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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除汉族以外还有55个兄弟民族。这些

兄弟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都不同程度地积累了许多医药经验和著作，有的还形成

了自己的独特的医药理论体系，它们都是中国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药是各兄弟

民族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发现和使用的武器，是经过反复实践累积起来的防病治病的物

质基础，是各民族得以繁衍兴旺的可靠保证。 、 ．～

为了继承和发扬各兄弟民族的传统医药学，卫生部下达了对民族药进行调查整理和

科学研究的任务，，由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和云南省药品检验所牵头，使用民族药

较多的十六个省、区药裣机构参加。经过数年的普查和复查，初步整理出第一批民族药

i200多个品种，对其中民族常用i来源清楚、疗效确切、比较成熟的品种，分工协作

进行科学研究并起草，现分卷审订编辑出版。书中民族药名、民族药用经验，药材检验

等三项内容均系实地调查和我们自己的科学实验结果，大部分系首次发表，尤为本书之·

特色，可供中药研究、生产、药检、教学等有关部门参考，这对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民

族药可以作为新的起点卜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民族药质量的保证和提高，

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都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民族药调查整理难度较大，涉及各民族的语文，标本的采集、学名的鉴定、药用经

验的采访，历史文献的查考等方面，得到全国各基层药品检验所，科研教学机构和民族

医药卫生人员的积极支持和参与，才能顺利进行，谨向有关单位和同志致以衷心的感

谢。
。

7，j． ，．。

本书第一卷的民族药名和民族药用经验由杨竞生同志审阅，并承张元生、严其香，

一木玉璋、李晓邙、崔志超、刘大林、王尔松、王伟、张永祥、杨泉、孟尊贤、周耀文，

罗美珍、．姜竹仪、刘璐、孙宏开、陆绍尊，李绍尼、岳相昆、刘日荣，赵康，松儒布、
． 其其格、韩国善，钦斯，观空、盘共起、王敬骝等同志热情指导，来源及其附图由罗达

尚、施文良，冯晋庸、王利生同志审阅，性状和显微鉴别由李颖、邱淑华、李九丹、张

亚云同志审阅’理化鉴别和成分由徐嫦、黄和意，侯玉美同志审阅’药理和临床由周海

钧、赵雅灵、赵秀文，戴世林同志审阅，全稿由曾育麟、i匿起鲞I、朱志强，张学祺、托
乎提同志统审。此外，王宝采，杨兆起、刘宝玲、张继、吴海鹏、明全忠、王晓萌、高·

笑范、潘鸿森，郭向民、康双龙、孙益荣等同志为本书第一卷的编写工作给予了备方面

协助。

本书封面书名特请赵朴初先生书写，我们谨致以衷心谢意。

由于我们整理和编写水平所限，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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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书按民族药基源进行编写，依汉名笔划排列。

