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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东南客家跌打损伤传统药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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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客家人在长期的迁徙和适应新环境中，形成了客家武术文化。 桂东南客家人在日常习武和农业生

产、生活实践中，总结了丰富且独特的跌打损伤药用植物传统知识。 为了系统调查和记录桂东南客家地区

跌打损伤药用植物的种类、应用方法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该研究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４ 年，采用民族植物学的研究

方法，以玉林市陆川县、博白县客家社区为例，对桂东南客家利用的跌打损伤药用植物进行了调查，并采用

一致性水平（ＦＬ）指数对跌打损伤药用植物的传统知识一致性水平进行定量评估。 结果表明：（１）共记录桂

东南客家跌打损伤药用植物 ９７ 种，隶属于 ４７ 科 ８１ 属，以豆科（８ 种）和报春花科（７ 种）占比最高。 （２）当
地跌打损伤药用植物以野生植物为主，其中枝叶（２７ 种）和全株（２５ 种）是最常见的药用部位，草本（３６ 种，
占比３７．１１％）和灌木（３１ 种，占比 ３１．９６％）是当地日常使用的跌打损伤药用植物资源。 （３）跌打损伤药用

植物的加工方法有煮水喝、煮水洗、煮水擦、泡酒擦、煲汤喝、加酒炒热敷、捣碎敷等，其中煮水喝和煮水洗的

应用最广泛。 （４）两面针、薄叶红厚壳、朱砂根、雪下红、黑叶小驳骨和小驳骨 ６ 种药用植物显示出较高的知

识一致性水平，是当地治疗跌打损伤的最常见药物。 此外，该研究还对当地跌打损伤药用植物传统知识的

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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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打损伤，又称急性软组织损伤，泛指人因

跌、打、碰、磕等原因而导致的软组织损伤，大多表

现为淤血阻滞、局部肿胀、伴有疼痛感（钟海森等，
２０１９）。 中医把凡因外力作用于人体而引起的筋

骨伤损、瘀血肿痛、气血不和、经络不通以至脏器

受损等，统称为跌打损伤（钟海森等，２０１９）。 我国

采用中医治疗跌打损伤的历史悠久，历史上有名

的藏医工具书 《四部医典》 和中医典籍 《跌打大

全》中记录了许多跌打 损 伤 药 物 （ 李 彦 民 等，
２０１３；娘去先等， ２０２１），其中包 含 不 少 的 药 用

植物。
客家是汉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人原居住

于中原地区，大约在公元 ３００ 年，为了避免战争和

自然灾害等影响，先从北方地区（现河南、陕西和

安徽等地）迁徙至赣南、闽南和粤东等地，后来因

人口膨胀等原因，再迁徙至广西、湖南、四川、海
南、台湾等地（梁志敏，２０１７）。 在经历五次大迁徙

后，客家人分布在全球 ８５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

我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岛、四川、重庆、
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为主要聚集地（钟声宏和黄

德权，２００７）。 客家人在迁徙的过程中，为了适应

新的地域环境，防范猛兽、盗匪的袭击和外族侵

扰，使得大多数客家人希望通过练习武术更好地

保护家族及其成员，从而形成了客家武术文化（宋
德剑，２００５；邱世海，２０１１）。 客家人习武者众多，
并在不同的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拳术（张赐东和李

士英，２０１４；陈国辉和唐大桂，２０１９）。
桂东南地区是广西客家的主要聚集地之一，

其中以陆川县和博白县客家人口居多。 陆川县客

家人 ７０ 多万人，约占当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博
白县客家人 １４０ 多万人，占当地总人口超 ７５％，被
称为世界上客家人口最多的县（梁伟江，２０１６）。
桂东南客家地区向来有尚武的传统，其中以长器

械、初级长拳、钢筋锁喉等拳法闻名（玉林市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２０１５）。 过去，陆川县、博白县等玉

林客家地区，村村有人习武，乡镇以及县城里还设

立了许多武术馆。 本研究在对桂东南客家药用植

物民族植物学调查期间，发现当地蕴含着非常丰

富的跌打损伤药用植物传统知识。 这种传统知识

的形成，除了与当地的习武文化息息相关以外，还
与当地客家人的居住环境有关。 桂东南客家地区

的地形多为丘陵和山地，当地人主要以传统农业

维持生计。 日常活动中繁重的体力劳动，特别是

在山区，增加了跌倒和受伤的可能性（Ｈ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因此，客家人在长期习武和生产劳作过程

