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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民族传统医药学是朝鲜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祖国医学宝库的一颗明珠。

收集．整理，研究，提高这颗明珠，是我们广大民族医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朝鲜民族医学

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广大民族医学工作者积极挖掘和整理被埋没了的民族医学遗产并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 ：。

延边民族医药研究所编写的《朝药志》正式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这一成果

的取得，是与广大民族医药工作者的积极努力和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因此我代表州卫生局和

朝鲜民族医药研究会热烈祝贺《朝药志》的正式出版!

科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希望广大民族医学工作者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坚持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努力贯彻落实党的传统医药学的发展方针，再接再厉，勇攀

高峰．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更好地为延边各族人民的健康服务，为把延边建设成全国模范自

治州。发达的边疆近海州作出更大的贡献。

釜芝耋萋菱袅姜篓三耋霎霎羹 李秀男
延边朝鲜民族医药研究会会长

。⋯

一九九五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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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医学是朝鲜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是祖国医药学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长期以来在辨象用药这一理论指导下，为治疗各种疾病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

继承和发扬民族医药遗产，为人类造福，延边民族医药研究所所长崔松男先生主编了这本朝

药志．全书选择100种最常用有代表性的药物。每种记述药名、别名、拉丁学名、功能、主

治、用法、用量、近代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临床研究也一并收入。这是一部既有系统理论

研究又有实际应用意义的民族药学的专著。对学习、研究民族医药有重要参考价值。对进一

步开发长自山区域中药资源也必将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意义。

善主：奏茎萎詈姜≥羹授 邓明鲁
吉林省药学会副理事长 一’”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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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民族医药学乃是祖国医药学之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健康事业做出了重大贡

献。崔君松男，聪颖秀慧，刻苦钻研，呕心沥血，精勤不懈，伏膺于朝药之学，已三十余年

之久，今又主编了《朝药志》一书。书成，松男君，示书稿并索序。余逐一品读，深感内容丰

富，考证精详。此书，文笔犀利，深入浅出，综合归纳，有论有据，出神出化，沁人心脾，

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用广度，实为医药界同仁之良师益友。坚信此书之出版，必将为挖掘

朝鲜民族医药学宝贵遗产．拓展朝医药学事业，而尽锦薄之力。值此付梓之际，乐为之序。

长春中医学疏中药系主任、教授

长春中医学院中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南征

乙亥年初春于 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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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H 舌

延边朝鲜族传统医学是朝鲜族人民长期同疾病做斗争的经验总结，是朝鲜族人民的文化

遗产之一，也是祖国医药学宝库的一个组成部分。

根据国家关于抢救、发掘、整理民族医药学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

吉林省中医管理局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从一九八六年起对于朝鲜族人民聚居的图们江流域

进行了朝药资源普查，采集了朝药药材标本，收集了民间用药习惯，并以此为基础整理编写

了《朝药志》。 ·．

．

本书收录了朝鲜族习用的植物、动物、矿物药i00种，分别介绍了药物的异名、来源、

用药习惯、性状鉴别和科研资料，并对个别品种加了附注，尽量详细介绍了民族用药习惯和

资料。同时，附录载入了四象药物和方剂。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曾得到了延边药品检验所、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特别是李海

日、李龙云、李淑子同志的指点和指导，谨此致谢。

编者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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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子仁⋯⋯⋯⋯⋯⋯⋯⋯⋯⋯⋯⋯⋯(203)

白 及”⋯⋯⋯⋯⋯⋯·⋯⋯⋯⋯⋯⋯(203)

蛴螬⋯⋯⋯⋯⋯⋯⋯⋯⋯⋯⋯⋯⋯(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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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茹⋯⋯Ooomgl⋯”“⋯⋯⋯⋯⋯⋯”(204)

海松子⋯⋯⋯⋯⋯⋯⋯⋯⋯⋯⋯⋯⋯(204)

蚯蚓⋯⋯⋯”一⋯⋯⋯·⋯⋯⋯⋯·⋯(204)

天麻⋯⋯⋯⋯⋯⋯⋯”⋯⋯⋯⋯⋯·(204)

榆皮⋯⋯⋯⋯⋯⋯⋯⋯⋯⋯⋯⋯⋯(204)

冬瓜⋯⋯⋯⋯⋯⋯⋯⋯⋯⋯⋯⋯⋯(204)

南瓜子⋯⋯⋯⋯⋯⋯⋯“⋯⋯⋯⋯⋯·(204)

虎骨⋯⋯⋯⋯⋯⋯⋯⋯⋯⋯⋯⋯”t(204)

小麦⋯⋯⋯”．．-⋯⋯⋯⋯⋯⋯⋯⋯·(205)

大豆黄卷⋯⋯⋯⋯⋯⋯一⋯⋯⋯⋯⋯(205)

少阳人药⋯⋯⋯⋯⋯⋯⋯⋯．(205)
女贞子⋯⋯⋯⋯⋯⋯⋯一⋯⋯⋯⋯⋯·(205)

青蒿⋯⋯⋯⋯⋯⋯⋯⋯⋯⋯⋯⋯⋯(205)

大戟⋯O@Dela⋯⋯⋯⋯⋯⋯⋯⋯⋯⋯(205)

