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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湖北罗田大别山天堂寨、青苔关2 个地方的药用苔藓植物资源进行了初步调查 ,发现这2 个地方共有药用苔藓植物21 种 ,隶属
14 科18 属。列出了各药用苔藓植物的分布及药用功能 , 并提出了该地区药用苔藓植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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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the Medicinal Bryophytes Resources of the Dabie Mountains in Luotian County of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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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li minarily reports the medicinal bryophytes which distributed in Tiantangzhai Mountain and Qingtaiguan Mountai n of Luotian
county in Hubei province . There are 21 species medici nal bryophytes i n 14 families 18 genera in Luotian county . The paper lists the distribution and
medicinal function of each bryophyte . Finally , some suggestions for protec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wild bryophytes resources are pu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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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苔藓植物是一类从水生向陆生过渡的绿色自养型群体 ,

它体形矮小、构造特殊、分布广泛、适应性强, 在植物界系统

演化及生态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苔藓植物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 , 特别是在药用方面, 苔藓植物被利用的历史较

久。早在11 世纪中期, 我国的《嘉皊本草》已记载土马马宗( 大

金发藓) 能清热解毒;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记载了少

数可供药用的苔藓植物。目前药用苔藓植物在湖北、山西、

山东等省区的分布及组成已有报道[ 1 - 4] , 但未见对湖北罗田

药用苔藓植物的研究尚无报道。为此, 笔者对湖北罗田天堂

寨、青苔关药用苔藓植物的种类进行初步调查研究, 以期为

该区域药用苔藓植物的开发利用及种质资源保护提供依据。

1  概况

罗田县位于湖北省东部, 大别山南麓, 地势北高南低, 地

处北纬29°45′～31°48′, 东经114°～116°07′。天堂寨位于罗田

县东北部, 与安徽省接壤, 最高点海拔1 729 m。青苔关位于

罗田县东北部、天堂寨西北方, 也与安徽省接壤, 最高点海拔

1 470 m。两地都位于湖北省大别山自然保护区核心内。植

被类型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气候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

年平均气温16 .4 ℃ , 极端最高气温40 .7 ℃, 极端最低气温

- 14 .6 ℃ , 年平均无霜期238 d , 年均降水量1 356 mm。据不

完全统计, 湖北大别山现有维管植物181 科725 属约1 800 种

( 含蕨类植物24 科41 属85 种, 裸子植物7 科16 属24 种, 被

子植物150 科688 属1 660 多种) , 热带、亚热带植物异常丰

富, 暖温带、温带植物也占很大比重。该区植物与世界各温

带植物和热带植物有广泛联系, 符合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地理

位置的植物分布特点, 是热带和温带地区植物的交汇中

心[ 5 - 6] 。

2  药用苔藓植物资源状况

2 .1  药用苔藓植物的种类 1999～2005 年, 笔者在罗田县青

苔关、天堂寨2 处采集苔藓植物标本1 000 余个, 据初步统

计, 共有苔藓植物30 科64 属143 种( 含4 变种) , 其中药用苔

藓植物 14 科 18 属21 种, 分别占总数的 46 .7 % 、28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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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7 % , 约占全国药用苔藓植物总数的36 .2 %[ 1] , 并且地钱、

小羽藓等药用苔藓植物都是当地的优势种。罗田天堂寨、青

苔关药用苔藓植物名录见表1。

2 .2 药用苔藓植物的分布、生境及药用功效[ 2 - 4 ,7- 11]

( 1) 石地钱。分布及生境: 我国各省区都有分布, 多生于

较干燥的石壁、土坡和岩隙土上。功效 : 全草入药 , 味微涩 ,

性凉。用于消肿止痛 , 治外伤出血, 跌打肿痛等。

( 2) 蛇苔。分布及生境: 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 多生于溪

边、林下阴湿碎石和土上。功效: 全草入药, 味甘、辛, 性寒 ,

能清热解毒, 消肿止痛。可治疗肺结核, 外治跌打损伤、毒蛇

咬伤、毒疮、烧伤烫伤、骨折无名肿痛等; 对淋巴细胞白血病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3) 小蛇苔。分布及生境: 分布于我国各省区, 多生于土

