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药文献研究与分析!

孟珍贵，王雨华，杨永平，许建初!!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民族植物学研究室，云南 昆明 !"#$#%）

摘要：对 &% 部著作和所收集的 "%’ 篇文献进行的分类统计分析，总结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

藏药研究热点发展的一般规律，即：资源调查—"组织学研究—"植化成分分析—"药理研

究和临床观察；为从事藏药研究的学者了解和把握藏药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提供依据，并

建议应加强当地藏族学者的参与和对藏药的跨学科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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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人造物品污染（包括可视的人造垃圾和隐性的致畸致癌作

用）越来越严重，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提出向自然界的回归，提倡“绿色工业”、“绿色食

品”、“绿色药品”。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以其自然性和可持续性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民族药逐渐成为全世界的研究热点和热门话题。（裴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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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是我国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的世居民族，其居住区面积约 !"# 万平方公里，占全

国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由于长期生活在海拔高、紫外线强、气温低、缺氧、多山的恶劣

环境中，形成了他们对特殊生态环境的适应能力，而世代相传的藏医药知识正是藏民族能

够健康生活繁衍的重要保障之一。藏医药知识是藏族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间相互适应的产

物，同时吸收和兼容了印度药及传统中药等其它民族药的某些知识，更以其神秘而独特的

药材来源、炮制方式和用药方法等特色而成为医药界的一支奇葩，一直为世人所关注。

英、美、德等国的学者还住进藏区或就读于藏医学校，考察和学习中国的藏医药知识。

藏医药历史悠久，著作很多，理论完整。据现有文字资料，最早的敦煌莫高窟所藏的

藏医残卷约在八世纪初期到中期成书。随后历经 $%## 多年，先后共约有 %## 多部藏医药

著作问世（罗达尚和左振常，$&’(）。除了记载藏药本草外，早在八世纪至九世纪的《四

部医典》（汉译全名《甘露精要八支秘诀续》）中，藏医先祖们就提出了藏药的“六味、八

性、十七效”理论，分别用于医治人的“龙”“赤巴”“培根”三因的不足或过多。（杨竞

生，$&’’；郭解宁等，$&&(）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藏药残卷的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

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先后出版了《西藏常用中草药》、《藏药志》、《中国藏药》等多部专

著；对藏药方剂和单味药的研究也在不断进行，自 ’# 年代以后，每年都有大量藏药研究

论文发表，内容包括资源调查、本草考证、组织学研究、化学成分分析、药理研究及临床

效用观察等等。

虽然有很多学者对藏药研究进行过回顾和展望（刘卫建等，!##!；杨春生等，!##!；

吴洪福 和 耿 排 力，!##!；甘 青 梅，!##$；旺 多，!##$；郭 继 明 和 淮 虎 银，$&&)；*+,-.，
$&&(；杨竞生，$&’’；罗达尚和左振常，$&’(），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用统计学的手

段对如此大量的藏药文献进行过分析，因此，本文就 $" 部著作和所收集的 ("% 篇论文进

行了分类统计和分析，展示藏药研究概况，并试图找出规律性，阐释藏药研究的发展规

律、当前热点和今后趋势，为藏医药学者在开展藏医药研究时提供较为全面的参考依据。

! 文献及著作的选取

涉及藏药的文献很多，本文所选取的著作是藏医药较为有名的专著，对于不是以藏药

为主的著作，如《中国民族药志》，《中国医药百科全书》等，本文未加以讨论。所选取的

论文文献，是自 $&(% 年至今标题中或关键词中含有“藏药”的在国内外各种公开发行刊

物上发表的研究论文。选取原则：（$）专论藏药；（!）已公开发表或出版。因条件限制，

收集的文献主要为中文文献。

" 文献分类统计结果与分析

"#! 藏药主要著作统计

从最早有记录的公元八世纪的《敦煌本藏医残卷》，到 $&&/ 年《中国藏药》（$ 0 % 卷）

的出版，藏医药专著已达 %## 多部，其中兼顾医理和药材的著作约占一半，医理、药材分

论各占四分之一；早期多是医和药兼顾，后来逐渐以论述某一方面为主（罗达尚和左振

常，$&’(）。现选取较为著名的 $" 部著作作一简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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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藏药主要著作

