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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资源·

△ ［基金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创新引导项目（小秦艽适宜性区划和野生抚育研究）；名贵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建设
项目（２０６０３０２１６０５０９）；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专项基金项目（ＣＡＲＳ２１）

 ［通信作者］　伊乐泰，主任医师，研究方向：蒙中医药；Ｅｍａｉｌ：ｙｉｌｅｔａｉ＠１２６ｃｏｍ；
李辉，教授，研究方向：中蒙药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分子生药学；Ｅｍａｉｌ：ｌｉ＿ｍｉｎｈｕｉ＠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内蒙古达斡尔族民族传统药物学调查
△

张磊２，孙亚红１，伊乐泰１，李辉１，２

（１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１１０；
２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１１０）

［摘要］　目的：对内蒙古达斡尔族传统药物种类，特别是对传统道地药材以及重要民族药资源的地理分布进行
调查与整理，为达斡尔族传统药物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提供客观和科学的依据。方法：通过查阅文献记载、走访调查

民间传统知识、采集药用真菌和植物标本以及整理标本馆原始记录的方法。结果：真菌类、动物类和植物类达斡尔

族传统用药共有３２科，它们主要是动物和植物。结论：此次调查研究为达斡尔族传统药物的综合利用和深入研究
提供一定的依据。

［关键词］　达斡尔族；药用真菌；药用动物；药用植物；传统药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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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药物学是指不同的民族和种族在漫长的进

化过程中，不断的利用他们现有生存空间的天然物

质（动物、植物、矿物），总结与大自然及疾病作斗

争的经验，并代代相传，逐步形成具有民族和种族

特色的传统药物，并在这种传统药物的基础上逐步

形成各自的医药体系［１］。

达斡尔族是中国５６个民族之一，在内蒙古自治
区人口总数在２０１０年为７６２５５人，主要分布在呼伦
贝尔市，占全区本民族人口总分布的 ９０４５％［２］。

远在几千年以前，达斡尔族人民在与自然环境和各

种疾病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当地民族特色的

医药知识，确有疗效的民间用药至今仍流传于达斡

尔地区。如 “库木勒”，汉语名称为柳蒿芽菜，来

源于菊科蒿属柳叶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ａＬｉｎｎ），具
有清热利湿作用，用于治疗高血脂症、饮酒过量、

胃出血等［２］。但由于历史上达斡尔族没有创造自己

的文字，中国历代中医药著作及史料对达斡尔族的

药用真菌、动物、植物缺乏相关的文献资料与临床

经验记载，其应用功效主要来源于民间走访调查，

拜访老一代本民族的医术高人，口述多年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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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记载本民族的医术。通过实地采访对收集到的医