牡丹皮⋯⋯⋯⋯⋯⋯⋯⋯⋯⋯⋯Q·O Oi·(205)

羌活⋯B·0 DOQ·D$B@O O·Q D$··go OO·ggg⋯⋯⋯(205)

枸杞子⋯⋯⋯⋯⋯⋯⋯⋯⋯⋯⋯⋯⋯(205)

地骨皮⋯⋯⋯”．1．⋯⋯⋯⋯⋯⋯⋯⋯”(206)

甘遂⋯⋯⋯⋯⋯⋯⋯⋯⋯⋯⋯⋯⋯(206)

桑椹⋯⋯⋯⋯⋯⋯⋯⋯⋯⋯⋯⋯⋯(206)

轻粉⋯⋯⋯⋯⋯⋯⋯⋯⋯⋯⋯⋯⋯(206)

薄荷⋯⋯⋯⋯⋯⋯⋯⋯⋯⋯⋯⋯⋯(206)

猪苓⋯⋯⋯⋯@Q 0 0QD 06tiQ!⋯⋯⋯⋯⋯(206)

麦芽⋯⋯⋯⋯⋯⋯⋯⋯⋯⋯⋯⋯⋯(206)

生她⋯⋯⋯⋯···lilt·⋯⋯⋯⋯⋯”(206)

。茯苓⋯⋯⋯⋯⋯⋯⋯⋯⋯⋯⋯⋯⋯(207)

山菜萸⋯⋯⋯⋯⋯⋯⋯·：⋯⋯⋯⋯⋯·(207)

柴胡⋯⋯-⋯⋯⋯⋯“⋯⋯⋯⋯⋯”(207)
知母⋯⋯⋯⋯⋯⋯⋯⋯⋯⋯⋯⋯⋯(207)

连翘而狮·i订·i⋯”；⋯⋯⋯·；⋯⋯⋯(207)
龟板⋯⋯⋯⋯⋯⋯⋯⋯⋯⋯⋯⋯⋯(207)

栀子⋯⋯⋯⋯⋯⋯⋯⋯⋯⋯⋯⋯⋯(207)

滑石⋯⋯⋯⋯⋯⋯⋯⋯⋯⋯OOO OD—Og(207)

# 荆芥⋯⋯⋯⋯⋯⋯⋯⋯⋯⋯⋯⋯⋯(208)

车前子⋯olo$11 ool⋯⋯⋯⋯⋯⋯⋯⋯⋯(208)

前胡⋯m⋯⋯⋯⋯⋯⋯⋯⋯⋯⋯⋯(208)

泽泻⋯⋯⋯⋯⋯⋯⋯⋯⋯⋯⋯⋯⋯(208)

乳香⋯⋯⋯⋯⋯⋯⋯⋯⋯⋯⋯⋯⋯(208)

．灵砂⋯⋯⋯⋯⋯⋯⋯⋯⋯⋯⋯⋯⋯(208)

牛蒡子⋯⋯⋯⋯⋯⋯⋯⋯⋯⋯⋯⋯⋯(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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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榆⋯⋯⋯⋯⋯⋯⋯⋯⋯⋯⋯⋯⋯

地肤子⋯⋯⋯⋯⋯⋯⋯⋯⋯⋯⋯⋯⋯

炉甘石⋯⋯⋯⋯⋯⋯⋯⋯⋯⋯⋯⋯⋯

没药⋯⋯⋯⋯⋯⋯⋯⋯⋯⋯⋯⋯⋯

黄柏⋯⋯⋯⋯⋯⋯“⋯．一⋯⋯⋯⋯”

熟地黄⋯⋯⋯⋯⋯⋯⋯⋯⋯⋯⋯⋯⋯

木通”jj二：j⋯⋯⋯⋯·：⋯⋯⋯⋯⋯⋯

瓜萎仁⋯⋯⋯⋯·：⋯⋯⋯⋯⋯⋯⋯⋯·

菟丝子⋯⋯⋯⋯⋯⋯⋯⋯⋯⋯⋯⋯⋯

玄参⋯⋯⋯⋯⋯⋯⋯⋯⋯⋯⋯⋯⋯

神 曲⋯⋯⋯⋯⋯⋯⋯⋯⋯⋯⋯⋯⋯

肉苁蓉⋯⋯⋯⋯⋯⋯⋯⋯⋯⋯⋯⋯⋯

才(银⋯”·⋯⋯⋯⋯⋯⋯⋯⋯⋯⋯⋯

太阳人药⋯⋯⋯⋯⋯⋯⋯⋯⋯⋯
五加皮⋯⋯⋯⋯⋯⋯⋯⋯⋯⋯⋯⋯⋯

芦根⋯⋯叫⋯⋯⋯⋯⋯⋯⋯⋯⋯⋯

松节⋯⋯⋯⋯⋯⋯⋯⋯⋯⋯⋯⋯⋯

木瓜⋯⋯⋯⋯⋯⋯⋯⋯⋯⋯⋯⋯n·

猕猴桃⋯⋯⋯⋯⋯⋯⋯⋯⋯⋯⋯⋯⋯

葡萄根⋯⋯⋯⋯⋯⋯⋯⋯⋯⋯⋯⋯⋯

养麦⋯⋯⋯⋯⋯⋯⋯⋯⋯⋯⋯⋯⋯

附录2朝医四象方剂⋯⋯⋯⋯⋯⋯

太阴方剂⋯⋯⋯⋯⋯⋯⋯⋯．
太阴调胃汤⋯⋯⋯⋯⋯⋯⋯⋯⋯⋯⋯

葛根解肌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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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黄定喘汤⋯⋯⋯⋯⋯⋯”⋯⋯⋯⋯·(214)

