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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学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任何民族在生存发展的历史中都会遇到生老病死的问题，畲族是我国东南

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畲族医药是畲族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积累形成了具有典型民族特色的医药，畲

族医药凝聚了畲族人民千百年来的智慧和经验，畲族医药具有鲜明的地区性、民族性、家传性等特点，

畲族的医药知识是为心传口授的方式传承延续，医药一体，并重于实践。为了不使这个神奇的民族医药

失传，抢救和保护畲族医药，开发畲族医药，已经成了当务之急，畲族医药中所使用的畲药有很多种，

白茅根在多种多样的畲药中脱颖而出，白茅根的开发与利用是具有价值的。然而迄今为止，白茅根的药

理研究多局限于其总提取物，因此有必要开展白茅根活性成分的综合研究，白茅根的开发和利用前景广

阔，但白茅根的开发和利用的时间较晚，还有许多药用价值未被开发利用，建议畲药产业协会，合理规

划布局，加强畲药研发与产品生产，促进畲药产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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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ine is the inherent demand of human beings. Any nationality will encounter the problem of 
birth, aging, illness and death in the history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 She nationality is a 
minority in the southeast of China. She nationality medicine is a medicine with typical ethnic cha-
racteristics accumulated in the long-term struggle against diseases of the She nationality. She na-
tionality medicine has condensed the wisdom and experience of the She peopl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She nationality medicine has distinctive regional, national, family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The medical knowledge of She nationality is inherited and continued through oral teaching for the 
heart. Medicine is integrated and focuses on practice. In order not to lose the miraculous national 
medicine, it has become an urgent matter to rescue and protect the She nationality medicine and 
develop the She nationality medicine.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She medicine used in the She na-
tionality medicine. The Imperata cylindrica stands out in a variety of She medicine. The develop-
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Imperata cylindrica is valuabl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e active components of the roots.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
tion of the roots has broad prospects, but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roots is relatively 
late, and there are many medicinal values that have not been developed and utilized. It is sug-
gested that the She’s medicine industry Association should rationally plan the layout and streng-
the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duct production of the She’s medicine, to promote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She’s medicin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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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畲族是我国东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主要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广东和江西等省的部

分山区或半山区，畲民长期居住在山区或半山区，村落分散，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生活困

难，营养缺乏，体质较差。解放前各种疾病严重威胁着畲族人的健康，给畲族人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畲族医药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中，畲民为求生存与繁衍，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

中，积累形成了具有典型民族特色的医药，成为祖国医药学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畲族医药也是

目前正待开发的宝贵民族医药资源[1]。 

2. 白茅根性状成分 

茅根，又称白茅根，甜根草，为禾本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白茅的根茎[2]，白茅根活性成分主要有白

头翁素[3]，白茅根性味甘寒，具有凉血、清利、补益等功效，是历代医家治疗血热妄行、湿热蕴结等

症的常用中药。其活性成分主要有糖类、三萜类、有机酸类、黄酮类、甾醇类等[4]，白茅根的学名：

Imperata cylindrica Beauv. var. major (Nees) C. E. Hubb [5]。白茅根历代有茅根、茹根、白茅等别名；为

禾本科植物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L.) Beauv.与大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var. major (Nees) C. E. 
Hubbard 的干燥根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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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均有白茅根，主产于浙江、黑龙江、江西、福建、台湾、湖北、湖南、云南等省区，且产

