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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两卷，系统介绍了宁夏的中药资源状况。上卷包括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简介宁夏的

源状况和资源区划等概况，各论重点介绍植物药244种，共收载植物药424种，每种按正

栽培技术，采集加工j资源利用，药材鉴别，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炮制、性味功用等．

点介绍植物药216种，动物药60种，矿物药8种，共收载药物282种．全书附有插图547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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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I 草麻黄Ephedra sin；ca Stapf，I州生绘

·1．雌株2．雌球花3．雄花4．种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彩图2 银柴胡Stellaria dichotoma I^var·lanceolata Bge·‘王利生绘

1．部分植株2．根3．萼片4．花瓣5．花蕊



彩图3 芍药Paeonia lactifloraPall．r王利生绘

1．花枝2．根3．雄蕊4．雌蕊



彩图4 南方山荷叶Diphylleia sinensis H．LLi【i自l生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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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药志》是在1972"-'1974年和1983"-'1987年两次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中药资源普

查后，基本查清了全区中药资源，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在整理鉴定了3万余分动物、植物、。

矿物标本的基础上，由自治区卫生厅组织有关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编写而成的。

本《药志》是我区继《宁夏中草药手册》和《宁夏中草药资源》之后的又一部药学专

著。它是我区首次以“药志"形式系统记载全区中药资源的书籍。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

收载植物药280种，下卷收载植物药216种、动物药60种、矿物药6种。每种分项目编写，尽

可能把历次考察收集的第一手资料载入本《药志》，包括种类，分布、栽培技术，资源开

发，产销状况、．混乱品种、民间用药经验等，还查阅了有关的国内外文献，选载了化学、药

理及临床等方面的研究资料，以供科研，教学、医药卫生人员及药材生产、经营工作者研究

和开发利用资源时参考。

本《药志》是在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由编写组完成的。编辑委员会由自治区卫生厅厅长

王惠媛、马成义担任主任委员，自治区医药总公司经理史绪哉担任副主任委员，卫生厅药政局

局长张熙担任常务副主任委员，具体组织和指导本《药志》的编写工作。编写分工。总论部

分和附录由邢世瑞主任药师(宁夏药品检验所)撰写。各论部分分项目负责编写，来源部

分由马德滋副教授(宁夏农学院)，邢世瑞负责’化学部分由齐宗韶高级讲师(宁夏卫生学

校)负责；药理部分由陆满文教授(宁夏医学院)负责，性味与功用部分由蒋厚文副教授

(宁夏医学院)负责’其他各项由邢世瑞负责，动物药、矿物药和插图由段金廒(宁夏药晶

检验所)负责。全文由邢世瑞统稿。

除署名者外，参加本书部分编写或绘图工作的还有许心瑜，韩义欣、王英华，李振起，

石晶竹五位同志。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宁夏药品检验所、宁夏医学院，宁夏农学院、宁夏卫生学校、宁

夏药材公司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中国药科大学周荣汉教授审阅部分初稿，中国药品生物制最

检定所王利生主管技师为本书绘制彩图，并审校了墨线图，江苏省植物研究所袁昌齐研究

员，兰州医学院赵汝能教授为本书的总体设计提供了宝贵的意见，西北植物研究所张振万研

究员、西北大学狄维忠副教授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有益的资料；自治区药品检验所所长张世

杰，原副所长吴建华以及钟杰、刘惠兰、张文懿、杨学峰等同志为本书的编写工作给予了各

方面的协助。我们对上述单位和个人谨致以衷心的谢意。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

编者

$959年8月于银JII



t t中药是祖国医药字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防病治病不可缺少的武器。充分

开发利用药材资源，是确保医疗用药的重要措施。为此宁夏广大医药卫生工作

者，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先后两次进行了全区中

药资源普查，基本查清了我区中药资源的种类、分布和蕴藏量，搜集了大量的植

物，动物，矿物标本和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自治区卫生厅组织有关方面的

专家和技术人员，经过5年的艰苦工作，编写出版这部《宁夏中药志》。这是我

区首次以“志力的形式全面反映宁夏中药资源的专著，填补了我区中药无．“志彦
‘，

的空白。 ‘。 、

《宁夏中药志》的出版是我区药学，生物学、医学工作者多年辛勤劳动的结

晶，是作者经过繁重的标本鉴定，资料整理，精心绘图，认真加工编纂而成的。

全书分上、下两卷，收载中药804种，插图555幅，图文并茂，工程浩大，全书

近200万字。内容分总论和各论，总论概述了宁夏中药资源的状况，各论中载入了

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回族集居地区的民间用药经验，这是本《药志》的突出特色。

本书的出版对于我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发展中药

材生产，合理开发和保护野生药材资源，对于科研、教学及商品药材的经销、检

验均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在出版之际，谨向取得这一成就的作者和为之做出贡献

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希望你们再接再励，在研究和开发宁夏中药资源工作

中做出新的贡献·

马成义

1990年5月

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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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我区西北部，全区面积6．64万平方公里，地形复杂多

样。贺兰山绵亘其北，六盘山拱卫其南，黄河从境内穿过，河套平原景色宜人，物产

丰富，素有“塞上江南’’之称。全区属大陆性半湿润——半干旱气候。由于地理

位置、地形及气候条件的独特，药用动植物种类繁多，蕴藏量大，除驰名中外的

枸杞、银柴胡、甘草1-麻黄、锁阳外，尚有珍稀濒危动植物多种，如黄芪Astra-

galus membranaceus。(Fisch．)Bge．、沙冬青Ammopiptanthus mollgoli-

CUS(Maxim．)cheng F．、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 Flerov等，’是一个

