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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浙江试点)对浙江省野牡丹科植物的种类、地理分布、资源特点及药用价值等

进行调查研究。方法  采用野外调查、资料收集与标本鉴定相结合的方法调查浙江省植物资源。结果  浙江省野牡丹科

药用植物共有 8 属，16 种(包含 2 变种)，首次在浙江省发现新药用植物肉穗草。野牡丹科药用植物具清热解毒、活血止

血、补脾益肾、清热利湿及清肝明目等功效。结论  对野牡丹科药用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有利于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

利用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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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lants of Melastomataceae in Zhejiang Province by the Fourth Survey of 
Chinese Medicinal Resources, including their species,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 medicinal value, etc. 
METHODS  Using the method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data collection and specimen identific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RESULTS  There were eight genus, sixteen species (including two varieties) which had medicinal value and 
one newly recorded species of Sarcopyramis bodinieri Lévl. et Van. in Zhejiang province. Melastomataceae plants had the effects 
of clearing away heat and toxic material,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to arrest bleeding, reinforcing spleen and nourishing kidney, 
clearing away heat and promoting diuresis, clearing liver and improving vision and so on. CONCLUSION  Investigation on the 
Melastomataceae medicinal plants is beneficial to the rational exploit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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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牡丹科 Melastomataceae 全世界约有 240

属，3 000 余种，分布于各大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

区，其中以美洲 多。我国有 25 属，160 种，25

变种，分布于西藏至台湾，尤以长江流域以南各

省区为多[1]。该科植物的药用价值被《植物名实图

考》、《岭南采药录》、《生草药性备要》以及《陆

川本草》等多部本草书籍收载，并作为民间中草

药沿用至今，历史悠久[2]。本研究通过全国第四次

中药资源普查(浙江试点)对浙江省野牡丹科植物

的种类、地理分布、资源特点及药用价值等进行

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合理开发和利用野牡丹科的

植物资源提供理论依据，对保护野牡丹科药用植

物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1  浙江省自然概况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地形自西南向东北

呈阶梯状倾斜，西南以山地为主，中部以丘陵为主，

东北部是低平的冲积平原，位于北纬 27°03′~  

31°11′，东经 118°02′~123°08′。浙江属亚热带

季风气候，气温适中，年平均气温为 15~18 ℃，

光照较多，雨量丰沛，空气湿润，四季分明。优

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野生药用植物资

源，其中包括种类繁多的野牡丹科植物。 

2  研究方法 

通过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浙江试点)调

查，采集并制作野牡丹科植物标本。野外详细记

录野牡丹科植物的形态特征、分布、海拔及生境

等，室内对采集的标本进行种类鉴定。查阅浙江

农林大学、浙江大学、杭州植物园、浙江博物馆

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等单位所藏浙江野牡丹

科植物标本及资料，并参考《中国植物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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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本草》、《浙江植物志》、《浙江种子植物检索鉴