麻黄定痛汤⋯⋯⋯⋯⋯⋯⋯⋯⋯”⋯·(214)

葛根承气汤⋯⋯⋯⋯⋯⋯”⋯⋯⋯⋯·(214)

鹿茸大补汤⋯⋯⋯⋯⋯⋯⋯⋯⋯⋯⋯(215)

调理肺元汤⋯⋯⋯⋯⋯⋯一⋯⋯⋯⋯·(215)

补肺元汤⋯⋯⋯⋯⋯⋯⋯一⋯⋯⋯⋯·(215)

寒多热少汤⋯⋯⋯⋯⋯⋯⋯⋯⋯⋯⋯(215)

寐黄发表汤⋯⋯⋯⋯⋯⋯一⋯⋯⋯⋯(215)

皂角大黄汤⋯⋯⋯⋯⋯⋯⋯⋯⋯．．．··(215)
葛根浮萍汤⋯⋯⋯⋯⋯⋯一⋯⋯⋯⋯(216)

干栗蛴嬉汤⋯⋯⋯⋯⋯⋯⋯⋯⋯⋯”·(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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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风解语散⋯⋯⋯⋯⋯⋯⋯⋯⋯⋯⋯(218)

千金文武汤⋯⋯·⋯⋯⋯··⋯⋯⋯⋯⋯(218)

万金文武汤⋯⋯⋯⋯⋯⋯⋯⋯⋯⋯⋯(219)

二门五味汤⋯⋯⋯⋯⋯⋯⋯⋯⋯⋯⋯(219)

明日散⋯⋯⋯⋯·⋯⋯⋯⋯⋯⋯⋯⋯··(219)

补肺通乳散⋯⋯⋯⋯⋯⋯⋯⋯⋯·?⋯·(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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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樗根皮汤⋯⋯⋯⋯⋯⋯⋯⋯⋯⋯(223)

加昧清心汤⋯⋯⋯⋯⋯⋯⋯⋯⋯⋯⋯(224)

桔梗黄芩汤⋯⋯⋯⋯⋯⋯⋯⋯⋯⋯⋯(224)

加减清心汤⋯⋯⋯⋯⋯⋯⋯⋯⋯⋯⋯(224)

加昧寒少汤⋯⋯⋯⋯⋯⋯⋯⋯⋯⋯⋯(224)

三黄石仁散⋯⋯⋯⋯⋯⋯．．．．⋯⋯⋯⋯(224)

安蛔饮⋯⋯⋯⋯⋯⋯⋯⋯⋯⋯⋯⋯⋯(225)

乌梅煎⋯⋯⋯⋯⋯⋯⋯⋯⋯⋯⋯⋯⋯(225)

千金调胃汤⋯⋯⋯⋯⋯⋯⋯⋯⋯⋯⋯(225)

太阴麻黄汤⋯⋯⋯⋯⋯⋯⋯⋯⋯⋯⋯(225)

安神承阴煎⋯⋯⋯一⋯．．．⋯⋯⋯⋯⋯·．(225)

九味天门冬汤⋯⋯⋯““⋯”O-@gO g·O”(225)

清心侧柏叶汤⋯⋯⋯⋯⋯⋯⋯⋯⋯⋯(226)

解热升阴汤⋯．．．⋯⋯⋯⋯⋯⋯·^⋯⋯(226)

龙肉调胃汤⋯⋯⋯⋯⋯⋯⋯⋯⋯⋯⋯(226)

四时丹⋯⋯⋯⋯⋯⋯⋯⋯⋯⋯⋯⋯⋯(226)

拱辰黑元丹⋯⋯⋯⋯⋯⋯⋯·⋯⋯⋯”(226)

二圣救苦丸⋯⋯⋯⋯⋯gOD·OOp·gO O·(827)

黑奴丸⋯⋯⋯⋯⋯⋯⋯⋯⋯⋯⋯⋯⋯(227)

少阴人方剂⋯⋯⋯⋯⋯⋯⋯⋯(227)
黄芪桂枝附子汤⋯⋯⋯⋯⋯⋯．．．⋯⋯(227)

升阳益气汤⋯⋯⋯⋯⋯⋯⋯⋯⋯⋯⋯(227)

补中益气汤⋯⋯⋯⋯⋯⋯⋯⋯⋯⋯⋯(227)

黄芪桂枝汤⋯⋯⋯⋯⋯·⋯⋯⋯⋯⋯”(228)

川芎桂枝汤⋯⋯“⋯⋯⋯⋯⋯⋯⋯⋯(228)

芎归香苏散⋯⋯⋯⋯⋯⋯⋯⋯⋯⋯⋯(228)

