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 容 提 要

本书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介绍了生药与生药学;生药的起源与发展;生药的分类与
记载;生药的质量标准;影响生药品质的主要因素及生药鉴定的方法。各论分植物类生药、动
物类生药、矿物类生药及中成药类四篇，每篇除介绍鉴定通论外，并精选了具有代表性的生药
或中成药进行论述。共论述生药 143 种，其中植物类生药 121 种，动物类生药 15 种，矿物类生
药 7 种，中成药 5 种。教材内容符合本门课程的性质和教学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一定的思想
性、先进性、启发性、适用性。内容简洁，重点突出，联系实际，图文并茂，便于学习和使用。可
供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生物制药、医药营销等专业本科、专科及成人教育用，亦可供从事生
药、中药鉴定和研究的人员及业余爱好者、自学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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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是根据我国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及药学教育的教学特点，并依据生药
学课程的教学大纲，由编者分工编写，后经集体审稿，最后由主编审定后付印。本书为湖北省
高等医药院校的协编教材，可供药学、中药学、制药工程、生物制药、医药营销等专业的本科、专
科及成人教育师生使用，也可供从事生药、中药鉴定和研究的人员及业余爱好者、自学者参考
使用。

全书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共 19 章。总论 6 章，分别论述了生药与生药学、生药的起源和
发展、生药的分类和记载、生药的质量标准、影响生药品质的主要因素和生药的鉴定方法。各
论 13 章，分植物类生药、动物类生药、矿物类生药及中成药 4 篇，其中植物类生药分成根和根
茎类、茎木类、皮类、叶类、花类、果实种子类、金草类、藻菌地衣类、树脂类、其他类共 10 章，动
物类生药、矿物类生药、中成药类各 1 章。各论中的生药依重点和非重点生药分别论述，每种
生药均论述了其历史、来源、产地、性状、化学成分及功效。重点生药详述了其显微鉴定、理化
鉴定、含量测定及类同品等。各校在教学时可根据需要选择讲授品种和适当调整重点与非重
点品种。全书共论述了各类生药 143 种，其中植物类生药 121 种，动物类生药 15 种，矿物类生
药 7 种，中成药 5 种。在部分生药的附注中，还简述了与其相近的生药，如人参附西洋参、白芍
附赤芍、云木香附川木香、槟榔附大腹皮等数十种。

本书力求较全面反映生药学研究新成果，并十分重视生药的传统经验鉴定方法，重视通过
看、摸、嗅、尝等人体感官对生药鉴定，力求做到快速、简便和准确，以适应市场上对药材辨认的
基本需求。同时亦重视运用现代鉴定方法对生药鉴定，要求学生具有研究和制定生药质量标
准的能力。为了突出生药的功效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本书将生药的功效放在鉴定内容之
前，但各校可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各生药的讲授内容和顺序。本教材的内容符合本门课程的性
质和教学基本要求，体现了一定的思想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内容简洁，重点突出，联系
实际，图文并茂，便于学习和使用。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武汉工业学院、湖北工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厦
学院、鄂州大学( 生药学教研室) 郧阳医学院、湖北民族学院等院校的有关教师。湖北中医学
院药学院中药鉴定教研室( 生药学教研室) 的部分教师参与了本书策划、编写、审定和出版全
过程。

由于本书编写的时间仓促，编写人员的水平有限，书中可能出现一些不足之处，恳请得到
使用院校及使用者的批评指正。

《生药学》编写组
200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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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总 论
第一章 生药与生药学

第一节 生药与中药的概念
生药( crude drug) 是指来源于天然的，未经加工或只经过简单加工的植物、动物和矿物类

药材，具有“生货原药”之意。
广义的生药应指所有来自天然的原料药材，包括了中药材、民间草药、民族药及可供提取

化学药物的原料药材。简言之，生药即天然药材。
在我国，生药与中药材( 含草药和民族药) 关系十分密切。所谓中药( Chinese medicines)

