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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喀拉拉邦特里凡特琅森林区卡尼部落的一百种有用生药

·

尼 日利亚
,

卡拉 巴 大学生物科 学系

编者按 本文介绍 印度喀拉拉邦的 种药用植物
,

其 中的绝 大多数我国均有分布
,

现

将译 文刊 出
,

供读者参考
。

文名称
,

为避兔重 复亦删去

原文 中附 图参考文献均略去
。

每种植物的梵文名 称和 马拉稚拉姆

摘 要

在印度药物研究和顺势疗法中心理事会
、

印度政府的倡导下
,

了 年至 年在印度最南端的喀拉拉

邦进行了种族植物学考察
,

发现这个具有近赤道位置和明显的山区
、

平原和沿海区域地理分布带的小邦是

一个具有丰富药用植物的地区
。

山区的常绿森林中居住着多达 个森林部落
。

在研究他们生活方式
、

文化

等以及利用他们在向导野外工作的同时
,

发现了他们常用的大量药物
。

本文展示了经选择的特 里 凡 特 琅

也 森林区卡尼 部落有经验的老人们常用的 种药物及其详细的服用方法
。

作者

尝试按照这些植物的已知化学成分来评价这个部落的这些传统经验
。

引 言

喀拉拉邦 印度 及其邻近的植物群曾分别地由 约
,
玉加 。  ,

,  
, ,

等作了

描述
。

然而
,

这一地区的药用植物或森林资源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

本文作者及其工作队对森

林及其有价值的产物用定量生态学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

喀拉拉 这个印度最南部拥有
·

万公顷区域的邦
,

具有三个明显的地理分布

区
,

即东部山区
、

中部平原地带和西部边区环绕阿拉伯海的沿海地区
。

二十年 以 前 山 区 具

有 万公顷的森林
,

而现在仅测算到
·

万公顷
,

这个森林地区被划分成 个森林区
,

在其

最南边的一个就是特里凡特琅森林区
。

特里凡特浪森林区 立 于 经 度
” ‘ “

和
’ ‘。 “

及纬度
‘ “和

‘ “

以

内
。

存在于东边的奥古斯梯亚尔
“ ” “ 山脉作为分界线将泰米尔纳德

邦分开
,

事实上
,

这座海拔 米的山是这一地带的最高点
。

下文联系到特里凡特琅森林区

富裕的保留森林之一柯图尔 是卡尼族的家园
。

由于内亚尔 约 河及其支流的长年流水产生厚腐殖质沉淀
,

使得这一地区土壤肥

沃
,

由于水坝建筑而形成的广大的汇水面积对于常绿植被非常有利
。

该地区的雨期长达九个

月
,

雨量总计每年 。一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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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也医生认为这一地区四季都有药用植物的良好资源
,

很容易从这一地 区 获 得

十根
、  

十花
、

六粒谷
、 二

五

树皮
、

三果 等的多种成份
,

这些成份形成了年代悠久的名为印度式草药疗

法的药物制品派系
。

当地部 落及其生 活方式

自太古时代起
,

印度西部山脉森林就居住着大约 个部落
,

如
, , ‘

 , ,  ! ,

卡尼等等
。

特里凡特琅森林区居住着卡尼部落
,

他们成群地生

活在内部森林的各个地区
。

作者及其考察队访问了几个群体
,

研究了他们的生 活方 式
、

房屋

类型
、

文化
、

风俗
、

和村民的联系等等
。

柯图尔保留森林主要的卡尼群体是
, ,  ,

和
。

与村民接触改变了部落的习惯
,

导致了改善衣着
、

茅屋建筑
、

耕作实践
、

用枪打猎
、

相

信现代药物等等
。

他们带着采集的蜂蜜
、

块茎
、

野果和耕种的谷物
,

象柠檬
、

香蕉
、

菠萝去

村庄赶集
,

换回煤油
、

鱼
、

大米和布
。

他们对吸大麻烟很感兴趣
,

一些人现在习惯于喝从村

民处换来的棕稠汁酒和烧酒
。

从整体上看来这些人身材比较小
,

老年人经营民间药和魔法
,

谈话的语言虽然不同
,

但还是夹杂了当地马拉雅拉姆

—
泰米尔 产一 勺

相结合的语言
。

年轻的一代正在上学
。

在当地向导经常帮助下
,

收集到许多有关他们生活方式
、

食物和药品的资料
。

庭园木奶

果  ·

和印度山竹子 的果实

给他们提供 了佳肴
,

对叶薯赖
 的根茎及圈苏铁 多

’

