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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中草药图谱》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中草药著作，有三个

突出特点贯彻全书，那就是图谱的直观性，道地的地区性，草根的

民间性。

中草药图谱是以图释药，最大的特点是直观。重视药图是中药

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中药文化的组成部分。中药的本草图源远流

长。唐代的《新修本草》就很重视药图。当时朝廷“征天下郡县，

所出药物，并书图之”，“丹青绮焕，备庶物之形容”，从而编辑

了《新修本草》和《本草图经》。可惜这些早期药图很快就失传了。

宋代又仿唐故事，“诏天下郡县，图上所产药本”，向全国征集药

图和标本。要求“仔细辨认根茎苗叶花实颜色大小，草虫鱼鸟兽玉

石等堪入药用者，逐件画图”，能“使人验其草木根茎花实之微，

与夫玉石金土虫鱼飞走之状，以辨其药之真赝，而易知为之类例”。

宋代的《证类本草》中，载有药墨线图 933 幅，成为现存最早的本

草图谱。明清时代的本草图就更丰富了，如《本草纲目》《本草品

汇精要》《滇南本草》《救荒本草》《本草蒙筌》等都附有药图，

有些还是彩色的。清代汪昂的《本草备要》绘有药图 460 幅，他的

药图“详考互订，拟肖逼真，虽遐方异物，按图可索”，是古代药

图的精品。

古代药图受技术上的局限，多属墨线写生，但仍力求形似，达

到“品类图释”的要求，对药物品种的鉴别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现

代影像技术的迅速发展，为药图的制作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当代的

彩色中药图谱普遍都达到了直观、逼真、精确、生动的效果。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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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描述相比，药物图谱可传达出更形象化、更易比较鉴别和领悟基源的信息。图

谱可以使中草药实现图文并茂，相得益彰。所以，中草药图谱是中草药的主体部分，

不是它的附属品。

中草药的地区性亦源远流长，是其一个突出的特点。泸州属盆地中亚热带湿润

气候区，山川地貌复杂，河流广布，植被类型、植物区系丰富，体现了生物的多样性。

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蕴涵出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据本书作者统计，在泸州地

区有生长的中草药近 1000 多个品种。这里是四川中草药资源的宝库之一，也是四川

中药现代化科技示范基地之一，在中草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方面都具有重要

价值。唐代大诗人杜甫有一首咏四川栀子的诗云：“于身色有用，与道气相和”，

指出这种药用植物花色可作染料，果实可供药用。古人都懂得药用植物的综合利用，

现代我们更应当关注中草药资源的综合利用，以求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泸州市中草药图谱》，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民间性，致力于发掘民间药人、

民间用药，发掘草医、草药。这种从草根着眼，重视民间药物、药人的做法，也体

现了一种继承传统的精神。我们知道，明代药王李时珍就来自民间。他自学成才，

向老农、樵夫、猎户请教，从对家乡的花鸟虫鱼的观察入手，拜能者为师，又四处

收集医药典籍，终于完成了《本草纲目》的不朽著作。《滇南本草》的作者兰茂也

是出自民间的一介平民，他在云南民间采药治病，积 30 余年的实践经验，完成了一

部地区性的经典本草著作。

民间中草药作为天然药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医药的瑰宝；民间药人

作为在基层、在田野摸爬滚打的先锋，积累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应当重视民间药物、

药人的实践经验，积极发掘研究、总结提高。在当代，天然药物资源常常都是研制

新药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泸州市中草药图谱》是一部颇具特色和新意的著作，其规模构想类似地区性

的中草药普查和志书编写，我们对此寄予希望。这个序，希望能拉开这个宏大项目

的序幕。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15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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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我国的民族瑰宝，中草药及民间药人就是瑰宝的

重要基石。泸州属盆地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市内地貌复杂，

气候多样，形成了结构复杂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程度高，

中药材资源丰富，野生中草药材有 1000 多种，是我国主要中

药材产区——川药产区的重要区域，也是四川省中药现代化

科技产业（泸州）示范基地。为弘扬传统中医药，发掘和保

护泸州区域内天然中草药资源，保护和壮大民间药人这支重

要的队伍，更好地造福人民，编写组依托泸州市中医药产业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借力科研院所，发挥知名药人作用，整

合高校与民间资源，组织编写《泸州市中草药图谱》一书，

本书是“四川大学·泸州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科技项目（泸

州市中草药资源调查项目）”成果的结晶。

编写采用“先难后易”的工作方法。先对泸州市中草药

主要生长地、野外工作难度大的泸县、合江、叙永、古蔺四

县和江阳、纳渓、龙马潭三个区的山区进行实地调查，然后

是浅丘和平坝地区。按照成书内容架构，形成三方面基础资料：

一是药材原植物彩色照片，拍摄全株及有代表性的花、果实、

枝叶等局部特写；二是对照中草药的图片标注名称、俗名、

形态、分类、药效等属性；三是收集有代表性、对当地群众

有重要贡献的民间药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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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编写顺序由低等植物到高等植物。顺序为