通常是指以中医药学基础理论为指导，进行炮制、加工和使用的药物，是天然药物的一部分。
而草药( medicinal herbs) 通常是指广泛流传于民间，多为中医所用，地域性较强，使用地区较
窄，一般在各级医院和药店难以购得的天然药及其简单的加工品。草药和中药在中国统称中
草药，也是中国医药体系的一部分。民族药( ethnomedicines) 是指各少数民族用于防治疾病的
天然药物。在我国，也属中医药体系的一部分，但限定在一定地区( 少数民族居住区) 内使用，
有其特有的用药习惯，如藏药、蒙药、维吾尔族药等。民族药属于人种药物的范畴。

随着草药、民族药的不断被发掘，研究和推广应用，一些有较好疗效，质量标准明确的草
药、民族药将会和中药一样被广泛使用和在全国广泛经销。生药和中药材、草药、民族药的关
系很密切，它们的含义有时较难明确区分，通常主要看其是否以中医学理论为指导，作为用药
的原则，如是，则称中药材，否则可称生药。

第二节 生药学及其任务
生药学( pharmacognosy) 是研究生药的名称、来源、活性成分鉴定、采制、品质评价及开发

利用，探讨其药物资源及可持续发展和利用的一门学科。
生药学的主要任务有:

一、研究生药的品种及来源，确保来源真实
目前生药的来源比较复杂，伪劣品经常出现，各地的用药历史，用药习惯有所差异，药的名

称亦有不同，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情况时有出现，如具清热解毒，凉血，止血，杀虫功效的贯
众，其药用部位为根茎及叶柄基部，目前疗效确切的以贯众为药名的药材就有绵马贯众( 鳞毛
蕨科粗茎鳞毛蕨 Dryopteris crassirhizoma Nakai ) 、紫萁贯众 ( 紫萁科紫萁 Osmunda japonica
Thunb． ) 、狗脊蕨贯众( 乌毛蕨科狗脊蕨Woodwardia japonica ( L． f． ) Sm． ) 、苏铁蕨贯众( 乌毛蕨
科苏铁蕨 Brainea insignis ( Hook，f． ) Sm． ) 、荚果蕨贯众( 球子蕨科荚果蕨 Metteuccia struthi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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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is ( L． ) Todard) 和峨眉蕨贯众( 蹄盖蕨科峨眉蕨 Lunathyrium acrostichoides ( Sw． ) Ching) 。据
调查全国曾作贯众入药的原植物有蕨类植物 58 种之多，其中大多为伪品。此外，生药中的多
来源品种比较多，如具清热通肠、凉血解毒、逐瘀通经功效的大黄，药用部位为根茎和根，《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 2005 版( 以下简称《中国药典》) 大黄项下收载了三种基源，即蓼科大
黄属的掌叶大黄 Rheum palmatum L．、唐古特大黄 Rheum tanguticumm Maxim． ex Balf．和药用大
黄 Rheum officinalis Baill; 又如具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缓急止痛、调和诸药功效的甘
草，药用部位为根和根茎，《中国药典》甘草项下收载了三种基源，即豆科甘草属的甘草 Glycyr-
rhiza uralensis Fisch．、胀果甘草 Glycyrrhiza infrata Bat．和光果甘草 Glycyrrhiza glabra L．。上述
情况在生药中比较普遍。一个生物物种是经过漫长岁月演化而形成的，同种个体具有相同的
遗传性状和化学特征，在目前的生药质量评价中，物种的鉴定，即确保其来源真实是最为重要
的一环。鉴于生药品种来源复杂，准确鉴定物种，确保来源真实是生药学的首要任务之一。

二、研究生药的有效成分及其鉴定，确保品质优良
生药之所以能防病治病，是因为其中含有能防病治病的有效成分。因此衡量生药质量的

好坏除鉴定物种外还需测定其有效成分的种类、含量、稳定性及其鉴定方法。这就要求生药学
必须研究生药有效成分变化的规律及必要的调控措施，以确保生药质量优良。影响生药品质
的因素很多，除物种外，不规范的栽培技术，不适宜的栽培地域和生境以及采收，加工、包装、运
输、贮藏、炮制、调剂、制剂过程的不规范均可使生药的有效成分发生变化。因为生药在生产和
流通的各个环节中，质量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所以，研究影响生药质量的各种因素，探讨生
药质量的动态变化规律，进而对其质量进行全面动态监测、调控和鉴定，以确保生药品质优良，
安全均一、稳定和可控。在此基础上，建立生药质量评价方法和生药质量评价标准。

