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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药资源学》以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为核心，以培
养适应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人才为目标，在吸收相关教材和专著精华的基础上，融汇近年来中药
资源及其相关学科领域新的理论、技术、方法和成果，构建了中药资源学的框架，分模块编写了基本
理论和生产技术内容。
全书分为10章和附篇及附录，其内容主要涵盖了资源与中药资源的基础知识，中药资源的构成、自然
分布和调查方法，中药资源的化学成分、开发利用和质量评价，中药资源保护、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代表性药用生物资源分种各论，以及中药资源学教学实习指导和国内外重点保护的具有药用价值的野
生动植物名录。
本书借鉴了中药学、资源学、农学和现代生物技术等相关学科知识，完善了中药资源学的理论知识体
系，强化了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应用技术，介绍了学科领域的发展前沿，重在学生系统性知识的学
习和操作技能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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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道地药材品种的发展 道地药材初期形成时，是以产地论优劣，因受当时政治、地理、文
化、交通、科学技术、临床应用及植物分类水平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并不能全面而准确地反映它真实
的性质。
因而，在历代本草等医药书籍中，对某些道地药材的记载常出现名称较为混乱甚至误传的现象。
经过反复的临床验证和本草传播，人们逐渐发现原本草记载的不足和错误，并加以更正、更新。
有些道地药材最初仅有一大品种名称，而后伴随时代的变迁，道地药材的品种也会不断分化或更新。
如药材贝母，在明代以前仅言贝母而无川、浙之分，仅有少量产地和临床疗效的不全面记载，《本经
逢原》即有“贝母川产味甘，最佳；西产味薄，次之；象山者微苦，又次之”之说。
至《滇南本草》苦马菜条附案中首次出现川贝母名。
当人们逐渐认识到川、浙所产贝母在功效上的明显区别后，贝母即被分化为川、浙两大类。
《本草正》首先将川贝母与浙贝母分条论述，《本草纲目拾遗》也将浙贝母单列一条。
目前，贝母品种又进一步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将主产于四川等地的川贝母、主产于浙江的
浙贝母、主产于新疆的伊贝母、主产于东北的平贝母进一步分条记述，这是由于功效不同所致品种分
化。
药材菊花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神农本草经集注》记有两种，《本草衍义》记有20余种
，《本草纲目》记有百种，反映了对菊花较全面的认识。
时至近代，因产地不同和加工方法有别，菊花出现了主产于安徽亳州的亳菊、主产于安徽歙县的贡菊
、主产于安徽滁州的滁菊、主产于浙江桐乡的杭菊等各具特色的道地药材。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对道地药材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品种来源上有了更为科学的鉴别和
评判，这对新资源的发现提供了良好条件。
紫草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历代本草所记载的原植物均为紫草科植物紫草Lithospermum
erythrorhizon Sieb.et Zucc.。
经多年的研究和临床验证，现今紫草商品分为硬紫草和软紫草，前者为历代本草记载之物种，后者为
同科植物新疆紫草Arnebia euchroma（Royle）Johnst.。
而软紫草是20世纪以后才在新疆地区发现并大量利用的中药材，其根条肥大，松软易碎，气味特殊，
色素含量为硬紫草的3.5倍，其抑菌种类和强度也大于硬紫草，因而现代人认为软紫草品质更佳。
 2.道地药材产区的变迁 道地药材与其主要产区密切相关。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人类生产活动等多种因素的变化，有些道地药材的产区也会发生变迁。
目前人参的道地产区在东北吉林等地，而乾隆皇帝曾在为人参所写颂诗的自注中说：“昔陶弘景称人
参上党者佳，今惟辽阳、吉林、宁古塔诸山中所产者神效，上党之参直同凡卉矣。
”可以认为，人参的主要产区在清代由早期的上党、辽东并立，而变迁为东北了，直至今日。
地黄原出陕西咸阳，《名医别录》载“地黄生咸阳川泽黄土地者为佳”。
而后来河南怀庆（今河南温县沁阳等县）栽培的地黄发展为道地产品，称怀地黄。
《本草纲目》载：“今人唯以怀庆地黄为上，亦各处随时兴废不同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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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药资源学》以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为核心，以培养适应中
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人才为目标，在吸收相关教材和专著精华的基础上，融汇近年来中药资源及其
相关学科领域新的理论、技术、方法和成果，构建了中药资源学的框架，分模块编写了基本理论和生
产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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