定手册》、《Flora of China》、《浙江药用植物志》

等[1-6]相关工具书与文献，对浙江省野牡丹科植物

的种类、地理分布、资源特点及药用价值等进行

调查研究。 

3  药用资源及分布 

3.1  种类分布及生境 

浙江省野牡丹科植物大多数适宜生长在山

坡、山谷林中以及路边、溪沟旁等荫湿处，据笔

者多年野外调查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和标本

鉴定，确认浙江共有野牡丹科植物 8 属，16 种(包

括 2 变种)，其中 14 种具有药用价值；部分种类在

浙江省内发现新分布产地，首次在浙江省发现新

药用植物肉穗草 Sarcopyramis bodinieri lévl. et 

Van.。与周边省份比较，浙江种数明显高于安徽(3

种)、江苏(1 种)，略低于福建(23 种)和江西(17

种)[1,5]。浙江野牡丹科种质资源的分布及生境见

表 1。 

表 1  浙江省野牡丹科植物种类 

Tab. 1  Species of Melastomataceae in Zhejiang province 

序号 种名 生境 浙江省原分布 浙江省新分布 

1 棱果花 
Barthea barthei  

海拔 400~1 300 m 的山坡、山谷

疏、密林中，溪沟边或水旁 
永嘉 无 

2 柏拉木 
Blastus cochinchinensis  

海拔 200~1 300 m 的阔叶林内 平阳、永嘉 无 

3 秀丽野海棠 
Bredia amoena  

海拔 200~1 500 m 的山坡、山谷

疏、密林中，溪边或路旁灌草丛

中 

江山、衢州、武义、仙居、临海、遂昌、

松阳、龙泉、庆元、景宁、缙云、丽水、

乐清、温州、瑞安、文成、泰顺、平阳、

苍南 

鄞州、北仑、奉化、临海、黄岩、

温岭、云和、衢江、永嘉 

4 无腺野海棠 
Bredia amoena var. 
eglandulata  

海拔 300~900 m 的山坡疏、密林

中 
景宁、泰顺、平阳 云和 

5 过路惊 
Bredia quadrangularis 

海拔 300~1 000 m 的山坡、山谷林

中，荫湿处或路旁灌草丛中 
临安、开化、武义 北仑、文成、泰顺 

6 鸭脚茶 
Bredia sinensis 

海拔 300~1 400 m 的山谷、山坡林

下，路边或沟旁荫湿处 
武义、遂昌、龙泉、庆元、景宁、缙云、

丽水、青田、瑞安、文成、泰顺、平阳

开化、松阳、云和、仙居、黄岩、

乐清、永嘉、苍南 

7 肥肉草 
Fordiophyton fordii  

海拔 500~1 200 m 的沟谷林下或

山坡灌草丛的荫湿处 
淳安、开化、江山、金华、遂昌、龙泉、

庆元、云和、文成、泰顺、苍南 
莲都、青田、松阳、景宁 

8 斑叶异药花 
Fordiophyton maculatum 

海拔 500~1 300 m 的林下或林缘 遂昌、龙泉 庆元、景宁、松阳、云和、文成

9 地菍 
Melastoma dodecandrum 

海拔 1 300 m 以下的山坡林下、草

丛中，常见于酸性土壤 
全省除浙北平原外各地 无 

10 野牡丹 
Melastoma candidum 

海拔 200 m 以下的山坡林下和灌

草丛中 
平阳、苍南 无 

11 金锦香 
Osbeckia chinensis 

海拔 200~1500 m 的山谷山坡林

下、路旁或田地边 
全省丘陵至山区各地 无 

12 朝天罐 
Osbeckia opipara  

海拔 250~800 m 的山坡、路旁和

灌草丛中 
云和、温州、瑞安、文成、泰顺、平阳 无 

13 叶底红 
Phyllagathis fordii  

海拔 100~500 m 的山谷疏、密林

中，溪边、沟边或路旁 
平阳 苍南 

14 短毛熊巴掌 
Phyllagathis cavaleriei 
var. tankahkeei 

海拔 400~900 m 的山谷或水旁 庆元、文成、泰顺、平阳 无 

15 肉穗草 
Sarcopyramis bodinieri 

海拔 900~1 500 m 的山坡、山谷林

下荫湿处  
无 松阳、景宁、庆元、文成、泰顺

16 楮头红 
Sarcopyramis nepalensis 

海拔 500~1 300 m 的山谷密林等

荫湿处 
江山、武义、龙泉、庆元、云和、文成、

泰顺 
松阳、景宁、瑞安、平阳、苍南

 

3.2  浙江省新记录品种 

肉穗草 Sarcopyramis bodinieri lévl. et Van. in 

Mém. Soc. Sci. Nat. Cherbourg 35: 397. 1906.; C. 

Chen, Fl. Reip. Pop. Sin. 53(1): 246, pl.49: 6-8. 

1984.; C. Chen et S. S. Renner in C. Y. Wu et P. H. 

Raven, Fl. China 13: 387. 2007. 

浙江：泰顺县，乌岩岭自然保护区，林下岩

石旁，海拔 990 m，1983 年 7 月 29 日，乌岩岭

考察队 56 号，凭证标本存放于浙江农林大学植

物标本室。松阳县，安民乡安岱后村，林下阴湿

处，海拔 900 m，2015 年 5 月 23 日，陶倩，

33112420150523019 号，凭证标本存放于浙江中医

药大学植物标本室。本种在浙江景宁望东垟自然

保护区、庆元百山祖自然保护区、文成铜铃山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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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公园等地也有发现，多生于海拔>900 m 的山坡、

