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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医药学是祖国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深受少数民

群众的欢迎。它不仅过去和现在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经过发掘、整理、提高之后，必将

续为我国人民的保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我们必须把继承发展民族医药问题提刭政治高度

认识，明确它在整个卫生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

研究维吾尔医药学，对发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保证民族繁衍昌盛和人民身体健

都有巨大意义。它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需要，是民族团结敷需

，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 ．。

解放三十多年来，新疆的医药工作者，对维吾尔药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实

标本，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维吾尔医药事业得到了

有的重视，发展迅速。1978年和田，喀什两所学校开设了维吾尔医专科班，1984年在喀什

设了维吾尔医大专班，最近自治区人民政府还决定在和田成立规模为500",-600名学生的维

尔医专科学校，目前全区维吾尔医医疗机构已发展到22所，拥有病床600张，维吾尔医务

人员686人。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维吾尔医药学的发展。 ．
．’

新疆药品检验所刘勇民同志二十多年来献身于维吾尔药的研究工作，多次上山下乡，克

服了很多困难，采访了不少经验丰富的老维吾尔医，注意收集有关资料，得以完成此著作。

沙吾提·依克木同志多年从事本民族的药学研究，为本书的编写付出了很多劳动。

《维吾尔药志》的出版，为维吾尔医药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今后各兄弟民族的医药

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谨在此书出版之际表示衷心的祝贺，并愿从事维吾尔医药学研究的

同志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以繁荣我们的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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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医药学历史悠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祖国的传统中医药学有着极为密切的

关系，同时吸收了阿拉伯、印度和波斯等医药学的精华，。成为完整，独立的医药理论体系。

维吾尔医药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本民族和兄弟民族的健康，一为中华

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祖国医药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新中国成立后，维

吾尔医药学得到了继承，挖掘、整理和提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尤为迅

速。

为适应新疆民族医药发展的新形势，为加强各兄弟民族的团结和文化交流，我们编写了一

《维吾尔药志》，分上、下册出版，以供从事民族药研究、教学，医疗、药品检验、药材收’

购、进出日贸易人员参考。 。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自治区卫生厅以及药品检验所领导的热情支持。中国科学院新疆

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沈观冕同志，新疆大学黄人鑫同志对本书的编写提供珍贵的资料和宝贵

意见。书稿完成后人民卫生出版社孙祖基同志审校了全稿。卫生厅易沙克江厅长为本书作

序。谨向上述同志，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i

．-

编写分工是。沙吾提·伊克木负责维吾尔文的名称、功能主治，余项为刘勇民撰写。邵建

初绘制原动物、植物、矿物图。 。1

。

需要向读者说明如下几点t 一

一、本书汉文目录和索引均按新华字典笔画排列，拉丁文按字母顺序排列．
。

二，本书上册收载维吾尔医常用药材124种，其中包括进口药材30种。

。 三，参考文献仅列出主要参考书，次要的及杂志未能一一列出。

编著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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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蒿

