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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 ［基金项目］　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 “我国代表性区域特色中药资源保护利用”（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试点普查项目）

（２０１２０７００２）；云南省世居少数民族文化精品工程项目 “《中国傣药志》编研”
 ［通信作者］　马小军，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Ｔｅｌ：（０６９１）２１３６９８１，Ｅｍａｉｌ：ｍａｙｉｘｕａｎ１０＠１６３ｃｏｍ

典籍未收录傣药资源的增补与研究
△

张丽霞１，李海涛１，张忠廉１，林艳芳３，岩罕单３，何开仁４，张绍云５，马小军１，２

（１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药用植物研究所 云南分所，云南　景洪　６６６１００；
２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药用植物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３云南西双版纳民族医药研究所（西双版纳州傣医医院），云南　景洪　６６６１００；
４云南省德宏州中医医院，云南　芒市　６７８４００；５云南普洱市民族传统医药研究所，云南　普洱　６６５０００）

［摘要］　目的：丰富我国的傣药资源，为傣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文献资料查阅、野外调
查访谈、标本采集鉴定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傣药资源进行调查和整理，在此基础上，增补典籍未收录的傣药资

源。结果：新增典籍未收录的傣药植物２７２种，隶属于１０７科，２２８属。从地理分布看，这些种大部分分布于我国
热带亚热带地区；从药用部位来看，根及根茎类植物比例最高；从性味入塔来看，平性、苦味，入土塔和入风塔类

药物较多；从治疗疾病情况看，治疗风湿类、跌打损伤、感冒、腹痛腹泻、皮肤类、胃痛胃炎、妇科类、肝病等药

物较多。解药是傣医用药治病的一大突出特色，经统计新增２７２种傣药中有１４４种解药，占全部种类的５２９４％。
结论：我国有丰富的傣药资源，本研究明显增加了傣药的数量，提升了傣药记述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但在傣药的收

集和整理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建议在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中设立民族药调查专项。

［关键词］　傣药植物；新增名录；地理分布；药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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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医药是我国四大民族医药（藏、蒙、维、傣）

之一，具有２５００多年的悠久历史，是祖国传统医药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傣族文化的精华。傣族在

我国主要聚居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

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耿马、孟连、景谷、新平、金

平、元江、双江等地，现有人口１２０多万［１］。傣医

药文化源远流长，傣药资源十分丰富。傣族人民在

长期防病治病和生活实践中，依托这些得天独厚的

药物资源诊疗治病，总结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方药，

逐渐形成了一套以 “四塔（风、火、水、土）、五蕴

（色、识、受、想、行）”为核心的一门医学，具有

显著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傣族医药为傣族人民

的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抢救、继承和发展

傣族传统医药，广大科研、医务人员努力发掘继承、

抢救傣医傣药，先后收集、整理傣医药的史籍、经

书２００多部，出版了 《西双版纳傣药志》、《中国傣

医药彩色图谱》、《中华本草·傣药卷》等典籍。这

些著作的出版对研究和发扬我国传统傣医药学，起

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相对于傣族悠久的历

史、特殊的分布区域和丰富的药物利用知识，目前

有关傣药资源的科学系统整理仍显不够，资料记载

的傣药种类还很局限，部分品种存在记载错误，这

不仅有碍用药的准确性，也制约了傣医药的进一步

发展。为了更好地挖掘和利用我国丰富的傣药资源，

促进我国傣医药学的传承和发展，结合全国第四次

中药资源普查工作，笔者在对我国典籍已收录傣药

品种系统整理基础上，结合野外调查结果，新增了

在傣族民间被广泛使用但典籍未记录的一些傣药品

种，以期丰富我国的傣药资源，为傣药资源的开发

和利用提供参考。

１　研究方法

１１文献资料研究

在进行野外调查前，对 《西双版纳傣药志（１３

集）》（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 《傣医传统方药志》（１９８５
年）、《德宏民族药名录》（１９８９年）、《中华本草·
傣药卷 》（２００５年）、《傣药学》（２００７年）、《云南
省中药材标准（第 ３册和第５册）》（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９
年）、中国傣医药彩色图谱（２００３年）、云南民族药
志（１５卷）（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等傣药类书籍或涉及傣药
的民族药类书籍进行了系统整理，以 《Ｆｌｏｒｅｏｆ
Ｃｈｉｎａ》为标准，对所有物种的植物名称和拉丁名进
行校对，然后再对上述物种拉丁名进行同异名处理，

合并重复项，整理出我国典籍中已收录的傣药名录。

１２野外调查和访谈

采用村社关键人物访谈、半结构式访谈和药材

集市调查，重点访问傣族民间草医关于傣药应用方

面的传统知识，内容包括药物来源、药用功效、适

应症、常规用量、毒副作用、使用禁忌、炮制加工

方法、特殊使用方法、组方用药知识等信息，收集

散存于民间的傣医药文献资料（贝叶经、纸板经、手

抄书等），同时结合野外实地凭证标本和实物的收

集。调查地区涉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

景颇族自治州所辖县域及普洱市景谷、镇沅、西盟、

孟连等傣族居住区。

１３室内数据整理、标本鉴定和分析研究

采集的标本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云南分所李海涛副研究员鉴定，收集的手抄书、纸

板经等傣文资料经西双版纳傣医医院岩罕单副主任

药师翻译，对野外访问和记录的资料进行整理，再

与已整理出的我国典籍已收录的傣药名录匹配去重，

作为典籍未收录傣药资源的补充名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新增傣药植物的种类

经调查和整理，共新增２７２种傣药植物，隶属
于１０７科，２２８属，其中地衣类１科１属１种，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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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１科１属１种，苔藓植物１科１属１种，蕨类植物
４科４属４种，裸子植物５科５属５种，被子植物９５
科２１６属２６０种。主要的优势科有豆科（２０种）、菊

科（１８种）、桑科（１０种）、禾本科（１０种）、兰科
（１０种）。具体名录见表１。

表１　新增傣药植物名录
科名 植物名 拉丁名 地方名 西双版纳傣名 药用部位

松萝科 松萝 Ｕｓｎｅａ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ａ 松萝 飞拢 全草

里白科 芒萁 Ｄｉｃｒａｎｏｐｔｅｒｉｓｐｅｄａｔａ 芒萁 故岗 根或全草

瓶尔小草科 瓶尔小草 Ｏｐｈｉｏｇｌｏｓｓｕｍｖｕｌｇａｔｕｍ 一矛一盾 芽铃杠（德傣） 全草

肾蕨科 肾蕨 Ｎｅｐｈｒｏｌｅｐｉｓ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蜈蚣草 古假朗（德傣） 全草、根茎