八物君子汤⋯⋯⋯⋯⋯⋯⋯⋯⋯⋯⋯(228)

升阳八物汤⋯⋯⋯⋯⋯⋯⋯⋯⋯⋯⋯(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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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参八物汤⋯⋯⋯⋯⋯⋯⋯⋯⋯⋯⋯(229)

十全大补汤⋯⋯⋯⋯⋯“⋯⋯⋯⋯“”(229)

香附子八物汤⋯⋯⋯⋯⋯⋯⋯⋯⋯⋯(229)

桂枝半夏生姜汤⋯⋯⋯⋯⋯⋯⋯⋯⋯(229)

香砂养胃汤⋯“⋯⋯⋯⋯⋯⋯⋯⋯⋯·(229)

赤白何首乌宽中汤⋯⋯⋯⋯⋯⋯⋯⋯(230)

蒜蜜汤⋯⋯⋯⋯“⋯⋯⋯⋯⋯⋯⋯一(230)

鸡参汤⋯⋯⋯⋯⋯⋯⋯⋯⋯⋯⋯⋯⋯(230)

巴豆丹⋯⋯⋯⋯⋯⋯⋯⋯⋯⋯⋯⋯⋯(230)

人参吴茱萸汤⋯⋯⋯⋯⋯⋯⋯⋯⋯⋯(230)

人参桂皮汤⋯“·⋯⋯⋯⋯⋯⋯⋯⋯⋯(231)

官桂附子理中汤⋯⋯⋯⋯知⋯⋯⋯⋯(231)

吴菜萸附子理中汤⋯一⋯⋯⋯⋯⋯⋯(231)

自何首乌附子理中汤⋯⋯⋯⋯⋯⋯⋯(231)

三白理中汤⋯“⋯⋯⋯⋯⋯⋯⋯⋯“”(231)

藿香正气散⋯⋯⋯⋯⋯⋯⋯⋯⋯⋯⋯(232)

宽中汤⋯⋯⋯⋯⋯⋯⋯⋯⋯⋯⋯⋯⋯(232)

桂枝汤⋯⋯⋯⋯⋯“⋯⋯⋯⋯⋯⋯⋯·(232)

理中汤⋯⋯⋯⋯⋯⋯⋯⋯⋯⋯⋯⋯⋯(232)

姜附汤⋯⋯⋯⋯⋯⋯⋯⋯⋯⋯⋯⋯⋯(232)

四逆汤⋯⋯⋯⋯⋯⋯⋯⋯⋯⋯⋯⋯⋯(232)

赤石脂禹余粮汤⋯⋯⋯⋯⋯⋯⋯⋯⋯(233)

一大补汤·t·”⋯．．⋯⋯“⋯”⋯⋯⋯““⋯(233)

木香顺气散⋯⋯·：⋯⋯⋯⋯⋯⋯⋯⋯·(233)

苏合香丸(元)⋯⋯⋯⋯⋯⋯⋯⋯⋯⋯(233)

香苏散⋯⋯⋯⋯⋯矗⋯⋯⋯⋯⋯⋯⋯(233)

桂枝附子汤⋯⋯⋯⋯⋯“⋯⋯⋯⋯⋯·(234)

茵陈四逆汤⋯⋯⋯⋯⋯⋯⋯⋯⋯⋯‰(234)

茵陈橘皮汤⋯⋯⋯⋯⋯⋯⋯⋯⋯⋯⋯(234)

三味参萸汤⋯⋯⋯⋯⋯”⋯⋯⋯⋯⋯·(234)

霹雳敦⋯⋯⋯⋯⋯⋯⋯⋯·⋯⋯⋯“⋯(234)

温白元⋯⋯⋯⋯⋯⋯⋯“⋯⋯⋯⋯⋯·(234)

三棱消积丸⋯⋯⋯⋯⋯⋯⋯⋯⋯⋯⋯(235)

香砂六君子汤⋯⋯⋯⋯⋯⋯⋯⋯⋯⋯(235)

人参散⋯⋯⋯⋯⋯⋯⋯⋯⋯⋯⋯⋯⋯(235)

．硫黄散⋯⋯⋯⋯⋯⋯⋯⋯⋯⋯⋯⋯⋯(235)

瘴疸丸⋯⋯·⋯⋯⋯⋯“⋯⋯⋯⋯⋯”(235)

秘方和滞丸⋯⋯⋯⋯⋯⋯⋯⋯⋯⋯⋯(236)

砂仁散⋯⋯⋯⋯⋯⋯⋯⋯⋯⋯⋯⋯⋯(236)

当归温中汤⋯⋯⋯⋯⋯⋯⋯⋯⋯⋯··(236)
·6。

苏子导痰汤⋯⋯⋯⋯⋯⋯⋯⋯⋯⋯⋯

独参良朋汤⋯⋯⋯⋯⋯⋯⋯⋯⋯⋯⋯

补益固气汤⋯““⋯⋯⋯⋯⋯⋯⋯⋯“

香砂理中汤⋯⋯⋯⋯⋯⋯．．．⋯⋯⋯⋯

桂枝葱苏理中汤⋯⋯⋯⋯⋯⋯⋯⋯⋯

独参理中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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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术破积散⋯⋯⋯⋯⋯⋯⋯⋯⋯⋯⋯

