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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科学家”的植物学名著——

《植物名实图考》
□黄新生

一、我国古代记载植物最多
的书籍。

该书共记载植物 1714 种，比
《南方草木状》多1634种，比《救荒
本草》多1300余种，比《本草纲目》
多519种，记载的植物数量之多、
分布区域之广，超过了历代本草
著作。书中既有地黄、何首乌等
药用植物，也有胡麻、稻等农作
物，还有橙子、椰子等果树。从植
物生态角度看，书中有水生、陆
生、隰生、石生等；从地理分布来
看，这些植物遍及 19 个省，对江
西、湖南、云南、山西、贵州等地植
物的采集尤其丰富。其中收录江
西植物约400种、云南植物约370
种、湖南植物约280种。许多边远
地区的植物首次得以记载，如唇
形科野芝麻属宝盖草，在西南地
区又称接骨草，首次被该书收载，
并记载其能“养筋，活血，止遍身
疼痛”。又如马铃薯从国外传入
中国后，名称不一，在山西被称为

“山药蛋”，该书最早把“山药蛋”
之名载入，说它“根实繁如番薯”，
能“疗饥救荒”“味似芋而甘，似薯
而淡”。

该书不仅记载了植物的药物
治疗作用，还对植物的产地、生长
习性、培植方法、品种鉴别等也进
行了深入研究，对我国近代植物

分类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
响，我国植物分类学中许
多科、属、种的中文名即来

源于该书，如罗汉松科、小二仙草
科、马甲子属、画眉草属、南蛇藤、
千斤拔等。

二、纠正了历代本草学中的
许多错误。

由于历史变迁，南北差异，同
一种植物往往有多种别名。历代
本草学家在著作时，由于受地域
限制，资料不足，以及个人因素
等，往往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造
成名实不符。吴其濬作为朝廷重
臣，他游历丰富，见识广泛，研究
植物时所能调动的人力、物力资
源，是历史上其他药物学家所不
能比拟的，在考证植物的名与实
时更加便利。

该书编写时参考了 200 多种
文献，吴其濬对前人的研究成果
并不盲从，而是结合实际、反复求
证，在植物的名称与实物是否相
符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如《本草
纲目》和《群芳谱》对苜蓿的记载
差异很大，吴其濬两次派儿子赴
京、陕寻找苜蓿种子，亲自培植观
察3年，终于澄清是非曲直，原来

《本草纲目》所记载的“苜蓿”，实
际是“木樨”，系李时珍未能详察
所致。又如常山以治疟疾著称，
但民间医家所用常山却有好几
种。吴其濬认为民间说的“疟”，
不一定是疟疾，也包括劳作蒙受
寒暑，饮食不按时等原因产生的

“寒热往来之疾”。假常山治不了
真疟疾，但真常山有毒，若非真疟

疾而用之也会伤人，故考证尤其
详细，并感叹：“古之用君子者必
辨真伪。若小人，则唯防微杜渐，
勿轻试而已。”

该书对历代本草学家的错误
进行了修正，如《本草纲目》将五
加科的通脱木与木通科的木通混
为一谈，皆归入蔓草类，吴其濬在
编写时将通脱木从蔓草类中剔
除，改归山草类；再如冬葵，由于
地域限制，李时珍认为：“古者葵
为五菜之主，今不复食之。”故将
其从菜部移入隰草类，但吴其濬
发现江西、湖南民间仍在栽培食
用，因此将其重新列入菜部。

该书的考订以古代文献资料
为基础，凡书籍中已有记述的品
种，都注明了文献的来源，并且以
实物观察为依据，与文字记载相
互印证。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有
些问题经过实地访问、观察仍然
无法解决的，吴其濬决不主观推
测，轻下结论，反映出他实事求是
的态度。

三、文字描写传神而富有诗
意。

书中文字简洁准确，能精准
抓住植物的形态、习性进行描写，
寥寥数字就能突出植物的特点，
使读者便于辨认，如对九头狮子
草的记载：“九头狮子草产湖南激
越山坡间，江西庐山亦有之。丛
生，数十本为二簇，附茎对叶，如
凤仙花叶稍阔，色浓绿无齿，茎有

节如牛膝，细根长须，秋时梢头一
节间先发两片绿苞，宛如榆钱，大
如指甲，攒簇极密，旋从苞中吐出
两瓣粉红花。”书中准确描述了九
头狮子草的产地、形态特点、生活
习性等。

书中文字诗意盎然，读来口
角生香，仿佛艺术性极强的小品
文，吸引人读下去，这是以前本草
著作从未有过的，如对山海棠则
云：“春开尖瓣白花，似桃花而白
腻有光。瓣或五或六，长柄绿蒂，
袅袅下垂，繁雪压枝，清香溢谷。
花开足则上翘，金粟团簇，玉线一
丝。第其姿格，则海棠饶粉，梨云
无香，未可侪也。幽谷自赏，筠篮
折赠，偶获于卖菜之佣，遂以登列
瓶之史。”

