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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除汉族以外还有55个兄弟民族。这些兄

弟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都不同程度地积累了许多医药经验和著作，有的还形成了

自己的独特的医药理论体系，它们都是中国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药是各兄弟民

族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发现和使用的武器，是经过反复实践累积起来的防病治病的物质

基础，是各民族得以繁衍兴旺的可靠保证。

为了继承和发扬各兄弟民族的传统医药学，卫生部下达了对民族药进行调查整理和

科学研究的任务，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和云南省药品检验所牵头，使用民族药较

多的十七个省、区药检机构参加。经过数年的普查和复查，初步整理出第一批民族药

1200多个品种，对其中民族常用、来源清楚、疗效确切、比较成熟的品种，分工协作

进行科学研究并起草，现分卷审订编辑出版。书中民族药名，民族药用经验、药材检验

等三项内容均系实地调查和我们自己的科学实验结果，大部分系首次发表，尤为本书之

特色，可供中药研究、生产、药检、教学等有关部门参考，这对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民

族药可以作为新的起点，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民族药质量的保证和提高，

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都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民族药调查整理难度较犬，涉及各民族的语文、标本的采集、学名的鉴定、药用经

验的采访、历史文献的查考等方面，得到全国各基层药品检验所、科研教学机构和民族

医药卫生人员的积极支持和参与，特别是国家各级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关怀支持，才能顺

利进行，谨向有关单位和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第二卷的民族药名和民族药用经验由杨竞生同志审阅，并承张元生、颜其香、

木玉璋、李晓郁、崔志超、刘大林：王尔松、王伟、张永祥、杨泉、孟尊贤、周耀文、

罗美珍、姜竹仪、刘璐、孙宏开、陆绍尊、李绍尼、岳相昆、刘日荣、赵康、松儒布、

其其格、韩国善、钦斯、观空、盘共起、哈孜木别克、王敬骝、热西提、李珊等同志

热情指导，来源及其附图由罗达尚、施文良、冯晋庸、王利生同志审阅；性状和显微鉴

别由邱淑华、李九丹、张亚云、侯玉美同志审阅，理化鉴别和成分由徐嫦、黄和意、侯

玉美、王宝琴同志审阅，药理和临床由周海钧、赵雅灵、赵秀文、戴世林同志审阅，全

稿由曾育麟、李九丹、朱志强同志统审。此外，王宝栗、杨兆起、刘宝玲、张继、吴

海鹏：李振起、崔秀英、郭元、牛云停、明全忠、王晓萌、鲁静、潘鸿森、张洪溢、康
双龙、孙益荣等同志为本书第二卷的编写工作给予了各方面的协助。

本书封面书名特请赵朴初先生书写，我们谨致以衷心谢意。
’。

由于我们整理和编写水平所限，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1．本书按民族药基源进行编写，依汉名笔划排列。 。．．一

·

．，

+2：我国各民族依字母顺序排列：一。阿昌族，白族i保安族，布朗族，崩龙族，．．布依

族，：傣族，，达斡尔族，侗族，·东乡族，独龙族，．．鄂温克族，：高山族，仡佬族，哈尼族，．

赫哲族，回族，京族，景颇族，-基诺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朝鲜族，苦聪人，，{章
祜族，黎族，傈傈族，珞巴族，满族，毛难族，苗族，门巴族，蒙古族，仫佬族，：纳西

族，努族，部伦春族，普米族，羌族，俄罗斯族，撒拉族j畲族，水族，塔吉克族，塔

塔尔族，藏族，．土族，土家族，裕固族，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佤．族，锡伯族j瑶

族，．彝族，．壮族扎 ．

，

，3．民族药名项系记载的药物名称，凡采用民族文字者，在括号内附有汉语拼音及对

应的汉字音读(前者较后者常略近原音)，若无民族文字，则采用汉语拼音或汉字音读，

均加引号以示区别，。，由于在全国范围调查采访条件所限，译音只能是近似的，为便于参

考有的注明了地名。． ．、

’、‘
一 ’．

+，．

一4．．来源项包括民族药的基源(动、植、矿物)、学名、药用部分，形态描述并附图；

生长环境及分布情况等内容。如遇有多种来源或有关可能混同品种，可列出其主要区另Ⅱ

特征，或列表加以检索·(如与本种无直接关系，但有参考价值时，检索表列入附注项

下)。国内分布地区根据国务院及国家标准总局统一颁布的、自1981年1月1 El起实行

的关于省、市．、自治区排列顺序标准执行，与分布多少或产量大小无关。
‘

、

5．民族药用经验项一般是该民族使用的药用部分、历史与现状、采收加工、炮制，。

功用、用法用量、注意事项及附方等依次分句记述，连成一段；根据具体情况对某方面

内容也可从略。民族医所用病名现尚无法找到对应的现代医学或汉医病名的，则用引号

直接采用该民族医的病名，而在附录中加盼注释。又附方中用药的来源除药典收载者外，

均在附录中给予注明。+ 一

6．药材检验项均系起草单位经试验研究后提出的，内容有；性状、显微鉴别、理化

鉴别、’含量测定等，仅供有关单位检验时参考，也为今后制订该民族药的标准创造条件，

但尚不是法定检验方法，不作为判定其质量的法定标准和依据。 ’：

7．科研资料项主要根据文献摘录、(本项内容编写时参考了近年来科研文献报道，按

成分、药理和临床三个方面分别归纳摘录介绍。为了便于查考有关内容，篇末附有参考

文献备查)。其中有部分成分的预试、半数致死量抑菌作用等，系起草单位进行测定试．

验的，也分别归纳进去。 ．_‘一
’

