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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１７世纪 《金光注释集》中记载的７种 “陆格米格”类蒙古族医药常用杀 “粘”药物为基

础，通过文献古籍归纳对比的方式，分别从名称、基原、功效、临床应用品种现状４个方面对其进行综述，对 “陆

格米格”类蒙药进行品种整理及功效总结，以期为蒙古族医药防治疫病寻找潜在药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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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疫病严重危害着人类健康，疫病属蒙

医 “粘”疫范畴，“粘”蒙医解释为肉眼不可见的

致病微生物，“粘”疫是由 “粘”引起的疾病，具

有传染性［１３］。“陆格米格”是一类以杀 “粘”为主

要功效的蒙古族、藏族药材之一，有悠久的药用历

史，具有杀 “粘”、清热、祛毒、平喘、消肿等功

效［４］。蒙古族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吸收融合了印度阿

育吠陀医学、藏族医学、中医学等多种医学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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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验方。许多医药古籍相互翻译，出现不同地区对药

用植物的记载和使用各异，存在正品、代替品、混伪

品乱用的现象。内蒙古各地区传承有异，药用植物应

用过程中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现象十分明显［５７］。

目前，关于 “陆格米格”类蒙古族药（蒙药）的本草

考证未见报道。本研究以１７世纪 《金光注释集》［８］中

记载的７种 “陆格米格”为基础，通过古今文献对

“陆格米格”类蒙药名称、基原植物、功效主治进行

梳理，结合近代临床应用情况进行品种整理，为蒙古

族医药（蒙医药）防治疫病寻找潜在药物提供参考。

１　名称考证

陆格米格（ｌｕｇｍｉｇ）始载于 《四部医典》［９］。

１７世纪，达日木玛仁巴·劳布桑却日格撰写 《四部

医典》的详解书 《金光注释集》时记载为陆格米格

莫德格（ｌｕｇｍｉｇｍｅｄｅｇ），别名陆格米格、望楚格的眼
睛、色乌古如、哈日明占、乌日卡米格等，书中记
载：“陆格米格有黑、黄、白３种，其中黑陆格米
格分软硬２种，硬者为呼和陆格米格，软者为哈
日陆格米格；黄陆格米格有协日陆格米格（别名
协日明占）、阿尔山陆格米格（别名阿尔山哈日
明占）、陆格米格斯日布（别名阿扎格色日吉玛、
协日明占）３种；白陆格米格为查干陆格米格；陆
格冲也属于陆格米格的１种”［８］。此时，对 “陆格

米格”类蒙药的命名和分类已经讲述的较为清楚。

《晶珠本草》［１０］中记载为绵羊的眼睛花，蒙语音译

为（ｈｏｎｉｎｎｉｄｕｎｃｅｃｅｇ），别名陆格米格莫德格、陆
格米格、呼和花瓣、千瓣、陆格吉玛的眼睛、呼和
阿吉格等，书中记载：“陆格米格分为蓝、黄、黑，

３种，其中蓝陆格米格为绵羊的眼睛花，黄陆格米
格分陆格米格斯日布（别名阿扎格色日吉玛、协日
陆格米格）、协日陆格米格（分为呼和明占、协日

明占），黑陆格米格为哈日陆格米格”。１８世纪时，
孙巴·含布·伊希巴勒珠尔在 《认药白晶鉴》中记

载：“莫德格陆格米格（ｍｅｄｅｇｌｕｇｍｉｇ）为蓝陆格米格
或呼和陆格米格，黄陆格米格为陆格米格斯日布，
其余２种黄陆格米格单独分类为 ‘明占类’，陆格冲

是陆格米格的一种”［１１］。《内蒙古蒙药材标准》［１２］中

记载为小绵羊眼睛花（ｂａｇａｈｏｎｉｎｎｉｄｕｎｃｅｃｅｇ），别名
陆格米格，阿拉坦都斯乐其其格（ａｌａｔａｎｄｏｓｏｌｃｅｃｅｇ）
别名协日陆格米格、陆格米格斯日布。在１８世纪以
后，蒙医药学家翻译了部分蒙医丛书，在重新总结的蒙

药书籍 《无误蒙药鉴》［１３］中，将 “陆格米格”类蒙药

区分为 “陆格米格”类和 “明占”类，其中 “陆格米

格”类分为绵羊眼睛花（陆格米格）、小绵羊眼睛花（陆

格冲）、阿拉坦都斯乐其其格（协日陆格米格）； “明
占”类分为乌那干希日（哈日明占）、协日图如（协日
明占）、布胡格日其其格（协日明占）。《蒙药正典·美
丽目饰》［１４］中记载 “陆格米格”及 “明占”类蒙药为

紫菀（呼和陆格米格）、阿尔泰狗娃花（陆格冲）、欧亚
旋覆花（协日陆格米格）、毛莲菜（协日明占、明占斯
日布）、垂头菊（哈日明占）、巴塘紫菀（哈日明
占）。为便于本草考证，本研究将以１７世纪 《金光