和菜豆磕藤子 的种子可使部落免于饥

饿和疾病
,

红芽大戟属的一种 (K n o x ia sp
.
) 可治愈损伤

,

丁 癸 草 (Zorn ia dip h y lla

P ers
.
) 和长果阿柏麻 (A pam a sil iq u os

a L a m
.
) 可消肿

。

发现使用新鲜熊血对治不 愈的

结核病人有帮助
。

由与打印果 (S e m e ea r p u s a n a ea rd iu m L
.
) 接触而引起的皮肤过敏可

以通过包裹红果橄榄树 (T erm inal ia belle rica R ox b
.
) 而缓解

。

虎爪用作装 饰品来保护

不受
“
魔鬼

”
侵犯

,

甚至使用当地居民称作
“
P
o
ot h

a
m K ol l户

,

意思是
“
杀 魔棍

” 的

P o ec ilo n eu ro n sp
.
棍来驱逐魔 鬼

,

魔法与祈祷的使用仍流行于治疗疾病
。

1

、

豆科/ 蝶形花科的相思子 (A b ru s 其中相思子毒蛋白和相思子碱是有毒成份
。

P
r e e a

t
o r

i
u s

L

.

) 2
、

锦葵科的磨月果 (A b
u tilon in di-

生境
:
通常在平原和森林

。
c u

m ( L

.

) S w
ee t)

植物形态
:
落叶纤细攀援植物

。

叶
、

茎 生境
:
通常在低海拔处

。

和根略甜
,

以称 “印度甘草
”
著名

。

种子红 植物形态
:
茁壮多分枝灌木

,

高二至三

色圆形
,

一端有黑斑
。

米
,

心形叶
,

被绒毛
,

茹果干燥
,

木居分果
,

应用
:
用叶和茎皮做成糊剂 治 疗 皮 肤 多月

。

病
。

植物的煎剂用于制各药用油
。

应用
:
植物的煎剂用于治疗风湿病

。

成分
:
发现有相思子毒蛋白(一种植物凝 成份

;
诱摩物含有天门冬酞胺 (非必须

血素)
、

相思子试和相思子碱 (一 种生物碱) 氨基酸)
。

注
: . 马拉雅拉姆一一喀拉拉邦的语言

令 令 泰米尔一一泰米尔纳德邦的语言



、

含羞草利的蓝灰金合欢 〔A ca以a

in tsia w illd
.
(A
. e a esia 、v

i l l d

.

) 〕

生境
:
通常在森林区和开垦地

。

植物形态
:
高大藤本

,

植株被有赖以攀

登的硬钩刺
。

应用
:
通常用作洗澡刷

,

也用于治疗皮

肤病
,

发酵后的皮可用于制备醉人的饮料
。

4

、

大戟科的印度铁览菜 (A cal yp h a

indiea L
.
)

生境
:
通常在雨季平原

。

植物形态
: ‘

一年生草本
,

高约幼厘米
,

多分支
,

碰伤时有恶臭
。

应用
:
叶汁用于制备治疗皮肤病的药用

油
,

新鲜汁用于气喘病以祛痰
,

根放在猫身

旁对猫有温和的麻醉作用
。 ‘

成分
: 铁觅菜碱 (生物碱)

、

( 含) 氰

试
、

三丙酮酞胺
、

氢氰酸以及剧毒物质
,

它

能引起兔血液脱色和刺激 胃肠道
。

5

、

览科的土牛 膝 (A eh y ra n th e s

a sP era L
.
)

生境
:
通常在平原的背阴地带

。

植物形态
:
为高不及一米的褐色细长直

立草本
,

分枝平展
。

叶倒卵形
,

先端尖
,

有短

柔毛
,

果实生于长的顶生花序
,

种子小
,

褐色
。

应用
:
全草与使君子科 的 诃 子 (T e r-

m in a lia eh e b u la R etz
.
)的果实合用作缓

泻药果实用于治疗狂犬病
。

成分
:
种子产生册一烷和皂贰

。

植物的

葡萄糖贰部分产生齐墩果酸
。

6

、

爵床科的锡兰鸭嘴 花 (A dh ato d a

2 e y la n iea M ed ie
.
(A
. v a siea N e es

.
)