地逐渐由湖北地区扩大到全国范围均产；历代以粗肥、色白、无须根、味甜者为佳[6]。 

3. 白茅根功效 

畲药的白茅根可与其它药物合用来治疗疾病，达到只用单种药物无法达到的治疗效果，黄芪健脾益

气，白茅根清热利尿，二药配伍，扶正祛邪，标本兼治，共奏健脾益气、清热利湿之功。黄芪得白茅根，

固表而不致留邪；白茅根得黄芪，祛邪而不伤正，补中寓疏，散中寓补，内外兼顾[7]。白茅根与芦根煎

液治鼻出血。白茅根清肺胃之热、生津止渴，治热性病的烦渴及胃热呕哕等症。芦根可清胃热、生津止

渴、止呕、利小便、导热外出，用于治疗高热、口渴、胃热呕吐等温热病等症。二味药物合用一起发挥

清热解表、退热止血的功效[8]。 
畲药白茅根还可用来解酒毒。酒性温热，过饮易致肺络受伤、心胃热盛，从而导致咳嗽、面红、头

痛、烦渴欲呕、小便热赤等一系列症状。此时选用白茅根煎服，有一定的解酒毒、缓解酒伤症状的效果。

白茅根为禾本科植物白茅的干燥根茎，味甘性寒，属理血剂类，主要有凉血止血、清热利尿功效，主治

血热出血、热病烦渴、肺热喘咳、小便淋沥涩痛、水肿、黄疸、酒中毒等[9]。 
畲药白茅根及其提取物在抗氧化、抗肿瘤、抗炎、免疫调节、止血、调节脂质代谢、耐缺氧等方面

具有良好的药理活性，单药物或其提取物可以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10]。白茅根及其提取物的临床应用范

围已涵盖消化、免疫、泌尿、内分泌、循环等多个系统，且在恶性肿瘤、慢性肝炎、脂肪肝、慢性肾小

球肾炎、顽固性心力衰竭、紫癜性皮炎等疾病治疗中的疗效确切[4]。 

4. 白茅根的开发与利用 

畲药白茅根的作用研究主要有止血、免疫调节、利尿降压、抑菌、抗炎镇痛、抗肿瘤、降血糖、降

血脂、降低羟自由基、抗氧化、改善肾功能等[11]。其中，白茅根不同提取物对阿霉素肾病大鼠有不同程

度的保护作用，其中乙酸乙酯部位组作用最强，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降低 TGF-β1 以及 NF-κB p65 的

表达，抑制 TNF-α的活性，进而改善阿霉素肾病大鼠肾组织病变[12]。岳兴如等[13]研究发现白茅根水煎

液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其作用机制与消炎痛并不完全相同，可能涉及对多种炎症介质的抑制。此外，

白茅根还可要用于肺痨复感风寒之邪的咳嗽，特别是冬季尤甚者，具有良好疗效，而且作为预防用药，

还能彻底拔出病根，具有独特的宣散通络、理肺止咳的功效[14]。 
畲药白茅根的开发，还包括了对白茅根的提取物进行研究，其某些提取物对补体的经典途径有抑制

作用。从其石油醚和乙酸乙酯提取部位中分离鉴定 10 个化合物分别为：白茅素(1)、芦竹素(2)、木栓酮(3)β-
谷甾醇(4)、4，7-二甲氧基-5-甲基香豆素(5)、对羟基苯甲酸乙酯(6)、5-甲氧基黄酮(7)、香草酸(8)、反式

对羟基桂皮酸(9)、5-羟甲基糠醛(10)。其中化合物 6、7、8、10 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并确定化合

物 3、8、9 对补体的经典途径具有抑制作用[15]。 
畲药白茅根的开发时间较晚，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才开始研究白茅根的化学成分，日本学者第一次

次从白茅根中分离得到三萜类成分随着天然药物分离检测技术的发展又相继分离得到木脂素类、糖类、

内酯类、甾醇类和有机酸类化合物。在此之后 2006 年韩国首尔大学 J. S. Yoon 第一次报道从白茅根中分

离得到苯乙基色原酮类成分 2009 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 Gama I A. Mohamd 第一次报道从白茅根中分得黄

酮类化合物。到现在为止，对于白茅根的药理研究还不够深入，大多则是针对其提取物药效的评价，有

利尿、抗炎、止血、抗菌及免疫调节等作用[10]。 
在日常用药的认知当中，白茅根临床用量为 1.59~300 g，常用剂量为 30~60 g。根据疾病、证型、症

状的不同，选用白茅根的剂量也相应不同，如清心凉血，交通心肾治疗耳鸣、耳聋等，常用剂量为 1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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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热凉血治疗银屑病、发热等，常用剂量为 10~60 g；清热利尿治疗肾炎、慢性肾衰、前列腺炎等，常用

剂量为 6.33~90 g；凉血止血治疗鼻衄、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常用剂量 2.11~300 g；清热降气治

疗呕逆等，常用剂量为 1.59 g [16]。但实际上，白茅根有着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白茅根为禾本科植物白