．t
⋯j ⋯

8．本书所用计量单位均采用国际单位，如；．m(米)、，cm(厘米)、m。m+(毫米)、
{‘m(微米)、am(毫微米)，kg(公斤)、g(克)i mg(毫克)、弘g(微克)，l(升)、

ml(毫升)、pl(微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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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黄花

Yizhihuanghua

【民族药名】-

侗族。骂袍’’(广西三江)

畲族“土柴胡”[福建]

瑶族。马方丸”、“黄花草开(广西恭城]，。马鸦马修、。得爽单一(广西金秀)

壮族Lozinq(10 yin；罗应)，Lah bahmungzmah buj(La ba mung ma

bu，蜡坝蒙骂簿)，。蛇头王修[广西忻城]

【来源】 菊科植物一枝黄花Solidago virga—aurea Lour．的全草。

多年生草本，高20一v66cm，须状根多而细长着生于横走的类圆柱形根茎上。茎直

立，基部常倾斜，单一或分枝，光滑，有时稍带红褐色。单叶互生，卵圆形，椭圆形或

披针形，长3～7cm，宽1～2．5cm，边缘有不规则尖锐锯齿，顶端尖或钝，基部楔形

下延成叶柄。．头状花序排列成总状或总状圆锥花序，顶生或腋生J总苞阔钟形，苞片数

层，披针形，大小不等，外围1层舌状花，舌片黄色，中央的全属两性的简状花，花冠

黄色。瘦果全部无毛，个别仅在瘦果顶端有疏毛。花期5．-一，6月，果期6～lO月。 (图1)

生于山坡，路边和林边。分布于华东、华中、西南j华南和台湾各省区。

【民族药用经验】

侗族用全草。夏秋季采收，干燥。清热解毒。用于肠炎痢疾，青竹标蛇咬伤：1

ION209，水煎调酒服。蛇咬伤时另取鲜品捣调酒搽伤口周围或水煎洗伤口。

畲族用全草。疏风散寒，清暑解毒。用于风寒感冒，喉炎，疮疖肿毒，15～209

(鲜用加倍)，水煎服。

瑶族用全草。清热解毒，消炎止痛。用于伤风感冒，小儿麻痹，火眼，痔疮，刀

伤出血，毒蛇咬伤，淋巴管炎，lOg，水煎服，需要时另取鲜品适量捣烂外敷J煎洗疮疖。

壮族用全草。主治及服用法同瑶族。

【药材检验】 ．．-。

性状根茎圆柱形，略弯曲，长2～4cm，直径2～5mm，表面棕褐色，周围着生

、淡黄色或淡棕色细根，质脆，易折断，断面黄白色，纤维性。茎圆柱形，直径2-5mm，

表面灰绿色或紫红色，有棱线，上部被毛，质脆易折断，断面纤维性，有髓。单叶互生，

多皱缩破碎，完整叶展平后呈卵形或披针形，长2～7cm，宽l～2．5cm，顶端尖或钝，’

边缘有不规则尖锐锯齿，基部下延成有翅的叶柄。气微香，味微辛。(照片1)

显微鉴别茎(直径约2_3mm)的横切面：表皮为1列细胞，外被角质层。皮层

较窄，散有分泌腔，位于维管束帽外侧，偶见草酸钙针晶。维管束约16个，韧皮部狭

窄，外侧为中柱梢纤维，木质部由导管、木纤维及木薄壁细胞组成I射线4,-,5列细胞。

髓部细胞较大，含草酸钙针晶。(图2、3)

叶的横切面：上表皮细胞长方形，外被非腙毛及气孔，下表皮细胞较小，气孔较多。



·：--·2二

，．I ：’

图1一枝黄花Solidago virga—aurea Lou．r，．‘

1．植株2．管状花3．舌状花4：瘦果5：花桂 (毋鸿森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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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一枝黄花茎的横切面简图

L表皮2．维管束帽3．皮层4．髓部5．韧皮部6．木质部7．分泌膣

’

’一．圉：3∥一枝黄花茎的横切面学图
1．表皮、2．皮层3．分泌膣4。．维管束妇l 5．导管‘

6·髓部7·鼍擎钙钟点．、：一。
⋯

)’

栅栏组织为1～2列细胞，海绵组织中欹市革酶锣针晶。主脉维管束外韧型。近表皮处
为厚角细胞。木质部由导管与木纤维组成j(图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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