具有显著特色的天然药库。

宁夏地区的药学，生物学、医学工作者在党的中医方针政策指引下，同心同

德，于1984年N1987年又一次进行了全区性的中药资源大调查。全体工作人员艰

苦奋斗，走遍了全区的山山水水，调查药用动植物资源，收集混乱品种及民间验

单方，特别注意吸收回民用药特点及经验，采集了3万余分标本及大量资料。在

这个基础上，不停息地开展繁重的整理工作，本着自立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

自己动手，整理与鉴定标本，绘制图版，清查混乱品种，汲取民间药用经验，经

过精心研究，编纂了这部《宁夏中药志》。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在我

国少数民族地区还是一个良好的范例。
“

邢世瑞主任药师将《宁夏中药志》初稿交我，要我代为写序，我有机会得以

先睹，从中学到不少东西，故在此写上几句，以表我的祝贺。同时也希望在资源

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中药资源的合理采收和利用；研究资源的动态规律，

提出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研究地道药材的特点及形成因素等。使之发挥宁夏的

特点和优势，并真正成为永久利用的天然大药库。

周荣汉

1989年12月25日

于南京中国药科大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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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分上，下两卷。包括总论、各论和附录三部分。总论部分介绍宁夏的自然环境，中

药资源的基本状况和区划等，各论收载宁夏出产的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共562种，并附

墨线图547幅，彩图8幅，药材照片80幅，附录部分简述非常用中药242种。上卷共收载中

药424种，下卷共收载中药380种。共上、下卷共804种。 一

2．本书植物药的排列顺序；蕨类植物按秦仁昌系统，高等植物按恩格勒系统，属，种按

拉丁字母顺序排歹lj。动物药按《中国药用动物志》顺序排列。多来源的药材均以其中一个主

要来源确定排列的顺序。． ；

、．， ：j．、 ，，

3．每种药材的编写内容包括正名，别名，来源、栽培技术，采集加工，资源利用，’药材

鉴别，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炮制、性味功用，注和附，最后列有参考文献。 ．

正名；一般为常用中药名称或民间草药习用名称，不属于上述者则以原植物或动物名为

正名。

别名：为常用药材的异名或地方名，应用范围局限于某地区者，加括号注以地区名。

来源：动、植物药记载原动、植物药的科名、种名、拉丁学名和药用部位，拉丁学名有

常用异名时，则在正名后用括号注明，矿物药则记载原矿物的名称。一种药材有两个以上来

源者，则并列记载，形态和生境分布仅详述一种，其它则简述或列出检索表。

培栽技术：宁夏有栽培种植历史的药用植物记述其生长习性、种植，田问管理和采收方

法。

采集加工。介绍采收药材的季节和产地加工的方法。

资源利用。介绍该种药材野生资源的蕴藏量，分为“丰富”，“较丰富一，口较少黟，

靠少一四个等级’介绍该种药材的生产购销情况，分为“供应全国和出口一、搿供应本区和

全国黟、“本区自产自销’’、“当地自采自用"和“未开发利用矽五个等级。

药材鉴别：包括性状鉴别，显微鉴别和理化鉴别，以性状鉴别为主，对于易混品种或民

间草药等少数品种收栽了显微鉴别和理化鉴别方法。

化学成分：主要记载正文所列中药的有效成分和一般成分，对于非药用部分和少数近缘

种也酌情予以介绍，以供参考。大多数化学成分均注以英文名称和分子式，选择收载一些结

构式。 ‘

药理作用：收载中药药理研究资料，主要是动物实验、抑菌实验、临床药理及毒性等。

炮制；收载宁夏较常用的炮制方法，常用辅料和部分炮制品的规格。

性昧功用：包括性昧、功能、主治及应用举例四部分。有毒药材在性味之后按毒性大小

写明搿小毒秒，搿有毒秒或“大毒一等，以便引起注意。

往t上述ll项内容不能包括或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均予以注明。



耐：一种药物的不同部位，作不同的药材使用，。正文写一种，其余写在。附艿中，收载

项目与正文相同或从简。如侧柏叶与柏子仁、板蓝根与大青叶等。

参考文献：引用国内外参考文献，列．了。每种药物之后，文献按作者、书刊名称、年、卷、

期、起止页等顺序写出，期数加括号。 ．· 一。：

4．在参考文献中，将经常引用的专著和杂志省略如下：中药志(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

究所等：中药志)，全国中草药汇编(全国中草药汇编编写组：全国中草药汇编)，中药大

辞典(江苏新医学院：中药大辞典)，长白山植物药志(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等：长白山
植物药志)、C．A．(Chemical Abstract)。 ：

一
，

5．附录简介正文未收载的非常用中药，每种内容包括正名，别名、来源，生境分布和效

用五项。 。‘

‘

：’ ， 一·

6．书后附有中名索引和拉丁学名索引，中名索引包括正名、别名和原动物，植物、矿物

名称，拉丁学名索引包括正名和异名。，。

7．本书所用计量单位均采用国际单位，如。m(米)，cm(厘米)、mm(毫米)，Ilm

(微米)、11111(毫微米)，kg(公斤)，g(克)，rag(毫克)，pg(微克)，l(升)，
ml(毫升'，pl(微升)等．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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