山谷林下荫湿处。 

本种以往常被误定为楮头红 Sarcopyramis 

nepalensis Wall.，但其叶片卵形至椭圆形，长

1~5 cm，宽 0.7~5 cm，边缘具浅波状齿；花瓣椭

圆形或卵形等特征可以识别。 

分布于福建、广西、贵州、四川、台湾、西

藏(东南部)、云南[5]。浙江分布新记录种。 

3.3  资源分布特点 

通过对浙江省野牡丹科药用植物资源调查、

研究及分析，发现野牡丹科植物资源较丰富，绝

大部分种类喜生于山坡、山谷的疏、密林下荫湿

处，除首次发现新药用植物肉穗草外，亦有 8 个

种发现新的县级分布地。  

从水平分布上看，野牡丹科植物分布范围几

乎遍布全省各个县市。除了地菍 Melastoma 

dodecandrum Lour.、金锦香 Osbeckia chinensis 

Linn.、秀丽野海棠 Bredia amoena Diels 等少数种

类分布较为分散，广泛分布于全省丘陵和山区各

地，其余大部分种类集中分布于浙江南部、西南

部以及中部的丘陵和山地。此外，在浙江东部以

及北部的平原地区也有少数野牡丹科植物分布。 

从垂直分布来看，浙江野牡丹科植物的垂直

分布范围在 0~1 500 m 之间。低海拔(≤500 m)分

布的种有野牡丹、叶底红、地菍等 10 种，仅见于

低海拔的种只有野牡丹和叶底红 2 种。大部分种

类可分布于海拔>1 000 m 的地方。垂直高度差距

较大(≥1 000 m)的种有秀丽野海棠、鸭脚茶、柏

拉木、地菍、金锦香，其中野海棠、地菍和金锦

香垂直幅度高差达 1 300 m。 

结合水平与垂直分布情况，可以看出秀丽野

海棠、地菍、金锦香等全省广布种的垂直分布幅

度也较宽，表现出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 

4  药用功效与价值 

4.1  棱果花属 Barthea Hook. F. 

棱果花 Barthea barthei (Hance) Krass.又名棱

果木，低矮灌木。根、叶供药用；具有止痛的功

效；主治各种痛症[1,7]。 

4.2  柏拉木属 Blastus Lour. 

柏拉木 Blastus cochinchinensis Lour.又名崩疮

药，灌木。全株或根、叶入药；味苦、涩，性凉；

归肝经；具有收敛止血、清热解毒、拔毒生肌的

功效；主治产后流血不止、月经过多、肠炎、腹

泻、风湿骨痛、肝硬化、疮疡肿毒、烫火伤、跌

打肿痛、外伤出血、湿疹、疥癞；根茎含鞣质，

可用于提制栲胶[1-2,8]。 

4.3  野海棠属 Bredia Bl. 

4.3.1  秀丽野海棠 Bredia amoena Diels  又名活

血丹，灌木。全株或根入药；味微苦，性平；归

肝、脾经；具有祛风利湿、活血调经的功效；全

株煎水内服有活血通经的作用，煎水洗可以消除

手脚浮肿，主治风湿痹病、月经不调、白带、疝

气、手脚浮肿、流火、跌打损伤、毒蛇咬伤[1-2,9]。 

4.3.2 无 腺 野 海 棠 Bredia amoena Diels var. 

eglandulata B. Y. Ding ex B. Y. Ding et Y. Y. Fang  

灌木。全株入药；具有活血通经等功效；主治月

经不调、崩漏、外伤出血等[3]。 

4.3.3  过路惊 Bredia quadrangularis Cogn.  又名

方枝野海棠，灌木。全株供药用；味苦，性微寒；

归心、肝经；具有熄风定惊的功效；主治小儿惊

风、夜啼[1,4,10]。 

4.3.4  鸭脚茶 Bredia sinensis (Diels) H. L. Li  又

名中华野海棠，灌木。根、叶或全株入药；味辛，

性平；归肝、脾、肾、肺经；具有祛风止痛、截

疟止泻的功效；主治头痛、感冒、腰痛、疟疾、

小儿腹泻等[1-5]。 

4.4  异药花属 Fordiophyton Stapf. 

4.4.1  肥肉草 Fordiophyton fordii (Oliv.) Krass.  

草本。全株入药；味甘、苦，性凉；归胃、大肠

经；具有清热利湿、凉血消肿的功效；主治痢疾、

腹泻、吐血、痔血[1-2]。 

4.4.2  斑叶异药花 Fordiophyton maculatum C. Y. 