阴地蕨科 绒毛阴地蕨 Ｂｏｔｒｙｃｈｉｕｍｌａｎｕｇｉｎｏｓｕｍ 绒毛阴地蕨 怕古海（德傣） 全草

苏铁科 云南苏铁 Ｃｙｃａｓ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 苏铁 全株

银杏科 银杏 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 银杏 麻白果（德傣） 种子

南洋杉科 贝壳杉 Ａｇａｔｈｉｓｄａｍｍａｒａ 竹柏 埋尚景 根茎、叶

罗汉松科 竹柏 Ｎａｇｅｉａｎａｇｉ 竹柏 埋尚景 叶

麻黄科 木贼麻黄 Ｅｐｈｅｄｒａｅｑｕｉｓｅｔｉｎａ 山麻黄 埋乎 根

杨梅科 毛杨梅 Ｍｙｒｉｃａ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 杨梅树 根皮

胡桃科 枫杨 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ｙａｓｔｅｎｏｐｔｅｒａ 枫杨树 埋松 根、叶

杨柳科 垂柳 Ｓａｌｉｘ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ｃａ 垂柳 孩甩 树根、树皮、枝、叶

桦木科 西桦 Ｂｅｔｕｌａａｌｎｏｉｄｅｓ 桦桃树 埋罗柯 树皮、茎木、根

桦木科 白桦 Ｂｅｔｕｌａ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 桦树皮 买货（德傣） 树皮

桑科 高山榕 Ｆｉｃｕｓ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高山榕 锅埋龙罕 树皮

桑科 大果榕 Ｆｉｃｕｓ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ａ 木瓜榕 锅麻哇 树根、树皮

桑科 硬皮榕 Ｆｉｃｕｓｃａｌｌｏｓａ 硬皮榕 锅勒朗 树皮、根、叶

桑科 钝叶榕 Ｆｉｃｕｓｃｕｒｔｉｐｅｓ 钝叶榕 锅海林吗 树皮、根

桑科 黄毛榕 Ｆｉｃｕｓｅｓｑｕｉｒｏｌｉａｎａ 黄毛榕 锅勒满 根茎

桑科 聚果榕 Ｆｉｃｕｓｒａｃｅｍｏｓａ 聚果榕 锅勒景 根

桑科 竹叶榕 Ｆｉｃｕｓｓｔ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ａ 竹叶榕 芽勒尚 根、叶

桑科 棒果榕 Ｆｉｃｕｓｓｕｂｉｎｃｉｓａ 棒果榕 勒嘿 根、叶

桑科 地果 Ｆｉｃｕｓｔｉｋｏｕａ 地石榴 麻哈另（德傣） 全草、根

桑科 草 Ｈｕｍｕｌｕｓ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草 芽林夯 全草

荨麻科 密花苎麻 Ｂｏｅｈｍｅｒｉａｄｅｎｓｉｆｌｏｒａ 密花苎麻 康顿 根

荨麻科 庐山楼梯草 Ｅｌａｔｏｓｔｅｍａｓｔｅｗａｒｄｉｉ 鸡血七 芽喋哈（德傣） 根

荨麻科 糯米团 Ｇｏｎｏｓｔｅｇｉａｈｉｒｔａ 糯米团 Ｍ康沙南 全草

荨麻科 藤麻 Ｐｒｏｃｒｉｓｃｒｅｎａｔａ 眼睛草 咱吧行（德傣） 茎、叶

荨麻科 荨麻 Ｕｒｔｉｃａｆｉｓｓａ 荨麻草 难番（德傣） 全草

檀香科 沙针 Ｏｓｙｒｉｓｑｕａｄ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ａ 山苏木 根、茎

桑寄生科 扁枝槲寄生 Ｖｉｓｃｕｍ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螃蟹脚 全株

蓼科 硬毛火炭母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ｖａｒｈｉｓｐｉｄｕｍ 小红人 块根

蓼科 齿果酸模 Ｒｕｍｅｘｄｅｎｔａｔｕｓ 土大黄 根

蓼科 土大黄 Ｒｕｍｅｘｍａｄａｉｏ 土大黄 土大黄（德傣） 根

商陆科 垂序商陆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商陆 全株

紫茉莉科 叶子花 Ｂｏｕｇ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ａｓｐ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ｓ 三角梅 莫当茂（德傣）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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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科名 植物名 拉丁名 地方名 西双版纳傣名 药用部位

落葵科 落葵薯 Ａｎｒｅｄｅｒａ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土三七 珠芽、藤茎

石竹科 金铁锁 Ｐｓａｍｍｏｓｉｌｅｎｅｔｕｎｉｃｏｉｄｅｓ 金丝矮坨坨 白马分鬃（德傣） 根

石竹科 掌脉蝇子草 Ｓｉｌｅｎｅ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ｅａ 瓦草参 根

石竹科 禾叶蝇子草 Ｓｉｌｅｎｅｇｒａｍｉｎｉｆｏｌｉａ 九头草 咱冷洪（德傣） 根

石竹科 短瓣繁缕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ｂｒａｃｈｙｐｅｔａｌａ 藤牛夕 根

木兰科 大叶木兰 Ｌｉｒｉａｎｔｈｅｈｅｎｒｙｉ 大叶木兰 锅端宽 茎木、叶

木兰科 巴东木莲 Ｍａｎｇｌｉｅｔｉａｐａ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 木莲树 锅楠母拜 树皮

木兰科 华中五味子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ｓ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吊吊香 根、茎、果实

樟科 土肉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ｏｓｍｏｐｈｌｏｅｕｍ 三条筋 树皮

樟科 银木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ｅ 大叶樟 埋宗皇 叶、树心

毛茛科 瓣蕊唐松草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ｐｅｔａｌｏｉｄｅｕｍ 马尾黄连 根茎、根

小檗科 十大功劳 Ｍａｈｏｎｉａ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十大功劳 洪难（德傣） 根、茎、叶

木通科 五月瓜藤 Ｈｏｌｂｏｅｌｌｉａ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八月炸 麻喝（德傣） 果实、根

木通科 大血藤 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ｃｕｎｅａｔａ 大血藤 可勒（德傣） 藤茎

防己科 秤钩风 Ｄｉｐｌｏｃｌｉｓｉａａｆｆｉｎｉｓ 苍白枰钩风的 沙里嘿 根

防己科 天仙藤 Ｆｉｂｒａｕｒｅａｒｅｃｉｓａ 大黄藤 解烘罕 根、藤茎

防己科 金线吊乌龟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ｃｅｐｈａｒａｎｔｈａ 白药子 扒零（德傣） 块根

防己科 粪箕笃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ａｌｏｎｇａ 粪箕笃 何桃列（德傣） 全株、根

防已科 青牛胆 Ｔｉｎｏｓｐｏｒａ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ａ 金钱吊葫芦 块根

胡椒科 石蝉草 Ｐｅｐｅｒｏｍｉａｂｌａｎｄａ 散血丹 全株

胡椒科 豆瓣绿 Ｐｅｐｅｒｏｍｉａｔｅｔｒａｐｈｙｌｌａ 岩豆瓣 全株

金粟兰科 全缘金粟兰 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ｈｕｓｈｏｌｏｓｔｅｇｉｕｓ 土细辛 全株