菌类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被子植物。每种中

草药包含正名、别名、基源、植物形态、采集加工、

性味功效、主治及部分民间用法等内容。采取丛书的

方式出版，本书为第三册。

本书收录的中草药，读者若需用时，必须在医药

专业人员指导下或咨询中药专业人士后方可。

                                                            罗远才

                                                        201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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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木耳
别 名

金木耳、黄金银耳、茂若色尔布（藏名）、黄耳。

基源 为银耳科植物金耳Tremella aurantia Schw.ex Fr.的子实体。

植物形态

子实体脑状或瘤状，不规则皱

卷，基部狭窄，从树皮缝隙间生出，

宽 3 ～ 9cm，高 2 ～ 4cm。鲜橙黄

色、金黄色至橙红色，胶质，干后缩

小变为软骨质，但基本保持原状和原

色。菌肉柔软多汁，金黄色，半透明。

子实层同色，厚 100 ～ 150μm，成

熟时表面出现霜状的担孢子或分生

孢子。担子球形，（16 ～ 25）μm×

（14 ～ 20）μm。孢子球形至洋梨形，

无色，直径 4 ～ 5μm。

【采集加工】6～8月采。去净泥沙杂质，晒干。

【性味功效】甘，平。滋阴润肺，生津止渴。

【 主治用法】用于虚劳咳嗽，痰中带血，津少口渴，骨蒸潮热，盗汗。用量：

6～12g；或温水浸泡12h左右，煮成稠糊状，加入白糖适量，拌匀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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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蹄 桦菌芝。

基源 为多孔菌科褐层孔属菌类植物桦菌芝Pyropolyporus fomentarius 
（L.ex Fr.）Teng.的子实体。

植物形态

子实体多年生。木质，半球形至马

蹄形，或呈吊钟形，（5 ～ 20）cm×

（7 ～ 40）cm，厚 3 ～ 20cm。无柄，

侧生。菌盖光滑，无毛，有坚硬的皮壳，

鼠灰色、灰褐色至灰黑色，断面黑褐

色，有光泽，有明显的同心环棱。盖缘

钝，黄褐色。菌肉暗黄色至锈色、红褐

色，分层，软木栓质，厚 0.5 ～ 3.5cm，

无光泽。菌管多层，层次明显，每层厚

0.5 ～ 2.5cm，管壁较厚，灰褐色；管

口圆形，较小，每 1mm 间三四个。管

口面灰色至肉桂色，凹陷。孢子长椭圆

形至棱形，表面平滑，无色，（10～ 18）
μm×（5 ～ 6）μm。

【 采集加工】6 ～ 7 月采收，除去杂质，

晒干。

【 性味功效】苦、淡，平。消积，抗癌。

【 主治用法】用于小儿食积，食管癌，

胃癌，子宫癌。用量：12 ～ 15g。

别 名



3

泸
州
市

图
谱
︵
第
三
册
︶

树舌 赤色老母菌、扁芝、扁蕈、扁木灵芝、枫树芝、老母菌、
白斑腐菌、木灵芝。

基源 为多孔菌科植物树舌 Ganoderma applanatum（Pers.ex Wallr.）
Pat. 的子实体。

植物形态

子实体多年生，侧生无柄，木质或近木栓质。菌盖扁平，半圆形、扇形、扁

山丘形至低马蹄形，（5～30）cm×（6～50）cm，厚2～15cm；盖面皮壳灰白色

至灰褐色，常覆有一层褐色孢子粉，有明显的同心环棱和环纹，常有大小不一的

疣状突起，干后常有不规则的细裂纹；盖缘薄而锐，有时钝，全缘或波状。管口

面初期白色，渐变为黄白色至灰褐色，受伤处立即变为褐色；管口圆形，每1mm
间4～6个；菌管多层，在各层菌管间夹有一层薄的菌丝层，老的菌管中充塞有白

色粉末状的菌丝。孢子卵圆形，一端有截头壁双层，外壁光滑，无色，内壁有刺

状突起，褐色，（6.5～10）μm×（5～6.5）μm。

【采集加工】夏秋采收，民间通常采集生于皂角树上者入药，晒干，备用。

【性味功效】苦，平。消炎抗癌。

【主治用法】用于咽喉炎，食管癌。用量：10 ～ 30g。
【 附    注】仅限于生长在皂角树上的赤色老母菌才能用以治疗食管癌（吴兴亮，

卯晓岚，图力古尔，等，2013. 中国药用真菌［M］.北京：科学出版社：91.

