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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县位于太行深山区，四季

高峰多，沟谷纵横，是天然的野生中药材资源

宝库。 有野生中药材2000多种，其中常用中药

材300多种，柴胡、连翘、冬凌草、酸枣仁等

道地药材10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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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简介

付正良 河

北省涉县人， 1988 

年毕业于河北中

医学院中医专

业，主任中医

师 。 现为涉县卫

生局局长、涉县

中医药管理局局

长，河北省巾医药学会内病外治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 、 中医基础理论分会

常务委员 。 1 1伍床工作中，主张辨证论

治和专病专方相结合 、 医学与药学相

结合，注重民间验方的收集、整理与

应用 。 发表论文60多篇，著有 《 常用

中药药理与临床应用 >> { 易?昆淆巾药

品种辨析与 Ii伍床应用 》等专著 。 曾获

全国"八十年代优秀大学毕业生"

"全罔基层优秀名巾医"、 "河北省

优秀青年名中医"等称号。

孔增科 主

任药师，兼任巾

同商品学会中药

专业委员会副会

长，中同 ， jt 医药

学会药膳专家分

会理事，河北省

中医药学会常务

理事 ， 河北省药学会理事，河北省巾药

材、中药饮片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 。 享

受同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长期从事药用植物资源、中药鉴定

斗临床合理用药研究，布， 专业刊物上发

表学术、技术论文 100多篇 。 主编或与

同行合编 《实用中药手册 >> { 巾药调剂

子册 >> ~ 实用中药材鉴别手册 >> ~ 中药

饮片鉴另IJ >> << 现代中药商品通鉴 >) { 常

用中药药理与临床应用 >) {易混淆巾药

品种辨析与临床应用》等著作2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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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到涉县督导调研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时，涉县卫生局局长 、 涉县中医药管理局

局长付正良先生同我谈起，他从 2005 年起就开始编写一部全面反映涉县野生和种植中

药材，特别是道地药材历史和现状的 《涉县中药志 ~ ，现正结合资源普查工作做进一步

的完善补充c

涉县地处太行山腹，心地，是中药材天然宝库。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JL师的卫

生工作者利用当地生产的药材成功研制出第一个中药注射剂一一柴胡注射液，治愈了无

数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疾病。 改革开放以来，当地广大农民把种植中药材作为增收致富

的重要渠道 . 因此，编写 《涉县中药志》 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涉县中药志》的编篡是一件十分不易的工作。涉县属全山区 ，面积 1509 平方公里，

山高峰陡，沟谷纵横，地理环境极其复杂，掌握第一手资料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 ，

我的实地督导调研也证实付先生所言极是。 付先生怀着摸清涉县中药材资源的强烈愿

望和满足父老乡亲对中药材知识渴求的责任感，凭着对中医药事业的执着和追求，和

《涉县中药志 》 编写组的同事们一起，利用节假日，钻深山、进密林，登险峰 、 攀峭壁，

披荆斩棘，历时 9 年，行程万里，制成腊叶标本 800 余种，并对中药材分布地区的E

候特征 、 海拔高度等情况做了详细调查。 同时，编写组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文字

撰写工作。

今天，终于看到了书稿，为付先生及全体编写人员所付出的辛勤劳动终有成果表示

热烈祝贺，更为他们孜孜以求 、 心怀苍生的情怀所感动。

《涉县中药志》 是一部系统、全面反映涉县中药材历史和现状的志书，由题词、序、



前言、编篡说明 、目录、绪'论、 重点药物、药物资惊一览表 、 附录、索引及主要参考文

献和跋组成。 共计收录药物 2 11 5 种和 1 622 首方剂 。 纵观全书，不是简单的资料堆砌 ，

而是全体编篡人员进行大量原创性研究后编写而成。 i亥书内容丰富 ， 资料翔实 ， 图文并茂，

医药结合。 它的面世将对涉县乃至更大 l三域的中药材资源开发、 利用和l J:þl 医药事业的发

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欣然为序 !

-{ øil主
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

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药资源中心主任

2013 年 11 月 25 日



序 --

在举同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的热潮中， 一部全面、

系统地反映河北省涉县中药材资源历史和现状的 《涉县巾药志 》 出版发行了 。 这是涉县

奉献给中医药宝库的一颗璀蝶的明珠 ， 是涉县馈赠给世人的一片爱心和一份无价的厚礼。

它的而世将对涉县乃至更大区域的中药材资源开发、利用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

《涉县中药志》 记述了涉县 2 115 种中药材，其中，植物药 176 科 1872 种， 动物药

75 科 2 18 种， 矿物药 25 种 d 志中 门 23 帧彩色阵|片均由编篡组亲自拍摄，制作的 800 余

种腊叶标本是编篡组从涉县境内一株一株采集制成的，具有真实性、可靠性。 志书用无

可辩驳的事实表明涉县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天然的中药材宝库。 涉县地处河北省西南端、

