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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资源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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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文献研究、村社调查和集市调查ꎬ对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资源植物进行了调查研究ꎬ并就当地藏族民

众对资源植物的利用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ꎮ 结果显示:天祝藏族自治县资源植物有 ４０ 科 ８６ 属 １０１ 种(含亚种和

变种ꎬ下同)ꎬ这些植物的功能涵盖了食用、药用、饲用和文化经济 ４个方面ꎮ 食用植物有 １５科 ２３属 ３１种ꎬ可作为

蔬菜、调料、水果食用ꎬ部分种类用于食疗ꎻ食用部位以果实、叶和茎为主ꎮ 药用植物有 ２７ 科 ４９ 属 ５５ 种ꎬ常见功效

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杀虫消疳、涩肠止泻、祛风燥湿等ꎬ药用部位以地上部分为主ꎮ 饲用植物有 ２３ 科 ４５ 属 ５５
种ꎬ其中ꎬ禾本科(Ｐｏａｃｅａｅ)种类最多(１６种)ꎬ饲用部位为茎、叶和地上部分ꎮ 文化经济植物有 １３科 １５属 １５种ꎬ其
中ꎬ用于祭祀、煨桑的植物有 ８种ꎬ这与当地藏族的民族传统与宗教信仰息息相关ꎮ 综合结果表明:天祝藏族自治

县民族植物资源丰富、利用方法多样ꎬ多种具有药食两用功能或代表藏族文化的特色植物亟待开发ꎮ 另外ꎬ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ꎬ藏族传统民族植物学知识正在逐渐消失ꎬ因此ꎬ需将当地藏民纳入资源植物研究队伍中ꎬ当地政府

还应加强政策扶持、人才培养和知识保护ꎮ

关键词: 民族植物学ꎻ 天祝藏族自治县ꎻ 资源植物ꎻ 生物多样性ꎻ 植物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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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植物学是一门交叉学科ꎬ主要研究人类与植

物之间的相互作用ꎬ至今已经有 １００ 多年的发展历

史[１]ꎮ 近年来中国民族植物学发展较快ꎬ除了探究

人类认知、利用、管理、保护植物以及植物对人类经

济、文化、环境的影响外ꎬ中华民族传统知识、植物文

化、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也越来越受到学者

们的关注[２]ꎮ 维护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共存ꎬ
实现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ꎬ成为民

族植物学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３]ꎮ
天祝藏族自治县位于祁连山东端ꎬ气候复杂多

样、四季变化明显ꎬ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ꎬ少数民族

中藏族人口占据绝对优势[４]３１－３５ꎬ[５]４３８ꎮ 由于该地区

地形和气候条件复杂ꎬ拥有丰富的植物资源ꎮ 随着现

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ꎬ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地很多民族

的野生植物知识正在逐渐流失[６]ꎬ中国的民族植物

学传统知识也面临着失传的问题[７]ꎮ 与世界其他地

区一样ꎬ随着当地熟知民族传统知识的老人的衰老和

谢世ꎬ天祝藏族自治县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知识

和植物资源利用方法正在逐渐消失ꎮ 因此ꎬ对当地植

物资源进行调查、编目、分析、管理和评价以及对藏族

传统知识和民族植物学知识进行保护十分必要ꎮ
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村社调查和集市调查的方

法ꎬ对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资源植物进行了调查ꎬ
并通过关键人物访谈、半结构式访谈及参与和观察ꎬ
深入了解当地藏族民众对资源植物的利用情况ꎮ 最

后ꎬ对调查结果进行记录、整理、编目和分析ꎬ探究该

地区藏族民众与资源植物的相互作用关系ꎬ这对于天

祝藏族自治县藏族植物文化的研究和当地植物资源

的保护与开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ꎮ

１　 研究地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地概况

天祝藏族自治县位于东经 １０２°０７′ ~ １０３°４６′、北

纬 ３６°３１′~ ３７°５５′区域ꎬ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
蒙古高原交汇地带ꎮ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ꎬ地貌以山

地为主ꎬ海拔 ２ ０５０~４ ８７４ ｍꎮ 南接永登县ꎬ东靠景泰

县ꎬ北邻武威市凉州区和古浪县ꎬ西北与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接壤ꎬ西与青海省的门源回族自治县、互助土

族自治县、海乐市乐都区毗邻[５]４３７ꎮ
天祝藏族自治县气候类型复杂多样ꎬ以大陆性高

原气候为主ꎬ兼有冷温半干旱、冷凉半干旱、寒冷半干

旱、高寒半湿润、高寒湿润等气候类型ꎮ 此外ꎬ复杂的

地形结构还形成了独特的季风气候区ꎬ气温年较差

小ꎬ日较差大ꎮ 该县气候过渡性明显ꎬ以乌鞘岭为界ꎬ
岭南为大陆性高原季风气候ꎬ冬季盛行偏北风ꎬ寒冷

干燥ꎬ夏季盛行偏南风ꎬ较温和湿润ꎻ岭北为温带大陆

性半干旱气候ꎬ以偏北风为主ꎬ气温变化大ꎬ日照强

烈ꎬ夏季温凉干旱ꎬ冬季寒冷干燥ꎬ多风沙ꎮ 该县一年

四季气候变化明显ꎬ并且ꎬ随着海拔的升高ꎬ气候呈明

显的垂直分布特征[８]ꎮ 全县植被可分为干旱草原、
草甸草原、森林、亚高山灌丛草甸、高山草甸和寒漠草

甸 ６种类型ꎬ植物以草本种类为主[４]３６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ꎬ天祝藏族自治县总人口 ２３ 万

人ꎬ有藏族、土族等 ２７ 个少数民族ꎬ占总人口的

３７.１０％ꎬ藏族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的 ９７.１４％[５]ꎮ 由

于地形、气候及人口组成复杂ꎬ当地藏族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传统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文献研究 　 在文献研究方面ꎬ主要涉及地方

志、民族志、民族植物学等文献资料ꎮ 通过查阅«天
祝藏族自治县志(１９８９ ~ ２００５)» [４]５２－６５、«甘肃年鉴:
２０１６» [５]４３７－４３８、«华锐婚俗» [９]１３－１７、«藏药志» [１０]１－７５８、
«中国藏药» [１１]等著作ꎬ学习当地藏族民族文化、历史

及植物资源等知识ꎬ通过 ｉＰｌａｎ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ｉｐｌａｎｔ.
ｃｎ /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 ( ２０２２ 版)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ｐ２０００.ｏｒｇ.ｃｎ / ｓｅａｒｃｈ / ｓｅａｒｃｈ＿ａｌｌ＿ｎａｍｅｓ)、中国科学院

藏药研究重点实验室的藏药材资源数据库(ｈｔｔｐ:∥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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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ｗｉｐｂ.ｃａｓ. ｃｎ / ｓｏｕｒｃｅｄｂ ＿ｎｗｉｐｂ ＿ ｃａｓ / ｚｗ / ｚｙｃ / ｉｎｄｅｘ ＿１６.
ｈｔｍｌ)等相关专业网站ꎬ对收集的当地植物信息进行