Wu ex Z. Wei et Y. B. Chang  草本，与上种肥肉草

的区别在于叶片上面有白色斑点。全草入药；具

有清热解毒的功效[3]。 

4.5  野牡丹属 Melastoma Linn. 

4.5.1  地菍 Melastoma dodecandrum Lour.  灌木。

全株或根、果实入药；味甘、涩，性凉；归心、

肝、脾、肺经；具有涩肠止痢、舒筋止血、活血

安胎、清热燥湿、消肿解毒等功效；主治高热、

肺痈、咽肿、牙痛、赤白痢疾、黄疸、水肿、痛

经、崩漏、产后腹痛、痈肿、疗疮、痔疮、毒蛇

咬伤[1-2]。地菍为畲族习用药材“噶狗噜”，瑶族民

间药材“莫翁样”[11-12]。 

4.5.2  野牡丹 Melastoma candidum D. Don  灌

木。全株或果实、种子、根入药；味酸、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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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归脾、胃、肺、肝经；具有消积利湿、活血

止痛、清热解毒的功效；主治食积、泄痢、肝炎、

跌打肿痛、外伤出血、咳血、吐血、便血、月经

过多、崩漏、产后腹痛、白带、乳汁不下、血栓

性脉管炎、肠痈、疮肿、毒蛇咬伤[1-2]。 

4.6  金锦香属 Osbeckia Linn. 

4.6.1  金锦香 Osbeckia chinensis Linn.  又名天香

炉，直立草本或亚灌木。全株或根入药；味辛、

淡，性平；归肺、脾、肝、大肠经；具有化痰利

湿、祛痰止血、解毒消肿的功效；主治咳嗽、哮

喘、小儿疳积、泄泻痢疾、风湿痹痛、咯血、吐

血、便血、崩漏、痛经、经闭、产后 滞腹痛、

牙痛、脱肛、跌打伤肿、毒蛇咬伤[1-2]。 

4.6.2  朝天罐 Osbeckia opipara C. Y. Wu et C. 

Chen.  又名罐子草，灌木。枝叶入药；味苦、甘，

性平；归脾、肝、膀胱经；具有清热利湿、止血

调经的功效；主治湿热泻痢、淋痛、久咳、劳嗽、

咯血、月经不调、白带[1-2,6]。朝天罐为傣族、苗族、

侗族、壮族、哈尼族和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的习用

药材[13]。 

4.7  锦香草属 Phyllagathis Bl. 

4.7.1  叶底红 Phyllagathis fordii (Hance) C. Chen

又名叶下红，小灌木。全株入药；味微苦、甘，

性凉；归肝、心、膀胱经；具有养血调经、祛

等功效；主治月经不调、虚损性经闭、贫血、带

下、跌打、小儿疳积、疥疮等[1-2]。 

4.7.2  短毛熊巴掌 Phyllagathis cavaleriei (Lévl. et 

Vant.) Guillaum. var. tankahkeei (Merr.) C. Y. Wu ex 

C. Chen  草本。全株入药；味苦，性寒；归肝、

脾经；具有清热燥湿、解毒消肿的功效；主治湿

热泻痢、带下、阴囊肿大、中耳炎、月经不调、

崩漏[1-2]。 

4.8  肉穗草属 Sarcopyramis Wall. 

4.8.1  肉穗草 Sarcopyramis bodinieri lévl. et Van.

草本。全株入药；味甘、涩，性凉；归脾、肺、

肝经；具有清热利湿、消肿解毒的功效；主治热

毒血痢、暑湿泄泻、肺热咳嗽、目赤肿痛、吐血、

疗疮肿毒、外伤红肿、毒蛇咬伤[1-2]。 

4.8.2  楮头红 Sarcopyramis nepalensis Wall.  草

本。全株入药；味苦、甘，性微寒；归肺、肝经；

具有清热平肝、利湿解毒、清肝明目的功效；主

治肺热咳嗽、头目眩晕、耳鸣、耳聋、目赤羞明、

肝炎、风湿痹痛、跌打伤肿、蛇头疔、无名肿毒[1-2]。 

5  具有开发潜力的种类 

5.1  秀丽野海棠 Bredia amoena Diels 

秀丽野海棠株型紧凑，花型美观，花玫瑰色

或紫红色，蒴果近球形，花期和果期较长，极具

观赏价值，在全省分布广泛，资源数量较大，为

民间常用中草药，在《浙江民间常用草药》、《全

国中草药汇编》以及《浙江药用植物志》中均有

收载[1-2]。目前，国内外对秀丽野海棠的研究大部

分为资源收集、栽培繁殖和园林观赏等方面[14]，

而对其药用活性成分、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等方

面研究较少，是具有非常大开发潜力的药用植物。 

5.2  地菍 Melastoma dodecandrum Lour. 