注释集》为基础，将 “陆格米格”类蒙药广义的分

为７种进行考证。

２　基原考证

蒙医药古籍 《金光注释集》《蓝琉璃》［１５］ 《认

药白晶鉴》《晶珠本草》《无误蒙药鉴》中对 “陆格

米格”类蒙药形态、生境、功效等均有记载。通过

古籍中 “陆格米格”类蒙药的形态描述、适宜生境

与现代本草著作 《内蒙古植物志》［１６］和 《中国植物

志》［１７］进行比对（见表１）。《无误蒙药鉴》及 《蒙药

正典》中 “陆格米格”类蒙药附图见图１。

表１　 “陆格米格”类蒙药的适宜生境及形态描述

序号 名称 《金光注释集》 《蓝琉璃》 《认药白晶鉴》 《晶珠本草》 《无误蒙药鉴》 《内蒙古植物志》 《中国植物志》

１ 呼和陆格米格
（硬哈日陆格
米格）

生于草甸泥巴

旁，花 蓝 色，

黏性黄色花蕊，

有黄毛，墨绿

色叶子。

生于草甸，沼

泽地。花瓣蓝

色，黄色花蕊，

像绵羊的眼睛。

生长于山峡间

或沼泽地，茎

秆褐色，叶椭

圆形灰褐色，

花瓣蓝色，花

蕊黄色像绵羊

的眼睛。

生长于沼泽地、

草甸及阴凉地

带，叶灰蓝色

略圆形，茎秆

褐色较长，花

像菊花样千瓣，

花瓣蓝色，花

蕊黄色。

生于悬崖间草

坪，弯形茎褐

色，叶浅蓝色，

无分枝，像绵

羊眼睛，味苦。

紫菀：生于森林、

草原地带的山地

林下、灌丛中或

山地河沟边。簇

生多数细根，外

皮褐色。茎直立，

粗壮，单一，常

带紫红色，基部

被深褐色纤维状

残叶柄。头状花

序，舌 状 花 蓝

紫色。

紫菀：生于山坡、

草原、灌丛中。高

５０～１００ｃｍ。茎直
立，单生或 ２～３
个簇生，具沟纹，

头状花序单生于分

枝顶端且排成伞房

状，舌状花淡蓝

色，管状花黄色，

瘦果倒卵形，扁

平，淡褐色。

·１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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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名称 《金光注释集》 《蓝琉璃》 《认药白晶鉴》 《晶珠本草》 《无误蒙药鉴》 《内蒙古植物志》 《中国植物志》