2．我国各民族依字母顺序排列t阿昌族，白族，保安族，布朗族，崩龙族，布依

族，傣族，达斡尔族，侗族，东乡族，独龙族，鄂温克族，高山族，仡佬族，哈尼族，

赫哲族，回族，京族，景颇族，基诺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朝鲜族，苦聪入，拉

祜族，黎族，傈傈族，珞巴族，满族，毛难族，苗族，门巴族，蒙古族，仫佬族，纳西

族，努族，鄂伦春族，普米族，羌族，俄罗斯族，撤拉族，畲族，水族，塔吉克族，塔

塔尔族，藏族，土族，土家族，裕固族，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佤族，锡伯族，瑶

族，彝族，壮族。

3．民族药名项系记载的药物名称，凡采用民族文字者，在括号内附有汉语拼音及

对应的汉字音读(前者较后者常略近原音)，若无民族文字，则采用汉语拼音或汉字音

读，均加引号以示区别。由于在全国范围调查采访条件所限，译音只能是近似的，为便

于参考有的注明了地名。

4．来源项包括民族药的基源(动，植，矿物)，’学名，药用部分，形态描述并附

图，生长环境及分布情况等内容。如遇有多种来源或有关可能混同品种，可列出其主要

区别特征，或列表加以检索(如与本种无直接关系，但有参考价值时，检索表列入附注

项下)。国内分布地区根据国务院及国家标准总局统一颁布的，自1981年1月1日起实

行的关于省，市，自治区排列顺序标准执行，与分布多少或产量大小无关。

5．民族药用经验项一般是该民族使用的药用部分、历史与现状、采收加工、炮制，

功用，用法用量、注意事项及附方等依次分句记述，连成一段，根据具体情况对某方面

内容也可从略。民族医所用病名现尚无法找到对应的现代医学或汉医病名的，则用引号

直接采用该民族医的病名，而在附录中加以注释。又附方中用药的来源除药典收载者

外，均在附录中给予注明。

6．药材检验项均系起草单位经试验研究后提出的，内容有。性状，显微鉴别，理

化鉴别、含量测定等，仅供有关单位检验时参考，也为今后制订该民族药的标准创造条

件，但尚不是法定检验方法，不作为判定其质量的法定标准和依据。
’

7．科研资料项主要根据文献摘录(本项内容编写时参考了近年来科研文献报道，

按成分、药理和临床三个方面分别归纳摘录介绍。为了便于查考有关内容，篇末附有参

考文献备查)。其中有部分成分的预试、半数致死量抑菌作用等，系起草单位进行测定

试验的，也分别归纳进去。
’

8．本书所用计量单位均采用国际单位，如：rn(米)、cm(厘米)，ram(毫米)、∥m

(微米)、nm(毫微米)，kg(公斤)、g(克)、rag(毫克)、声g(微克)，l(升)、ml(毫升)、

p1(微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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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枝蒿

Yizhihao

【民族药名】 。

哈萨克族 Yzihu(yizihu，一孜乎)，Kiyeli ermen(kiyeli ermen，企叶里艾

JLqD

蒙古族晡旧恂憎，托忒蒙古文蝴№甜Oulugeqi wubushengj吐鲁格其

乌布生)

维吾尔族 Yzihu oman(yzihu eman，一孜乎艾曼)

【来源】 菊科植物一枝蒿Artemisia rupestris L．的全草。

多年生草本，全株具特异香气。直根略粗壮，须根多，细长，表皮黄褐色。茎高20～

50cm，单一或数条，由根茎部发出，紫红色或黄绿色，幼时被柔毛，老时脱落或仅上部

被白色柔毛。基生叶及不发育枝的叶密集丛生，长&--一8cm，宽2～3cm，2回羽状深裂，

小裂片呈狭披针形’茎生叶互生，较短，向上叶渐小，羽裂或不分裂，两面均被短柔

毛，基生叶具柄，茎生叶柄短或无。头状花序半球形，在茎顶端腋生，排列成总状或狭

圆锥状花序，幼时俯垂，果期则挺直，总苞片3～4层，幼时密被白色茸毛，外层纸质，

条形，有时羽裂，边缘狭膜质；内层卵形，边缘宽膜质，花托具灰白色茸毛，花管状，

黄色，长约2mm，边花1列，雌性，花冠较窄，柱头外伸，内部两性花，聚药雄蕊，花

药与花丝近等长，雌蕊柱头2叉状，顶端盘状，徼浅凹，柱头具刷状毛，内藏。瘦果长

卵形，长约lmm，顶端平截无毛。花期7--一8月，果期9-v10月(图1)。

，生于海拔2000--一4000m的砂质土壤高山草甸，松林边缘开阔地。分布于新疆。国外

欧洲及苏联亦有分布。

【民族药用经验】

哈萨克族用全草。清热解毒，消食健胃。用于毒蛇咬伤，适量煎水洗患处，同时

用15N309水煎服。食欲不振和肉积腹胀，6--一159，水煎服。(附方]一枝蒿909、人参

309、山栀子609、大黄209、甘草609研细粉，以蜜为丸每丸重69,主治感冒发烧、

胆囊炎、肝炎’一次1丸，一日2次。

蒙古族用全草。清热解毒，健胃、凉血、止血、祛风湿。用于毒蛇咬伤，胃腹胀

痛、疮疖肿毒，风湿性关节炎及肾炎。lO～309，水煎服。

维吾尔族 用全草。清热解毒、消食健胃。用于毒蛇咬伤，肠胃胀痛，感冒发烧。

3,-．一159，水煎服。

【药材检验】

性状本品长20"-．'50cm。根及根茎呈类圆柱形，表面淡黄或土黄色，断面黄色。

茎数个或单一，幼枝上有短茸毛，老枝多光滑，茎圆形，有不甚明显的纵向条纹，直径

1．5～3mm，呈紫红色，有时黄绿色，中空。基部叶裂片呈狭披针形，具柄，上部叶较

小，羽裂或不分裂，叶两面均被疏柔毛。花序总苞片3"--4层，外层绿色，纸质，条形，



． 。。图1一枝蒿Artemisia rupestris L·

1．横，I袭2．花序放大3．花4．苞叶5．苞片(谭丽霞绘)

