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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 《印度尤纳尼药典》 中 ２９８ 味药材的特点， 为我国拓展新药源和增添新主治提供参考。 方法　 提取

尤纳尼药名、 拉丁学名、 科名、 属名、 分布、 药用部位、 药理作用、 治疗用途以及剂量等信息， 建立数据库， 对 ２９８
味药材的科名特点、 分布情况、 药用部位和主治特点等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２９８ 味药材分布于 ９８ 个科， 主要有豆

科、 伞形科、 楝科等； 涉及 ２０７ 个属， 主要有印楝属、 榕属、 水黄皮属等。 有 ２４５ 味药材在中国有分布， 其中有药用

的有 ２２７ 味， 无药用的有 １８ 味， 无分布但有药用的有 １３ 味， 有 ５４ 种为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一部收载品种。 常见

的药用部位为果实及种子类， 其次是根及根茎类。 药材的生境多样， 总体分布的海拔范围在 １５０～ ５ ０００ ｍ； 在印度及

世界多个地方均有分布， 如亚洲、 欧洲和地中海， 其中 １０４ 味药材在全印度都有分布和药用。 主要药理作用有抗炎、
利尿、 镇静、 祛痰、 排出胃肠内气体； 常用于治疗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和神经系统疾

病。 结论　 印度尤纳尼药材品种丰富， 归属于热带常见科属， 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有特色。
关键词： 《印度尤纳尼药典》； 药材；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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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育吠陀、 中医学和阿拉伯医学并称为世界三大传统

医学， 不仅在本国很受欢迎， 而且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使

用［１］ 。 阿拉伯医学源于古代西方哲学的希波克拉底⁃盖伦医

学， 形成于 ８～ １２ 世纪的阿拉伯帝国 （６３２ ～ １２５８ 年）。 在

阿拉伯帝国统治时期和地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西方医史

学家将这一阶段的医学称为 “阿拉伯医学” 或 “古希腊⁃
伊斯兰医学” ［２］ 。

印度的传统医学包括阿育吠陀、 尤纳尼、 悉达、 顺势

疗法、 瑜伽和自然疗法［３］ ， 一般认为尤纳尼属于阿拉伯医

学体系［４］ ， 随着伊斯兰教传播到印度， 是印度继阿育吠陀

之后的第二大传统医学。 尤纳尼具有整体性诊断和个体化

治疗的特点， 其通过食疗、 药物治疗和外科手术等方式来

对抗疾病， 治疗药物包括植物药、 动物药和矿物药等［５］ 。
尤纳尼的理论基础是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所提出的体液学说，
体液平衡失调及机体不能排除致病废物将导致疾病， 在治

疗中强调发挥人体的自愈能力， 克服机体失调状态［６］ 。
印度政府为了制定尤纳尼药物的统一标准， 在遵循

１９４０ 年药品和化妆品法案的基础上， 于 １９６４ 年成立了尤纳

尼药典委员会， 亦在 １９７０ 年建立了印度医学药典实验室。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出版的 《印度尤纳尼药典》 共分 ２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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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６ 卷， 收载药材 ２９８ 味； 第二部 ３ 卷， 收载复方 １５０
个。 药材记载的体例有药名、 药用部位、 药材来源 （拉丁

学名、 科名、 分布、 海拔、 生境、 采收加工）、 药材别名

（用 １７ 种语言表达）、 药材的性状、 鉴别、 检查、 成分、 作

用、 治疗用途、 剂量和复方名称等。 本研究通过分析研究

２９８ 味药材的特点， 不仅有利于我国学者了解印度尤纳尼

的用药情况， 还可为我国引种和栽培尤纳尼药材以及为我

国拓展新药源和新用途提供参考。
１　 方法

１ １　 资料　 《印度尤纳尼药典》 共收载 ２９８ 味药材， 包括

２９７ 味植物药和 １ 味动物药 （家蚕）， 未收载矿物药［７］ 。 拉

丁学名与中文药名的对照翻译参考 《世界药用植物速查辞

典》 ［８］ ， 药材的作用及治疗用途是根据 《印度尤纳尼药典》
第二部中阿拉伯语的拉丁转写与英文的对照进行汉译的。
主治按照 《ＧＢ ／ Ｔ １４３９６⁃２０１６ 疾病分类与代码》 中的疾病

病名进行分类统计， 药用部位按照 《中药鉴定学》 ［９］ 中的

药用部位分类标准进行分类统计。
１ ２　 数据挖掘　 提取 《印度尤纳尼药典》 中药材的尤纳

尼药名、 拉丁学名、 科名、 属名、 地理分布、 海拔、 生境、
采收时间、 药用部位、 剂量、 药理作用和治疗用途等信息，
建立数据库， 并添加其在中国使用时的药用信息。 采用

