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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精品教材。
上篇围绕生药学的核心科学问题即质量和资源，重点阐述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包括生药
真实性鉴定、生药有效性评价、生药安全性评价、生药质量标准的制订和应用、生药质量的影响因素
及调控、生药资源及可持续利用；下篇为各类生药分述，共收载国内外广泛使用的生药198种，以自然
分类系统编排，介绍常用生药的来源、植物形态、产地、采制、性状、显微特征、化学成分、理化鉴
别、含量测定、药理作用、功效等内容，在每科后还有简表介绍该科《中国药典》2010年版收载的药
材及欧美国家常用的药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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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萍，现任中国药科大学教授、博导、“生药学”国家重点学科和“现代中药与天然药物学”江苏省
重中之重学科首席学科带头人，现代中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创新团队带头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九届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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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节　生药学的性质和任务　第二节　生药学发展简史　　一、古代药物学与生药学的萌芽
　　二、生药学科的诞生和近代生药学　　三、生药学科的发展和现代生药学上篇　生药学的基本理
论与方法　第一章　生药的分类和记载大纲　　第一节　生药的分类法　　第二节　生药的记载大纲
与拉丁名　　　一、生药的记载大纲　　　二、生药的拉丁名　第二章　生药的真实性鉴定　　第一
节　性状鉴定　　　一、对照生药的性状特征　　　二、性状特征的观察、描述方法　　　三、性状
鉴定的内容　　　四、各类生药药材的性状鉴定要点　　第二节　显微鉴定　　　一、对照生药的显
微特征　　　二、显微鉴定的内容　　　三、显微鉴定的方法　　　四、各类生药的显微观察要点　
　　五、其他显微鉴定技术　　第三节　理化鉴别　　第四节　DNA分子遗传标记鉴定　　　一
、DNA提取技术　　　二、琼脂糖凝胶电泳技术　　　三、PCR技术　　　四、生药鉴定常用的DNA
分子标记方法　　　五、基因芯片技术　第三章　生药的有效性评价　第四章　生药的安全性评价　
第五章　生药质量标准制定与应用　第六章　生药质量影响因素及调控　第七章　生药资源与可持续
利用下篇　各类生药分述参考文献动植物拉丁学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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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种质和繁殖材料对养殖、栽培或野生采集的药用动植物应准确地鉴定其物种（包括亚种、变
种或品种），并实行检验和检疫制度，以保证质量和防止病虫害和杂草的传播。
由于不同品种种质上的差异，生产出的药材在质量、产量、性状、最适宜种植地区等方面会有所不同
，最好收集并比较全国此类药材品种种质资源，在同一试验田里种植，进行种质资源品质评价。
从中选择并确定性状良好的中药材品种种质，作为中药材种植品种的基原。
制定繁殖材料采集操作规程，包括种子采集操作规程、中药材种子质量标准等，以确保种质的质量。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中药材品种的种质来源仍然是野生种引进，只有少数道地药材存在一些适合当地
种植并经长期定向培育的品系或农家品种。
为此需要加强中药材良种选育、配种工作，建立良种繁育基地。
中药材经几年种植后，会出现产量、活性成分含量、抗病性能下降等种质退化现象，这就需要进行中
药材品种种质的复壮和纯化工作。
因此对于野生原产地或农家品种引种地的溯源是很重要的，必须详细记录，留待以后溯源或新品种培
育时使用。
3.栽培与养殖管理人工因素如施肥、灌溉、植物激素及其他管理措施对植物生长的影响是显著的，对
植物的化学成分也有影响。
因此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对比试验，既可提高各种措施产生的效果和经济效益，又可减少盲目采取各
种措施产生的浪费。
4.采收与初加工药用植物体内有效成分的形成和积累，是植物代谢过程的结果，并与其生长、发育有
关。
对多年生植物来说，生长发育期的长短、采收年份都是很重要的。
因此，中药材采收年限、采收季节、采收方法及产地加工，是影响中药材质量的最后两道关口，如果
不进行适时的采收及合适的产地加工，势必导致中药材质差效低，而使前面的努力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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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药学(第2版)》：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药学类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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