２ 哈日陆格米格
（软哈日陆格
米格；次哈日
明占）

生于草甸及沼泽

地，黑蓝色叶

子，紫红色花

蕊，茎程单根直

立生长，高一鳰
左右，气味重。

生于沼泽草甸，

茎长一鳰至一
尺，被长软毛，

叶发黏，花形如

陆格米格，气

味大。

生于沼泽草甸，

茎长几鳰至一
尺，被长软毛，

叶发黏，花形如

陆格米格，气

味大。

巴塘紫菀：生于森

林和灌丛边缘、开

旷草地或石砾地。

花茎直立或斜升，

纤细，被疏短柔毛，

下部有密生的叶。

舌状花紫色，冠毛

白色或稍红色，外

层有少数极短的毛，

产于我国西南部。

３ 协日陆格米格
（阿尔山陆格米
格；阿尔山哈
日明占）

不在高处生长，

而在低处生长，

顺着山峡及底部

生长，针样红铜

色根，兀鹫毛样

缠绕，叶厚，花

黄色，气味重，

切断时有黏性

汁液。

生于岩石阳面沙

滩，约一鳰高，
叶像莲花叶样油

性，厚而发黏，

花形如金轮，气

味芳香，花蕊金

黄色像哈日陆
格米格样，根如

红铜针或状如

乱发。

垂头菊：生于林

缘，草 地。根 肉

质，多 数，茎 细

瘦，直立，单生，

高３０～４０ｃｍ，上
部被紫褐色有节柔

毛，叶片肾形、舌

状花黄色，舌片倒

披针形，管状花多

数，深黄色。

４ 协日陆格米格
（陆格米格斯
日布；吉吉格
协日明占）

生于 沼 泽 地，

黏性叶子，花

黄色，气味重，

一鳰或五指高。

上品生长于斜

侧面，相连的

粗糙墨绿色叶

子，长 茎 秆，

花像金伞。

生长于阴凉处、

草甸及沼泽地，

叶粗糙，伞把

样，花红黄色，

像陆格米格花，

花瓣较其小。

生于 阴 凉 地，

叶深绿色，茎

细而直立，花

黄色，多而状

如陆格米格的

花，形状像黄

色 伞，味 苦，

植物较明占小。

欧亚旋覆花：生于

草甸及湿润的农

田、地埂和路旁。

头状花序１～５个
生于茎顶或枝端舌

状花黄色，舌片条

形，广布种。

欧亚旋覆花：生于

河流沿岸、湿润坡

地、田埂和路旁。

茎直立，基部常有

不定根，上部有伞

房状分枝，舌状花

舌片线形，黄色，

冠毛 １层，白色，
广布种。

５ 协日陆格米格
（协日明占）

高一 尺 左 右，

叶 嫩，花 黄，

气味大。

根形似树根。 比陆格米格大，

花黄色，叶形

如小 刀 排 列，

气味大，味苦。

毛连菜：生于山野

路旁、林缘、林下

或沟谷中。茎直

立，上部有分枝，

叶披针形，头状花

成伞房圆锥状，舌

状花淡黄色。

毛连菜：生于山坡

草 地、林 下、沟

边、田间、撂荒地

或沙滩地，根垂直

直伸，粗壮，茎直

立，叶披针形或线

性，上部伞房状或

伞房圆状分枝，舌

状小花黄色，瘦果

纺锤形，棕褐色。

６ 查干陆格米格 黄绿叶，生长

方式与其他陆

格米 格 相 同，

高一 尺 左 右，

叶嫩，花白。

三脉紫菀：生于山

地林缘、山地草原

和丘陵。高 ４０～
６０ｃｍ，根茎横走，
有多数褐色细根。

舌状花紫色、淡红

色或白色。瘦果长

２～２５ｍｍ，有微
毛。冠毛淡红褐色

或污白色。

三脉紫菀：生于生

于林下、林缘、灌

丛及山谷湿地。茎

直 立，高 ４０ ～
１００ｃｍ，舌状花约
１０余个，紫色，浅
红色或白色，管状

花黄色，瘦果倒卵

状 长 圆 形， 灰

褐色。

７ 陆格冲 生于山峡间及

田间，聚簇性

小叶，莲花样

淡蓝色花，花

较小，气味重。

生长于草甸及

沼泽地，花同

呼和陆格米格，
较其小。

生长于河边或

草甸。花较陆

格米格小，花

白色或灰白色，

聚簇生长。

形状如绵羊的

眼睛花，但植

株小，灰白色，

分支 多 而 细，

花浅蓝色，具

臭味。

阿尔泰狗娃花：广

泛生于干草原与草

甸草原带，也生于

山地、丘陵坡地、

砂质地、路旁。叶

疏生或密生，头状

花序单生于枝顶或

排成伞房状，舌状

花淡蓝紫色。

阿尔泰狗娃花：生

于草原，荒漠地，

沙地及干旱山地。

叶两面有腺点，头

状花序单生枝端或

排成伞房状。舌状

花有微毛；舌片浅

蓝紫色，矩圆状条

形，管状花灰绿色

或浅褐色，冠毛污

白色或红褐色。

　　注：一鳰≈２０ｃｍ；一尺≈３３３３ｃｍ；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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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陆格米格（大）；Ｂ陆格米格；Ｃ阿尔泰狗娃花；Ｄ欧亚旋覆花；Ｅ毛莲菜；Ｆ垂头菊；Ｇ巴塘紫菀。

图１　 《蒙药正典》及 《无误蒙药鉴》所附 “陆格米格”类蒙药

呼和陆格米格（硬哈日陆格米格）生境在 《金

光注释集》［８］中描述 “生于草甸泥巴旁”与 《蓝琉

璃》《认药白晶鉴》《晶珠本草》中描述基本一致，

《无误蒙药鉴》［１３］里将绵羊的眼睛花生境描述为 “悬

崖间草坪”与上述古籍中的描述相近，从而将呼和
陆格米格在古书中的生境总结为生于草甸、沼泽地、

悬崖间草坪，《蒙药正典》［１４］中将呼和陆格米格定
种为紫菀ＡｓｔｅｒｔａｔａｒｉｃｕｓＬｆ，古籍中呼和陆格米格
的生境与现代本草著作 《内蒙古植物志》［１６］和 《中

国植物志》［１７］中紫菀生境的描述 “生于森林、草原

地带的山林下、灌丛中或地河沟边”相近，并且紫

菀为广布种植物，蒙、藏医可共用；呼和陆格米格
的花色及花形在各部古书中描述为 “花瓣蓝色，黄

色花蕊，像绵羊的眼睛”描述基本一致，古书中多

次描述 “陆格米格”花形像绵羊的眼睛， 《晶珠本

草》［１０］中描述 “花像菊花样千瓣”推测其为舌状花

蓝色、冠状花黄色的菊科植物，与 《内蒙古植物

志》和 《中国植物志》中紫菀的花色描述相符，推

测呼和陆格米格正品为紫菀ＡｔａｔａｒｉｃｕｓＬｆ，但植
物茎秆在 《无误蒙药鉴》［１３］中描述为 “弯形茎”与

《内蒙古植物志》与 《中国植物志》中描述的 “茎

直立”不符，有待进一步考证。

软哈日陆格米格生境在 《金光注释集》中的

描述与 《蓝琉璃》《无误蒙药鉴》中对次哈日明占
生境的描述一致，其形态在 《金光注释集》中描述

为 “黑蓝色叶子，紫红色花蕊，茎程单根独立生长，

高一鳰左右，气味重，与硬哈日陆格米格的区别为
花蕊颜色呈紫红色”［８］，与 《蓝琉璃》和 《无误蒙

药鉴》中关于次哈日明占的描述相近：“茎长一鳰
至一尺高，被长软毛，叶发黏，花形如陆格米格，

有气味”，推测 《蓝琉璃》和 《无误蒙药鉴》中的

次哈日明占为 《金光注释集》中的软哈日陆格米
格，结合 《无误蒙药鉴》中次哈日明占的墨线图
与 《中国植物志》中巴唐紫菀Ａｂａｔ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Ｂｕｒｅｔ
Ｆｒａｎｃｈ“花茎直立或斜升，被疏短柔毛，舌状花紫
色，冠毛白色或稍红色”的描述对比，考证软哈日
陆格米格为巴唐紫菀Ａｂａｔ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ＢｕｒｅｔＦｒａｎｃｈ。

《金光注释集》中描述 “协日陆格米格在低处
生长，针样红铜色根，兀鹫毛样缠绕，花黄色，气

味重，切断时有黏性汁液者为阿尔山哈日明占”［８］

与 《无误蒙药鉴》中上品哈日明占 “叶像莲花叶

样油性，厚而发黏，花如金轮，气味芳香，花蕊金

黄色像哈日陆格米格样，根如红铜针或状如乱
发”［１３］相近，从而推测 《金光注释集》中的协日陆
格米格之阿尔山哈日明占为 《无误蒙药鉴》中的

上品哈日明占，结合 《无误蒙药鉴》中上品哈日
明占的墨线图与 《中国植物志》中垂头菊 Ｃｒｅｍ
ａｎｔｈｏｄｉｕｍｒｅｎｉｆｏｒｍｅ（ＤＣ）Ｂｅｎｔｈ为 “根多数，舌

状花黄色，管状花多数，深黄色”［１７］１２８的描述相近，

从而推测协日陆格米格（阿尔山哈日明占）为 《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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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正典》中上品哈日明占所定种的垂头菊 Ｃｒｅｎｉ
ｆｏｒｍｅ（ＤＣ）Ｂｅｎｔｈ，但现代 《蒙药学》及 《内蒙