Ｅｘｃｅｌ 统计分析药材的科名、 分布情况、 药用部位和治疗用

途等特点。
２　 结果

２ １　 科属特点　 ２９８ 味药材分布于 ９８ 个科， 主要有豆科、
伞形科、 楝科等 １４ 种科， 见表 １， 占总药材数的一半。 另

外， ２９８ 味药材分布于 ２０７ 个属， 其中常见的有印楝属、
榕属、 水黄皮属等。

表 １　 常见科名的分类统计

科名 药材数 ／ 种 占比 ／ ％
豆科 ３３ １１ ０７

伞形科 １３ ４ ３６
楝科 １１ ３ ６９

唇形科 １０ ３ ３６
菊科 １０ ３ ３６

葫芦科 ９ ３ ０２
大戟科 ７ ２ ３５
姜科 ７ ２ ３５

锦葵科 ７ ２ ３５
茄科 ７ ２ ３５

夹竹桃科 ６ ２ ０１
漆树科 ６ ２ ０１

十字花科 ６ ２ ０１
樟科 ６ ２ ０１

２ ２　 药用部位特点　 有 ２９７ 味药材记载了药用部位， 大多

数药用植物具有多个药用部位， 各药用部位的治疗用途有

差异。 结果表明， 使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果实及种子类

（３９ ３９％ ）、 根及根茎类 （１９ ８７％ ）、 皮类 （１０ １０％ ）、 叶

类 （９ ７６％ ）、 花类 （６ ７３％ ）、 全草类 （４ ７１％ ）、 树脂类

（４ ３８％ ）、 茎木类 （３ ０３％ ）、 其他类 （２ ０２％ ）。
２ ３　 分布、 生境和采收特点 　 有 ２８２ 味药材记载地理分

布， 在全印度分布的有 １０４ 味， 在喜马拉雅山脉分布的有

５５ 味， 其中在整个喜马拉雅山脉都有分布的有 ２０ 味。 除

南北极外， 这些药材在世界各地几乎均见分布， 主要分布

在亚洲， 见表 ２。
有 １０４ 味药材记载了海拔， 最高海拔为 ５ ０００ ｍ， 最低

海拔为 １５０ ｍ， 最常见的海拔为 １ ２００ ｍ （１８ 味）、 ９００ ｍ
（１０ 味）、 １ ５００ ｍ （８ 味）、 １ ８００ ｍ （６ 味） 等。

表 ２　 药材分布、 生境及采收时间统计

主要分布地

印度 药材数 ／ 种 其他地区 药材数 ／ 种
生境 药材数 ／ 种 采收时间 药材数 ／ 种

全印度 １０４ 亚洲 ５８ 野生 ２７ 四季 ２４
喜马拉雅山脉 ５５ 欧洲 ２７ 植物园 １８ 冬季 ２０

旁遮普邦 ２３ 地中海 １２ 耕地 １６ 秋季 １３
印度平原 １８ 非洲 １０ 树林 １３ 春季 １１

西孟加拉邦 １３ 美洲 ５ 水边 ５ 夏季 ９
阿萨姆邦 １１ — — 岩石 ３ — —
比哈尔邦 １０ — — 草地 ２ — —
高止山脉 ９ — — 寺庙 ２ — —

　 　 有 ６５ 味药材记载了其在印度的种植情况， 其中有 ３２
味在全印度均有种植， 如豇豆 Ｖｉｇｎａ ｕｎｑｕｉｃｕｌａｔａ （ Ｌｉｎｎ）．
ｗａｌｐ、 洋葱 Ａｌｌｉｕｍ ｃｅｐａ Ｌｉｎｎ．、 萝卜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Ｌｉｎｎ．
等。 有 ７３ 味药材记载生境， 其中大多数药材为野生， 其余

生长于植物园、 耕地、 树林和水边等地。
有 ６９ 味药材记载采收时间， 其中有 ２４ 味药材一年四

季均可采收， 如散沫花 Ｌａｗｓｏｎｉａ ｉｎｅｒｍｉｓ Ｌｉｎｎ．、 玉蝉花 Ｉｒｉｓ
ｅｎｓ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 和毛杨梅Ｍｙｒｉｃａ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 Ｂｕｃｈ． Ｈａｍ．， 其次占

比较多的是在冬季采收， 如威氏没药 Ｃｏｍｍｉｐｈｏｒａ ｗｉｇｈｔｉｉ
（Ａｒｎ．） Ｂｈａｎｄ、 印度荆芥 Ｎｅｐｅｔａ ｈｉｎｄｏｓｔａｎａ （Ｒｏｔｈ．） Ｈａｉｎｅｓ