生境
:
通常在居住区

,

作为栅栏种植
。

植物形态
:
稠密的常绿灌木

,
2 至 3米

高
一

,

生有长披针形叶和白色穗状花
。

应用
:
内服叶子汁和胡椒科胡椒 (p ip

e r

ni gr
u m L

·

) 的种子
,

用于治疗伤风 和包括

疟疾在内的发热
。

成分
:
叶含有少量香精油

,

和一种比肾上

腺素作用弱的文气管扩张药
—

鸭嘴花碱
。

7
、

( 觅科的) 狭叶白 花 览 (人e r v a

la n a ta J tl s s )

生境
:
通常生长在平原上的栽培植物中

。

植物形态
:
类白色分枝灌木

,

高不及 1

米
,

白色腋生穗状花序
。

应用
:
全株与米及椰子糖一起制成半固

体块状
,

是妇女产后子宫清秽的有效药物
。

在椰子汁中浸泡一夜的辗碎物
,

内服用 以排

除肾结石
。

本种也用于宗教典礼
。

8

、

夹竹桃科的面条树 (A lston ia

seh o la ris R
.
B r
.
)

生境
:
旷地和森林中常见的乔木

。

植物形态
:
高大落叶软木质乔木

,

茎皮

黄白色
,

含白色乳液
。

叶子形成七轮左右
,

这也是当地名字的来源
。

果实为一个长葺荚

果
。

被认为是
“魔鬼” 的居住地

。

应用
:
干茎皮粉末和蜂蜜一起内服治疗

哮喘茎皮的商品 名是
“

糖 胶树皮
”

(
“

T
e
n i

-

e
h
e r

y b
a r

k
,,

)

。

成分
:
茎皮的总生物碱含量0

.
16 一 0

.
27

%
。

艾其他明 ( E e h ita m 气n e )
、

艾其他宁

(E eh ita n in e )
、

艾其 他 嗜 咙 (E eh ita

m 记in e ) 是其中主要成分
。

9

、

( 豆科的) 念珠 链 荚 豆 (A l邢 i
-

earPu s m on ilifer D C
.
)

生境
:
通常在草地上生长

。

植物形态
:
草地中常见的细长甸伏有分

枝的草本植物
,

有丛生叶和外包的鲜片状托

叶
,

有小钩状的念珠型芙果
。

应用
:
栓于摇篮上

,

被认为可使小孩睡

觉时减少恐惧
。

1 0

、

姜科的钻形豆 范 (A m om u m S u -

b u la tu m R o x b )

生境
:
生长于丛林下阴蔽处的潮湿肥沃

腐殖土中
。

植物形态
:
多年生

,

块状根茎
,

周围分

枝成簇生长
。

气生叶抽枝高达 3米
,

密集的

穗状花序从根茎抽生
。

应用
: 根茎和种子的粉末治疗 胃病

。

一 34 一



成分
:
种子含有挥发油

。

2 1

、

漆树科的鸡腰 果 (A naCar d io m

0 e e1d en ta le L
.
)

生境
:
庭院栽培

。

植物形态
:
中等大小的栽培乔木

,

多分

枝
,

圆锥花序
,

生长于低坡
。

应用
:
少量果皮渗出液外用于足皮肤裂

口
,

也可以用于防止 白蚁侵袭
。

食用核仁
,

激发性欲
。

成分
:
含有才贾如二酚和才贾如素

。

果实乳

汁含{贾如酸
,

为发泡剂
。

1 2

、

爵床科的穿心莲 (A n dro gra p h is

P a n ieu lata N ee s
。

)

生境
:
平原常见的一种野草

。

植物形态
:
灌木状 细长的一年生植物

,

高至75 厘米
,

多分枝
,

茎四棱
,

圆锥状花序疏

散
,

极苦
。

应用
:
本种煎服用于贫血症

。

为小孩的好

开胃品
。

全株与唇形科的的零陵香 (O
c im u m

Sa n Ctu m L
.
) 和干姜一起煎服

,

治疗疟疾
。

成分
: K al m e gh in 和苦味素一穿心莲内醋

。

1 3
、

早熟禾科/ 禾本科的香茅 (A
n dr。-

P o g o n e i t r a t u s D C
。

)