检索、整理、编目ꎬ获得天祝藏族自治县资源植物信息

基本情况ꎬ并对其主要组成情况、应用情况等进行归

纳分析ꎮ
１.２.２　 村社调查　 以天祝藏族自治县华藏寺镇为中

心ꎬ在其周围选取藏族民众分布较多的西大滩乡、东
大滩乡、抓喜秀龙乡和天堂乡进行实地调查和访

谈[４]５２－６５ꎮ 调查访谈的总人数为 １２０ 人ꎬ年龄分布在

１８~６８ 岁ꎬ其中 １８ ~ ４４ 岁的青年男性 １４ 人、青年女

性 ２人ꎬ４５~５９岁的中年男性 ４５人、中年女性 １７ 人ꎬ
６０岁以上的老年男性 １８ 人、老年女性 ２４ 人ꎮ 这些

人涵盖了乡间低文化水平的农民到藏药研究所的专

业研究人员ꎮ 关键人物访谈的对象为当地老人、妇女

和相关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等ꎬ主要了解当地植物的

资源情况、采集方式、使用方法等相关信息ꎻ重点访谈

对象包括西大滩乡老村医(老年男性)、华锐藏药研

究所研究员(青年男性)、抓喜秀龙乡寺庙驻守人(一
名老年男性、一名老年女性、一名中年男性)ꎮ 半结

构式访谈是通过预先设计的提纲进行访谈ꎬ进一步获

取关键信息ꎬ使收集的资料更加全面、准确[１２]ꎮ 另

外ꎬ笔者还通过参与当地村民野外采集植物的活动ꎬ
并查阅«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祁连山册» [１３]ꎬ
了解当地有关野生植物的种类、资源量、采集方法及

保存等情况ꎮ
１.２.３　 集市调查　 调查并记录定期集市和传统市场

出售植物的种类及使用方法等相关信息ꎮ

２　 结果和分析

本研究共调查到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资源植物

１０１种(含亚种和变种ꎬ下同)ꎬ隶属于 ４０ 科 ８６ 属ꎮ
根据植物的功能ꎬ可分为食用植物、药用植物、饲用植

物和文化经济植物ꎮ 禾本科(Ｐｏａｃｅａｅ)植物最多ꎬ有
１７种ꎬ占比为１６.８％ꎻ其次为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ꎬ有 １３
种ꎬ占比为 １２.９％ꎻ再次为菊科(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ꎬ有 ９ 种ꎬ
占比为８.９％ꎬ另有 ２０科仅有 １种植物ꎮ
２.１　 食用植物

调查结果(附表 １)显示:天祝藏族自治县藏族食

用植物有 ３１种ꎬ隶属于 １５科 ２３属ꎮ 其中ꎬ蔷薇科有

９种ꎬ石蒜科(Ａｍａｒｙｌｌｉｄａｃｅａｅ)有 ４种ꎬ菊科有 ３ 种ꎬ小
檗科(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和车前科(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均有

２种ꎬ其他科仅 １种ꎬ以上全部为被子植物ꎬ无蕨类植

物和 裸 子 植 物ꎮ 除 葱 属 ( Ａｌｌｉｕｍ Ｌｉｎｎ.)、小 檗 属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Ｌｉｎｎ.)、悬钩子属 ( Ｒｕｂｕｓ Ｌｉｎｎ.)、蔷薇属

(Ｒｏｓａ Ｌｉｎｎ.)和车前属(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Ｌｉｎｎ.)外ꎬ其余属均

只包含 １ 种食用植物ꎮ 食用部位以果实、叶和茎为

主ꎬ植物种数分别为 １３、１３和 １２种ꎻ有 １０ 种植物茎、
叶均可食用ꎻ苦苣菜(Ｓｏｎｃｈｕｓ 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 Ｌｉｎｎ.)和蒲公

英(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的茎、叶、花
均可食用ꎮ 当地藏族将食用植物作为蔬菜、调料、水
果食用ꎬ有的也用于食疗ꎮ 食用方法以凉拌和生食为

主ꎮ 蒲公英、苦苣菜、蕨麻〔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ａｎｓｅｒｉｎａ (Ｌｉｎｎ.)
Ｒｙｄｂ.〕、大 车 前 (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ｍａｊｏｒ Ｌｉｎｎ.)、 平 车 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ａ Ｗｉｌｌｄ.)、珠芽蓼 〔Ｂｉｓｔｏｒｔａ ｖｉｖｉｐａｒａ
(Ｌｉｎｎ.) Ｇｒａｙ〕等都是当地常见的野菜ꎬ其中ꎬ蒲公英

还可泡水用作食疗ꎮ
２.２　 药用植物

调查结果(附表 ２)显示:天祝藏族自治县藏族药

用植物有 ５５ 种ꎬ隶属于 ２７ 科 ４９ 属ꎮ 其中ꎬ菊科有

８种ꎬ蔷薇科有 ６ 种ꎬ伞形科(Ａｐｉａｃｅａｅ)有 ４ 种ꎻ木贼

科(Ｅｑｕｉｓｅｔａｃｅａｅ)的问荆(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 ａｒｖｅｎｓｅ Ｌｉｎｎ.)是
仅有的蕨类植物ꎬ其余种类均为被子植物ꎮ 这些植物

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杀虫消疳、涩肠止泻、祛风燥

湿等功效ꎮ 药用部位为地上部分的种类最多ꎬ如黑柴

胡(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 ｓｍｉｔｈｉｉ Ｈ. Ｗｏｌｆｆ)、角盘兰〔Ｈｅｒｍｉｎｉｕｍ
ｍｏｎｏｒｃｈｉｓ ( Ｌｉｎｎ.) Ｒ. Ｂｒ.ꎬ Ｗ. Ｔ. Ａｉｔｏｎ〕、马蔺 ( Ｉｒｉｓ
ｌａｃｔｅａ Ｐａｌｌ.)和天蓝韭(Ａｌｌｉｕｍ ｃｙａｎｅｕｍ Ｒｅｇｅｌ)等ꎻ以
根 入 药 的 种 类 较 多ꎬ 如 高 乌 头 (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ｓｉｎｏｍｏｎｔａｎｕｍ Ｎａｋａｉ )、 西 北 黄 耆 (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ｆｅｎｚｅｌｉａｎｕｓ Ｅ. Ｐｅｔｅｒ)等ꎮ 以果实、茎、花和叶入药的

种类较少ꎬ如水麦冬( Ｔｒｉｇｌｏｃｈｉｎ ｐａｌｕｓｔｒｉｓ Ｌｉｎｎ.)、小
丛红景天〔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ｄｕｍｕｌｏｓａ (Ｆｒａｎｃｈ.) Ｓ. Ｈ. Ｆｕ〕、
峨眉蔷薇 ( Ｒｏｓａ 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 Ｒｏｌｆｅ)、紫丁香 ( Ｓｙｒｉｎｇａ
ｏｂｌａｔａ Ｌｉｎｄｌ.)等ꎻ而以种子入药的种类最少ꎬ仅斜茎

黄耆 (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ｌａｘｍａｎｎｉｉ Ｊａｃｑ.) 和 菥 蓂 ( Ｔｈｌａｓｐｉ
ａｒｖｅｎｓｅ Ｌｉｎｎ.)２ 种ꎮ
２.３　 饲用植物

调查结果(附表 ３)显示:天祝藏族自治县藏族饲

用植物有 ５５种ꎬ隶属于 ２３科 ４５属ꎮ 其中ꎬ禾本科植

物最多ꎬ有 １６ 种ꎻ其次是列当科(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豆
科(Ｆａｂａｃｅａｅ)和菊科ꎬ分别有 ４ 种植物ꎻ再次是毛茛

科(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ꎬ有 ３ 种植物ꎮ 木贼科的问荆是

仅有的蕨类植物ꎬ其余均为被子植物ꎮ 就饲用部位而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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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ꎬ植物的茎、叶为主要饲用部位ꎬ如苜蓿(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Ｌｉｎｎ.)、微孔草 〔Ｍｉｃｒｏｕｌａ ｓｉｋｋｉｍｅｎｓｉｓ ( Ｃｌａｒｋｅ)
Ｈｅｍｓｌ.〕等ꎬ其余植物则直接以地上部分为饲用部位ꎬ
如水麦冬 ( Ｔｒｉｇｌｏｃｈｉｎ ｐａｌｕｓｔｒｉｓ Ｌｉｎｎ.)、早熟禾 ( Ｐｏａ
ａｎｎｕａ Ｌｉｎｎ.)、 冰 草 〔 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ｍ ( Ｌｉｎｎ.)
Ｇａｅｒｔｎ.〕等ꎮ
２.４　 文化经济植物

