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中药是祖国医药宝库中的瑰宝，铁皮石斛为珍稀濒危兰科药用植物，为石斛中的佳品。铁皮石斛具

有独特的药用价值，以其茎入药，属补益药中的补阴药，具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等功能。近年来，我国对铁皮石斛从

资源再生、化学和药理活性等方面开展了系统研究; 并在条件适宜地区形成了规模化栽培。为集中报道我国医药科

技工作者近年来在铁皮石斛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更好地开发利用铁皮石斛植物资源，促进我国铁皮石斛研

究、临床应用、产业发展，《中国药学杂志》策划组织了“铁皮石斛专刊”。专栏征文阶段得到了广大药学工作者的积

极响应，共收到论文 41 篇，经专家组严格审阅选拔后，共有 21 篇文章刊发于专刊中。文章集中报道了我国铁皮石

斛领域最新研究成果，涉及铁皮石斛植物的资源、栽培、采收加工以及与铁皮石斛有关的化学、质量分析、制剂、药
理、药动、临床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

本专栏得到周俊、杨峻山、郭顺星、王如伟等编委、专家们的大力支持及广大作者、读者的积极响应，浙江康恩贝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寿仙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专栏提供了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石斛的历史、分布与功能

中药石斛来源为兰科( Orchidaceae) 石斛属( Den-
drobium) 植物，该属世界分布约 1 000 多种，我国约 70
多种，其中约有 10 ～ 20 种作药用和保健用，少数种还

兼作观赏花卉。

1 石斛的名称和原植物

林兰( 神农 本 草 经) ，禁 生，杠 兰，石 蓫 ( 名 医 别

录) ，麦斛，雀脾斛，木斛( 图经本草) ，金 钗 石 斛，千

年润( 本 草 纲 目) ，悬 竹，千 年 行 ( 植 物 名 实 图 考 ) ，

霍山石斛( 本 草 纲 目 拾 遗) 皆 称 为 石 斛。近 年 所 编

药书收载种数更多，《新华本草纲要》收载具石斛功

能的 有 21 种，《中 药 大 辞 典》收 载 具 石 斛 功 能 的

有 9 种。
何为石斛，李时珍认为“名义未详”，我认为是生

于石山凹地中或腐殖土及树枝混合物中( 图见宋苏颂

《图经本草》图二) ，附生树上也称“木斛”。石斛属植

物作药用和保健用的历史悠久，且应用中非一种单用，

而是多种石斛混用。造成混用的主要原因在于近代技

术( 组培育苗和集约栽培) 解决繁殖前多用野生，而野

生产量少，故将近似种混用或代用成为不可避免的选

择。由此造成野生资源开采过度，部分品种已列入濒

危植物名录。
2010 年 版《中 国 药 典》一 部 收 载 的 石 斛 种 类

有:①石 斛: 金 钗 石 斛 ( D． nobile Lindl) ，鼓 槌 石 斛

( D． chrysotoxum Lindl ) ，流 苏 石 斛 ( D． fimbriatum
Hook) 及 该 属 近 似 种。②铁 皮 石 斛 ( D．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 。

2 石斛的传统分布与现代种植区域

石斛的分布: 宋代的分布记录引《图经本草》以

皖、浙、鄂、湘、川、广南( 指广南东路，今广东大部分; 广

南西路，今广西全境及邻近云南地区) 。其中《图经本

草》所指“以广南者为佳”并非专指今日云南的广南

县。
石斛的现代最佳种植地: 皖、浙秋冬寒冷，全年的

生长期约 150 d 或稍多; 云南及两广位于北热带和南

亚热带，生长期约 300 d，是最佳的种植区。云南省政

府在普洱、红河、文山、版纳、临沧、保山及德宏等地发

展石斛种植，决定无疑正确。

3 石斛的功能

石斛的药用及保健功能在《神农本草经》及《本草

纲目》所述甚广，( 可参阅该书) 诸如“除痺下气”，“补

五脏虚劳”，“久服厚肠胃”等，《神农本草经》李时珍记

载“石斛二钱，生姜一片，水煎代茶饮，甚清肺補”。清

乾隆时赵学敏所著《本草纲目拾遗》则补充石斛能“生

津己劳损，……能镇痰”。宋《圣济总录》和元《原机启

微》还记载了石斛治疗眼疾的功能，如石斛夜光丸。
《中国药典》2010 年版一部记载石斛对功能进行

综合，最终确定主治为“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阴伤

津亏，口干烦渴，食少干呕，病后虚热，目暗不明”。
( 周俊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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