。柚‘争一一孜乎艾曼尼
Herba Artemisiae rupestris

【植物来源】 菊科(Compositae)植物一枝蒿(Artemisia rupestris L．)。多年生

草本，高20"--50厘米，根稍粗壮，根茎匍匐。茎一至数个斜升，具不发育枝；幼时被柔毛，

老时多脱落，常呈紫红色。基生叶及不发育枝叶丛生，长约4厘米，宽约3厘米，2回羽状

深裂，终裂片呈披针形，茎上部叶互生，较短，向上渐小，羽状或不裂，基生叶有柄，茎上

部叶无柄。头状花序半球形，生于叶腋或枝端，直径约5毫米，集成总状或狭圆锥状花丛，

幼时下垂，果期挺立，花多数，管状，边花雌性，雌蕊柱头2裂。瘦果卵形，顶端平截，无

冠毛。花期7．--8月。 (图1—1) ，

-

． 主要分布于新疆。苏联与欧洲亦有分布。

【药材性状】 药用全草。根及根茎呈类圆柱形，土黄色，全株较完整者长i0—45厘

米。茎圆柱形，有细纵沟纹，直径1．5"--3毫米，常带紫色，中空。叶多破碎，完整者下部基

生叶有柄，叶片长约4厘米，宽约3厘米，2回羽状深裂，上部叶较小，头状花序集成狭圆

锥状或总状花丛，小花黄色，管状，长约2毫米，边花雌性。气芳香，味微苦。

【显微鉴别】 粉末黄绿色。气孔不定式，长轴约30微米，短轴约25微米，花粉粒类圆

形，具3孔沟，外层稍厚，直径约25微米，非腺毛人字形或丁字形，少见不分枝者，长50",--、
‘

600微米以上，腺毛圆形或头状，由4～10细胞组成，直径34～50微米，花药表皮细胞长梭

．形，内壁细胞椭圆形，柱头碎片棕黄色，有众多突起，导管螺纹和环纹，直径10"-15微米。

(图1—2)
。

【理化鉴别】 1．氨基酸纸层析样品制备。取本品粗粉l克，加甲醇10毫升，浸渍30

分钟，滤过，滤液以毛细管点样。层析纸。新华慢速。展开剂。正丁醇一冰醋酸一水

(4。1t5)上层。展距16厘米。显色剂。O．2％茆三酮水溶液，加热至显色，呈6个色点，其

中3个明显，有1个为黄色，余者斑点为紫红色。I(图1一”

2．生物碱薄层层析样品制备。以氯仿按常规提取总生物碱，然后制成5％氯仿溶液以

毛细管点样。薄层板。硅肢G(上海)以0．2％CMC水溶液制板，自然干燥。展开剂t氯仿

一乙酸乙酯一吡啶(5。4：1)展距10厘米。显色剂·改良碘化铋钾试液，呈棕红色斑点，其
’

中4个明显。I(图1--3)
。 【化学成分】 全草含一枝蒿酸(Rupestric acid)、针叶春黄菊酸，(Aciphyllc．acid)，

顺式螺缩酮烯醚多炔(cis—Spjfoketalenol菹therpolyjn)，反式螺缩酮烯醚多炔(trans-Spi-

roketalenol直therpolyin)、栀子素丁(Gardenin D)，胡萝卜甙。(Daucosterin)、卢一谷

甾醇(J窖-Sitoster01)～棕榈酸(Palmitic acid)等，．此外还含挥发油，。油中含月桂烯，乙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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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一枝蒿
、，

-1．植株，2．苞叶；

Artemisia rupestris L． ，

。

钆总苞片 L花校 5．完全花 ．6．雌花 ·-；? ，’



图1—2一枝蒿粉末

1．气孔 2．花粉粒 3．腺毛 4．花药表皮细胞 5．花药隔内壁细胞

6．柱头碎片 7．非腺毛8．导管

酸龙脑酯、芳樟醇(Linall01)、对一聚伞花素(p-Cymene)、口和Jg一蒎烯，口一松油醇(a-'re-

rpine01)，松油醇-4(Terpinen-4-01)，萘，多种生物碱，内酯类，氨基酸等。

【药理作用】 一枝篙水煎剂有抗蛇毒作用，对眼镜蛇毒解毒效果较好，对蝮蛇毒也有

一定作用。一枝蒿的醇和水提取物对小白鼠的移置性腹水癌和大自鼠的瓦氏癌有较强的抑制

作用。一枝蒿水煎酒沉液，对实验性过敏有一定抑制作用。一枝蒿水煎剂对流脑球菌有抑制

作用，对鸡新城疫有预防作用。用一枝蒿10克、刺糖10克，琐琐葡萄15克、唇香草6克治疗

黄疸性肝炎有较好疗效。

【功能主治】 清热解毒，消食健胃，利胆，解蛇毒。用于消化不良，腹胃胀痛，肝

炎，荨麻疹，蛇咬伤，感冒发烧。用量6"--15克。
’

【采集保管】 于夏，秋采收。割取地上部分，阴干或晒干，扎成把，置阴凉干燥处保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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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一枝蒿层析谱

