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
.

C
.

F u ,

叶为长三角形或披针状三角形
,

质厚
,

下面疏被腺点及短毛
.

叶柄具翅
;
总苞较狭窄

。

硬

叶乌苏凤毛菊 va
r

.

fr 洲
a ik t

ag
. ,

叶枝后 密
,

下面无 毛
,

疏被蛛 丝状毛 以致密被棉毛
.

呈灰白色 )

2 6 ( 2 1 )
.

基生 叶或 茎下部叶基部楔形
,

圆形或截形
。

2 7 ( 2 8 )
.

总苞 片顶端 长尾状渐尖
,

反卷
;
叶质 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4
.

山凤毛菊 5
.

u m b r o s a

2 8 ( 2 7 )
.

总苞 片顶 端尖或钝
,

不反卷
。

29 ( 3 0)
·

叶下 面绿 色或灰绿色
,

无毛或近无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5 小花凤 毛菊 5
.

P a
二价 oar

.

3 0 (2 9)
.

叶下 面被 白色毡 毛或灰 白色蛛丝状毛
。

3 1 ( 3 2 )
.

茎中部叶披形或条状披 针形
,

总苞宽 8~ 15 m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6
.

龙江凤毛菊 s
.

a m ur en 盯
:

3 2 ( 3 1 )
.

茎 中部叶椭 回形或矩 圆状椭圆形 ;总苞宽 4~ s m m

1 7
·

蛮汗凤 毛菊 5
.

a l P in a v a r
.

m a n 入a n s c六a n e n s i s

4 小结与讨论

4
.

1 内蒙古凤毛菊属药用植物资源丰富
。

贮

藏量在千吨 以上
。

做药用的有 16 种 7 变种
。

目前尚未做为商品收购使用
,

仍 自采 自用
,

或

部分种做为牧草被啃食
。

鉴于药用资源初步

调查清楚
,

可 以有计划地加 以利用
。

做兽药更

有意义
。

4
.

2 凤毛菊属植物含有愈创木 内醋型 化合

物
,

大多味苦
。

因此
,

在进行化学和药理工作

时
,

可 以首先选取影响牧草质量
,

贮藏量大的

种
,

如 5
.

r u n c i n a t a
,

5
.

l a c i n i a z a
,

5
.

a m a r a ,

5
.

aj P o n i c a ,

5
.

n i v e a
.

5
.

P a vr flz
o r a 等

。

同时
,

在

蜜源植物 作保健 品方面
,

也是资源开发的途

径之一
。

4
.

3 内蒙古凤毛菊亚属植物在草原和沙漠

边缘遍布
,

对这一带的环境影响有利的方面

在于防风
、

固沙
、

消碱
,

不利方面是影 响牧草

质量
。

对其生态的研究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这样使得在药用开发
、

饮料评价和环境保护

统筹兼顾
。

参 考 文 献

1 S
.

L IP s e h i t z G e n u s

sa
u s s u r e a D C

.

( A s t e r a e e a e )
.

L e n i
-

Po P o li
.

1 9 7 9

2 马旅朱主编
.

内蒙 古植物志
.

第六卷
.

呼和浩特
:

内蒙

古人民出版社
,

1 9 8 2
:
2 2 7

3 朱亚民主编
.

内蒙古植物志
.

第三卷
.

呼和浩特
:

内蒙

古人民出版社
.

1 9 8 9
:
3 01

4 中华人 民共 和国卫生部药典 委员会编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卫生部药品标准 (藏药 )
.

第一册
.

19 95
:

12 3

( 1 9 98
一

1 1
一

0 9 收稿 )

蒙药材巴沙嘎的本草考证

内蒙古医 学院蒙药系 ( 通辽 0 2 8 0 4 1)

内蒙古兴安盟残疾人蒙 医学校

内蒙 古哲盟查全 台农场卫生 院

布 日额
’

浩比斯嘎拉 图

包国材

摘 要 我国蒙药资源 十分 丰富
。

目前 已查实资料统计
,

有植物药千余种
。

由于 同名异物
,

同物 异

名 之故
,

蒙药 品种 较为混乱
。 “
巴 沙嘎

”

仅是其中之一
。

本文对
“ 巴 沙嘎

”