金粟兰科 银线草 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ｈ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银线草 芽买哏（德傣） 全草

马兜铃科 西藏马兜铃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ｉｉ 南木香 根

马兜铃科 管兰香 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ｓａｃｃａｔａ 土木香 根

山茶科 茶梨 Ａｎｎｅｓｌｅａ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红香树 树皮、叶

山茶科 岗柃 Ｅｕｒｙａｇｒｏｆｆｉｉ 岗柃 埋达赛 根茎、叶

藤黄科 莽吉柿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ｍａｎｇｏｓｔａｎａ 山竹 蒙呼 果皮、树皮

山柑科 羊角菜 Ｇｙｎａｎｄｒｏｐｓｉｓｇｙｎａｎｄｒａ 白花菜子 芽白喊（德傣） 种子、根、全草

十字花科 菜 Ｒｏｒｉｐｐａｉｎｄｉｃａ 菜 怕嘎六（德傣） 全草、种子

景天科 瓦松 Ｏｒ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ｆｉｍｂｒｉａｔａ 瓦松 芽乌磨（德傣） 全草

景天科 云南红景天 Ｒｈｏｄｉｏｌａ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豌豆七 罕放特（德傣） 根皮、全草

虎耳草科 岩白菜 Ｂｅｒｇｅｎｉａｐｕｒｐｕｒａｓｃｅｎｓ 红岩七 根茎

海桐花科 羊脆木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ｕｍｋｅｒｒｉｉ 羊脆木 树皮、叶

蔷薇科 黄毛草莓 Ｆｒａｇａｒｉａｎｉｌｇｅｒｒｅｎｓｉｓ 白草梅 麻无宁（德傣） 全草

蔷薇科 贵州石楠 Ｐｈｏｔｉｎｉａ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 梅子树 锅麻枫 根、叶、果

豆科 白花合欢 Ａｌｂｉｚｉａｃｒａｓｓｉｒａｍｅａ 白花合欢 锅山恩 根、树皮

豆科 合欢 Ａｌｂｉｚｉａ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 金合欢、细黑心 锅山罕 树皮、根、根皮

豆科 黄豆树 Ａｌｂｉｚｉａｐｒｏｃｅｒａ 黄豆树 埋团 根、树皮

豆科 绒毛叶杭子梢 Ｃａｍｐｙｌｏｔｒｏｐｉｓｐｉｎｅｔｏｒｕｍｓｕｂｓｐｖｅｌｕｔｉｎａ 三匹叶 根

豆科 节果决明 Ｃａｓｓｉａ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雄黄豆 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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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科名 植物名 拉丁名 地方名 西双版纳傣名 药用部位

豆科 象鼻藤 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ｍｉｍｏｓｏｉｄｅｓ 象鼻藤 夯嘿 藤茎、叶

豆科 大叶山蚂蝗 Ｄｅｓｍｏｄｉｕｍｇａｎｇｅｔｉｃｕｍ 大叶山蚂蝗 芽罕怀 根

豆科 三点金 Ｄｅｓｍｏｄｉｕｍｔｒｉｆｌｏｒｕｍ 斑鸠窝 全草

豆科 镰扁豆 Ｄｏｌｉｃｈｏｓｔｒｉｌｏｂｕｓ 大麻药 根

豆科 劲直刺桐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ａｓｔｒｉｃａ 劲直刺桐 锅埋短凉 树皮、根、叶

豆科 干花豆 Ｆｏｒｄｉａｃａｕｌｉｆｌｏｒａ 野京豆 根

豆科 穗序木蓝 Ｉｎｄｉｇｏｆｅｒａｈｅｎｄｅｃａｐｈｙｌｌａ 穗序木蓝 芽罗亮 全草

豆科 美丽胡枝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ｓｕｂｓｐＦｏｒｍｏｓａ 马扫帚 芽排灭龙（德傣） 全株、根

豆科 仪花 Ｌｙｓｉｄｉｃｅｒｈｏｄｏｓｔｅｇｉａ 铁罗伞 盛嘎龙（德傣） 茎叶、根

豆科 闹鱼崖豆 Ｍｉｌｌｅｔｔｉａｉｃｈｔｈｙｏｃｈｔｏｎａ 闹鱼藤 嘿夯亮 藤茎

豆科 球花豆 Ｐａｒｋｉａｔｉｍｏｒｉａｎａ 球花豆 锅埋光 根、树皮

豆科 田菁 Ｓｅｓｂａｎｉａ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ａ 田箐 锅夯喃 根

豆科 西南宿苞豆 Ｓｈｕｔｅｒｉａｖｅｓｔｉｔａ 铜钱麻黄 根

豆科 中华狸尾豆 Ｕｒａｒ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猫尾草 根

豆科 赤小豆 Ｖｉｇｎａ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ａ 红饭豆 驼丙（德傣） 种子

大戟科 石栗 Ａｌｅｕｒｉｔｅｓｍｏｌｕｃｃａｎａ 石栗 麻要 根、树皮

大戟科 土蜜藤 Ｂｒｉｄｅｌｉａｓｔｉｐｕｌａｒｉｓ 土蜜藤 嘿麻短 根、藤茎

大戟科 黄桐 Ｅｎｄ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大树跌打 全株

大戟科 粗糠柴 Ｍａｌｌｏｔｕ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ｎｓｉｓ 粗康柴 埋哈召 根、茎干

芸香科 山油柑 Ａｃｒｏｎｙｃｈｉａ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 山油柑 萊晚龙 根、叶

芸香科 小花山小橘 Ｇｌｙｃｏｓｍｉｓ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 小花山小橘 埋达巴 根、叶

芸香科 小芸木 Ｍｉｃｒｏｍｅｌｕｍｉｎｔｅｇｅｒｒｉｍｕｍ 癞蛤蟆跌打 全株

芸香科 九里香 Ｍｕｒｒａｙａｅｘｏｔｉｃａ 九里香 干燥叶、带叶嫩枝

芸香科 大叶臭花椒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ｍｙｒｉａｃａｎｔｈｕｍ 大叶臭椒 麻献 树皮、果、叶

苦木科 臭椿 Ａｉｌａｎｔｈｕｓ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椿根皮 永金（德傣） 根部、干部的内皮

楝科 麻楝 Ｃｈｕｋｒａｓｉａｔａｂｕｌａｒｉｓ 红椿树 埋永康 叶、树心、根

远志科 苦远志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ｓｉｂｉｒｉｃａｖａｒｍｅｇａｌｏｐｈａ 紫花地丁 全株

远志科 泰国黄叶树 Ｘａｎｔｈ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 泰国黄叶树 埋路囡 根茎、叶