古蒙药材标准》中将哈日明占定种为细辛 Ａｓａｒｕｍ
ｅｈｉｎｅｎｓｅ，细辛的形态与古书中哈日明占的形态差距
较大，通过 《中国植物志》了解到，垂头菊适宜生境

为海拔３０００ｍ以上的高原地区，内蒙古地区无原植物。
因此，近代蒙药中可能以细辛代替哈日明占应用，推
测 《金光注释集》中记载的协日陆格米格（阿尔山哈
日明占）正品为垂头菊Ｃｒｅｎｉｆｏｒｍｅ（ＤＣ）Ｂｅｎｔｈ。

陆格米格斯日布在 《金光注释集》《认药白晶

鉴》《晶珠本草》《无误蒙药鉴》中的生境及花色描

述基本一致，《认药白晶鉴》中描述 “相连的粗糙

墨绿色叶子，长茎秆，花像金伞”［１１］２４与 《晶珠本

草》和 《无误蒙药鉴》里描述的 “叶粗糙、花像陆

格米格”和 “茎细而直立、叶深绿色、花形如陆格

米格”［１０，１３］的描述基本一致，总结陆格米格斯日布
生境为沼泽地、阴凉地，形态为长茎秆、伞状花黄

色、粗糙深绿色叶子推测其为菊科植物，结合 《无

误蒙药鉴》中协日陆格米格的墨线图与 《内蒙古植

物志》和 《中国植物志》中欧亚旋覆花Ｉｎｕｌａｂｒｉｔａｎ
ｎｉｃａＬ“生于草甸及湿润的农田、地埂和路旁。头
状花序１～５个生于茎顶或枝端舌状花黄色，舌片条
形”和 “生于河流沿岸、湿润坡地、田埂和路旁。

茎直立，基部常有不定根，上部有伞房状分枝，舌

状花舌片线形，黄色，冠毛１层，白色”［１６１７］４９５，２６３的
描述推测其为欧亚旋覆花Ｉ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Ｌ，此物种为
广布种，可为蒙、藏医共用。

《金光注释集》中描述 “阿尔山哈日明占外另有
一种协日陆格米格为高一尺左右，叶嫩，花黄，气味
大，又名协日明占”［８］， 《晶珠本草》中描述 “协日
明占为协日陆格米格的一种，其根形似树根”［１０］与
《无误蒙药鉴》描述的 “协日明占比陆格米格大，花
黄色，叶形如小刀排列，气味大，味苦”［１３］，综合以上

３部古书中对协日明占的描述总结其形态为根形似树
根、高一尺左右、叶形如小刀排列、花黄、气味大，为

菊科植物，结合 《无误蒙药鉴》中协日明占的墨线图
与 《内蒙古植物志》中描述的毛莲菜Ｐｉｃｒｉｓｈｉｅｒａｃｉｏｉｄｅｓ
Ｌｉｎｎ“叶披针形，头状花成伞房圆锥状，舌状花淡黄
色”和 《中国植物志》中描述的毛莲菜Ｐｈｉｅｒａｃｉｏｉｄｅｓ
Ｌｉｎｎ“根垂直直伸，粗壮，茎直立，叶披针形或线性，
上部伞房状或伞房圆状分枝，舌状小花黄色”［１７］５５相似，

推测 《金光注释集》与 《晶珠本草》中的协日陆格米
格之协日明占为毛莲菜ＰｈｉｅｒａｃｉｏｉｄｅｓＬｉｎｎ。

“查干陆格米格”只在 《金光注释集》中提

及，其他书籍中均未记载，因此对其开展了进一步

的考证。查干陆格米格在 《金光注释集》中描述为

“黄绿叶，生长方式与其他陆格米格相同，高一尺左

右，叶嫩，花白，治 ‘粘’病、痈疖、炭疽”［８］，

推测其为菊科植物。从 《内蒙古植物志》中记载的

菊科植物中查找舌状花白色、形态描述与查干陆格
米格相近的有 ９种，其中可药用的为三脉紫菀 Ａ
ａｇ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ｖａｒｌａｓｉｏｃｌａｄｕｓ１种，从不同地区蒙医临
床代替 “陆格米格”应用的１０余种菊科植物中进行
比较均无舌状花白色的物种。 《内蒙古植物志》中

描述三脉紫菀 “生于山地林缘、山地草原和丘陵，

高４０～６０ｃｍ，根茎横走，有多数褐色细根，舌状花
紫色、淡红色或白色，冠毛淡红褐色或污白色”［１６］５３４；

《中国植物志》中三脉紫菀 Ａａｇ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ｖａｒｌａｓｉｏ
ｃｌａｄｕｓ描述为 “别名野白菊花、山白菊生于林下、

林缘、灌丛及山谷湿地。茎直立，高 ４０～１００ｃｍ，
舌状花约１０余个，紫色，浅红色或白色，管状花黄
色，瘦果灰褐色”［１７］，与查干陆格米格的生境和形
态描述相近，而且三脉紫菀在 《内蒙古植物志》中

记载 “全草入药，能清热解毒、止咳祛痰、利尿、

止血，主治痈疖中毒、风热感冒、扁桃体炎、支气

管炎，外伤出血”［１６］５３４，这与查干陆格米格主治
‘粘’病、痈疖、炭疽相近，因此推测查干陆格米
格为三脉紫菀Ａａｇ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Ｔｕｒｃｚ。