调查结果(附表 ４)显示:天祝藏族自治县藏族文

化经济植物有 １５种ꎬ隶属于 １３科 １５ 属ꎮ 其中ꎬ裸子

植物只有柏科(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和松科(Ｐｉｎａｃｅａｅ)ꎬ各
１属１ 种ꎬ即祁连圆柏(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 Ｋｏｍ.)和
油松(Ｐｉｎｕｓ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Ｃａｒｒｉèｒｅ)ꎬ其余植物均属于被

子植物ꎬ包括香蒲科(Ｔｙｐｈａｃｅａｅ)、禾本科、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唇形科(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等 １１ 个科ꎮ 用于祭

祀、煨 桑 的 植 物 有 祁 连 圆 柏、 油 松、 头 花 杜 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ｔｕｍ Ｍａｘｉｍ.)、金露梅〔Ｄａｓｉｐｈｏｒａ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Ｌｉｎｎ.) Ｒｙｄｂ.〕等 ８ 种ꎬ占当地文化经济植

物总种数的 ５３％ꎬ这与当地藏族的民族传统与宗教

信仰息息相关ꎮ 用作香料的植物有 ５ 种ꎬ如小香蒲

( Ｔｙｐｈａ ｍｉｎｉｍａ Ｆｕｎｋ )、 火 绒 草 〔 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
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ｏｉｄｅｓ (Ｗｉｌｌｄ.) Ｂｅａｕｖ.〕等ꎮ 使用部位以地上

部分为主(１０种)ꎬ使用茎、叶的植物有 ３ 种ꎬ使用果

实或根的植物各只有 １种ꎮ

３　 讨论和结论

３.１　 天祝藏族自治县民族植物资源现状

天祝藏族自治县独特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特征造

就了当地丰富的植物资源ꎬ且这些植物功能类型涵盖

了食用、药用、饲用和文化经济 ４个方面ꎮ
食用植物中药食同源的植物有 １４种ꎬ如蒲公英、

苦苣菜、平车前等ꎬ这些植物拥有一些人体必须的氨

基酸、维生素、矿物质等ꎬ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ꎬ符合

药食两用植物的特点[１４]ꎮ
药用植物品种丰富ꎬ以菊科、蔷薇科、伞形科等科

类为主ꎬ具有开胃消积、解毒化湿等功效ꎬ有较大的利

用价值和开发价值ꎬ但目前当地药材管理分散ꎬ药用

植物并没有得到充分开发ꎮ
饲用植物种类繁多ꎬ包含禾本科草类、豆科草类、

莎草科(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草类及杂类草四大饲用植物类

型ꎬ这些植物都具有多年生、生长速度快、产量高、营
养价值高及适口性的特点ꎬ既可以现割现用ꎬ还可以

储存备用ꎮ 此外ꎬ这些植物的饲用价值因种类不同而

差异悬殊ꎬ有些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ꎬ具有特殊价值ꎻ
如菊科蒿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Ｌｉｎｎ.)植物ꎬ具有多糖、黄酮

类、香豆素等活性成分ꎬ可以起到促进动物生长、增强

动物机体免疫力、抑制寄生虫的作用[１５]ꎻ豆科的苜蓿

被誉为“牧草皇帝”ꎬ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ꎬ营
养价值极高ꎬ且耐旱、耐寒ꎬ是冬季饲用植物的主要

来源[１６]ꎮ
当地文化经济植物种类丰富ꎬ具有明显的民族特

点ꎮ 首先ꎬ当地藏族民众对香料植物使用广泛ꎮ 例如

在煨桑时ꎬ燃烧的松枝、柏枝以及一些草本植物会使

桑烟散发出舒适的清香ꎬ所以当地藏族民众会将柏枝

和松枝等用于煨桑和制香的原料ꎬ表达他们的美好

愿望[１７]ꎻ在端午节用晒干的菊叶香藜 〔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ｓｃｈｒａｄｅｒｉａｎａ ( Ｒｏｅｍｅｒ ｅｔ Ｓｃｈｕｌｔｅｓ ) Ｍｏｓｙａｋｉｎ ｅｔ
Ｃｌｅｍａｎｔｓ〕、小香蒲 ( Ｔｙｐｈａ ｍｉｎｉｍａ Ｆｕｎｋ)、火绒草

〔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 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ｏｉｄｅｓ (Ｗｉｌｌｄ.) Ｂｅａｕｖ.〕、缬草

(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ａ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Ｌｉｎｎ.)等制成香包ꎬ其香气经久

不散且健康环保ꎮ 青稞(Ｈｏｒｄｅｕｍ ｖｕｌｇａｒｅ ｖａｒ. ｃｏｅｌｅｓｔｅ
Ｌｉｎｎ.)作为藏族的标志性植物ꎬ不仅具有特殊的民族

文化内涵ꎬ而且由其制成的糌粑与藏语、藏文成为藏

族的三大文化象征[１８]ꎬ在各个节日和重大场合(如藏

族婚俗)都必不可少[９]１３ꎮ 除此之外ꎬ部分植物还被

用于建筑材料ꎬ例如:油松常被作为房屋架构的木材ꎬ
经久耐用ꎻ金露梅被作为房屋墙壁、屋顶的填充材料ꎬ
防虫 保 暖ꎻ 毛 果 荨 麻 ( Ｕｒｔｉｃａ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ｓｕｂｓｐ.
ｔｒｉｃｈｏｃａｒｐａ Ｃ. Ｊ. Ｃｈｅｎ)和狼毒 ( Ｓｔｅｌｌｅｒａ ｃｈａｍａｅｊａｓｍｅ
Ｌｉｎｎ.)则被用于驱蚊除虫ꎬ且由于狼毒的根具有毒

性ꎬ当地藏族常用狼毒的根作为原材料造纸ꎬ用于制

作传统藏经ꎬ以防佛经被虫蛀、鼠咬等ꎬ达到长久保存

的目的ꎮ
天祝藏族自治县民族植物的多重价值表明这些

植物资源对当地藏族文化及生活的重要性极高ꎮ
３.２　 可持续开发民族植物资源ꎬ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ꎬ人们对天然产物

的需求越来越广泛ꎬ民间利用植物的传统知识为现代

科学家们寻找新药物、新型食品、新的工业原料提供

了宝贵的借鉴[１９]ꎮ 天祝藏族自治县药用植物种类丰

富、分布广泛ꎬ如蕨麻、羌活〔Ｈａｎｓｅｎｉａ ｗｅｂｅｒｂａｕｅｒｉａｎａ
(Ｆｅｄｄｅ ｅｘ Ｈ. Ｗｏｌｆｆ) Ｐｉｍｅｎｏｖ ｅｔ Ｋｌｊｕｙｋｏｖ〕、麻花艽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ｓｔｒａｍｉｎｅａ Ｍａｘｉｍ.)及马先蒿属(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Ｌｉｎｎ.)的一些植物[２０]ꎮ 研究发现ꎬ当地药用植物利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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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存在明显的管理分散的问题ꎬ造成很多野生药用植

