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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话“龙”药
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动

物，为鳞虫之长。在中药里面有
很多以“龙”来命名的药材，他们
或因其形、或以因意。在甲辰龙
年到来之际，淄博市中心医院中
医专家李一鸣介绍中草药里面以

“龙”来命名的草药。

冠以“龙”名———
天龙、地龙和海龙

天龙一般指壁虎，为壁虎科
动物无疣壁虎或无蹼壁虎或多痣
壁虎的全体，具有祛风，活络，散
结之功效，常用于中风瘫痪、风湿
关节痛、骨髓炎、淋巴结结核、实
体肿瘤等。也有记载天龙为蜈蚣
的，为蜈蚣科动物少棘巨蜈蚣的
干燥体，具有息风镇痉、通络止
痛、攻毒散结的功效，常用于肝风
内动、痉挛抽搐、小儿惊风、中风
口、半身不遂、破伤风、偏正头

痛、疮疡、瘰疬、蛇虫咬伤等。
古人命名都讲究对韵，因此

有天龙，必有地龙。地龙为钜蚓
科动物参环毛蚓、通俗环毛蚓、威
廉环毛蚓或栉盲环毛蚓的干燥
体，具有清热定惊、通络、平喘、利
尿的作用，常用于高热神昏、惊痫
抽搐、关节痹痛、肢体麻木、半身
不遂、肺热喘咳、水肿尿少等。

海龙为海龙科动物刁海龙、
拟海龙或尖海龙除去皮膜及内脏
的全体，具有温肾壮阳、散结消肿
之功，常用于治疗阳痿遗精、癥瘕
积聚、瘰疬痰核等。

效如“龙”助———
龙骨和龙齿、龙脑、伏龙肝

古人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有
价值的东西，冠以龙来命名，也寓
意着其具有神一般的作用，定能
药到病除。龙骨为古代哺乳动物

如象类、犀牛类、三趾马等的骨骼
的化石，而龙齿则是他们的牙齿
化石。龙骨生品潜阳安神、龙齿
镇惊安神、清热除烦，两者均可用
于烦躁易怒、心悸失眠、头晕目
眩、癫狂等症；龙骨还可以煅后入
药，煅后功效收敛固涩，多用于遗
精早泄、带下崩漏、虚汗久泻、湿
疮痒疹、疮口不敛、外伤出血等。

龙脑，又称冰片，是一种名贵
的香料和中药材，其来源主要是
一种特定的樟科植物——— 龙脑香
树。此树主要分布在从印度尼西
亚到马来亚的婆罗洲（今加里曼
丹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三
地。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
玄奘大师在西游天竺时，曾在南
印度见到过龙脑香树。龙脑具有
去翳明目、开窍醒神、消肿止痛等
功效，主治中风口噤、热病神昏、
气闭耳聋、喉痹、痈肿等疾患。现
代医学对于龙脑的使用也非常广

泛，常见的苏合香丸、安宫牛黄
丸、冰硼散等都含有龙脑。

伏龙肝，又名灶心黄土，为经
多年用柴草熏烧而结成的灶心
土。《本草经集注》解释其名称由
来“此灶中对釜月下黄土也。以
灶有神，故号为伏龙肝，具有温中
止血、止呕、止泻之功效，常用于
治疗虚寒失血、呕吐、泄泻等。

其他以“龙”命名的中药

龙胆也称龙胆草，是龙胆科
植物条叶龙胆、龙胆、三花龙胆或
坚龙胆的干燥根及根茎，具有清
热燥湿、泻肝胆火的功效，常用于
治疗湿热黄疸、阴肿阴痒、带下、
湿疹瘙痒、肝火目赤、耳鸣耳聋、
胁痛口苦、强中、惊风抽搐等。

红花龙胆，为龙胆科龙胆属
植物红花龙胆的根及全草。具有
清热利湿、解毒的功效。常用于

治疗急性黄疸型肝炎、痢疾、小儿
肺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
结核、淋巴结结核、小便不利、眼
结膜炎等；外用可治痈疖疮疡、烧
烫伤等。

龙眼，即龙眼肉、桂圆肉，为
无患子科植物龙眼的假种皮，晒
干而用，具有补益心脾、养血安神
的功效，常用于治疗气血不足、心
悸怔仲、健忘失眠、血虚萎黄等。

龙葵为茄科植物龙葵的全
草，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的功
效，常用于治疗疔疮、痈肿、丹毒、
跌打扭伤、咳嗽、水肿等。

穿山龙，为薯蓣植物穿龙薯
蓣的干燥根茎，具有有祛风除湿、
舒筋通络、活血止痛、止咳平喘的
作用，常用于治疗风湿痹病、关节
麻木、跌扑损伤、闪腰岔气、咳嗽
气喘等。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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