四、植物图谱绘制精良。
该书有植物图谱 1805 幅，数

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本草书籍，且
图谱根据植物的原生状态绘制，
完整地描绘了植物的根、茎、叶、
花、果，更加准确、真实。对于一
些外形相似、极易混淆的植物，作
者往往绘出多幅图以助辨认，如
毒草类的天南星、虎掌、魔芋和半
夏，皆为天南星科植物，作者绘出
7 幅图，并突出了天南星科的特
征。

该书所绘图谱清晰翔实，反
映了植物的真实形态，增补和订
正了本草著作中的缺略和谬误，
开辟了药用植物学的新研究领

域，如藿香图突出了藿香叶对生，
叶片卵形或三角形，基部圆形，顶
端长尖，边具初锯齿，花序顶生等
形态特点。又如《本草纲目》记载
仙人掌草是凤尾草，但其附图并
不准确。而《植物名实图考》所绘
的凤尾草图清晰可辨，与文字相
符。其中半夏有两幅图，一图未
开花，另一图已开花，便于与实物
对照辨认。书中图谱绘制精细、
形态逼真，对于植物鉴别具有较
大的价值，清代张绍堂翻印《本草
纲目》时，认为原书的植物绘图粗
糙失真，于是将其中的近400幅绘
图换上了吴其濬的绘图。

《植物名实图考》资料丰富、
绘图精美，对植物名实的考核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是联结古代本
草学和近代植物学的“桥梁”，被
誉为我国古代植物学水平的最高
峰。该书问世以后，不但被本土
学者重视，还被日本和欧美科学
家视为经典著作，将其翻译后进
行认真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吴其濬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清
代中晚期，他或许已经意识到科
学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故进
行深入研究，在农业、矿物、水利
等领域也成果丰厚，著有《滇行纪
程集》《滇南矿厂图略》《云南矿厂
工器图略》《军政辑要录》《奏议存
稿》等。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
卫生健康委））

吴其濬（1789年~1847年），字季深，号吉兰，河南省固始县城关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考中状元，官授翰林院
修撰，他是清代河南省唯一的状元。由于父母、兄长病逝，吴其濬回乡丁忧长达8年之久。其间，他在固始城东建立了
中国近现代第一个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植物园——东墅。在这里，他搜集各类文献，考订植物名称，栽种蔬菜花草，
观察其生长习性。后来，吴其濬曾在江西、湖北、湖南、浙江、云南、贵州、福建、山西等地为官，可谓“宦迹半天下”。每
到一个地方，他都会认真观察当地的植物，并采集标本，记录性状。经过长期积累沉淀，吴其濬著成《植物名实图考长
编》《植物名实图考》两部著作，尤以后者最为著名，但尚未刊行，他就病逝于山西任上。1848年，山西继任巡抚陆应谷
将其遗稿整理刊刻，这部植物学名著才得以问世。

《植物名实图考》共38卷，约71万字，分为“谷、蔬、山草、隰草、石草、水草、蔓草、芳草、毒草、群芳、果、木”12类，共
记载植物1714种。书中对每种植物的名称、产地、形态、颜色、性味、功用、培育方法等进行了叙述，尤其重视对“同名
异物、异名同物”植物的考订，并附有图谱，以求文图相互参照。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个
家财万贯的员外老来得子，
不胜欢喜。然而，儿子自幼
不仅体弱多病、爱流口水、
反应迟钝，还经常尿床。员
外为了给儿子治病，把周边
的名医都找遍了，也没有治
好儿子的病。

一天，一个老道士云游
至此，了解了员外儿子的病
情后，便告诉员外：“离此地
八千里的地方有一种仙果，
可以治好你儿子的病。”员
外历经长途跋涉，终于找到
了老道士所说的仙果。儿
子吃了仙果后，身体不仅一
天比一天强壮，还变得开朗
活泼、聪颖可爱起来，与以
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员
外的儿子长大成人后，参加
科举考试，结果金榜题名，
高中状元。因此，人们将这
个仙果取名为“状元果”。
由于它能益智健脑，使人变得聪明，又称为益智
仁。

益智仁为姜科植物益智的果实，主要分布
于南方部分地区，作为海南的道地药材，被誉为
我国“四大南药”之一。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
被贬海南时，对该药颇有研究，《东坡杂记》记
载：“海南产益智，花实皆长穗而分为三节。观
其上中下节，以候早中晚禾之丰凶，大丰则皆
实，大凶则不实，罕有三节并熟者。”益智仁始载
于《本草拾遗》，曰：“益智出昆仑及交趾国，今岭
南州群往往有之。”