学信息进行统计整理，同时达斡尔族药用真菌、动

物、植物种类多、分布广泛、资源利用及品种鉴定

长期特别杂乱，其中药用动物与植物面临濒临失传

的威胁，因此有必要对达斡尔族药用真菌、动物和

植物的种类，特别是对其地理分布进行调查与整理，

为达斡尔族民族传统药物学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提供

科学的依据。

１调查方法

１１查阅文献记载

通过查阅中国历代本草著作（《中药大辞典》

《中国中药资源志要丛书》 《中国植物志》 《全国中

草药汇编》 《东北植物检索表》 《内蒙古植物志》

《内蒙古植物药志》 《内蒙古动物志》 《呼伦贝尔植

物检索表》）和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及学位论文，对

达斡尔族药用真菌、动物和植物的药用信息进行了

整理与汇总。

１２野外资源调查和药用真菌、植物采集

在地方药农和从事医疗卫生行业人员的协助下，

对内蒙古自治区的达斡尔族人民药用真菌、动物和

植物的资源分布与利用情况进行了调查，采集了大

量达斡尔族常用药用真菌和植物，并制作成标本。

根据 《内蒙古植物志》相关记载和标本馆的原真菌

和植物标本进行了鉴定。为了系统全面的整理达斡

尔族药用真菌、动物和植物的传统疗效，在采集植

物标本和采访民间医生的过程中，积极地与协助工

作的地方药农和从事医疗卫生行业人员进行了交流，

记录了所收集药用真菌、动物、植物与所咨询的药

用动物的俗名、药用部位和疗效等信息。

１３整理地方博物馆与植物馆关于达斡尔族药用真
菌、动物、植物记录

　　为了更宽泛细致地收集达斡尔族真菌、动物和植
物的药用信息，对中国民族园、北京数字博物馆、内

蒙古博物馆、莫力达瓦萨满文化博物馆、达斡尔民族

博物馆、辽上京博物馆、达斡尔民俗馆、大兴安岭资

源馆、内蒙古大学植物标本馆、内蒙古师范大学生物

标本馆所收集的达斡尔族真菌、动物和植物的标本、

照片和文字记载进行了查阅，收集到了其名称、生长

环境及分布、药用功效等原始记录信息。

２调查结果与讨论

为了方便比较达斡尔族药用真菌、动物、植物

传统疗效的异同点，对 《中国中药资源志要丛书》、

《内蒙古动物志》、 《内蒙古植物志》等文献调查结

果进行汇列［４６］，调查结果见表１。

表１　达斡尔族药用真菌、动物、植物传统疗效
药用真菌、动植物 俗名 生长环境及分布 药用部位及民间疗效 分类

蒙古口蘑 Ｔｒｉｃｈｏｌｏｍａ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Ｉｍａｉ

草 原 白 蘑、

白蘑

生于草原上；分布在兴安北部、岭西、呼锡高原、东
北、华北。

子实体：主治小儿麻疹欲出不出，烦躁

不安。

真菌

木耳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ｒｉａａｕｒｉｃ
ｕｌａｒ（ＬｅｘＨｏｏｋ）Ｕｎ
ｄｅｒｗ

黑 木 耳、木

蛾、光木耳

生于白桦、黑桦、蒙古栎、兴安落叶松等腐木上，密集

成丛生长；分布于兴安北部、阴山、燕山北部、东北、

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

干品：治疗便秘。 真菌

熊 Ｓｅｌｅｎａｒｃｔｏｓｔｈｉｂｅｔａ
ｎｕｓＧＣｕｖｉｅｒ

狗 熊、黑 瞎

子、熊瞎子

主要生活在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中；在内蒙古分布于呼

伦贝尔地区。

胆囊：主治热症、伤寒、脑膜炎。 动物

家猪Ｓｕｓｓｃｒｏｆａｄｏｍｅｓ
ｔｉｃａＢｒｉｓｓｏｎ

猪 内蒙古全区各地均有饲养。 胆囊：主治手指头或脚趾头碰伤、感染

及其手伤痕。

动物

山羊ＣａｐｒａｈｉｒｃｕｓＬｉｎ
ｎａｅｕｓ

羊 内蒙古全区各地均有饲养。 胆囊：主治手指头或脚趾头碰伤、感染

及其手伤痕。

动物

梅花鹿Ｃｅｒｖｕｓｎｉｐｐｏｎ
Ｔｅｍｍｉｎｃｋ

鹿、花鹿 栖于混交林、山地草原和森林边缘；在内蒙古分布于呼

伦贝尔市的扎兰屯市、兴安盟的扎赉特旗、通辽市的霍

林郭勒市、锡林郭勒盟的西乌珠穆沁旗和多伦县、赤峰

市的克什克腾旗和赤峰市辖区。

心血：用于养心安神，治疗各种病因引

起的心跳、心悸；茸：用于滋补强壮

剂，对虚弱、神经衰弱等有效；胎：具

有较强的补气养血、调以散寒的功效，

治疗妇女月经不调、宫寒不孕、崩漏带

下等症。

动物

林 麝 Ｍｏｓｃｈｕｓ ｂｅｒ
ｅｚｏｖｓｋｉｉＦｌｅｒｏｖ

獐子、香獐 栖息于山区针叶林或针阔混交林多岩石地区的荫蔽、干

燥处；在内蒙古分布于呼伦贝尔市的额尔古纳市、根河

市、鄂伦春自治旗和牙克石市，通辽市的科尔沁左翼后

旗、库伦县、奈曼旗，赤峰市的市辖区、敖汉旗、翁牛

特旗、喀喇沁旗和宁城县。

麝香：治疗癫痫、避孕。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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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药用真菌、动植物 俗名 生长环境及分布 药用部位及民间疗效 分类

!