各部书籍中对陆格冲生境的描述各不相同，但

对其花大小均描述为比呼和陆格米格小，在 《金光

注释集》《认药白晶鉴》《无误蒙药鉴》中描述其花

为淡蓝色与 《内蒙古植物志》和 《中国植物志》中

阿尔泰狗娃花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ｐｐｕｓａｌｔａｉｃｕｓ（Ｗｉｌｌｄ）Ｎｏｖｏｐｏｋｒ
的描述一致，在 《晶珠本草》中描述其花为白色推

测著者与查干陆格米格混淆或 《晶珠本草》中描述

的陆格冲为查干陆格米格，结合 《无误蒙药鉴》中

对陆格冲的墨线图将其植物来源定种为阿尔泰狗娃

花Ｈａｌｔａｉｃｕｓ（Ｗｉｌｌｄ）Ｎｏｖｏｐｏｋｒ。

３　功效考证

根据上述书籍文献考证记载，广义上的 “陆格

米格”类蒙药种类繁多，应用广泛。蒙医学的迅速

发展涌现出众多蒙医经典，形成了蒙医药学关于杀

“粘”抗病毒及疫病的理论体系基础［１８１９］。蒙医擅

长在成方外加药来施治不同的疾病，“陆格米格”

类蒙药可通过蒙医灵活运用，作为加味药与其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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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合用，加强方剂对所治疾病的针对性［２０］，通过古

籍归纳总结 “陆格米格”类蒙药在蒙医药发展过程

中积累的临床功效及应用，反映出 “陆格米格”类

蒙药的功效变革较小，基本保持着最早的功效，主

要为杀 “粘”祛疫功效。“陆格米格”类蒙药在不

同医药书籍中基原与功效关系见图２。
“陆格米格”类蒙药最早在 《四部医典》中记

载 “具有杀 ‘粘’、祛疫功效”［９］，在 《金光注释

集》中记载 “查干陆格米格治疗白喉、炭疽；硬
哈日陆格米格治疗 ‘粘’疾、短刺痛；协日陆格
米格之阿尔山哈日明占治疗炭疽毒、风湿病、肿
胀、坏琪苏、创伤、白喉、炭疽、内外 ‘粘’疾、

‘粘’疫；协日陆格米格之哈日明占用于治疗

‘粘’、刺痛、白喉、炭疽；协日陆格米格之陆格米
格斯日布具有治 ‘粘’刺痛之功效；陆格冲具有祛

疫、包如巴达干、脉热功效”［８］。此时，“陆格米

格”类蒙药的功效已经记载的较为全面。 《认药白

晶鉴》中记载 “莫德格陆格米格具有祛毒祛疫功

效；陆格冲具有清疫毒、巴达干包如及脉热功效；

陆格米格斯日布具有治头伤、燥黄水、止刺痛之功

效”［１１］３８３９。《晶珠本草》中记载 “绵羊的眼睛花具

有解毒、清疫热之功效；小绵羊的眼睛花有祛疫、

解毒、治包如、清脉热之功效；协日陆格米格又名
陆格米格斯日布可治头伤、燥黄水”［１０］。《通瓦嘎吉

德》中记载 “陆格米格可祛疫、祛毒；陆格米格斯

日布可燥黄水，治各种刺痛及头伤”［２１］。《甘露四部》

图２　 “陆格米格”类蒙药功效主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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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记载 “治疗 ‘粘’疫可用达格沙、陆格米格莫德

格、古古勒，三者合用温水送服可治各种 ‘粘’

疫”［２２］。《蓝琉璃》中记载 “陆格米格斯日布、热

咚、布如那格三者合用为治 ‘粘’刺痛的草方；玛

奴布斯嘎尔、陆格冲、枯日孟三者为祛宝日草

方”［１５］２６９。在近代书籍 《蒙药正典》中记载 “紫菀

治毒症和疫病；阿尔泰狗娃花清疫、毒、包如、脉

热；欧亚旋覆花治头伤、协日乌苏病，对刺痛尤佳；

毛莲菜为杀 ‘粘’、治痈、消肿、止刺痛之上品

也”［１４］。 《内蒙古蒙药材标准》中记载 “旋覆花具

有杀 ‘粘’、止刺痛、燥黄水、愈伤功效，用于

‘粘’热、刺痛、炭疽、骨折、脑刺痛；阿尔泰狗

娃花具有杀 ‘粘’、清热、祛毒功效，用于 ‘粘’

疫、麻疹、血热、毒热、宝日热”［１２］２０５。从以上

“陆格米格”类蒙药的功效记载可见其功效变革较

小，基本保持着最早的杀 “粘”、祛疫、祛毒、止

刺痛功效，其他的功效有待进一步探索与研究。

“陆格米格”类蒙药在蒙医方剂中同样发挥了

很好的杀 “粘”祛疫功效。以呼和陆格米格为伍的
方剂伊拉格其巴特尔１５具有杀 “粘”、清热、消肿

功效，用于治疗 “粘”疫、瘟疫、炭疽；汤钦２５
具有杀 “粘”、祛宝日功效，用于毒症、包如

病［２１，２３］。以陆格米格斯日布为伍的嘎布日那格布２３
具有杀 “粘”、祛疫功效，用于 “粘”热、赫依相

搏的热病；其布达格舍乐吉乐具有杀 “粘”、祛疫，

用于 “粘”热、赫依相搏的 “粘”疾；粘布５具有
杀 “粘”、祛刺痛功效，用于 “粘”疾、热刺痛、

肺肋部短刺痛；卡拉在德布可下泄各种 “粘”热，

对各种刺痛、“粘”疾有效［２４］；满那格古日古木１３
可祛 “粘”、祛血协日热，治疗血协日引起的头痛、

眼痛，黑白 “亚麻”病、乙脑；布如那格２９具有
杀 “粘”、清热功效，用于 “粘”疫、感冒、白喉、

炭疽［２１］；巴日乐都乐其２５具有消肿、燥黄水功效，
用于骨折、刀伤；阿敏额尔顿、匝迪９、吉布胡朗
图２４、阿嘎如１９、阿嘎如３５、阿嘎如１７等方剂以
降赫依为主，用于心刺痛、失眠等各种赫依

