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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地区伞形科药用植物资源调查及区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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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野外调查、民间走访，查阅文献资料，初步探知昆明地区伞形科植物资源的种类、分布特点、区系类型、化

学成分、海拔、生境、药用部位、性味和药用价值等；昆明地区有伞形科野生药用植物１９属，３０种（含变种），且多数
种类开发利用不够．提出了科学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一植物资源的建议，期望能确保伞形科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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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里森在１６７２年根据果实的特征将伞形科植
物划分为９属，１６５种．林奈以总苞与小总苞作为鉴
别特征在他的《植物种志》中将伞形科植物划分为

４５属．德鲁德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将伞形科分
为变豆菜亚科（Ｓａｎｉｃｕｌｏｉｄｅａｅ）、天胡荽亚科（Ｈｙｄｒｏ
ｃｏｔｙｌｏｉｄｅａｅ）和芹亚科（Ａｐｉｏｉｄｅａｅ）３个亚科．目前全
世界伞形科（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植物约有 ２７５属，２８５０
种；而中国约有９５属，５２５种．大多数伞形科植物为
１ａ至多年生草本植物，伞形科植物中有较多的经济
植物，可作为药材、农药、香料、蔬菜等．其根类可用
于防治咳喘、风湿痈痛、风寒感冒；全草可用于治疗

风湿痈痛、痈疮肿毒、感冒咳嗽；入药用的有防风

（Ｓａｐｏｓｈｎｉｋｏｖｉａ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ａ）、当归（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前胡（Ｐｅｕｃｅｄａｎｕｍｓｐｐ）等；其果实主要用于腹痛、
胃痛和胃消食、驱风理气、杀菌、驱虫等，杀虫或抗

菌用的有蛇床子（Ｃｎｉｄｉｕｍｍｏｎｎｉｅｒｉ）、毒参（Ｃｏｎｉｕｍ
ｍａｃｕｔａｔｕｍ）、刺 果 芹 （Ｔｕｒｇｅｎｉａ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毒 芹
（Ｃｏｎｉｕｍ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ｍ）等；在蔬菜食用方面，常见的
有胡萝卜（Ｄａｕｃｕｓｃａｒｏｔａｖａｒ．ｓａｔｉｖａ）、芫荽（Ｃｏｒｉａｎ
ｄｒｕｍｓａｔｉｖｕｍ）、芹菜（Ａｐｉｕｍｇｒａｖｅｏｌｅｎｓ）等；做香料
和调料用的有莳萝（Ａｎｅｔｈｕｍ ｇｒａｖｅｏｌｅｎｓ）、茴香

（Ｆｏｅｎｉｃｕｌｕｍｖｕｌｇａｒｅ）等［１］．拟在野外调查、民间走
访的基础上，查阅各种资料，探明昆明地区伞形科

植物的种类、分布特点、区系类型、适生环境、药用

部位与成分，旨在为合理开发利用这些植物提供

科学理论依据．

１　昆明地区自然概况

昆明市地处云南省中部，包括五华、盘龙、官渡、

西山、东川、呈贡、富民、安宁、晋宁、宜良、石林、嵩

明、禄劝、寻甸等区（县、市）．位于北纬 ２４°２３′～
２６°３３′，东经 １０２°１０′～１０３°４０′，境内有湖泊、盆地、
高山（禄劝县境内的轿子山马鬃岭，海拔４２４７ｍ）
及深谷（禄劝县境内普渡河与金沙江汇合处，海拔

７４６ｍ），为典型季风气候；冬暖夏凉，气候温和，气
温年温差小、日温差大，常年平均气温１５６℃，最冷
月（１月）平均气温７７℃，最热月（７月）平均气温
１９８℃；全年日照２２５０ｈ，无霜期２３０ｄ；５～１０月为
雨季，降雨量９６０ｍｍ，１１月至翌年４月为旱季，降雨
量１１８ｍｍ，平均年降水量１０７９ｍｍ，属半湿润区，且
干湿季明显［２］，立体气候明显，适生各类植物，其中

