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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 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祖国西北边疆，是我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区)。新

疆地处亚,kl{内陆，边境多山，绝大部分地区海拔都在一千米以上，天山山脉横亘

中部，将全疆分为气候特征有明显差异的南疆和北疆。新疆境内地形复杂，形态

多样，高峻的山脉和广阔的山前平原是构成本区的主要地形单位，它既有我国著

名的昆仑山脉和帕米尔高原，也有世界最低的吐鲁番盆地，巨大的塔里木盆地约

占全疆面积的一半以上，我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位居盆地中部。

北疆的高山地带有着辽阔的草原和大片的森林，境内河流纵横，水源丰富，是我

国最大的内流区之一，并有许多内陆湖泊。新疆由于远离海洋，受地形封闭性和

大气环流因子的影响，形成了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干燥少雨，、、日照充足，气温变

化剧烈。按照地形特点出现了寒温带、中温带、温带、暖温带以及山地干旱气候

等多种干旱气候类型。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新疆的土壤类型复杂，土壤资

源十分丰富。新疆这些复杂多样的自然条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采的自然

资源，而且形成了新疆植物的种类与我国其他省区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异，特别在

药用植物上有它的显著特点；在我国其他省区所没有的种类，而在新疆有丰富的

资源，如各种贝母、多种阿魏、多种元胡等；就是和其他省区相同的种类，在所

含成分和应用上也有它独特之处，如雪莲、异叶青兰、睡莲、骆驼蓬等。

新疆药用植物是祖国医药学伟大宝库的●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各族人民在

长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应用当地植物防病治病，他们在识别、采集和应用上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新疆的维吾尔等兄弟民族，在发掘和应用药用植物上

有一定的贡献。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

提高挣的教导，我所各族科技工作者，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先后在天山



南北对药用植物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积累了不少的资料。为了发掘和更好

地利用新疆的药用植物资源，总结和推广新疆兄弟民族的好经验，并为扩大药源

提供一些线索，我们编写了《新疆药用植物志》，分册陆续出版，供各族工农兵、

赤脚医生、医药和教学工作者使甩，研究和参考。

本志在编写和审稿过程中，得到了广大工农兵、赤脚医生、医药卫生人员和

各省区有关单位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本志一定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诚恳希望广大读者批

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改提高6

编 者

一九七六年五月



编写说，明

1．本志专门介绍生长分布在新疆的药用植物，为了在广泛调查、采集的基础上编好这本

书，将分期分册出版。本志第一册包括100种，每种植物都有附图对照。者一属中有若干种供．
药用的，其后附有检索表，，以帮助识别，书后并附有中名、，拉丁各索引。

2．本志在编写时，先重点确定新骧药用植物的学名，以避免应用中草药中发生因“同物

异名”或“异物同名”弓I起的不良后果。

3．本志中每种药用植物均按正名、科屡、学名、药材名：维吾尔名、形态特征、分布与

生境，药用部位、成分、采集加工、功能主治及注等项顺序编写。

4．正名参照中国科学院编辑局编订的《种子植物名称》和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

词室编订的《拉汉种子植物名称(补编)》为主。其未包括的种类名称，则参照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主编《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和《植物分类学报》所发表文章中有关种类的名称。

