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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科技部“十一五”支撑计划课题内容为基础，结合植物提取物行业的生产、质量控制标准化
应用这一主题，分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第1～７章）介绍了标准化植物提取物的发展沿革及研究方法，包括原药材、提取分离工
艺、检测方法和安全性控制及应用等。
第二部分（第８章）共列举了３０个示范实例，按提取物行业的“两个标准，三个规程”，涉及提取
物的原料及提取物产品质量标准，原料采收加工、提取工艺和检验的标准化操作规程，并对资源分布
和功能作了简介，以方便读者阅读与理解。
作为植物提取物行业科研、商业的工具书，为能给读者提供方便的查询，附录还特别提供了植物化学
成分检出试剂配制法；药物中常见残留溶剂及其限度；我国已制定的一些农副产品中的农药最高残留
限量；植物提取物中重金属、环境毒物、农药残留、微生物、生物毒素、溶剂残留等限量标准；国外
客户名录；国内供应商名录。

 本书可供从事植物提取物生产和研究的人员以及高校天然产物或中药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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