官桂独参八物汤⋯⋯⋯⋯⋯⋯⋯⋯”
黄芪苏叶汤⋯⋯⋯⋯⋯“⋯⋯⋯⋯⋯·

寿脾解语汤⋯⋯“⋯⋯⋯⋯⋯⋯⋯⋯·

七气汤⋯⋯⋯⋯”⋯⋯⋯⋯⋯⋯⋯⋯·

正气天香汤⋯⋯⋯⋯⋯⋯⋯⋯⋯⋯⋯

如神汤⋯⋯⋯⋯“⋯⋯⋯⋯⋯⋯⋯⋯·

加味八物汤⋯⋯⋯⋯⋯⋯⋯⋯⋯⋯⋯

人参罂栗汤⋯⋯⋯⋯⋯⋯⋯⋯⋯⋯⋯

鸡芪膏⋯⋯⋯⋯⋯⋯⋯⋯⋯⋯⋯⋯⋯

獐肝镇阴脍⋯⋯⋯⋯⋯⋯⋯⋯⋯⋯⋯

如意丹⋯⋯⋯⋯⋯⋯⋯⋯⋯⋯⋯⋯⋯

保命饮⋯⋯⋯⋯⋯⋯⋯⋯⋯⋯⋯⋯⋯

赤蛇煎⋯⋯⋯⋯⋯⋯⋯⋯⋯⋯⋯⋯⋯

唐橘汤⋯⋯⋯⋯⋯⋯⋯⋯⋯⋯⋯⋯⋯

温中饮⋯哕⋯⋯⋯⋯⋯⋯⋯⋯⋯⋯⋯

少阳人方剂⋯⋯⋯⋯⋯⋯。
暖肝散⋯⋯⋯⋯⋯⋯⋯⋯⋯⋯⋯⋯⋯

荆防败毒散⋯⋯⋯而⋯⋯⋯⋯⋯⋯⋯

荆防导赤散⋯⋯⋯⋯⋯⋯⋯⋯⋯⋯⋯

荆防泻白散⋯⋯⋯⋯⋯⋯⋯⋯⋯⋯⋯

猪苓车前子汤⋯⋯⋯⋯⋯⋯⋯⋯⋯⋯

滑石苦参汤⋯⋯⋯⋯⋯⋯“⋯⋯⋯⋯·

荆防地黄汤⋯⋯⋯⋯⋯⋯⋯⋯⋯⋯⋯

十二味地黄汤⋯⋯⋯⋯⋯⋯⋯⋯⋯⋯

地黄白虎汤⋯⋯⋯⋯⋯⋯⋯⋯⋯⋯⋯

阳毒自虎汤⋯⋯⋯⋯“⋯⋯⋯⋯⋯⋯·

凉膈散火汤⋯⋯⋯⋯⋯⋯⋯⋯⋯⋯⋯

忍冬藤地骨皮汤⋯⋯⋯⋯⋯⋯⋯⋯⋯

熟地黄苦参汤⋯⋯⋯⋯⋯⋯⋯⋯⋯⋯

木通大安汤⋯⋯⋯⋯⋯⋯．．．⋯⋯⋯⋯

朱砂益元散⋯⋯⋯⋯⋯⋯⋯⋯⋯：⋯“

甘遂天一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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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粉甘遂雌雄丹⋯⋯⋯⋯⋯⋯⋯⋯⋯(243)

乳香没药轻粉丸⋯⋯⋯⋯⋯⋯⋯⋯⋯(243)

轻粉乳香没药丸⋯⋯⋯⋯⋯⋯⋯⋯⋯(244)

轻粉甘遂龙虎丹⋯⋯⋯⋯⋯⋯⋯⋯⋯(244)

黄连猪肚汤⋯⋯⋯⋯⋯⋯”⋯⋯⋯⋯·(244)

六味地黄汤⋯⋯⋯⋯⋯“：⋯⋯Ooo goo 90·(244)

生地黄汤⋯⋯⋯⋯⋯⋯⋯⋯⋯⋯⋯⋯(244)

李氏导赤散⋯⋯⋯⋯⋯⋯⋯⋯⋯⋯”i(244)

李氏肥儿丸⋯⋯⋯一a⋯⋯⋯⋯⋯⋯n(245)

消毒饮⋯⋯⋯⋯⋯⋯⋯⋯⋯⋯⋯⋯⋯(245)

灵砂散⋯⋯⋯⋯⋯⋯⋯⋯⋯⋯⋯⋯⋯(245)

大甘遂散⋯⋯⋯⋯⋯⋯⋯⋯⋯⋯⋯⋯(245)

归肾解语散⋯⋯⋯⋯⋯⋯⋯⋯⋯⋯⋯(245)

新小柴胡汤⋯⋯⋯⋯⋯⋯⋯⋯OD eD Q·(245)

玄参白虎汤⋯⋯⋯⋯⋯⋯⋯⋯⋯⋯⋯(246)

降阴白虎汤⋯⋯⋯⋯⋯⋯一”⋯⋯⋯”(246)