生境
:
草地中常见

。

植物形态
: 丛生草本

,

高 3 米
,

有 1米长

的线状披针形叶
。

木质细长的粉红色花梗
,

叶

有强烈的芳香味
。

开花前采集的叶子用作提

取柠檬草油
。

应用: 油 2 一 3 滴滴于热水中内服用以

治疗 胃病
,

油数滴与柠檬汁一起服用治疗霍

乱病
,

叶子热敷
,

能迅速减轻伤风
。

成分
:
柠檬醛是挥发油的主要成分

。

1 4

、

马兜铃科的长角阿柏麻 (A p am a

5iliq u o sa L a m )

生境
:
常生于平原和斜坡上

。

植物形态
:
直立小灌木

,

高0
.
5~ 2 米

,

茎粉红色中断于节
,

常在老茎上生花
,

葫果
。

应用
:
根和稻米浴水制成糊剂 治疗水肿

,

叶汁和酸橙混和为蜜蜂叮刺后的解毒剂
。

1 5

、

棕桐科的槟榔(A
re。a c a t e c h

t: 七
·

)

生境
:
栽培 于庭院

。

植物形态
:
细长高大的棕桐树

,

高30 米
,

茎直径约50厘米
,

不分枝
,

叶和花序丛生于

顶部
。

应用
:
与椰子油同煮的幼小种子糊剂外用

于烧伤
。

新鲜幼种的水提取液用作意外的石

灰水摄入的解毒药
。

成熟的种子 (槟榔子) 用

作开胃生津咀嚼物
。

成熟的茎用于房屋建筑
。

成分
:
种子中含有槟榔生物碱

:
槟榔次

碱
、

槟榔碱
、

去甲基榔槟次碱
。

1 6

、

早熟禾科/禾本科的刚毛三芒草

(A ristida setaee R etz
.
)

生境
:
草原上显见的一种草类

。

植物形态
:
多年生丛生草

,

高 1 米
,

有

粗壮坚硬的须根
。

应用
:
种子用于治疗天花

,

空心杆可制

成精致的扫帚
。

17

、 .

马兜铃科的印度马兜 铃 (A ris to
二

l
o e

h i
a

i
n
d i

e a
L
.

)

生境
:
罕见

,

生长于灌木丛中
。

植物形态
:
多年生柔茎攀援灌木

,

常发

现于低海拔处
。

全株有芳香味
,

腋生总状花

序
,

花少
。

应用
:
根磨成糊状内服解蛇毒

,

又与姜

科的姜黄 (C ureum a lon ga L
.
) 制成糊

膏外用于蛇咬伤部位
。

亦可用于皮肤病
。

成分
:
根含有异马兜铃酸

、

尿裹素
、

马

兜铃素 (A ristolo eh in )
、

挥发油酞化物和

其它具有异香荚兰醛香气的挥发油
。

1 8

、

尊麻科的木波罗 (A rto。a r p u s

h
e t e r o P h y l l

u s
L
a
m

。

)

生境
: 野生

,

罕见
。

植物形态
:
高大多分枝乔木

。

心木为有

价值的木材
。

花于圆锥花序的花托中形成
,

着生于茎的成熟部
。

果实大
,

球形有刺
,

长

室70厘米
。

直径约70 厘米
。

应用
:
叶子制成糊膏外用于蝎子咬伤

。

成熟果实可食用
。



成分
:
木材中含有色物质桑黄素和蓝桑

橙素
。

茎皮含超过 30 % 的丹宁
。

乳汁中含留

酮和木波罗烯酮 (A rtos ten a o e)
。

木波罗

街酮 (A rstoro n e) 由木波罗烯酮产生
。

1 9

、

尊麻科的硬毛桂木 ( A rtoca rp u“

h i
r s u t u s L

a m
.