病［２１，２５］。以协日陆格米格（协日明占）为伍的方剂
哈日希巴格７具有杀 “粘”、祛刺痛功效，用于乙

脑、流脑、短刺痛；巴特尔１１与乌那干细日７具有
杀 “粘”、消肿功效，用于炭疽、乳腺囊肿；八味

平喘沉香散具有清热、平喘等功效，用于肺热、哮

喘［２１，２５］。汤钦２５、阿嘎如３５、阿敏额尔顿、满那

格古日古木１３等方剂收录在 《内蒙古成药标

准》［２６］，乌那干细日７、汤钦２５、布如那格２９、阿
嘎如１７、阿嘎如１９、八味平喘沉香散、吉布胡朗
图２４、阿嘎如３５、阿敏额尔顿等方剂收录在 《中

国医学百科全书·蒙医学》［２５］中成为蒙医常用方剂。

随着蒙医药理论的发展与变化，呼和陆格米格在多
部古籍中保留了其杀 “粘”、祛毒的功效；协日陆
格米格和陆格米格斯日布除了具有杀 “粘”、治痈、

消肿的功效外，对于治疗刺痛效果尤佳；陆格冲具

有清疫、毒、宝日、脉热等功效。虽然不同古籍中

对广义的 “陆格米格”类蒙药记载杀 “粘”作用不

同，但无论是何种类型的 “粘”疾、毒症，使用这

类蒙药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４　蒙医临床应用品种现状

根据 《内蒙古蒙成药标准》［２６］ 《内蒙古蒙药材标

准》［１２］ 《内蒙古蒙药制剂规范注释》［２７］ 《中华本草·

蒙药卷》［２８］ 《中国中药资源志要》［２９］ 《蒙药学》［４］

《蒙药释读》［３０］ 《蒙医方剂全书》［３１］等书籍对 “陆格

米格”类蒙药不同地区临床应用品种的替代品进行了

归纳总结，具体涉及的植物名称见表２。根据 “陆格

米格”类蒙药本草考证结合表２情况进行分析，内蒙
古地区蒙医使用的呼和陆格米格正品为紫菀的干燥
花，此外阿尔泰狗娃花、紫花野菊 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
ｚａｗａｄｓｋｉｉ（Ｈｅｒｄ）Ｔｚｖｅｌ、山野菊Ｄｃｈａｎｅｔｉｉ（Ｌéｖｌ）
Ｓｈｉｈ和高山紫菀ＡａｌｐｉｎｕｓＬ为内蒙古地区代用品，青
海省代用品为块根紫菀Ａａｓｔｅｒｏｉｄｓ（ＤＣ）ＯＫｕｎｔｚｅ、
缘毛紫菀ＡｓｏｕｌｉｅｉＦｒａｎｃｈ、狭苞紫菀ＡｆａｒｒｅｒｉＷＷ
ＳｍｅｔＪＦＪｅｆｆｒ、重冠紫菀Ａｄｉｐｌｏｓｔｅｐｈｉｏｉｄｅｓ（ＤＣ）
ＣＢ、短葶飞蓬 Ｅｒｉｇｅｒｏｎｂｒｅｖｉｓｃａｐｕｓ（Ｖａｎｔ）Ｈａｎｄ
Ｍａｚｚ和柔软紫菀Ａ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ｖａｒｌａｂｒ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Ｌｉｎｇ，在蒙古国的代用品为高山紫菀。
蒙医用的协日陆格米格为欧亚旋覆花的干燥花，在
内蒙古地区代用品为毛莲菜 ＰｈｉｅｒａｃｉｏｉｄｅｓＬｉｎｎ，
在青海省的代用品为垂头菊 Ｃｒｅｎｉｆｏｒｍｅ（ＤＣ）
Ｂｅｎｔｈ、线叶垂头菊 ＣｌｉｈｅａｒｅＭａｘｌｍ及川西小黄菊
Ｐｙｒｅｔｈｒｕｍｔａｔｓｉｅｎｅｎｓｅ（ＢｕｒｅｔＦｒａｎｃｈ）ＬｉｎｇｅｘＳｈｉｈ。
哈日陆格米格的原植物巴唐紫菀适合生境是西南部
高原地区，内蒙古地区无原植物，所以内蒙古地区

蒙医极少应用，时由北细辛 ＡｈｅｔｅｒｏｔｒｏｐｏｉｄｅｓＦｒ
Ｓｃｈｍｉｄｔｖａｒ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ｕｍ（Ｍａｘｉｍ）Ｋｉｔａｇ代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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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临床上应用紫菀主要有杀 “粘”、清热、解毒、

燥脓血、消肿功效与阿尔泰狗娃花互相替用，欧亚

旋覆花主要以杀 “粘”、止刺痛、燥黄水、愈伤为

主要功效与毛莲菜互相替用，有些院内制剂或近代

方剂中紫菀、阿尔泰狗娃花、欧亚旋覆花、毛莲菜

互相代替使用。

表２　各地区 “陆格米格”类代用品种统计

“陆格米格”类蒙药 基原名 拉丁名 使用地 分布

呼和陆格米格
（正品：紫菀）

紫菀（正品） ＡｔａｔａｒｉｃｕｓＬｆ 内蒙古自治区、

青海省

国内：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

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

国外：俄罗斯、韩国、日本

阿尔泰狗娃花 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ｐｐｕｓａｌｔａｉｃｕｓ（Ｗｉｌｌｄ）Ｎｏｖｏｐｏｋｒ 内蒙古自治区、

