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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税丕先和庄元春主编的《现代中药材商品学》由泸州医学院、泸州市中医院、绵阳市中医院、泸
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多位具有教学、科研及实践经验的教师编写而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泸州百草
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成都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安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等多家单位的大力支持
和帮助。

　　《现代中药材商品学》分为上编“总论”、下编“各论”两个部分。
上编分为11章，概述了中药材商品学的含义及其特点，我国中药材商品的产地及产地变迁，中药材商
品的采收加工、包装、贮藏，中药材商品的鉴定、规格等级，中药材商品的经营管理法规、质量标准
及质量控制，中药材商品的国内、国际贸易，中药材商品的资源及其可持续利用，中药材商品价格的
操纵与人为炒作，中药材商品的现代化等。
下编主要参照《中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中的部分品种，共收录常用中药材商品300多种，分别介
绍其来源、产地（传统产地、现代产地）、采收加工（传统加工、现代加工）、商品特征及现代制假
、规格等级、鉴别、检查、含量测定、炮制方法、性味功效、用量用法、贮存方法及附注等内容。

　　本书可供医药公司、药店、医院中药房、中药生产企业、药品检验所等在生产、营销、采购、使
用、监督检验过程中学习与参考，也可作为大专院校医药教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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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九章 中药材商品资源 及其可持续利用 中药材资源分为两类：一部分为天然资源，即来源
于野生动植物和天然矿物的中药材；另一部分为生产资源，即来源于人工种植的植物类药材、人工驯
养的动物类药材和合成的矿物加工品。
其中的天然矿物类是不可再生资源，植物类、动物类是可再生资源， 中药材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是一对
矛盾的统一体，它们既对立又统一。
过分强调开发，只追求经济效益，滥采滥伐，不加保护，必然加速该物种资源的减少，导致灭绝，使
资源不能持续利用；反之，单纯强调保护，不加开发利用，任资源自生自灭，既不能为人类所用，又
不能使资源增加，则是一种浪费。
总之，对资源的利用要合理，开发的同时要注意保护，这样才能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自己同时
也为子孙后代造福。
 目前，我国中药材资源开发过度，保护不足，应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第一节我国中药材资源现状 我国天然中药材资源的品种较为丰富。
根据中国药材公司和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办公室组织，历时近10年（1983～1993年）进行的全国中药资
源普查工作的调查结果，中国目前有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12807种，其中，药用植物11146种以上，
药用动物1518种，药用矿物80种。
调查了362种常用药材，其中有320种大宗植物药材和29种动物药材，其野生资源总蕴藏量约为850万吨
。
按蕴藏量大小排列为：40万吨以上的有甘草、麻黄、罗布麻、刺五加4种；10万～40万吨的有苍术、黄
芩、地榆、苦参、狼毒、赤芍、绵马贯众、仙鹤草8种；5万～10万吨的有山豆根、木贼、益母草、茵
陈、葛根、升麻、苍耳子、篇蓄、艾叶、柴胡、防风、黄柏、秦皮、玉竹、续断、五味子、威灵仙、
桔梗、老鹳草、拳参等23种；1万～5万吨的有42种；1万吨以下的有243种。
 一些重要的药材例如甘草、麻黄、冬虫夏草、羌活等来自野生植物；蟾酥、斑蝥、蜈蚣、蝉蜕等来自
野生动物；石膏、芒硝、自然铜等来自天然矿物。
经销药材中以野生资源为主的有170～200种，占常用药材的60％以上。
在调查中发现了很多以往并未利用而依赖进口的野生药材资源，如胡黄连、马钱子、安息香、诃子、
阿魏、沉香、降香等。
 我国中药材资源分布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条件优越，中药材的分布呈现不均衡性。
中药材种类分布规律是从东北至西南由少增多，由1000种增加到5000种；常用药材的蕴藏量则以北方
最多，向南逐渐减少。
根据我国气候特点、土壤和植被类型，传统将药用植物的自然地理分布分为八个区。
在各个植物分布区相应分布着不同的药用动物。
 （一）东北寒温带、温带区 本区包括黑龙江、吉林两省、辽宁省大部分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
本区大部分属于寒温带和温带的湿润和半湿润地区。
年降雨量为400～700mm，长白山地区东南可有1000mm。
区内森林茂密、气候冷凉湿润，分布的品种虽较少，但珍贵和稀有的药用动植物种类多。
本区药用植物达1600多种，药用动物300多种，矿物类50多种。
本区的长白山地区大部分为山岭与丘陵，北段为小兴安岭，东北角为低陷的三江平原，是我国重要的
林区之一和我国北方重要的药材产区，有“世界生物资源金库”之称，野生植物约1600种，药用植
物900多种，有五味子、人参、细辛、天麻、党参等分布。
本区的植物类药材还有赤芍、升麻、北苍术、关防风、黄芪、关龙胆、东甘草、地榆、柴胡、黄芩等
。
动物类药材有鹿茸、刺猬皮、麝香、蟾酥、哈蟆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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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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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采购、使用、监督检验过程中学习与参考，也可作为大专院校医药教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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