中总结了许多跌打损伤药用植物传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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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打损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但
目前我国关于采用植物治疗此类伤病的报道还相

对较少。 周浪等（２０１７）报道了贵州苗族地区 １８
种用于跌打损伤、虫蛇咬伤的药用植物，陈仁松等

（２０２３）和 Ｈｅ 等（２０２３）分别报道了贵州水族 １８
种和湘西地区 ４３ 种跌打损伤药用植物。 桂东南

地区中医药健康文化浓厚，其中以“正骨水”和“云
香精”为代表的跌打损伤药驰名中外。 长期以来，
客家医药与当地传统中医药文化不断交流互动，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中医药文化，如凉茶文化、
药膳文化等。 与治疗跌打损伤相关的传统药用植

物知识是客家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客家

人的生产和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目
前针对该区域有关跌打损伤药用植物资源及其相

关传统知识的研究仍存在不足。 随着社会经济水

平的提高和卫生保健多元化，年轻人更偏向于使

用简单的中成药或西药；同时多数本土医师在医

药知识的传承上仍持有谨慎的态度，这些传统医

药知识可能会因利用率降低而失传（Ｒｅｙｅｓ⁃Ｇａｒｃí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贺建武等，２０２１）。 为了调查和记录

桂东南客家地区跌打损伤药用植物相关传统知

识，本研究采用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方法对玉林市

陆川县、博白县桂东南客家地区的跌打损伤药用

植物开展民族植物学调查。 通过定量评价方法探

讨当地跌打损伤药用植物资源管理、用药特色和

相关传统知识传承、利用现状及保护策略，以期为

当地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基础材

料，为新药物的开发和药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提供案例参考。

１　 研究区域

玉林 市 地 处 广 西 东 南 部， 位 于 １０９° ３９′—
１１０°１８′ Ｅ、２２°１９′—２３° ０１′ Ｎ。 全年气候温和湿

润，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

２２．５ ～ ２３．２ ℃ ，年降水量为 １ ０７０．６ ～ １ ４３４．６ ｍｍ。
境内山地、丘陵、谷地、台地、平原相交错，尤以丘

陵台地分布较为广泛。 在全市面积的占比中，平
原盆 地 占 １７． ４％、丘 陵 台 地 占 ４９． ４％、山 地 占

３３％。 该研究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适宜的气

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植物资源。 据统计，玉林市

有维管束植物 ２２９ 科４ ３４３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

植物 ２ 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１１ 种、广西重点保

护植物 １１ 种（玉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２０２１）。
玉林市全市人口 ７２０ 多万人，民族以汉族居多。
在汉族方言中，主要有粤方言、闽方言和客家方言

３ 种。 其中，客家方言人口 ３００ 多万，主要分布于

玉林市的博白县和陆川县（梁伟江，２０１６）。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文献研究

通过《玉林市志》 《玉林客家》 《广西植物志》
《广西药用植物名录》《广西本草选编》和《陆川本

草》等资料对桂东南客家药用植物进行整理，并了

解当地客家文化、历史和地理、气候环境等概况。
２．２ 民族植物学调查

根据文献整理，结合前期调查结果和当地管

理人员的建议，选取桂东南传统文化保存相对完

整的客家主要聚居地作为研究地点，包括陆川县

温泉镇（风淳村、白泥村、东山村）、乌石镇、良田镇

（龙口村、文官村、长塘村）、古城镇（清耳村）、清
湖镇（永平村）和博白县博白镇（浪村、东圩街）、
宁潭镇（黎村）、英桥镇（春佳村）、那卜镇、黄凌

镇、大洞镇（玉竹村）、沙河镇、水鸣镇、顿谷镇（旧
门村）、菱角镇（蕉林塘村）等村寨和社区（图 １）。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采用滚雪球法、
关键人物访谈、半结构式访谈等民族植物学研究