进行 了本草考证
,

使之逐步

正 本清源
,

名实相符
。

关健 词 巴 沙嘎 同名 异物 同物异名 本草考证

A d d r e s s :
B u R l

一
e ,

D e p a r t m c n t o f M
o n g o l i a n D r u g ,

T o n g l i a o

布 日额 男
, 1 9 8 7 年 7 月毕业 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生物系

。

n n e r M o n g l i a C o l l e g e o f
`

l
一

r a d 一t一o n a ! M o n g o l一a n M e d l e i n e
,

1 9 9 5 ~ 1 9 9 7 年参加内蒙古 自学 考试内蒙古 医学院蒙医专业毕
业

。

现任内蒙古蒙医学 院蒙药 系药用植物教研室主任
,

讲师
。

内蒙古植物学青年 1
一

作者学会理事
。

从事药用植物学的教学和
科研工作

。

主持 研究的 《鄂尔多斯毕 日羊古的生药研究 》在 首届中国 民族医 药国 际研讨会上 交流并获 等奖
。

《鄂温克民间药
霞 日毛都的生药学研究 》被收 人 《中国 中医药最新研 创大 全 》并荣获 等 奖

。

挽 有《药用植物学 》等 4 种著作
,

约 50 万字
。

撰写
5 5 篇论文在省级以 上 刊物发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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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e x t u a l R e s e a r e h o n M a t e r i a M e d i e a o f t h e M o n g o l i a n M e d i e i n e 一 B as h a g a

B u
R i

, e ,

H
a o b is ig a l a t u a n d B

a o G u o e a i ( eD p a r t m e n t o f M o n g o l ia n D r u g
,

I
n n e r

M
o n g o li a C o ll e g e o f T r a -

d i t i o n a l M
o n g o

li
a n

M
e
d i

e in e ,

T o n g li
a o 0 2 8 0 4 1 )

A b s t r a c t M o n g o lia n f o lk m e d i e i n e w e r e r ie h i n t h e
i
r r e s o u r e e s

.

A e e o r d in g t o a r e e e n t s u r v e y
,

m e d i e i
-

n a l p l a n t s i n M
o n g o

l i
a m a y a m o u n t t o t h o u s a n d s

.

B
u t d

u e t o l a e k o f t o x o n o m ie s t u d y
,

m a n y h e r b a l m e d i e i n e s

m a y b
e

d
e s i g n a t e d b y t h

e s a m e n a m e w h
e r e a s a n o t h

e r s in g le h e r b m a y h
a v e s e v e r a l s y n o n y m s

.

A t e x t u a
l

s t u d y w i t h
r e f e r e n e e t o t h

e e
l
a s s i e a l t r e a t i s e

“
C

o m p e n
d i

u m o f M
a t e r i a M

e
d i

e a ” e o m P i l
e d b y L i S h i

z
h

e n o f

M i n g
yD

n a s t y ( 1 6 t h
e e n t u r y )

,

w a s e a r r ie d
o u t o n

aB
s h a g a , o n e o

f t h
e a

b
o v e m e n t i

o n e d M
o n g o

l i
a n

f
o
lk

m e d i e in e
.

T h
e r e s u

l t
o
f t h

e s t u
d y w

a s P r e s e n t e d h
e r e w it h

.

K
e y w o r d s B a s

h
a g a t e x t u a l s t u d y

“
C

o m p e n
d i

u m o
f M

a t e r
i
a
M

e
d i

e a ” o
f M i n g D y n a s t y

巴沙嘎是蒙 医常用药材之一
。

味苦
,

性

寒
。

具有凉血
,

止刺痛
,

解毒之功效 ; 临床上用

于治疗血热
、

血刺痛
、

肝热
、 “
宝 日

” 、

痞症
、

产

褥热等疾病的方剂 中
。

1 据历史文献考

由于历代蒙
、

藏医籍所载有异
,

各地蒙医

所用 巴沙嘎原植物种类繁多
,

其 中有蔷薇科

植物 仙鹤 草 A g ir m on ia iP b os a L e d e b
.

柴胡

B uP le u ur m s
p p

.

; 杜 鹃 花 科 植 物 羊 哪 踢

R h od
o d e n d r o n m o l l e ( B l

.

) G
.

D o n ; 爵床科植

物鸭 嘴花 A d h a t o d a v a s i c a N e e s ; 金 丝桃 科

植物 长柱金丝桃 了乃沪er i` u m : h ien sn 亡 L
.