漆树科 林生?果 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ａｓｙｌｖａｔｉｃａ 森林芒果 锅蒙巴 树皮、根、果仁

漆树科 小漆树 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ｄｅｌａｖａｙｉ 漆树 买哈万（德傣） 根、叶

无患子科 龙眼 Ｄｉｍｏｃａｒｐｕｓｌｏｎｇａｎ 龙眼树 麻南 根、树皮

无患子科 褐叶柄果木 Ｍｉｓｃｈｏｃａｒｐｕｓｐｅｎｔａｐｅｔａｌｕｓ 褐叶柄果木 赶仗 根、叶

无患子科 韶子 Ｎｅｐｈｅｌｉｕｍｃｈｒｙｓｅｕｍ 韶子 Ｗ哈麻鸟 树根

卫矛科 扶芳藤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换骨筋 茎、皮

卫矛科 雷公藤 Ｔｒｉ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 紫金藤 根

无患子科 倒地铃 Ｃａｒｄｉ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ｈａｌｉｃａｃａｂｕｍ 倒地铃 鲁里嘿 全草

茶茱萸科 假海桐 Ｐｉｔｔｏｓｐｏｒｏｐｓｉｓｋｅｒｒｉｉ 假海桐 埋比咪 茎木、树皮

鼠李科 多花勾儿茶 Ｂｅｒｃｈｅｍｉａ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 黑龙串筋 根、茎

葡萄科 东北蛇葡萄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
ｇｌａｎｄｕｌｏｓａｖａｒｂｒｅｖｉ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 野葡萄 根

葡萄科 乌蔹莓 Ｃａｙｒａｔ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乌蔹莓 芽波多 全草

葡萄科 三叶乌蔹莓 Ｃａｙｒａｔｉａｔｒｉｆｏｌｉａ 狗脚迹 全株

葡萄科 翅茎白粉藤 Ｃｉｓｓｕｓｈｅｘ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六方藤 黑芽嘎绿（德傣） 藤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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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科名 植物名 拉丁名 地方名 西双版纳傣名 药用部位

葡萄科 火筒树 Ｌｅｅａｉｎｄｉｃａ 印度火筒树 管吗郎 根、叶

葡萄科 绿叶地锦 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ｃｉｓｓｕｓｌａｅｔｅｖｉｒｅｎｓ 大绿藤 藤茎

葡萄科 叉须崖爬藤 Ｔｅｔｒａｓｔｉｇｍａｈｙｐｏｇｌａｕｃｕｍ 五爪金花 全株

葡萄科 毛枝崖爬藤 Ｔｅｔｒａｓｔｉｇｍａｏｂｏｖａｔｕｍ 毛枝崖爬藤 蒙沙厄 藤茎

葡萄科 毛葡萄 Ｖｉｔｉｓｈｅｙｎｅａｎａ 野葡萄藤 麻依藤（德傣） 全株、叶

锦葵科 冬葵 Ｍａｌｖａ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ｖａｒｃｒｉｓｐａ 冬葵 怕虎都（德傣） 根、茎、叶及种子

椴树科 刺蒴麻 Ｔｒｉｕｍｆｅｔｔａｒｈｏｍｂｏｉｄｅａ 刺蒴麻 芽板转 根

瑞香科 毛花瑞香 Ｅｒｉｏｓｏｌｅｎ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 桂花跌打 全株

大风子科 毛叶刺篱木 Ｆｌａｃｏｕｒｔｉａｍｏｌｌｉｓ 山刺子 锅麻金 根、茎木

秋海棠科 花叶秋海棠 Ｂｅｇｏｎｉａｃａｔｈａｙａｎａ 花酸苔 全株

秋海棠科 秋海棠 Ｂｅｇｏｎｉａｇｒａｎｄｉｓ 海棠团 块茎、果

秋海棠科 裂叶秋海棠 Ｂｅｇｏｎｉａｐａｌｍａｔａ 海棠龙 全草

桃金娘科 乌墨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ｃｕｍｉｎｉ 羊屎果 皮、果

使君子科 毗黎勒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ｂｅｌｌｉｒｉｃａ 毛诃子 麻先 果

柳叶菜科 假柳叶菜 Ｌｕｄｗｉｇｉａｅｐｉｌｏｂｉｌｏｉｄｅｓ 丁香蓼 菲 全草

山茱萸科 西域青荚叶 Ｈｅｌｗｉｎｇｉａｈｉｍａｌａｉｃａ 叶上花 全株

山茱萸科 青荚叶 Ｈｅｌｗｉｎｇ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叶上花 莫勒茂（德傣） 全株、根、果

山茱萸科 鞘柄木 Ｔｏｒｉｃｅｌｌｉａｔｉｌｉｉｆｏｌｉａ 大葫芦叶

五加科 黄毛
!

木 Ａｒａｌｉａｄｅｃａｉｓｎｅａｎａ 鸟不企 档共 根茎、叶

五加科 幌伞枫 Ｈｅｔｅｒｏｐａｎａｘ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幌伞枫 埋歪仗 根茎、叶

五加科 短梗大参 Ｍａｃｒｏｐａｎａｘｒｏｓｔｈｏｒｎｉｉ 短梗大参 档盖 叶、根茎

五加科 三七 Ｐａｎａｘｎｏｔｏｇｉｎｓｅｎｇ 三七 全株

五加科 辐叶鹅掌柴 Ｓｃｈｅｆｆｌｅｒａａｃｔｉｎｏｐｈｙｌｌａ 澳洲鸭脚木（鹅掌柴） 锅党剁 根茎、叶

伞形科 刺芹 Ｅｒｙｎｇｉｕｍｆｏｅｔｉｄｕｍ 刺芜荽 怕几崃（德傣） 全草

伞形科 杏叶茴芹 Ｐｉｍｐｉｎｅｌｌａｃａｎｄｏｌｌｅａｎａ 杏叶防风 根

杜鹃花科 白花树萝卜 Ａｇａｐｅｔｅｓｍａｎｎｉｉ 树萝卜 快根

杜鹃花科 岭南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ｍａｒｉａｅ 杜鹃 莫杜鹃（德傣） 花、果实

杜鹃花科 大叶乌鸦果 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ｆｒａｇｉｌｅｖａｒｍｅｋｏｎｇｅｎｓｅ 救军粮 树皮

紫金牛科 百两金 Ａｒｄｉｓｉａｃｒｉｓｐａ 八爪金龙 根、全草

紫金牛科 酸苔菜 Ａｒｄｉｓｉａ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 酸苔菜 锅讷 根

紫金牛科 纽子果 Ａｒｄｉｓｉａｖｉｒｅｎｓ 朱砂根 埋翁糯 根

报春花科 细梗香草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ｃａｐｉｌｌｉｐｅｓ 排草 全株

报春花科 红根草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大田基黄 芽丁落盖龙（德傣） 全草、根

柿树科 罗浮柿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ｍｏｒｒｉｓｉａｎａ 野柿花 茎、皮、叶、果