现无汉文名的种类，则另拟新名，并在其后加括号注明“拟”字。

5．学名 用国际上通用的拉丁文名称。其常见的主要异名及重新组合前的原名，则列入

学名后方括号内。 、

6．药材名 因名称尚未完全统一，各地对有些药用植物种类叫法也不一，因此本志列入。

的药材名只是根据一般常用的名称列入，没有歹lj入药材名者，系正名即药材名。
、

7．为了便利民族同志查阅，本志列出维吾尔名的新文字。

8．形态特征概括药用植物各部分的形态，并按植物的体态，根、茎、叶、花、果实、

种子等的顺序描述，力求简明、扼要，说明问题。形态特征后附有花期、果期，供采集、收

购时参考。

9．分布与生境 分布是指药用植物生长区，本志按新疆、国内兄弟省区和国外的次序书·

写，生境是指药用植物生长地点的生活环境，了解和掌握了其生长环境，便于寻找和采集0

10．药用部位是指药用植物可供药用、妁部分，如地上部分，叶、花、果实等。

11．成分本志主要收集了国内文献中及我区对本种药用植物的有效成分及～般成分的。

分析记载，供研究参考。

12．采集加工本志中仅对部分需要注意加工的药用植物种类作了说明，一般因本志中已

注明有花、果期，可按照习用采集加工方法处理，所以没有每种列出。

13．，功能主治只写该药的主要作用和所治的主要病症。除传统中药外，对维吾尔医用

药和民间用药都着重说明。

“．注 <1)本志收载的有毒植物，都在此项下着重指出应用时要慎重，并注明用量

(为成人一．日的常用量，计。量按公斤制，即1公斤等于1000克)。为防止意外，附有中毒后

的症糖以及_搬．解毒方．法。 (2)对过去我区已出版的有关书籍中，植物种类名称有变瑰

的或误甩断本志中都给予更正，以免继续错用。，(3)其他有必要提出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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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捆

(木娥科Equisetaceae)

Equ|setum arvense L．

[药材名] 问荆

[维吾尔名]， Etizlik kirik boolumi(kaxik ot，belik ot)

(形态特征] 多年生草本，根状茎，黑褐色。地上孢子囊茎与营养茎两i种不同。类

型；生孢子囊穗的茎，春季由根状茎上发出，高10～30厘米，粗2---5毫米，棕褐色，不分

技，有不明显的棱脊，茎光滑，叶鞘筒漏斗状，鞘齿棕褐色，厚膜质，有浅色的窄边，每

2,---,3齿连接成阔三角形，茎顶端生有长椭圆形的孢子囊穗，长2N4厘米，钝头，有柄。营养

茎在夏季孢子囊茎枯萎时生出，高20一v40厘米，茎节上轮生小枝，枝向上斜出，有3,---4条棱

脊，中实，叶鞘圆筒状，淡绿色，鞘齿披针形，尖端或全部黑褐色，有自色膜质的窄边，鞘
齿3----4，绿色。(图1)

[分布与生境：] 我区各地都有分布。生长在山谷潮湿地、水边、草地。北半球温带其

他地区也有。

[药用部位] 地上部分。

(成 分] 全草含皂甙：问瘌皂甙(equisetonin)I--5％，黄酮甙：问荆黄甙(egui

getrin，C27H300lB·2H20)、紫云英(astragalin)、异槲皮甙(isoguercitrin)、桐棉甙(popul·

nin)、山柰醇一3、7一双葡萄糖甙(Kaempferoi一3，T--diglucoside),木犀草黄素-5-葡萄

糖甙。此外尚含微量3一甲氧基眦啶(3--metlhoxypyvidine)、脂肪、多量硅酸、J9谷甾醇、

维生素C等。 ·

(功能主治] 清热消炎，止血，利尿。治尿道炎，肠出血、痔出血，咯血、咳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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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

图1 问荆Equisetum arvense L．

1．孢子囊茎 2．营养茎3．孢子叶和孢子囊放大4．孢子放大5．茎的横切面6．叶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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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 问，荆

(木贼科Equisetaceae)

Equisetum palustre L．

[药材名] 问荆

[维吾尔名]Patkaklik kirik boolumi

[形态特征] 多年生草本，高15---,30厘米，根状茎黑褐色。地上茎只有一种类型，分

枝轮生，稀单一，中心孔小型，有6～10条棱脊，表面有横的波状突起。叶鞘漏斗状，主枝

的鞘齿三角状披针形，顶端黑褐色，有白色膜质的宽边。孢子囊穗长圆形j长15,--25毫米，

钝头，有短柄。(图2)

[分布与生境) 我区伊犁地区有分布。生长在湿地、水边。海拔约1200米·

(药用部位]‘地上部分。

(成 分] 含犬问荆碱(palustrine，C17H3102N3．)

(功能主治] 同问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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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犬问荆Equisetum palustre L．

1．植株部分2．叶鞘放大3．茎的横切面4．孢子叶和孢子囊放大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