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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简介

杜品，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555”创新人

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57年2月出生，甘肃靖远县人，1977年

毕业于甘肃省临洮农校，同年到甘南藏族自治州林业科研部门工作。任甘南藏

族自治州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林木种苗管理站站长、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现任甘南藏族自治州林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是甘肃省科协五大、六大代

表、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十三届人大代表、甘肃省林学会森防专业委员会理事、

甘南藏族自治州林学会副理事长、甘南藏族自治州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委会专业

组评委、甘南州和合作市农林系列初级、中级技术职称、农民技术职称评委会

评委。

长期从事林业科研及物种资源调查研究，已主持实施完成国家、省、州立项科研、推广、资源调查项目

20余项，其中：独立非职务实施完成4项，实施完成的甘南高原药用植物种质资源调查研究等成果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2项，国内先进水平4项，省内领先水平4项，州内领先水平2项；先后荣获省、州科学技术进

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6项。荣获国家林业局、科技部、甘肃省林业厅表彰的在全国和全省

科技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的先进工作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6次。撰写发表和编著的有甘南高原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珍贵稀有植物《名录》和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经济林、野生花卉、大型食用药用真菌、藏

中药用植物、资源开发《名录》、《调查报告》等研究文章著述30余种，其中8篇荣获甘肃省和甘南州优秀

论文评比一等奖2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1项，主要著作有《果树和食用菌栽培技术》、 《青藏高原甘

南药用植物图鉴》等。



《青藏高原甘南藏药植物志》编委会

学术顾问 杨文信楞本加 图布旦秦l临喜王尚兵

工作人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三喜 王元龙 李庭玉闫士珍 杜进琦

陈垣 杨晓娟 唐西成 韩永财

绘 图 杨晓娟杜进琦

摄 影 杜 品

审 稿 廉永善陈垣

文字录入 杨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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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整理 杜品杜进琦杨晓娟 闫士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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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青藏高原甘南藏药植物志》一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较全面系统的记述了藏药植物种类594种，隶

属88科299属。并附墨线图573幅，彩图48祯，书后附有藏文和拉丁文索引。除对每种都进行形态特征、

生态习性、地理分布和产地I的记述外，还对药用植物名按藏文名、中文名、别名、藏名译音、来源、形态

特征、生境分布、药用特性、采集加工、性味功能、主治用法、附方验方等顺序编写。

该书资料翔实，结构严谨，内容丰富，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供藏中医药学、农林牧、卫

生相关科学、药材开发种植生产的科技工作者及大专院校有关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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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凝聚了藏族人民长期与疾

”的传说，记述了我们祖先同

族的繁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在治疗一些疾病中具有奇特疗效。有史以来青藏高原就是藏族先民聚居之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藏族

人民在防病治病过程中就地取材，利用当地的动、植、矿物作为防治疾病的物质，在自身筛选中积累了本

民族的有效药物——藏药。因此青藏高原是藏医药学发生发展的摇篮。域内藏中药用植物资源异常丰富，

而药用植物资源是再生资源财富，也是宝贵的植物资源遗产。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人类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野生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的消长变化，直接关系着自然生态平衡，尤其是在人类

掠夺性开发利用的强大压力面前，各种再生资源已显得十分脆弱，其中已有不少种类自然更新产生的生物

量已极大地低于人类的需求量，导致蕴藏量的大幅度减少，有些物种甚至灭绝。

《青藏高原甘南藏药植物志》一书为我国藏药植物资源文献增添了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它所展示的

青藏高原多姿多彩的珍贵藏药植物资源，为藏药的进一步研究应用展现了广阔前景，作为本书的编著者，

心中激奋不已。回顾半生艰苦奋斗的历程历历在目，其中凝聚着诸多难忘的往事与心血!

