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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平安教授在 1975 -1977 年前响应党

的号召，参加援藏军疗鼠，在西藏阿里地区工作 2 年 9 个月 O 在阿

里工作期间，行医之余，周平安教授还对高原药用植物进行了深入

系统的研究，并整理成册。

本书即为周平安教授当年编写、整理的西藏阿里中药资源调查

子稿。周教授整理的西藏阿里地区中药志分为兰个部分，第一部分

概述了阿旱地区的中草药资漂分布:第二部分分类介绍窝里常见中

药的采集加工、性味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为中药;陆床在用提供

依据;第兰部分简要说明了阿里中药的药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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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平安，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

生导师。我国著名呼吸病、热病、疑难病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长期捏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专家委员会

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染病防治专家组核心专家，北京市中医

管理局甲型 HINl 流感专家组专家，中央保键委员会第四届中央保

健会诊专家c 北京中医药大学名医传承博士后导师，北京市中医药

薪火传承名医工作站名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四批全国名老中医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名老中医

传承工作室名医。

周平安教授从医 50 年来，始终竖持工悖在临床第一线，认为临

床实效是中医的灵魂，主张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 他不仅对

慢性肺间质疾病、激素依赖性哮喘、慢性盟塞性韩疾病、呼吸道病

毒性感染等疑难病的治疗有丰富的 i面床经验，还在中医急症、热

病、脾胃病以及多种疑难杂病治疗上经捡丰富，疗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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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1975 年为帮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周恙理亲

自下达指示，派遣医疗队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是年 5 月，我们一

行 50 余人组成北京医疗大队，历时几个日夜，途经新疆乌鲁木齐，

奔赴世界屋脊的屋脊一一西藏阿里。在名山胜水之间，开始了为期

两年的巡回医疗工作。

阿里平均海拔 4600 米，年平均气温。℃以下。高海拔的恶劣生

存条件，使这里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稀少之地。高原缺氧，氧分

压只有内陆的 50% 内地人进藏高原反应是必修的第一课，气

短，乏力，行走困难，口干，恶心，食欲减退，头痛，失眠等等，

通常持续数丹至半年。为了让我幻逐渐适应这里的环境，医疗队先

在气候相对温和的普兰县政府驻地停留了一段时闰 O 普兰县城不

大，人口不是二百，当地居民淳朴币敦厚，对我1f1非常关怀c 我在

到达普兰县 3 个月后，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和气候。高原反应一

过，便跟槌农业学大寨运动，去到农区，一边参加水渠建设，一边

开展医疗工作9 当时的医疗工作重点有二:一是为藏民服务，巡回

医疗;二是培训当地赤脚医生"留下一个不走的医疗队"。县委摄

来跟随我的藏军，名叫次仁。 1976 年后，我的藏语水平提高，可议

与藏民进行简单交流，被派往海拔更高的牧区。牧区人口更为稀

少，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药材短缺，而且为了方便医生巡回医疗

随身携带，从内地运来的药物多以西药为主，中药材十分缺乏G

藏地的植物种类很多，千百年来，藏军和藏民用它们治疗了很

多疾病，但多是口口梧传，没有系统地收集整理。医疗队里，我对'

药材辨识有一点基础，而次仁对藏药比较熟悉，又了解一些传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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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是为了调查药源情况，二是为了教会当地赤脚医生认药，利

用道地药材为当地老百姓治病，我和次仁于 1976 年 6 月至 8 月期间

带领当地的赤脚医生6 人进山采药，既可解决进藏药材短缺的问题，

又能提高当地的医疗水平。白天认药、采药对碰见的每一味药

材，无论传统中药，还是藏地的经验草药，均逐一记录;晚上在帐

篷内的酥油灯下教给他们所采药材的功能主治c 那时藏区的赤脚医

生文化水平很低，大多未学习过汉文，有些甚至连藏文也不会书

写，故所教必须简萌扼要，便于记忆，一味药只要求他们记住一两

句话，一个功能主治，有时为了加强疗效，也教给他们一彗需单的

配方。下山后，才匆忙将历采药材的影色质地、性能功效等整理下

来，因此记录的每种药材的功能主治部特别简单。高原缺氧，每每

键忘，反复细数多次， 1977 年 5 月于阿里军分翠的信纸之上，完成

了阿旱地区 200 余味中草药的谓查报告。

回到内地，已是几十年光朗在再，吕桂、山中采药的幕幕情景，

犹如昨日 O 那阳里高山深处的夜晚，住宿i书长篷里火堆旁的最近处，

亲切的藏民永远都会放上我的铺盖。无论晴空万里的清寒，还是皑

自岂白雪的湿冷，那团火光，想起便是亲人一样的温暖。我的内，[二、

里，总还想着为藏民做点什么。古稀之年，再次辑侠整理采药调查

提纲，不揣粗艇，名为阿里中药志，以备后学参考。为发掘藏地药

材文化，尽一份自己的力。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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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 年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开展了北京市中医药薪火传承工程，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成立了周平安名医工作站 2012 年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也成立了全国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周平安名医工作室;

2013 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了周平安教授名医研究室。我们工作站

的全体学生开展了学习、传承周平安教授学术思想和格床经验的工

作。

在跟随}哥平安教授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周教授于 20 世纪

70 年代手写整理的这本西藏问里中药资源分布手册c 1975 年周平安

教授响道党的号召 积极报名参如援藏医疗队来到了西藏阿里地

区c 在生活条件、医疗条件都非常艰苦的世界屋脊，他为藏族同胞

送医送药，嘘寒问暖，一个人内科、好科、妇科、 JL科什么病都

看，小手术、接生、针灸、输液样样自己傲，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他走遍了西藏阿里平均海拔 5000 米以上的山出岭岭，凭借全面高

