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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陕南地区荨麻药用资源进行系统的调查整理，编制分类检索表，为当地开发和利用荨麻类药用植物资源提供依
据。方法：通过实地调查，结合有关研究文献及标本查阅，对陕南地区荨麻药用植物种类、生态分布、资源状况、药用部位及功效

等进行归纳总结，编制分类检索表。结果：陕南地区荨麻药用植物有３种，基本查清了荨麻在陕南的野生资源情况。结论：陕南
地区荨麻资源分布较广，但作为中药资源其开发利用较少，同时各种之间生态学均有较大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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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荨麻始载于《本草图经》，来源于荨麻科荨麻属宽
叶荨麻、荨麻、裂叶荨麻、麻叶荨麻的全草，是一年生或

多年生草本植物，味辛、苦、温、涩、有小毒［１－３］。民间

俗称活麻、火麻草、哈拉海、蝎子草、黄蜂草等。多具有

祛风通络、活血止痛、平肝定惊、消积通便、解毒等功

效。荨麻属植物全世界约有３５种，中国产２３种（包括
１６种、６亚种及１变种），荨麻、宽叶荨麻、狭叶荨麻在
我国广泛分布，齿叶荨麻、新疆荨麻、甘肃荨麻、粗根荨

麻为我国特有种［４－１２］。根据《秦岭植物志》记载，该药

材在陕西省共有３个种，分别是宽叶荨麻、麻叶荨麻和
裂叶荨麻。

荨麻作为陕西常见的药用植物资源，在当地民间

应用广泛且疗效确切，本文通过对陕南地区荨麻药用

资源实地调查，结合有关研究文献及标本查阅进行系

统的调查整理，初步确定了荨麻在陕南的野生资源分

布情况，为当地荨麻药用资源开发和利用提供一定的

参考依据。

１　调查方法［１３－１６］

主要采用样方分析方法对荨麻的生态环境、群落

的主要植物组成、种群的基本特征、植株的形态特征和

生长状况进行观察和记录，估算野生药材蕴藏量及产

量。同时通过对商洛、安康、汉中各市相关县区的中药

管理部门、药材收购站及民间医生等进行了走访调查，

主要了解当地荨麻野生资源的数量、分布及发展现状

等情况。

表１　汉中地区方案设计表

样地

编号　　　
留坝县 城固县 勉县 略阳县

１ 江口镇 龙头镇 黄沙镇 黑河镇

２ 留侯镇 文川镇 长林镇 郭镇

３ 马道镇 天明镇 定军山镇 金家河镇

４ 火烧店乡 宝山镇 茶店镇 观音寺镇

　　标准样地设置：根据政府部门及当地群众提供的
线索和实地勘察情况，在荨麻野生资源地沿海拔和经

纬度两向设置样地，每个调查点选择设置６个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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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安康地区方案设计表

样地

编号　　　
旬阳县 镇坪县 石泉县 白河县

１ 双河镇 花坪镇 池河镇 桃园乡

２ 赵湾镇 上竹镇 两河镇 中厂镇

３ 小河镇 牛头店镇 后柳镇 茅坪镇

４ 红军乡 洪石镇 迎丰镇 冷水镇

　　标准样方设置：在设置的样地内，以样地中心为基
点，沿南北和东西两向，每个样地设置正方形样方 ５

个，每两个相邻样方间隔５００～１０００ｍ。

表３　商洛地区方案设计表

样地

编号　　　
镇安县 商南县 柞水县 丹凤县

１ 永乐镇 富水镇 营盘镇 土门镇

２ 大坪镇 白浪镇 小岭镇 蔡川镇

３ 米粮镇 青山乡 杏坪镇 武关镇

４ 回龙镇 赵川镇 下梁镇 峦庄镇

２　调查结果

表４　各地调查汇总结果

地区

种类　　　
汉中

生境分布 资源量

安康

生境分布 资源量

商洛

生境分布 资源量

宽叶荨麻 ９００～１５００ｍ山地、林下分布广泛 ＋＋ 海拔１０００～１８００米左右的山坡、林下 ＋＋＋ 海拔１２００～２０００米左右的坡地 ＋＋＋
裂叶荨麻 ６００～１８００米左右的坡地或住宅附近 ＋＋＋＋海拔８００～１５００米的山坡、居民点附近 ＋＋＋＋海拔１０００～２０００米的干燥山丘旁 ＋＋＋
麻叶荨麻 尚未发现

　　附注：资源量（多度）多（随处可见＋＋＋＋），较多（常见＋＋＋），少（少见＋＋），极少（偶见＋）

３　陕南荨麻分种检索表

表５　荨麻分种检索表

１叶缘具锯齿，但不为掌状分裂 １宽叶荨麻ＵｌａｅｔｅｖｉｒｅｎｓＭａｘｉｍ．
''''''''''''''''''''''''''''''''

１叶掌状全裂或浅裂 ２
'''''''''''''''''''''''''''''''''''''''''''''''''''

２叶掌状３全裂，裂片再呈羽状分裂 ２麻叶荨麻Ｕ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ａＬｉｎｎ．
'''''''''''''''''''''''''''''''

２叶片具５－７对掌状浅裂，裂片有三角状粗锯齿 ３裂叶荨麻ＵｆｉｓｓａＰｒｉｔｚ．
''''''''''''''''''''''''''''

４　讨论与小结
经此次资源调查发现，中药荨麻在陕南地区的资

源较为丰富，并发现了麻叶荨麻和宽叶荨麻两种，其分

布比较广泛，这两种荨麻之间在生态学方面存在较大

的差异，为当地药材的性状鉴别、合理利用及人工种植

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依据。

同时，本次调研结果缺乏较为大量、全面的样本

量，从而难以评估整个陕西省荨麻资源的分布情形，尚

未确定出该药材最为适宜生长的环境条件等，这也将

为后续更深入的调查陕西和全国荨麻药材资源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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