; 唇

形 科 植 物 三 花 青 兰 D ar c
oc eP h al

u m

c oe
r u l e s c e n 、 ( M a x im

.

) D u m
.

; 紫 苏 P e r i l l a

fr
“ t e s c e n : ( I

J .

) B r i t t ; 水 棘 针 A m e t勺
s t e a

c a e r u l e a L
.

; 黄 花黄芬 S c u t尸 l l r i a b a i c a l e n s i s

G e o r g i ; 石竹 科植物 石竹 D i a n t h u : ` h i n e n s i s

L
. 、

瞿麦 D
.

slt P e br us I
J . 、

女娄菜 对七z a n d ir u m

a p r i c u m ( T u r c z
.

) R o h r b
.

; 玄参科植物纤毛

婆婆纳 V e or n i c a c i l i a t a F i s e h
. 、

毛果婆婆纳

V
.

e r i
o

舒
n e H

.

W i n k l
、

大 花 婆 婆 纳 V
.

h i
-

m a l e n s i: D
.

D o n 、

两裂婆婆纳 V
.

b i l o ba I
J . 、

小

婆婆 纳 V
.

se
了
了珍 ll i fd ia L

. 、

绵 毛 婆婆 纳 v
.

l a n , ` g i n o s a B e n t h
.

e t H o o k
.

f
. 、

齿 叶 草

O d o n t i t e s s e
or t i n a B e i e h ; 婴粟科植物 少花紫

董 oC yr d al is P a u `
ifl

o ar P e sr
. 、

蛇果紫荃 .C

oP h i o e a rP a H o o k
.

f
.

e t T h o m s
. 、

小 黄董 C
.

ar d d e a n a R e g e l
、

直立 紫董 C
.

s t r i c t a S t e p h
.

e x D C
. 、

西伯力亚 紫董 C
.

、 i b i r ; 。 a M a x im
. 、

《中草药 、 19 9 9 年第 3 0 卷第 l r )期

翠 雀状 紫荃 C
.

d e lP h i n i o i d e s F e d d e 等 8 科

2 5种 ` , 〕 。

来源较为混乱
,

严重影响临床疗效
。

为正本清源
,

据有关蒙
、

藏医籍
,

对 巴沙嘎原

植物作 了考证
。

《晶珠本草 》明记载
: “

植株形 状如沙棘

树 ; 茎空有髓
,

分枝处如 鸟爪
,

有节 ; 花黄 白

色
,

聚生顶端
,

白
、

红
、

蓝 3 种为佳 品
,

但藏地

不产
。

次品产于藏地
,

茎叶似香落
,

花黄色或

蓝色
,

亦有佳次之分 ; 或 叶花状如糙果紫董
,

但花黄色
,

茎方形
,

较长
,

味苦
,

叶茎断面放射

状
。

不产巴沙嘎地方可代用
” 。

据罗达尚考 〔 3〕 :

“ 《四部医典 》的彩色挂图中的
“
巴 沙嘎

”
是木

本植物
,

枝粗短
,

节膨大
,

叶片大而对生
” 。

《无

误蒙药鉴 》日 : “
巴沙嘎茎

、

叶大
,

似沙棘幼枝
,

茎空
,

分枝处如鸟爪
,

有节
,

花灰黄
、

灰红
、

蓝

3 色
” 。 “

产于西藏的茎
、

叶似香莆
,

花黄
、

蓝两

种或白
、

红
、

蓝 3 种
。

据让均多吉曰
:

不产巴沙

嘎地方的代用品具清热
; 叶花状如糙果紫荃

,

但花黄色
,

茎方形较长
,

味苦
,

茎叶断面放射

状
’

,[’ 〕
。

《认药白晶鉴 》载
: “
巴沙嘎生于山谷草

地
,

茎
、

叶大
,

茎心疏松
,

节处似鸟爪
,

花黄色
,

味苦
,

其中花白
、

红
、

蓝者为佳品 ; 生于西藏等

地茎叶似香蕾
,

具黄
、

蓝色花者次品
”
51[

。

《迪

庆藏 药 》载 巴沙 嘎正品为 鸭嘴花 A d h at
o d a

v as ic “ N ee S ,

并在
“

注
”
栏 载

: “ 《正 确认药 图

鉴 》本条附图注汉 文
“

闹杨花
” ,

《格西曲札藏

文辞典 》汉注 即据之
。

《藏汉大辞典 》
、

甘肃版

《藏汉词典 》均作绵毛婆婆纳
,

其实这也是缺

正 品时的代用品
”
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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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讨论