玄参败毒散⋯⋯⋯⋯⋯⋯⋯⋯⋯⋯⋯(246)

水银熏鼻方⋯⋯⋯⋯搞⋯⋯⋯⋯⋯⋯(246)

防风通圣散“⋯⋯⋯⋯⋯⋯⋯⋯⋯⋯·(246)

千金导赤散⋯⋯⋯⋯⋯⋯⋯⋯⋯⋯⋯(247)

柴胡四苓汤⋯⋯⋯⋯⋯⋯⋯⋯⋯⋯⋯(247)

柴胡瓜篓汤⋯⋯⋯⋯⋯⋯⋯⋯⋯⋯⋯(247)

单白虎汤⋯⋯⋯⋯⋯⋯⋯⋯⋯⋯⋯⋯(247)

渡海白虎汤⋯⋯⋯⋯⋯⋯⋯⋯·：⋯⋯·(247)

八味苦参汤⋯⋯⋯⋯⋯⋯⋯⋯⋯⋯⋯(248)

七味猪苓汤⋯⋯⋯⋯⋯⋯⋯⋯⋯⋯⋯(248)

清凉散火汤⋯⋯⋯⋯⋯⋯⋯⋯⋯⋯⋯(248)

少阳补胃汤⋯⋯⋯⋯⋯⋯⋯⋯⋯⋯⋯(248)

她黄败毒散⋯⋯⋯⋯⋯⋯⋯⋯⋯⋯⋯(248)

地黄汤⋯⋯⋯⋯⋯⋯⋯⋯⋯⋯⋯⋯⋯

赞花丹⋯⋯⋯⋯⋯⋯⋯⋯⋯⋯⋯⋯⋯

加味地黄汤⋯⋯⋯⋯⋯⋯⋯⋯⋯⋯⋯

加味散火汤⋯⋯⋯⋯⋯⋯⋯⋯⋯⋯⋯

加味白虎汤⋯⋯⋯⋯⋯⋯⋯⋯⋯⋯⋯

两仪煎⋯⋯⋯⋯⋯⋯一⋯⋯⋯⋯⋯⋯·

加减地黄汤⋯⋯⋯⋯⋯⋯⋯⋯⋯⋯⋯

柴胡清肠汤⋯⋯⋯⋯⋯⋯⋯⋯⋯⋯⋯

自虎膏⋯⋯⋯⋯⋯⋯⋯⋯⋯⋯⋯⋯⋯

自虎益元散⋯⋯⋯⋯⋯⋯⋯⋯⋯⋯⋯

李氏凉膈散⋯⋯⋯⋯⋯⋯⋯⋯⋯⋯⋯

催生散⋯⋯⋯⋯⋯⋯⋯⋯⋯⋯⋯⋯⋯

荆芥清肠汤⋯⋯⋯⋯⋯⋯⋯⋯⋯⋯⋯

黄连清肠汤⋯⋯⋯⋯⋯⋯⋯⋯⋯⋯⋯

独活地黄汤⋯⋯⋯⋯⋯⋯⋯⋯⋯⋯⋯

通乳归肾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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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柴胡汤⋯⋯⋯⋯⋯⋯⋯⋯⋯⋯⋯(252)

六昧肾气丸⋯⋯⋯⋯⋯⋯⋯⋯⋯⋯⋯(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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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 苗’

