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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药学类教材”之一。
本书概要介绍了药学各学科的历史沿革、学科范畴、基本概念、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主要成就以及
药学的发展前沿和尚未解决的问题，使药学生能够了解药学教育体系中各学科的联系，把握今后学习
的方向。
　　本教材适用药学类院校各本科专业的教学，也可供药学专业专科和函授学生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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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中药、生药与天然药物化学第一节 中药的起源与发展一、中药与生药的概念区别药物的分类
，如果以医学理论体系而论，可以分为在现代医学理论体系指导下使用的药物和在传统医学理论体系
指导下使用的药物两大类。
前者包括化学药、生物制品、天然药物等，其中化学药和生物制品习惯上亦称为西药。
后者在我国包括中药、草药、藏药、蒙药、维药、彝药等。
由于中药历史悠久、使用的人非常广泛，故将中药单列一类，中药和草药统称为中草药，藏药、蒙药
、维药、彝药等则统称为民族药。
中药是指依据中医学理论和中医临床经验，应用了医疗保健的药物。
中药不论是单味药还是复方药物，都有中医药学理论相适应的特征，即性味、归经、升降沉浮、功效
、配伍规律及按中医理论考虑其应用。
所以，中药不同于一般天然药物，除少数品种如青黛、阿胶、冰片等为加工品外，大都是来源于自然
界植物、动物、矿物的非人工合成品。
当然，有些民间药物或天然药物，随着人们医疗实践的深化，通过研究、归纳、总结，确定其重要的
基本特性又遵循中医理论来使用，就可以称为中药。
如穿心莲，原本是民间用来做苦味补剂并可治疗细菌性痢疾的民间药，通过多年临床实践及科学研究
，归纳总结了它的中药特性，现已收载于1990年版的《中国药典》一部。
因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不断丰富于发展了中药。
所谓生药是指来源于植物、动物和矿物的新鲜品或经过简单的加工，直接用于医疗保健或作为医药用
原料的天然药物。
例如：植物生药人参、洋地黄；动物生药斑蝥、水蛭；矿物生药朱砂、信石等。
此外，由植物中制取的淀粉、黏液质、挥发油；自植物和动物制取的油脂、蜡类；还有一些医用敷料
（如脱脂棉）、滤材（如滑石粉、白陶土）以及具有杀虫作用的除虫菊等，也都属于生药。
生药一般指取自生物的药物，兼有生货原药之意，它包括了本草未有记载，中医不常用而为西医所用
的药物（如麦角、洋地黄叶等）。
在国外，生药一般不包括矿物药。
中药包括中药材和中成药，其中中药材属于生药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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