I． 氮基酸纸层析图

I．生钫碱薄层层析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丁 香

)；。铲J4 卡兰普儿
^

‘Flos Caryophylli

【植物来源】 桃金娘科(Myrtaceae)植物丁香树(Eugenia caryophyllata Thunb．)。

常绿乔木，高10"．-20米。叶对生，叶片呈广披针形或狭卵形，或倒卵形，荜质，长5--．-10厘

米，宽2．5～5厘米，先端渐尖或急尖，基部渐窄常下展成柄，全缘。聚伞圆锥花序，顶生，

花径约6毫米，花萼肥厚，绿色后转紫色，呈长管状，先端4裂，裂片三角形；花冠白色稍

带淡紫，短管状，具4裂片，雄蕊多数，花药平行排列，丛裂；子房下位与萼管合生，顶端

有粗的花柱，柱头不明显。浆果红棕色，稍有光泽，长方椭圆形，长1-,．1．5厘米，直径5～8

毫米，先端有宿存的花萼裂片，类子长方形，种皮与果皮分离。花，果均具愉快而浓烈的特

异芳香。(图2_1)

原产马六甲及菲律宾南部，后扩植至坎尼及桑给巴尔。现在槟榔屿、印度尼西亚，非洲

东部马达加斯加都有大量生产。我国广东，海南岛亦有少量栽培。．

【药材性状l 丁香为花蕾，略呈研杵状，长1．5-,．2厘米，上端近圆球形，直径0．3～

O．6毫米，下部圆柱形，略扁，常微弯曲，长1～1．3厘米，宽约4毫米，‘厚约2毫米，基部

渐狭小。全体棕色至暗棕色。圆柱部表面稍粗糙，有多数颗粒状突起，用指甲刻划，可见有油

渗出，其上端有三角形肥厚萼片4枚，向外突出，上端圆球部具花瓣4片，膜质，层层抱合

成头状。将花蕾丛剖开，可见内有多数雄蕊，花丝向中心弯曲，花药俯垂，中央有1粗直立

花柱，在圆柱部上方有2室的子房，胚珠多数。质坚实而重，入水即沉。香气强烈而愉快，

昧辛香。以个大，粗壮、．鲜紫棕色，香气强烈、油多者为佳。
’

【显徽鉴别】 粉末呈暗棕至红棕色。主要特征，油室多而大，直径达200微米，花粉

粒众多三角形，无色或微带黄色，直径15～20微米，草酸钙簇晶在薄壁细胞中众多，直径10

"、-15微米，常成行排列。螺纹管胞和螺纹导管，管胞直径5～20微米，’导管直径达40微米。

纤维壁厚。(图2—2) ．

’【理化鉴别】 薄层层析样品制备。取丁香粉末0．1克，加乙醇2毫升，振摇后浸渍

1小时，以毛细管点样。薄层板。硅胶G(青岛)以0．5％CMC水溶液调合板，自然干燥后

予105。C活化30分钟。展开剂；石油醚一氯仿(7；3)，展距10．5厘米。显色剂。I，紫外

光灯(工=2537 A)下观察，原点为蓝色，另一点为暗紫红色，I，5％磷铜酸，并加热至显

色，则呈3个主要蓝灰色斑点。．(图2—3)

【化学成分】 花蕾含挥发油即丁香油15"．-20％，油中含丁香油酚(Eugen01)为挥发

油的78-',-95％，乙酰丁香油酚(Acetyleugev．01)约3％，p石竹烯(卢一Caryophyllene)，‘

以及甲基正戊基酮、水杨酸甲酯，．蓉草烯(Humulene)，苯甲醛，苄醇、间甲氧基苯甲醛·

’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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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m1．丁香 Eugeniaj caryophyllata Thunb·

，?1．花纵剖面’一‘2．花枝

皇

i．皋7．厶花叠i j．．7 o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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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一．。 图2--2丁香粉末 ‘

、。

1·油室，2·纤维 3·花粉 ．4·管胞 5·导管 6·簇晶

’乙酸苄酯，一胡椒酚(Chavic01)．，口一衣兰烯(口一Ylangenin)

等。亦有野生品种不含丁香油酚，而含丁香酮(Eagenone)