!"#$% & !’% (")* (+*+,-".’/ +* !)#%0"* (%1)2)*%

著作 成书年代 主编 主要内容

!敦煌本藏医残卷 约八世纪 不详 收载 34 个方剂，&44 味藏药。（其中动物药占 356，

植物药占 756，矿物药占 &56。具有游牧民族特点）

"月王药诊 八世纪初期 哈祥等（？） 记载了病理，诊断方法等；收载药物 89: 种（其中植

到中期 物药占 ;36）

#四部医典 八世纪后期 宇妥·元丹贡布等 记载了医理、药理；收载藏药 &55< 种（以植物药为

主），方剂 755 多方

$蓝琉璃 约 &;98 年 桑杰嘉措等 收载方剂 935 余方，藏药 &755 种，对本草描述较详

细，许多还配有图

%晶珠本草 &875 年前后 丹增彭措 收载藏药 <<:7 种，有药物的效用、别名、生境、形

态、产地等的描述

&正确认药图鉴 &9 世纪后期 绛贝多杰 收载藏药 395 余种，绝大多数有图，文字描述内容详尽

’西藏常用中草药 &:8& 年 西藏卫生局，西藏 收载 75: 种常用植物藏药及彩图

军区后勤处

(高原常用中草 &:8& 年 四川若尔盖县生产 收载藏药 775 条

药治疗手册 指挥组

)青藏高原药物图 &:8< 年（&） 青海省高原生物研 分别收载藏药 &78条和 &37条，包括 &83种和 &:5种植物

鉴（&，< 册） &:89 年（<） 究所等

*六省区藏药标准 &:8: 年 青海、西藏等六省 收载藏药 &87 条（<5< 种），方剂 <:5 个

区卫生局

+迪庆藏药 &:98 年（上） 杨竞生，向·初称 收载藏药 3:9 条 855 余种（其中植物药 <89 条，动物

（上，下册） &:99 年（下） 江措 药 87 条，矿物药 8; 条）

, 藏药志 &::& 年 杨永昌 收载藏药 74& 种（其中植物药 <89 种，动物药 :& 种，

矿物药 34 种）

-部颁藏药标准 &::3 年 国家卫生部 收载藏药 &4; 种，制剂 <55 种

（第一册）

.中国藏药 &::; 年 罗达尚 收载藏药 &349 种（其中植物药 &&:; 种，动物药 &;7
（& = 4 卷） 种，矿物药 ;9 种）；藏医常用处方 :55 个

从著作的统计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的积累和人们认识程度的加深，书中

记载的药物在不断的增加，对药物的描述也越来越详细，对药物的研究和分析也越来越深

入，对药理药效的认识也越来越成熟。

"#" 按发表文献所在的刊物统计

藏药文献较多地集中发表于各类医药学杂志上，共约 7;5 篇，占总数的 97>86，其中

最多的 4 种医药学刊物是《中国民族医药杂志》（94 篇，占 &3>46），《中草药》（73 篇，

占9>46），《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48 篇，占 ;>96）；其余则分布于《植物学报》、

《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云南植物研究》、《西藏科技》、《高原生物学集刊》等非医

药学刊物上。非医药学刊物上的论文主要是组织学研究、化学成分分析或评论性文章。;
篇以上文献所在的刊物见表 <。

"#$ 按文献发表年份和文献研究内容统计

从藏药文献的发表年份来看，从 &::3 年开始，几乎每两年就增加 &5 余篇，年递增

<36以上，表明从 &::3 年开始，随着人们对人工合成药物副作用认识的加深，藏药的研

究步入了一个新阶段；而从 &::: 年开始，藏药研究已成热点，表现为每年有多于 35 篇的

论文发表，评论性文章也迅速增加（图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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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藏药中文文献的刊物分布统计!

!"#$% & !’% ()*+,"$- .’". .’% /’0,%-% $0.%+".*+%- ), !0#%.", 1%2030,% 20-.+0#*.%2

&4 篇以上刊物（篇数） 56755篇的刊物（篇数） 54 7 8 篇的刊物（篇数）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9:） "药学学报（56） #甘肃中医学院学报（54） $药学通报（8）

%中草药（;<） &中药材（56） ’青海医药杂志（54） (中草药通讯（8）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 *西北药学杂志（5;） +兰州大学学报自科版（=） ,中国药房（8）

-中国中药杂志（&&） .华西药学杂志（5&） /辽宁中医杂志（=） 0西藏科技（8）

1青海医学院学报（&4） 2植物学报（55） 3中华医史杂志（=） （&5）高原医学杂志（8）

4甘肃中医（=） （&&）云南植物研究（8）

!：< 篇文献以下的刊物从略

图 5 56=: 至 &44& 年藏药中文文献的变化

>0?@ 5 !’% ,*1#%+ )A .’% /’0,%-% $0.%+".*+%- ), !0#%.", 1%2030,% A+)1 56=: .) &44&

从研究内容来看，上世纪 <4 年 代 以 藏 医 药 简 介 和 藏 药 资 源 调 查 为 主（刘 国 声，

56<;），=4 年代早期也以资源调查和文献整理为主（肖培根和夏光成，56=:；西藏自治区

卫生局等，56=5），=4 年代后期，在资源调查的同时，还进行了藏药本草学考证、化学成

分分析和药理研究；从 94 年代开始藏药研究呈多样化，内容从资源调查、组织学研究，

到化学成分分析、药理研究及临床效用评价等。最近 : 年来，药理研究和临床应用成为藏

药研究新的热点；而药物化学成分分析依然是热点之一（表 :）。

从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5自 <4 年代早期刘国声进藏调查藏药，到 =4
年代肖培根等人对藏药的大调查，再到 94 年代罗达尚、杨竞生等人的工作，藏药调查到