方法对研究地点进行调查（Ｈ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收集

当地客家人使用的跌打损伤药用植物传统知识和

相关标本。 在调查中，详细记录报告人信息（姓

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及所使用的药

用植物的当地名、用法、用途、使用部位、采集地

点、生境、资源状况等信息，并整理形成桂东南客

家跌打损伤药用植物及相关传统知识编目。
２．３ 植物鉴定方法

在野外采集或市场上购买的药用植物标本

中，通过对照 《广西植物志》 《中国植物志》 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ｖｈ． ａｃ． ｃｎ ／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ｐｌａｎｔ． ｃｎ ／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ｆｌｏｒａｏｎｌｉｎｅ． ｏｒｇ 等数据库，根据植

物的形态特征和地理来源等信息进行鉴定。 所有

跌打损伤相关药用植物标本均存放在广西自然博

物馆标本室（ＮＨＭＧ）中。
２．４ 定量评价法

采用一致性水平（ ｆｉｄｅｌ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ＦＬ）对跌打损

伤药用植物的传统知识一致性水平进行验证， 具

８８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５ 卷



图 １　 研究区域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体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ＦＬ＝ Ｉｐ ／ Ｉｕ×１００％。
式中： Ｉｐ表示提供某种跌打损伤药用植物的

总人数；Ｉｕ表示提供该种植物任意用途的总人数。
ＦＬ 值越高，当地使用某一特定植物的相似性越高。
本研究中，某种药用植物的 ＦＬ 值高，说明当地人

偏好使用该种植物，反映了该种植物在治疗跌打

损伤疾 病 时 可 能 具 有 更 好 的 疗 效 （ Ｈ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桂东南跌打损伤药用植物的组成

在本次对桂东南客家地区跌打损伤药用植物

的调查中，共记录到了 ９７ 种植物，分属于 ４７ 科 ８１
属（附表 １），这一结果体现了该地区在采用植物

治疗跌打损伤方面具有丰富的多样性。 在科的分

布上，豆科 （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报春花科 （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姜科（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ａｃｅａｅ）、茜草科 （ 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 等科的

植物较为常见，其中豆科植物的种类最多（８ 种），
其次为报春花科（７ 种）。 在属的多样性上，紫金

牛属（ Ａｒｄｉｓｉａ）、野牡丹属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密花豆属

（ Ｓｐａｔｈｏｌｏｂｕｓ ）、 白 粉 藤 属 （ Ｃｉｓｓｕｓ ） 和 姜 黄 属

（Ｃｕｒｃｕｍａ）等属内多种植物被提及，说明这些属在

桂东南客家地区治疗跌打损伤中具有重要作用。
这些科属分布不仅展现了桂东南客家地区民间药

用植物的利用现状，而且还反映了该地区植物资

源的多样性和民族植物学知识的丰富性。
３．２ 跌打损伤药用植物相关传统知识

从资源类型来看，治疗跌打损伤的植物大多

为野生植物（８６ 种），这不仅体现了客家地区对自

然资源的深度依赖，而且还说明了野生植物在民

间医疗实践中的不可替代性。 野生植物因其生长

环境特殊而拥有更丰富的药用成分，是传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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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人工栽培种（２３ 种）
中，有 １６ 种植物具有其他药用功效，有 １１ 种具有