表及沟边石壁上。功效: 全草入药, 味微苦、涩、凉。可消肿

止痛、解毒, 治疔疮、蛇咬伤等。

( 4) 地钱。分布及生境: 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多生于

阴湿的土坡和岩石上; 在西南地区, 路边和住宅附近也常见。

功效: 全草入药, 味甘、辛, 性凉 , 能生肌解毒, 清热止痛。治

毒疮、刀伤、骨折、毒蛇咬伤、烫伤、无名肿痛以及黄疸性肝

炎、结核病等。

( 5) 黄牛毛藓。分布及生境: 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各省

区, 多生于山坡和空旷林地上。功效: 全草入药, 味苦, 性凉 ,

能清热凉血, 化瘀生肌。可治小儿惊风、刀伤、咯血、吐血、跌

打损伤、外伤出血等。

(6) 梨蒴曲柄藓。分布及生境: 分布于黑龙江、吉林、辽

宁、山东及陕西等省, 多生于腐木、湿岩石或泥炭质土上。功

效: 全草入药, 味辛, 性温。可治老年虚咳、跌打损伤、风湿麻

木等症。

(7) 小石藓。分布及生境: 分布于江苏、福建、湖北、陕

西、甘肃、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和东北地区, 生于岩面薄土

上。功效: 全草入药 , 味淡, 性平, 能清热解毒。可治急慢性

鼻炎、鼻窦炎。

( 8) 葫芦藓。分布及生境: 分布于我国南北各地, 常生于

近人处有机质丰富的土壤上。功效: 全草入药, 味辛、涩 , 性

平, 能舒筋活血、消炎镇痛、祛风通络、除湿止血。可治鼻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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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劳伤吐血、肺咯血、跌打损伤、湿气脚病等。

  表1 罗田天堂寨、青苔关药用苔藓植物名录

科名 属名 种名

瘤冠苔科Gri maldiaceae 石地钱属 Reboulia Raddi 石地钱 Rebouli a hemisphaerica( L.) Raddi .

蛇苔科Conocephalaceae 蛇苔属 Conocephalum Weber . 蛇苔 Conocephallumconicum( L.) Dumort .

小蛇苔 Conocephalumsuprodecompositum ( Lindb .) Steph.

地钱科Marchantiaceae 地钱属 Marchantia L. 地钱 Marchanti a polymorpha L.

牛毛藓科Ditrichaceae 牛毛藓属 Ditrichu m Hamp 黄牛毛藓 Ditrichu mpallidu m( Hedw.) Hamp .

曲尾藓科Dicranaceae 曲柄藓属 Campylopus 梨蒴曲柄藓 Ca mpylopus pyriformis

丛藓科Pottiaceae 小石藓属 Weisia 小石藓 Weisia controversa Hedw.

葫芦藓科Funariaceae 葫芦藓属 Funaria Hedw. 葫芦藓 Funaria hygrometrica Hedw.

真藓科Bryaceae 真藓属 Bryum Dill 真藓 Bryum argenteum Hedw.

大叶藓属 Rhodobryu m( Schi mp.) Hamp . 大叶藓 Rhodobryum roseum

提灯藓科Mniaceae 提灯藓属 Mnium 尖叶走灯藓 Plagiomniu mcuspidatum ( Hedw.) T. Kop .

珠藓科Bartramiaceae 珠藓属 Bartr amia Hedw 直叶珠藓 Barta mia ithphylla Brid .

羽藓科Thuidiaceae 羽藓属Thuidium 大羽藓Thuidium Cymbifolium ( Doz . et Molk . ) Doz . et Molk .

小羽藓属 Haplocladium 细叶小羽藓 Bryohaplocladium microphyllum ( Hedw.) Watan. et Iwats

小羽藓 Bryohaplocladi umcapillatum ( Mitt .) Broth.

绢藓科Entodontaceae 绢藓属 Entodon 密叶绢藓 Entodon compressus

灰藓科Hypnaceae 灰藓属 Hypnum Hedw. 大灰藓 Hypnum plumaefor me

鳞叶藓属Taxiphyllum 鳞叶藓Taxiphyllum taxir ameum

金发藓科Polytrichaceae 小金发藓属 PogonatumP .beauv . 东亚小金发藓 Pogonatuminflexum ( Lindb .) Lac .

