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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力同其米克１，２，哈希巴特尔２，阿尔泰３

（１新疆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新疆　库尔勒市　８４１０００；
２哈力馨蒙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新疆　库尔勒市　８４１０００；

３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科学技术局，新疆　库尔勒市　８４１０００）

［摘要］　目前蒙医药最突出的问题是蒙药材质量问题，直接影响了蒙医临床疗效和声誉。通过对目前蒙药资
源开发利用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解放思想，取长补短，有效整合蒙药资源的思路，通过对不同产区蒙药材特有

品种的品质对比分析和深度研究来挖掘优质蒙药道地药材，在道地产区建立蒙药材ＧＡＰ基地，从源头抓起，实现蒙
药标准化、规范化，适应市场需求，全面提高蒙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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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分布地区跨度范围广及地区差异较大，

各地区蒙医药科研人员沟通、交流不足。因此蒙药

资源存在多基源和同名异物的复杂情况，这使确认

品种和辨明正品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由于受诸多因

素影响蒙药材道地性研究很少，尤其是除了内蒙古

以外的地区如新疆等边远地区蒙药资源。推崇道地

药材是中药一大特色。发展道地药材品种是控制和

推广中药材正品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确认品种和

辨明正品也应是挖掘蒙药道地药材，提高蒙药质量

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通过积极开展蒙药资源品种

的筛选，不同产区重点品种的品质评价的深度研究

来确认蒙药材的正品及道地产区，从而便于指导蒙

药材栽培引种，种植基地建设，加强种质资源保护，

保障蒙医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１　蒙药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蒙药是蒙古民族的传统医药，具有完整而明确

的理论体系，天然绿色，用药安全，临床疗效显著。

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使蒙医药的发展与中医

药和藏医药相比，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现正面临

着巨大的挑战。最突出的问题是蒙药质量问题。蒙

药是蒙医医生与疾病作斗争的武器，如果武器不好，

杀伤力也会大大减弱。据新疆当地老人记忆，以前

老蒙医治病一般病３～５天，稍重点儿的病７天就能

治好，多一天的药都不开。因此蒙医药在新疆不仅

在蒙古族还在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中拥有很高

的声誉，在新疆民族地区医疗事业中发挥了不可磨

灭的作用。现在蒙医治病疗程常为１５～３０天，但是
蒙药疗效却大不如从前了。这种状况已严重影响了

蒙医药临床疗效和声誉。蒙药质量下降归根结底主

要还是药材质量问题，蒙药材质量是蒙药临床疗效

的保证，正所谓 “药材好，药才好”。蒙药资源开

发利用现状却令人担忧，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

１１品种混乱现象仍然存在
我国地域广阔，有着丰富的蒙药资源，但历史

上因交通不便，交流困难且同类植物资源分布广泛，

各地蒙医就地取材从而导致了有些蒙药存在药材多

基源和同名异物等基源不清的复杂情况。这种状况

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前新疆蒙
医主要是从寺庙中培养出来的，因此大多数蒙药名

字用的是藏名，新疆蒙医介于藏医和内蒙蒙医之间，

且有自身的独特之处。

１２蒙药资源家底不清
对各地区蒙药资源缺乏全面的调查研究，因此

对各地区蒙药资源分布、品种、蕴藏量、蒙药材质

量、生态状况了解不足。故导致何地产者质量最好

并不确切，蒙药道地药材产地不明。特别是除了内

蒙古以外其他地区尤其是对新疆地产蒙药材资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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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更少。因此新疆产蒙药材的开发利用仍处于较

低水平，一些疗效奇特、蕴藏量大的蒙药资源仍养

在深山无人识，如铁木尔地格达（当药）在天山山
脉珠勒图斯山间盆地天鹅湖沼泽区有大量分布。在

新疆蒙医中广为使用，是治疗肝胆疾病的传统良药，

而内蒙地区此药材野生资源枯竭无法满足需求故用

紫花地丁代替故直接影响了使用此药材的蒙药的

质量。

１３蒙药品质下降严重
受蒙药资源所处自然环境的破坏及资源的滥采

滥挖现象严重影响，蒙药资源逐渐枯竭，导致野生

药材资源短缺，代用品增多；蒙中药交叉品种的种

植药材中有效成分减低；药材中残留农药成分等等，

影响了蒙药的疗效。至今还没有较大规模的蒙药特

有品种的蒙药材ＧＡＰ基地。
１４蒙药质量控制水平低

部分蒙药药材的品种无统一的质量标准或质量

标准起点过低，有效成分没有明确的定性、定量检

测指标，分析手段落后，质量控制一直处于较低水

平状态。新疆等地所产优良蒙药药材中这种状况更

突出。

１５蒙医药资源缺乏有效整合
蒙古族分布地区跨度范围广及地区差异较大，

且由于历史人文等原因，各地区蒙医药科研人员沟

通、交流不足。研发力量、人才、项目分散，缺乏

统筹协调、重点攻关。导致各地区蒙药材的基础和

应用研究各自为政，各执一词，多数出现各顾各的，

互不牵涉，相对封闭的尴尬局面，因此蒙药材资源

缺乏有效的整合。这也是蒙药材道地药材品种较少

的重要原因。

２　蒙药资源开发利用建议

上述因素严重阻碍了蒙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影响了蒙药疗效和蒙医药声誉。提升蒙药疗效和蒙