益智仁味辛、性温，入脾经、肾经，具有温脾
止泻摄涎、暖肾缩尿固精的功效。益智仁用于
治疗中气虚寒所致的饮食减少、口多唾涎，多与
党参、白术等同用；治疗脾肾受寒所致的腹中冷
痛、呕吐、泄泻，与白术、干姜等同用；治疗肾气
虚寒所致的遗精、遗尿、尿有余沥、夜尿增多，多
与山药、乌药等配伍；治疗遗精滑精，可与金樱
子、山茱萸等同用；治疗女子肾虚不固的崩漏带
下，与补骨脂、乌贼骨等配伍。

另外，中医认为，痴呆健忘多是肾脏精气血
亏虚，见脾肾两虚、口涎不止，脾主涎，肾主唾，
脾肾虚寒所以口水流不停，此时常用益智仁治
病。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益智仁中含有挥发油、
萜类化合物、甾体及苷类化合物等成分，具有保
护神经、提高记忆能力、抗炎抑菌、抗氧化、抗肿
瘤、镇痛等作用。

益智仁是药食两用的佳品，汉唐年间的典
籍《异物志》中记载：“益智类薏苡，实长寸许，如
枳椇子，味辛辣，饮酒食之佳。”可见，那时的人
们就已经用其做下酒菜了。如今益智仁不仅可
以用来煲汤，还可以煮粥、做点心等。现介绍几
种常见做法，请在医师指导下选用。

益智老鸭汤
材料：益智仁12克，老鸭1只，桂圆干6粒，

大枣6枚，生姜6片，大葱1根，食盐适量。
做法：将各类食材洗净，老鸭切成块，葱切

丝备用；炒锅大火烧热，不放油，放入鸭块、姜片
和葱丝翻炒，至鸭肉水分收干，没有腥味，关火
盛出；将炒过的鸭块放入炖锅中，倒入水，没过
鸭块，煮沸后捞出鸭块，将水倒掉；炖锅中再次
加入热水，将煮过的鸭块放入锅中，大火煮开，
放入益智仁、桂圆干、大枣，换小火炖约1小时，
加入食盐调味即可。

功效：本汤具有温脾止泻、益气养血的作
用，适合体质虚弱、气血不足、大便偏稀等人群
食用。

益智芡实粥
材料：益智仁9克，芡实15克，粳米150克。
做法：将益智仁、芡实研为粉末；粳米淘洗

干净，放入锅中，加入适量水，大火煮沸，转小火
熬成粥；待九分熟时拌入益智仁、芡实粉，搅拌
均匀，稍煮即可。

功效：本粥具有温肾助阳、固精收涩的作
用，适合肾虚不固导致遗精、遗尿、夜尿频多等
人群食用。

益智山药饼
材料：益智仁15克，核桃仁15克，山药300

克，面粉150克，红糖30克。
做法：将益智仁、核桃仁洗净，放入锅内翻

炒，碾碎备用；山药去皮，洗净，蒸熟碾碎，加入
面粉、红糖和适量水，搅拌充分、揉捏，再均分成
若干个圆饼；表面铺上益智仁、核桃仁碎末，放
入锅内，蒸15分钟左右即可。

功效：本品具有温补脾肾、缩泉止泻的作
用，适合脾肾虚寒兼有遗尿、便软、流涎等人群
食用。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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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话养生
□朱璐媛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
于晨。”春季是阳气升发的季节，养
阳、防风、护肝、健脾为中医春季养
生的四大方针，贯穿于人们的衣、
食、住、行。

说“衣”——莫忘“春捂”

春季天气变化较大，尤其是早
春时节，常有寒潮来袭，人们要及时
添加衣服，以防被春寒所伤。

《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
论》记载：“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
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
庭，被发缓行，以使志生，生而勿杀，
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
养生之道也。”意思是说春季是舒
缓、开放、宣泄的季节，人们着装应
与之相应，不宜过紧。

对于“春捂”的原则是“不捂不
行，过犹不及”，掌握好“春捂”的尺

度非常重要。

话“住”——勤通风

在日常生活中，家里要经常开
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春回
大地，万物滋生，各种细菌、病毒也
随之生长繁殖。因此，人们还要注
意室内环境卫生。

另外，人们春季应“夜卧早起”，
即应晚睡早起。

品“食”——多甘少酸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曰：“春日

宜省酸，增甘，以养脾气。”一方面，
春季为肝气偏旺之时，肝气旺会影
响脾胃的消化功能；另一方面，因
甘味气性柔缓，可使肝气柔和地升
发；同时，甘味能补益人体的脾胃
之气。

春季要顺应春升之气，人们在
饮食上，可以适当多吃一些温补阳
气的食物，以助长、充实、升发阳气，
增强抵抗力，抵御外邪侵袭。明代
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
载：“以葱、蒜、韭、蓼、蒿、芥等辛嫩
之菜，杂和而食。”中医认为，春气

