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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伦中医蒙医通用药材比较研究

口包
·

照 日格图
� �云南 中医学 院药学院 昆明  !∀# ∀∀ ∃

包凤兰 �呼和浩特市 中蒙医院 呼和浩特 ∀ %∀ ∀ &∀∃

摘 要
∋
本文从 中医药学和蒙医药学具有较 多的通 用药材为切入点

,

从传统 医药理论
、

药物临

床应 用等方面比较研究
,

探讨异同之处
。

本文有助于拓展天然药物 临床应 用
、

探索天然药物的药性物

质基础
,

进而开发针对现代疾病谱疗效确切的天然药物新药
。

关健词
∋ 中医药 蒙医药 通用药材 比较研究

从 比较学的观点来看
,

中医与蒙医的临床用药

具有 比较的基础
,

不论是从历史上还 是地域上
,

两者

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相对于藏医药学而言
,

中医

药学和蒙医药学在地理环境
、

药用植物资源方面都

比较接近
,

通用的药材有 #∀ ∀ 多种
。

但同时又因为历

史
、

社会
、

文化背景 的差 异
,

中医与蒙 医又有各 自的

发展轨迹
,

可 以说是 同中有异
,

异 中有同
。

一
、

传统医药理论比较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
,

中 医药学和蒙医药 学相

互影响
、

相互借鉴
,

医药理论体系逐渐形成 了具有相

近 的天人相 应及整体观 的传统东方哲学思 想背景
。

下面从这两 大传统医药学理论的基本特点 中看它们

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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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理论))∗

阴阳是中国古代的一对哲学范畴
,

抽象为支配一

切事物正反两种对立消长 的力量
。

《老子》说
“

万物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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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日格图
,

阴而抱阳
” ,

指出阴阳矛盾为一切事物所固有
。

古代以

木
、

火
、

土
、

金
、

水五个哲学范畴来概括宇宙万物的起

源
,

并以五行相生相克 的动态模式来解释事物间的联

系与变化
。

中医籍此学说来说 明人体内部及人体与外

界 自然的相互关系
。

四气五味
,

是中药药性理论的主

要 内容
。

四气是指药物具有的寒
、

热
、

温
、

凉四种药性
,

古时也称四性
。

它是从药物作用于机体所发生的反应

概括出来的
,

是与所治疾病的寒热性质相对应 的
。

五

味
,

就是辛
、

甘
、

酸
、

苦
、

咸 五种不同的药味
,

代表着药

物不同的功效和应用
。

另有些药物具有淡味或涩味
,

因都分属于五味之中
,

所以仍然称为五味
。

升降浮沉

反映药物作用的趋向性
,

是说明药物作用性质的要领

之一
。

一般来说
,

药性升浮的
,

大多具有辛甘之味和温

热之性 ,药性沉降的
,

大多具有酸苦咸涩之 味和寒凉

之性
。

归经就是药物发挥治疗作用的具体部位
。

治某

经或某几经的病
,

就归这经或这几经
。

归是作用的归

属
,

经是脏腑经络的概称
。

归经是 以脏腑经络理论为

基础
,

以所治具体病证为依据来确立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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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医 药学理论−#∗

医学博士
,

副教授
,

硕 士研究 生导师
,

主要研究方 向
∋ 临床 中药学和 民族 医药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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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蒙古古代史料及许多文学艺术著作记载
,

古代

蒙古人称苍弯为
“

父天
” ,

称大地为
“

母地
” 。

蒙医药理

论是在对 自然界这种朴素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在《内经》
、

《四部医典》等书中
,

有古代蒙古人善于用

热性疗法治疗寒症的记载
,

如
“

蒙古灸
” , 用寒性疗法

治疗热症
,

如
“

酸马奶疗法
” 。

五元学说 �即土
、

水
、

火
、

气
、

空 ∃来源于古代印度医学
。

在蒙医学理论中
,

对人

体 的生理
、

病理
、

诊断
、

治疗原则
、

四施 �药物
、

外治
、

饮

食
、

起居 ∃等的解释
,

都 以五元学说为理论指导
。

蒙医

药学认为药用植物发育生长与
“

五元
”

有密切的关系
∋

药物靠土生长成形
,

是吸养之源 ,水有滋润 营养植物
,

促进其生长的作用 ,风在植物 内为生化因子
,

外界空

气具有养育植物的作用 , 火在植物内为能量
,

外界的

阳光
、

温度
,

使植物生 长成熟 , 空在植物 内为 间隙因

子
,

外界是使其发育长大的空 间
。

蒙药学认为药物有

单味和复合味两类
,

单味共六种
,

即甘
、

酸
、

咸
、

苦
、

辛
、

涩
,

称之为基本六味
。

一种药材具两种以上味道
,

称为

复合味
,

复合味共有 !1 种 , 即二味
、

三味
、

四味
、

五味

和六味复合味
。

药效和药性则是指因药味的性质而显

现的功效
,

是对药物治疗作用 的高度概括
,

总结为重
、

油
、

寒
、

钝
、

轻
、

糙
、

热
、

锐八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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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传统医药学理论共 同特点