和番樱桃素(Eugenin)。花中还含鼠李素(Rhamnetin)，山奈

：酚(KaemPfer01)，番樱桃素亭(Eugenitin)、异番樱桃素

：亭(Isoeugenitin)，异番樱桃酚．(Isoeugenit01)等黄酮和对

·氧萘酮类化合物，还含三萜类齐墩果酸(Oleanolic acid)等。
”1

【药理作用】．，1．抗菌作用。含有1％浓度的丁香乙醚浸

出液，‘水浸液或含8 oA浓度的丁香煎剂的沙伯氏培养基，对许

：兰氏黄癣菌、白色念珠菌等多种致病性真菌均有抑制作用。较高

浓度时对新型隐球菌也有抑制作届。醇浸出液与醚浸出液相似，一

：但水浸液较差。丁香油及丁香油酚在1：8，000—1：t6，000浓

：度时，对致病性真菌亦有抑制作甩。煎剂1：20，1：640浓

度时，对葡萄球菌，白喉杆菌．变形杆菌，．绿脓杆菌，大肠杆
菌、痢疾杆菌及伤寒杆菌等均有抑制作用。‘丁香油和丁香油酚

在1·2，000"-,-8，000浓度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志贺

氏痢疾、大肠、变形及结核等杆菌均有抑制作用。丁香对流感
， 病毒PR。株在体外试验时也有抑制作用。

2．驱虫作用。‘水或醇提取液在体外对猪蛔虫有麻痹和杀‘ 图2--8丁香层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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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作用I感染蛔虫的犬，口服丁香油0．5",-1克／公斤，有驱虫作用，但一次并不能将蛔虫完

全驱除。丁香油优予煎剂。 +．’ 、：0 }_0一，’ 。++一、．_，¨I’

3．健胃作用-丁香为芳香健胃剂，可缓解腹部气胀，增强消化能力，减少恶心咿吐，

5％丁香油酚乳剂可使胃粘液分泌显著增加，而酸度则不增强，丁香油作用稍差，、连续服用

可使胃粘液耗竭，而仅分泌非粘液性渗出物，36小时后方能恢复粘液分泌，’至数月才能完全
正常。’ ’‘～’ ，i’ 一’， 一，

4．毒性及其他：家兔注射丁香油酚，可产生麻醉，降低血压，呼吸抑制，并有抗惊厥

作用。但小鼠皮下注射，无麻醉作用。小鼠腹腔注射煎剂LD。。为1．8克／公斤，口服丁香油花

生油混合液为1．6克／公斤，大鼠口服丁香油酚为1．93克／公斤，中毒症状为后肢麻痹、昏睡、+

尿失禁并常有尿血。病理解剖所见。上消化道呈出血状态，少数有粘膜溃疡，各内脏及腹膜、

肠系膜显著充血。对中毒大鼠用印防己毒素，可拉明，士的宁、咖啡因及五甲烯四氮唑等可

解救，但效果不佳。丁香的水溶物对子宫有收缩作用。 ”i

【功能主治】“补脑养心，温肾助阳，散寒降逆。用于开通脑内障碍，心神不宁，肾寒

腹疼，胃寒呕吐，食少，腹泻。能坠胎。1次用量4克。 一

【采集保管】 通常在秋季9月至次年3月花蕾由青转红时采摘，除去花梗，晒干。贮
于阴凉处。

图2—4母丁香粉末7
’