太行山中南部 ， 境域面积 1509 平方公里 ， 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涉县独特的地理

位置和气候蕴育了十分丰富的野生动 、 植物道地药材资源 : 党参以 "ÌJ路党参"之名享誉

华夏 ; 冬凌草遍布全县 . 质优价廉 ; 五灵脂色紫块多 ， 质地11j] 润， 誉满神州;荆芥气味

浓厚 . 品正质优，素有"涉荆芥"之美誉 ; 道地药材柴胡 、 远志、知母 、 连翘、酸枣1-. 、

全虫昌等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在战火纷飞 、 缺医少药的革命战争

年代 . 八路军一二儿师的卫生工作者利用当地满山遍野的中药材为指战员疗伤治病并编

写了 《太行山药物》一书，还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中药现代制剂 柴胡注射液。

中华人民共和同成立后，涉县的野生柴胡成为制定 《 巾华人民共和同药典》 的标准药材。

20 13 年 . 涉县的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到 8 万多亩《 涉县被誉为"太行药谷" 。 而且，

随着农民群众对种植药材效益的认识不断明晰，思想观念的逐步更新，涉县中药材种植



面积还会继续扩大。 涉县交通十分便捷，四通八达，公路、铁路皆有，高速、国道 、 省

道俱全。 涉县投资环境优良。 近几年，涉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中药材.专门成

立了医药产业指挥部，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国内制药企业和药商纷纷来涉县考察、

投资办厂。 目前，河北以岭药业集团在涉县投资建设的中药材加工项目即将竣工投产，

河北正德药业有限公司中药材加工项目将于近期动工兴建。 我们诚恳地希望有志于中医

药事业的专家、学者、学生、企业家认真读一读这部《涉县中药志~ ，相信你们可以从

中获取准确、可靠的有关涉县中药材资源的信息，对你们研究中医药、投资涉县中医药

领域一定会有所禅益。

《涉县中药志 》 还收录方剂 1 622 首，其中 1300 多首是涉县中医工作者多年临床经

验的结晶。 方剂既较好地继承了中华医药的精华，又对传统中医方剂有所发展，可供广

大中医卫生工作者借鉴，可供在校大专院校中医药学生学习，可供世人自诊自疗参考。

《 涉县中药志》 由涉县卫生局、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主任中医师付正良牵头编篡。

该书是中医药工作者必备的参考资料，是各级领导指导产业结构调整的决策依据，是农

民发展中药材产业的良师益友，是有志投资中医药领域企业家的重要指南，是传承中医

药事业的历史文献，值得阅读和收藏。

是为序。

中共 i涉步县捋叫书扣t记己 ÷朵吐1宝主

归山人叫叫民

2却01口3 年 1η2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刷

涉县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西南部、晋冀豫三省交界处，北纬 360 17' ~360 55 '，东经

1130 26'~ 114。之间 。 涉县东西最大横距 37.5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64.5 公里，境域面积 1509

平方公里。 涉县东与河北省武安市、磁县接壤;西与山西省黎城县、平顺县相连 ; 南与河

南省安阳市 、 林州市毗邻;北面与山西省左权县交界，全境属深山区。 境内山高林密，河

谷纵横，植被浓郁，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涉县素有"秦晋之要冲，黑i、赵之名邑"

之称八山半水分半田"是涉县的真实写照。 涉县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环境优美，古

有"三槐九景十八峪"之美称，现有"露天博物馆"之赞誉 · 远有华夏始祖女娟氏在这里

传土造人，近有刘邓大军在这里抗击日寇，是河北省八大风景名胜区之二。

涉县独特的地理位置，清新的气候和优美的环境，蕴藏着十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道

地药材资源。这里的党参历代以"椭党参"之名享誉于世;这里的冬凌草遍布全县、品质俱优;

这里的五灵脂色紫块多、质地油润、享誉全国 ; 这里的刑芥气味浓厚、品正质优， 素有"涉

荆芥"之称; 道地药材柴胡、远志、知母、 冬凌草、连翘、 酸枣仁、全蝠资源遍布全县。

在涉县设县两千多年的历史上，虽进行过中药材资源普查，但对县域内的野生中药材资源

没有进行过全面、 系统的调查统计， 也没有相关成册的笔录记载。 近年来 ， 为充分挖掘药

物资源 ， 打造"冀南太行药谷

于 2却00仍5 年开开-始，对涉县野生 、 栽培中药材资源进行调查与品质研究。 9 年来，调研组利用

业余时间，钻深山 、 进老林，行程万里，足迹遍历山川沟整、 读水河畔，对县域内的药用

资源逐地调查，并逐一鉴定品种，制作标本，编篡成《涉县中药志》 。

《涉县中药志》 收载了县域内分布的野生中药材 2115 种，其中植物药 176 科 1 872 种 、



动物药 75 科 2 18 利 l 、 矿物药 25 种。 夜书收录的中药材涵盖了太行山脉 90% 以上的野生中

药材资源，对涉县、 ltß嘟市乃至河北省的中药材资源开发、利用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将起