)

生境
:
森林中常见乔木

。

植物形态
:
大形多年生乔木

,

单叶具柄
,

表面有黄褐色刚毛
。

雌雄同株
。

应用
:
成熟果实可食用

。

种子油炸供食
。

种子提取的油用于风湿病和毛发生长
。

茎木

为优质木材
。

成分: 种子含有固定油 17 %
。

2 0

、

萝摩科的马利筋 (A se lep ia s e u于

ra ssa v iea L
。

)

生境
:
罕见

,

生长在居住区附近
。

植物形态
:
灌木高约 1 米

,

分枝多密
,

有乳汁
,

叶披针形
。

花桔黄色
,

美丽
。

应用
;
花瓣的新鲜汁用作滴眼液

,

治慢

性眼病
。

成分
:
本种含有马制筋定试和文赛毒试

两种贰类
。

2 1

、

百合科的总花天 门冬 (A sp ar
a g us

ra e em o sus w illd )

生境
:
灌木丛中常见

。

植物形态
:
多年生攀援植物

,

细长
,

叶

状枝
,

多刺
。

二年生肉质块根纺锤形
。

总状

花序
,

开花期花有恶臭
。

应用
:
根与牛奶一起煎服治疗尿道疾病

。

新鲜根可制腌制品
。

根的煎剂用于调节精神

紊乱
。

成分
:
天冬酞胺

。

2 2

、

醉浆草科的感应草 〔B io p h y tum

se n sitiv un: (L
.
) !介C

.
〕

生境
:
平原草地上

‘

;

亨见
。

植物形态
:
一年生少分枝直立草本

,

外

观如小型棕搁树
,

茎有环状瘫痕
,

叶聚生于顶

部羽状排列
,

敏感
。

花粉红色或黄色
,

具总花

梗
,

伞形聚伞花序
。

应用
:
木种煎剂 内服用于子宫疾病

。

全

株与米饭和椰子塘一起制成半固体制剂用 以

清洗产后子宫
。

2 3

、

爵床 科 一为 〔B le p h a ris m a d e ra-

sP a ten s is (L
.
) R o th 〕

生境
:
阴地常见杂草

。

植物形态
:
坚硬葡甸草本

,

多分枝
,

有

短柔毛
,

节上生根
。

大小不等的四片叶成为一

轮
。

花腋生
,

花瓣上有紫白色条纹
。

成熟果

实受潮后开裂
。

应用
:
叶的糊膏治疗创伤

。

2 4

、

紫茉莉科 的 黄 细 心 (B o e rh a v ia

d iffu sa L
.
)

生境
:
原野上滋生

。

植物形态
:
蔓生草本植物

,

细长多分枝
,

节粗大
,

茎常为紫色
。

根稍带肉质
,

粗大
。

获艺应用
:
全株煎煮 内服治疗贫血

,

鲜叶用

作泌尿疾病中的蔬菜
,

叶汁和牛奶混合用作

白内障的眼药水
。

成分
:
根含生物碱达0

.
4%

。

黄细 心 碱

(p unarnavin e) 是主要生物碱
。

2 5

、

大戟科的凹叶土 密 树 (B rid elia

re tu sa sP ren g )

生境
:
罕见

。

植物形态
:
中等大小木质坚硬的乔木

,

较老部分有硬刺
。

绿色小花
,

圆锥穗状花序
。

应用: 刺与谷皮混合磨粉用作治牙痛的

牙粉
。

成分
:
树皮含高达40 % 的丹宁

。

2 6

、

大戟科的攀援土密树 (B rid e lia

se an d en s( R o x b )w illd )

生境
: 罕见

,

生长 于灌木丛中
。

植物形态
:
高大木质攀援灌木

,

茎上常

有弯 曲的刺
。

绿黄色小花
,

同株
,

簇生于单

性穗状花序中
。

应用
:
用叶制成的软膏治疗黄蜂刺伤咬

伤 ; 用胡麻油制成的油膏治狗咬伤
。

2 7

、

豆科 的 紫 铆 〔B u tea m o n o sp e r-

m a (L a m
.
) T a u b (B

.
fro n d o sa k o e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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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境
:
稀少

,

仅见手小丘陵
。

植物形态
:
小乔木

,

常在干燥 区域
,

或在

丘陵的森林中
。

雌雄异株
,

茎坚硬
,

皮厚
。

艳

丽 的粉红色花于落叶后形成簇状
。

.