和野胡萝卜 Ｄａｕｃｕｓ ｃａｒｏｔａ Ｌｉｎｎ．。
２ ４　 剂量特点 　 有 ２９３ 味药材记载剂量， 主要以克为单

位， 有 ５９ 味的剂量为 ３～５ ｇ， 有 ３１ 味的剂量为 ５～ ７ ｇ， 有

２３ 味的剂量为 ５～ １０ ｇ， 有 １５ 味的剂量为 １～ ３ ｇ， 有 １３ 味

的剂量为 １～２ ｇ， 其余剂量都在 １０ 味及 １０ 味以下。
２ ５　 药理作用特点　 药理作用涉及 １０ 个系统， 见表 ３， 作

用类别及频率依次为影响其他系统的作用 （３２ ３６％ ）、 内

分泌、 生 殖 与 代 谢 作 用 （ １８ ８３％ ） 和 神 经 系 统 作 用

（１８ ７１％ ） 等， 主要作用有抗炎、 利尿、 镇静、 祛痰和排

出胃肠内气体等， 特殊药理作用有去垢、 清净、 防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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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药理作用分类统计

作用分类 作用（药材味数 ／种） 药材使用总数 ／种 占比 ／ ％
影响其他系统的作用（呼吸
系统、消化系统、血液系统）

祛痰（５２），排出胃肠内气体（４９），通便（４５），健胃（４４），清洁血液（４１），助消化
（１２），增强食欲（１０），止血（９），保肝（４），治疗胀气（３），肠内营养作用（３），补肝健
胃（３），治疗胆病（３），治疗恶心（２），止吐（２），增强造血功能（２），催涎（１），治疗脾
肿大（１），缓解咳嗽（１）

２８７ ３２ ３６

内分泌、生殖与代谢 利尿（６７），激发性欲（４３），调节月经（３０），浓缩精液（１３），生精（７），保养子宫（４），
补肾（２），减肥（１）

１６７ １８ ８３

神经系统 镇静（５２），提神（２５），增强记忆力（２１），镇痛（２０），营养大脑（１６），营养神经（１４），
解痉（９），催眠（６），抗惊厥（３）

１６６ １８ ７１

尤纳尼特殊作用 去垢和清净（４２），防腐（２７），除湿和干燥（２１），滋补身体（８），碎石（７），保护眼睛
（６），致冷和制冷（３），解毒（２）

１１６ １３ ０８

炎症、免疫、自体活性物质 抗炎（７８），解热（２３），治疗关节痛（１） １０２ １１ ５０
心血管系统 强心（２８） ２８ ３ １６
其他 驱虫（１３），止痒（４），促进结瘢（２），养发（２） ２１ ２ ３７

合计 ８８７ １００ ００

２ ６　 治疗用途特点　 药材常用于治疗的疾病类别有泌尿生殖

系统疾病 （１８ ２２％ ）、 “症状、 体征和临床与实验室异常所见，
不可归类在他处者” （１６ ０５％ ）、 消化系统疾病 （１３ ０４％ ）、 呼

吸系统疾病 （１１ ２８％ ） 和神经系统疾病 （１０ ４６％ ） 等； 从单

一病名来看， 频发的病症有性功能减退、 支气管炎 ／咳嗽、 腹

泻、 哮喘、 肝虚 ／胃虚和偏瘫等， 见表 ４。
表 ４　 治疗用途的分类统计

病种分类 病名（药材味数 ／种） 病名数量 ／个 药材使用总数 ／种 占比 ／ ％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性功能减退（４３）、闭经（２５）、遗精（２０）、尿潴留（１６）、早泄（１３）、白带（１３）、子宫炎

（９）、少精症（９）、膀胱结石（６）、月经过多（６）、肾结石（４）、排尿灼烧感（３）、多尿
（３）、无尿（２）、调节月经（１）、浓缩精液（１）、尿失禁（１）、排尿困难（１）

１８ １７６ １８ ２２

症状、体征和临床与实验室异
常所见，不可归类在他处者

心悸（２５）、腹腔积液 ／水肿（２１）、黏膜炎（２０）、黄疸（２０）、发烧（１３）、呕吐（１０）、主要
器官功能减退（９）、疲劳（８）、震颤（６）、恶心（５）、身体虚弱（５）、声音嘶哑（５）、惊厥
（３）、咯血（２）、口臭（１）、呃逆（１）、烦渴（１）

１７ １５５ １６ ０５

消化系统疾病 腹泻（３９）、消化不良（２５）、便秘（１２）、肝炎（１２）、肝病（１２）、胃痛（８）、肠道功能减
退（７）、胃酸过多（３）、口腔炎（３）、肝痛（２）、胃溃疡（１）、肠炎（１）、厌食症（１）

１３ １２６ １３ ０４

呼吸系统疾病 支气管炎 ／咳嗽（４２）、哮喘（３４）、鼻炎（１２）、慢性支气管炎 ／慢性咳嗽（８）、肺炎（５）、
咽喉痛（４）、百日咳（３）、祛痰（１）

８ １０９ １１ ２８

神经系统疾病 偏瘫（２７）、面瘫（２２）、癫痫（１３）、大脑功能减退（１２）、神经衰弱（１０）、头痛（７）、偏
头痛（３）、记忆力下降（３）、失眠（２）、慢性头痛（１）、神经系统障碍（１）

