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harmacy Information 药物资讯, 2024, 13(1), 16-24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pi 
https://doi.org/10.12677/pi.2024.131003   

文章引用: 李鑫彤, 汤萃彬, 曹筱诺, 何逸冰. 基于纳西医药中镇痛草药的收集与整理[J]. 药物资讯, 2024, 13(1): 
16-24. DOI: 10.12677/pi.2024.131003 

 
 

基于纳西医药中镇痛草药的收集与整理 

李鑫彤，汤萃彬，曹筱诺，何逸冰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医学院，云南 丽江 
 
收稿日期：2023年12月5日；录用日期：2024年1月4日；发布日期：2024年1月12日 

 
 

 
摘  要 

目的：调查和整理纳西医药古籍和现代资料中的镇痛草药，抢救性保护纳西族聚集地区镇痛植物药，为

更好的了解和保护纳西族地区镇痛植物资源提供参考。方法：运用民族植物学、文献计量学方法，进行

文献查阅、分类整理、统计分析。结果：共收集整理了439种具有镇痛作用的纳西草药，其中115种有

详细记载，隶属于58科103属。其中，双子叶植物47科98种，单子叶植物8科14种，蕨类植物2科2种，

裸子植物1科1种。生活型以草本植物为主，有58种，占比50.43%。优势科主要集中在唇形科9种、毛茛

科8种、菊科8种。单种属优势明显，有94属占总属数的91.26%，占总种数的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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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sort out the analgesic herbs in ancient books and modern materials 
of Naxi medicin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protection of analgesic 
plant resources in Naxi areas. Research methods: The methods of ethnobotany and bibliometrics 
were used for literature review, classificati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439 kinds 
of Naxi herbs with analgesic effect were collected and sorted out, of which 115 kinds were rec-
orded in detail, belonging to 58 families and 103 genera. Among them, 98 species of dicotyledon-
ous plants from 47 families, 14 species of monocotyledonous plants from 8 families, 2 spec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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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ns from 2 families, and 1 species of gymnosperms from 1 family. The life type was mainly her-
baceous plants, with 58 species, accounting for 50.43%. The dominant families were mainly 9 spe-
cies of labiaceae, 8 species of ranunculaceae and 8 species of compositae. There were 94 genera, 
accounting for 91.26% of the total genera and 81.74% of the total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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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纳西先民们长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并记载了一些医药古籍，这些纳西医药古籍对纳西医

药的开发研究和利用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困扰人们的疾病中，最令人难受的要属疼痛，疼痛是一种复杂的生理心理活动，也是一种病症，

它是机体对体内外环境伤害性刺激的一种保护性反应，既有实质的或潜在的组织损伤，又有精神上的折

磨与痛苦。疼痛是临床最常见的症状之一，疼痛疾病更是医学和生物学中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之一[1]。
疼痛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痛苦体验，是人体受到伤害性刺激后的一种保护性反应，也是每个人一生中体

验最早、最多的主观内在感觉，世界卫生组织已将疼痛列为人体“第五大生命体征”[2]。疼痛的发生具

有从急性疼痛转为慢性疼痛，发展为顽固性疼痛的过程[3]。虽然急性疼痛有警示与保护性作用，但转为

长期与慢性疼痛后则是影响现代人类健康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全球性医学难题。慢性疼痛有自发性，随

机性和持久性的特点，而且服用常用镇痛药多无效，并往往终生不愈[4]。现代社会慢性疼痛发病率较高，

严重危害着全球约 20%中年人和 50%的老年人群[5] [6] [7]。给人类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性和沉重的社会经

济负担。我国疼痛医学的研究和正规疼痛治疗开展起步较晚，对疼痛及其危害的认识比较陌生与片面，

对疼痛的治疗也没有完全规范化管理[8]。纳西医药中关于镇痛草药的记载是纳西人民在长期与疾病做斗

争以及用药经验的积累。本研究拟对具有代表性和镇痛方记载的纳西民间镇痛植物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文

