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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温州医学院药学院、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暨南大学医药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和沈阳药
科大学等十几位教授合作编写。
全书针对温莪术规范化种植，莪术药理研究，莪术的液体制剂、固体制剂、成方及新型制剂这3大专
题内容，系统阐述了温莪术资源、栽培。
化学成分．药理、临床和制剂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进展。
其编写内容参考了编者最近几年对莪术的深入研究所积累的资料以及大量的国内外文献，体现了国内
外医药科研机构对莪术药用植物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热点。
    本书可供有关研究人员参考，也可作为硕士、博士研究生拓展学科知识、了解学科前沿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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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述　　莪术始载于唐代甄权《药性论》，为姜科植物蓬莪术Curcuma phaeocaulis Val、
广西莪术Curcuma kwangsiensis s.G.Lee et c.F.L.iang或温郁金Curcuma wenyujinY.H.Chen et C.L.ing的干燥
根茎，其性味辛、苦、温，归肝、脾经，具行气破血，消积止痛之功效。
祖国传统医学用于治疗癥瘕痞块、瘀血经闭和食积胀痛；现代研究发现其挥发油中含有莪术醇、莪术
二酮和榄香烯等活性成分，可用于治疗早期宫颈癌等症。
　　莪术在我国有几大产区，分布在福建、广东、广西、浙江、台湾、云南和四川等地，其中主要分
布在浙江温州等地区的莪术习称为温莪术。
各产区的莪术化学成分有差别。
20世纪70年代，国家有关部门曾委派沈阳药学院（今沈阳药科大学）几位教师远赴温州瑞安地区对温
莪术进行考察。
经过系统深入的调查和分析比较，发现与其他产地（主要有四川、广西等地）相比，产于温州地区的
莪术，其莪术油含量更高，生物活性更强。
因此，温莪术在整个莪术家族中的地位凸显出来。
　　温莪术是浙八味之一，是浙江省著名的地道药材。
温州瑞安是温莪术的主产区，种植加工历史悠久，已形成较高的知名度。
但是，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原因，数十年来，其种植栽培和加工工艺等并未得到明显的改进，药农还是
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种植、加工，对土壤、气候、肥料及田间管理的研究仍相当滞后，这导致药材质
量参差不齐，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等问题时有发生，而国家对药材的质量要求越来越严格，达不到
质量标准的莪术不仅滞销，而且影响了温莪术的整体形象，导致当地农民并未通过莪术资源的开发走
上致富之路。
不规范的种植栽培、陈旧的加工工艺拖住了温莪术产业发展的脚步。
直到2005年，、瑞安温莪术GAP基地建设项目正式启动，温莪术种植才展开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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