尽管因地域
、

民族风俗 习惯
、

宗教文化 的差别而

表述不 同
,

但都 以天人相应及整体观为基本特点
。

概

括起来 如下
∋ �)∃ 认为 自然界由阴阳两大类物质及五

行元素或五元构成
,

它们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
,

并

时刻都在运动与变化之中
。

�#∃ 治疗疾病的药物都是

自然产物
,

通过药物 的药味反映药物 的功效
,

从药物

作用于机体所发生的反应概括 出药物具有 的寒
、

热
、

温
、

凉
、

钝
、

轻
、

糙
、

重
、

油
、

锐等药性 , 以药味
、

药效
、

药

力代表着药物不同的功效和应用 , 以升降浮沉和归

经反映药物作用的趋向性和脏腑经络 的选择性
。

药

物治疗 的基本原则为
“

疗寒以热药
,

疗热 以寒药
。 ”

使

药物的药性
、

药味与所治疾病 的寒热性质相对应
。

二
、

通用药材的比较

据文献记载
,

蒙药材 约有 # # & ∀ 多种 %& 川
,

经调查

考证 的蒙药材
,

属于植物种 子
、

果 实类的有 #∀& 种 ,

根及根茎类 # &% 种 , 全草类 # !  种 ,枝 叶类 !Γ 种 , 花

类 0& 种 ,皮类 &! 种
,

藤木类 & 种 , 菌藻类 %Γ 种 ,树

脂类 %Γ 种 ,植物的其他类 # 0 种 , 昆虫类 & ∀ 种 , 动物

类 # ∀ 种 ,矿 石类 Η0 种
,

这些 天然药材 当中有相 当

一部分蒙 医药材与中药药材相 同
,

这类药材 习称 中

蒙医通用药材
。

在常用蒙药 中约有 #∀∀
一 & ∀ ∀ 种之多

。

这些药材虽然 中医和蒙医都用
,

但 由于药性理论
、

地

区分布
、

民族宗教文化和临床 经验等诸因素导致两

大传统医药学对 同种天然药物的应用 和认识具有如

下特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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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加工各具特色

两种传统 医药学均重视药物加工
,

一 定的药物

处理能消除或降低药物 的毒性或副作用 , 改变药性

或提高疗效
,

便于粉碎加工及贮藏等
。

都采用净选加

工
、

饮 片切制
、

炒法
、

炙 法
、

锻法
、

蒸 煮法和制霜法等

方法
,

但具体药物的加工各具特色
。

如草乌在 中医 的

炮制据文献记载有醋煮
、

米潜水浸
、

黑豆煮
、

豆腐煮
、

姜汁煮等
。

草乌在蒙医中的炮制常用的方法为诃子

汤浸泡 , 童便 �尿 ∃和 清水浸 泡及适 量酸奶 浸泡等方

法
。

蒙药一般净选加工粉碎成散剂和丸剂者居多
,

中

药则主要加工成饮片
,

便于制备成水煎剂而服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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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剂量不 同

中药饮 片一般通过煎煮使之成为煎剂
,

剂量相

对于蒙药而言较大 , 蒙药粉碎 成散剂
,

生用较 多
,

故

剂量一般偏小
。

以成人为例
,

常用煮散剂
,

每次 & 一! Η
,

散剂和丸剂 %
(

! 一& Η
。

&
(

药用部位相异

对于同一药用植物 中医和蒙医常采用不同部位

作为药物来应用
,

例如漆树科植物南酸枣
,

中医用它

的树皮治疗烫伤
,

其果实称广枣 ,蒙医则用其果实治

疗心脏病
。

草乌为毛莫科植物乌头 �野生种 ∃和北乌

头的块根
,

中医临床用其块根 ,蒙 医不仅用草乌的块

根
,

还用草乌芽 �地上 四横指嫩苗 ∃
、

草乌叶和草乌花

等
。

这样药物还有石榴籽
、

秦芜花
、

漏芦花等
。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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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应 用有别

牛芬子为菊科植 物牛芬 的果实
,

蒙 医认 为其药

性寒
、

味辛
、

苦
,

具有破痞
、

利尿功效
,

主治尿闭
、

死胎

不下
、

石痞 �膀胧结石和肾结石 ∃ , 中医则认为该 品具

必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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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疏散风热
、

