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黄蔑资源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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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茂
,

为豆科多年生草本植 物
,

性 温
,

味甘
,

功能

补气 固表
,

利水托疮
,

主治表虚 自汗
,

气虚 内伤
,

脾虚

泄泻
,

浮肿及痛疽等
。

山 西是黄 蔑的主要产 区
,

黄蔑 的产量
、

质量均居

世界之首
。

随着 医药事 业 的发展
,

黄 蔑的 药用 范围不 断拓

宽
,

需用量也随之大增
。

然而
,

与之相悖 的却是黄蔑野

生资源 日趋减少
。

同时
,

黄蔑的品种
、

品质
、

产地 及商

品规格等多种 因素均 出现 了不 同程度的变化
,

直接影

响着黄蔑的生产和使用
。

囿于上述种种
,

笔者拟围绕山西黄蔑资源的若 干

问题 发表个人 的一些看 法
,

旨在引起有关部门的重 视

及专家
、

学者的关注
。

1 资源的分布

山西产黄茂 已有久远 的历史
,

明成化本 《 山西 通

志 》记载
: “
大同府主产黄茂

。 ”
这则有关 山西黄茂资源

的最早文字记载
,

距今 已有 5 00 多年的历史 了
。

《萦峙

县志 》亦有 3 0 0 多年黄蔑种植史的文字可考
。

目前
,

山西黄茂资源 主要分布在管洋山
、

芦芽山
、

云中山
、

吕梁 山
、

太岳山
、

恒 山
、

五 台山
、

中条 山
,

分布

面之广涉及到全省 9个地 区 64 个县
、

12 0 余个 乡
。

分

布形式主要为野生
、

半野生状态
,

亦有部分家种
。

其 中

资源分布较集中
、

产量较高的县有浑 源
、

灵丘
、

天镇
、

阳高
、

繁峙
、

代县等
。

2 品种及质 t 特征

山西黄 蔑主要为豆科多 年生 草本植物蒙古黄蔑

A s t ar g a l u s m o n g h o l i o u s B u n g e 和 膜 英 黄 蔑

A
·

m e m b r a n a c e u s
( F i

s e
h ) B u n g e

的干燥 根
。

此外
,

还

有黄蔑的两个类似品种
:

2
.

1 黑 蔑
:

原 植 物 为 多 序 岩 黄 蔑 H
巴 d gs ur m

s m lt hl n u m b M
. ,

分布 于 山 西 北部 的 山 阴
、

朔州 及南

部 的霍 州等地
,

可代黄蔑人药
,

有降压
、

利尿 功效
。

2
.

2 小 白蔑 ( 亦称 小黄 蔑 )
:

原植 物 为金翼黄 蔑 A s -

t r o g a l u s c h r g s o户t e r u s B g e
. ,

分布 于 山西北 部的繁峙
、

五 台
、

朔州等地
,

亦有 降压
、

利尿之功效
。

目前
,

我 国商 品黄蔑 的质 量标 准 中尚无化 学成

分 的规定
,

《中华 人民共 和 国药 典 》也仅 规定 了浸 出

物 与灰分两项 内容
。

因此
,

衡量 黄蔑质 量的 优劣
,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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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统 的性状 鉴别为主
。

其性状除了药材的形 态外
,

常 以绵性大
、

柴性小
、

粉性强作为优质黄蔑 的主要鉴

别依据
。

山西产 蒙古 黄蔑 具有棍条长
、

不 打叉
、

糟头 小
、

皮嫩
,

断面粉性足
、

柴性小
、

油性大等特点
。

化学分析

表 明
:

其水 浸出物
、

醇 浸 出物
、

多 糖
、

氨基酸
、

微 量元

素含量 等多项指标
,

均优于 同类 品种
。

3 资源的开发利用

由于 种种原 因
,

如 生 产力 水平低 下
,

交 通不 便

等
,

山西 黄茂的生产一直 在低产量
、

低效益 的境况下

徘徊
。

山西虽 是黄蔑之 乡
,

但黄蔑加 工业 的历史 却很

短
。

在很长 的历史时期内
,

山西一直是黄茂 的原 料供

应地
,

黄茂加 工业 的
“

肥水
”

源源流人他乡
,

直至 1 9 2 7

年
,

浑源县才首家出现了黄茂加工业
。

1 9 3 5 年
,

浑源

县 从事黄茂加工业 的厂家 已 发展 到 20 多家
。

到 40

年代中期
,

其产 品
“
士杰

”
牌黄茂已打人 国际市场

,

畅

销东南亚
。

新 中国成立 后
,

由国家 投资在 山西 浑源 县建起

了
“

恒山黄蔑加工 厂
” ,

生 产能力达 100 万 公斤 /年 以

上
。

目前
,

山西全省黄蔑种植面积 已近 l h m “ ,

年 产量

约 10 0 万 k g 以 上
,

其中 80 % 以 上销往 国外和 省外
。

山西黄蔑资源 的开发与综合利用正臻于成熟
。

4 存在的问题

诚然
,

山西黄茂资源 的开发利 用 已 取得 了一定

成果
,

但一些令人优虑的问题 日趋显著
。

4
.

