐品碱 　 ８． 鹅

掌楸碱　 ９． 血根碱　 １０． 氯化两面针碱　 １１． 白屈菜红碱

１３． Ｌ⁃芝麻素　 １４． 氧化白屈菜红碱　 １５． 新棒状花椒酰胺

图 ６　 两面针药材共有模式图谱

２ ５ ７　 两面针指纹图谱评价

２ ５ ７ １　 相似度评价 　 对 １８ 批已处理的指纹色谱图进行

相似度评价， 结果见表 ３， 可知相似度范围为 ０ ６４７ ～
０ ９９３， 表明药材质量存在一定的差异； 除 Ｓ１２、 Ｓ２０ 相似

度低于 ０ ８５ 外， 其他样品均大于 ０ ８５。
表 ３　 １８ 批样品相似度 （编号和含量测定等的编号保持一

致， 除去非正品样品 ３ 和 ９）

编号 相似度 编号 相似度 编号 相似度

Ｓ１ ０ ９８９ Ｓ８ ０ ９７０ Ｓ１５ ０ ９２０

Ｓ２ ０ ９３３ Ｓ１０ ０ ９４９ Ｓ１６ ０ ９９３

Ｓ４ ０ ９８９ Ｓ１１ ０ ９１６ Ｓ１７ ０ ９７０

Ｓ５ ０ ９１８ Ｓ１２ ０ ６４７ Ｓ１８ ０ ９８１

Ｓ６ ０ ９５５ Ｓ１３ ０ ９２５ Ｓ１９ ０ ９４２

Ｓ７ ０ ８５５ Ｓ１４ ０ ９３４ Ｓ２０ ０ ８４７

２ ５ ７ ２　 聚类分析 　 通过称样量量化， 将 １８ 批样品的指

纹图谱的共有峰面积进行标准化处理， 组成 １８ 阶×１５ 阶原

始数据矩阵， 运用 ｉＴＯＬ 在线分析软件， 选用平均组间连接

聚类方法， 利用平方欧式距离法作为样品间距计算方法进

行系统聚类分析， 聚类结果见图 ７。
１８ 批两面针药材可分为 ５ 类， Ｓ１、 Ｓ４、 Ｓ８、 Ｓ１６ ～ Ｓ１７

为Ⅰ类， Ｓ２、 Ｓ６、 Ｓ１０、 Ｓ１８ 为Ⅱ类， Ｓ５、 Ｓ７、 Ｓ１１、 Ｓ１３ ～

图 ７　 １８ 批样品系统聚类树

Ｓ１５、 Ｓ１９ 为Ⅲ类， Ｓ１２ 为Ⅳ类， Ｓ２０ 为Ⅴ类。
３　 讨论

性状和薄层色谱鉴别是鉴定中药材真伪的重要手段。
对 ２０ 批不同产地的两面针样品进行检验和分析。 薄层色谱

鉴别出样品 ３、 ９ 均含有毛两面针素， 且表皮灰棕色具有疣

状突起， 性状与飞龙掌血药材一致［８］ ， 推断两者可能为飞

龙掌血［８⁃１０］ 。
中药材的有效成分为植物的次生代谢产物， 次生代谢

产物的产生与生长环境有密切关系。 生态环境条件的不同，
可能导致相同品种药用植物次生代谢过程的变化， 影响同

一品种药材的内在质量［１１⁃１２］ 。 本文对不同产区的两面针药

材， 分别测定了水分、 灰分、 浸出物及氯化两面针碱的含

量。 １ 批样品的浸出物含量未达到药典标准， ４ 批样品的含

量未达到药典标准， 不同产地的两面针药材质量有差异。
由于中药材成分复杂， 单一成分的含量不能全面的评

价中药材的质量。 因此对其他 １８ 批鉴定为两面针的样品建

立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 通过相似度评价和聚类分析进一步探

讨比较样品间的整体化学成分的一致程度。 相似度评价和

聚类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因此， 以上样品可以分为五类，
Ｓ１２ 为一类， Ｓ２０ 为一类， Ｓ１、 Ｓ４、 Ｓ８、 Ｓ１６ ～ Ｓ１７ 为一类，
Ｓ２、 Ｓ６、 Ｓ１０、 Ｓ１８ 为一类， Ｓ５、 Ｓ７、 Ｓ１１、 Ｓ１３ ～ Ｓ１５、 Ｓ１９
为一类。 由此可见， 广东、 广西两省之间及产自越南的野