Ｃａｐｒｅｏｌｕｓｃａｐｒｅｏｌ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狍、狍子 栖于丘陵山地的疏林、林缘或沟谷的灌草丛中；在内蒙

古分布于呼伦贝尔市、兴安盟、赤峰市、乌兰察布市、

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均有

分布。

肾：用于补肾；肝脏：治疗目赤肿痛；

骨骼：用于祛风除湿，治疗风湿热。

动物

狼ＣａｎｉｓｌｕｐｕｓＬｉｎｎａｅ
ｕｓ

灰狼 栖息于山地、丘陵、平原、森林地带、草原、荒漠及冻

原等多种环境；在内蒙古分布于阿拉善盟、乌海市、鄂

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

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

油脂：治疗肺结核；骨骼：用于祛风除

湿，治疗风湿性腰腿疼痛，类风湿。

毛：治疗过敏性皮炎。

动物

猪獾Ａｒｃｔｏｎｙｘｃｏｌｌａｒｉｘ
ＦＣｕｖｉｅｒ

獾子、沙獾 挖洞穴居于荒丘或栖居于岩石裂缝和树洞之中；在内蒙

古分布于赤峰市、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

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和阿拉善盟。

油脂：用于收敛、补肺，治疗烫伤、烧

伤及肺结核。

动物

赤狐ＶｕｌｐｅｓｖｕｌｐｅｓＬｉｎ
ｎａｅｕｓ

狐狸、草狐 栖息于森林、草原、荒漠、高山、丘陵、平原等多种环

境；在内蒙古分布于各盟市旗县。

心：用于养心、镇惊，治疗心跳、心悸

及风心病

动物

中华鳖 Ｔｒｉｏｎｙｘｓｉｎｅｎ
ｓｉｓＷｉｅｇｍａｎｎ

脚鱼、甲鱼、

团鱼、老鳖。

生活在河流、淀泊、湖沼及池塘中；分布于伊克昭盟鄂

尔多斯高原的内陆湖泊、黄河河套平原、乌拉特前旗境

内的乌梁素海、兴安盟淖尔河及通辽市西辽河流经的各

地水域中。

肉：治疗尿频尿急；背甲：治疗腹泻。 动物

家鸡Ｇａｌｌｕｓｇａｌｌｕｓｄｏ
ｍｅｓｔｉｃｕｓＢｒｉｓｓｏｎ

鸡 内蒙古全区各地均有饲养 胆囊：主治慢性支气管炎、百日咳；脂

肪：用于安心养神，治疗顽固性久治不

愈的风心病、冠心病。

动物

大嘴乌鸦Ｃｏｒｖｕｓｍａｃ
ｒ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Ｗａｇｌｅｒ

乌鸦、老鸹 栖于山区或近村落的树丛中，筑巢与山林中高大树顶

上；在内蒙古分布于通辽市、赤峰市、呼和浩特市、呼

伦贝尔市和兴安盟。

肉：用于滋阴、补虚、健脾，治疗各种

胃病和肝硬化。

动物

黑枕绿啄木鸟 Ｐｉｃｕｓ
ｃａｎｕｓＧｍｅｌｉｎ

啄 木 鸟、火

老鸦、山?
夏季栖于山地密林，冬季迁栖于丘陵平原次生丛林；在

内蒙古分布于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锡林郭勒

盟、赤峰市、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市、

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和阿拉善盟。

整体：用于滋养补虚，治疗抽筋 动物

乌骨鸡 Ｇａｌｌｕｓｇａｌｌｕｓ
ｎｉｇｒｏｓｃｅｕｓＢｒｉｓｓｏｎ

乌鸡、药鸡 内蒙古全区各地均有饲养 肉：补心血，治疗风湿症 动物

刺猬 Ｅｒｉｎａｃｅｕｓｅｕｒｏ
ｐａｅ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刺 球 子、猬

鼠、毛刺

广泛栖居于山地、丘陵、平原的田野、灌丛、草丛及瓜

地、瓜园；在内蒙古分布于呼伦贝尔市和巴彦淖尔市。

整体：用于收敛、镇痛，治疗尿频、尿

急、尿痛。

动物

鹌鹑 Ｃｏｔｕｒｎｉｘｃｏｔｕｒｎｉｘ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鹑、赤喉鹑 栖息于平原、溪边及矮山的杂草、灌丛间，筑巢在较湿

润的草地浅土坑内，亦有筑于灌木从下；在内蒙古分布

于鄂尔多斯市以东各盟市。

腿筋：治疗外伤性断筋 动物

黄牛Ｂｏｓｔａｕｒｕｓｄｏｍｅｓ
ｔｉｃｕｓＧｅｍｌｉｎ

内蒙古全区均有饲养 胆或胆汁：用于消炎、治疗气管炎；酸

牛奶：解热解毒、降脂、助消化、疏

肝；鲜牛奶：解食物中毒。

动物

家犬Ｃａｎｉｓ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狗、犬 内蒙古全区均有饲养 骨骼：用于祛风除湿、治疗风湿及类