献研究。旨在将纳西医学古籍中的镇痛植物进行收集和整理，以期对纳西族地区镇痛植物药的传统知识

进行保护和传承，为植物来源新型镇痛药物的发掘和研发提供理论依据和应用基础。 

2. 民族介绍与区域概况 

2.1. 民族介绍 

纳西族是中国 56 个民族之一，为云南特有民族之一，绝大部分居住在滇西北的丽江市，其余分布在

云南其他县市和四川盐源、盐边、木里等县，也有少数分布在西藏芒康县。纳西族有本族语言，在艺术

方面独树一帜，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境内纳西族的人口数为 323,767 人。千百年来，纳

西族用古老的象形文字书写了大量东巴经卷，这些古经卷记录了哲学、历史、宗教、医学等方面的内容，

被誉为纳西族的“百科全书”，其中，有大量古籍反映了远古时期与医药文化相关的内容[9]。 

2.2. 区域概况 

丽江是云南省地级市，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市区中心位于东经 100˚25'，北纬 26˚86'，总面积 2.06 万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pi.2024.13100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鑫彤 等 
 

 

DOI: 10.12677/pi.2024.131003 18 药物资讯 
 

平方公里。属低纬暖温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全市年平均气温 12.6~19.9℃之间。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

最高点玉龙雪山主峰，海拔 5596 米，最低点华坪县石龙坝乡塘坝河口，海拔 1015 米，最大高差 4581 米，

平均海拔 2466 米。丽江植物资源种类繁多，境内有植物 1.3 万多种，仅种子植物就多达 2988 种，热带、

温带、寒带植物均有分布，有许多树种属国家珍稀植物，有珍稀植物云南铁杉、红豆杉、榧木、水青树

等。已发现中药材 2000 多种，占国家药典所列品种 1/3 以上。纳西族人民集中生活在 2400~2600 米之间

高海拔地区，丽江纳西族地区历来是有名的产药区，素有“药材之乡”的美称，其所处的特定自然地理

环境积累了丰富的民族药用实践和经验，这相当于“天然实验室”。玉龙山周边世居民族有纳西、彝、

傈僳、苗、藏、普米、汉等，各民族文化及习俗相互交融，形成了文化多元化，在认识植物、利用植物

等方面有共性也有不同点，纳西族在利用传统药用动、植物方面形成了兼容汉及其他周边少数民族、又

有自己独特性的纳西民族医药[10]。 

3.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法，主要通过研究纳西医药古籍《玉龙本草》《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以及

《云南民族药志》，从这些医药古籍中挖掘纳西族人们用于镇痛的草药，整理相关数据。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是我国第一部纳西族医药著作，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全面介

绍了纳西族医药的发展史，包含着 10 多年的调查研究成果、最新的研究文献、珍稀的药物图片、宝贵的

用药经验，第一次把从东巴经中发掘出来的和在纳西族民间广为运用的动植物药整理编撰成了“纳西东

巴民族药”篇。同时，对历史上流传的《玉龙本草》的残存资料进行分析和考证，实地拍摄了百余幅药

物标本图片，将丽江民间常用的药物补充进残存资料中，写成了“重辑玉龙本草”篇。该书共 156 万多

字，收入近 500 种药物，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是我国民族医药界的一项重要成果[11]。 
《玉龙本草》最早形成于明代宣德至正统年间(公元 1422~1449 年间)纳西族名医阿普井日创办的纳

西私人医馆“绍恒堂”，其雏形形成于清代中期，经过不断积累共收录滇西北纳西乡土药用植物 500 余

种和大量药方及医案资料，在 1940~1942 年间著名植物分类学家秦仁昌教授，曾多次访问过绍恒堂并帮

助鉴定药用植物标本，1942 年绍恒堂重现“玉龙本草标本影集”，历经十八代人呕心沥血，终于由绍恒

堂十八代传人和德绍医生精心整理成书，得以出版问世[12]。是云南民族药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传统医药

知识体系之一。 
《云南民族药志》是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编撰出版的。该书共六卷。汇集了云南

各个民族的认药知识和用药经验，是一部民族传统医药学的集成之作和比较医学，也是民族医学继承发

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工程[13]。 
通过对《玉龙本草》等文献资料的研究整理，查找具有镇痛作用的草药记载，并将得到的资料汇总