应用 :部落妇女用芽顶作避孕药
。

叶可当

食物盛器
。

茎皮煎煮液治疗某些精神不安病
。

成分
:
花和叶 含贰类

。

种子含黄色油达

18 % 又含蛋白水解酶和脂肪水解酶
。

试为紫

铆花素
,

紫铆素和其它未鉴定的成分
。

2 8

、

云实科的大托叶苏本 (C a esa lp in ia

C rista L
.
)

生境
: 常生

一

长于茂密的森林中
。

植物形态
:
高大蔓生多分枝多刺灌木

。

羽

状叶多尖钩刺
。

花密集于总花梗顶端
,

形成顶

生或茎上部旅生 的总状花序
。

荚果含有 1 到

2 粒圆形至椭圆的灰色硬壳种子
。

种子极苦
。

应用
:
种子含苦味质

,

b
o n

d
u c

in

,

植物

街醇皂试脂肪油和淀粉以及多糖和植物街醇

类
。

2 9

、

山竹子科的维哥亚红厚壳 (C al o p星

h y llu m w ig tia n u m T
.
A n d e rs

.
)

生境
:
在小溪旁生长的稀有乔木

。

植物形态
:
小乔木

,

茎和根的皮黄色
,

总状花序
。

果实长2 厘米
,

成熟时红色
。

应用
:
嫩叶汁和豆科 印度刺桐 ( E ry二

t h
r i n a i n d i

c a
L
a
m ) 的茎皮汁一起 内服

治疗胃病
。

核仁糊膏外用治疗皮肤病
。

3 0
、

萝摩科的牛角瓜 〔C
a lo tro p is 9 1-

ga n tea ( L
.
) D r y a n d 〕

生境
:
常生于开 垦地

。

植物形态
:
密生木质灌木

,

叶淡灰绿色
,

含胶乳
。

伞形聚伞花序
,

绿色而有紫纹
。

葺荚

果饱满
,

含多数种子
。

应用 : 胶乳广泛用于去除身体荆棘
,

治

疗皮肤病
。

成分 :苦味胶乳合有羊角瓜试 和 (
a k u n 二

da

r
i n)

,

还 含有
。
一牛角瓜醇 准- 香树脂醇

及草酸钙和大牛角瓜强心毒 (gigant i
n )

。

谷

眺甘肤和一种与木瓜酶相似的酶亦曾从胶乳

中提得
。

根皮台阶香树脂醇
,

大牛角瓜醇和

异大牛角瓜醇 (iso g ig an teo l) (待续)

〔In tern a tio n a l Jo u rn a l o f C ru d e

D ru g R esea r c h ((国际生 物研究杂志》 2 2

(1 )
:17~ 29 19 84 (英文)

顾长红
、

朵逸峰
、

徐 峰
、

胡激扬
、

原永芳
、

朱春青译 苏中武校

鸭嘴花生物碱的季节变化与鸭嘴花碱和鸭嘴花碱酮

贰类及其N一氧化物的检测

Kan wal Pan di ta 等(印度查谈塔维地区研 完实验室)

引 言

鸭嘴花〔 A d h a to d a
v a s ie a (N e e s )

,

通称

野靛叶(
va sak a ) 〕是印度草药 (A y

u rv e die)中的

著名药用植物
,

用于治疗咳嗽
、

支气 管 炎
、

哮 喘

病和肺结核
,

亦有用于制止产前出血的报道
。

近来

发现在鸭嘴花中主要生物碱鸭嘴花碱又是一种有效

的催产剂
。

鸭嘴花这种植物野生来源丰富
,

有利于大规模

地进行生物碱生产
。

结果和讨论

鉴于鸭嘴花及其生物碱鸭嘴花碱和鸭嘴花碱酮

(v
a sici。。

lle
) 的重要性

,

这些生物碱在植物体

内合成是否受季节变更的影响成为很重要的研究课

题
。

为此对总碱和个别生物碱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详

细分析
。

这个研究得出了一些关于分布状况的有趣

结论
,

并从植物中又分离出新的小量生物碱
。

这项工作揭示了鸭嘴花中不同生物碱的含量百

分率是随季节变化的
,

而在 8 ~ 10 月份具有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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