蕴藏了大量的药用植物资源．



２　调查方法

在对昆明各县（区）实地选点考察基础上，结合２０
多年来野外调查记录、标本采集鉴定、查阅已有文献资

料等，确定野生伞形科资源植物名录，鉴定名录所参阅

的主要文献资料有《昆明种子植物要览》、《云南植物

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植物志》等．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昆明地区野生伞形科药用植物资源
昆明地区伞形科药用植物有１９个属，３０个种

（含变种），其分布、化学成分、海拔、生境、功效、药

用部位和性味见文后附表Ａ．
３２　昆明地区伞形科药用植物属种的区系类型

根据吴征镒对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划分方法，将

昆明地区伞形科药用植物属划分为１０个分布区类
型，见表１．

表１　昆明地区伞形科药用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３］

分布区类型 属数
百分比

／％
种数

百分比

／％
世界分布 ３ — ４ —

泛热带分布 ２ １２５０ ２ ７６８
北温带分布 ４ ２５００ ６ ２３０８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

布“全温带”
２ １２５０ ６ ２３０８

旧世界热带分布 ２ １２５０ ６ ２３０８
地中海区、西亚（或中

亚）和中亚间断分布
１ ６２５ １ ３８５

欧亚和南部非洲（有时也

在大洋洲）间断分布
１ ６２５ １ ３８５

地中海地区、西亚至中亚

分布
２ １２５０ ２ ７６８

东亚分布 １ ６２５ １ ３８５
中国特有分布 １ ６２５ １ ３８５
合计 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４　讨论

４１　昆明地区伞形科药用植物资源区系分析
昆明地区伞形科药用植物有１９个属，３０个种

（含变种），根据吴征镒对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划分方

法，可将昆明地区伞形科药用植物属划分为１０个分
布区类型［３］分析如下：

世界分布有芹菜属（Ａｐｉｕｍ）、杏叶防风属
（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ａ）、变豆菜属（Ｓａｎｉｃｕｌａ）３个属；

泛热带分布有积雪草属（Ｃｅｎｔｅｌｌａ）、满天星属
（Ｈｙｄｒｏｃｏｔｙｌｅ）２个属；

北温带分布有鸭儿芹属（Ｃｒｙｐｔｏｔａｅｎ）、胡萝卜属
（Ｄａｕｃｕｓ）、白芷属（Ｈｅｒａｃｌｅｕｍ）、藁本属（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
４个属；

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全温带”有当归属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柴胡属（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２个属；
旧世界温带分布有水芹属（Ｏｅｎａｎｔｈｅ）、防风属

（Ｓｅｓｅｌｉ）２个属；
地中海区、西亚（或中亚）和中亚间断分布有窃

衣属（Ｔｏｒｉｌｌｉｓ）１个属；
欧亚和南部非洲（有时也在大洋洲）间断分布

有蛇床属（Ｃｎｉｄｉｕｍ）１个属；
地中海地区、西亚至中亚分布有芫荽属（Ｃｏｒｉ

ａｎｄｒｕｍ）、茴香属（Ｆｏｅｎｉｃｕｌｕｍ）２个属；
东亚分布有拟囊果芹属（Ｐｈｙｓｏｓｐｅｒｍ）１个属；
中国特有分布有滇芹属（Ｓｉｎｏｄｉｅｌｓｉａ）１个属．

４２　保护和开发利用伞形科药用植物资源的建议
昆明地区野生伞形科药用植物资源较为丰富，

但由于滥采滥挖、紫茎泽兰等外来物种入侵等原因，

导致资源日益减少．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本地伞
形科药用植物资源，提出以下建议．
４２１　避免过度采集造成对伞形科药材资源的不

利影响

调查中发现，一些重要的伞形科药用植物种质资

源，如川芎、滇白芷、白亮独活、柴胡等重要药材野外

资源数量急剧减少．尤其是一些对生态环境要求较高
的贵重中药材，由于过度采集，已造成中药材资源的

严重短缺．因此，加强对种质资源的保护显得很重要．
４２２　伞形科植物药材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

利用

伞形科植物药材资源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和

合理开发利用不仅对医药产业长期持续发展有直接

影响，而且对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也有重要意义．
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科学合理开发，对