人 参

(异名)人参 、
．

。

[来源)五加科植物人参Panax ginseng C．A．Mey．一一．schin--seng nee,$的根。

多年生草本，高达60厘米。野生者根壮茎长．栽培者根状茎短。．主根肥大，通常纺锤

形或圆柱形。茎直立，单生，有纵纹．无毛，基部有宿存鳞片，因生长年限不同．叶的数目

分别为：一年生者有3小叶，苗高3～7厘米，俗称“三花”，二年生者有5小叶，苗高约5

～10厘米，俗称“巴掌”；三年生者有2复叶，每叶着生5小叶，俗称。二甲子”；四年生

者有3复叶，称为。灯台子，：；五年生者有4复叶，称为“四匹叶”}六年以上有5复叶或6

复叶，分别称为。五匹叶”或“六匹叶”等。叶为掌状复叶，小叶3,--,5，叶片卵圆形或倒

卵圆形，先端渐尖，基部楔形，边缘有重锯齿，齿有刺尖，上面散生刚毛，叶柄长。伞形花。

序顶生，单一，有花10,--,50朵不等(栽培者更多)，总花梗比叶长，约10,．--,30厘米，小花梗

细，长0．8．-一1．5厘米I钟形，淡绿色，5裂，裂齿三角形，花瓣5，卵状三角形，先端尖，

白色，雄蕊5，花丝短；子房下位，2室，花柱2歧。浆果状核果，鲜红色，扁肾形，长4

～5毫米，宽6---，7毫米。种子肾形，乳白色。花期6,--,7月，果期8月(图1—1 1—2)。

野生者对天然条件自然选择，要求严格。多生在以红松为主的针阔混交林及阔叶树林

下，喜生腐植质肥厚，排水良好，荫蔽度适宜的地方。栽培者是人工开辟接近上述天然条件

的山坡上；主产于中国东北、朝鲜、苏联I野生者在长白山区安图县大阳岔、奶头山、二道

自河、抚松县泉阳、露水河一带、长自县二遭岗、十九道沟一带，以及吉林省敦化、桦甸、

辉南、靖宇、安图、长白、临江、延吉、珲春、汪清、蛟河、通化、柳河、集安等县均有。

(用药习惯)人参为少阴人药，功能为补脾和脾，大补元气，止渴生肌，主治亡阳证、

虚劳、小儿阴毒、慢惊风等。如《东医寿世保元》人参官桂附子汤，用本品配官桂15克、炮

附子10克、当归s克、白芍10克、以回阳，治疗亡阳证。又如补中益气汤，用本品配黄连

15克、白术、当归、陈皮、甘草各5克、治疗亡阳证。如人参陈皮汤，用本品陈皮5克、

砂仁5克、生姜5克、大枣2枚，治疗小儿阴毒、慢惊风． ·

[药材鉴别]生晒参主根呈圆柱形或纺锤形，长3～15cm，直径1"-一2cm。表面灰黄色，

上部或全体有疏浅断续的粗横纹及明显的纵皱纹，下部有支根2～3条。着生多数细长须根，

须根上偶有不明显的细小疣状突起。顶端根芭(可称芦头)长1--一4cm，直径0．3--．I．5cm，多

拘挛而弯曲，具不定根和稀疏的凹窗状茎痕(习称芦碗)。质较硬，断面淡黄白色，显粉性，

形成层环处棕黄色，皮部有黄棕色点状树脂道散布及放射状裂隙。气微香而特异，味微苦、

甘。 i
‘

红参全长6～17cm，主根长3～10，表面红棕色，半透明，偶有不透明的暗褐色，具纵

沟，皱纹及细根痕，上部可见皱纹，下部有的具2-．。3条支根，根茎上有茎痕，质硬而脆，

折断面平坦，角质样。 ．

。

w

白参主根长3～15cm，直径0．7～3cm，表面淡黄白色，上端有较多断续的环纹，下部，

有2～3条支根，全体可见加工时的点状针刺痕，味较甜。

生晒山参主根粗短，多具2个支根而呈人字形或圆柱形，长2～10cm，直径l～2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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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灰黄色，具纵纹，上端有细密而深隐的环状横纹，须根细长，有明显的疣状突起(习称

珍珠点)。根茎细长，常与主根等长或更长，上部具密集的茎痕，不定根较粗，靠近主根的

一段根茎较光滑而无茎痕(习称圆芦) ‘

，， ，

，

[科研资料)

化学成分：人参根中含多种皂甙，即人参皂甙(Ginsenoside)Ro，Ra，Rb。，Rb2，Rb。，

Rc，Rd，Re，Rf，R92，R93，Rh及20一葡萄糖基人参皂甙Rf，其中Ro，Ra，Rba，Rb2，

Rb。，Rc，Rd，Re，Rf 20一葡萄糖基人参皂甙Rf，Rg。和Rg。的化学结构已确定。 、j

人参皂甙经充分水解后，可得人参二醇(Panaxadi01)，人参三醇(Panxatri01)及齐墩果酸，

(Oleanolicacid)．但人参二醇和人参三醇并非是真正的人参皂甙元，而20S一原人参二醇

(20S--Protopanaxadiol，C30H5203)和20S一原人参三醇(20S--Protopanaxatrid，C30H520‘)及

齐墩果酸为真正的人参皂甙元。人参皂甙的结构极不稳定，因水解条件不同得到的产物亦不

同。生长4～6年的人参主根和侧根中所含达马脂烷系皂甙含量无差异。人参中除含有人参

皂甙之外，尚含人参黄酮甙(Panasenoside C27H300l‘·H20)。

此外，还从人参根中分出4种多肽类物质，其中三种肽的氨基酸种类及排列顺序如下：

①苏(氨酸)一脯一亮一异亮一赖一组。，
’

②苏一缬一}氨基丁酸一p氨基异丁酸一赖一组一羟基脯。

③苏一脯一蛋一亮一别异亮一异亮一苯丙一卜氨基丁酸一酪一赖。
人参除含单糖(葡萄糖、果糖)、双糖(蔗糖和麦芽糖)外，尚含有4种参糖，泷浦洁等，

命名为A、B、C、D。另外，人参中还含有淀粉、果胶． 一

人参地上部分，皂甙含量比人参根高10倍．人参茎叶皂甙水解产物中，除人参三醇外，，

尚有人参二醇和齐墩酸。用乙醇提取的非皂甙部分中，含有廿九烷、廿八烷醇及卜谷甾
醇。目前已从人参叶中分出6种皂甙，其中三种是从人参根中分出的人参皂甙--Rg。，一Re