１１ １０１ １０ ４６

循环系统疾病 风湿病 ／关节痛（２５）、心脏功能减退（１９）、痔疮（１６）、痔疮出血（４） ４ ６４ ６ ６３
某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肠道蠕虫（１８）、淋病（１５）、麻风（１３）、梅毒（７）、霍乱（３）、结肠炎（２）、丝虫病（１） ７ ５９ ６ １１
肌肉骨骼系统和结缔组织疾病 关节痛（２２）、痛风（１５）、坐骨神经痛（１０）、腰痛（７）、关节的硬结（１）、关节炎（１） ６ ５６ ５ ８０
尤纳尼特殊疾病 肝虚 ／胃虚（２９）、血腐败（９）、防腐（２）、黄胆汁引起的腹泻（２）、内脏炎（１） ５ ４３ ４ ４５
皮肤和皮下组织疾病 白癜风（１８）、瘙痒症（６）、皮肤病（５）、糠疹（１） ４ ３０ ３ １１
精神和行为障碍 痴呆 ／失忆（７）、癔症（３）、麻木（２）、抑郁症（２）、寡情症（１） ５ １５ １ ５５
血液及造血器官疾病和涉及
免疫机制的某些疾患

脾炎（８）、贫血（３）、脾肿大（２）、出血（１） ４ １４ １ ４５

眼和附器疾病 视疲劳（８）、结膜炎（５） ２ １３ １ ３５
耳和乳突疾病 耳痛（４）、眩晕（１） ２ ５ ０ ５２

合计 ９６６ １００ ００
　 　 注： “尤纳尼特殊疾病” 意为与尤纳尼的理论、 诊断和治法密切相关的疾病， 并且无法与现代医学病名进行简单地一一对应的疾病。

２ ７　 与 《中国药典》 相应药材的药用部位及治疗用途比

较　 ２９８味药材中有 ５４ 种 （ １８ １２％ ） 为 ２０２０ 年版 《中

国药典》 一部 ［１０］ 收载品种。 中印两国传统医药理论体

系不同， 对相同物种的应用也不尽相同， 表 ５ 归纳了这

部分药材在上述 ２ 部药典中记载的药用部位及治疗用途

比较。
２ ８　 分布与药用情况　 ２９８ 味药材有 ２４５ 味 （８２ ２１％ ） 在

我国有分布， 其中有药用的有 ２２７ 味 （７６ １７％ ）， 除表 ５
中药材以外， 还有白花牛角瓜、 白花酸藤子、 木橘等； 有

分布但无药用的有 １８ 味 （６ ０４％ ）， 包括多刺山黄皮、 总

状花羊蹄甲、 楔湾缺秦艽等； 无分布但有药用的有 １３ 味

（４ ３６％ ）， 包括异叶乌头、 心叶青牛胆、 南欧派利吞草等；
既无分布也无药用的有 ４０ 味 （１３ ４２％ ）， 如催眠睡茄、 臭

味阿魏、 威氏没药等。 《中国民族药辞典》 ［１１］统计了 ２９８ 味

药材在中国各少数民族医学体系中的应用情况， 发现用于

维药的药材有 １３５ 味 （４５ ３０％ ）， 说明印度尤纳尼医药与

我国维吾尔医药都一定程度地借鉴和使用了阿拉伯医药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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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印度尤纳尼药典》 与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药材的药用部位及治疗用途比较

药材及其拉丁名
药用部位及治疗用途

《印度尤纳尼药典》 ２０２０ 年版《中国药典》
余甘子 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 Ｌ． 干燥成熟果实的果皮：大脑功能减退，痴呆 ／失忆，头

痛，胃溃疡，胃酸过多，腹泻
干燥成熟果实：血热血瘀，消化不良，腹胀，咳嗽，喉痛，口干

洋甘草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 ｇｌａｂｒａ Ｌｉｎｎ． 干燥未剥皮的匍匐茎和根：咳嗽，咽喉痛，声音嘶哑，
哮喘，排尿灼烧感

干燥根和根茎：脾胃虚弱，倦怠乏力，心悸气短，咳嗽痰多，脘腹、四
肢挛急疼痛，痈肿疮毒

补骨脂 Ｐｓｏｒａｌｅａ ｃｏｒｙｌｉｆｏｌｉａ Ｌｉｎｎ． 干燥成熟果实：血腐败，麻风，白癜风 干燥成熟果实：肾阳不足，阳痿遗精，遗尿尿频，腰膝冷痛，肾虚作
喘，五更泄泻，白癜风，斑秃

茴香 Ｆｏｅｎｉｃｕｌｕｍ ｖｕｌｇａｒｅ Ｍｉｌｌ． 干燥成熟果实：胃痛，消化不良，胃虚，无尿，闭经，视
疲劳

干燥成熟果实：寒疝腹痛，睾丸偏坠，痛经，少腹冷痛，脘腹胀痛，食
少吐泻

毛诃子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ｂｅｌｌｉｒｉｃａ （Ｇａｅｒｔｎ．）
Ｒｏｘｂ．