木犀科 白蜡树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鸡慷树 枝叶、树皮

木犀科 锈毛腀 Ｆｒａｘｉｎｕｓ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 跳皮树 树皮、叶

木犀科 女贞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ｌｕｃｉｄｕｍ 女贞子 麻白蜡（德傣） 成熟果实

马钱科 毛柱马钱 Ｓｔｒｙｃｈｎｏｓｎｉｔｉｄａ 马钱子 果实

龙胆科 美丽獐牙菜 Ｓｗｅｒｔｉａ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ｖａｒ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ａ 青叶丹 全草

夹竹桃科 毛车藤 Ａｍａｌｏｃａｌｙｘｍｉｃｒｏｌｏｂｕｓ 毛车藤 麻兴哈 根

夹竹桃科 山橙 Ｍｅｌｏｄｉｎｕｓｓｕａｖｅｏｌｅｎｓ 山橙 麻留（德傣） 果实

夹竹桃科 夹竹桃 Ｎｅｒｉｕｍｏｌｅａｎｄｅｒ 夹竹桃 罗埋西双冷 叶、树皮、去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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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科名 植物名 拉丁名 地方名 西双版纳傣名 药用部位

夹竹桃科 羊角拗 Ｓｔｒｏｐｈａｎｔｈｕｓ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ｕｓ 独根斑鸠菊 沙保拢烘 藤茎

夹竹桃科 胭木 Ｗｒｉｇｈｔｉａａｒｂｏｒｅａ 胭木 埋檬龙

夹竹桃科 倒吊笔 Ｗｒｉｇｈｔｉａ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倒吊笔 埋檬囡 根、叶、皮

萝雐科 白叶藤 Ｃｒｙｐｔｏｌｅｐｉ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白叶藤 麻话落养（德傣） 全草

萝雐科 白首乌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ｂｕｎｇｅｉ 白首乌 何麻说别（德傣） 块根

萝雐科 刺瓜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ｃｏｒｙｍｂｏｓｕｍ 刺瓜 滇罕崃（德傣） 全草

萝雐科 眼树莲 Ｄｉｓｃｈｉｄ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石瓜子 发杏（德傣） 全草

萝雐科 牛奶菜 Ｍａｒｓｄｅｎ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牛奶菜 沙保拢囡 藤茎、叶

萝雐科 翅果藤 Ｍｙｒｉｏｐｔｅｒｏｎｅｘｔｅｎｓｕｍ 翅果藤 歪先孙 根

萝雐科 黑龙骨 Ｐｅｒｉｐｌｏｃａｆｏｒｒｅｓｔｉｉ 滇杠柳 黑孙爸（德傣） 全株、根

萝雐科 夜来香 Ｔｅｌｏｓｍａｃｏｒｄａｔａ 夜来香 莫晃勒（德傣） 叶、花、果

萝雐科 娃儿藤 Ｔｙｌｏｐｈｏｒａｏｖａｔａ 卵叶娃儿藤 麻叉勒（德傣） 全草、根

茜草科 鷚茜 Ｂｅｎｋａｒ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鸡爪鷚 景告 根、叶

茜草科 金鸡纳树 Ｃｉｎｃｈｏｎａｃａｌｉｓａｙａ 金鸡纳 树皮、叶

茜草科 牛白藤 Ｈｅｄｙｏｔｉｓｈｅｄｙｏｔｉｄｅａ 接骨丹 全株

茜草科 藏药木 Ｈｙｐｔｉａｎｔｈｅｒａｓｔｒｉｃｔａ 藏药木 景叫 根、叶

茜草科 毛腺萼木 Ｍｙｃｅｔｉａｈｉｒｔａ 毛腺萼木 解锅干 根

茜草科 毛九节 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ｉａｐｉｌｉｆｅｒａ 小功劳 全株

旋花科 台湾银背藤 Ａｒｇｙｒｅｉａ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 银背藤 趴喝闷（德傣） 全株

旋花科 五爪金龙 Ｉｐｏｍｏｅａｃａｉｒｉｃａ 五爪金龙 妈散单（德傣） 根、叶、全草

旋花科 山土瓜 Ｍｅｒｒｅｍｉａｈｕｎｇａｉｅｎｓｉｓ 山土瓜 喝衣填（德傣） 块根

旋花科 掌叶鱼黄草 Ｍｅｒｒｅｍｉａｖｉｔｉｆｏｌｉａ 掌叶鱼黄草 芽几角 全草

田基麻科 田基麻 Ｈｙｄｒｏｌｅａｚｅｙｌａｎｉｃａ 田基麻 帕比英 根

紫草科 小花琉璃草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ｍ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ｕｍ 小花倒提壶 芽地答奴 全草

马鞭草科 灰毛大青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ｃａｎｅｓｃｅｎｓ 灰毛大青 宾满 根、叶

马鞭草科 腺茉莉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ｃｏｌｅｂｒｏｏｋｉａｎｕｍ 腺茉莉 宾修 根、叶

马鞭草科 白花灯笼 Ｃｌｅｒｏｄｅｎｄｒｕｍ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ｕｍ 灯笼草 通拖（德傣） 全草

马鞭草科 思茅豆腐柴 Ｐｒｅｍｎａｓｚｅｍａｏｅｎｓｉｓ 接骨树 全株

唇形科 密花香薷 Ｅｌｓｈｏｌｔｚｉａｄｅｎｓａ 密花香薷 因行藤（德傣） 全草

唇形科 大黄药 Ｅｌｓｈｏｌｔｚｉａｐｅｎｄｕｌｉｆｌｏｒａ 大黑头草 全株

唇形科 白绒草 Ｌｅｕｃａｓ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 白绒草 全草

唇形科 异色黄芩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ｄｉｓｃｏｌｏｒ 挖耳草 全株

茄科 喀西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ａｃｕｌｅ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喀西茄 哈麻喝布 根

茄科 黄果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ｎｕｍ 丁茄 麻黑冷良（德傣） 根、果、全草

玄参科 黑蒴 Ａｌｅｃｔｒａａｒｖｅｎｓｉｓ 化血胆 全草

玄参科 来江藤 Ｂｒａｎｄｉｓｉａｈａｎｃｅｉ 蜂蜜罐 根、叶

紫葳科 炮仗花 Ｐｙｒｏｓｔｅｇｉａｖｅｎｕｓｔａ 炮仗花 莫共佗（德傣） 花、叶

紫葳科 硬骨凌霄 Ｔｅｃｏｍａｒｉａｃａｐｅｎｓｉｓ 竹林标 全株

爵床科 白接骨 Ａｓｙｓｔａｓｉａｎｅｅｓｉａｎａ 白接骨 芽嘎缘（德傣） 全草、根

爵床科 黄花假杜鹃 Ｂａｒｌｅｒｉａｐｒｉｏｎｉｔｉｓ 黄花假杜鹃 比朵蒿 叶、根

爵床科 太平爵床 Ｍａｃｋａｙａｔａｐ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山壳骨 皮苦来 全草

