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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西北地区常用中草药的来源、

原植物形态鉴别点、药材性状鉴别要点、采制、性

味及功效等内容，共收载药物 302 种，附有 520 余

幅原植物或药材图谱，鉴别要点精练，层次清楚，

可作为中医药研究和开发单位、中草药经营商、中

医师、中药师及从事中草药研究和教学的科研工作

者参考使用。



前 言

中医药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名副其实的国粹，在

历史上曾为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和将

来仍将在全民健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上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医药大国，在中草药方面有着丰富的资源、

悠久的历史经验和系统的理论体系，更有着广泛应用的民众基

础和巨大的市场潜力。

西北地区为我国面积最大的区域，包括陕西省、宁夏回族

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该区域深居我

国内陆，尽管总体上属于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但由于地域

辽阔，地质、地貌、气候等因素自南至北、由东往西有着巨大

的差异，其南部有著名的秦岭、大巴山和岷山山脉，其北部为

我国著名的荒漠区，其西部为青藏高原的北半壁，而其东部则

为黄土高原的主体，其间星罗棋布地分布着我国最大的内陆湖

青海湖及其他内陆湖泊，被誉为“母亲河”的黄河发源并流经

该区域，有祁连山、六盘山、贺兰山、乔山等影响我国大陆自

然气候因素的山体，有塔克拉玛干、柴达木等著名沙漠。多样

化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孕育了这里丰富而又非常独特的

中草药资源。

中草药用药的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中药材的准确

鉴别，快速准确的鉴别中草药真伪是从事中草药生产、经营、

研究和应用所必需的基础知识。为此，我们编写了本书。书中

收载了分布于西北地区民间较常使用的中草药 304 味，对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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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种中草药的名称、来源、原植物形态鉴别点、药材性状

鉴别要点、采制、性味功能等方面进行了简要论述，并附有原

植物和药材照片 520 余幅。

本书可作为中医药研究和开发单位、中草药经营商、中医

师、中药师及从事中草药研究和教学的科研工作者参考使用 ；

适用于有关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学和实习参考 ；对当

地从事环境保护、农、林、牧、副、渔、园林绿化等工作者以

及中学生物学教师，也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沈阳药科大学孙启时教授、西安交

通大学药学院、青海师范大学、宁夏回族自治区药检所、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药研究所等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业务水平有限 , 对书中的不足或错误之处，恳请

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1 年 4 月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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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接 骨 药

过山龙 Caulis Ampelopsis Aconitifoliae 

【拼音】guo shan long
【别名】羊葡萄蔓、草葡萄。

【来源】为葡萄科植物乌头叶蛇葡萄Ampelopsis aconitifolia 
Bunge 的根皮。

【形态鉴别点】①落叶木质藤本。②根外皮紫褐色，内皮

淡粉红色，具黏性。③叶互生，广卵形，3 ～ 5 掌状复叶 ；小

叶片全部羽裂或不裂，披针形或菱状披针形，边缘有大圆钝锯

齿，无毛，或幼叶下面脉上稍有毛 ：叶柄较叶短。④聚伞花序

与叶对生，总花柄较叶柄长 ；花小，黄绿色 ；花萼不分裂 ；花

瓣 5；花盘边平截；雄蕊 5；子房 2 室，花柱细。⑤浆果近球形，

成熟时橙黄色。⑥花期 4 ～ 6 月，果期 7 ～ 10 月。多生于路边、

沟边、山坡林下灌丛中、山坡石砾地及砂质地。

【性状鉴别要点】①形状不一。②根外皮黑褐色，内皮淡

棕色，具黏性。质硬易折断，断面不平坦。

【采制】全年可采，剥去表层栓皮，鲜用或干用。

【性味】性热，味辛。

【功效】活血散瘀，消炎解毒，生肌长骨，除风祛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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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碎补 Rhizoma Drynariae 

【拼音】gu sui bu

【别名】肉碎补、石岩姜。

【来源】为水龙骨科植物中华槲蕨Drynaria foretunei(ku

nze)J·Sm(Christ）Diels 的干燥根茎。

【形态鉴别点】①附生草本。②根状茎密被棕色有亮光的

披针状钻形鳞片。③叶二型，营养叶稀少，红棕色，无柄，矩

圆披针形，长 9 ～ 10 厘米，宽 4 ～ 9 厘米，羽状深裂 ；孢子

叶绿色，具长柄，柄淡棕红色，有狭翅，叶片长圆形或长圆状

披针形，羽状深裂几达中轴，羽片 14 ～ 25 对，先端钝圆或急尖，

下部羽片缩短或成耳状，叶片两面均疏被短毛，叶脉显著联结

成网状，有内藏细脉。孢子囊群圆形，直径约 2.5 毫米，黄棕色，

在中脉两侧各排列成一行，无囊群盖。④生于高山地带的石上

或树上。

【性状鉴别要点】①干燥根茎呈扭曲的扁平长条状，常多

分歧，长 6 ～ 20 厘米，直径 0.5 ～ 1.2 厘米，厚为 2 ～ 4 毫米。

②表面淡棕色至暗棕色，密被细小鳞片，黄棕色至棕色，柔软

如毛 ；用火燎过则残留鳞片成棕色至深棕色，两侧及上表面具

突起或凹下的圆形叶痕。③质硬易折断，断面略平坦，红棕色，

有黄白色散在的维管束，成圆圈状排列。④气无、味淡而微涩。

以粗壮扁平为佳。

【采制】冬、春采挖，除去叶片及泥沙，晒干或蒸熟后晒干，

用火燎去毛茸。主产于青海、甘肃、陕西、四川等地。

【性味】性温，味苦。

【功效】补肾强骨，续伤止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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