风湿。

动物

中国林蛙Ｒａｎａｃｈｅｎｓ
ｉｎｅｎｓｉｓＤａｖｉｄ

蛤 士 蟆、蛤

蟆、田鸡、青

蛙、金鸡蛤蟆

栖息在山坡、森林、农田、草丛中、水底砂砾、淤泥

里；分布于除阴山山脉北部草原和西部阿拉善盟荒漠

地带外，内蒙古各地均有广泛分布。

整体：用于养心、补气血、治疗风

心病。

动物

荞麦 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ｅｓｃｕ
ｌｅｎｔｕｍＭｏｅｎｃｈ

乌麦、花荞 生于荒地、路边；在内蒙古除阿拉善盟外全区普遍

栽培。

种子：治疗绞肠痧、肠胃积滞 植物

罂粟 Ｐａｐａｖｅｒｓｏｍｎｉｆｅ
ｒｕｍＬ

米囊 花、婴

子壳

我国许多地区有关药物研究单位有栽培。 果壳：治疗神经性头痛、肚子痛 植物

薤白 Ａｌｌｉｕｍｍａｃｒｏｓｔｅ
ｍｏｎ

小根蒜、子根

蒜、小根菜、

野蒜、密花小

根蒜、团葱

生于山地林缘、河谷和草甸；在内蒙古分布于科尔沁、

燕山北部、阴山、阴南丘陵、鄂尔多斯等。

全株：暖脾胃、消症积、解毒 植物

榛Ｃｏｒｙｌｕｓ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Ｆｉｓｃｈ

榛子、平榛、

棰子

生于向阳山地和多石的沟谷两岸及林缘、采伐迹地；

分布于兴安北部、岭东、岭西、兴安南部、科尔沁、

赤峰丘陵、呼锡高原。

种子：用于脾胃虚弱、少食乏力、便

溏腹泻等

植物

·４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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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药用真菌、动植物 俗名 生长环境及分布 药用部位及民间疗效 分类