金发藓属 PogonatumP. Beauv. 疣小金发藓 Pogonatum urnigerum

金发藓 Polytrichumcommune Hedw.

  ( 9) 真藓。分布及生境: 分布于我国各地, 常生于砂石质

含氮较多的粘土上。功效: 全草入药, 味涩, 性凉 , 能清热解

毒。用于治疗细菌性痢疾, 此外, 与葫芦藓合用治鼻窦炎有

特效。

( 10) 大叶藓。分布及生境: 分布于吉林、辽宁、陕西、山

西、内蒙、江西、福建、新疆、西藏、贵州、河北、河南、黑龙江、四

川、山东、台湾、云南及浙江等地。常生于土壤或岩面薄土

上, 有时生于树干基部或腐木上。功效: 全草入药, 味淡、微

苦, 性平 , 能清热解毒、利湿、壮阳滋肾、镇静安神。可治神经

衰弱、心悸、胸闷、心绞痛、冠心病、高血压等。

( 11) 尖叶走灯藓。分布及生境: 广泛分布于全国各省区。

在山区、原野和城镇附近的溪边、阴湿土坡或树干基部成片

生长。功效 : 全草入药, 味淡, 性凉, 可止血。主治妇女蹦漏、

烧伤; 对淋巴细胞白血病和神经细胞胶质瘤有抑制作用。

( 12) 直叶珠藓。分布及生境: 分布于吉林、辽宁、安徽、贵

州、陕西、四川、黑龙江、内蒙、云南、新疆及台湾等地 , 常生于

砂质粘土上或岩石表面以及平原或高山森林郁闭处。功效 :

全草入药, 能镇静安神。治心慌心烦、癫痫、中风不语。

( 13) 大羽藓。分布及生境: 广泛分布于我国南北各省区 ,

常生于石面、林边土表和树干基部。功效: 全草入药, 味淡 ,

性凉, 能清热、拔毒生肌等。可治肺炎球菌及水火烫伤。

( 14) 细叶小羽藓。分布及生境: 分布于东北、西北和东部

诸省平原地区, 常生于草地、土表、石面或树干基部。功效 :

全草入药, 味苦、辛, 性凉, 能清热解毒、消炎止痛。对扁桃体

炎、乳腺炎、气管炎、肠胃炎、尿道炎等炎症有一定疗效, 药效

同青霉素。

( 15) 小羽藓。分布及生境: 分布于我国东北、华东、西北、

西南等地, 常生于林下及林缘的土壤、岩石或树干基部。功

效: 全草入药, 味微涩, 性凉, 能清热解毒。可治扁桃体炎、尿

路感染、乳腺炎、丹毒、疖肿、肺炎、膀胱炎、中耳炎、产后感染

等。也可用其制成“青苔素”针剂, 功效同青霉素。

( 16) 密叶绢藓。分布及生境: 分布于东北、陕西、贵州、云

南、福建和浙江等地 , 常生于树干基部或岩面。功效: 全草入

药, 味涩, 性平。有利尿功能 , 多用于治水肿病等。

( 17) 大灰藓。分布及生境: 分布于我国南北各省山区, 常

生于低山松林或杉木林的林下土表、岩面或树干上。功效 :