干燥成熟果实的果皮：胃虚，肠道功能减退，腹泻，视
疲劳，大脑功能减退，咳嗽

干燥成熟果实：各种热证，泻痢，黄水病，肝胆病，病后虚弱

槟榔 Ａｒｅｃａ ｃａｔｅｃｈｕ Ｌｉｎｎ． 干燥成熟种子：腹泻，白带，遗精 干燥果皮：湿阻气滞，脘腹胀闷，大便不爽，水肿胀满，脚气浮肿，小
便不利

诃子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ａ ｃｈｅｂｕｌａ Ｒｅｔｚ． 成熟果实的果皮：视疲劳，大脑功能减退，胃虚，肠道
功能减退

干燥幼果：阴虚白喉；干燥成熟果实：久泻久痢，便血脱肛，肺虚喘
咳，久嗽不止，咽痛音哑

肉豆蔻 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 ｆｒａｇｒａｎｓ Ｈｏｕｔｔ 干燥种子的胚乳：性功能减退，口腔炎，偏瘫，面瘫，视
疲劳，消化不良；假种皮：消化不良，性功能减退

干燥种仁：脾胃虚寒，久泻不止，脘腹胀痛，食少呕吐

荜澄茄 Ｐｉｐｅｒ ｃｕｂｅｂａ Ｌｉｎｎ． 干燥成熟果实：咳嗽，溃疡，无尿 干燥成熟果实：胃寒呕逆，脘腹冷痛，寒疝腹痛，寒湿郁滞，小便浑浊

亚麻 Ｌｉｎｕｍ ｕｓｉｔ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Ｌｉｎｎ． 干燥成熟种子：咳嗽，哮喘，胸膜炎，肺炎，胃酸过多，
痢疾，风湿病 ／关节痛

干燥成熟种子：肠燥便秘，皮肤干燥，瘙痒，脱发

蒺藜 Ｔｒｉｂｕｌｕｓ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ｓ Ｌｉｎｎ． 干燥果实：膀胱结石，排尿灼烧感，闭经，早泄，遗精 干燥成熟果实：头痛眩晕，胸胁胀痛，乳闭乳痈，目赤翳障，风疹瘙痒

丁香 Ｓｙｚｙｇｉｕｍ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ｕｍ （ Ｌｉｎｎ）．
Ｍｅｒｒ． ＆ Ｌ．Ｍ． Ｐｅｒｒｙ

干燥花蕾：口臭，胃虚，肝病，消化不良，绞痛 干燥花蕾：脾胃虚寒，呃逆呕吐，食少吐泻，心腹冷痛，肾虚阳痿

大麻 Ｃａｎｎａｂｉｓ ｓａｔｉｖａ Ｌｉｎｎ． 叶：腹泻，月经过多，痔疮，咳嗽，肝痛，绞痛 干燥成熟果实：血虚津亏，肠燥便秘

木香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ａ ｌａｐｐａ Ｃ．Ｂ． Ｃｌａｒｋｅ 干燥根：偏瘫，面瘫，震颤，风湿病 ／关节痛，痛风，脾
炎，肠道蠕虫，闭经

干燥根：胸胁、脘腹胀痛，泻痢后重，食积不消，不思饮食

狭叶番泻 Ｃａｓｓｉａ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Ｖａｈｌ． 干燥叶：风湿病 ／关节痛，腰痛，髋痛，坐骨神经痛，痛
风，哮喘，疥疮，痤疮，绞痛

干燥叶：热结积滞，便秘腹痛，水肿胀满

库拉索芦荟 Ａｌｏｅ ｂａｒｂａｄｅｎｓｉｓ Ｍｉｌｌ． 叶的汁液浓缩干燥物：便秘，肠道蠕虫，肝炎，风湿病 ／
关节痛，脾肿大，闭经

叶的汁液浓缩干燥物：热结便秘，惊痫抽搐，小儿疳积，癣疮

匙叶甘松 Ｎａｒｄｏｓｔａｃｈｙｓ ｊａｔａｍａｎｓｉ ＤＣ． 头痛，消化不良，水肿，黄疸，肝炎，子宫炎，膀胱炎 干燥根及根茎：脘腹胀满，食欲不振，呕吐，牙痛，脚气肿毒

姜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 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 Ｒｏｓｃ． 干燥根茎：消化不良，胃痛，厌食症，风湿病 ／关节痛，
腰痛，咳嗽，哮喘，白带；新鲜根茎：胃虚，消化不良，偏
瘫，面瘫