别 名



4

泸
州
市

图
谱
︵
第
三
册
︶

云芝 杂色云芝、黄云芝、灰芝、瓦菌、彩云革盖菌、千层蘑、
彩纹云芝。

基源 为多孔菌科植物彩绒革盖菌Polystictus versicolor（L.）Fr.的子
实体。

植物形态

子实体一年生。革质至半纤维质，侧生无柄，常覆瓦状叠生，往往左右相

连，生于伐桩断面上或倒木上的子实体常围成莲座状。菌盖半圆形至贝壳形，

（1 ～ 6）cm×（1 ～ 10）cm，厚 1 ～ 3mm；盖面幼时白色，渐变为深色，有密

生的细绒毛，长短不等，呈灰、白、褐、蓝、紫、黑等多种颜色，并构成云纹状

的同心环纹；盖缘薄而锐，波状，完整，淡色。管口面初期白色，渐变为黄褐色、

赤褐色至淡灰黑色；管口圆形至多角形，每 1mm 间 3 ～ 5 个，后期开裂，菌管

单层，白色，长 1 ～ 2mm。菌肉白色，纤维质，干后纤维质至近革质。孢子圆筒

状，稍弯曲，平滑，无色，（1.5 ～ 2）μm×（2 ～ 5）μm。

【采集加工】全年均可采收，除去杂质，晒干。

【性味功效】甘、淡，微寒。健脾利湿，止咳平喘，清热解毒，抗肿瘤。

【 主治用法】用于慢性活动性肝炎，肝硬变，慢性支气管炎，小儿痉挛性支气管

炎，咽喉肿痛，多种肿瘤。用量：15 ～ 30g。宜煎 24h 以上，或制成片剂、冲

剂、注射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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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苓 野猪粪、地乌桃、野猪食、猪屎苓、猪茯苓。

基源 为多孔菌科植物猪苓 Polyporus umbellatus （Pers） Fr. 的菌核。

植物形态

菌核形状不规则，呈大小不一的

团块状，坚实，表面紫黑色，有多数凹

凸不平的皱纹，内部白色，大小一般为

（3 ～ 5）cm×（3 ～ 20）cm。子实体

从埋生于地下的菌核上发出，有柄并多

次分枝，形成一丛菌盖，总直径可达

20cm。菌盖圆形，直径 1 ～ 4cm，中部

脐状，有淡黄色的纤维鳞片，近白色至

浅褐色，无环纹，边缘薄而锐，常内卷，

肉质，干后硬而脆。菌肉薄，白色。菌管长约 2mm，与菌肉同色，下延。管口圆

形至多角形，每 1mm 间 3 ～ 4 个。孢子无色，光滑，圆筒形，一端圆形，一端

有歪尖，（7 ～ 10）μm×（3 ～ 4.2）μm。

【 采集加工】

   夏、秋二季采挖，除去

   泥沙，干燥。

【 性味功效】

   甘、淡，平。利水渗湿。

【 主治用法】

   用于小便不利，水肿，

   泄泻，淋浊，带下。用

   量 :6 ～ 1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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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 鸡肉丝菇、鸡肉丝菰、鸡枞蕈、鸡宗、蚁枞、蚁夺、白蚁菇、
伞把菌、伞把菇。

基源 为白蘑科真菌鸡  Rmitomyces albuminosus（Berk.）Heim 
[Collybia albuminosa（Berk.）Petch]的子实体。

植物形态

菌褶稠密，凹生，几至离生，初期白色，后呈现米黄色；囊状体棒形至袋形

菌盖圆锥形，伸展后中央有显著凸起，宽 5 ～ 16cm，黏、光滑，中央凸起部分

深褐色，四周渐呈灰色，往往辐射状开裂；菌肉白色，厚；柄常扭曲，具假根，

地上部分白色，长 3 ～ 10cm，向上渐细，基部膨大，地下部分褐色至黑色，长

8 ～ 40cm；菌褶稠密，凹生，几至离生，初期白色，后呈米黄色；囊状体棒形至

袋形，壁薄。孢子无色，光滑，椭圆形，成堆时粉红色。

【 采集加工】夏、秋季节采收后除去泥

土，晒干。

【性味功效】甘，平。益胃，清神。

【 主治用法】用于胃胀，痔疮。用量：

6 ～ 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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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笔 朝生暮落花、狗溺台、蛇卵蛋、狗鞭参、蛇头菌、鸡屎菌。