内层膜质．卵形，管状花，黄色，边花1列，雌性，内。层花两性，花长约2ram。果倒

圆锥形，长约lmm。全株具特异芳香，味微苦。 (照片1)

显微鉴别茎横切面：表皮细胞1列，外被菲薄的角质层，可见丁字形或叉状非腺

毛，皮层细胞3～7列，间有裂隙，在茎的棱角处常存在圆形的外韧型维管束，内皮层细

胞大而明显，维管柬约20个排列成环，射线细胞l～2列，每个维管束外方为中柱鞘纤

一2～’



维束，维管束外韧型，纤维和导管均木化，形

成层不明显，髓部薄壁细胞较大，壁木化，

具纹孔，中央常呈空腔。(图2，3)

粉末。黄绿色。丁字形或叉状非腺毛，

顶端狭尖，微弯曲，长达600／“m以上，腺

毛头部呈椭圆形，由6,-,．-10个细胞排列成2

列，长约38～47弘m，直径32～44∥m；气孔

为不定式，长轴25～29∥m，短轴22,-V25#m，

副卫细胞3,---5个，花粉粒类圆球形，直径约

18／Mm，外壁较厚，微有小刺状突起，螺纹导

管直径10～15pm(图4)

理化鉴别1．纸层析样品制备：取

本品粗粉19，加甲醇lOml，浸渍30分钟，

滤过，滤液点样。层析纸。新华慢速。展开

图3 一枝蒿茎横切面详图

1．腺毛残柄2．表皮3．皮层4．丙皮层5．中桂精秆维

6．韧皮部7．木质部导管8．嗣都

图2一枝蒿茎横切面筒图

1．表皮2．皮层3．非腺毛4．秆维5．髓膣

6．韧皮部7．棱角处维管束8．内皮层

、

3

剂。正丁醇一冰醋酸一水(411。5)上层。

展距16cm。显色剂l 0．2％茚三酮水

溶液，加热至显色，显6个斑点，其

中3个明显。

2．薄层层析样品制备。取本

品粗粉309，以氨水湿润拌匀，自然干

燥后，以苯300ml回流提取1．5小

时，滤过，残渣用少量苯冲洗，滤过，

合并滤液，浓缩至50ml，用0．1N硫

酸20ral提取3次，合并硫酸液，以固

体碳酸钠碱化后，再用氯仿25ml提

取3次，以无水硫酸钠脱水，滤过，回

收氯仿至干，加乙醇2ml，点样。展开

剂；氯仿一乙酸乙酯一甲酸(514。2)。

展距13．5cm。显色剂。改良碘化铋

钾，显1个斑点。(图5)

3．紫外光谱取2项之乙醇液

0．2ml，用乙醇稀释至lOml，测紫外

吸收，在257、253、247nm处有明显

吸收峰。 (图6)

【科研资料l

成分本品经预试有氨基酸、

黄酮类、生物碱、挥发油等反应，

挥发油为j淡黄色油状液体，N：’=

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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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红

-一4·一

图4一枝蒿粉末图

1．非腺毛2．腺毛3．气孔4．花粉粒5．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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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I．氨基酸纸层析图