干燥根茎：脘腹冷痛，呕吐泄泻，肢冷脉微，寒饮喘咳；新鲜根茎：风
寒感冒，胃寒呕吐，寒痰咳嗽，鱼蟹中毒

姜黄 Ｃｕｒｃｕｍａ ｌｏｎｇａ Ｌｉｎｎ． 干燥根茎：溃疡，风湿病 ／关节痛，结膜炎，视疲劳，瘙
痒症，哮喘，黏膜炎，鼻炎，痂

干燥根茎：胸胁刺痛，胸痹心痛，痛经经闭，癥瘕，风湿肩臂疼痛，跌
扑肿痛

石榴 Ｐｕｎｉｃａ ｇｒａｎａｔｕｍ Ｌｉｎｎ． 干燥叶：心悸，呕吐，腹泻，口腔炎，咽喉痛，出血；干燥
种子：腹泻，心悸，咳嗽，水肿，烦渴，黄疸，呕吐；新鲜
种子：烦渴，全身虚弱，贫血，胸口灼热，恶心，呕吐，
黄疸

干燥果皮：久泻，久痢，便血，脱肛，崩漏，带下，虫积腹痛

马钱 Ｓｔｒｙｃｈｎｏｓ ｎｕｘ⁃ ｖｏｍｉｃａ Ｌｉｎｎ． 干燥种子：偏瘫，面瘫，风湿病 ／关节痛，腰痛，哮喘，肺
结核，淋病

干燥成熟种子：跌打损伤，骨折肿痛，风湿顽痹，麻木瘫痪，痈疽疮
毒，咽喉肿痛

大车前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 ｍａｊｏｒ Ｌｉｎｎ． 干燥种子：腹泻，痢疾，月经过多 干燥全草：热淋涩痛，水肿尿少，暑湿泄泻，痰热咳嗽，吐血衄血，痈
肿疮毒

洋金花 Ｄａｔｕｒａ ｍｅｔｅｌ Ｌｉｎｎ． 干燥种子：风湿病 ／关节痛，痛风，坐骨神经痛，神经
痛，百日咳，哮喘，黏膜炎，发烧

干燥花：哮喘咳嗽，脘腹冷痛，风湿痹痛，小儿慢惊

胡 芦 巴 Ｔｒｉｇｏｎｅｌｌａ ｆｏｅｎｕｍ⁃ｇｒａｅｃｕｍ
Ｌｉｎｎ．

干燥种子：癫痫，瘫痪，痛风，腹水，慢性支气管炎，脾
肿大，子宫炎，痔疮，结膜炎，闭经，性功能减退，神经
衰弱，关节痛

干燥成熟种子：肾阳不足，下元虚冷，小腹冷痛，寒疝腹痛，寒湿脚气

罂粟 Ｐａｐａｖｅｒ ｓｏｍｎｉｆｅｒｕｍ Ｌｉｎｎ． 干燥种子：腹泻，痢疾，咳嗽，黏膜炎，痴呆 ／失忆 干燥成熟果壳：久咳，久泻，脱肛，脘腹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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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药材及其拉丁名
药用部位及治疗用途

《印度尤纳尼药典》 ２０２０ 年版《中国药典》
红豆蔻 Ａｌｐｉｎｉａ ｇａｌａｎｇａ （Ｌｉｎｎ．） Ｓｗ． 干燥根茎：口臭，哮喘，声音嘶哑，性功能减退，消化不

良，风湿病 ／关节痛
干燥成熟果实：脘腹冷痛，食积胀满，呕吐泄泻，饮酒过多

胡麻 Ｓｅｓａｍｕｍ ｉｎｄｉｃｕｍ Ｄ．Ｃ． 干燥种子：多尿，肾虚 干燥成熟种子：精血亏虚，头晕眼花，耳鸣耳聋，须发早白，病后脱
发，肠燥便秘

小决明 Ｃａｓｓｉａ ｔｏｒａ Ｌｉｎｎ． 干燥种子：血腐败，麻风，白癜风，癣，痔疮 干燥成熟种子：目赤涩痛，羞明多泪，头痛眩晕，目暗不明，大便秘结

拳参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ｂｉｓｔｏｒｔａ Ｌｉｎｎ． 干燥根茎：腹泻，肺结核，厌食症，肠炎，恶心，痔疮
出血

干燥根茎：赤痢热泻，肺热咳嗽，痈肿瘰疬，口舌生疮，血热吐衄，痔
疮出血，蛇虫咬伤

楝 Ｍｅｌｉａ 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 Ｌｉｎｎ． 干燥果实：痛风，遗精，风湿病 ／关节痛，痔疮，耳痛；干
燥叶：麻风，白癜风，痔疮，便秘，头痛，遗精，闭经；干
燥茎皮：口腔炎，麻风，白癜风，坐骨神经痛，胃胀