物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ꎮ 相关研究结果

表明:大多数野生药用植物受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的

影响更大ꎬ其质量比栽培药用植物更好[２１]ꎮ 虽然藏

医药在其形成、发展中受到汉族中医药理论的较大影

响ꎬ在用药方面出现了中药和藏药交叉现象ꎬ但由于

各自医药理论的不同ꎬ当地藏族对药物的用法和认识

与汉族中医药存在诸多不同之处[２２]ꎮ 因此ꎬ对当地

野生植物资源尤其是特色药用植物进行研究和开发

尤为重要ꎮ
蕨麻是一种常用藏药ꎬ«藏药志» [１０]５６－５７中记载蕨

麻“味甘性凉ꎬ可收敛止血ꎬ止咳利痰ꎬ滋补ꎻ治诸血

症及下痢”ꎮ 此外ꎬ天祝藏族自治县气候湿润ꎬ昼夜

温差大ꎬ又有河流分布ꎬ非常适宜蕨麻生长ꎬ且蕨麻作

为一种药食两用植物ꎬ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医疗保健

功能[２３]ꎮ 已有研究发现ꎬ蕨麻含有多糖、三萜及其苷

类等多种结构类型的化合物ꎬ具有抗氧化、抗衰老、抗
炎、抗高脂血症、保肝和免疫调节等生物活性[２４－２７]ꎬ
其开发利用潜力巨大ꎮ 调查发现ꎬ当地藏族民众对蕨

麻的利用仅停留在野菜食用水平ꎬ只有一些药材采购

人员在当地采购药材时才收集部分蕨麻ꎮ 因此ꎬ可对

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蕨麻进行深入研究和开发ꎬ将其进

行驯化、栽培、种植和加工以供应市场[２８]ꎬ这不仅可

以推动当地民族植物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ꎬ
还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ꎮ
３.３　 保护和发展天祝藏族自治县传统民族植物知识

近年来ꎬ对原住民传统知识的研究ꎬ尤其是对正

在面临消失的民族民间口传知识的调查、记载和研究

已成为中国民族植物学工作者的研究重点[２９]ꎮ 民族

植物资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ꎬ往往蕴含着每

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蕴[３０]ꎮ 中国藏族拥有丰富且宝

贵的文化遗产及传统知识ꎬ尤其是藏族丰富的医药文

化ꎬ近年来也引起了民族植物学研究者的关注[３１]ꎮ
研究发现ꎬ很多天祝藏族自治县的青年人对当地民族

植物利用方面的传统知识了解甚少ꎬ甚至有的只知其

名ꎬ而不知其内容ꎬ只有一些较为年长的人具备一定

的民族植物利用的传统知识[３２]ꎮ 加之当地藏族已经

被汉族文化深深影响ꎬ很多藏族传统知识正在逐渐消

失ꎬ尤其是传统藏药知识ꎬ随着现代医药的发展和当

地传统藏医的老龄化、弱势化和边缘化ꎬ具备民族传

统藏药知识的人越来越少ꎮ 因此ꎬ应在研究当地资源

植物的过程中将当地藏民纳入研究队伍中ꎬ这样不仅

可以提高研究人员收集传统民族植物知识的效率ꎬ还
可以提高当地藏族对资源植物和传统知识的认知ꎬ激
发他们了解传统民族植物知识的热情[２８]ꎮ 此外ꎬ当
地政府应着重关注国家对藏医药的扶持政策ꎬ与相关

部门签订人才培养协议ꎬ加强藏医药后备人才的培

养ꎬ促进当地民族植物资源的开发和藏医药传统知识

的保护[３３]ꎮ
３.４　 结论

天祝藏族自治县的民族植物资源丰富、利用方法

多样ꎬ但当地民众对当地植物资源认识不够深入导致

一些特色植物没有得到充分开发ꎬ且随着现代化进程

的加快ꎬ传统知识正在逐渐消失ꎮ 因此ꎬ需将当地藏

民纳入资源植物研究队伍中ꎬ当地政府还应加强政策

扶持、人才培养和知识保护ꎮ

致谢: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陈立和王建治同学对本次调

查工作提供了帮助ꎬ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许多民众

在调查期间提供了相关信息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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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１　 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藏族食用植物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ｉａｎｚｈｕ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食用部位１)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ａｒｔ１)
食用类别２)

Ｅｄｉｂｌ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２)
食用方法３)

Ｅｄｉ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３)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角盘兰属 Ｈｅｒｍｉｎｉｕｍ 角盘兰 Ｈ. ｍｏｎｏｒｃｈｉｓ Ｓ Ｖ ＣＤ
阿福花科 Ａｓｐｈｏｄｅｌａｃｅａｅ 萱草属 Ｈｅｍｅｒｏｃａｌｌｉｓ 黄花菜 Ｈ. ｃｉｔｒｉｎａ Ｆｌ Ｖ ＳＦ
石蒜科 Ａｍａｒｙｌ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葱属 Ａｌｌｉｕｍ 高山韭 Ａ. ｓｉｋｋｉｍｅｎｓｅ ＳꎬＬ Ｖ ＳＦꎬＳｏ

天蓝韭 Ａ. ｃｙａｎｅｕｍ ＳꎬＬ Ｖ ＳＦꎬＳｏ
青甘韭 Ａ.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ａｎｕｍ ＳꎬＬ Ｖ ＳＦꎬＳｏ
唐古韭 Ａ.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ｕｍ ＳꎬＬ Ｖ ＳＦꎬＳｏ

小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小檗属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甘肃小檗 Ｂ.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 Ｆｒ Ｆｒｕ ＲＥ
置疑小檗 Ｂ. ｄｕｂｉａ Ｆｒ Ｆｒｕ ＲＥ

茶藨子科 Ｇｒｏｓｓ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茶藨子属 Ｒｉｂｅｓ 长果茶藨子 Ｒ. ｓｔｅｎｏｃａｒｐｕｍ Ｆｒ Ｆｒｕ ＲＥ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悬钩子属 Ｒｕｂｕｓ 秀丽莓 Ｒ. ａｍａｂｉｌｉｓ Ｆｒ Ｆｒｕ ＲＥ

菰帽悬钩子 Ｒ. ｐｉｌｅａｔｕｓ Ｆｒ Ｆｒｕ ＲＥ
黄果悬钩子 Ｒ. ｘａｎ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 Ｆｒ Ｆｒｕ ＲＥ

草莓属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 野草莓 Ｆ. ｖｅｓｃａ Ｆｒ Ｆｒｕ ＲＥ
蕨麻属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蕨麻 Ａ. ａｎｓｅｒｉｎａ Ｒ Ｖ Ｓｔ
花楸属 Ｓｏｒｂｕｓ 陕甘花楸 Ｓ. ｋｏｅｈｎｅａｎａ Ｆｒ Ｆｒｕ ＲＥ
栒子属 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 水栒子 Ｃ.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ｓ Ｆｒ Ｆｒｕ ＲＥ
蔷薇属 Ｒｏｓａ 钝叶蔷薇 Ｒ. ｓｅｒｔａｔａ Ｆｒ Ｆｒｕ ＲＥ

峨眉蔷薇 Ｒ. 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 Ｆｒ Ｆｒｕ ＲＥ
胡颓子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ａｅ 沙棘属 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 中国沙棘 Ｈ. 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 ｓｕｂｓｐ.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 Ｆｒｕ ＲＥ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荨麻属 Ｕｒｔｉｃａ 毛果荨麻 Ｕ.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ｓｕｂｓｐ. ｔｒｉｃｈｏｃａｒｐａ ＳꎬＬ Ｖ ＣＤ
牻牛儿苗科 Ｇｅｒ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老鹳草属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鼠掌老鹳草 Ｇ. ｓｉｂｉｒｉｃｕｍ Ｌ Ｖ ＣＤ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拳参属 Ｂｉｓｔｏｒｔａ 珠芽蓼 Ｂ. ｖｉｖｉｐａｒａ Ｓ Ｖ ＣＤ

大黄属 Ｒｈｅｕｍ 矮大黄 Ｒ. ｎａｎｕｍ Ｌ Ｖ ＣＤꎬＳＦ
石竹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蝇子草属 Ｓｉｌｅｎｅ 狗筋蔓 Ｓ. ｂａｃｃｉｆｅｒａ Ｌ Ｖ ＣＤ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市藜属 Ｏｘｙｂａｓｉｓ 灰绿藜 Ｏ. ｇｌａｕｃａ ＳꎬＬ Ｖ ＣＤ
车前科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车前属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大车前 Ｐ. ｍａｊｏｒ ＳꎬＬ Ｖ ＣＤ