柳叶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ｉｎｔｅ
ｇｒｉｆｏｌｉａＬｉｎｎ

柳蒿、九牛

草

较多生于森林和森林草原地带、散生于草甸和林缘、也

做杂草生长在路旁、村庄附近的低湿处。

嫩芽：用于凉血解毒，降血脂。治疗高

血压、饮酒过量、胃出血。

植物

蒙古黄耆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Ｆｉｓｃｈ）Ｂｕｎｇｅｖａｒ

黄耆、内蒙

黄耆

散生于草甸草原、草原化草甸、山地灌丛及林缘；分布

于兴安北部、燕山南部、蒙古高原东部、阴山、阴南

丘陵。

叶：补气血 植物

防风 Ｓａｐｏｓｈｎｉｋｏｖｉａｄｉ
ｖａｒｉｃａｔａ（Ｔｒｕｃｚ）Ｓｃｈｉｓ
ｃｈｋ

关防 风、东

防风、旁风、

反风

生于草原、丘陵坡地、固定沙丘；除西部荒漠区外在

内蒙古分布全区各地。

根：祛风湿 植物

黄花 菜 Ｈｅｍｅｒｏｃａｌｌｉｓ
ｃｉｔｒｉｎａＢａｒｏｎｉ

金针 菜、金

钟菜、黄 花

萱菜、柠 檬

萱菜、黄 金

萱、萱草、萱

草根

生于林缘及谷地；在内蒙古分布于兴安北部、兴安南

部、岭东、岭西、燕山北部、呼锡高原东部和阴
山等。

叶：治胸膈烦热、黄疸、小便赤涩。 植物

山韭Ａｌｌｉｕｍ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ｓ 野韭 菜、九

节菖 蒲、岩

菖蒲、臭蒲、

骨首

生于草原、草甸草原和砾石质山坡上；在内蒙古分布

于兴安北部、岭东、岭西、兴安南部、科尔沁、赤峰

丘陵、燕山北部、呼锡高原、阴南丘陵和阴山等。

叶：祛膻味，益肾。 植物

山杨Ｐｏｐｕｌｕｓ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白杨、大 叶
杨、山白杨、

火杨、响杨

生于山地阳坡，并常与白桦形成混交林；在内蒙古分

布于兴安北部、兴安南部、岭东、岭西、呼锡高原、
赤峰丘陵、乌兰察布、燕山北部及贺兰山。

内层白皮：用于清热解毒，治牙痛。 植物

白桦 Ｂｅｔｕｌａ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
ｌａＳｕｋ

粉桦、桦树、

桦皮树

生于山坡或林中；在内蒙古分布于兴安北部、岭东、

燕山北部、阴山及贺兰山。

树皮：用于清热解毒、利湿、治疗菌

痢、腹泻、胃溃疡出血。树枝：用于

清热解毒，治疗下肢糜烂。

植物

山刺玫

ＲｏｓａｄａｖｕｒｉｃａＰａｌｌ
刺 玫 蔷 薇、

刺玫 果、红

根、野玫瑰

生于林下、林缘及石质山坡；在内蒙古分布于兴安北

部和南部、燕山北部、呼锡高原、辽河平原和阴山。
根瘤：用于祛风除湿，治疗类风湿 植物

匍枝委陵菜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ｆｌａｇｅｌｌａｒｉｓ
ＷｉｌｌｄＥｘＳｃｈｌｅｃｈｔ

鸡 儿 头 苗、

蔓委陵菜

生于山地林间草甸和河滩草甸的伴生植物；产锡林郭

勒盟东部山地。

全草：清热凉血，健脾止味，治疗胃

胀、胃痛尿道炎、高血压。

植物

珍珠梅Ｓｏｒｂａｒｉａｓｏｒｂｉ
ｆｏｌｉａ（Ｌ）ＡＢｒ

山高 粱、花

楸 珍 珠 梅、

东北珍珠梅

生于山地林缘、林下、山沟及路旁；产呼伦贝尔盟、

兴安盟、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在内蒙古分布于兴安北

部和南部、呼锡高原。

枝条：用于活血祛瘀，治疗跌打损伤

及软骨炎。

植物

兴安升麻 Ｃｉｍｉｃｉｆｕｇａ
ｄａｈｕｒｉｃａ
（Ｔｕｒｃｚ）Ｍａｘｉｍ

升麻、北 升

麻、窟 窿 牙

根、牦牛卡

架

生于山地林下、灌丛或草甸中；产呼伦贝尔盟东部、

兴安盟西北部、哲里木盟西北部、赤峰市和乌兰察布

盟南部；在内蒙古分布于兴安北部和南部、岭西、燕

山北部和阴山。

根：消毒、溃烂。 植物

北乌头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ｋｕｓ
ｎｅｚｏｆｆｉｉＲｅｉｃｈｂ

五毒 根、草

乌、断肠草

生于阔叶林下、林缘草甸和河谷草甸；在内蒙古分布

于兴安北部和南部、岭西、辽河平原、燕山北部和

阴山。

根：治风湿性关节炎、神经痛、牙痛、

中风等症。

植物

白 头 翁 Ｐｕｌｓａｔｉｌｌａ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ｕｎｇｅ）Ｒｅ
ｇｅｌ

毛 姑 朵 花、

野丈 人、高

乐贵

生于山地林缘和草甸；分布于岭东、兴安南部、燕山

北部和阴山。

根：清热解毒 植物

毒芹ＣｉｃｕｔａｖｉｒｏｓａＬ 野 芹 菜 花、

芹 叶 钩 吻、

走马芹

生于河边、沼泽、沼泽草甸和林缘草甸；在内蒙古出

西部荒漠区外分布于全区各地。

根：用于凉血解毒、肿痛，治疗毒蛇、

毒虫咬伤。

植物

兴安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
ｄｒｏｎｄａｕｒｉｃｕｍＬ

满山 红、迎

山红、达 乌

里杜 娟、鞑

子香

生于山地落叶松林、桦木林下或林缘；在内蒙古分布

于兴安北部、岭东和蒙古高原东部。

花：治疗气管炎、肺炎 植物

紫苏 Ｐｅｒｉｌｌａｆｒｕｔｅｓｃｅｎｓ
（Ｌ）Ｂｒｉｔｔ

苏子 在内蒙古南部有少量栽培。 种子：下气、消炎、润肺、宽肠。治

咳逆，痰喘、气滞、便秘。种子油：

用于泻肝火，治疗肝火。

植物

·５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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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药用真菌、动植物 俗名 生长环境及分布 药用部位及民间疗效 分类