基源 为鬼笔科真菌红鬼笔 Phallus rubicundus （Bosc.）Fr. 的子实体。

植物形态

子实体高 6 ～ 20cm，幼期包于白色的肉质膜内。菌盖钟形，高 1.5 ～ 3.3cm，

宽 1 ～ 1.5cm，顶端平截，中央有一穿孔，外表具网络和凹巢。表面覆盖以青褐色、

黏而有恶臭的孢体，菌柄圆柱状，橘红色，向下色渐淡，中空，海绵状。孢子椭圆形，

透明，（4 ～ 4.5）μm×2μm。

【采集加工】夏、秋季采集，采摘后用水冲洗掉菌盖表面黏臭的孢体，晒干后备用。

【性味功效】苦，寒。有毒。散毒，消肿，生肌。

【主治用法】外用治疮疽。焙干或晒干后研末和麻油调成膏涂抹，或干末直接涂抹。

【附    注】此菌有毒，不可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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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裙竹荪 杂色竹荪、网纱菇。

基源 为鬼笔科真菌黄裙竹荪Dictyophora muclticolor Berk.et Br.的子
实体。

植物形态

子 实 体 高 6 ～ 16.5m。 菌

盖 钟 形， 高 2.2 ～ 2.8cm， 宽

1.9～2.2cm。有显著的网络状凹穴，

橘黄色，内有暗青褐色的黏性孢体，

顶端平，中部具穿孔。菌裙柠檬黄

色至橘黄色，长 6.5 ～ 7.5cm，直

径 2 ～ 5cm，网眼多角形。菌柄近

白色或淡橙黄色，海绵状，中空，

粗 1.6 ～ 2.3cm。菌托带淡紫色，

（2.5 ～ 4）cm×（2 ～ 3.5）cm。

孢子椭圆形，（3.5 ～ 4.5）μm×

（1.5 ～ 2）μm。壁光滑，透明。

【 采集加工】夏、秋季采收，洗净，

鲜用或晒干。

【 性味功效】性味不详。有毒。燥

湿杀虫。

【 主治用法】用于足癣湿烂，瘙痒。

外用适量，浸酒涂。不可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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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蜘蛛 地柿子、米屎菰、量湿地星、土星菌、山蟹、石蟹。

基源 为地星科（硬皮地星科或地星菌科）植物硬皮地星 Astraeus 
hygrometricus（Pers.）Morgan（Geastrum hygrometricum 
Pers.）的子实体。

植物形态

子实体初呈球形，后从顶端呈星芒

状张开。外包被 3 层，外层薄而松软，

中层纤维质，内层软骨质。成熟时开成

6 至多瓣，湿时仰翻，干时内卷。外表

面灰至灰褐色。内侧淡褐色，多具不规

则龟裂。内包被薄膜质，扁球形，直径

1.2 ～ 2.8cm，灰褐色。无中轴。成熟后

顶部口裂。孢体深褐色，孢子球形，褐色，

壁具小疣，径 7.5 ～ 11μm。孢丝无色，

厚壁，无隔，具分枝，直径 4 ～ 6.5μm。

表面多附有粒状物。

【 采集加工】秋季采收，剥去外包被

的硬皮备用。

【 性味功效】辛，平。清肺利咽，解

毒消肿，止血。

【 主治用法】用于咳嗽，咽喉肿痛，

痈肿疮毒，冻疮流水，吐血，衄

血，外伤出血。用量：3～6g。外

用：适量，研末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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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柏 扁柏、香柏、柏树、柏子树。

基源 为柏科植物侧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L.）Franco的干燥枝梢
及叶。

植物形态

常绿乔木，有时为灌木状，高达 20m。

干直立，分枝很密，小枝扁平；为鳞片状绿

叶所包，由中轴向两侧作羽状排列成一平面。

叶细小，鳞片状，交互对生，除顶端外，紧

贴茎着生，侧生叶中线隆起，腹背叶中线较

平，各叶自中部以上均线状下凹。3 ～ 4 月开

花，雌雄同株，着生在上年小枝顶上，球花

单生于短枝顶端；雄球花卵圆形，短柄；雌

球花球形，无柄，淡褐色。球果圆球形，直立，

熟前肉质，蓝绿色，被白粉，成熟后变红褐

色并木质化，张开裂。种鳞 8 片，顶端及基

部 1 对五种子，其余每片有种子 1 ～ 2 粒。

种子卵圆形或长卵形，长 4 ～ 6mm，栗褐色，

无翅或有棱脊，种脐大而明显。花期 3 ～ 4 月，

球果 9 ～ 11 月成熟。

【 采集加工】全年均可采收，以夏、秋季采

收为佳。阴干，不宜曝晒。

【 性味功效】苦、涩，寒。凉血止血，化痰

止咳，生发乌发。

【 主治用法】用于吐血，衄血，咯血，便血，

崩漏下血，肺热咳嗽，血热脱发，须发早

白。用量：6 ～ 12g。外用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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