平车前 Ｐ. ｄｅｐｒｅｓｓａ ＳꎬＬ Ｖ ＣＤ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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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１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食用部位１)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ａｒｔ１)
食用类别２)

Ｅｄｉｂｌ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２)
食用方法３)

Ｅｄｉ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３)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苦苣菜属 Ｓｏｎｃｈｕｓ 苦苣菜 Ｓ. 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 ＳꎬＬꎬＦｌ Ｖ ＣＤ
蒲公英属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蒲公英 Ｔ.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ＳꎬＬꎬＦｌ ＦＴꎬＶ ＣＤꎬＳＷ
黄缨菊属 Ｘａｎｔｈｏｐａｐｐｕｓ 黄缨菊 Ｘ. ｓｕｂａｃａｕｌｉｓ Ｆｌ ＦＴꎬＶ ＣＤꎬＳＷ

伞形科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葛缕子属 Ｃａｒｕｍ 葛缕子 Ｃ. ｃａｒｖｉ Ｆｒ Ｃ ＣＤ

　 １) Ｓ: 茎 Ｓｔｅｍꎻ Ｆｌ: 花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Ｌ: 叶 Ｌｅａｆꎻ Ｆｒ: 果实 Ｆｒｕｉｔꎻ Ｒ: 根 Ｒｏｏｔ.
　 ２)Ｖ: 蔬菜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ꎻ Ｆｒｕ: 水果 Ｆｒｕｉｔꎻ ＦＴ: 食疗 Ｆｏｏ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ꎻ Ｃ: 调料 Ｃｏｎｄｉｍｅｎｔ.
　 ３)ＣＤ: 凉拌 Ｃｏｌｄ ｄｉｓｈｅｓꎻ ＳＦ: 炒食 Ｓｔｉｒ ｆｒｙꎻ Ｓｏ: 腌制 Ｓｏｕｓｉｎｇꎻ ＲＥ: 生食 Ｒａｗ ｅａｔｉｎｇꎻ Ｓｔ: 蒸煮 Ｓｔｅａｍｉｎｇꎻ ＳＷ: 泡水 Ｓｏｃ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附表 ２　 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藏族药用植物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ｉａｎｚｈｕ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药用部位１)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１)
药用功效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木贼科
Ｅｑｕｉｓｅｔａｃｅａｅ

木贼属
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

问荆
Ｅ. ａｒｖｅｎｓｅ

ＡＰ 泻下逐水ꎬ清热解毒ꎬ凉血止血ꎬ清肝明目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ｂｙ
ｐｕｒｇａｔｉｏｎꎬ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ｔｏｘｉｎꎬ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ｆｏｒ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ꎬ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ｌｉｖｅｒ ｆｉｒｅ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ｙｅｓｉｇｈｔ

水麦冬科
Ｊｕｎｃ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水麦冬属
Ｔｒｉｇｌｏｃｈｉｎ

水麦冬
Ｔ. ｐａｌｕｓｔｒｉｓ

Ｆｒ 涩肠止泻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ｗｉｔｈ ａｓｔｒｉｎｇｅｎｔｓ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角盘兰属
Ｈｅｒｍｉｎｉｕｍ

角盘兰
Ｈ. ｍｏｎｏｒｃｈｉｓ

ＡＰ 滋补肾阴ꎬ滋阴益胃ꎬ养血调经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ｋｉｄｎｅｙ ｙｉｎꎬ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ｙｉｎ
ｆｏｒ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ｇ ｓｔｏｍａｃｈꎬ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

鸢尾科
Ｉ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鸢尾属
Ｉｒｉｓ

马蔺
Ｉ. ｌａｃｔｅａ

ＡＰ 清热解毒ꎬ清热消肿ꎬ凉血止血ꎬ淡渗利湿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ｔｏｘｉｎꎬ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ｆｏｒ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ꎬ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ｆｏｒ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ｄｒｕｇｓ ｏｆ ｔａｓｔｅｌｅｓｓ ｆｌａｖｏｒ

石蒜科
Ａｍａｒｙｌｌｉｄａｃｅａｅ

葱属
Ａｌｌｉｕｍ

天蓝韭
Ａ. ｃｙａｎｅｕｍ

ＡＰ 疏风散寒ꎬ疏肝和胃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ｗｉｔｈ ｐｕｎ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ａｒｍ
ｎａｔｕｒｅｄ ｄｒｕｇｓꎬ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ｎｇ ｓｔａｇｎａｔｅｄ ｌｉｖｅｒ ｑｉ 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ｔｏｍａｃｈ

小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小檗属
Ｂｅｒｂｅｒｉｓ

甘肃小檗
Ｂ.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

ＲꎬＳ 清热解毒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ｔｏｘｉｎ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翠雀属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蓝翠雀花
Ｄ. ｃａｅｒｕｌｅｕｍ

ＡＰ 清泻肠热ꎬ燥湿敛疮ꎬ涩肠止泻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ｈｅａｔꎬ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ｉｎｇｉｎｇ ｓｏｒｅｓ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ｗｉｔｈ ａｓｔｒｉｎｇｅｎｔｓ

铁线莲属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甘青铁线莲
Ｃ.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

ＡＰ 消食化滞ꎬ健脾化湿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ｆｏｏｄ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ｓｐｌｅｅｎ ｆｏｒ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乌头属
Ａｃｏｎｉｔｕｍ

高乌头
Ａ. ｓｉｎｏｍｏｎｔａｎｕｍ

Ｒ 除湿通络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ｒｅｄｇ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景天科
Ｃｒａｓｓｕｌａｃｅａｅ

红景天属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

小丛红景天
Ｒ. ｄｕｍｕｌｏｓａ

ＲꎬＳ 补肾明目ꎬ滋阴安神ꎬ活血调经 Ｔｏｎｉｆｙｉｎｇ ｋｉｄｎｅｙ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ｙｅｓｉｇｈｔꎬ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ｙｉｎ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ｑｕｉ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ｆｌｏｗ 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黄耆属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斜茎黄耆
Ａ. ｌａｘｍａｎｎｉｉ

Ｓｅ 益气安神ꎬ补肾摄精ꎬ清肝明目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ｇ ｑｉ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ｑｕｉ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ｋｉｄｎｅｙ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ｓｅｍｅｎꎬ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ｌｉｖｅｒ ｆｉｒｅ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ｙｅｓｉｇｈｔ

西北黄耆
Ａ. ｆｅｎｚｅｌｉａｎｕｓ

Ｒ 补气 升 提ꎬ益 气 固 表ꎬ透 脓 生 肌ꎬ泻 下 逐 水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ｑｉ ｆｏｒ
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ꎬ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ｑｉ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ｕｓ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ｂｙ ｐｕｒｇａｔｉｏｎ

锦鸡儿属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短叶锦鸡儿
Ｃ. ｂｒｅｖｉｆｏｌｉａ

Ｒ 清热解毒ꎬ清热消肿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ｔｏｘｉｎꎬ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ｆｏｒ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金露梅属
Ｄａｓｉｐｈｏｒａ

金露梅
Ｄ.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ＡＰ 清化暑湿ꎬ消食化滞ꎬ活血调经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ｆｏｏｄ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ｆｌｏｗ 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

银露梅
Ｄ. ｇｌａｂｒａ

ＡＰ 清热解暑ꎬ健脾化湿ꎬ活血调经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ｈｅａｔꎬ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ｓｐｌｅｅｎ ｆｏｒ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ｆｌｏｗ 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

栒子属
Ｃｏｔｏｎｅａｓｔｅｒ

灰栒子
Ｃ. ａｃｕｔｉｆｏｌｉｕｓ

ＡＰ 凉血止血ꎬ解毒消痈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ｆｏｒ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ꎬ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ｘｉｎ ｆｏｒ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ａｒｂｕｎｃｌｅｓ