观赏、经济、食用等价值。 这 ２３ 种人工栽培的跌

打损伤药用植物在数量上虽不占优势，但它们的

存在反映了客家地区在传统知识利用和植物资源

可持续利用中的传承，也进一步说明了这些栽培

植物在当地客家文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生活型方面的分析，揭示了桂东南客家地区

在跌打损伤治疗中所依赖的植物类型。 草本（３６
种，占比 ３７．１１％）和灌木（３１ 种，占比 ３１．９６％）作

为最主要的生活型，其普遍性和可接近性使得这

些植物成为当地民众日常使用的主要资源。 这两

种类型的植物不仅易于识别和采集，而且其多样

的药用成分满足了多方面的治疗需求。 此外，藤
本（１７ 种）和乔木（１３ 种）的分布也反映了桂东南

地区多样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些

生活型的植物通常具有特殊的药用价值，对于治

疗特定类型的跌打损伤尤为重要。 这种对生物多

样性充分利用的现象，与广西的地理和气候条件

密切相关，展现了客家人对本地植物资源的深入

了解与利用。
药用部位的统计结果，揭示了桂东南客家地

区民众在治疗跌打损伤治疗过程中，对植物的充

分利用（图 ２）。 其中，枝叶（２７ 种）和全株（２５ 种）
的应用最为普遍，体现了以灌木为主的枝叶和以

草本为主的全株植物更易于采集与加工的实用优

势。 药用部位为根和茎的各有 １６ 种植物，展现了

在民间医疗实践中这些药用部位在治疗跌打损伤

方面的显著疗效；而地上部分、根状茎、果实及树

皮等部位的利用，进一步证实了客家地区民众对

于植物各部位独特药用价值的深刻认识和灵活

应用。

图 ２　 桂东南客家地区跌打损伤药用植物的利用部位
Ｆｉｇ． 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Ｈａｋｋ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在用法方面，煮水洗（ ４９ 次提及） 和煮水喝

（４８ 次提及）的广泛应用，凸显了水煎法在该地区

民间治疗跌打损伤中的核心地位。 这种传统的应

用方式不仅简便易行，而且有效发挥了植物药性，
为治疗提供了支撑。 此外，泡酒擦、加酒炒热敷、
捣碎敷等治疗方法则体现了客家地区民族植物学

药用实践的创新性和多样性。 一些特殊用法，如
晒干打粉做药丸服用，不仅彰显了客家人对药用

植物深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而且还体现了他

们在保健和治疗上的独到见解和创造力。

３．３ 客家对跌打损伤疾病的分类和治疗

从总体上来看，桂东南客家民间将跌打损伤

分为内伤和外伤两种。 内伤涉及内部器官、肌肉

组织的损伤、血淤不通。 外伤包括有骨折、脱臼、
断筋、韧带损伤，以及无伤口的皮肤红肿疼痛的擦

伤、挫伤、扭伤，和有创口的摔伤、刀伤、咬伤等。
这种对跌打损伤的分类方式与现代中医伤科理论

基本一致（刘永姝等，２０２４），但与湘西民间对跌打

损伤的分类（扭伤、挫伤、拉伤和骨伤）有所不同

（Ｈ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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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针对不同程度的损伤使用不同的药用

植物和治疗方式进行治疗。 例如，如果只是轻度

擦伤、 挫 伤 造 成 的 红 肿 和 瘀 伤， 采 用 两 面 针

（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ｎｉｔｉｄｕｍ ）、 活 血 丹 （ Ｇｌｅｃｈｏｍ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ｂａ）等消肿止痛的药用植物进行药浴或使用

毛叶轮环藤（Ｃｙｃｌｅａ ｂａｒｂａｔａ）、了哥王（Ｗｉｋｓｔｒｏｅｍｉａ
ｉｎｄｉｃａ）等植物泡制的药酒外擦即可；如果遇到骨

折， 则 先 采 用 两 面 针、 黑 叶 小 驳 骨 （ Ｊｕｓｔｉｃｉａ
ｖｅｎｔｒｉｃｏｓａ）、 小 驳 骨 （ Ｊ． ｇｅｎｄａｒｕｓｓａ ）、 接 骨 草

（Ｓａｍｂｕｃｕｓ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毛蒟（Ｐｉｐｅｒ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ｅ）等

植物 进 行 接 骨， 再 辅 以 翅 茎 白 粉 藤 （ Ｃｉｓｓｕｓ
ｈｅｘ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翼茎白粉藤（Ｃ． ｐｔｅｒｏｃｌａｄａ）、中华青