生两面针药材均无明显的地域性差异。
Ｓ８、 Ｓ１６ 为产自广西大新的野生样品， 仅采集时间不

同， 薄层色谱、 液相图谱、 相似度评价和聚类分析结果显

示两种样品的质量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Ｓ１１ 和 Ｓ１３ 及 Ｓ１４ 皆

产自广东且聚为一类， 其中 Ｓ１１ 和 Ｓ１３ 同为广东平远县的

栽培品种， 分析结果显示两种样品的质量也具有较高的一

致性； 对于整体而言， 虽然广东、 广西作为两面针药材的

道地产地， 大部分地区药材的化学成分基本一致， 栽培品

种和野生品种也无明显差异， 但是以上数据显示， 来源

（栽培 ／野生和产地） 的统一更有利于保证两面针药材的质

量一致性。
Ｓ１１、 Ｓ１２、 Ｓ１３、 Ｓ１４ 为不同地区的栽培品种， 栽培年

限分别为 ５ ５、 ３、 ６ ５、 ５ 年， 其中只有栽培 ６ ５ 年的样品

其氯化两面针碱的含量高于药典标准。 有文献报道氯化两

面针的含量与不同的生长期有密切关系［１３⁃１４］ ， 提示由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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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年限不足导致了 Ｓ１１、 Ｓ１２、 Ｓ１４ 中氯化两面针碱的含量

偏低， 栽培年限是影响栽培品种质量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 不同产地来源的两面针存在一定的差异，

Ｓ１、 Ｓ４～ Ｓ８、 Ｓ１３、 Ｓ１５～１９， 按药典检验符合规定， 通过指

纹图谱和聚类分析表明这 １２ 批两面针药材质量具有较高的

一致性。 建立的两面针的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可有效反映出两

面针药材质量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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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人所用之蓼有水蓼、 青蓼、 紫蓼、 香蓼、 马蓼等多种植物， 既作药用也作菜食。 本文通过查阅历代本草古

籍， 对水蓼及其近缘植物的名称、 植物形态、 图例、 性味归经、 功能主治及用法进行考证。 结果证实， 古籍中所载的

水蓼、 荭草、 马蓼、 毛蓼、 紫蓼、 香蓼分别为今之水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Ｌ．、 红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 Ｌ．、 桃叶蓼

（春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ｅｒｓｉｃａｒｉａ Ｌ．、 毛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ｂａｒｂａｔｕｍ Ｌ．、 紫脉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ｐｕｒｐｕｒｅｏｎｅｒｖｏｓｕｍ 和香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ｖｉｓ⁃
ｃｏｓｕｍ。 通过对上述植物的本草考证， 旨在认清其用药历史， 正本清源， 以期为临床用药提供依据。
关键词： 水蓼； 近缘植物； 名称； 植物形态； 功效； 本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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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蓼为蓼科植物水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Ｌ． 的全草，
亦称辣蓼， 分布于全国南北各地。 具有消肿解毒、 利尿、
止痢等功效， 古代也作为常用调味剂［１］ 。 历代本草典籍中

“蓼” 项下所载大多为水蓼及其近缘植物荭草、 马蓼、 毛

蓼等。 我国有蓼属植物 １１３ 种 ２６ 变种， 地域分布广泛， 其

中与水蓼形态相似的植物有数十种。 关于水蓼植物形态和

功效的本草考证已有报道［２］ ， 但是针对水蓼近缘植物的本

草考证资料缺乏。 为探明自古以来有关水蓼及其近缘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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