全草入药, 味甘, 性凉 , 能清热凉血。可治烧伤、咯血、吐血、

血崩等症。

( 18) 鳞叶藓。分布及生境: 分布于长江流域各省。多生

于阴湿土壤、岩面薄土上以及树干基部 , 常成大片群落。功

效: 全草入药, 味淡, 性凉。可止血消炎, 用于治疗外伤出血。

  ( 19) 东亚小金发藓。分布及生境: 分布于吉林、陕西、山

东、江西、江苏、安徽、福建、广东、贵州、广西、海南、河北、湖

北、湖南、辽宁、上海、四川、台湾、西藏、云南及浙江等地, 常生

于砂石质粘土上。功效: 全草入药, 味辛 , 性温, 可镇静安神 ,

软化动脉, 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用于治疗神经衰弱、心悸

怔冲、心血管系统疾病, 对胸闷及心绞痛也有一定疗效。

( 20) 疣小金发藓。分布及生境: 分布于我国南北各省区 ,

常生于林边或路旁土坡上。功效: 全草药用, 味辛, 性温 , 可

镇静安神。用于治心悸怔冲、神经衰弱等。

( 21) 金发藓。分布及生境: 分布于吉林、辽宁、江西、上

海、四川、内蒙、河南、江苏、安徽、贵州、广西、湖北、黑龙江、台

湾、新疆、云南及浙江等地, 常土生或腐殖质生。功效 : 全草

入药, 味甘, 性凉 , 能滋阴清热、止血汗。可治久热不退、肺病

咳嗽、盗汗、吐血、便血、崩漏、跌打损伤、子宫脱垂、刀伤出血

等症; 对高夫克氏球菌、金色葡萄菌、肺炎球菌、结核杆菌有

抗性; 对淋巴细胞白血病等癌症有一定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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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研究水曲柳林的水文效应方面特别是水曲柳林枯落物层 的水源涵养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表1 森林枯落物层持水能力的比较 %

林分类型  
自然含水率

未分解 半分解 平均

最大持水率

未分解 半分解 平均

有效持水率

未分解 半分解 平均

天然水曲柳林 14 .12 24 .10 19 .11 364.67 445 .32 405 .00  95 .85 354 .43 325 .14
天然蒙古栎林 11 .38 24 .97 18 .17 380.54 417 .99 399 .26 312 .08 330 .32 321 .20
兴安落叶松人工林 27 .98 37 .26 32 .62 382.24 381 .73 381 .99 296 .93 287 .21 292 .07
天然杂木林 22 .10 36 .26 26 .94 373.80 364 .97 369 .39 295 .63 273 .97 284 .80
天然硬阔混交林 27 .28 40 .35 33 .82 389.58 356 .83 373 .21 303 .86 262 .96 283 .41
红松人工林 15 .84 30 .90 23 .37 324.88 389 .91 357 .40 260 .31 300 .52 280 .42
天然白桦林 17 .39 17 .56 17 .48 301.09 351 .89 326 .49 238 .53 281 .55 260 .04
大青杨人工林 21 .59 32 .95 27 .27 354.57 273 .27 313 .92 279 .79 199 .33 239 .56
樟子松人工林 17 .80 26 .07 21 .93 242.54 339 .70 291 .12 188 .36 262 .68 22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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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药用苔藓植物资源利用现状及开发利用措施  

3 .1  资源利用现状  在民间中草药中, 对苔藓植物的利用

已有较长历史。最近国内外学者对苔藓植物药用价值的研

究有了很大进展 , 已经筛选出多种对很多疾病有较好疗效

的苔藓植物。如梨蒴珠藓和尖叶走灯藓 , 它们对淋巴细胞

白血病和神经细胞胶质瘤等癌症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罗

田天堂寨、青苔关及周边地区苔藓植物资源丰富 , 分布广

泛。但由于苔藓植物个体小、采集困难以及人们对其药用

价值认识不足, 因此人们对药用苔藓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重视程度不够 , 积极性不高。

3 .2  开发利用措施 

3 .2 .1 深入调查研究苔藓植物资源。进一步对罗田天堂

寨、青苔关内药用苔藓植物的种质资源进行深入细致的调

查研究 , 掌握罗田药用苔藓植物种类、分布、蕴藏量的详细

情况以及各种药用苔藓植物生长对环境条件的要求。为药

用苔藓植物的开发利用打下基础。

3 .2 .2  重视苔藓植物资源保护。天堂寨、青苔关是罗田境

内植物资源保存最好的区域, 尤其是苔藓植物。可以在有

关部门的引导和支持下 , 继续保护好现有的苔藓植物资源,

同时大量引进适合该地区生长的苔藓植物, 为药用苔藓植

物资源建立一个长期的种质资源库。

3 .2 .3 提高人们对苔藓植物的认识。苔藓植物不仅可以

美化环境, 而且其中多种可以作为药材使用。对于抗病性

好、药效高的苔藓植物 , 可以有计划、合理地推广、开发。开

发时尽量做到采、留结合, 统筹兼顾 , 既考虑到当前需要, 又

考虑到长远利益。

3 .2 .4  扩大苔藓植物生产。创造适宜的环境条件 , 对药用

价值高的苔藓植物进行人工栽培( 如组织培养等) , 扩大生

产规模 , 同时利用现有的种质资源建立药用苔藓植物生产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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