整理。 

4. 研究结果 

通过对纳西医药古籍中镇痛草药的调研和整理，发现了 439 种具有镇痛作用的纳西草药，其中 115
种有详细记载(见表 1)，隶属于 58 科 103 属。其中，双子叶植物 47 科 98 种，单子叶植物 8 科 14 种，蕨

类植物 2 科 2 种，裸子植物 1 科 1 种。生活型以草本植物为主，有 58 种，占比 50.43%。优势科主要集

中在唇形科 9 种、毛茛科 8 种、菊科 8 种。单种属优势明显，有 94 属，占总属数的 91.26%，占总种数

的 81.74%。 
对纳西医药中具有镇痛止痛功效的植物进行科属分类后发现只含 1 种的单独科有 37 个，占总科数的

63.79%，占总种数的 32.17%；寡种科(2~5 种)有 17 科 46 种，占总科数的 29.31%，占总种数的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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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科和寡种科比例很大，表明纳西医药具有镇痛止痛功效的植物药在科构成上的多样性丰富。中等科

(6~10 种)有唇形科(Lamiaceae) 9 种、菊科(Asteraceae) 8 种、毛茛科(Ranunculaceae) 8 种、伞形科(Apiaceae) 
7 种，共计 4 科 32 种，占总科数的 6.90%，占总种数的 27.83%。对属内种数量进行整理统计发现在 103
属纳西医药具有镇痛止痛功效的植物药中有 94 属为单种属，占总属数的 91.26%，所含种数占总种数的

81.74%；寡种属(2~5 种)为 9 属 21 种，占总属数的 8.74%，占总种数的 18.26%。纳西医药具有镇痛止痛

功效的植物药单种属所含种类优势明显，没有中等属(≥6种)、较大属(11~20 种)、大属(≥21种)。 
 
Table 1. Naxi medicine ancient books analgesic herbal summary table 
表 1. 纳西医药古籍镇痛草药汇总表 