花楸属
Ｓｏｒｂｕｓ

陕甘花楸
Ｓ. ｋｏｅｈｎｅａｎａ

Ｆｒ 消食化滞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ｆｏｏｄ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

蔷薇属
Ｒｏｓａ

峨眉蔷薇
Ｒ. 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

ＲꎬＦｌꎬＦｒ 涩肠止泻ꎬ固摄止血ꎬ固冲止带ꎬ杀虫消疳ꎬ清热解毒ꎬ活血调经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ｗｉｔｈ ａｓｔｒｉｎｇｅｎｔｓꎬ ａｓｔｒｉｎｇｉｎｇ ｆｏｒ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ꎬ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Ｃｈｏｎｇ Ｖｅｓｓｅｌ ｆｏｒ ｓｔｏｐｐｉｎｇ ｌｅｕｋｏｒｒｈａｇｉａꎬ 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ｃｕｒｉｎｇ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ｔｏｘｉｎꎬ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ｓｐｌｅｅｎ ｆｏｒ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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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２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药用部位１)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１)
药用功效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蕨麻属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蕨麻
Ａ. ａｎｓｅｒｉｎａ

Ｒ 固摄止血ꎬ涩肠止泻 Ａｓｔｒｉｎｇｉｎｇ ｆｏｒ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ｗｉｔｈ
ａｓｔｒｉｎｇｅｎｔｓꎬ

胡颓子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ａｅ

沙棘属
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

中国沙棘
Ｈ. 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
ｓｕｂｓｐ.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Ｆｒ 祛痰化浊ꎬ消食化滞ꎬ活血化瘀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ｙꎬ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ｆｏｏｄ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ｓｔａｓｉｓ

亚麻科
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亚麻属
Ｌｉｎｕｍ

宿根亚麻
Ｌ. ｐｅｒｅｎｎｅ

ＦｌꎬＦｒ 温经活血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牻牛儿苗科
Ｇｅｒ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老鹳草属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草地老鹳草
Ｇ. ｐｒａｔｅｎｓｅ

ＡＰ 除湿通络ꎬ涩肠止泻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ｒｅｄｇ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ｗｉｔｈ ａｓｔｒｉｎｇｅｎｔｓ

瑞香科
Ｔｈｙｍｅｌａｅａｃｅａｅ

瑞香属
Ｄａｐｈｎｅ

黄瑞香
Ｄ. ｇｉｒａｌｄｉｉ

ＳꎬＲ 祛风 燥 湿ꎬ 活 血 化 瘀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ｓｔａｓｉｓ

狼毒属
Ｓｔｅｌｌｅｒａ

狼毒
Ｓ. ｃｈａｍａｅｊａｓｍｅ

Ｒ 软坚散结ꎬ杀虫消疳 Ｓｏｆｔ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ｈａｒｄ ｍａｓｓꎬ 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ｃｕｒｉｎｇ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菥蓂属
Ｔｈｌａｓｐｉ

菥蓂
Ｔ. ａｒｖｅｎｓｅ

ＡＰꎬＳｅ 清肝 明 目ꎬ 祛 风 燥 湿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ｌｉｖｅｒ ｆｉｒｅ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ｙｅｓｉｇｈｔ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萹蓄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萹蓄
Ｐ. ａｖｉｃｕｌａｒｅ

ＡＰ 清热通淋ꎬ淡渗利湿ꎬ杀虫消疳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ｉｎｇ ｓｔｒａｎｇｕｒｙ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ｄｒｕｇｓ ｏｆ ｔａｓｔｅｌｅｓｓ ｆｌａｖｏｒꎬ 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ｃｕｒｉｎｇ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拳参属
Ｂｉｓｔｏｒｔａ

珠芽蓼
Ｂ. ｖｉｖｉｐａｒａ

Ｓ 清热解毒ꎬ凉血止血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ｔｏｘｉｎꎬ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ｆｏｒ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酸模属
Ｒｕｍｅｘ

尼泊尔酸模
Ｒ.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Ｒ 清热攻下ꎬ凉血止血ꎬ杀虫消疳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ｕｒｇａｔｉｏｎꎬ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ｆｏｒ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ꎬ 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ｃｕｒｉｎｇ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腺毛藜属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菊叶香藜
Ｄ. ｓｃｈｒａｄｅｒｉａｎａ

ＡＰ 祛风 燥 湿ꎬ 杀 虫 消 疳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ｃｕｒｉｎｇ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市藜属
Ｏｘｙｂａｓｉｓ

灰绿藜
Ｏ. ｇｌａｕｃａ

ＡＰ 清热解毒ꎬ利水消肿ꎬ杀虫消疳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ｔｏｘｉｎꎬ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ｆｏｒ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ｅｄｅｍａꎬ 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ｃｕｒｉｎｇ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杜鹃花属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陇蜀杜鹃
Ｒ.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

ＬꎬＦｌ 清热泻肺ꎬ润肺化痰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ｐｕｒｇｉｎｇ ｌｕｎｇꎬ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ｌｕｎｇ ｆｏｒ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头花杜鹃
Ｒ. ｃａｐｉｔａｔｕｍ

ＬꎬＦｌ 祛痰化浊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ｙ

龙胆科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ｃｅａｅ

龙胆属
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麻花艽
Ｇ. ｓｔｒａｍｉｎｅａ

Ｒ 祛风 燥 湿ꎬ 祛 湿 宣 痹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ｒｅｄｇ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ｂｌｏｃｋａｇｅ

紫草科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微孔草属
Ｍｉｃｒｏｕｌａ

甘青微孔草
Ｍ. ｐｓｅｕｄｏｔｒｉｃｈｏｃａｒｐａ

ＡＰ 清热解毒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ｔｏｘｉｎ

木樨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

丁香属
Ｓｙｒｉｎｇａ

紫丁香
Ｓ. ｏｂｌａｔａ

Ｌ 清热利湿ꎬ涩肠止泻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ｗｉｔｈ ａｓｔｒｉｎｇｅｎｔｓ

车前科
Ｐｌａｎｔ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车前属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平车前
Ｐ. ｄｅｐｒｅｓｓａ

ＡＰ 清热解毒ꎬ清热凉血ꎬ利水消肿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ｔｏｘｉｎꎬ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ꎬ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ｆｏｒ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ｅｄｅｍａ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水苏属
Ｓｔａｃｈｙｓ

甘露子
Ｓ.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

ＡＰ 清肺润燥ꎬ健脾化湿ꎬ益气解表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ｌｕｎｇ￣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ｍｏ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ｄｒｙｎｅｓｓꎬ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ｓｐｌｅｅｎ ｆｏｒ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ｇ ｑｉ ｔｏ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香薷属
Ｅｌｓｈｏｌｔｚｉａ

密花香薷
Ｅ. ｄｅｎｓａ

ＡＰ 表里分消ꎬ化湿和中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ｂｙ ｄｉａ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ｕｒ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ｔｏｍａｃｈ

列当科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

马先蒿属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甘肃马先蒿
Ｐ.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

ＡＰ 清热解 毒ꎬ淡 渗 利 湿ꎬ敛 疮 止 痛ꎬ滋 补 肾 阴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ｔｏｘｉｎ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ｕｒｅ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ｄｒｕｇｓ ｏｆ ｔａｓｔｅｌｅｓｓ ｆｌａｖｏｒꎬ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ｓｏ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ｐａｉｎꎬ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ｋｉｄｎｅｙ ｙｉｎ

阿拉善马先蒿
Ｐ. ａｌａｓｃｈａｎｉｃａ

ＡＰ 清肝泻火ꎬ疏肝解郁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ｌｉｖｅｒ￣ｆｉｒｅꎬ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ｎｇ ｓｔａｇｎａｔｅｄ ｌｉｖｅｒ ｑｉ ｆｏｒ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ｑｉ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