温，春发散，祛阴寒以助阳。《黄帝内
经》强调“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
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
补精益气”的观点，是世界上最早的

“膳食指南”。

春季宜养肝

肝脏不仅具有维持全身疏通畅
达、通而不滞、散而不郁的作用，还
具有贮藏血液、防止出血、调节血量
的作用。

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
归于肝脏。肝脏是人体的“将军之

官”，人的聪明才智能否最大限度地
发挥出来，全看肝气是否充足，肝气
充足的人显得聪明，并且反应敏捷。

人们春季养肝，包括饮食养肝，
如饮食宜多甘少酸；情志养肝，即要
心胸开朗、积极乐观；睡眠养肝，在
夜晚11时~凌晨3时是肝胆经脉运
行的时间，卧则血归于肝，所以我们
要在夜晚 11 时之前入睡；运动养
肝，在春天适合进行散步、慢跑、放
风筝等活动。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肝
胆脾胃病科）

白带异常的中医调理
□张淑珍

白带异常，中医称为带下病，主
要是指白带的量明显增多或减少，
主要分为带下过多、带下过少。

如果患者出现白带异常，可能
会发生不孕症或其他不良后果。正
确掌握白带常规检查内容，可以根
据检查结果进行相应的调理。白带
常规检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pH值（氢离子浓度指数）阴道
正常的 pH 值是 4~4.5，如果超出正
常范围，可能会导致滴虫性、细菌性
阴道炎。

清洁度 通常将阴道的清洁度
划分成 4 个级别，Ⅰ度~Ⅱ度代表
正常，Ⅲ度~Ⅳ度代表异常。其中
Ⅰ度主要指阴道内发现许多阴道

杆菌，未出现白细胞与杂菌，且视
野比较干净，均是正常分泌物；Ⅱ
度指阴道内发现少量白细胞、杂
菌、中量阴道杆菌等，基本是正常
分泌物，主要表现在阴道口较为松
弛的经产妇人群中；Ⅲ度指阴道内
发现许多杂菌与脓细胞，通常代表
患者存在阴道炎症，应该引起重
视；Ⅳ度指阴道内未发现阴道杆
菌，但发现大量杂菌与脓细胞，通
常表现为严重的阴道炎。

白细胞 如果阴道内发现许多
白细胞，代表患者极易患有滴虫病
与宫颈炎。如果患者患有念珠菌
病，白细胞数量也呈持续减少状态。

线索细胞 线索细胞是加特纳

菌或小杆菌感染正常的鳞状上皮
细胞，使正常的上皮细胞形态发生
改变，如边缘不整齐、粗糙、透明度
不高等。当阴道分泌物中出现大
量线索细胞时，一般预示细菌性阴
道病。

阴道毛滴虫 滴虫会存在于阴
道的后穹窿处，不仅会发生滴虫性
阴道炎，还会造成邻近器官感染。
另外，滴虫可能会寄生于男性精囊
或前后尿道中，可以通过性交、衣
服、被褥等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行
传播和感染给其他人。

胺试验 胺试验是用于检查细
菌性阴道病。如果女性出现细菌性
阴道病，经过胺试验检查，白带会出

现腥臭味，这是由于白带内胺与氢
氧化钾相遇产生氨气造成的。

霉菌 对于霉菌而言，白色念珠
菌较为常见，日常会寄生于阴道内，
如果阴道内糖原持续增加，会造成
酸度提升，导致霉菌持续繁殖。

如何调理

患者可以采取中医方法进行调
理。对于脾虚型的患者，可以采用
车前子、人参、柴胡、山药、白术、苍
术等中药进行调理。如果患者还有
阴部瘙痒的症状，可以采用花椒、蛇
床子、桑寄生、杜仲等中药进行调
理；对于湿热型的患者，可以采用当
归、白芍、地黄、阿胶、牡丹皮、香附、

黄柏等中药进行调理，具体用药建
议遵照医嘱。

在饮食方面，患者应注意均衡
饮食，增加营养。白带过多的人应
多吃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
如牛奶、鸡蛋、菠菜、芹菜、苹果、火
龙果等。

从中医角度来说，人们可以遵
照医嘱食用山药、芡实、薏米、红豆
等健脾祛湿的食物，辅助调理白带
过多的现象。另外，白带过多的人
要避免吃辛辣、刺激性食物，如辣
椒、花椒等，可能会对身体带来影
响。还需要注意的是，食物并不能
够起到治疗白带的作用，需要明确
病因后治疗。在服用中药治疗的同
时，患者还可以配合针灸、理疗等，
效果会更好。

白带异常对于女性患者来说影
响很大。当白带出现异常时，患者
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并且积极
进行调理。

（作者供职于新安县中医院检
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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