重要的药用植物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和深入研究，

已成为科技工作者迫不急待的问题．
４２３　伞形科植物资源的合理采集

通过调查研究，在计算最大可持续利用量的基

础上，进行有计划、定点、定时、定量采集，确保伞形

科植物资源的更新和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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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Ａ　昆明地区野生伞形科药用植物资源［４－１３］

中文名 拉丁名 分布 化学成分 海拔／ｍ 生境 功效 药用部位 性味

当归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Ｏｌｉｖ．）Ｄｉｅｌｓ

昆明、禄劝

正丁烯酰内酯、阿魏酸、烟

酸、蔗糖和多种氨基酸、倍

半萜类化合物

１８００～
２５００

栽培

补血、活血、调

血、月经不调、

产后腹痛

根 甘、辛、温

芹菜
Ａｐｉｕｍｇｒａｖｅｏｌｅｎｓ
Ｌｉｎｎ．

各区县
苯乙醛、烯丙基苯酚乙酸

酯、苯戊醇、２－丙基－苯酚
不详

向阳沙

壤土

降压利尿、

凉血止血
根、茎

甘、微辛、

凉

川滇

柴胡

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ｃａｎｄｏｌｌｅｉ
Ｗａｌｌ．ｅｘＤＣ．

昆明、禄劝

戊酸、已酸、庚酸、２－庚烯酸、
辛酸、２－辛烯酸、壬酸、２－壬
酸、苯酚、邻 －甲氧基苯酚、
γ－辛内酯、γ－癸内酯、丁香
油酚、甲苯酚、已基苯酚、百里

香酚

２２００～
２９００

山坡、

草地

驱风解热、

疏肝散瘀
全草 苦、微寒

匍枝

柴胡

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ｄａｌｈｏｕｓｉ
ｅａｎｕｍ（ＣＢＣａｒｋｅ）
ＫＰｏｌ

昆明、禄劝

柠檬烯、月桂烯、右旋香荆芥

酮、反式香苇醇、桃金娘醇、

α－松油醇、芳樟醇、?牛苗
儿醇、正十三烷

４１００
山坡、

草地
发表退热 果实 苦、微寒

空心

柴胡

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ｌｏｎｇｉｃａｕｌｅ
Ｗａｌｌ．ｅｘＤＣ．ｖａｒ．
ｆｒａｎｃｈｅｔｉｉｄｅＢｏｉｓｓ．

禄劝、石林
草烯、反式丁香烯、长叶

烯、十六酸

１４００～
４０００

不详
和解 表 里、疏

肝、升阳
全草 苦、凉

竹叶

柴胡

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ｍａｒｇｉｎａｔ
ｕｍＷａｌｌ．ｅｘＤＣ．

昆明

２－庚烯酸、辛酸、２－辛烯
酸、壬酸、２－壬酸、苯酚、
邻－甲氧基苯酚、γ－辛内
酯、γ－癸内酯、丁香油酚、
γ－十一烷酸内酯、甲苯酚、
已基苯酚、百里香酚、柠檬