茅的干燥根茎，味甘性寒，属理血剂类，主要有凉血止血、清热利尿功效，主治血热出血、热病烦渴、

肺热喘咳、小便淋沥涩痛、水肿、黄疸、酒中毒等[9]。在使用 12 周后，含川芎及白茅根提取物的牙膏能

有效减轻牙龈炎并具有良好的耐受性[17]。并且白茅根能够抗菌消炎，提高凝血功能，可控制术后创面出

血。所以，人参白茅根汤能够有效消肿抑菌，加速血红细胞生成，增强免疫系统功能，对肛瘘术后创面

愈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18]。 
除此之外，以白茅根为主的中药治疗肾综合征出血热合并急性肾功能衰竭具有显著的效果，有效起

到止血效果，且可以增加肾血流量和滤过率，逆转疾病的发展。白茅根含有的萜类、内脂类、甾醇类及

有机酸，能够起到缓解肾小球血管痉挛的作用，因此可以有效提高治疗效果[19]。在实验中表明，白茅根

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噬功能有加强效应，提示可增强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使 Th 细胞的百分数明

显增加，并能显著提高 IL-2 的水平[11]。 
而且白茅根多糖具有良好地缓解糖尿病小鼠体质量减轻，改善其葡萄糖耐受量，降低糖化血清蛋白，

促进肝糖原的合成和调节血脂代谢紊乱的作用，具有开发成为调控血糖和预防并发症等方面的功能性食

品的应用价值[20]。祖国医学《本草正义》记载：“白茅根，寒凉而味甚甘，能清血分热，……又能通淋

闭而治溲血下血，并主妇女血热妄行，崩中淋带”。白茅根甘寒，有凉血止血的功效，具有凉血而不留

瘀的特点，为诸失血的要药。白茅根可外用，捣汁或研末皆可，我们医院用的是研末。现代药理研究，

白茅根有抗菌作用，煎剂在试管内对弗氏、宋氏痢疾杆菌有抑菌作用[21]。 
众所周知，中医的生命在疗效，对个人技术要求极高，在肺病这一领域工作的这些年中，白茅根这

味药物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衔接作用，他使用安全，功效亦佳。从病机上分析，肺胀治法多，因其娇脏，

必不能过，白茅根药效平和，所以在治疗上配伍其他攻邪之品，即增疗效，又固本质，在临床处方中，

很多时候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2]。观今治疗急性肾炎，用单味白茅根，干品半斤水煎，每天分一次服，

连服一周或至痊愈，有较好效果。服药后通常在 1~2 d 内小便即显著增多，每天可达 1500~3000 ml。随

之水肿即渐消失，高血压及尿检变化亦渐趋好转或正常[23]。 
迄今为止，白茅根的药理研究多局限于其总提取物，因此有必要开展白茅根活性成分的综合研究，

其白茅根活性成分与药效学紧密结合，白茅根药材、提取物、保健品及药品的开发利用开辟广阔的前景。 

5. 结论与展望 

白茅根含有许多有效的中药化学成分，三萜类化合物、苯丙素类化合物、有机酸类化合物、糖类、

甾醇类、色原酮、黄酮类、内酯类等，且有利尿降压、止血、抑菌、抗炎镇痛、抗肿瘤、降血糖、降血

脂、抗氧化、改善肾功能等作用。但由于畲药白茅根在生活中并不常见，所以可制备功能性食品、保健

品和药品等，如白茅根保健面条、白茅根中药饮料、白茅根降压茶。畲族医药是畲民在长期生产、生活

实践中，为适应生活环境和生存健康要求积累的医药学经验，其具有鲜明的地区性、民族性、家传性等

特点。畲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其医药知识也为心传口授，医药一体，而重于实践。由于最初畲药传播

只有口耳相传和祖师传授两种方式，并且只传男不传女，部分畲医传承人对待祖传秘方的保密观念，使

得研发工作推进与畲医要走上产业化道路较为困难。加之畲族没有系统的文字，无法记录畲药使用方法，

这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畲药的传承和发展。畲药市场行情波动较大，对种植户生产积极性造成影响。建议

成立畲药产业协会，合理规划布局，加强畲药研发与产品生产，只有增加下游产业链，栽培企业及农户

的销路与收益才能得到保障，从而促进畲药产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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