I．生物碱薄层层析图

图6一枝蒿生物碱紫外光谱



药理 1．抗蛇毒试验：一枝蒿水煎液，浓缩至4；1，剂量0．1ml／109,共2次灌胃，

毒量广西眼镜蛇毒14T'／109，腹股沟1次皮下注射；江苏蝮蛇毒10r／109，腹腔内1次注

射。通过对比试验，认为对两种蛇毒在小白鼠试验中都有作用，对前者有较好的保护作

用，对后种有一定的保护作用c”。

2．对豚鼠回肠的作用：一枝蓠2：1的水煎酒沉液0．2ml，对豚鼠回肠无影响，能解

除组胺(2．5 X 10-Sg)引起的回肠收缩，并能部分的阻断组胺(2．5×10-59)引起的收

缩作用("。

3．协同戊巴比妥钠的催眠作用。一枝蒿2。l的水煎酒沉液，给小白鼠0．089／109腹

腔注射时，能明显的延长戊巴比妥钠的睡眠时间c”。

4．对52株流脑球菌敏感试验：1：40的水煎液，抑制率为57．7％，l 15的水煎液抑

制率为71．2％，前者与lgg／ml四环素相当“)。

5．抗肿瘤作用：一枝蔫醇提物，对小向鼠艾氏腹水癌，给予腹腔注射0．2ml／109

(相当生药0．29)，每日1次，共10日，其生命延长率为57．2％，对大白鼠瓦氏癌，其

水提液，以0．4ml／109(相当生药0．49)同上法给药，抑制率为40．5％，对小自鼠肉

瘤，醇提液，给予腹腔注射0．2ml／109(相当生药0．29)，抑相l率为30．5％，水提物

0．2ml／109(相当生药0．19)抑制率为33．0％c2)。

6．毒性试验。小白鼠腹腔注射一枝蒿水煎剂LD。。为23．919／kg(按生药计算)。

临床1．抗过敏。对过敏性荨麻疹，风疹，过敏性鼻炎有较好疗效，用量3～109，

水煎服；外用煎水洗患处。曾治疗1例典型的象皮泥过敏“)。

窖．黄疸型肝炎。一枝蒿99，琐琐葡萄159，新塔花69，水煎服。

3．恶心呕吐：一枝蒿99，新塔花39，水煎浓汁，加糖服。

4．疮疖肿毒、感冒发烧。用注射液，1日2次，1次2ml(相当生药29)。

【附注】 经试用，一枝蒿对鸡瘟，如鸡霍乱、鸡白喉等鸡瘟有特殊疗效，用量每次

3--一59，水煎浓汁灌服，2～3次可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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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药品检验药物研究所t技术资料选编，35",--40，1979。

[2]新疆医学院药理教研组肿瘤小组。“部分中草药抗肿瘤作用研究”，新医药通讯，1974，11，

52—57。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药检所 刘勇民、沙吾提、吴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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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花龙胆

Sanhualongdan

一【民族药名】

朝鲜族昝斟鼍咕(sam huo liaong dom，撒花料淡)

蒙族帆e(dag du d达各都)

似1概，(harjilze，哈日基勒斯)
鄂伦春族 。芑烂依拉嘎母吨尔嬉勒骨[黑龙江逊克县]

【来源】 龙胆科植物三花龙胆Gentiana triflora Pall．的根和根茎。

多年生草本，高30-,一80cm。根茎短，簇生数条细长的肉质根。茎直立，不分枝，

表面光滑无毛。叶对生，无柄，下部叶成鳞片状，基部合生成短鞘，中部叶及上部叶线

状披针形，长5---'1lcm，宽5---12ram，先端渐尖，边缘稍反卷，主脉一条，明显。花

1"--3朵，稀5朵成束，着生茎顶及上部叶腋，无梗，苞片披针形至线状披针形，不等

长，长约5,一15mmj花冠深蓝色，钟形，长约3．5-'-'4．5cm，顶端5裂，裂片卵形，先

端钝或近钝尖，裂片间有褶状短小三角形副冠片，先端钝尖，雄蕊5，着生于花冠管

上，花丝基部变宽。蒴果长圆形，具短柄。花期8～9月，果期9"-10月。(图7)