有人说“不幸是强者攀登的阶梯，奋斗是成功的必由之路”，职业只是分工的不同，无论干何种职业，

勇于探索、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勤奋工作是科技工作者应尽的职责。为实现人生的价值，在奉献和索取

上选择奉献，在逆境和顺境中选择逆境，付出是辛勤的，收获是欣慰的。我干这项工作，实际上就是选择

的结果，植物和动物一样都有同样的生活模式和生存环境，因此，当人们选择了玫瑰的芬芳也就选择了尖

刺的锐利，选择了雪莲花的高洁也就选择了高原上长久的寒冷和寂寞，但为了民族藏中医药的快速发展和

科技进步，我工作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也就选择了高原圣洁的雪莲花，本书完稿使我的心中多了一份坦

然和满足。虽然长年身处寒冷和寂寞，回想野外调查所走过的路、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取得的成果，想起家

人的支持和理解，心中又多了一份幸福和自豪。

1977年，我从甘肃省定西地区临洮农校毕业后到甘南州林业部门工作，使我对献身甘南未来的林业事

业充满了憧憬与希望。我半生中的黄金岁月也无私的奉献给了甘南高原这片热土。多年辛勤劳动的汗水染

成了一片绿色，亲手种植的云杉树不觉间长成了参天大树。1985年又到林业科研部门工作，我承担了采集

生物标本的任务，在被誉为“甘肃后花园”的甘南原始林区和广袤的草原，查清资源种类、植树造林、保

护生态环境时，发现这里所产植物种类繁多和内地黄土高原相比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无论是在高山峡谷、

草原深处，还是在农家院落引种栽植的藏药植物花卉在我的眼前闪现出耀眼的光环，夏秋两季不同花色的

药用植物竞相怒放，共吐芬芳，使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我开始了对这些物种的调查收集研究。1996

年参与尕海一则岔自然保护区植被种类考查研究工作，在兰州大学生物系张国梁、孙断周两位老先生和甘

肃农业大学林学系孙学刚教授的亲临教导下，我对青藏高原甘南境内所产藏药植物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同时结合其他调查项目的实施，我开始了对境内藏中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实施系统调查研究，采集标本、拍

摄照片资料，并由此掀开了我全面调查研究藏药资源的序幕。对不同生境生长的珍贵藏药种类进行引种栽

培试验研究，使我开阔了视野，从总体上把握了藏药植物资源在境内生长和分布的脉搏。在没有经费支持，

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虽然几次面临生命之险，但还是通过多年的艰苦努力边调查边写作，并为编著这



本学术著作奠定了基础。从2001年开始，以自己多年研究成果为基础，

从而形成了这部专著的基本框架。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困难重重，几易

导，最终在写作风格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尝试。我们搞的是基础研究工

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但我们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已情不自禁的

这本著作所附的彩色照片是本人在境内4000m以上不同生境中拍摄

半生辛勤劳动的血汗结晶，寄托着我对藏医药学发展的期望与深情。但

科学家以及同龄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和期望，在这部著作即将出版之际，

物系博士生导师廉永善教授对本著作的编著给予的高度重视，从书名和内容及编写风格上给予了许多具体

指导，慰勉有加，使我获益匪浅。每当想起老先生在编写《甘肃植物志》百忙之中仍不辞辛劳的为我编著

这部著作查找相关资料，提出修改意见、作序，使其更臻完善时，感激与敬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我从他

身上得到的教益，已成为鼓励我不断前进的动力。甘肃农业大学林学院孙学刚教授、农学院陈垣教授、玛

曲县药材公司王龙元总经理在野外调查、标本的分类鉴定和编写等项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甘肃省中医

学院甘南藏医分院拉毛加教授不辞辛劳，夜以继日的翻译了藏文，确定了藏名译音，因此，这本著作应是

我们之间真挚友情的具体体现。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尤其是他们的敬业精神以及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

助，令人难忘，并常常铭记在心。

任何一本著作面世都只能是科学发展历史长河中一个阶段的总结，既有继承、创新和发展，也难免存

在着某些缺点和遗憾。在编著这本专著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还有很多珍贵种类没有查清，而且对于一

些已采集鉴定的种类也未编入书中，特别是在引种推广、资源保护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少。

人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不断有所发现，不断有所奉献。《青藏高原甘南藏药植物志》一书的出版，使

我们又重新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共同为藏医药的开发研究攀登新的高峰而努力奋斗!