烯、月桂烯、右旋香荆芥酮、

桃金娘醇、α－松油醇、芳樟
醇、?牛儿醇

１８００～
２７００

干燥灌

木林

发表退热、解疮

毒、疏肝
全草 苦、凉

小柴胡

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ｔｅｎｕｅ
Ｂｕｃｈ．Ｈａｍ．ｅｘ
Ｄ．Ｄｏｎ

昆明

戊酸、已酸、庚酸、２－庚烯
酸、辛酸、２－辛烯酸、壬酸、
２－壬酸、苯酚、邻 －甲氧基
苯酚、γ－癸内酯、丁香油
酚、甲苯酚、已基苯酚、百里

香酚、正十三烷

１８００～
２６００

溪边、

峡谷

和解表里、疏肝

解郁、升阳
全草 苦、微寒

积雪草
Ｃｅｎｔｅｌｌａ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Ｌｉｎｎ．）Ｕｒｂａｎ

各区县

积雪草甙、参枯尼甙、异参

枯尼甙、羟基积雪草甙、山

柰素和槲皮素、内消旋肌醇

１３００～
２２００

路边、

荒地

清热 解 毒、止

血、利尿、活血

祛瘀、凉血

全草
微苦、甘、

微凉

蛇床
Ｃｎｉｄｉｕｍｍｏｎｎｉｅｒｉ
（Ｌｉｎｎ）Ｃｕｓｓｏｎ

富民

蒎烯、异缬草酸龙脑酯、二

氢欧山芹醇、佛手柑内酯、

蛇床花素、异茴芹素

９００～
２１００

田野、河

边、路旁、

草地

祛风燥湿、杀虫

止痒、温肾助阳

果实、根

茎、根
辛、温

芫荽
Ｃｏｒｉａｎｄｒｕｍｓａｔｉｖｕｍ
Ｌｉｎｎ

各区县

正癸醛、壬醛和芳樟醇等、

芫荽异香豆精、二氢芫菜异

香豆精、芫荽异香豆酮、伞

形花内酯、花椒毒酚和东莨

菪素、异槲皮甙、芸香甙

４００～
２５００

园地、

栽培

发表、透疹、健

胃消 食、散 寒

理气

全草 辛、温

鸭儿芹
Ｃｒｙｐｔｏｔａｅｎ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Ｈａｓｓｋ．

富民、禄劝

异亚丙基丙酮、异丙烯基丙

酮、蒎烯、樟烯、β－月桂烯、
４－羟基鞘氨醇

１４００～
２３００

林下阴

湿处

消炎、解毒、活

血、消肿
全草 辛、苦、平

胡萝卜
ＤａｕｃｕｓｃａｒｏｔａＬｉｎｎ．
ｖａｒ．ｓａｔｉｖａＤＣ．

各区县

胡萝卜素、花色素、糖、脂肪

油、挥发油、伞形花内酯、

α－蒎烯、樟烯、月桂烯、
α－水芹烯

不详 栽培

下气补中、安五

脏、润肠胃、助

消化

根 甘、平

茴香
Ｆｏｅｎｉｃｕｌｕｍｖａｌｇａｒｅ
Ｍｉｌｌ．

各区县

反式茴香脑、ｄ－小茴香酮、
甲基胡椒酚、茴香醛、β－香
叶烯、α－蒎烯、莰烯、β－蒎
烯、α－水芹烯、ｐ－伞花醇、
齐墩果酸、谷甾醇、豆甾醇

１９００～
２８００

栽培

理气止痛、温中

和胃、解 表 透

疹、温肾散寒

全草 辛、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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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文名 拉丁名 分布 化学成分 海拔／ｍ 生境 功效 药用部位 性味

