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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个世纪西学东渐，知识界的先驱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破除三纲五常，推进社会改革，毋庸置疑
对国家民族的繁荣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还原论的盛行也冲击着传统的优秀的中华文化，致使独具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医药学随之停滞不前
，甚而有弃而废之的噪声。
幸然，清华与西南联大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等诸位学者大师皆留学西洋之后，专心钻研文史，大
兴国学之风，确系宏扬中华文化之精髓，其功德至高至尚，吾辈永远铭记。
回首中医药学的社会基础，切合国情之需，民众渴望传承发扬。
当今进入新世纪已是东学西渐，渗透融合儒释道思想，以整体论为指导的中医药学，其深化研究虽不
排斥还原分析，然而提倡系统论与还原论的整合，将实体本体论与关系本体论链接，共同推动生物医
药科学的发展。
显而易见，既往笼罩在中医药学人头上的“不科学”的阴霾今天正在消散，作为“整体医学”的原创
思维与原创优势，渐成为科技界的共识；政府积极扶持，百姓企盼欢迎，尤其是九亿农民的医疗保健
，中医中药将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医药学的发展历程中，中药始终是防治疾病与维护健康的重要手段。
近60年在中药材的抚育栽培、饮片规模生产、中药新药的研究开发以及药性理论的诠释创新等方面均
有长足的进步。
目前，国家通过实施各类科研计划，积极探索创新现代中药的新机制新方法，同时开展中药资源合理
利用的保护措施，推进中药健康产业现代化、集约化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已取得重要的成就。
综观中医药形势有喜有忧而总体看好，我们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让我们团结一切关心参与中医药
学发展进步的相关学科的学人，互相勉励，倡导筚路蓝缕迎难而上的精神，为生命科学与人类健康事
业做有益的工作。
　　目前全国有中药资源12807种，其中药用植物11146种，药用动物1581种，药用矿物80种。
中药学一级学科的深入与分化，中药资源与鉴定、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炮制与药剂学各二级
学科新技术的渗透与引进，已逐步形成了多个学科分支，归纳起来包括“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两大方面，基础研究应突显自主创新，应用研究要适应社会的需求，当然两者渗透融合又相辅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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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药品质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是我国当代研究中药品质理论的专著，旨在总结我国中药
品质研究成果，交流部分作者研究工作经验，力求体现中药传承与发展的结合、中药学术理论与实践
应用的结合。
《中药品质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着眼于中药品质是临床疗效的保证，通过古今中药品质的认识分
析，系统提出了“中药品质的遗传主导论”、“中药品质的环境饰变论”、“中药品质的生物多样性
维持论”、“中药品质的传承与发展论”、“中药品质的性效决定论”、“中药品质的多元调控论”
、“中药商品物流保质论”、“中药辨伪论”和“中药资源的全球共享论”等九个理论性的论点。
论点新颖，论述系统、全面，涵盖了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和实践与实例。
为中药品质评价标准和保证体系的建立，特别是为丰富和发展中药理论，振兴中医药事业，推进中医
药现代化、国际化的进程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药品质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融入了中药品质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并选择实例进行了阐
述，可作为中药科学研究、生产、教学的重要参考书，亦可作为中医药院校教师、研究生和高年级学
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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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药品质的概念与内涵　　第一节　中药的内涵和外延　　一、中药的概念　　什么是
中药?从目前所下的定义来看，可分为三类。
其一，从实践方面来定义，如：《现代汉语词典》定义为：中药是中医所用的药物，其中以植物为最
多，也包括动物和矿物；以及《中药学》教材广泛采用的定义：中药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于预防
、诊断和治疗疾病及康复保健等方面的物质。
其二，从理论方面来定义，如：中药是以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术语表述药物的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
的药物。
其三，从历史角度来定义，如：中药是在西方医药学传人中国后，人们对我国传统药物的总称，在此
之前称为“药”或“毒药”。
实际上，“中药，，这一概念的提出只有近百年的历史，是为了与“西药”加以区分而约定俗成的说
法。
因此，它包括两个层次：首先，体现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即：药物性能的表达有性味（四气、五味）
、归经（包括脏腑、经络、三焦等）、升降浮沉、效用以中医药学术语表述（如发汗解表、凉血、平
肝、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活血化瘀等），能依据中医药的配伍组方原则（君、臣、佐、使）把各味
药共同构成一个功效整体（复方）而发挥作用。
其次，体现传承和发展观；即：体现其悠久的历史、广泛的临床实践和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性，并秉
承中医药发展过程中具有的开放性、兼容性和与时俱进的传统。
简而言之，中药就是在中医药学理论指导下认识和使用，并能以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术语表述其性能
、功效和使用规律，用于预防、诊断、治疗疾病及康复保健等方面的物质。
　　二、中药的内涵和外延　　通常认为中药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由其构成了中药产业
的三大支柱，同时也是中药的物质表现形式。
纵观历代主流本草著作，从东汉《神农本草经》（以下简称《本经》）开始记载药物的“性、效、用
”，梁代《本草经集注》（以下简称《集注》）增加基源的考察、产地、形态、鉴别等内容，后世内
容不断丰富，至明代《本草纲目》全面体现了“认、栽、采、制、用”的内容。
当今，中药的内涵得到不断的丰富、完善和深化，远较本草的内涵丰富。
只不过中药材、中药饮片（包括配方颗粒）、中成药是中药流通的主要商品形式，中药饮片（包括配
方颗粒）和中成药是中医临床用以治病的直接物品。
我们认为，就中药（生物来源）产生治疗疾病和康复保健等作用的本质而言，是生物的遗传和环境因
素双重叠加作用所形成的代谢产物或经人工制造后的再生物质。
从中药品质保证的角度来看，中药应包括种质、栽培、采收加工和炮制、用法等多种表现形式，立地
条件是中药形成的自然载体，而由这些要素构成了中药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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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着眼于中药品质是临床疗效的保证，通过古今中药品质的认识分析，系统提出了“中药品质
的遗传主导论”、“中药品质的环境饰变论”、“中药品质的生物多样性维持论”、“中药品质的传
承与发展论”、“中药品质的性效决定论”、“中药品质的多元调控论”、“中药商品物流保质论”
、“中药辨伪论”和“中药资源的全球共享论”等九个理论性的论点。
论点新颖，论述系统、全面，涵盖了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和实践与实例。
为中药品质评价标准和保证体系的建立，特别是为丰富和发展中药理论，振兴中医药事业，推进中医
药现代化、国际化的进程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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