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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实用中草药是研究中草药基本理论和常用中草药的性能、功效、

临床应用规律、健康保健、美容和药膳等知识的一门学科。本书包

括总论、各论、中草药临床验方集锦、中草药与保健美容四个部分。

“总论”简要介绍了中医学基本知识，中药的产地与采集，中药的炮

制，中药的性能，中药的配伍、用药剂量与用法。“各论”按主要功

效分列 16 章介绍全国各地常用中药 336 味，每味药以 2015 年版《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及相关各省现行《中药材标准》的名称

为正名，介绍原植物的中文名、拉丁名、药用部位及主要产地、采

集和炮制方法，以及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用法用量、应用、使

用注意事项、成分和药理研究等。“中草药临床验方集锦”收录了民

间简易可行、资源丰富、疗效可靠的经典古方、作者和民间经验方

以及文献资料方，可供临床参考应用。“中草药与保健美容”部分介

绍中草药保健常识、中草药食疗方、中草药美容和瘦身减肥方、中

草药延年益寿方等。

全书内容丰富，可供非中医药院校各专业本科生作为公共选修

课使用，也可供各界人士保健美容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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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草药发源于中国，是中医防治各种病痛的独特药物，其资源

之丰、用药之神，无他可比，乃国之宝、医之魂。数千年来，不仅

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华夏形成了特有的

医药文化，如一些脍炙人口的典故：杏林春暖、悬壶济世、青囊传

业、橘井泉香……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医药人救死扶伤，恩泽黎民。

古有“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的舍生忘死之传奇，有李时珍

“远穷僻壤之产，险探仙麓之华”，终成《本草纲目》之佳作，今有

驰名中外的治疟神药青蒿素，继承和弘扬了我国古老中草药精华。

公元 3 世纪名医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有记载“青蒿一握，以水

三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治寒热诸疟”，依古人启示，结合现代药效

学、药理学，终于人工合成青蒿素，为全球抗疟广施奇效，在世界

医药史上写下“中国神药”的浓重一笔。

从“神农尝百草”到药王孙思邈“骑虎出诊”，从华佗发明麻沸

散到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从葛洪炼丹到屠呦呦等提取青蒿素显

奇效，中医药宝库正是历代的药王、医圣和一个个不知名的山野郎

中在历史长河中脚踏实地、自然而然地积淀而成。作为一名新时代

的中国大学生，对祖国国粹也要有一定的了解，并能具备一定的中

草药知识，特别是在当今追求天然保健、呼唤回归大自然的健康消

费潮流中，学好中医中药于己于人实在显得更为重要。



2 序　一

《实用中草药》内容丰富、描述简炼、理念明确、实用可靠，而

且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特别适用于非医学专业的学子。该书作为

福建农林大学的公共选修课开课十几年，已连续重印多次，在学生

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次编者在原书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增添了

药膳、养生、保健和美容内容，更彰显了该书的可读性。

鉴于此，乐于该书正式出版为序并推荐给读者。

                                

 福建农林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科院院士谢联辉教授（左）与主编吴德峰博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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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中草药是中医药治病的重要手段和载体之一，古代中药类的书

籍多称本草，《说文解字》说：“药，治病草也。”可见植物是中药最

重要的来源和组成部分。严格意义上的中草药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

用于治疗疾病和促进健康的植物类药物。

我国人民使用草药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有神农

尝百草的传说，历代本草书籍汗牛充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中草药不仅是药物，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有许多草

药如粳米、薏苡仁、桂圆、枇杷、荔枝、莲子、木耳，以及乌梅、

橄榄、姜、葱等，本身也是一种食物，因此，有药食同源之说。如

用葱白、豆豉，以及生姜、红糖治疗感冒等，这也是中药一直有

“廉、便、验”美誉的原因之一。

中草药作为一种植物，不仅涉及采集、加工、储藏，还涉及种

植、栽培、园艺等，在现代生活中，中草药不仅带给我们营养和健

康，还带给我们文化和美，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

吴德峰教授是福建农林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医学、中草药、动

物生态学领域研究，学术成果丰硕，是一位非常有建树的专家。也许

是缘于早年当过赤脚医生的缘故，吴教授一直以来对中草药研究情有

独钟，曾主持和参加“福建省药用植物资源普查”“福建有毒植物利

用研究”等重大项目的研究， 2011 年出版了《实用中草药》专著。更

可贵的是吴教授把中草药学作为一门选修课，自 2005 年起在福建农

林大学等非中医药专业学生中讲授，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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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介绍了中草药的基本知识，结合福建省道地药材资源情