生于山边、田野和草甸。分布于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朝鲜，日本、苏联也有。

本种与同属植物龙胆G．·scabra Bunge和条叶龙胆G．manshurica Kitag．的主要

区别点‘1)。 ．

1．叶较宽，卵形至卵状披针形，叶边缘及叶下面脉上粗糙，花冠裂片先端尖，基部

具黄白色斑点，子房柄基部与雄蕊相间有5个黄绿色腺体。生山坡⋯⋯⋯⋯··龙胆
1．叶较狭，披针形、线状披针形至线形，平滑。

2．叶绿色，常稍带灰色，薄而光泽，花冠裂片先端钝尖，基部通常无斑点，子房

柄基部腺体黄色。生草甸⋯⋯⋯⋯⋯⋯⋯⋯⋯⋯⋯⋯⋯⋯⋯·三花龙胆
2．叶深绿色，厚而光泽，花冠裂片先端锐尖，基部具黄白或黄绿色斑点，子房柄

基部腺体为碧绿色。生盐渍化草甸⋯⋯⋯⋯⋯⋯⋯⋯⋯⋯⋯⋯··条叶龙胆
【民族药用经验】 ，

、 朝鲜族用根。苦，寒。清肝利胆，除湿热，健胃。用于肝炎、胆囊炎，食欲不

振。3．--．69。

蒙族 用根或花。秋季挖根干燥'8～9月采花，干燥。十八世纪蒙医《认药自晶))有记

载，为较常用蒙药。苦、凉，清热、燥黄水、利尿消肿，用于腑部“希日病”，菌性肿疡、

炎症、结喉，。黄水病”、关节肿痛，99煎服或研末内服。根及根茎：苦寒，清。希日”，

明目，用于肝胆火上升，肋骨区疼痛，眼红，口苦、胆囊炎，胆炎黄疸，食积、胃。希

日病”，99煎服或研末内服，一次I．59，一日3次，用温开水送服。(附方)三花龙胆

129、茵陈309、柴胡、黄柏各159，共研细粉，治皮肤黄疸，水煎，温服。

鄂伦春族用根。春、秋季采挖洗净。具有泻肝胆实火，除下焦湿热的功能。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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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三花龙胆Gentiana triflora Pall．

1．植株2．花萼展开3．花冠展开4．蒴果(王有志绘)

高血压，头晕耳鸣，目赤肿痛、胸胁痛，胆囊炎、湿热黄疸、急性传染性肝炎、膀胱

炎、阴部湿痒、疮疖痈肿，用量3---，69。[附方]三花龙胆100 g，白酒5009，浸泡一周后

内服，1日2次，每次10ml。治胃溃疡、胃痛。

【药材检验】

性状 根茎为不规则的短条状，长1"一3cm，直径0．3--,lcm，表面暗灰棕色或深棕

黑色，皱缩，有横纹，上端有茎痕或残留茎基。根茎质韧，难折断，断面平坦，周围和

下端着生多数细长的根；根呈圆柱形，略扭曲，长10,-一20cm，’直径2---5mm，表面淡黄

一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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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或黄棕色，上部多有显著的环纹，下部较细，有纵皱纹和支根痕。质脆，易折断，断

面略平坦，可见裂隙，皮部类白色，中央木部显黄色。气微弱，味极苦。(照片2)

三种龙胆外形的区分点。在同一加工干燥条件下c2’，条叶龙胆颜色最深，为黄褐

色，龙胆次之，为淡黄褐色；三花龙胆最浅，为黄白色。就每个根茎上须根数目而言，

龙胆最多，常20至数十条；三花龙胆次之，约15条，条叶龙胆最少，通常不到10条。

就每条须根的形状来说，三花龙胆明显的上粗下细，条叶龙胆的须根上下近等径。此外

三花龙胆根茎上的茎痕明显，较其它两种为大，且常有粗壮的越冬芽，亦为鉴别特征。

(照片3-'-'4)

显微鉴别根(直径3ram)横切面：表皮细胞为1列类方形或长方形细胞，壁稍

厚，微木栓化。皮层窄，由2---'6列大小不等、类圆形或扁长的薄壁细胞构成，细胞常萎

缩，可见裂隙。内皮层为一列切向延长的扁平细胞，由4-'--15个细胞组成一节，数节围

成一环，凯氏点明显。韧皮部宽广，有裂隙，筛管群不规则排列成3"--'4轮，筛管细胞较

小，明晰可见。形成层有时明显，为3,"--6列扁平较小的薄壁细胞。木质部的导管群不分

束或排列成3～6束。中央有髓。本品有的薄壁细胞中含油滴，草酸钙针晶或类似砂晶状

的草酸钙针晶，并偶见草酸钙方晶。(图8)

"500pro

图8三花龙胆根横切面详图

1．表皮2．皮屡3．内皮屡4．筛管群5．导管6．髓郎7．草酸钙针晶 8．草酸钙方晶 9．油藏

粉末。淡黄棕色。表皮细胞呈纺锤形，长106一,280pm，宽38,'--60#m，壁稍弯曲。

每个大细胞内有横向纹理，形成3～7个长方形小隔，横壁有的呈念珠状增厚。内皮层细

胞巨大，表面观呈类长方形，长259～290～370肛m，宽67～111∥m，侧壁呈细波状弯曲，

端壁较平直，平周壁青时可见与端壁平行的纤细的线状纹理。每个内皮层细胞又有纵向

壁将其分割为4～7～14个小细胞，呈栅栏状，有的小细胞又有横壁分割为2。导管为网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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