序号 药物名称 功效 文献来源 

1 毛茛铁线莲 苦、寒、涩。利水通淋、行气活血、通经下乳、祛风湿、止痛。 《玉龙本草》 

2 薄荷 辛、凉。疏散风热、清利头目、消肿止痛、利咽、透疹。 《玉龙本草》《中国纳西

东巴医药学》 

3 崖爬藤 苦、涩、寒。凉血活血、壮筋骨、消肿止痛、接筋骨、跌打损

伤。 《玉龙本草》 

4 骨碎补 温、苦。补肾强骨、续伤止痛、强筋健骨、活血祛风、杀虫、

止痛。 
《玉龙本草》《中国纳西

东巴医药学》 

5 蜘蛛香 辛、微苦、温。根、补肝肾、行气止痛、健脾燥湿、消炎止泻、

镇静安神。茎、叶，温经散寒、驱虫。 《玉龙本草》 

6 云木香 辛、苦、温，有特殊香味。行气止痛、健脾消食、顺气醒脑。 《玉龙本草》《中国纳西

东巴医药学》 

7 银杏 甘、涩、微苦、平，有毒。种子，润肺、定喘、涩精、止带。

叶，活血止痛。 

《玉龙本草》《云南民族

药志第一卷》《中国纳西

东巴医药学》 

8 金荞麦 微辛、涩、凉。归肺经。清热解毒、排脓祛瘀、理气止痛、健

胃消食。 《玉龙本草》 

9 茴香 辛、甘、温。行气止痛、健胃散寒、理气和中、温肾散寒、止

痛、解表透疹。 

《玉龙本草》《云南民族

药志第二卷》《中国纳西

东巴医药学》 

10 鞍叶羊蹄甲 辛、微苦、温。根，安神止痛、泄泻、散结。嫩枝叶，清热敛

阴、润肺止咳、去腐生肌。 《玉龙本草》 

11 玫瑰 甘、微苦、温，有香味。行气解郁、和血止痛。 《玉龙本草》 

12 花椒 辛、温、微苦。利水消肿、温中散寒、除湿止痛、杀虫止痒。 《玉龙本草》《中国纳西

东巴医药学》 

13 红花 辛、温。活血通络、散瘀止痛。 《玉龙本草》《中国纳西

东巴医药学》 

14 金铁锁 辛、苦、温，稍有麻、有毒。活血祛瘀、止痛、祛风、驱虫。 《玉龙本草》《中国纳西

东巴医药学》 

15 仙人掌 苦、凉。清热解毒、散瘀消肿、健胃止痛、镇咳。 
《玉龙本草》《云南民族

药志第二卷》《中国纳西

东巴医药学》 

16 九里香 辛、苦、微温，有小毒。活血理气、祛风除湿、解毒消肿、止

痛。 《玉龙本草》 

17 藜芦 辛、苦、寒，有毒。涌吐风痰、杀虫疗疮、活血散瘀、止血止

痛、生肌拔脓。 
《玉龙本草》《中国纳西

东巴医药学》 

18 土牛膝 用根。苦、微酸，冷。入热经。活血祛瘀，清热解毒，利尿通

淋，凉血止血，化瘀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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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9 八角枫 辛，温，祛风，通络，散瘀，镇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20 三七 祛风除湿，逐瘀止痛，软坚化结，滋补强壮。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21 土木香 苦，平。理气止痛；甘，苦，辛，温。祛风，升胃温，消食，

解郁，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22 大麻 用种子。甘，平；有小毒。滋补增力。茎、叶、花果有毒。镇

静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二卷》 

23 竹节参 甘、微苦、温。滋补强壮，散瘀止痛，止血。 《云南民族药志第二卷》 

24 千年健 苦、微麻，气香，温。调补水血，除风止痛，续筋接骨。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25 川芎 辛，温。活血行气，散风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26 马桑 苦、辛，寒；有剧毒。祛风除湿，镇痛，杀虫。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27 云实 祛风寒，止咳，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28 木棉 花甘、淡，凉。根皮苦。树楽苦、涩，凉。入水塔。清火利水，

消肿止痛，凉血止血，润肠通便。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29 木紫珠 苦，平。散瘀止血，消肿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30 凤仙花 全草辛、苦，温。祛风活血，消肿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31 龙葵 苦、微辛，寒；有小毒。清火解毒，消肿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二卷》 

32 白饭树 苦、凉。有小毒。消肿止痛，止痒，止血。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33 地胆草 苦、凉；有香味。清火解毒，消肿止痛，止咳化痰。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34 肉桂 甘、辛，大热。温中补血，散寒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35 杨梅 苦、温。散瘀，止血，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二卷》 

36 合欢 甘、平。安神解郁，和血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37 灯台树 微辣，平；有臭味。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止咳化痰。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38 两面针 辛、麻、温。有小毒。祛风除湿，活血散瘀，消肿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二卷》 

39 红葱 苦、凉；有香气。清火解毒，利尿除湿，消肿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40 两头毛 苦、凉。祛风除湿，消炎止痛，活血散瘀。消炎止痛，活血散

瘀。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41 苎麻 甘，寒。清热，解毒，止痛，散淤。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42 含羞草 安神。收敛止血，散瘀止痛，清热利尿，化痰止咳。清热利尿，

安神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43 沉香 辛、苦，温。降气。调中，暖胃，止痛。温中，理气，止痛，

暖胃，降气。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44 鸡矢藤 祛风活血，止痛，消肿。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45 鸡冠花 微甜、涩，平。清火解毒，凉血止血。消肿止痛，调补气血。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46 鸡蛋参 甘，平。根补脾益胃，增强嗅觉，润肺、温脉，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47 刺天茄 消炎止痛，解毒。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48 高良姜 辛、温；温中散寒、行气止痛、温胃。 《云南民族药志第二卷》、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49 郁金 辛、苦、寒；行气止痛、清心解郁、凉血、祛瘀，利胆。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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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0 狗筋蔓 接骨生肌，祛瘀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51 卷柏 消肿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52 香附 通气血，止痛，清火解毒，敛疮收口。理气舒肝，调经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53 剑叶龙血树 活血，散瘀，止血镇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54 姜黄 性辛、苦，温。行气破瘀，通经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55 臭牡丹 性淡，微辛。止咳，行气，调经，消肿，祛风湿，消肿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56 野棉花 性苦、辛，平。消积，止痛，舒筋。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57 禹白附 辛、甘、大温，有毒；祛风痰、祛寒湿、解痉、止痛。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58 天南星 苦、辛、温，有毒；化痰止咳、镇静解痉、祛风散结。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59 落地生根 性酸，寒。清火解毒，消肿止痛，敛疮收口。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60 番木瓜 性微涩，凉。通气血，止疼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61 蓝布正 性辛，温。祛风镇痛，润肺止咳。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62 龙眼 甘、温；假种皮：补心脾、益气、养血、安神；根：利湿、通