1 山西 黄 蔑资源大部分仍处于 野 生
、

半野 生状

态
,

家种形式尚难以 占主导地位
;

4
.

2 黄蔑资源的开发手段落后
,

资 源破 坏严重
;

4
.

3 尽管历 代医 学家公认黄蔑 为补药之
“

长
” ,

但至

今仍未发挥 其已 知的药理作 用
;

4
.

4 其产 品开发尚存在品种单调 的问题
,

难以 适应

不 同用户 的需求
;

4
.

5 山西黄 蔑的 内在 质量 正面临 着 日益严谨 的科

学分 析方法的挑战
;

4
.

6 尽 管山 西黄蔑 资源的 开发利用处于领先地 位
,

但 优 良 品种 的选育 问题及 其 品种 整理 问题 垂 待解

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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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几点建议

面对激烈 的市 场竟 争
,

为 了充分 发挥 山 西 黄蔑

的资 源优势
,

并变资源 优势为产 品优势
,

笔者 提出如

下建议
:

5
.

1 广泛开展保护黄 蔑资源的宣传 教育
,

同时积极

开展 野生 黄蔑 变家 种黄蔑 的研 究
,

大 力 推广和 普及

科学种植的新方法
、

新技术 ;

5
.

2 在保证黄 蔑质量的基础上
,

提高主产 区土地 利

用率及黄 蔑单位 面积产量
。

5
.

3 组织科研 人员花大力气选育 优 良品种
,

并寻求

减轻药农 劳动强度的栽培方法
。

5
.

4 拓宽黄蔑产品的开发面
,

逐步向食品
、

保健品
、

化

妆品等多种行业渗透
,

以尽快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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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中不常用汉字在计算机中的输人方法

武汉市第四 医院 (4 30 0 30) 郭 际
’

在工作中
,

我们 常常要 在计算 机 中输人 一些 中
“

符号
”
命令

,

这 时出现 一个 对话框
: “

字体
” ,

选择
“
宋

药名 称和专 业术语
,

但 并不是 所有 中药 名称 的汉字 体
” , “

子集
”
选择

“
部首及 难检字

” ,

接下来 就可 以 在

都 能在计算机 中找 到
,

有 时会 发现 个别 不常 用的 汉 汉字区中寻找所需要的汉字 了
。

字找不到
。

比如
“

篇蓄 ( iB
a n x

u)
”
中的

“

篇
”
字

, “

稀签 3) 汉 字 区中的汉字 是以偏旁部 首归类 的
,

先 找

草 ( iX ix
a
cn ao )" 中 的

“

稀
”

字
,

以 及
“

粉 草 薛 到要输人汉 字的偏旁部 首
,

再 在其 中搜寻 所需 的汉

( F e n
b i

x ie )
”
中的

“

解
”
字

。

字
。

为什 么 找不到这些 汉字呢 ? 原来计算机 的汉字 4) 举例
: “
篇

”
字在

“

朴
”
部的 第 17 行中 可以 找

库一般只收载 了常用字
,

约有 6 70 0 多个
,

一般 能够 到
, “

薛
”
字在

“

朴
”

部的第 30 行
, “

稀
”
字在

“

东
”
部的

满足 日常需 要
,

但像 以 上所 提到 的的 那几个 不 常见 第 2 行
。

找到这些汉字后
,

选择
“

插人
”
按钮 即可

。

汉字
,

无论用拼音 输人或者 五笔字形输 人方法
,

在计 5 )如果想在 W in do w s
的其他程序 如 W P S 97 中

算 机中就难 以打出了
。

笔 者就个人工作经验
,

介绍如 调用这些汉 字
,

可先在 W or d 97 中选择 这几个汉字
,

下解 决方法
。

通过
“

复制
” 、 “

枯贴
”

命令即可达到 目的
。

1 )如 果计算 机使 用 的操作 系 统为 W i
n d o w s

gx 通 过上述 方法
,

就可 以 在计 算机 中输 人一些 不

且安装 了 W or d 97 中文 版
,

这个 问题就很 容 易解决 常用的 中药名称 了
。

了
。

( 1 9 9 9
一

0 6
一

1 0 收稿 )

2) 运行 Wor d 97 中文版
,

选 择
“

插 人
”

菜单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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