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虫理中痞资源之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土讫中为资源袅
大理白族自治,ktl人民政府

}’f『}}}l-I-■



大理中药资源志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39号)

云南民族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l／16印张；25．125字数：630千

1991年2月第l版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书号：墅里堕j!{P号；必定价：s 8‘‘．

＼

t，

j，

}



编写领导小组

组长吴怀瑜
副I-L-I．p组长吴炎李曙光

、·

成 员 王国良李学华段克仁徐大刚马云高张锦

编 委会

主编朱兆云

裂主霪‘嚣委票葛润篓鬈兆盏杨增让苏豹饶泽声李华编 委 赵庆东杨拥杨明杨增让苏豹饶律芦罕毕

审 订 曾育麟杨竞生



编写领导小组

组长吴怀瑜
副I-L-I．p组长吴炎李曙光

、·

成 员 王国良李学华段克仁徐大刚马云高张锦

编 委会

主编朱兆云

裂主霪‘嚣委票葛润篓鬈兆盏杨增让苏豹饶泽声李华编 委 赵庆东杨拥杨明杨增让苏豹饶律芦罕毕

审 订 曾育麟杨竞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写说明

《大理中药资源志》是在国家和省中药资源普查办公室及大理州、县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

支持下，以县为单位，组成了12个中药资源普查队共225人参加，历时两年半之久，采集标本

10000余份，对大理州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面、系统、深入地中药资源普查基础
上编写而成的。

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中药资源概况与区划。简述了大理州中药资源产销历史，分布及

地理环境与区划等内容。区划是采用综合区划，一级区划以地形地貌为区划指标，二级区划以

干湿度等为区划指标，划出四区和八个亚区。第二章为名贵药材和大宗药材专述。所列名贵

药材，是价值昂贵，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一些中药品种，共收载lO种；大宗药材是指分布广，蕴

藏量大，每年有较大的产量和经济效益的一些中药品种，共收载16种。对所收载的药材，作了

中文名、异名、来源、分布与生境、历史与现状、栽培要点、药材检验、商品规格、研究资料等内容

的载述。第三章为民族药。大理是以白族为主的23个民族所组成的白族自治州，本书所指的

民族药是以白族药为主，兼顾其他民族药。此次普查在本州进行了广泛的民间走访、调查和收

集，并对使用普遍、来源清楚、疗效显著的药物和方剂，进行了筛选，最后收载了83种民族药，

选方466首。每种民族药包括民族药名、来源、药用经验、选方、药材鉴别、成分、药理、中毒解

救等项。其中自文是以1958年在第二次全国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上通过、又经1982年

继续修订的《白族文字方案(草案)》为依据的。第四章中药资源名录。共涉及各类药物1647

种。其中植物药为184科，804属，1540种；动物药6l科，86属，92种；矿物药15种。植物药

的科属排列，蕨类按秦仁昌系统，裸子植物按郑万钧系统，被子植物按恩格勒系统。同属植物

原则上按拉丁第一字母先后为序，但有的也将主要种列于前。对名录中所列的每种药物均载

述有中文名(异名)、来源、功用主治，分布与生境、收载“药典”隋况等内容。(书中《中国药典》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本书后还附有中文和拉丁学名索引，以便读者查阅。

在本书的编写及审订过程中，得到曾育麟教授、杨竞生主任药师的大力帮助和指导。标本

承蒙吴征镒、李锡文、陈介、李恒，白佩瑜，方瑞征，包士英、尹文清、李颖、王文采、朱维明、黄素

华，陈艺林、何廷农、李仁龙，张廷襄等先生鉴定。编写和制图得到夏泉生、史克奎、黄宗谷、张

文渤、段旭俊、关梁等老师的支持。资料整理得到王永军，敬思聪、王彪、牟和、张必达、何广新、

孟芹、赵荣华、赵虹、赵仁、迟程等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水平有限，其错误和疏漏

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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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大理州以盛产药材闻名遐尔，大理三月街是我国南方丝绸之路上最大的药材交易市场，也

是滇西北、滇西南主产药材的集散地。据历史文献记载，早在南诏国、大理国时期，其药材产销

已盛况空前，距今一千多年了。然对药材产销情况仅见零星散载，欲求较全面较详尽较科学的

中药资源专著几不可得。

《大理中药资源志》是大理州组织所属12个县市，动员225人，采用统一的科学的调查方

法，在29459平方公里土地上进行两年多普查的基础上，经整理编辑而成。该书是大理州难得

的一本划时代的中药资源志书，今后，必将对该州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起着重要的作

用，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是可以预期的。

《大理中药资源志>>x-J-各级政府、计委、经委、卫生局、医药局、医药公司、药材公司，药厂、医

院、供销社，有关学校及外贸部门的规划和日常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避免盲目性，增

强科学性，在一段历史时期中将成为有关部门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大理白族自治州属于我省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之一，如何重视和发展、继承和发挥白族及其

他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学，是当前十分迫切的抢救工作，这也是我们的历史重任。《大理中药资

源志》收载了83种民族药，并附民族民间验方466首，为今后民族医药工作创造了条件，必将

受到广大民族医药学工作者的欢迎，对人类的健康也将作出有益的贡献。

．。云贵川广，道地药材”．中药历来强调道地，因为这与提高中药质量和中医疗效关系密

切，其中学问很多很深，要振兴中医中药不可不重视药材道地学。过去多次证明：重视道地学

者受益，忽视道地学者受损。所谓道地，与生物基源有关，与地理环境有关，与栽培(采集)及加

工方法有关，与民族历史传统有关·”⋯实乃集天地生知识于一身。大理是云南道地药材产区

之一，《大理中药资源志》收载的云木香、云茯苓、理毛条(山药)，大理藜芦，苍山贝母，洱源天生

磺等均是，专章记述更说明了许多道地的由来和道理。

该书不仅对当前振兴中医中药、合理开发利用我省中药资源、扶贫致富等方面的工作具有

现实意义，且对子孙后代也必将产生很大的历史影响。爰为序．

曾育麟

1990年7月8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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