络；种子：止血、定痛、理气、化湿。 
《云南民族药志第二卷》、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63 爵床 性微苦，寒。清热解毒，活血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一卷》 

64 七叶一枝花 清火解毒，消肿止痛，补气调血；消肿散结，止血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三卷》 

65 夹竹桃 苦、寒、有毒；强心利尿、祛痰定喘、镇痛、祛瘀。有毒。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66 小萼瓜馥木 辛、微涩，温。祛风活血，消肿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三卷》 

67 叉蕊薯蓣 苦、微涩，平。祛风除湿，止痒，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三卷》 

68 马蹄金 微苦、甜，凉；清火解毒，利水退黄，通气血止痛；解毒消肿，

祛风止痛，活血。 《云南民族药志第三卷》 

69 石柑子 消炎止痛，清热解毒。 《云南民族药志第三卷》 

70 紫菀 辛、苦、温；润肺理气，祛痰止咳，镇咳祛痰，止痛。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71 青木香 辛、苦、温。行气止痛，调中导滞。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72 半枝莲 苦，凉。活血散瘀，消肿止痛，抗癌。 《云南民族药志第三卷》、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73 苍耳子 辛、苦、温、有小毒；祛风除湿、消炎止痛、解表、通鼻窍。 《云南民族药志第二卷》、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74 羊耳菊 性辛，微苦．温，行气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三卷》 

75 阴行草 性苦，寒，散瘀止痛．利湿怯风。 《云南民族药志第三卷》 

76 芫荽 性辛，香，微热，消食开胃，止痛解毒。 《云南民族药志第三卷》 

77 芥菜 性辛，温，利气豁痰，温中散寒，通络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三卷》 

78 芭蕉 性甘，微辣，寒，清热解毒，止渴，消肿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三卷》 

79 连钱草 性苦，辛，冷，清热解毒，调经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三卷》 

80 旱田草 性平，淡，清热消肿，解毒散瘀，理气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三卷》 

81 苦荬菜 性苦，宽中理气，消食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三卷》 

82 金刚纂 性苦，寒，清火解毒，杀虫，消肿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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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3 泽兰 性苦，温，辛，散瘀消肿。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三卷》 

84 定心藤 性甜，凉，清火安神，利胆退黄，活血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三卷》 

85 柚木 性苦，凉，祛风通血，消肿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三卷》 

86 茜草 性甘，温，活血通经，散瘀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三卷》、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87 黄草乌 麻、苦、热；有大毒。活血止痛，祛风散寒；解毒消肿，温中

散寒；回阳通脉、祛瘀止痛、搜风化痰。 《云南民族药志第三卷》 

88 接骨木 廿、苦，平。接骨续筋，活血止痛，祛风利湿。 《云南民族药志第三卷》 

89 紫草乌 辛，温。有大毒；祛风散寒，除湿止痛，麻醉。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90 透骨草 辛、温；祛风除湿，通经活络，活血止痛。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91 马蹄香 辛、微苦、温；根：补肝肾，行气止痛，健脾燥湿，消炎止泻，

镇静安神。茎、叶：温经散寒，驱虫。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92 雪胆 苦、寒、有小毒；清热解毒、健胃止痛、消肿。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93 甘松 辛、甘、温；理气止痛、醒脾健胃。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94 茄子 甘、凉；清热利湿，祛风止咳，收敛止血，散瘀消肿，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二卷》、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95 木姜子 辛，温；祛风散寒，理气止痛，利尿，杀虫。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96 马兜铃 苦、微辛，寒；果实：清肺降气，化痰止咳；地上部分：行气