牛胆（ Ｔｉｎｏｓｐｏｒ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等植物煲骨肉汤进行食

疗；如果是脱臼、伤后经络不通，则采用中华青牛

胆、榼藤（Ｅｎｔａｄａ ｐｈａｓｅｏｌｏｉｄｅｓ）等具有舒筋活络功

效的草药配以猪肠或骨肉进行食疗；如果是有创

口的损伤则采用猫尾草（Ｕｒａｒｉａ ｃｒｉｎｉｔａ）、印度野牡

丹 （ Ｍｅｌａｓｔｏｍａ ｍａｌａｂａｔｈｒｉｃｕｍ ）、 桃 金 娘

（Ｒｈｏｄｏｍｙｒｔｕｓ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等具有止血、止痛功效的

植物进行治疗；对于较严重的内伤，既要采用活

血、化瘀的药物进行外部治疗，又要内服一些活血

化瘀、通经活络和补血的药物进行治疗，如两面

针、苏木（Ｂｉａｎｃａｅａ ｓａｐｐａｎ）、毛蒟等。 当地人认为，
通过内外兼治的方式能够促进内伤更好更快地

恢复。
３．４ 跌打损伤药用植物的定量评价

桂东南客家地区跌打损伤药用植物的一致性

评价结果见附表 １。 有 ２７ 种药用植物的 ＦＬ 值大于

８０％，是该区域常见的跌打损伤药材。 其中，两面

针、薄叶红厚壳（Ｃ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ｍ）、朱砂

根（Ａｒｄｉｓｉａ ｃｒｅｎａｔａ）、雪下红（Ａ． ｖｉｌｌｏｓａ）、黑叶小驳骨

和小驳骨 ６ 种药用植物的 ＦＬ 值为 １００％，这些植物

是当地治疗跌打损伤最常见的药用植物。 另外，还
有榼 藤、 黑 老 虎 （ Ｋａｄｓｕｒａ ｃｏｃｃｉｎｅａ ）、 海 南 三 七

（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ｉａ ｒｏｔｕｎｄａ）等 ２１ 种药用植物的 ＦＬ 值大于

８０％，这些药用植物是当地较常用的跌打损伤药。
在药用民族植物学领域，物种的高 ＦＬ 值是开展生

物学、植物化学和药理学评价以及证明其有效性和

筛选新药的重要参考依据（Ｕｍａｉ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例

如，薄叶红厚壳是当地较名贵的常用跌打损伤药用

植物之一，Ｙｕ 等（２０２２）研究表明，薄叶红厚壳的根

中含有呫吨酮，具有明显的抗炎功效，目前已被用

于玉林正骨水等跌打损伤药的开发。

通过对 ＦＬ 值大于 ８０％的 ２７ 种药用植物的性

味进行统计，如图 ３ 结果所示，２７ 种常见跌打损伤

药的药性以平性药为主（占比 ４８． １５％），药味以

辛、苦味为主（分别占比 ３１．９１％、４６．８１％）。 受访

者认为，对于跌打损伤造成的内伤，如果使用温补

药来治疗，则不利于内伤的好转，甚至还可能将内

伤转化为脓疮，从而加重病情。 因此，在治疗内伤

时，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平性药物，或在温补药物中

适当加入凉性药物来平衡药性。 而在传统中医理

论中，药效与药味通常密切相关。 中医辨证理论

中认为，辛味药大多具有发散、行气、活血等功效，
苦味药具有燥湿、泻火等功效 （王建和张廷模，
２０１１）。

总的来说，通过对桂东南客家地区治疗跌打

损伤药用植物的生活型与资源型类型的深入分

析，我们不仅能够理解该地区植物资源利用的实

际情况，还能够洞察客家人在传统治疗实践中的

智慧和策略。 这些分析为进一步探索该地区民族

植物学知识、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传统知识

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和基础。

４　 讨论

４．１ 客家跌打损伤药用植物用药特色

桂东南客家地区对跌打损伤药用植物的加工

方式有生品（捣碎、打成粉）、水制、火制（炒）和酒

制，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药用植物（３１ 种）可采用

２ 种及以上的药材加工方式来治疗跌打损伤，显示

出当地客家人对传统跌打损伤药用植物的运用具

有较丰富的实践。 在对跌打损伤药用植物进行加

工时，酒是最常用的药引。 本研究结果显示，有 ２５
种药用植物的使用采用了酒作为药引。 当地人认

为酒不但可以杀菌消毒，而且还可以通经络、促进

血液循环。 因此，人们把药用植物通过泡酒内服、
外擦或加酒炒后热敷等方式来治疗跌打损伤。 有

研究表明，酒精可以提高药物某些化学物质的溶

解度，是提取药用活性物质的较好溶剂，自古以

来，它就被广泛用于制作酊剂（ Ｈａｎｏｕｓｅｋ Ｃ̌ｉｃ̌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Łｕｃｚａｊ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顾羽等， ２０２３）。 客