【附 注】母丁香(Fructus Car-

yophylli)为丁香树的干燥果实，系在果

实近成熟期采摘。果实为倒卵形至矩圆

形，长2---2．5厘米，直径6-'-10毫米。

顶端有齿状萼片4个，略向中央弯曲，

基部有果柄残迹：表面呈棕褐色，粗

糙，具多细皱纹。：果皮与种皮薄壳状，

质脆，易破碎而脱落。种仁呈倒卵形，

由两片肥厚子叶抱合而成，中央有1条

细杆状的胚根，由子叶的中央伸至较宽

的顶端。质坚硬，不易破碎。香气次子

丁香，味辛辣．用途与丁香同．用量1

次6克。。1 ～．

r．本品粉末呈褐色。’与丁香粉末不同

点在于有淀粉粒，垦卵圆形，或圆形，

单粒或复粒，较大，长达50微米；其他

．1．石细盥“2．纤维 ：3．淀粉粒?1．簇晶 可见石细胞，胞腔和层纹明显。纤维较

丁香多，簇晶较少，无花粉粒或少见，其他与丁香类似口(图2—4) j’．‘．‘～·‘|：7- ．‘：，。
。。 ：·

·‘1 j： ．t·：t’
5’’ ：· t。‘j

j⋯?≯一-』 ：。．‘”j，-+|、t．-．1‘j■：j’?：j 0 j’．0‘-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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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儿 茶，，?≯“

6山。匹 卡替印地

Catechu et Gambier

’

【植物来源】 来源于两种不同科属的植物。

． 1．儿茶I豆科(Leguminosae)儿茶EAcacia catechu(L．)Willd．]。落叶乔木，高

6"一13米。树皮棕色或灰棕色，常成片状剥离，但不脱落。小枝纤细柔弱，棕色至绿褐色。

偶数2回羽状复叶，互生；叶柄连同叶轴长6～12厘米，均被长伏毛，叶轴基部具长圆形腺

体，叶轴上着生羽片10"--20对，羽片长2"-一4厘米，具短柄，小叶片28--．50对，平行排列或成复

瓦状，几无柄，线形，先端钝，基部偏斜，表面深绿色，背面色较浅，两面被疏毛。总状花

序腋生，长7—8厘米，花序柄长约1．5厘米，花黄色或白色，花萼基部连合成筒状，上部分

裂，裂片半圆形，具稀疏的毛，尤以边缘较多，花瓣5，长披针形，或长卵状椭圆形，先端

稍向内凹J雄蕊多数，伸出冠外，雌蕊1枚，子房上位，长卵形，花柱细长。荚果，连果柄

长6～12厘米，宽1～2厘米，先端急尖，基部楔形，扁而薄，紫褐色，有光泽，内含种子

7～8枚。花期8"--9月，果期10"·--11月。(图3—1) ·

原产印度及非i}}l东部，亚洲热带及亚热带地区。我国云南有出产。

2．钩藤儿茶l茜草科(Rubiaceae)儿茶钩藤(Uncaria gambler Roxb．)常绿藤本，

树皮棕色，具对生枝。叶对生，二时基部侧面有大形托叶2枚，!叶柄长约1厘米，叶片革

质，卵圆形或矩形，长达9厘米，宽达5厘米，先端渐尖，基部圆形，侧脉6"--7对，明显，

与小脉形成疏稍凸起的网状，除下面叶脉略被毛外，两面均无毛。花多数集成腋生圆头状花

序，总花梗长2．5-,-4厘米，上部近花处有小的轮生总苞片4枚，花淡粉红色，直径5"-7毫

米，花萼合生，先端5深裂，外被短柔毛，花冠碟状，花冠管细长，先端5裂，裂片倒卵

形’雄蕊5，插生于花冠喉部，花药茎部箭形，花丝极短l雌蕊1，子房下位，2室，胚珠

多数，外被短柔毛，花柱细长，伸出花冠外，较雄蕊长约1倍。蒴果，细长略呈棱形，棕

色，先端具宿存萼片，有短梗。种子多数，线形。(图3—2)

原产东印度群岛，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印度有栽培。．～一， 一

【药材性状】 药用浸膏。几茶在商品上有两种规格。

几茶膏(黑几茶)。呈方块或不规则形，大小不一。表面棕褐色或黑褐色，光滑并略具
光泽。质硬，易碎，断面不整齐，内呈棕红色有光泽，具细孔，遇潮有粘性·几无臭，味

涩．苦，略回甜。以色黑略带红色，有光泽，涩味重者为佳。本品主产我国云南，其进口品

多来自缅甸及印度。

方儿茶(钩藤几茶>。里方块状，边长l：s～2．5厘米，‘向内皱缩。表面棕黑色或黄褐

色，有浅纹理，有时具胶质样光泽，常数块粘连．质硬不易破碎，破碎面红褐色，或为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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