壳斗科 锥栗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ｈｅｎｒｙｉ 锥栗 埋过累 茎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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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科名 植物名 拉丁名 地方名 西双版纳傣名 药用部位

壳斗科 栗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 栗树 埋过 树根

壳斗科 青冈 Ｃｙｃｌｏｂａｌａｎｏｐｓｉｓｇｌａｕｃａ 青刚栎 麻利 果仁

苦苣苔科 吊石苣苔 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ｕｓ 岩参 全株

忍冬科 珍珠荚
"

Ｖｉｂｕｒｎｕｍｆｏｅｔｉｄｕｍｖａｒｃｅａｎｏｔｈｏｉｄｅｓ 碎米果 全株

败酱科 蜘蛛香 Ｖａｌｅｒｉａｎａｊａｔａｍａｎｓｉ 马蹄香 全株

桔梗科 鸡蛋参 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ａｃｅａ 山鸡蛋 块根

桔梗科 铜锤玉带草 Ｌｏｂｅｌｉａｎｕｍｍｕｌａｒｉａ 铜锤玉带草 麻张宁（德傣） 全草

菊科 云南蓍 Ａｃｈｉｌｌｅａ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ｎａ 马茴香 全株

菊科 腋花兔儿风 Ａｉｎｓｌｉａｅａｐｅｒｔｙｏｉｄｅｓ 叶下花 莫得茂（德傣） 全草、根

菊科 白背兔儿风 Ａｉｎｓｌｉａｅａｐｅｒｔｙｏｉｄｅｓｖａｒａｌｂｏ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 叶下花 根

菊科 细穗兔儿风 Ａｉｎｓｌｉａｅａｓｐｉｃａｔａ 肾炎草 全草

菊科 裂苞艾纳香 Ｂｌｕｍｅａｍａｒｔｉｎｉａｎａ 尖苞艾纳香 芽娜龙 根

菊科 刺儿菜 Ｃｉｒｓｉｕｍａｒｖｅｎｓｅｖａｒｉｎｔｅｇ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小蓟 行多燕（德傣） 全草

菊科 万丈深 Ｃｒｅｐｉｓｐｈｏｅｎｉｘ 奶浆柴胡 全草

菊科 杯菊 Ｃｙａｔｈｏｃｌｉｎｅｐｕｒｐｕｒｅａ 小红篙 全草

菊科 显脉旋覆花 Ｄｕｈａｌｄｅａｎｅｒｖｏｓａ 黑威灵 根

菊科 一点红 Ｅｍｉｌｉａｓｏｎｃｈｉｆｏｌｉａ 一点红 怕南（德傣） 全草

菊科 沼菊 Ｅｎｙｄｒａｆｌｕｃｔｕａｎｓ 沼菊 帕蚌扁 全草

菊科 木耳菜 Ｇｙｎｕｒａｃｕｓｉｍｂｕａ 青跌打 全株

菊科 翅果菊 Ｌａｃｔｕｃａｉｎｄｉｃａ 山莴苣 芽桑西哈 根

菊科 蟛蜞菊 Ｓｐｈａｇｎｅｔｉｃｏｌａｃａｌｅｎｄｕｌａｃｅａ 蟛蜞菊 芽短恩 全草

菊科 金腰箭 Ｓｙｎｅｄｒｅｌｌａｎｏｄｉｆｌｏｒａ 金腰箭 芽帕撇 全草

菊科 锯叶合耳菊 Ｓｙｎｏｔｉｓｎａｇｅｎｓｉｕｍ 白叶火草 根

菊科 毒根斑鸠菊 Ｖｅｒｎｏｎｉａｃｕｍｉｎｇｉａｎａ 毒根斑鸠菊 沙保拢烘 藤茎

菊科 茄叶斑鸠菊 Ｖｅｒｎｏｎｉａｓｏｌａｎｉｆｏｌｉａ 茄叶斑鸠菊 ［丹毫温 根

百合科 折叶萱草 Ｈｅｍｅｒｏｃａｌｌｉｓｐｌｉｃａｔａ 呸菜跌打 根

百合科 蒙自藜芦 Ｖｅｒａｔｒｕｍｍｅｎｇｔｚｅａｎｕｍ 小粽包 全株

雨久花科 雨久花 Ｍｏｎｏｃｈｏｒｉａｋｏｒｓａｋｏｗｉｉ 雨久花 帕景 全草

鸢尾科 扇形鸢尾 Ｉｒｉｓｗａｔｔｉｉ 都拉 全株

灯心草科 灯心草 Ｊｕｎｃｕｓｅｆｆｕｓｕｓ 灯心草 芽落色（德傣） 草心、根

鸭跖草科 竹节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ｏｇｏｎａｃｉｃｕｌａｔｕｓ 竹节草 芽韩欢 全草

谷精草科 谷精草 Ｅｒｉｏｃａｕｌｏｎ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ｍ 谷精草 芽还猛（德傣） 全草

禾本科 鷚竹 Ｂａｍｂｕｓａｂｌｕｍｅａｎａ 弯钩刺竹 埋瓢 根、茎木

禾本科 香根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ｏｇｏｎｚｉｚａｎｉｏｉｄｅｓ 香根 先飞 全草

禾本科 版纳甜龙竹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ｉ 甜竹 埋弯 叶、根

禾本科 黄竹 Ｄｅｎｄｒｏｃａｌａｍｕ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 黄竹 埋产 根、叶

禾本科 大画眉草 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ｃｉｌｉａｎｅｎｓｉｓ 星星草 芽项草（德傣） 全草、花序

禾本科 白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白毛根 哈哈 根

禾本科 苦竹 Ｐｌｅｉｏｂｌａｓｔｕｓａｍａｒｕｓ 苦竹 埋烘 根、叶

禾本科 甜根子草 Ｓａｃｃｈａｒｕｍ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ｕｍ 甜根子草 芽外嫩 根

禾本科 鼠尾粟 Ｓｐｏｒｏｂｏｌｕ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ｓ 鼠尾粟 芽乎满 全草

禾本科 泰竹 Ｔｈｙｒｓ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ｓｉａｍｅｎｓｉｓ 泰竹 埋贺 根、叶

棕榈科 大叶蒲葵 Ｌｉｖｉｓｔｏｎａｓａｒｉｂｕｓ 大蒲葵 锅个 根、心轴、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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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科名 植物名 拉丁名 地方名 西双版纳傣名 药用部位