根据《 四部医 典 》的彩色挂 图和 《晶珠本

草 》
、

《无误蒙药鉴 》
、

《迪庆藏药 》的记载考证
,

巴 沙 嘎 正 品 为 鸭 嘴 花 A d h at
o d a v as i。

N ee s
. ,

其余无疑不是正品
。

因为这些都是草

本
,

其 中
,

羊掷镯虽为灌木
,

但无苦味
,

其枝节

不膨大
,

其根据考证如下
:

鸭嘴花其形态特征与《晶珠本草 》
、

《无误

蒙药 鉴 》记载相 似 ; 鸭 嘴花 系灌 木
,

高 2一 3

m
,

枝 有节
,

节膨大
,

茎
、

枝有髓
。

叶对生
,

革

质
。

花序穗状
,

集生枝顶 ;花 白色
,

冠上有紫色

纹理
,

枝味苦
。

与 《 四部医 典 》的彩色挂图相

符
:

即叶对生
,

大而厚
,

枝有节
,

节膨大
。

来源

相符
,

据罗达尚载
: “
西藏拉萨

、

云 南迪庆保存

的巴沙嘎正品经鉴定为鸭嘴花的枝
,

味极苦
。

语言相近
,

鸭嘴花在印度语
、

孟加拉语
、

梵语

中称
“ v a s a k a ” ,

梵语又称
: “ v a s ik a ” ,

拉 T 植物

名称种加词
“ v a s i C a ”

是 由上述 语言
“ v a s i k a ”

音泽而来
。

而藏语
“

哇沙嘎
” 、

蒙语
“
巴沙嘎

”

也

据此音泽的谐音得名
。

从上述考证
, “
巴沙嘎

”
正 品原植物应是

鸭嘴花
,

而本种植物虽为内蒙不产
,

但我国云

南
、

广东
、

广西均有分布
。

关于 《内蒙古蒙药材标准 》〔了二
中

“
巴沙嘎

”

正 品原植物定名为石竹科植物石竹 D ia nt h us

`
、

h i n e n s i s L
. 、

瞿麦 D
.

s u P e br : ` 5 L
.

的根据考证

为
:

石竹
、

瞿麦的形态特征与 《认药 白晶鉴 》记

载相似 ; 均为草本植物
,

节明显
,

略膨大
,

断面

中空
,

花棕紫色或棕黄色
。

《无误蒙药鉴 》记载

的虽为木本植物
,

但其附图为草本植物
,

图与

石竹
、

瞿麦极为相似
。

性味
、

功效上与鸭嘴花

相 同
,

味苦
,

性 寒
。

名 称 的语 音相 似
,

均 为

“ v as ik a ”
的音译的谐音得名

。

历代蒙医 自采

自用的
“
巴 沙嘎

”

均为草本植物
,

疗效确切可

靠
。

据此
,

《内蒙古蒙药材标准 》把
“
巴沙嘎正

品植物定名为石竹
、

瞿麦是有一定的依据
,

况

且本 2 种植物在内蒙广布
,

足 以满足蒙医之

需
。

据 《晶珠本草 》
、

《迪庆藏药 》考
,

玄参科婆

婆纳属 ( V e or in ca )植物
、

瞿粟科紫茧属 (oC yr
-

d al i : )植物均为巴沙嘎的代用品
。

据考
,

羊娜

踢
、

女娄 菜
、

长柱 金丝桃
、

紫苏
、

仙鹤草虽味

苦
,

但性温
。

三花青兰
、

水棘针
、

黄花黄荃虽味

苦
、

性寒
,

但 形态特征
、

功效等与本草记载不

符
。

齿叶草蒙名为
“

宝 日巴沙嘎
” ,

羊掷踢别名

为
“

闹杨花
” ,

由于 同名异物
,

异物 同名之故
,

误认为
“
巴 沙嘎

” 。

这些药物虽也有清热之效
,

但临床应用各有异同
,

为保证用药安全有效
,

应加以 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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