    地菍在浙江省资源丰富，除浙北平原外各县

市均有分布。花淡紫红色至紫红色，浆果坛状球

形，幼时青绿色，熟时紫色，果可食用，亦可酿

酒，在《生草药性备要》、《岭南采药录》、《植物

名实图考》、《浙江民间常用草药》和《泉州本草》

等本草书籍中均有收载[1-2]。地菍中含有较多的酚

酸类、皂苷类、黄酮类、多糖类、氨基酸类、内

酯类、生物碱类以及微量元素等物质，具有止血、

抗氧化、抑制 AGE 的生成、抗炎镇痛、降血脂以

及降血糖等药理作用，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之一[15-16]。地菍是一种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食

用价值和药用价值的野生植物。深入研究地菍，

可为降糖药、降血脂药、抗衰老药、抗心血管疾

病药、镇痛药以及抗肿瘤药等新药的研发提供理

论依据和实验基础，具有很可观的开发前景。 

5.3  金锦香 Osbeckia chinensis Linn. 

金锦香产于浙江省丘陵至山区各地，分布范

围广，在民间有着悠久的用药历史，收载于《证

治准绳》、《生草药性备要》、《岭南采药录》、《陆

川本草》以及《浙江民间常用草药》等本草书籍

中[2]。金锦香中含有丰富的黄酮类、氨基酸类、酚

类以及糖类等化学物质，具有降血糖、保护肝损

伤和抗氧化等作用[17]，在临床上应用广泛，然而

其活性成分、药理作用机制、种质遗传、培养繁

殖、品质评价以及内生真菌等方面亟待进一步的

开发研究。 

5.4  楮头红 Sarcopyramis nepalensis Wall. 

楮头红生长于土壤肥沃、腐殖质层较厚的林

下、溪沟边以及阴坡等荫湿处，资源数量较大，

民间习称“风柜斗草”，在《四川中药志》、《福建

药物志》和《广西药用植物名录》等本草书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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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记载，是一种极具药用价值的中草药资源[2]。

楮头红含有氨基酸、蛋白质、有机酸、酚类鞣质、

多糖、皂苷和黄酮等多种化学成分，临床上主要

用于治疗急慢性肝炎、抗氧化、凉血解毒或提高

免疫力来减少疾病对身体造成的侵害[18-19]。楮头

红作为保肝护肝的良药，市场需求巨大而野生资

源逐渐减少，因此对其组织培养和人工栽培等研

究迫在眉睫，开发潜力巨大。 

6  结论 

6.1  资源种类丰富及分布特点显著 

    浙江省共有野牡丹科植物 8 属，16 种(包括 2

变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有 14 种，首次发现新药用

植物肉穗草。浙江省野牡丹科植物产区基本上位于

浙江省的南部、西南部以及中部一定海拔的丘陵和

山地，而在东部以及北部的平原地区分布较少。 

6.2  药用价值的挖掘 

    野牡丹科药用植物普遍具有清热解毒、活血

止血、补脾益肾、清热利湿及清肝明目等功效，

现代研究也证实部分植物药理作用显著，潜在开

发前景巨大。部分野牡丹科植物为少数民族常用

药材，民族药的健康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

重视并发掘民族药对民族复兴具有伟大的意义。 

6.3  加强资源保护 

    野牡丹科药用植物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导

致野生植物资源减少。对浙江省野牡丹科药用植

物资源的调查研究，有利于摸清家底，了解其种

类、分布、生境、用途、蕴藏量、资源的消长变

化和更新能力等；有利于挖掘新的资源，并进行

有效的保护；有利于揭示资源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制定合理的开发利用计划，选育良好品种，防止

物种遗传多样性和优良遗传基因的丢失，对资源

的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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