况，选择了中医临床常用、日常生活中比较实用、安全的 336 味中

药作为基本药物，分别介绍了来源、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用法

用量、应用、禁忌、成分、药理等，为读者展现了中草药的概貌。

本教材的特色还在于考虑到非专业人员学习的需求，增加了临证举

例和注释，配有 336 幅图片便于学习查找。书中还专门介绍了药膳

与健身美容中草药，不仅丰富了知识，也迎合了当代人追求健康生

活的需要。

《实用中草药》选修课教材的出版不仅是选修课的需要，同时也

是普及祖先留给我们的中草药宝贵知识，提升民众健康水平的需要，

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大好事。在笔者的印象中，农林大学教授研究

中草药者较多，但为本科生开设中草药选修课者极少，吴教授的这

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承蒙吴教授抬爱，让笔者作序，深感荣幸！

谨以此数言，聊表敬意！

 

 福建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教授 李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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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中草药是研究中草药的基本理论和常用中草药的性能、功

效、临床应用规律、健康保健、美容和药膳等知识的一门学科。

本教材包括总论、各论、中草药临床验方集锦、中草药与保健

美容四个部分。总论简要介绍了中医学基本知识，中药材采集与炮

制、中药的性能、中药材配伍与剂量、中药成分及其药理研究。

各论介绍全国各地常用中药 336 味，按主要功效分列为 16 章

加以介绍。每章先列概述，介绍该章药物的概念、药性特点、功效、

适用范围、分类、配伍方法等内容。每味药以 2015 年版《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一部》及有关各省现行《中药材标准》的名称为正

名；药物来源部分介绍原植物的中文名、拉丁名、药用部位及主要

产地、采集和炮制方法，并结合历代本草文献、现代临床用药实际，

介绍每味药的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用法用量、应用、成分和药

理。其中功效和应用是各论的重点，在运用中医药基本理论阐述药

物的功效、主治病证的同时，选择性地引用古今医家实际应用有效

的名方、验方为例，方药对照，以便领会掌握古今用药理法特点、

配伍应用经验。用法用量介绍成人一日内服剂量及方法，对炮制后

功效有变化者说明区别用法，对有毒药物剂量的标定严格执行法定

标准，注意安全有效。成分和药理则根据现代资料进行阐述各药的

研究动态。

中草药临床验方集锦部分收录了民间简易可行、资源丰富、疗

效可靠的临床验方，按照内科、外科、五官口腔科、传染病、寄生

前   言



2 前　言

虫病、妇产科、男科、小儿科和美容养颜进行介绍，验方来源于经

典古方、作者和民间经验方以及文献资料方，供临床参考应用。

中草药与保健美容部分主要介绍中草药保健常识，中草药食疗

方、美容和瘦身减肥方，以及中草药延年益寿方。

本教材为福建农林大学教材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本书参考和吸

取了全国中医药行业和高等教育统编教材《中药学》及其他中药学

教材的精华内容。在编写过程中，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与

鼎力支持，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福建中医

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扬州大学医学院、清

华大学医学院、厦门大学医学院、亚洲传统医学学会、东京大学医

学部和日本东洋医学学会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并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帮

助，特别令人感动和振奋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谢联辉教授和福建

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李灿东教授百忙中为本教材作序，在此一并表示

衷心的感谢 !

本教材主要供非中医药院校各专业本科生作为公共选修课使用，

也可供各界人士保健美容参考使用。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

足之处，欢迎多提宝贵意见。

  《实用中草药》编委会

 2017 年 1 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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