白亮

独活

Ｈｅｒａｃｌｅｕｍｃａｎｄｉｃａｎｓ
Ｗａｌｌ．ｅｘＤＣ．

昆明、东川

柑内酯、独活内酯、独活醇、

异茴芹香豆精、花椒毒素、

软木花椒素、白芷素、硬脂

酸、β－谷甾醇

１９００～
２０００

山坡灌

木林下、

草丛中

消炎止咳、祛风

除湿
根 辛、苦、温

滇白芷
Ｈｅｒａｃｌｅｕｍｓｃａｂｒｉｄｕｍ
Ｆｒａｎｃｈ．

昆明 佛手柑内酯、珊瑚菜素
１９００～
４１００

河岸、

溪边

解表散寒、祛风

燥湿、消肿止痛
根 辛、温

满天星
Ｈｙｄｒｏｃｏｔｙｌｅｓｉｂｔｈｏｒｐ
ｉｏｉｄｅｓＬａｍ．

东川、富民
菜油甾醇、豆甾醇、β－谷甾
醇、环鸦片甾烯醇

５００～
２７００

路旁草

地阴湿

处

清热解毒、祛痰

止咳、健 脾 利

湿、散瘀消肿

全草
甘、淡、微

苦、凉

短裂

藁本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ｂｒａｃｈｙｌｏ
ｂｕｍＦｒａｎｃｈ．

东川 α－蒎烯、β－蒎烯、柠檬烯
２３００～
３５００

林下、

草地

发表镇痛、祛风

利湿
根 甘、辛、温

黄藁本
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Ｆｒａｎｃｈ．

禄劝、东川
龙脑乙酸乙酯、丁香烯氧化

物、辛酸、匙叶桉油烯醇

２８００～
３２００

湿润处
驱风 寒、祛 湿

通经
根、根茎 辛、温

少花

水芹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ｂｅｎｇｈａｌｅ
ｎｓｉｓ（Ｒｏｘｂ．）Ｋｕｒｚ．

各区县

４－二氢夫内酯、３－异亚丁基
夫内酯、以及顺式和反式氧

化苎烯、二氢香芹酮、α－紫
罗酮、二氢香芹醇、瑟丹内酯

５００～
２０００

水边、沼

泽地

平肝、解表、

透疹
全草 甘、平

西南

水芹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ｄｉｅｌｓｉｉ
Ｂｏｉｓｓ．

富民、禄劝 不详
７００～
２５００

水沟旁
祛风、清 热 解

毒、降压
全草 微苦、寒

水芹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ＢＩ．）ＤＣ．

各区县

苯氧乙酸烯丙酯、２，３－二
氢－３－甲基 －３－苯并呋
喃甲醇、柠檬烯

９００～
３６００

湿润地、

水沟中

清热利尿、解毒

消肿、止血、降

血压

全草 甘、平

拟囊

果芹

Ｐｈｙｓｏｓｐｅｒｍｏｐｓｉｓｄｅｌａ
ｖａｙｉ（Ｆｒａｎｃｈ．）
Ｗｏｌｆｆ．

富民、宜良 不详
１５００～
３０００

山坡、草

地、林边

祛痰止咳、清热

解毒
根 辛、苦、凉

杏叶

防风

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ａｃａｎｄｏｌｌｅ
ａｎａＷｉｇｈｔｅｔＡｒｎ．

禄劝
姜烯、β－石竹烯、α－香柠
檬烯、十六烷酸

１４００～
３０００

草坡、稀

疏灌木林

缘、松林

解表、行气、健

胃、祛风除湿、

解毒、截疟、活

血、消肿

全草 辛、温

异叶

防风

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ａｄｉｖｅｒｓｉｆ
ｏｌｉａＤＣ．

宜良
水芹烯、β－花柏烯、β－榄
香烯和β－法尼烯

５００～
３５００

灌木丛

散瘀消肿、祛风

散寒、止痛、解

表、化积

全草
辛、 甘、

微温

川滇变

豆菜

Ｓａｎｉｃｕｌａａｓｔｒａｎｔｉ
ｉｆｏｌｉａＷｏｌｆｆｅｘ
Ｋｒｅｔｓｃｈ．

昆明 不详
１８００～
３２００

祛风 湿、利 筋

骨、补肺益肾
全草 甘、平

竹叶

防风

Ｓｅｓｅｌｉ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Ｆｒａｎｃｈ．

东川、嵩明

β－谷甾醇、甘露醇、木蜡
酸、挥发油、前胡素、色原酮

甙、升麻素及升麻素甙

１８００～
２５００

山坡、松

林下

祛风、利湿、解

表、疏肝、解毒
根 辛、甘、温

云防风 ＳｅｓｅｌｉｍａｉｒｅｉＷｏｌｆｆ． 东川、嵩明

北美芹素、香柑内酯、花椒

毒素、人参三醇、异食用当

归素、二氢山芹醇当归酸

酯、５－甲氧基补骨脂素、补
骨脂素

１２００～
３２００

砾石、

山坡

发汗解表、祛风

胜湿
根 辛、甘、温

松叶

防风

Ｓｅｓｅｌｉ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ａｎｃｈ．

昆明 不详
１４００～
３１００

向阳山

坡、草丛

祛风解表、行气

止痛、除湿解毒
根、叶、花 辛、甘、温

昆明芹
Ｓｉｎｏｄｉｅｌｓｉａｙｕｎｎ
ａｎｅｎｓｉｓＷｏｌｆｆ．

昆明 不详
２０００～
３１００

山坡、

草地

发表、止痛、

祛风
根 不详

小窃衣
Ｔｏｒｉｌｌｉ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Ｈｏｕｔｔ．）ＤＣ．

昆明、东川

α－侧柏烯、α－蒎烯、β－
蒎烯、樟烯、柠檬烯、β－水
芹烯、γ－松油烯、对－聚伞
花素、β－丁香烯

１９００～
２９００

荒山坡、

草地阴

湿处

杀虫 果实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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