超、疗效确切的医术使无数藏民恢复了健康，赢得了所到之处居民

的深深爱戴。

在艰苦行医的同时，周平安教授发现对于运输线长、交通困难

的阿里，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当地中草药材的作用，可以改善当地的

医疗用药条件c 他在出诊的同时，随时随地采集当地可用的中药

材，也注重向藏医请教，把阿里当地的药材应用于临床的防病治病

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了解阿里地区的药物资源分布，改善当地人民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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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条件，增加用药种类，周平安教授对高原药用植物进行了深入系

统的研究，详细调查了网里地区的可应用中药资源，并整理成婿。

今天我们结集出版这本手稿，既反映 20 世纪 70 年代西藏阿里

地区中药资源分布的实际情况，也促使我们后学学习题平安教授时

时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克服困难、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好务、为发

展中医药事业而不懈努力奋斗的精神。

衷心感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北京中医药

大学、东方医皖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

2014 年 6 月

用平安名运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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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1976 年春节在普兰县霍尔边防中队

照片 2 在普兰县巴格区牧区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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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在普兰县巴格区牧区沙滩，骑自马穿藏袍出诊

照片 4 北京援藏医疗队队员在阿里采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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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1976 年 7 月 21 日，周平安教授入党 3 周年纪念日，

与西藏医师强巴次仁一起在阿里采药

照片 6 1976 年 6 月，中央慰问团到西藏慰问时，援藏医疗队全体

成员与普兰县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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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温里药……………………….. .. .. .. .. .. .. .. .. .. .. .. .. .. .. ..……….. (29) 

1.藏茵香〈郭乌) ......... . . . . .…………......................... (29) 

2. 喜马拉雅东莫若(唐春本那布) ........…................... (29) 

附:喜马拉雅东莫若花(唐春木那布美多)….. .. .. .. .. .. ..…….. (30) 

3. 天仙子〈唐春木朗唐哉)…..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 

4. 伏龙肝〈它布沙此玛) .... . . . . . . . . . . . .………….. .. .. .. .. .. .. .. ..….. (30) 

5. 野韭菜…………................................................ (31) 

第六章芳香化湿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1.青苔(砍巳卜……………………………………………..仔幻

2. 黄花富〈堪琼色尔布) ........………….. .. .. .. .. .. .. .. ..……....... (32) 

第七章清热药... ... ...………………………….. .. .. " .. .. .. ..……·口约

第一节清热解毒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仔到

L 三颗针〈分尔巴) .......………………….. .. .. .. .. .. .. .. .. .. .. .. .. .. .. ..…. (33) 

2. 蒲公英〈库尔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 ) 

3. 薪羹〈哲噶)……….. .. .. .. .. .. ..…………….. .. .. .. .. .. .. ..…….. .. .. .. .. ..… (34) 

4. 紫花地TC 紫花地了)…………….. .. .. .. .. .. ..…….. .. .. .. .. .. ..……. (34) 

5. 马南(苦玛)……... .....……….. .. .. .. .. .. ..……….. .. .. ,. .. .. .. ..…….. (34) 

6. 紫参(榜然木罗玛琼瓦)………….. .. .. .. .. .. .. ..………………. (35) 

附:革叶寥(榜然木罗马切瓦)…………….. .. .. .. .. .. ..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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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藏黄连(黄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 

附:洪连………………………………………............... (36) 

8. 山表(扑芒杂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 

9. 辣寥(怒怒萨曾)…………….... ....... .....…….. .. .. .. .. .. .. .. ..….. (36) 

10. 乌奴龙胆〈冈噶琼) ……………………………………仔副

1 1.粉苞主(杂赤咸巴) …………………………………… (37 ) 

12. 筋骨草〈基独噶尔布) …………………………......... (37) 

口.锯锯藤〈桑运噶尔布) ………………………·……….. (37) 

14. 马鞭草(马鞭草) ………………….. .. .. .. .. .. .. ..……………·仔们

15. 委陵菜(鞠赤雅巴) ………….. .. .. .. .. .. .. ..…………·………仔们

16. 马勃(帕瓦郭郭) ……………………………….. .. .. .. .. .. .. .. ..仔引

17. 马先富〈露茹慕布) …………………….. .. .. .. .. .. .. .. .. .. .. .. .. .. ..… (39) 

18. 地耳草(大兀色织布〉 ………………….. .. .. .. .. .. ..…........ (39) 

19. 纤毛婆婆纳(八夏喝) ………….. .. .. .. .. .. .. ..………………. (4的

20. 囊距翠雀(甲果贝)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间的

21.红马蹄草〈卡苏杭竹古绚巴) ………………………… (40) 

22. 伞梗虎耳草〈松木蒂) ……. .….. .. .. .. .. .. .. ..………………. .忡。)

附:匙口十虎耳草(送木皆蒂达)…………..... ... ...............…. (41) 

23. 虎耳草〈棒金噶尔布) ………………………………… (41) 

24. 天香炉(天香炉) ……………………….. .. .. .. .. .. .. ..………·忏1 ) 

25. 漏芦〈布喝尔慕拉咸巳) ……………………………… (41) 

26. 绢毛亘(扫工色尔布) ………………………………… (42) 

27. 糖荼冀(色果策忽玛买巳) …………………………… M幻

骂.唐松草〈贡布表正) …………….. .. .. .. .. .. .. ..………………. (42) 

29. 水黄连(茬真罗马切瓦) …………….. .. .. .. .. .. .. ..……....... (43) 

30. 角茵香(巳尔巴大) ……………………………………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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