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词典：石龙子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

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4/2021_2022__E4_B8_AD_

E8_8D_AF_E8_AF_8D_E5_c22_654427.htm 石龙子为石龙子科

动物石龙子或蓝尾石龙子除去内脏的全体。石龙子 【出处】

出自1.《本经》。 2.陶弘景：石龙子，其类有四种，一大形纯

黄色为蛇医母，亦名蛇舅母，不入药。次似蛇医，小形长尾

，见人不动，名龙子。次有小形而五色，尾青碧可爱，名断

蜴，并不螫人。一种喜缘篱壁，名yan蜒，形小而黑，乃言螫

人必死，而未尝闻中人。 2.《纲目》：诸说不定，大抵是水

旱二种，有山石、草泽、屋壁三者之异，《本经》惟用石龙

，后人但称蜥蜴，实一物也。且生山石间，正与石龙、山龙

之名相合 【拼音名】Shí Lón Zǐ 【英文名】Chinese Skink 

【别名】蜥易、易蜴、蜥蜴、山龙子、守宫、石蜴、猪蛇婆

、四脚蛇、五寸棍 【来源】药材基源：为石龙子科动物石龙

子或蓝尾石龙子除去内脏的全体。 拉丁植物动物矿物名

：1.Eumeces chinensis（Gray）2.Eumeceselegans Boulenger采收

和储藏：夏、秋间捕捉，处死，除内脏，置通风处干燥。 【

原形态】1.石龙子，头体头103-125mm，尾长144-189mm.眶上

鳞第2枚显着大于第1枚；额顶鳞发达，彼此相切，有上鼻鳞

；无后鼻鳞；第2列下颞鳞楔形，后颏鳞前、后2枚。耳孔前

缘有2-3个瓣突，鼓膜深陷。体较粗壮，环体中段鳞22-24行；

肛前具1对大鳞；尾下正中行鳞扩大。前、后肢贴体相向时不

相遇，指、趾侧扁掌足冰粒鳞大、小不一。背面灰橄榄色；

头部棕色；颈侧及体侧红棕色，雄性更为显着，体侧有分散

的黑斑点；腹面白色。幼体背面黑灰色，有3条浅黄色纵纹向



后直达尾部，随个体成长而消失或隐约可见。雄性颞部显着

隆肿。 2.蓝尾石龙子，头体长70-90mm，尾长130-160mm，吻

端顿圆；上鼻鳞1对，左右相切，无后鼻鳞，前额鳞1对，不

相切；额鼻鳞与额鳞相接，左右顶鳞为间顶鳞所隔开，颊鳞2

，眶上鳞4，耳孔前缘有2-3枚锥状鳞，上唇鳞7，后颏鳞1枚

，体鳞平滑，环体中段鳞26-28；肛前鳞2，股后缘有1簇大鳞

，雄性肛侧各有1棱鳞。背面深黑色，有5条黄色纵纹，正中

条在顶鳞分叉向前达吻部，其余分别在眼上方和眼下方向后

沿体侧达尾部，在尾后端浅纵纹消失。尾部为蓝色，腹面色

浅。 【生境分布】生态环境：1.生活于海拔200-1000m的山区

、平原耕作区、开阔地、住宅、路旁杂草乱石堆中捕食昆虫

。 2.生活于海拔600-1500m左右山间路旁杂草间。捕食昆虫。 

资源分布：1.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台湾

、湖北、湖南、广东、海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 2.

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台湾、河南、湖北

、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 【栽培】本品野

生。 【药理作用】本品有抗癌作用，其醇提取物能抑制人肝

癌细胞的呼吸；体内试验，可延长移植肿瘤动物的寿命。 【

炮制】捕得后处死，割除内脏，洗净，置通风处干燥，或晒

干。 【性味】味咸；性寒；小毒 【功能主治】利水通淋；破

结散瘀；解毒。主治癃闭；石淋；小便不利；恶疮；臁疮；

瘰疬。 【用法用量】内服：烧存性研末，1.5-3g；或入丸、

散。外用：适量，熬膏涂；或研末调敷。 【注意】孕妇禁服

。 【各家论述】1.《本经》：主五癃邪结气，破石淋，下血

，利小便水道。 2.《纲目》：消水饮阴，滑窍破血。 3.《本

草求原》：偏助壮火，阳事不振者宜之。 4.《四川中药志》



：治九子烂疡，乳癌，肺痈，风湿，皮肤发痒及疮毒。 【摘

录】《中华本草》 相关推荐： #0000ff>2011中医助理医师考

试辅导：清热泻火药 #0000ff>2011中医助理医师考试辅导：清

热燥湿药 更多信息请访问：#0000ff>中医助理医师网校

#0000ff>医师互动交流 #0000ff>百考试题在线题库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