干燥树皮和根皮：蛔虫病，蛲虫病，虫积腹痛，疥癣瘙痒

鹅不食草 Ｃｅｎｔｉｐｅｄａ ｍｉｎｉｍａ Ｌｉｎｎ． 全草：黏膜炎，鼻炎，鼻窦炎 干燥全草：风寒头痛，咳嗽痰多，鼻塞不通，鼻渊流涕

冬瓜 Ｂｅｎｉｎｃａｓａ ｈｉｓｐｉｄａ Ｔｈｕｎｂ． 干燥种子：排尿灼烧感，心悸，咯血 干燥外层果皮：水肿胀满，小便不利，暑热口渴，小便短赤

肉桂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 ｃａｓｓｉａ Ｂｌｕｍｅ． 干燥叶：咳嗽，子宫炎，无尿，闭经，关节痛，黏膜炎，鼻
炎；干燥茎皮：闭经，咳嗽，子宫炎，无尿，黏膜炎，鼻炎

干燥树皮：阳痿宫冷，腰膝冷痛，肾虚作喘，虚阳上浮，眩晕目赤，心
腹冷痛，虚寒吐泻，寒疝腹痛，痛经经闭

红花 Ｃａｒｔｈａｍｕｓ 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ｕｓ Ｌｉｎｎ． 干燥花：子宫炎，内脏炎，肝炎 干燥花：经闭，痛经，恶露不行，癥瘕痞块，胸痹心痛，瘀滞腹痛，胸胁
刺痛，跌扑损伤，疮疡肿痛

橘 Ｃｉｔｒｕｓ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Ｂｌａｎｃｏ． 干燥花：胃虚，心脏功能减退，烦渴，雀斑，糠疹；果皮：
胃虚，心脏功能减退，烦渴，牙龈出血，雀斑，糠疹

干燥成熟果皮：脘腹胀满，食少吐泻，咳嗽痰多

枸橼 Ｃｉｔｒｕｓ ｍｅｄｉｃａ Ｌｉｎｎ． 果皮：呕吐，恶心，胆汁热 干燥成熟果实：肝胃气滞，胸胁胀痛，脘腹痞满，呕吐噫气，痰多咳嗽

胡桃 Ｊｕｇｌａｎｓ ｒｅｇｉａ Ｌｉｎｎ． 果核：性功能减退，大脑功能减退，头痛，记忆力下降 干燥成熟种子：肾阳不足，腰膝酸软，阳痿遗精，虚寒喘嗽，肠燥便秘

蓖麻 Ｒｉｃｉｎ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Ｌｉｎｎ． 干燥种子：关节痛，偏瘫，面瘫，肠道蠕虫，闭经，咳嗽 干燥成熟种子：大便燥结，痈疽肿毒，喉痹，瘰疬

胡椒 Ｐｉｐｅｒ ｎｉｇｒｕｍ Ｌｉｎｎ． 干燥果实：消化不良，白癜风，糠疹 干燥近成熟或成熟果实：胃寒呕吐，腹痛泄泻，食欲不振，癫痫痰多

巴豆 Ｃｒｏｔｏｎ ｔｉｇｌｉｕｍ Ｌｉｎｎ． 干燥种子：癣，白癜风，关节痛，结肠炎 干燥成熟果实：恶疮疥癣，疣痣

马齿苋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 ｏｌｅｒａｃｅａ Ｌｉｎｎ． 全草：烦渴，胃炎 干燥地上部分：热毒血痢，痈肿疔疮，湿疹，丹毒，蛇虫咬伤，便血，痔
血，崩漏下血

茜草 Ｒｕｂｉａ 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 Ｌｉｎｎ． 干燥茎：无尿，感冒，癣，糠疹，白癜风 干燥根和根茎：吐血，衄血，崩漏，外伤出血，瘀阻经闭，关节痹痛，跌
扑肿痛

天仙子 Ｈｙｏｓｃｙａｍｕｓ ｎｉｇｅｒ Ｌｉｎｎ． 干燥种子：干咳，关节痛，坐骨神经痛，痛风，精神病，
失眠

干燥成熟种子：胃脘挛痛，喘咳，癫狂

菝葜 Ｓｍｉｌａｘ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ｎｎ． 块根：慢性头痛，偏头痛，黏膜炎，鼻炎，性功能减退，
血腐败，关节痛

干燥根茎：小便淋浊，带下量多，风湿痹痛，疔疮痈肿

莎草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ｒｏｔｕｎｄｕｓ Ｌｉｎｎ． 干燥根茎：胃虚，神经衰弱，大脑功能减退，痴呆 ／失
忆，黄疸

干燥根茎：肝郁气滞，胸胁胀痛，疝气疼痛，乳房胀痛，脾胃气滞，脘
腹痞闷，胀满疼痛，月经不调，经闭痛经

大蒜 Ａｌｌｉｕｍ ｓａｔｉｖｕｍ Ｌｉｎｎ． 鳞茎：关节痛，白癜风，糠疹，偏瘫，面瘫，震颤，支气管
炎 ／咳嗽，溢泪，发烧

鳞茎：痈肿疮疡，疥癣，肺痨，顿咳，泄泻，痢疾

萝卜 Ｒａｐｈａｎｕ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Ｌｉｎｎ． 干燥种子：消化不良，闭经，无尿，雀斑，白癜风，糠疹；
干燥根：耳痛，黄疸，水肿