和--Rd。而另三种皂甙是新发现的化合物，分别命名为人参皂甙RFl'Rr：和R，。。R，，为

20一氧一e一葡萄吡喃糖基一2一(S)一原人参三醇(20一0一B—Glucopyranosyl--20(S)一Pro-

topanaxatfio|，C36H6209·H20)，一RF2为3，20一二一p一葡萄吡喃糖基一20(S)一原人参二
1

醇(3，20—Di—o一8一glucopy砌osyl一20(S)--Protopanaxadiol，C北H72013·2寺H20)，RF3
则2卜氧一(a阿拉伯吡晡糖基一(1—6)一B一葡萄吡喃糖基)一20(S)原人参三醇(20—O一
(2--Arabinopyranosy|--(1—6)--[3--glucopyranosyl一20(S)--protopanaxatriol，C．1H70013·

3H。O)．人参花含人参皂甙一Rd—Re—Rg。．最近的研究工作证明：人参叶、茎和花中分别

含人参皂甙12．8，1．6及6．9 oA。值得注意的是，人参叶中含皂甙量远远超过人参根。此

．外，从人参组织培养物中，可提出人参皂甙一Rbl和--R91．

总之，人参总皂甙的含量因药用部位、加工方法、栽培年限和产地而异，侧根6．5～

12．0％，白参2．00---3．5％，红参3．8～4．9％，白参须9．3"～12．3％，红参须8．3～11．7％，

一至六年生人参2．0～3．5％，人参幼根3．0％，参皮8．0～8．8％，人参叶7．6"12．6％，花

蕾15．o％，种子0．7％。其中各种皂甙的含量亦因部位有所差异，白参须、红参须含皂甙

Rb。，Rb。和Rc约4％，白参、红参仅含0．4"0．5％，但后两者含Rg。较白参须和红参须为

高。
‘

药理作用：1．对应激反应的影响：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人参确实能增强机体对各种有

害刺激的非特异抵抗力．有害刺激因素包括。

·2。



①物理的：人参乙醇提取物可增强机体抗辐射能力．

， ，：②化学的，人参对四氯化碳弓i起的大鼠肝损伤有保护作用。。r，

⑨生物的，人参对各种致病菌和原虫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人参对小鼠艾氏腹水癌，肉瘤

180及腺癌755移植肿瘤的生长均有轻度的抑制作用，并能促进免疫抗体的生成。
’

综合多年来人参的药理学研究成果，其强壮作用主要如下t’

(1)能调节神经和心血管系统的功能紊乱。

(2)能调节内分泌系统的功能．

2．对物质代谢的影响：对蛋白质和核酸代谢的影响，以前的研究曾证明人参对大鼠蛋

白及肝脏的RNA(核糖核酸)的合成有促进作用。对糖代谢及脂肪代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3．对肝脏酶类活动的影响：人参能增强机体对各种化学物质的耐受力，与其增加肝脏、

代谢各种化学物质的酶活性有密切关系，也就是使肝脏的解毒功能增强。 ，

4．对骨髓机能的影响：。人参提取物能促进骨髓蛋白质的合成。 ．

’

5．对水盐代谢的影响：人参对正常动物有颐显的抗利尿作用。

6．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人参对心脏的影响与制剂的种类和剂量有关系，大多致学者

报告．人参对各种麻醉动物有降低血压作用。’

7．对炎症的影响；实验证明，按10克(生药)／公斤给大鼠口服人参茎叶割荆(20％乙醇

提取物)时j对棉球肉芽肿和右旋糖酐性足肿胀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苦豆主

不老草

[异各)主鲁軎吾毒草苁蓉
⋯’⋯

(来源]列当科植物草苁蓉Boschniak r06sica Fedtsch et Flerov的全草。

单年生寄生摹本，全体无毛，茎单一或成双，直立。肥厚，高lO～45cm，直径l～

2crn，紫褐色，鳞片叶多数．三角状或卵状，先端锐尖，基部鳞叶密集。茎部鳞叶疏松，螺

旋状排列。穗状花序，长7""14cm，直径2～3cm，花殍平滑，杯状，有不整齐的5齿裂I

花冠暗红紫色，筒部膨大成囊状，上辱藕瞪头，下露3裂l攮蕊毒枚，2强，二瓣歼裂．种

子小，多数。’花期7～8月，果期8—9月(图2>。
7

(药用习惯] ，

蘑全草，夏季采收，除净泥砂等杂质，硬干。苗遏，补肾蛙鼯，强篾骨，润肠逶便。止

血。用于肾阴虚引起的阳痿，遗精，早泄，不孕，腰膝冷痛，老年便秘，津枯便秘，小便遗

沥，崩漏带下，膀胱炎．膀胱出血筹证I(附方之一)草苁蓉89，熟地129，菟丝子109水

熬，一丑分三次骧。治肾翻鏖鼠瘘，遗精，早泄l(戳方之--3摹苁蓉89，续断89，铃骨指

89水煎，一日分三次服用。治腰腿冷痛，腿不便。

(药材鉴别] 一

’

性状：常革株或双株连结，挺直或中部稍弯曲，全长10"--35em。根茎垦圆柱状或基部

膨大星瘤块状，外表较平滑，暗黄褐色或棕褐色。茎呈有纵棱的圆柱形，黄棕色或褐色，长

5---20cm，直径1～1．5cm，下粗上新细。茎基部鳞叶密集，三角形或卵状三角形，先端锐

尖或钝矣，长0，2"--0．7cm·常外展旋刭，黄褐色或棕色。茎上部为穗状花廖，顶端星短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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