现在已达到相对较完备的水平，因此藏药资源调查类论文在全部藏药论文中所占比例日渐

减少。6藏药以其天然性和疗效确切，在医药界很受关注，对其化学成分分析从 =4 年代

后期至今都没间断，且不断深入。但到目前为止，基本弄清其活性成份的藏药不超过 &44
种，与 & :44 多种藏药材（包括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比起来，今后的研究空间还相

当大，因此，藏药的化学成份分析仍然会是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热点。7藏药研究的出发

=:5增刊89 孟珍贵等：藏药文献研究与分析



点是它能治病，但对于它治病机理的研究一直到 !" 年代以后才受到足够的重视（可能与

研究手段和研究设备的进步有关），而且一跃成为藏药研究新的热点之一，可见这方面研

究的迫切性和活力，今后这一热点肯定还会继续。!藏药来源于藏族的传统文化，但把藏

药同藏族文化联系起来一同研究的专家并不多，而且不够深入。以前的藏药研究主要是从

自然科学（医药学或生物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很少有人从社会学和文化人类的角度对藏

药进行探讨，所以藏药的跨学科研究很有可能成为今后的热点之一。

表 ! 藏药中文文献的发表年份及研究内容统计

#$%&’ ( #)’ *’$+ ,- .)’ /)01’2’ &0.’+$.3+’2 43%&02)’5 $15 .)’0+ 6,1.’1.2

年份
合计

（占7）

评论及

其他

资源

调查

综 述

总论 单药

本草学

考证

组织学

研究

植化成

分分析

药理学

研究

临床药

效观察

组织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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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论文量统计

在众多发表的文献中，作者分布较散，对藏药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如肖培根，罗达

尚，杨竞生等）并不是很多，大多只是选取其中的一个方面来做。统计发现，这与各位学

者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有关：藏族地区药品检验所的专家和从事民族医药学（藏医药学）研

究的学者，其研究的内容相对系统；医学院和医院的专家，大多只进行药理和临床方面的

研究；而以植物化学为职业的学者，多研究的是化学成分；植物学专家则多从本草学和组

=(8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增刊"#



织学方面入手研究；等等。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较少进入这一领域，因而从藏族社会

和文化角度研究藏药的学者很少。据不完全统计，论文较多的有青海省药检所 的 罗 达 尚

表 ! 藏药中文文献作者论文量统计

!"#$% & ’("()*()+* ,- ./)0%*% !)#%("0 1%2)+)0% $)(%3"(43%* ,0 "4(/,3*

论文量范围 作者人数 合计论文量 占全部论文的比例56
!78 9 :: ;<8=
; > ? = @& ?<?&
& > @ 77 @8 ?<97
": A 7@8 &8; B&<BB

（7= 篇），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

究所的肖培根（= 篇），青海省高原医

学研究所的海平（7@ 篇，其中 = 篇与

B8 味珍珠丸有关，; 篇与唐古特青兰有

关），兰州大学化学系的张惠迪（? 篇，

皆为植化分析）等。统计情况见表 &。

" 结语

藏药是藏族人民在同青藏高原恶劣环境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的

藏族文化特色，同时也兼收并蓄了诸如印度药、早期汉药、蒙药等外来医药的一些知识。

发展到今天，已形成了包含 7?7 科 ;?9 属 9 8=@ 种植物药、@B 科 777 属 7@? 种动物药、=8 余种

矿物药（总计 9 :9& 种）的庞大药材库。这是我国民族医药宝库中的奇 和宝贵财富，对

这个药材库的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是使藏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也是繁荣中国传统医

药，振兴民族经济的途径之一。

虽然到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论文发表，但对于整个藏药库来说，这种深入研究才刚刚开

始，已进行过深入研究的藏药不超过整个藏药库的 786，还有约 ?86的动植物药有待于

深入研究和开发。

从现代藏药研究的发展来看，基本上是按“古代文献整理及资源调查#组织解剖学研

究#化学成分分析#药理研究和临床观察”这一路线发展。当今以植物化学成分分析、药

理研究和临床应用三大领域为目前的研究热点。随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

日益枯竭，濒危藏药资源的保护和引种栽培研究，也将成为一大热点。从藏药大药方中筛

选有效成分和研制新药，是藏药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

藏医药知识来源于青藏高原这一特定生态环境和藏族这一特殊人群，目前，藏医药的

研究缺乏对“藏药———藏族———疾病———生态环境”之间的作用机理和机制的研究，特别

是缺乏对藏民族与生态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特殊环境中疾病的起因、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

对疾病和药物的认识等方面的研究，因此建议藏药研究中应加强当地藏族研究学者的参与

和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如藏药的民族文化起源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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