化湿，活血止痛。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97 细辛 辛，温；祛风散寒，通窍止痛，温肺化痰。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98 大黄 苦，寒；泻火通便，破积滞，行淤血，外用消肿止痛。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99 丹参 苦、温；活血调经、祛瘀生新、安神宁心、排脓、止痛，清心

除烦，镇静，活血祛瘀。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100 雪上一支蒿 辛，苦，温。有大毒；清炎止痛，祛风除湿，止血。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101 木通 
紫木通：苦，寒，涩；利水通淋，行气活血，通经下乳，祛风

湿，止痛。白花木通：苦，寒；利水通淋，通行血脉。铁丝木

通：淡，微辛，平；清热解毒，祛瘀活络，利尿。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102 藿香 辛、微温；芳香化湿、和中止呕、理气开胃，清热解毒，祛风

化湿，消肿止痛。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103 威灵仙 辛，威，温；祛风除湿，通络止痛。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104 紫金龙 辛，苦，凉；消炎，止痛，降压，止血。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105 独一味 味甘、苦、性平；活血化瘀，消肿止痛。主治跌打，筋骨疼痛，

关节肿痛，痛经，崩漏。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106 洋金花 辛、温、有毒；麻醉、镇定、镇痛、止咳、定喘、祛风。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107 苏木 甘、咸、辛、平；行血、祛瘀，消肿止痛。 《云南民族药志第二卷》、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108 吴茱萸 辛、苦、热。有小毒；温中散寒，疏肝止痛，燥热止呕。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109 蓖麻 
种子，叶：甘，辛，平，有小毒；根：淡、微辛，平；种子：

消肿，排脓，拔毒。种仁油(蓖麻油)：润肠通便。叶：消肿拔

毒，止痒。根：祛风活血，止痛镇静。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110 凤仙花 性酸、涩，平，有小毒；消炎止痛，活血散瘀。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111 荆芥 花：辛，温；全草：淡、凉；花：祛风，发汗解表；全草：散

瘀消肿，炒炭止血、止痛。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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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2 秦艽 辛、苦、平；祛风除湿、退虚热、舒筋止痛、清热利尿。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113 白芷 辛、温；祛风燥湿、排脓、生肌止痛、活血。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114 防风 防风：辛、甘、温；发汗解表、祛风除湿。杏叶防风：行气温

中、理气止痛。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115 羌活 辛、苦、温；祛风散寒，利关节，止痛。 《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 

5. 结果讨论 

5.1. 主要结果 

纳西族镇痛草药以双子叶植物为主；唇形科、菊科、毛茛科、伞形科是纳西医药具有镇痛止痛功效

植物药的优势科，乌头属为其优势属；纳西医药具有镇痛止痛功效的药用植物种类复杂多样。 

5.2. 局限性 

(1) 纳西医药古籍中镇痛草药的功效记载大多以“理气止痛、消炎止痛、消肿止痛、活血止痛”等描

述为主，有些药物需要配伍使用而发挥止痛作用，有些镇痛草药的功效有待进一步考究。 
(2) 本研究主要以纳西医药古籍中记载的草药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对于镇痛草药植物的

研究缺乏实地考究。 
(3) 青年群体相对于中老年群体对纳西族传统医药知识了解程度比较低，这表明虽然青年一代接受了

现代的教育，但是传统医药知识却比较缺乏[14]，不利于对民族药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4) 纳西族民族医药的发展现状不太乐观，存在很多问题，有一些好的民族民间单方验方随着时间的

流转已经丢失[15]。 

5.3. 建议 

对纳西医药古籍中药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传承民族医药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针对性的开展药用

植物学考证和验方分析是开展民族医药研究的重要方法；加强对纳西医药古籍中药用资源的持续性研究

更利于民族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好传统药用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坚持可持续发展和保护是传统医

药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 
具体措施如下：(1) 加强民族药用植物资源的植物学研究和生药鉴定；(2) 增加关于民族药物的验方

调查与收集；(3) 结合纳西医药古籍中记载的传统药用方法开展系统性研究；(4) 结合地方性政策加强对

民族药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5) 积极探究纳西族医药中野生珍贵药材的人工栽培技术，以保护

野生药用资源；(6) 将纳西医药文化融入药学专业课程教育中，提高学生对民族医药的认识。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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