家人将药用植物制成酊剂，以便于保存和外出行

医。 他们认为，将新鲜的草药加酒炒后热敷对于

治疗瘀伤具有更好的疗效。 对化学成分的研究表

明， 不同的炮制方法对药物的有效成分有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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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７ 种桂东南客家常见跌打损伤药用植物的药性（Ａ）和药味（Ｂ）统计图
Ｆｉｇ． ３　 Ｎａｔｕｒｅ （Ａ） ａｎｄ ｆｌａｖｏｒ （Ｂ）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２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Ｈａｋｋ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影响（王天梅等，２０２２）。 因此，为验证桂东南客家

人对同种药用植物使用不同炮制方法治疗跌打损

伤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采用实验手段对这些药

用植物不同炮制方法的有效成分含量和药效进行

研究。
药食同源的食疗方式是桂东南客家社区较常

见的治疗跌打损伤的疗法。 多种药用植物，如薄

叶红厚壳、黑老虎、翅茎白粉藤、翼茎白粉藤、中华

青牛 胆、 龙 须 藤 （ Ｐｈａｎｅｒａ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ｉｉ）、 竹 节 蓼

（Ｍｕｅｈｌｅｎｂｅｃｋｉａ ｐｌａｔｙｃｌａｄａ）、番木瓜（Ｃａｒｉｃａ ｐａｐａｙａ）
等，被用来与猪脚、骨肉煲汤进行食疗。 通过利用

药食同源植物进行食疗的方式可以改善患者的营

养，增强患者免疫力，从而提高患者对药物有效成

分的吸收利用。 在粤东客家地区，Ｙａｎｇ 等（２０２０）
报道了一些用于治疗跌打损伤的药食同源植物，
但与桂东南客家地区共用的药用植物仅有中华青

牛胆 １ 种。 在粤东客家地区，通过药食同源来治

疗跌 打 损 伤 的 还 有 猫 尾 草、 活 血 丹、 铁 包 金

（Ｂｅｒｃｈｅｍｉａ ｌｉｎｅａｔａ）、龙船花（ Ｉｘｏｒ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地耳

草 （ 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 等 植 物 （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在桂东南客家地区，这些植物虽然也被用

来治疗跌打损伤，但用法却略有不同。 例如，猫尾

草主要通过茶饮来治疗跌打损伤，而活血丹、铁包

金、龙船花和地耳草等则通过煮水洗和热敷等外

用方式来达到治疗目的。
对于同种药用植物的使用，客家群体与其他

群体存在一定差异性。 例如，地耳草在壮族、瑶族

和毛南族社区，主要用于清热解毒，主治肝炎、肝
硬化、肾炎、蛇伤、急性结膜炎和扁桃体炎等疾病

（杨春燕等， ２００９； 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Ｊ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而在粤东和桂东南客家地区，人们将地耳

草除了用于清热解毒、祛湿、祛黄疸、肝炎、蛇虫咬

伤以外，还常用于治疗跌打损伤 （ 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４．２ 客家跌打损伤药的其他功效

在桂东南客家跌打损伤药中，超过 ８０％的药

用植物用于治疗喉咙痛、风湿骨痛、肠胃不适、蛇
伤、肝炎、妇科疾病、皮肤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其