天南星科 大野芋 Ｃｏｌｏｃａｓｉａｇｉｇａｎｔｅａ 大野芋 帕顿 根茎

天南星科 旋苞隐棒花 Ｃｒｙｐｔｏｃｏｒｙｎｅｃｒｉｓｐａｔｕｌａ 八仙过海 全株

天南星科 曲苞芋 Ｒｅｍｕｓａｔｉａｐｕｍｉｌａ 岩芋 湾怕（德傣） 块茎

天南星科 岩芋 Ｒｅｍｕｓａｔｉａｖｉｖｉｐａｒａ 红芋 块根

天南星科 犁头尖 Ｔｙｐｈｏｎｉｕｍｂｌｕｍｅｉ 犁头尖 湾干（德傣） 块茎、全草

天南星科 鞭檐犁头尖 Ｔｙｐｈｏｎｉｕｍｆｌａｇｅｌｌｉｆｏｒｍｅ 水半夏 碗东嘎（德傣） 块茎

露兜树科 香露兜 Ｐａｎｄａｎｕｓａｍａｒｙｌｌｉｆｏｌｉｕｓ 香露兜 金欢 全草

露兜树科 露兜树 Ｐａｎｄａｎｕｓｔｅｃｔｏｒｉｕｓ 露兜勒 艺哈兰假（德傣） 根茎、果

芭蕉科 芭蕉 Ｍｕｓａｂａｓｊｏｏ 芭蕉花 归留麦朗（德傣） 花蕾、花

姜科 海南三七 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ｉａｒｏｔｕｎｄａ 海南三七 辛郎 块根

姜科 土田七 Ｓｔａｈｌｉａｎｔｈｕｓ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ｕｓ 土田七 晚盖撇 块根、叶

竹芋科 尖苞?叶 Ｐｈｒｙｎｉｕｍ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ｒｉｕｍ 尖苞叶 端章 根

兰科 密花石豆兰 Ｂｕｌｂ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果上叶 五到我（德傣） 假鳞茎、全草

兰科 三棱虾脊兰 Ｃａｌａｎｔｈｅｔｒｉｃａｒｉｎａｔａ 竹叶石风丹 全株

兰科 纹瓣兰 Ｃｙｍｂｉｄｉｕｍａｌｏｉｆｏｌｉｕｍ 树茭瓜 茎、果

兰科 高斑叶兰 Ｇｏｏｄｙｅｒａｐｒｏｃｅｒａ 石风丹 全株

兰科 鹅毛玉凤花 Ｈａｂｅｎａｒｉａｄｅｎｔａｔａ 双肾子 块根

兰科 指叶拟毛兰 Ｍｙｃａｒａｎｔｈｅｓｐａｎｎｅａ 岩葱 全株

兰科 毛唇芋兰 Ｎｅｒｖｉｌｉａｆｏｒｄｉｉ 坠千斤 全株

兰科 剑叶鸢尾兰 Ｏｂｅｒｏｎｉａｅｎｓｉｆｏｒｍｉｓ 树扁竹 全草

兰科 二叶舌唇兰 Ｐｌａｔａｎｔｈｅｒａｃｈｌｏｒａｎｔｈａ 二叶舌唇兰 芽货盖（德傣） 块茎

兰科 笋兰 Ｔｈｕｎｉａａｌｂａ 岩笋 全草

备注：傣语按地域差异分为西傣和德傣，傣名（音译）标注的为德傣音，未标注的为西傣音

２２新增傣药植物的地理分布格局
经调查和整理，在２７２种新增的傣药基源植物

中，在全国大部分省区均有分布的有１０种，其他多
数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我国主要分布于云南南部

和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四川南部、贵州南部

和福建南部，其中在云南有分布的超过２００种，占
新增傣药的 ８０５１％；其次是在广西、广东、贵

州、四川和福建有分布的种均超过１００种以上。在
国外的分布区多集中于亚洲的热带地区，如缅甸、

老挝、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傣泰民族较为集中的

区域。

从地理分布分析，由于傣族居住区主要处于热

带、亚热带地区，傣药植物在分布上与热带、亚热

带的植被分布相对应，存在明显的地域性。

表２　新增傣药在我国各省分布情况
省份 种数 比例（％） 省份 种数 比例（％） 省份 种数 比例（％）

云南 ２１９ ８０５１ 浙江 ７２ ２６４７ 河北 ２６ ９５６

广西 １５７ ５７７２ 江西 ６５ ２３９０ 辽宁 ２２ ８０９

广东 １４０ ５１４７ 西藏 ６４ ２３５３ 内蒙古 １９ ６９９

贵州 １３３ ４８９０ 陕西 ５４ １９８５ 青海 １５ ５５１

四川 １１９ ４３７５ 安徽 ５３ １９４９ 黑龙江 １５ ５５１

福建 １１３ ４１５４ 江苏 ４８ １７６５ 吉林 １５ ５５１

台湾 ９３ ３４１９ 河南 ４３ １５８１ 重庆 １１ ４０４

海南 ８４ ３０８８ 甘肃 ４１ １５０７ 新疆 １１ ４０４

湖南 ７７ ２８３１ 山西 ３１ １１４０ 宁夏 ８ ２９４

湖北 ７２ ２６４７ 山东 ２８ １０２９ 北京 ２ 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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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傣药资源中也有１９％的新增傣药在云南并
没有分布，表明傣族用药并非局限于热带和亚热带