到积极的椎动作用。

《涉县中药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有关机构及专家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中罔t程院院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肖培根教授题词，中同中医科学院副院长、首席

研究员 、 博士生导师 、 中药资源中心主任黄璐琦教授'为本书写序，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

中医药学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自然科学。 因时间、条件，以及我们的学识和能力水平

所限， {涉县中药志》 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z

编者

2013 年 12 月 14 日



编篡说明

一、指导思想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为指导，全面、准确、客观地记述涉县境内

的野生、栽培、养列主的动植物和1矿物中药材的历史和现状，彰，~涉县境域内丰厚的中药

材资源，为进一步招商引资、开发涉县中药材资源提供外宣资料，为涉旦，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中药材产业提供决策依据 ， 为广大巾医药工作者增强识别巾药材能力提供参考。

二、编篡原则 重点药物用阁片和文字两种方式详细记述 ; 药物资源一览表采用表

格的形式记述。

三、时间范围 志巾记述的涉县境内中药材的历史上限溯至远古，下限截至 20 1 3 年。

四、地域范围 志中所记野生 、 栽培、养殖的动植物和矿物巾药材均收向 2011 年

涉县行政区划也用之内 。

五、表述形式 采用述 、志、记、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 使用现代汉语记

叙文体导

六、内容编排 全书由题词、序、前言、编篡说明、目录、绪论、重点药物、药物

资源一览表、附录、索引、主要参考文献和跋组成。 共收载涉县县域野生和栽培、养殖

的动植物和矿物药 2 11 5 种。 U

七、编辑方式 重点药物 384 种 ， 按 [ 基源 ] 、 [ 原植物 ] 、 [ 生态分布 ] 、 [ 栽

培技术 ] 、 [ 采收加工 ] 、 [ 鉴别 ] 、 [ 化学成分 ] 、 [ 药理作用 ] 、 [ 性昧、归经与

效用 ] 、 [ 用法与用量 ] 、 [ 11自床应用 ] 和 I [ 注意 ] 的}I/页序编写。 每种药物的名称均采

用药品标准收载的通用名称u [ 基源 ] 项下附实地原动植物和矿物照片。 部分代表性药

物在 [ 生态、分布 ] 项下附资源分布阁，以直观表达县域分布情况 [ 鉴另门 项下主要应



用方便 、 实用的性状鉴别方法，并附药材 、 饮片写真照片，以方便识别。 [ ，性昧、归经

与效用 ] 和 [ 临床应用 ] 均应用中医药学规范名词术语表达。

八、表格运用 药物资源一览表q生载涉县县域分布的药用植物 176 科 1872 种药物，

动物 75 科 2 18 种药物，矿物药 25 种 。 植物药和动物药按科、 属 、 种顺序描述排列，每

种药物按原植物(原动物)、药物名称 、 药用部位、性味归经和功能主治表述。

九、文字使用 以国家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 年 10 月颁布的 《简化字总表 》 和国家

技术监督局 1995 年 12 月 1 3 日发布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 为准。

十、计量单位 志中所用计量单位以国务院 1 984 年 2 月 27 日 颁布的 《 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为准。重点药物部分饮片计量单位: 重量用克( g )，液体体积用升( I ) 、

毫升 ( ml ) , -1夭度用米 ( m ) 、 厘米 (cm ) 、 毫米 ( mm ) 。

十一、中西医病名对照参考 志中 [ iI伍床应用 ] 项下为中医病名，为方便读者理解，

书尾以表格形式列出相当于西医的病名参考。 但中医和西医属不同的理论体系， 二者不

能等同，故此表仅供参考。

十二、参考文献 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标准化管委会 2005 年 3 月

23 日 发布的 GB/T 77 14-2005 <<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 为准。

十三、索引提示 书尾附中文名称索引 、 拉丁名称索引 、 拉丁学名索引及中医病名

索引，以方便查阅。

十四、资料来源 志中所记重点药物由编篡人员实地采集和拍摄而来伍床应用多

为编篡人员研究所得，少部分取自有关资料。

十五、使用说明 书中所述药物的性昧 、 归经与效用 、 用法与用量、 临床应用等内

容仅供参考，一切诊断与治疗请遵从就诊执业医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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