他疾病。 例如，雪下红具有治疗喉科疾病、关节

痛、骨节增生等疾病的功效；榼藤用于治疗咽喉肿

痛、咽喉炎、风湿骨痛等疾病；黑老虎是当地较名

贵的药用植物，除了用于治疗跌打损伤外，还用于

治疗皮肤病、胃病、风湿骨痛、肾虚、糖尿病等多种

疾病。 这些药用植物的其他用途，充分体现桂东

南客家当地人利用了药用植物的丰富传统知识，
同时说明这些药用植物对于维持当地人的健康具

有重要意义，值得进一步对其科学内涵进行深入

发掘和推广。

２９２ 广　 西　 植　 物 ４５ 卷



４．３ 跌打损伤药用植物资源管理和传统知识传承

现状

在访问调查中，我们发现大部分的草医以及

具有传统中医药知识的老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用药

需求在自家菜园或林地引种、栽培一些分布较少

的、名贵的或频繁使用的草药。 同时，经验丰富的

草医对当地野生药用植物的资源分布现状十分清

楚。 因此，他们在采摘草药时会根据目标植物在

当地的资源丰富度情况进行采摘。 例如，一些在

过去采摘根或全株的名贵药材如两面针等，现在

尽量只取茎或枝叶来替代。 由于当地气候全年温

暖潮湿，不易保存药材，当地客家人对跌打损伤药

用植物的使用以鲜药为主，随采随用，每次只采摘

少量。 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药用植

物资源的多样性与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值得

提倡和进一步推广。 然而，自 ２００１ 年起，桂东南

地区客家居住地周边开始种植大量桉树林，原始

植被遭到破坏。 根据受访人介绍，许多在过去较

常见 的 药 用 植 物 资 源， 如 黑 老 虎、 密 花 豆

（ Ｓｐａｔｈｏｌｏｂｕｓ ｓｕｂｅｒｅｃｔｕｓ）、 金 线 吊 乌 龟 （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
ｃｅｐｈａｌａｎｔｈａ）、通城虎 （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 ｆｏｒｄｉａｎａ）、白花

苦 灯 笼 （ Ｔａｒｅｎｎａ 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ｎａ ）、 大 管 （ Ｍｉｃｒｏｍｅｌｕｍ
ｆａｌｃａｔｕｍ）等，现在都非常少见。 在药用植物资源

急剧下降的同时，与之相关的传统知识也正在从

人们的视野中逐渐消失。
目前，桂东南客家地区跌打损伤相关传统知

识在传承上面临着严峻挑战。 由于城镇化进程的

加速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习武的人越来越

少，使用跌打损伤传统草药的消费群体相对减少。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西医文化的冲击，许多人

更偏向选择“红花油” “活络油”和“云南白药”等

中成药以及速效的止痛、消炎西药，而不愿使用传

统的草药疗法。 另外，当地的跌打损伤相关传统

医药知识主要是 ６０ 岁以上的老人所掌握，并且主

要通过口授的方式进行传授。 在“传内不传外”的
客家宗族观念影响下，当地传统中医药知识的传

承受到限制。
为了保护桂东南客家地区传统中医药文化和

生物的多样性，需要进一步采用多学科手段加强

对当地药用植物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进行全面

调查和总结，重点对其中具有较高应用价值的药

用植物开展化学成分分析和药理机制研究，使桂

东南客家药用植物相关传统知识得到科学验证。

此外，当地还应加强对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通过

“农户＋企业”联合种植的方式对需求量大、资源量

少、疗效好的野生药用植物开展人工栽培，以确保

药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 同时，还需要结

合当地客家文化和习俗，如功夫文化、舞狮文化

等，加大对跌打损伤等传统中医药知识的宣传，推
进地方特色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

５　 结论

本研究系统调查了广西玉林市陆川县和博白

县的客家社区，记录了 ９７ 种用于治疗跌打损伤的

药用植物，隶属于 ４７ 科 ８１ 属，其中豆科和报春花

科植物占比最高，反映了其在当地治疗跌打损伤

的重要性。 本研究发现，在当地的跌打损伤药用

植物中，野生植物占绝大部分，枝叶和全株是最常

见的药用部位，草本和灌木植物资源丰富。 常见

的应用方法包括煮水喝、煮水洗等，两面针、薄叶

红厚壳、朱砂根、雪下红、黑叶小驳骨和小驳骨 ６
种药用植物显示出较高的一致性水平，是当地治

疗跌打损伤的核心药物。 当地跌打损伤药用植物

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开

发。 当前，当地关于跌打损伤药用植物管理和利

用的传统知识正面临着消失的风险，急需对桂东

南客家地区展开药用植物资源的本底调查，加强

对常用的稀有药用植物资源进行人工引种和栽

培，确保当地药用植物资源的持续利用。 同时，还
应结合当地客家传统文化和习俗加强对跌打损伤

药用植物相关传统知识的宣传，促进当地特色中

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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