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药品种理论与应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药品种理论与应用>>

13位ISBN编号：9787117095051

10位ISBN编号：7117095059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时间：人民卫生出版社

作者：谢宗万

页数：107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药品种理论与应用>>

内容概要

中药理论是中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药品种理论与应用》是以作者首创的中药品种理论
（31论）为核心指导思想，在全面调查、品种鉴定的基础上，运用本草考证方法，以《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标准为准绳，正本清源，综合论述中药正品、地区习用品和混淆品、伪品等复杂品种的专著
。
它填补了传统中药理论在品种领域里的空白，并可直接应用于当前实际，对澄清中药混乱品种、维护
人民用药安全有效与新药开发等方面，均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本书总论收载中药品种理论与本草考证方法，各论收载中药复杂品种226类。
而以前面的思路与方法为主线，对其应用进行论述。
因此，它既是理论、方法与应用的三结合，又是运用本草学、植物分类学和生药学三种手段研究中药
复杂品种问题的结晶，是我国第一部具有《中药品种学》性质和内涵的专著。
可供中药生产、临床、教学、科研、药检和管理等方面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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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药品种理论纲要　　中医药学之所以有特色，最主要的一条就在于它有独特的理论体
系。
在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中，中医学理论和中药学理论二者又各有侧重，互相依存。
众所周知，传统的中药学理论，主要以　性理论为核心，至于中药品种方面是否有理论，前人未有论
述。
医疗实践说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中药品种繁多，因而随之而来的就是问题复杂，并直接涉及临床方药应用与疗效的好坏，同人民生命
安全密切相关。
为此，不能不予重视。
应在研究中药品种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在现代应用中药的实践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以补
充和发展中药理论，从而有益于解决有关复杂品种的问题。
　　近二十余年来，著者在调查研究中药复杂品种的工程中，结合本草学的考察，对中药品种理论进
行探讨，初步提出31条论点纲要如下：　　1.药材品种延续论中药品种代代相传，就是中药品种的延
续。
如人参、当归、黄芪、地黄等，历二千年的药用历史，至今仍延续而不衰，能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
关键在于其具有确切的疗效和没有显著的毒副作用。
　　早期本草所载某些品种其不为后人所用，甚至不为人知，因而不能被延续使用，其原因有三：①
由于本身疗效欠佳，缺乏实际医疗价值而被淘汰；②虽然具有一定的疗效，但并不十分突出，且分布
不广，难以采得者，也在淘汰之列；③由于早期本草对药物形态描述过于简略，或完全无描述，以致
后来逐渐失传，形成知名而不知物。
关于这一部分品种，凡本草载有独特疗效者，有进一步考证发掘之必要。
如坐拿草等。
　　中期及晚近形成的新品种和新兴优质品种，则又会在尔后时期不断地得到延续和相应的发展。
　　中医中药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
在整个中药继承与发展中，药材品种的延续起到了绝对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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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药品种理论与应用》由总论、各论、附录三个部分组成。
总论含中药品种理论纲要、中药品种理论、中药品种本草考证的思路与方法等；各论收载中药复杂品
种226类，按药用部位分类论述。
附录主要收载国内知名专家教授对“中药品种理论”的评论文章和意见。
因此，《中药品种理论与应用》既是理论、方法与应用的三结合，又为运用本草学、植物分类学和生
药学三种手段研究中药复杂品种问题的结晶，是我国第一部突出品种理论和具有“中药品种学”性质
和内涵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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