本著作如有不妥与错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杜品

2005年11月26日于合作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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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药是广大藏区人们长期与疾病进行斗争的物质基础和经验总结，藏药以对人类所患的许多疑难杂

症、特别是风湿类疾病具有奇特疗效，并对高山缺氧和免疫系统有着独特的保健作用，而受到人们的特别

青睐和高度的重视。藏药之所以奇特，首先在于青藏高原区地质地貌和生态环境的独特。由于南亚次大陆

的俯冲、喜马拉雅山脉的不断隆升，青藏高原区平均海拔高达4000m以上，形成了著名的世界屋脊，并有

世界第三极之称，其最高峰——珠穆朗玛高达8844．43m。这里山体高大、气候阴湿、紫外辐射强、生态环

境条件十分严酷，正因为如此，生长在这种强胁迫条件下的生物对高山缺氧、强度辐射、冷冻劲风都有着

特殊的适应性，并累积了大量的生物活性物质，如冬虫夏草、雪莲花、红景天、藏红花、藏羚羊、麝香等

等，许多珍贵奇特的药物都出产在这里。第二，由于青藏高原区草原面积广阔、生长季节较短、生物量的

累积缓慢，长期以来藏区人民一直过着游牧生活，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更贴近自然，人们既最了

解自然，也最直接受制于自然，疾病容易蔓延，健康也最容易受到伤害。也正因为如此，藏区人们在长期

与严酷而单调的草原环境和疾病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也就积累了最宝贵的经验。第三，神秘的藏传佛教和

虔诚的信仰，藏区许多人有长距离求神拜佛的习惯，这也在客观上使得许多民间的单方、验方得到交流，

得到提高。藏医藏药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库籍中一颗独特而绚丽多彩的明珠。

甘南藏族自治州行政上隶属于甘肃省，地理上处在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区，西边是青海的果洛藏族自

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和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南边是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与整个藏区融为一体；而东

南边和东边与岷山山脉和秦岭山脉的西延部分相接，北边逐渐向黄土高原过渡；黄河在玛曲县回转绵延

433km，长江的上游支流白龙江及黄河的上游支流洮河和大夏河都从该地区发源，高原湿地尕海面积辽阔，

白龙江河谷山大沟深。民族方面，除了藏族以外，还有汉族、回族、土族、蒙古族、撒拉族、羌族等十多

个民族，民族服饰、生活方式、文化信仰各不相同，寺庙众多、风格各异，拉布楞寺是世界知名的藏传佛

教寺院，郎木寺也已被评为中国的著名村镇。综合起来，甘南藏族自治州地貌山水多样、气候环境多变、

生物种类繁多、人文风俗迥异，与此相适应，这也使甘南地区的藏药更具多样性和独特性。

杜品同志近30年来一直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活和工作，他每年都进行数次的野外考察，踏遍了甘南

高原的山山水水，他全面采集标本、进行实地拍摄，他在系统整理、精心研究鉴定的基础上，编著完成了

《青藏高原甘南药用植物志》一书。全书共记述了甘南高原不同地理分区和生境中所产的药用植物计88

科299属594种。内容包括藏药的中文和藏文名称、来源植物的中文和拉丁学名、植物的形态特征、生境

分布、药用部位、采集加工、性味功能、主治用法、附方配伍，并配有形态墨线图，药物与方剂匹配、资

料齐全、图文并茂。这本书是杜品同志多年来从事植物藏药工作的结晶，是他伏案笔耕、历经艰辛的研究

成果，也是甘肃省第一部藏药植物资源的科学著作。

期盼《青藏高原甘南药用植物志》一书的面世，能够在天、地、人、藏医藏药、地区经济和人类健康

的和谐运转进程中发挥良好的作用，以促进藏药规模化开发利用和科学的经营保护，使甘南藏族自治州的

区域经济发展更具独特性和市场竞争力，并在提高人类健康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廉永善

2005年11月29日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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