干燥成熟种子：饮食停滞，脘腹胀痛，大便秘结，积滞泻痢，痰壅喘咳

菖蒲 Ａｃｏｒｕｓ ｃａｌａｍｕｓ Ｌｉｎｎ． 干燥根茎：痴呆 ／失忆，麻木，瘫痪，精神病，癫痫，偏
瘫，传染病，闭经

干燥根茎：消化不良，食物积滞，白喉，炭疽

家蚕 Ｂｏｍｂｙｘ ｍｏｒｉ Ｌｉｎｎ． 蚕茧：心悸，心脏功能减退，咳嗽，哮喘，黏膜炎 干燥体：肝风夹痰，惊痫抽搐，小儿急惊风，破伤风，中风口喎，风热
头痛，目赤咽痛，风疹瘙痒，发颐痄腮

大麦 Ｈｏｒｄｅｕｍ ｖｕｌｇａｒｅ Ｌｉｎｎ． 干燥果实：肺结核，胸膜炎，咳嗽，头痛 成熟果实经发芽干燥的炮制加工品：食积不消，脘腹胀痛，脾虚食
少，乳汁郁积，乳房胀痛，妇女断乳，肝郁胁痛，肝胃气痛

檀香 Ｓａｎｔａｌｕｍ ａｌｂｕｍ Ｌｉｎｎ． 心材：心悸，排尿灼烧感，淋病，咳嗽 树干的干燥心材：寒凝气滞，胸膈不舒，胸痹心痛，脘腹疼痛，呕吐
食少

野胡萝卜 Ｄａｕｃｕｓ ｃａｒｏｔａ Ｌｉｎｎ． 干燥果实：无尿，闭经，性功能减退，胸痛，排尿灼烧
感，肾膀胱结石；干燥根：水肿，肾结石

干燥成熟果实：蛔虫病，蛲虫病，绦虫病，虫积腹痛，小儿疳积

菊苣 Ｃｉｃｈｏｒｉｕｍ ｉｎｔｙｂｕｓ Ｌｉｎｎ． 干燥种子：梗阻性黄疸，肝炎，水肿，发热 干燥地上部分或根：湿热黄疸，胃痛食少，水肿尿少

番红花 Ｃｒｏｃｕｓ ｓａｔｉｖｕｓ Ｌｉｎｎ． 花柱和柱头：心脏病，黏膜炎，鼻炎，视疲劳 干燥柱头：经闭癥瘕，产后瘀阻，温毒发斑，忧郁痞闷，惊悸发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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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中国和印度在传统医学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从医

学理论到药物都有相互学习、 借鉴和发展的历史渊源［１２］ 。
２９８ 味药材有 ８２ ２１％ 在中国有分布， 说明印度尤纳尼医学

与中国传统医学的药物品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尤其很多

药材在维药中也有使用。 《印度尤纳尼药典》 所载药材有杂

质、 总灰分、 酸不溶性灰分、 醇溶性浸出物和水溶性浸出

物检测， 只有 １ 味药材使用气相色谱， 其余均未应用 ＨＰＬＣ
等定量测定方法， 故其质量标准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尤纳尼医学流行于南亚、 中东和北非等地， 是印度、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国医疗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欧美

国家对尤纳尼医药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主要在医学文本

翻译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美国乔治顿大学多哈分校

图书馆工作人员艾依曼是 “伊斯兰医学和科学伦理” 的项

目经理， 该项目目标是将阿拉伯经典医学资料翻译成英文，
再加以归纳，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已完成超过两千本医学著作的

收集及翻译工作。 国内开展印度传统医学研究始于上世纪

二十年代［１３］ ， 起步相对较晚。 新中国成立后， 关于中印传

统医学交流研究文献逐渐增多。
当前国内对尤纳尼的研究甚少， 几乎处于空白阶段。

主要是因为相关学科之间缺乏合作与交流， 缺少对相关人

才的支持和培养， 使这一领域研究难有进展。 中国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阿拉伯关系史学者宋岘在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１ 年分别出版了 《回回药方考释》 ［１４］ 和 《古代波斯医学

与中国》 ［１５］ ， 但在阿拉伯语言及医学两方面的综合人才仍

缺失。 由于 《印度尤纳尼药典》 在编写上所涉及的内容如

药名、 作用及治疗用途是用阿拉伯语的拉丁转写表示的，
加大了翻译难度， 如何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阿拉伯语的拉丁

转化与中文的对照翻译是我们正面临的一项挑战。 印度尤

纳尼医药的研究与发展， 对中国各传统医学均有借鉴意义，
建议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加强与尤纳尼医药的交流， 加强在

法规、 人力资源、 药材资源、 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合作， 为

人类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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