地区原产药材，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傣族用药也

融入了中药和其他民族的用药经验，并在傣药理论

的指导下赋予了本民族的特色。

傣药和传统中药一样，也利用了一些外来资源，

这些资源并非原产我国，由于各种原因引种或逸野

的药材资源也充分的加以利用。在２７２种新增傣药
中，外来种有１５种，绝大多数原产于热带亚洲、南
美洲、北美洲、热带非洲和太平洋诸岛，外来种名

录见表３。

表３　新增傣药中的外来种
科名 植物名 拉丁名 原产地

芭蕉科 芭蕉 Ｍｕｓａｂａｓｊｏｏ 日本、朝鲜

豆科 球花豆 Ｐａｒｋｉａｔｉｍｏｒｉａｎａ 热带亚洲

豆科 田菁 Ｓｅｓｂａｎｉａｃａｎｎａｂｉｎａ 大洋洲和太平洋西

南诸岛

禾本科 香根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ｏｇｏｎｚｉｚａｎｉｏｉｄｅｓ 印度

落葵科 落葵薯 Ａｎｒｅｄｅｒａ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南美洲

南洋杉科 贝壳杉 Ａｇａｔｈｉｓｄａｍｍａｒａ 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

茜草科 金鸡纳树 Ｃｉｎｃｈｏｎａｃａｌｉｓａｙａ 南美洲

茄科 喀西茄 Ｓｏｌａｎｕｍａｃｕｌｅ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巴西

伞形科 刺芹 Ｅｒｙｎｇｉｕｍｆｏｅｔｉｄｕｍ 中美洲

桑科 草 Ｈｕｍｕｌｕｓ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欧洲和北美

商陆科 垂序商陆 Ｐｈｙｔｏｌａｃｃ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北美洲

十字花科 菜 Ｒｏｒｉｐｐａｉｎｄｉｃａ 南美洲和北美洲

藤黄科 莽吉柿 Ｇａｒｃｉｎｉａｍａｎｇｏｓｔａｎａ 印度尼西亚

紫葳科 炮仗花 Ｐｙｒｏｓｔｅｇｉａｖｅｎｕｓｔａ 巴西

紫葳科 硬骨凌霄 Ｔｅｃｏｍａｒｉａｃａｐｅｎｓｉｓ 热带非洲和马达加

斯加

２３新增傣药植物的药用特点

将傣药植物的药用部位划分为根及根茎类，茎

木类，皮类，叶类，花类，果实及种子类，全草、

其他类８类［２］，当同一傣药出现不同的药用部位时，

对每一部位的频次进行累加。统计结果表明（表４）：
根及根茎类入药频次最高，占总频次的３４４２％，其
次为全草类，占总频次的２５６３％，两者累计频率占
总频率的 ６００５％。其他药用部位入药比例低
于２０％。

分析新增傣药植物的性味与入塔情况（表 ５～
７），从药性上看，平性药物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
凉性类药物，凉性和平性药物累积频率达６４２６％；

从药味上看，苦味类药物所占比例最大，达

６１５４％，其次为涩味类药物，苦味类药和涩味类药
累计频率达８３００％。

傣医常以 “四塔（风、火、水、土）”来解释人

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指导临床辩治疾病，立

法用方，并做为药物的分类。傣药根据治病的特点

具有不同的归属，称谓入塔，即入风、火、水、土

四塔［３］。根据对新增傣药入塔频率分析，结果显示：

入土塔和入风塔类药物较多，两者累计频率

达７３４６％。

表４　药用部位统计
药用部位 频次 频率（％） 累计频率（％）

根及根茎类 １３７ ３４４２ ３４４２

全草 １０２ ２５６３ ６００５

叶类 ５５ １３８２ ７３８７

皮类 ３５ ８７９ ８２６６

茎木类 ３４ ８５４ ９１２１

果实及种子类 ２５ ６２８ ９７４９

花类 ７ １７６ ９９２５

其他类 ３ ０７５ １００００

表５　药性统计
药性 频数（次） 频率（％） 累计频率（％）

平 ９１ ３４６０ ３４６０

凉 ７８ ２９６６ ６４２６

温 ５７ ２１６７ ８５９３

寒 ３５ １３３１ ９９２４

热 ２ ０７６ １００００

表６　药味统计
药味 频数（次） 频率（％） 累计频率（％）

苦 １５２ ６１５４ ６１５４

涩 ５３ ２１４６ ８３００

酸 １８ ７２９ ９０２８

麻 １２ ４８６ ９５１４

香 ７ ２８３ ９７９８

甜 ４ １６２ ９９６０

辣 １ ０４０ １００００

咸 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表７　入塔统计
入塔 频数（次） 频率（％） 累计频率（％）

土 ２４４ ３７６５ ３７６５

风 ２３２ ３５８０ ７３４６

水 ８６ １３２７ ８６７３

火 ８６ １３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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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对傣药主治疾病情况的统计分析，结果显
示：新增傣药治疗疾病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风湿

类疾病（９５种，占总种数的３４９３％），跌打损伤（包
括骨折，８４种，占３０８８％）、感冒疾病（７２种，占
２６４７％）、腹痛腹泻（５８种，占２１３２％）、皮肤类
疾病（５４种，占 １９８５％），胃痛胃炎（４９种，占
１８０１％）、妇科类疾病（４３种，占１５８１％）、肝病
（包括肝炎、肝硬化、肝腹水，４０种，占１４７１％）
等，其他治疗的疾病还有泌尿疾病、神经衰弱、眼

疾、小儿疾病等，但所占比例小于１０％。
解药是傣医用药治病的一大突出特色，类型包

括综合解毒类、解妇女产后病类；解食物毒类；解

毒退热类；解毒蛇、蜈蚣、毒虫、野兽、疯狗毒类；

解酒毒类；解刀、枪伤毒类；解水、火烫伤毒类

等［４］。根据统计，２７２种傣药中有 １４４种解药，占
全部种数的５２９４％。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本研究明显增加了傣药的数量，丰富了我国的
傣药资源

　　作为我国四大民族医药之一，傣药的挖掘和研
究不但有利于傣族医药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承和发扬，

而且也是对我国民族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的重要

补充。本研究在对我国傣医药典籍进行系统整理的

基础上，通过对傣族民间传统知识的调查，新增傣药

植物名录２７２种，同时分析了这些傣药的地理分布格
局和传统用药特点，极大的丰富了我国的傣药资源和

用药知识，为傣药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奠定了基础。

３２本研究提升了傣药记述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对傣药品种进行系统整理和科学考证，是研究

与开发利用傣药的首要环节，对澄清原植物和傣药

质量标准制定，保障其临床疗效，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由于傣药种类繁多，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古

典医著记载不详，使各地傣医在一些药物基原认识

上存在分歧，一药多原、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现象

普遍，导致典籍中记载的傣药存在基源鉴定错误、

大量使用异名等问题。如傣族传统常用解药傣百解

在各专著中（包括 《云南省中药材标准》）一直按萝

雐科南山藤属植物苦绳 Ｄｒｅｇｅ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定名，笔者课
题组通过系统的植物学、生药学、分子生物学、化

学成分研究，结果表明该药材基源应该为牛奶菜属

植物通光散 Ｍａｒｓｄｅｎｉａｔｅｎａｃｉｓｓｉｍａ［５］。本研究在对典
籍已收录的傣药种类进行系统整理的过程中，以

《ＦｌｏｒｅｏｆＣｈｉｎａ》为依据，对不同书中使用的异名进
行了校对统一，对基源鉴定错误的品种进行了更正，

在些基础上，提出了新增傣药名录，提升了傣药记

述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３３在傣药的收集和整理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在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有必要设立民族药调查

专项

　　传统知识调查是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试点
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我国重要的四大民族

医药之一和云南省独有的民族医药资源，云南省把

傣药列为本省重点调查的民族药之一，本研究即为

该项调查工作的阶段性总结。通过实地调查收集补

充了大量的傣药及用药知识，但是由于大多数民间

草医的用药经验是通过祖辈口传心授学来的，并有

着密不外传的传统，束缚了民族民间医生的传播意

识，加之现有的普查队力量由于受时间、知识结构、

语言沟通等限制，无法深入的调查到更多有效的传

统知识。另外在傣药的收集和整理过程中发现，古

籍中尚记载有大量傣药信息，基源还有待进一步考

证，为了更好的挖掘我国博大精深的傣药等民族药

资源及利用知识，建议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设

立民族药调查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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