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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国家组织编写并审定的高等中医院校教材从初版迄今已历二十余年。
其间曾进行了几次修改再版，对系统整理中医药理论、稳定教学秩序和提高中医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
但随着中医药学的不断发展，原有教材已不能满足并适应当前教学、临床、科研工作的需要。
　　为了提高教材质量，促进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卫生部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在南京召开了全
国高等中医院校中医药教材编审会议。
首次成立了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编审委员会，组成32门学科教材编审小组。
根据新修订的中医、中药、针灸各专业的教学计划修订了各科教学大纲。
各学科编审小组根据新的教学大纲要求，认真地进行了新教材的编写。
在各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贯彻了一九八二年四月卫生部在衡阳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
育工作会议”的精神，汲取了前几版教材的长处，综合了各地中医院校教学人员的意见；力求使这套
新教材保持中医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正确处理继承和发扬的
关系；在教材内容的深、广度方面，都从本课程的性质、任务出发，注意符合教学的实际需要和具有
与本门学科发展相适应的科学水平；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
；同时又尽量减少了各学科间教材内容不必要的重复和某些脱节。
通过全体编写人员的努力和全国中医院校的支持，新教材已陆续编写完毕。
　　本套教材计有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内经讲义、
伤寒论讲义、金匮要略讲义、温病学、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
妇科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医伤科学、针灸学、经络学、腧穴学、刺灸学、针灸治疗
学、针灸医籍选、各家针灸学说、推拿学、药用植物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剂学、中
药化学、中药药理学等三十二门。
其中除少数教材是初次编写者外，多数是在原教材，特别是在二版教材的基础上充实、修改而编写成
的。
所以这套新教材也包含着前几版教材编写者的劳动成果在内。
　　教材是培养社会主义专门人才和传授知识的重要工具，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人才的培养。
要提高教材的质量，必须不断地予以锤炼和修改。
本套教材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因而殷切地希望各地中医药教学人员和广大读者在使用
中进行检验并提出宝贵意见，为进一步修订作准备，使之成为科学性更强、教学效果更好的高等中医
药教学用书，以期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中医事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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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药鉴定学(供中药专业用)》由国家组织编写并审定的高等中医院校教材从初版迄今已历二十
余年。
其间曾进行了几次修改再版，对系统整理中医药理论、稳定教学秩序和提高中医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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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我国丰富的天然资源 我国历史悠久，土地辽阔，地跨寒、温、热三带，地形错综复杂，气候条
件多种多样。
从北部寒冷的黑龙江，到南部炎热的南海诸岛，从帕米尔高原到东海之滨；从高山到平原，从陆地到
江河湖海，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中药天然资源，其种类之多，藏量之大，为世界之冠。
　　丰富的天然资源是中药材的主要来源之一。
许多著名药材，如甘草、麻黄、羌活、冬虫夏草等都是采自野生的药用植物；蟾酥、斑蝥、蜈蚣、蝉
蜕等都是取自野生的药用动物；石膏、芒硝、朱砂、自然铜等都是采自自然矿石。
许多药材由于天时、地利的生长条件和多年来劳动人民精心培植的结果，优质而高产，有地道药材之
称，正如古代陶弘景所说：“诸药所生，皆的有境界”。
寇宗也说：“凡用药必须择土地所宜者，则药力具，用之有据”。
现在，四川产的黄连、附子，云南的三七，甘肃的当归，青海的大黄，宁夏的枸杞子，内蒙古的黄芪
，吉林的人参，山西的党参，河南的地黄、怀牛膝，山东的北沙参、金银花，江苏的薄荷，安徽的牡
丹皮，浙江的玄参、浙贝母，福建的泽泻，广西的蛤蚧等都是历史悠久，全国著名的常用中药，有很
多在世界上享有盛名。
　　解放后，党和政府极为重视中医中药的发展，对全国中药资源组织了调查研究，对多数中药摸清
了品种和分布情况，发现了很多以往并未利用而依靠进口的野生药材资源，如胡黄连、马钱子、安息
香、沉香等。
有的中药发现了不少类同品或具有相似有效成分的资源植物，如贝母、石斛、金银花等同属植物中有
多种均可入药。
这些新的资源都已积极开发利用。
　　2.中药的生产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中药材用量成倍增长，国外的需求量也很大，许多品种
单靠野生品供应远不能满足医疗的需要，因此逐步地变野生药材为家种家养，是从根本上解决药材生
产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解放后各地扩大和新建了不少地区药材生产基地。
许多著名地道药材的产区，扩大了栽培面积，如甘肃岷县的当归、四川江油县的附子、石柱县的黄连
、河南沁阳县等地的地黄、吉林抚松县的人参、广东阳春县的砂仁等每年能为国家提供大量商品药材
。
野生药材进行人工种植的品种日益增多，如半夏、天花粉、续断、丹参、太子参、天麻、茯苓等近百
种中药已可栽培生产，有些已建立了生产基地。
很多常用药材已自原产地引种，在外地栽培成功，如黄芪、党参、地黄、怀牛膝、三七等，从而扩大
了产区，增加了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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