医药声誉，保障蒙医药在国家和民族医药体系中的

地位是我们每一位蒙医药从业人员的神圣职责。针

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谈谈对蒙药资源开发利用的建议。

２１解放思想，加强协作交流，积极开展蒙药资源
调查和古籍整理工作

　　发展蒙医药事业，提升蒙医药竞争力是各地区
从事蒙医药专业人员的共同责任和义务。各地区蒙

医药医疗、教学、科研机构之间应加强联系和合作，

尤其是内蒙古蒙医药机构与其他有蒙医药资源的地

区相关研究机构之间的联合，加强团结协作，减少

各自为政，各执一词，而是为了共同的蒙医药事业

抛开地方偏见取长补短，有效的整合蒙药材资源。

创办一个有各地区蒙医、蒙药、蒙药材及其它相关

领域权威的专家组成的协会，最大限度地整合集约

蒙药材资源，引导其有序发展，形成合力。汇集各

方力量，开展全国性的蒙药材资源普查，对各地区

蒙药材资源分布、品质、蕴藏量、生态状况进行全

面的调查研究，摸清家底。汇集权威的专家对蒙医

药古籍进行整理挖掘。建立蒙药资源信息管理系统。

并对药材基源不清和同名异物的复杂情况进行全面

的考证。

２２积极开展不同产区蒙药资源重点品种整理和品
质评价的深度研究，挖掘优质蒙药道地药材

　　由于蒙药材资源存在多基源和同名异物的复杂
情况，使确认品种和辨明正品显得尤为重要，尤其

是对新疆等边远地区蒙药材资源。因为天山山区可

供利用的植物资源不仅种类多而且面积大且产量高。

且由于独特的生境与气候条件，对药用植物次生代

谢物的含量有着很大的影响，多种药用植物的有效

成分含量明显较高，新疆药用植物资源质量上乘。

如：新疆产大黄中生物碱含量远远超过其它地区所

产的大黄［１２］，乌头其生物碱含量超过中国其它省区

所产的含量１０倍以上［１２］。乌拉尔甘草的甘草酸含

量远高于东北产乌拉尔甘草的含量［１２］。新疆贝母的

贝母碱含量高于川贝母的几倍［１２］。蒺藜中薯蓣皂苷

含量以新疆产最高。红花中腺苷含量以新疆产最高。

从新疆阿魏中割收的阿魏胶，其功效与进口品无异，

紫草和雪莲花更是公认质量上乘。那么新疆地产蒙

药材品质如何呢？是否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因此通

过积极开展蒙药材资源品种的筛选，对不同产区重

点蒙药品种品质评价的深度研究来确认最佳的蒙药

材的正品和道地产区，从而便于加强种质资源保护，

指导蒙药材栽培引种及种植基地建设，以保障蒙医

药的可持续发展。推崇道地药材是中药一大特色，

发展道地药材品种是控制和推广中药材正品的一个

重要环节。那么我们蒙药材的开发利用是否也应借

鉴中药材的一些先进做法。因此我认为应该把确认

品种和筛选优质蒙药材当作是挖掘蒙药道地药材，

提高蒙药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

２３做好蒙药道地药材适宜生产区区划方面的研究
众所周知药材质量体现在临床疗效上决定于其

中的活性成分组成与含量，而活性成分的合成和积

·０６３·



２０１３年５月　第１５卷　第５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ａｙ　２０１３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５

累与产地具有密切的关系。一些药材都是在一定地

理范围内才能正常生长，有效成份高，质量最佳。

因此根据野生蒙药植物资源具体分布情况和药材品

质状况做好蒙药道地药材适宜生产区区划，统一规

划、合理开发，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如果某地区某

药材的活性成分含量高，而且产量和质量优于其它

产区，就应帮助申报道地产地标志。

２４积极开展蒙药材ＧＡＰ基地建设工作
通过对蒙药材的资源状况，供求状况，质量状

况等进行深度研究和全面分析及蒙药道地药材适宜

生产区区划研究的基础上，考虑重点地区重点品种

的基地建设事宜。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挖掘发展蒙

药道地药材。在总结中药道地药材 ＧＡＰ基地建设成
功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道地蒙药材产区建立

蒙药道地药材ＧＡＰ种植基地，建立现代化的蒙药饮
片厂。推行蒙药材生产产业化经营和规范化管理，

从源头上保证药材质量的上乘、稳定、有效。

２５进一步完善蒙药标准化研究工作
标准化是现代管理的重要基础，蒙医药如要实

现现代化管理，必须重视标准化建设，只有实现蒙

医药的质量标准化，蒙医药现代化才真正有了进展。

因此制定地方优良蒙药的质量标准势在必行。为了

保证蒙药质量稳定，必须对优质蒙药材产地、品种、

采集时间、产地加工方法、包装、贮藏养护、饮片

规格标准建立严格的蒙药质控标准，建议将此标准

上升为国家标准，以规范优质药材在成药中使用，

以保障优质蒙药的销量。从源头抓起，实现蒙药的

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适应市场需求，全面提

高蒙药质量。

２６完备交易市场体系，培育基地良性运营
通过权威部门和蒙医药协会加强并促进各地区

蒙药道地药材ＧＡＰ种植基地、蒙药饮片厂与蒙药生
产、经营企业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为蒙药材 ＧＡＰ种
植基地建设解除运营上的障碍，使其成为符合质量

要求、有持续发展后劲的蒙药材 ＧＡＰ基地。在蒙药
道地药材ＧＡＰ种植基地和蒙药饮片厂建立蒙药材配
送中心和现代化的蒙药材销售网络平台，逐步建立

起全国蒙药材信息网络中心，使产供销各个环节协

调发展、良性循环。总之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逐步完

善蒙药产业发展的整体环境。蒙药材开发利用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我们在蒙药材的开发利用

过程中，既要认真总结中药材开发利用中出现的问

题，吸取经验教训，又要勇于创新积极利用现代科

学技术手段和交通手段，促进蒙药材研究、开发、

利用、生产和流通。使我们的蒙药用上最优质的蒙

药材，提高蒙药质量，全面提升蒙药疗效和蒙医药

声誉，从而让她在日益严峻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

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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