藓生马先蒿
Ｐ. ｍｕｓｃｉｃｏｌａ

Ｒ 益气固表ꎬ滋阴安 神 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 ｑｉ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ꎬ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ｙｉｎ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ｑｕｉ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香青属
Ａｎａｐｈａｌｉｓ

乳白香青
Ａ. ｌａｃｔｅａ

ＡＰ 活血化瘀ꎬ滋阴平肝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ｓｔａｓｉｓꎬ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ｙｉ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ｑｕｉｌｌｉｚｉｎｇ ｌｉｖｅｒ ｙａｎｇ

蒲公英属
Ｔａｒａｘａｃｕｍ

蒲公英
Ｔ.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

ＡＰ 清热解毒ꎬ清热消肿ꎬ软坚散结ꎬ泻下逐水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ｔｏｘｉｎꎬ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ｆｏｒ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ꎬ ｓｏｆｔ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ｈａｒｄ ｍａｓｓꎬ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ｂｙ ｐｕｒｇａｔｉｏｎ

苦苣菜属
Ｓｏｎｃｈｕｓ

苦苣菜
Ｓ. 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

ＡＰ 清热解毒ꎬ凉血止血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ｔｏｘｉｎꎬ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ｆｏｒ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黄缨菊属
Ｘａｎｔｈｏｐａｐｐｕｓ

黄缨菊
Ｘ. ｓｕｂａｃａｕｌｉｓ

ＡＰ 凉血止血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ｆｏｒ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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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２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药用部位１)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１)
药用功效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蒿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艾
Ａ. ａｒｇｙｉ

ＡＰ 温经止血ꎬ散寒除湿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ｆｏｒ ｓｔｏｐｐｉｎｇ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ｃｏｌｄ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小球花蒿
Ａ. ｍｏｏｒｃｒｏｆｔｉａｎａ

ＡＰ 清热 消 肿ꎬ 凉 血 止 血ꎬ 祛 风 燥 湿ꎬ 杀 虫 消 疳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ｆｏｒ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ꎬ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ｆｏｒ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ｃｕｒｉｎｇ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火绒草属
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

香芸火绒草
Ｌ. ｈａｐｌｏｐｈｙｌｌｏｉｄｅｓ

ＡＰ 疏风散热ꎬ泻下逐水ꎬ凉血止血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ｗｉｔｈ ｐｕｎ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ｏｌ
ｎａｔｕｒｅｄ ｄｒｕｇｓꎬ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ｂｙ ｐｕｒｇａｔｉｏｎꎬ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ｆｏｒ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

蓟属
Ｃｉｒｓｉｕｍ

葵花大蓟
Ｃ. ｓｏｕｌｉｅｉ

ＡＰ 凉血 止 血ꎬ 清 热 消 肿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ｆｏｒ 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ꎬ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ｈｅａｔ
ｆｏｒ ｄ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忍冬属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唐古特忍冬
Ｌ.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

Ｆｒ 养血调经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

缬草属
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ａ

缬草
Ｖ.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Ｒ 调和气血ꎬ祛风燥湿ꎬ益气安神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ｉｎｇ ｑｉ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ꎬ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ｇ ｑｉ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ｑｕｉ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伞形科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柴胡属
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

黑柴胡
Ｂ. ｓｍｉｔｈｉｉ

ＡＰ 调和营卫ꎬ祛风解痉ꎬ疏肝解郁ꎬ疏散风邪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ｉｎｇ ｙｉｎｇｆｅｎ ａｎｄ
ｗｅｉｆｅｎ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ｗｉｎｄ ｆｏｒ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ｃｏｎｖｕｌｓｉｏｎꎬ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ｎｇ
ｓｔａｇｎａｔｅｄ ｌｉｖｅｒ ｑｉ ｆｏｒ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ｑｉ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ꎬ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葛缕子属
Ｃａｒｕｍ

葛缕子
Ｃ. ｃａｒｖｉ

ＦｒꎬＲ 疏肝 和 胃ꎬ 疏 风 散 寒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ｎｇ ｓｔａｇｎａｔｅｄ ｌｉｖｅｒ ｑｉ 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ｔｏｍａｃｈꎬ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ｗｉｔｈ ｐｕｎ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ａｒｍ
ｎａｔｕｒｅｄ ｄｒｕｇｓ

羌活属
Ｈａｎｓｅｎｉａ

羌活
Ｈ. ｗｅｂｅｒｂａｕｅｒｉａｎａ

ＳꎬＲ 散寒除湿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ｃｏｌｄ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ｉｎｇ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防风属
Ｓａｐｏｓｈｎｉｋｏｖｉａ

防风
Ｓ. 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ａ

Ｒ 疏风散寒ꎬ祛痰化浊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ｗｉｔｈ ｐｕｎ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ａｒｍ
ｎａｔｕｒｅｄ ｄｒｕｇｓꎬ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ｈｌｅｇｍ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ｙ

　 １)ＡＰ: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ꎻ Ｆｒ: 果实 Ｆｒｕｉｔꎻ Ｒ: 根 Ｒｏｏｔꎻ Ｓ: 茎 Ｓｔｅｍꎻ Ｓｅ: 种子 Ｓｅｅｄꎻ Ｆｌ: 花 Ｆｌｏｗｅｒꎻ Ｌ: 叶 Ｌｅａｆ.

附表 ３　 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藏族饲用植物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ｆ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ｉａｎｚｈｕ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饲用部位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

木贼科 Ｅｑｕｉｓｅｔａｃｅａｅ 木贼属 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 问荆 Ｅ. ａｒｖｅｎｓｅ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水麦冬科 Ｊｕｎｃ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水麦冬属 Ｔｒｉｇｌｏｃｈｉｎ 水麦冬 Ｔ. ｐａｌｕｓｔｒｉｓ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兰科 Ｏｒｃｈｉｄａｃｅａｅ 鸟巢兰属 Ｎｅｏｔｔｉａ 尖唇鸟巢兰 Ｎ.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鸢尾科 Ｉ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鸢尾属 Ｉｒｉｓ 马蔺 Ｉ. ｌａｃｔｅａ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扁穗草属 Ｂｌｙｓｍｕｓ 华扁穗草 Ｂ. ｓｉｎｏ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ｕｓ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蔺藨草属 Ｔｒｉｃｈｏｐｈｏｒｕｍ 双柱头蔺藨草 Ｔ. ｄｉ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ｃｕｍ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异燕麦属 Ｈｅｌｉｃｔｏｔｒｉｃｈｏｎ 藏山燕麦 Ｈ. ｔｉｂｅｔｉｃｕｍ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早熟禾属 Ｐｏａ 早熟禾 Ｐ. ａｎｎｕａ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阿洼早熟禾 Ｐ. ａｒａｒａｔｉｃａ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披碱草属 Ｅｌｙｍｕｓ 垂穗披碱草 Ｅ. ｎｕｔａｎｓ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短颖鹅观草 Ｅ. ｂｕｒｃｈａｎ￣ｂｕｄｄａｅ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针茅属 Ｓｔｉｐａ 紫花针茅 Ｓ. 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异针茅 Ｓ. ａｌｉｅｎａ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疏花针茅 Ｓ. 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羊茅属 Ｆｅｓｔｕｃａ 紫羊茅 Ｆ. ｒｕｂｒａ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羊茅 Ｆ. ｏｖｉｎａ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细柄茅属 Ｐｔｉｌ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双叉细柄茅 Ｐ.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冰草属 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 冰草 Ａ. ｃｒｉｓｔａｔｕｍ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固沙草属 Ｏｒｉｎｕｓ 青海固沙草 Ｏ. ｋｏｋｏｎｏｒｉｃａ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芨芨草属 Ｎｅｏｔｒｉｎｉａ 芨芨草 Ｎ. ｓｐｌｅｎｄｅｎｓ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野青茅属 Ｄｅｙｅｕｘｉａ 野青茅 Ｄ. ｐｙｒａｍｉｄａｌｉｓ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赖草属 Ｌｅｙｍｕｓ 赖草 Ｌ. ｓｅｃａｌｉｎｕｓ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翠雀属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ｕｍ 蓝翠雀花 Ｄ. ｃａｅｒｕｌｅｕｍ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铁线莲属 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甘青铁线莲 Ｃ.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银莲花属 Ａｎｅｍｏｎｅ 草玉梅 Ａ. 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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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饲用部位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