解毒透疹
、

利咽散肿 的功效
,

用于治疗

外感风热
、

咳嗽咯痰不利及咽喉肿痛等证
。

肉豆范
,

中医偎 用于暖脾 胃
、

涩肠
、

下气
,

蒙医用 生 肉豆范治

疗心脏病
,

并用其假种 皮
“

肉豆寇衣
”

�药名为玉果

花 ∃
,

治疗 风
、

气
、

白脉病
。

功效临床应用不同的药 物

还有毛诃子
、

诃子
、

玉竹
、

甘松
、

石韦
、

石解
、

白豆范
、

芝麻
、

百合和五灵脂等
。

三
、

比较研究的意义

、
,产,了月Ι ��

 
!

拓宽临床应 用

中医药学和蒙医药学之 间通过在通用药物的药

性理论
、

药物 临床应用等方 面进行 比较
,

相互 借鉴
、

拓宽临床应用
。

发展传统医药药性理论
,

指导临床用

药
,

有助于提高我国传统医药学整体水平
。

例如中药

学 和蒙药学 对乌头 的药性 和临床应用 大致相近
,

各

有侧重
,

中药学 强调 乌头的辛热之性
,

性 散不收
,

善

用其回阳救逆
、

补火助阳和散寒止痛之功效 ∀ 蒙药学

不仅用乌头
、

草乌芽
、

草乌叶
、

草乌花等
,

除了祛除寒

湿
、

止痛和调节
“

赫依
”

#气机 ∃的功效外
,

重视乌头祛

除杀灭瘟疫 病原
“

粘
”

的药性
,

通过配伍达到清瘟解

毒
、

杀
“

粘
”

止痛和清热凉血的功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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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土∋呈索五丝丝鱼遗基丝
中药药味和药性 的物质基础研究是中药现代化

研究中的重要 内容
。

中药药性基础研究近来从用量

子 #群子 ∃统计 力学参数探索和界定 中药 阴阳性 ()∗ 、

稀

土元素含量与 中药药味 的关系研究 (+∗ 等方面来 进行
。

酸
、

苦
、

甘
、

辛
、

咸五味的物质基础与药效内在联系通

过大量的 中药化学成分提取分离
,

得到一定程度 的

认识  ,
一
−∗

。

如细辛味辛
、

甘草味甘
、

黄连味苦
、

芒硝 味

咸
,

不同的味有不同功能
,

辛 味药 含有挥发油
,

多有

发散行气
、

活血的作用
,

如生姜具有发汗解热作用 ∀

酸味药含有机酸
,

有 收敛 固涩 的作用
,

如乌梅能治久

痢脱肛 ∀甘味药含糖类及其它活性成分
,

可调补人体

气血 阴阳
,

缓急止痛
,

如大枣 甘缓和 中
,

甘草缓 急止

痛
,

调和诸药 ∀ 苦味药含生 物碱及苦 味质
,

有燥 湿或

泻下作用
,

能燥湿泻火 #如黄柏 ∃
,

清热泻火 #如黄连 ∃

等 ∀咸味药含较多 的无机物及其它活性成分
,

有软坚

润下作用
,

能软坚散结
,

滋阴潜阳
,

如芒硝含硫酸钠
,

能通便润燥 ∀海藻
、

昆布含碘
,

可 防治 甲状 腺肿
。

可

见
,

中药的性味
,

是由其化学成分决定的
,

成分不同
,

其 味各异
,

功效也有差别
。

令人感兴趣的是
,

中药学

和蒙药学对同一 药材 的药性
、

功效认识不一致
,

临床

应用有差别
。

这 种差异提示天然药物化学 物质成分

的复杂性
,

也为我们探索药物的药性和药味的物质

基础
,

提供了新 的视角
、

新的启示
。

通过对这两种传

统医药学通用药材在药性理论
、

功效认识和临床应

用的 比较研究
,

探索其相应 的药性 物质的异 同
,

有助

于深人
、

全面地研究天然药物的药效物质基础
,

促进

中药 的现代化
。

.
!

鱼选孟盆药鱼新药三发
在资源调查 分析研究

、

传统医药理论 比较研究
、

药物功效和临床应用 比较研究 的基础上
,

针对 当前

疾病谱的变化 如艾滋病
、

恶性肿瘤 和心血管疾病等

严重影 响人类健康的疾病谱 系进行药 物治疗研究
。

在传统医药理论或传统用药经验的指导 下
,

确定研

究 目标药物
,

进行成分化学研究
。

包括复方药物特征

成分
、

粗提物
、

有效部位
、

有效成分的确定等
。

然后进

行 系列药效学和毒理学研究
,

进而可以 开发疗效确

切的新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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