青海省

国内：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

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湖北、四川

国外：俄罗斯、蒙古国

块根紫菀 Ａａｓｔｅｒｏｉｄｓ（ＤＣ）ＯＫｕｎｔｚｅ 青海省、

西藏自治区

国内：青海、西藏

缘毛紫菀 ＡｓｏｕｌｉｅｉＦｒａｎｃｈ 青海省、

西藏自治区

国内：青海、西藏、甘肃、四川、云南

国外：不丹、尼泊尔

狭苞紫菀 ＡｆａｒｒｅｒｉＷＷＳｍｅｔＪＦＪｅｆｆｒ 青海省 国内：青海、四川、甘肃、陕西、河北、

云南、西藏

高山紫菀 ＡａｌｐｉｎｕｓＬ 内蒙古自治区、

蒙古国

国内：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安

徽、湖南

国外：蒙古国、俄罗斯

重冠紫菀 Ａｄｉｐｌｏｓｔｅｐｈｉｏｉｄｅｓ（ＤＣ）ＣＢＣｌａｒｋｅ 青海省 国内：青海、西藏、云南、甘肃、四川

国外：不丹、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

短葶飞蓬 Ｅｂｒｅｖｉｓｃａｐｕｓ（Ｖａｎｔ）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青海省 国内：青海、西藏、四川、云南、贵州、

湖北

紫花野菊 Ｄｚａｗａｄｓｋｉｉ（Ｈｅｒｄ）Ｔｚｖｅｌ 锡林郭勒盟

昭乌达盟

国内：内蒙古、吉林、辽宁、河北、山

西、浙江

国外：朝鲜、蒙古国、俄罗斯

山野菊 Ｄｃｈａｎｅｔｉｉ（Ｌéｖｌ）Ｓｈｉｈ 阿拉善盟

昭乌达盟

国内：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

山西、河北、陕西、甘肃

国外：韩国、日本、俄罗斯

柔软紫菀 Ａ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ｖａｒ
ｌａｂｒ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ＨａｎｄＭａｚｚ）Ｌｉｎｇ

青海省 国内：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

甘肃、云南

国外：蒙古国、俄罗斯、印度

协日陆格米格
（正品：欧亚旋覆花）

欧亚旋覆花（正品） Ｉ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Ｌ 内蒙古自治区 国内：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

河北、山西、新疆

国外：朝鲜、日本、俄罗斯

旋覆花 Ｉ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 内蒙古自治区 国内：内蒙古、河北、山西、黑龙江、

吉林、辽宁、云南、贵州、四川、广东

国外：朝鲜、日本、蒙古国、俄罗斯

毛连菜 ＰｈｉｅｒａｃｉｏｉｄｅｓＬｉｎｎ 内蒙古自治区 国内：内蒙古、辽宁、河北、山西、湖南、

湖北、江西、安徽、云南、贵州、四川

国外：日本、俄罗斯

垂头菊 Ｃｒｅｎｉｆｏｒｍｅ（ＤＣ）Ｂｅｎｔｈ 青海省 国内：青海、甘肃、四川、云南

线叶垂头菊 ＣｌｉｈｅａｒｅＭａｘｌｍ 青海省 国内：青海、西藏、甘肃、四川

矮垂头菊 Ｃｈｕｍｉｌｅ 青海省 国内：甘肃、云南、西藏、青海

川西小黄菊 Ｐｔａｔｓｉｅｎｅｎｓｅ（ＢｕｒｅｔＦｒａｎｃｈ）Ｌｉｎｇ
ｅｘＳｈｉｈ

青海省 国内：西藏、青海、四川、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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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陆格米格”类蒙药 基原名 拉丁名 使用地 分布

哈日陆格米格
（正品：巴塘紫菀）

巴塘紫菀（正品） Ａｂａｔ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ＢｕｒｅｔＦｒａｎｃｈ 青海省 国内：青海、贵州

北细辛 ＡｈｅｔｅｒｏｔｒｏｐｏｉｄｅｓＦｒＳｃｈｍｉｄｔｖａｒｍａｎｄ
ｓｈｕｒｉｃｕｍ（Ｍａｘｉｍ）Ｋｉｔａｇ

内蒙古自治区 国内：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山

西、河南、陕西

国外：韩国、俄罗斯

汉城细辛 Ａ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Ｍｉｑｖａｒｓｅｏｕｌｅｎｓｅ 内蒙古自治区 国内：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

国外：日本

华细辛 Ａ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 内蒙古自治区 国内：山东、安徽、浙江、江西、河南、

湖北、陕西、四川

国外：日本、朝鲜

５　小结与讨论

基于 《金光注释集》中广义的 ７种 “陆格米

格”类蒙药的形态学、生境及功效沿革，与近现代

蒙医书籍进行考证发现，多数菊科紫菀属、垂头菊

属、旋覆花属、毛莲菜属、狗娃花属等植物的相关

描述与 “陆格米格”类蒙药特性相似。其中呼和陆
格米格正品为紫菀，哈日陆格米格正品为巴唐紫
菀，阿尔山陆格米格正品为垂头菊，陆格米格斯日
布正品为欧亚旋覆花，协日陆格米格正品为毛莲
菜，陆格冲正品为阿尔泰狗娃花。这６种植物中巴
塘紫菀、垂头菊、毛莲菜在近代已分类到 “明占”