接骨木 Ｓａｍｂｕｃｕｓｗｉｌ
ｌｉａｍｓｉｉＨａｎｃｅ

野 杨 树、马

尿 骚、公 道

老儿

生于山坡、沟谷、林下、灌丛中；在内蒙古分布于兴安

北部、辽河平原和燕山北部。

枝条：用于活血祛瘀，治疗跌打损伤及

软骨炎。

植物

艾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Ｌｅｖｌ
ｅｔＶａｎｔ

家艾、艾 生于森林草原地带、林缘、林下、灌丛间、农田、路旁

及村庄附近的杂草中；在内蒙古除荒漠区外均有分布。

全草：用于散寒除湿、治疗荨麻疹、风

湿疼痛。

植物

冷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ｆｒｉｇｉｄａＷｉｌｌｄ
菟 毛 蒿、小

白蒿、白蒿

生于沙质、沙砾质或砾石质土壤上，见于草原和荒漠草

原、森林草原和荒漠带中；在内蒙古各地均有分布。

全草：用于清肺泻火，治疗肺炎。 植物

香蒲Ｔｙｐｈ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东方香蒲 生于湖边浅水中及沼泽草甸；产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

和锡林郭勒盟。

地上部分：用于祛风除湿，治疗风湿及

类风湿性全身疼痛。

植物

燕麦ＡｖｅｎａｓａｔｉｖａＬｉｎｎ野 麦、浮 小
麦、铃当麦、

香麦

本品原产欧洲，品种很多；分布于我国东北、华北、西

北等省区，内蒙古常见栽培。

种子：治疗虚汗，便秘 植物

梁Ｓｅｔａｒｉａｉｔａｌｉｃａ（Ｌ）
Ｂｅａｕｖｖａｒｉｔａｌｉｃａ

谷子、小米、

粟

在内蒙古农区有栽培。 果实：用于解毒，治疗各种癣疥。 植物

苍耳 Ｘａｎｔｈｉｕｍｓｉｂｉｒｉ
ｃｕｍＰａｔｒｉｎｅｘＷｉｄｄｅｒ

苍耳子、老苍

子、刺儿苗

生于农田、路边；在内蒙古各地均有分布。 种子：祛风湿、鼻炎。 植物

黄瓜

ＣｕｃｕｍｉｓｓａｔｉｖｕｓＬ
胡瓜、王瓜、

刺瓜

内蒙古各地均有栽培。 种子：治疗骨折。 植物

南 瓜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ｍｏｓ
ｃｈａｔａ（ＤｕｃｈＥｘＬａｍ）
ＤｕｃｈｅｘＰｏｉｒｅｔ

倭瓜、番瓜、

中国南瓜

内蒙古各地农田均有栽培。 种子：清除肠内寄生虫。 植物

　　从表 １可以看出，达斡尔族药用真菌、动物、
植物共有３２科，其中真菌类有 ２科、动物类有 １４
科、植物类有１６科，分别占达斡尔族药用真菌、动
物、植物总科数的 ６２５％、４３７５％、５０００％，动
物类和植物类药占主体。

从表２可以看出，达斡尔族药用动物入药部位
共１４种。其中使用胆的药用部位最多，共有５种，
占达斡尔族药用动物用药部位总数的 １８５２％，如
熊、猪、羊等；其次是骨骼、肉、整体入药，均占

总数比例１１１１％，如
!

（骨骼）、中华鳖（肉）、中

国林蛙（整体）等；使用心脏、油脂、分泌物入药的

动物分别有 ２种，均占总数比例 ７４１％，如心脏
（梅花鹿）、油脂（狼）、分泌物（林麝）等；使用肾、

肝脏、腿茎、毛、茸、胎、背甲入药部位的动物皆

为１种，占总数比例３７０％，如
!