豆科 Ｆａｂａｃｅａｅ 苜蓿属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 ｓａｔｉｖａ 苜蓿 Ｍ. ｓａｔｉｖａ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黄耆属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斜茎黄耆 Ａ. ｌａｘｍａｎｎｉｉ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地八角 Ａ. ｂｈｏｔａｎｅｎｓｉｓ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锦鸡儿属 Ｃａｒａｇａｎａ 鬼箭锦鸡儿 Ｃ. ｊｕｂａｔａ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绣线菊属 Ｓｐｉｒａｅａ 高山绣线菊 Ｓ. ａｌｐｉｎａ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牻牛儿苗科 Ｇｅｒａｎｉａｃｅａｅ 老鹳草属 Ｇｅｒａｎｉｕｍ 老鹳草 Ｇ. 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ａｅ 锦葵属 Ｍａｌｖａ 圆叶锦葵 Ｍ. ｐｕｓｉｌｌａ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瑞香科 Ｔｈｙｍｅｌａｅａｃｅａｅ 瑞香属 Ｄａｐｈｎｅ 黄瑞香 Ｄ. ｇｉｒａｌｄｉｉ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十字花科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ｃｅａｅ 菥蓂属 Ｔｈｌａｓｐｉ 菥蓂 Ｔ. ａｒｖｅｎｓｅ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萹蓄属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萹蓄 Ｐ. ａｖｉｃｕｌａｒｅ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酸模属 Ｒｕｍｅｘ 尼泊尔酸模 Ｒ.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驼绒藜 Ｋｒａｓｃｈｅｎｉｎｎｉｋｏｖｉａ 驼绒藜 Ｋ. ｃｅｒａｔｏｉｄｅｓ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腺毛藜属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菊叶香藜 Ｄ. ｓｃｈｒａｄｅｒｉａｎａ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杜鹃花属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陇蜀杜鹃 Ｒ.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头花杜鹃 Ｒ. ｃａｐｉｔａｔｕｍ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紫草科 Ｂｏｒａｇｉｎａｃｅａｅ 微孔草属 Ｍｉｃｒｏｕｌａ 微孔草 Ｍ. ｓｉｋｋｉｍｅｎｓｉｓ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水苏属 Ｓｔａｃｈｙｓ 甘露子 Ｓ.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列当科 Ｏｒｏｂａｎｃｈａｃｅａｅ 马先蒿属 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甘肃马先蒿 Ｐ. 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阿拉善马先蒿 Ｐ. ａｌａｓｃｈａｎｉｃａ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藓生马先蒿 Ｐ. ｍｕｓｃｉｃｏｌａ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中国马先蒿 Ｐ.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桔梗科 Ｃａｍｐａｎｕｌａｃｅａｅ 沙参属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ａ 沙参 Ａ. ｓｔｒｉｃｔａ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蒿属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小球花蒿 Ａ. ｍｏｏｒｃｒｏｆｔｉａｎａ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香青属 Ａｎａｐｈａｌｉｓ 乳白香青 Ａ. ｌａｃｔｅａ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火绒草属 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 香芸火绒草 Ｌ. ｈａｐｌｏｐｈｙｌｌｏｉｄｅｓ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蓟属 Ｃｉｒｓｉｕｍ 葵花大蓟 Ｃ. ｓｏｕｌｉｅｉ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忍冬属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唐古特忍冬 Ｌ. 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败酱属 Ｐａｔｒｉｎｉａ 异叶败酱 Ｐ.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缬草属 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ａ 缬草 Ｖ.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伞形科 Ａｐｉａｃｅａｅ 柴胡属 Ｂｕｐｌｅｕｒｕｍ 黑柴胡 Ｂ. ｓｍｉｔｈｉｉ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附表 ４　 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藏族文化经济植物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ｉａｎｚｈｕ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科 Ｆａｍｉｌｙ 属 Ｇｅｎｕｓ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使用部位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ａｒｔ 用途１)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１)

柏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刺柏属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 祁连圆柏 Ｊ.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ＳꎬＳＭꎬＩ
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 松属 Ｐｉｎｕｓ 油松 Ｐ. 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ＳꎬＢＭꎬＩ
香蒲科 Ｔｙｐｈａｃｅａｅ 香蒲属 Ｔｙｐｈａ 小香蒲 Ｔ. ｍｉｎｉｍａ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Ｐｅ
禾本科 Ｐｏａｃｅａｅ 大麦属 Ｈｏｒｄｅｕｍ 青稞 Ｈ. ｖｕｌｇａｒｅ ｖａｒ. ｃｏｅｌｅｓｔｅ 果实 Ｆｒｕｉｔ Ｓ
杜鹃花科 Ｅｒｉｃａｃｅａｅ 杜鹃花属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 头花杜鹃 Ｒ. ｃａｐｉｔａｔｕｍ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ＳꎬＳＭ
唇形科 Ｌａｍｉａｃｅａｅ 青兰属 Ｄｒａｃ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ｍ 白花枝子花 Ｄ.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ＳＭ
菊科 Ａｓｔｅｒａｃｅａｅ 火绒草属 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ｕｍ 火绒草 Ｌ. ｌｅｏｎｔｏｐｏｄｉｏｉｄｅｓ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Ｐｅ
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 败酱属 Ｐａｔｒｉｎｉａ 异叶败酱 Ｐ. 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Ｐｅ

缬草属 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ａ 缬草 Ｖ.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Ｐｅ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金露梅属 Ｄａｓｉｐｈｏｒａ 金露梅 Ｄ. 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ＳＭꎬＢＭ

绣线菊属 Ｓｐｉｒａｅａ 高山绣线菊 Ｓ. ａｌｐｉｎａ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ＳＭ
荨麻科 Ｕｒｔｉｃａｃｅａｅ 荨麻属 Ｕｒｔｉｃａ 毛果荨麻Ｕ.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ｓｕｂｓｐ. ｔｒｉｃｈｏｃａｒｐａ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ＲＭＩ
胡桃科 Ｊ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 胡桃属 Ｊｕｇｌａｎｓ 胡桃 Ｊ. ｒｅｇｉａ 茎ꎬ叶 Ｓｔｅｍꎬ ｌｅａｆ ＳꎬＳＭ
瑞香科 Ｔｈｙｍｅｌａｅａｃｅａｅ 狼毒属 Ｓｔｅｌｌｅｒａ 狼毒 Ｓ. ｃｈａｍａｅｊａｓｍｅ 根 Ｒｏｏｔ ＲＭＩꎬＰａ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腺毛藜属 Ｄｙｓｐｈａｎｉａ 菊叶香藜 Ｄ. ｓｃｈｒａｄｅｒｉａｎａ 地上部分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ｒｔ Ｐｅ

　 １) Ｓ: 祭祀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ꎻ ＳＭ: 煨桑 Ｓｉｍｍｅｒｉｎｇ ｍｕｌｂｅｒｒｙꎻ Ｉ: 香 Ｉｎｃｅｎｓｅꎻ ＢＭ: 建材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ꎻ Ｐｅ: 香料 Ｐｅｒｆｕｍｅꎻ ＲＭＩ: 驱蚊除虫 Ｒｅｐｅｌｌｉｎｇ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ｅｃｔｓꎻ Ｐａ: 造纸 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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