类药物中，但现代著作中哈日明占被定种为细辛与
古籍中的原植物不符。查干陆格米格在近代书籍中
并无基原植物研究，但通过考证推测其基原植物可

能为三脉紫菀。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内蒙古

地区）中，本课题组记录了阿尔泰狗娃花、欧亚旋覆

花在内蒙古地区的分布及蕴藏量，其野生资源丰富，

可扩大 “陆格米格”类蒙药药用植物资源。“陆格

米格”类蒙药在蒙医防治疫病中具有良好的应用效

果，其主要功效为杀 “粘”祛疫，呼和陆格米格具
有杀 “粘”、祛毒的功效；协日陆格米格和陆格米
格斯日布除了具有杀 “粘”、治痈、消肿的功效外，

对于治疗刺痛效果尤佳；陆格冲具有清疫、清毒，

治疗包如、脉热等功效，无论何种 “粘”病，“陆

格米格”类蒙药均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从而丰富了

蒙医防治重大疫病的经验和理论，但仍然缺乏完善

合理的研究体系，现代药理化学研究不够深入［３２］。

本研究对于 《金光注释集》中具有杀 “粘”祛疫作

用的７种 “陆格米格”类蒙药进行品种考证及功效

总结，为吸引更多学者可进一步运用现代化学和药

理学手段对 “陆格米格”类蒙药进行深入研究，并

综合其他功效形成合理完整的用药体系，可对其开

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为寻找蒙医药防治疫病的潜

在药物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１］　ＺＨＡＮＧＬＷ，ＬＩ Ｈ Ｊ，ＣＨＥＮ Ｋ 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２０１９ｎＣｏＶ）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ｉｎＷｕ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Ｊ］．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２０２０，８（１）：６４．

［２］　ＷＡＮＧＤ，ＨＵＢ，ＨＵＣ，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１３８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２０１９ｎｏｖｅｌ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ｉｎＷｕ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Ｊ］．ＪＡＭＡ，２０２０，３２３
（１１）：１０６１１０６９．

［３］　Ｂ·吉格木德．蒙医基础理论［Ｍ］．３版．呼和浩特：内蒙
古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２６７２６８．

［４］　罗布桑．蒙药学［Ｍ］．赤峰：内蒙古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１１３１４．

［５］　春玲，红艳，李桂花，等．蒙药额布森德瓦的本草考证［Ｊ］．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２０１９，２５（４）：７４７６．

［６］　布日额，其其格玛，东格尔道尔吉．蒙药地格达的本草考
证［Ｊ］．中药材，２００６，２９（１）：８０８２．

［７］　晓花，朱翔慧，纪明月，等．“巴沙嘎”类药在内蒙古地区
复方制剂中的应用调查［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２０２０，２６（３）：１９１１９８．

［８］　达日木玛仁巴·劳布桑却日格．金光注释集［Ｍ］．呼和浩
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

［９］　若喜道尔吉．四部医典［Ｍ］．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１９５９：４４４．

［１０］　帝玛尔·丹增彭措．晶珠本草［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１９８６：３６４３６７．

［１１］　孙巴·含布·伊希巴拉吉尔．认药白晶鉴［Ｍ］．赤峰：内

·８３１１·



２０２０年７月　第２２卷　第７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Ｊｕｌ２０２０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７

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５．
［１２］　敖特根琪琪格．内蒙古蒙药材标准［Ｍ］．赤峰：内蒙古

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３］　占布拉道尔吉．无误蒙药鉴 ［Ｍ］．呼和浩特：内蒙古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８：２２９２３３．
［１４］　占布拉道尔吉．蒙药正典：美丽目饰［Ｍ］．罗布桑，徐

嫦，
!

玛曲培，等，译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２２１２２５．

［１５］　德斯日德·桑在扎木苏．蓝琉璃［Ｍ］．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６］　马毓泉．内蒙古植物志：第四卷［Ｍ］．２版．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７］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
志［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８］　张春红，赵志英，哈斯巴特尔，等．蒙药———从传统实践到
科学发展［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５，４０（１３）：２４９２２４９５．

［１９］　阿古拉．蒙医药学特点与开发研究思路 ［Ｊ］．中国民族
医药杂志，２０１５，２１（１０）：７１０．

［２０］　达日茂玛仁巴·罗布桑朝日嘎．诀密宗旨［Ｍ］．嘎拉桑，
译．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５：３９６．

［２１］　吉格木德丹金扎木苏，松林．通瓦嘎吉德［Ｍ］．呼和浩
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２６，１５２１６１．

［２２］　伊希巴拉珠尔，章巴拉沙努．甘露四部 ［Ｍ］．赤峰：内
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５：２０６２０８．

［２３］　高世格，段·关布扎布，松林，等．高世格梅林方［Ｍ］．呼
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９５，１６８．

［２４］　占布拉．医法之海［Ｍ］．钢卓力克，译．赤峰：内蒙古科
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４．

［２５］　白清云．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蒙医学 ［Ｍ］．赤峰：内蒙
古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６：２３９２５４．

［２６］　内蒙古卫生厅．内蒙古蒙成药标准［Ｍ］．赤峰：内蒙古
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４：２１，３４．

［２７］　王燕．内蒙古蒙药制剂规范注释（ＩＩ册）［Ｍ］．呼和浩
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３０２．

［２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蒙药卷［Ｍ］．上海：上海
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９］　中国药材公司．中国中药资源志要 ［Ｍ］．北京：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４：１３４１３９．

［３０］　图门巴雅尔，娜荷雅．蒙药释读［Ｍ］．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

［３１］　苏雅拉图，旭东．蒙医方剂全书［Ｍ］．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３２］　王宝丽，马志强，林瑞超．蒙药的研究进展及思考 ［Ｊ］．
中国医药导报，２０１７，１４（１０）：１２３１２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０２　　编辑：周鹭）

·９３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