（肾）、鹿（茸）、

鹌鹑（腿茎）等。

从表３可以看出，达斡尔族药用真菌和植物中，
使用花、果实、种子药用部位最多，共１０种，占达
斡尔族药用真菌和植物用药部位总数的３７５０％，如
兴安杜鹃（花）、蒙古口蘑（真菌果实）、木耳（真菌

果实）、苍耳（种子）等；其次是枝叶、皮、茎、嫩

芽入药的植物最多，占总数比例２８１３％，如接骨木
（枝）、白桦（皮）、柳叶蒿（嫩芽）等；使用根、根

茎、根瘤的植物有６种，占总数比例１８７５％，如防
风（根）、白头翁（根）、山刺玫（根瘤）等；使用全

草、全株、地上部分入药部位的植物最少，共５种，
占总数比例１５６３％，如冷蒿（全草）、薤白（全株）、
香蒲（地上部分）等。

表２　达斡尔族药用动物的用药部位统计
药用部位 胆 肾 心脏 肝脏 骨骼 油脂 肉 分泌物 整体 腿茎 毛 茸 胎 背甲

合计 ５ １ ２ １ ３ ２ ３ ２ ３ １ １ １ １ １

占总数比例％ １８５２％ ３７０％ ７４１％ ３７０％ １１１１％ ７４１％ １１１１％ ７４１％ １１１１％ ３７０％ ３７０％ ３７０％ ３７０％ ３７０％

表３　达斡尔族药用真菌和植物的用药部位统计
药用部位 全草、全株、地上部分 根及根瘤 枝叶、皮、嫩芽 花、果实、种子

合计 ５ ６ ９ １２

占总数比例％ １５６３％ １８７５％ ２８１３％ ３７５０％

·６４６·



２０１８年６月　第２０卷　第６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Ｊｕｎ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０　Ｎｏ６

表４　达斡尔族药用真菌、植物、动物药用功能统计
药效 养心 补气养血活血 补虚 祛风湿 清热解毒 其他

合计 ４ ４ ７ １０ １４ ２２

占总数比例％ ６５６％ ６５６％ １１４７％ １６３９％ ２２９５％ ３６０７％

　　从表４可以看出，在达斡尔族药用真菌、动物、
植物中，除了其他类占最多是由于多个功效汇总在

一起共２２种，占总数比例３６０６％，如黑木耳（便
秘）、麝香（癫痫、避孕）、中华鳖（背甲：腹泻）、

兔毛蒿（肺炎）等；清热解毒功效的药用真菌、动

物、植物总数比例最大，达２２９５％，如柳叶蒿（嫩
芽）、黄花菜（叶）、白桦（枝）等；其次是祛风湿功

效的最多，共有１０种，占总数比例１６３９％，如
!

（骨骼）、大嘴乌鸦（肉）、北乌头（快根）等；补虚功

效的共有 ７种，占总数比例 １１４７％，如梅花鹿
（茸）、

!

（肾）、榛（种子）等；养心与补气养血活血

功效皆为 ４种，均占总数比例的 ６５６％，如赤狐
（心脏）和珍珠梅（枝）。

根据药用功效，给药方式为内服、外敷即内治

与外治两种形式，主张对症下药，用药处方精炼，

多用生鲜草药、动物器官，针对性极强。植物药如

香蒲科香蒲（Ｔｙｐｈａ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的地上部分，入伏后采
集鲜用，取本品铺在炕上，患者卧在上面并盖上被，

热气蒸出汗，一小时即可，用于祛风除湿，主治风

湿及类风湿性全身疼痛；而动物药如猪科家猪（Ｓｕｓ
ｓｃｒｏｆａ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Ｂｒｉｓｓｏｎ）的生鲜胆囊，获取新鲜胆囊
后，用苦胆直接裹在手指头或脚趾头患处，直到胆

汁自行干枯为止，主治手指头或脚趾头碰伤、感染

及其他伤痕。

有趣的是同一植物在不同民族药用功效有所不

同，如草乌为毛茛科植物北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ｋｕｓｎｅｚｏｆｆｉｉ
Ｒｅｉｃｈｂ）的干燥块根，达斡尔族用草乌主治风湿性
关节炎、神经痛、牙痛、中风等症，但蒙古族用草

乌主治流感、急慢性肠刺痛、痈疖、丹毒、白喉、

炭疽、脖颈僵直、“陶赖”、“赫如虎”、关节疼痛、

偏瘫、心 “赫依”等而且效果较好，这可能与当地

民族的用药习惯有一定关系。不同民族使用的处方

不同治疗的效果也就不尽相同，文化不同导致用药

功效也就有可能不同。

内蒙古达斡尔族药用真菌、动物、植物种类

众多，其中大部分为民间用药，且疗效显著，但

它在植物化学、药理、质量控制等方面缺乏数

据，因此很有必要在这几个方面对该族药用真

菌、动物、植物进行系统的研究，为达斡尔族药

用真菌、动物、植物在民间的应用提供客观与科

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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