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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糖是除蛋白质和核酸外的又一类非常重要的生物大分子，是涉及生命活动本质的三类生物大分子之
一。
在生命科学、药物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和广泛的用途。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形复杂，存在多种多样的气候类型、土壤类型和复杂的地理地貌，蕴藏着极其丰
富的植物资源。
少数民族地区药用植物是我国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地区药用植物防治疾病的基础是其中的有效化学成分，而有关少数民族地区药用植物有效化
学成分——多糖，医药界对其兴趣尤为浓厚，至今已报道了一百多种具有免疫调节、抗肿瘤、抗病毒
、延缓衰老、抗感染等多种生物活性的植物多糖，有的已在临床上被用于肿瘤、肝炎、心血管疾病的
辅助治疗和康复。
因此，提取、纯化植物中的多糖，是进一步测定其结构、研究其药理作用的首要条件。
    随着人类回归自然的强烈愿望，亚健康状态概念的提出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在观念
上发生转变，即由过去以治病为主的观念逐渐向防病为主的观念转变，这为植物多糖的应用开发提供
了广阔的前景。
我国对多糖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由于生物学、化学等学科的飞速发展，我国对多糖及其复合物
的化学结构和药理活性的研究也在越来越深入。
　  《少数民族地区药用植物多糖的化学与药理》分为上、下篇。
上篇为总论，主要以多糖化合物为主线，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多糖的各个方面：生物活性、来源、分布
、结构、性质以及分离提纯结构鉴定方法。
下篇为各论，对少数民族地区药用植物不同部位多糖类化合物的提取、纯化、结构测定和药理作用进
行了综合分析与整理归纳。
　  本书各章内容自成体系，力求反映多糖化合物的基础理论、新概念、新方法以及国内外多糖类研
究的最新成果，并适当注意前后知识的衔接与渐进，按少数民族地区药用植物不同部位编排，同时对
几十种少数民族地区药用植物多糖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分析与整理归纳。
本书不仅可作为有机化学、天然产物化学、糖化学、药物化学等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科书，而
且也可作为有关专业的参考用书，还有助于有关人员了解多糖化学、糖生物学方面的科学知识。
本书突出了多糖的化学性质和药理作用两大核心问题，具体详尽地讲述了实验方法、技术和药理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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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药用植物是指某些全部、部分或其分泌物可以人药的植物。
药用植物种类繁多，其药用部分各不相同，全部入药的，如：益母草、夏枯草等；部分入药的，如：
人参、曼陀罗、射干、桔梗、满山红等；需提炼后入药的，如：金鸡纳霜等。
众所周知，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年代里，为我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药用植物知识。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以后，汉代《神农本草经》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已
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到了明代，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已收录了1892种药用植物。
目前，中药使用的药用植物已达5000种以上。
多数药用植物，是使用它们的一部分，但也有全株使用的。
世界上各个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总结和发展了各自利用植物的丰富经验，并通过文字、图形、
实物、语言和风俗习惯，一代代地流传了下来。
其中一部分经过历代专家学者的研究、鉴别、整理、记录，已为人们普遍知晓和广泛应用，但还有相
当一部分的经验尚未整理和研究，也无文字记载，而是反映在日常生活和传统习惯中，成为各民族一
种独特的文化形式。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也在日益现代化，也在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
人们愈来愈重视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的价值，对天然产物的需求来越广泛，科学家们已经注意到，民
间利用植物的传统知识是寻找新药物、新型食品、新的工业原料的巨大宝库。
因此研究民间有关植物的全面知识体系，有助于区域性的经济开发。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少数民族地区药用植物多糖的化学与药�>>

编辑推荐

《少数民族地区药用植物多糖的化学与药理》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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