三、研究生药资源及其可持续发展和利用
生药资源包括植物资源、动物资源和矿物资源，前两者为生物资源，属于再生性资源，后者

为非生物资源，属非再生性资源。生药资源具有有限性、可解体性和地域性，其蕴藏量是有限
的，由于人们需求量日趋增大，开发利用的手段不尽科学和合理，缺少必要的保护和科学的管
理，致使许多生药资源迅速减少，如麻黄、甘草、穿山甲、蛤蚧、东北林蛙等，有些种类甚至到了
濒临灭绝的地步，优良种质正在逐步消失，如冬虫夏草、霍山石斛、高鼻羚羊、黑熊等。地球上
每个物种都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经历自然演化而生存下来，其优良的种质是生药品质的基
础。如自然种群中个体减少到一定数量时，其优良种质特性就有丧失的危险，从而导致某些生
物物种的解体。物种一旦灭绝解体，就将永远在地球上消失而不可复得。

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能满足当代对资源的
需要，又不危及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力的，满足当
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人群需求，又
不损害别的地区或别的国家的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利用的基
础。为此生药学还需要研究生药资源的现状和发展，濒危、短缺生药的保护和生产，以及寻找
和扩大新药源，使其能源源不断、高质量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及制药企业对生药( 饮片) 及原
料药的需求。

总之，讲授生药学的目的是要培养学生具有鉴别、检验生药质量的好坏，对生药质量进行
评价，制订生药质量标准的技能，同时也具有应用生药学的相关知识和技能，研究、寻找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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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药资源的初步能力。通过学习，并经过实践，能胜任生药研究、检验、销售、管理、生产和质量
评价等方面的工作。

第三节 生药学的学习方法
生药学是药学和中药学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程，它与药用植物学、药剂学，天然药物化

学及有关天然药物、中药课程的关系十分密切。由于生药多来自植物，因此药用植物学是生药
学最重要的一门基础课程。

学习生药学要多联系实际，除学好基础理论和知识外，还要十分重视实验操作和实践教
学，多在野外或药材仓库，标本馆( 室) 和实验室中辨认，多进行观察和比较，比较各类药用植
物和生药标本的形态特征，找出它们的异同点，再对照教材及课堂讲授的内容或其他参考书，
以便加深印象和理解、掌握书本有关内容。切忌死记硬背，平时要多观察、多比较、多实验、多
实践，理论紧密联系实践，才能学活、学好、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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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药学的起源和发展

第一节 生药学的起源
生药学是在现代植物学、药学、化学等学科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其拉丁文为 pharma-

cognosia，系由希腊字 pharmakon( 药物) 和 gnosis( 知识) 连合而成，即药物的知识。生药学作为
一门学科是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诞生的，这门学科的先驱者是德国学者 T·W·C·Marti-
us，他于 1832 年出版的专著中首先使用 Pharmakognosiae 这一学科名称。汉文生药学一词，首
先见于日本学者大井玄洞于 1880 年译著的《生药学》。1890 年日本人下山顺一郎出版了第一
本《生药学》，我国学者赵燏黄于 1905 年留学日本，1911 年回国时带回“生药学”一词，并于
1934 年和徐伯鋆合编了《现代本草学—生药学》上卷，他们在书中说: “利用自然界生产物，截
取其生产物之有效部分，备用于治疗方面者曰药材，研究药材上各方面应用之学理，实验而成
一种之独立科学，曰生药学”。这是我国学者最早对生药学的解释。1937 年叶三多教授编写
了生药学下册，这两本生药学教科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现代生药学的教学和研究已起步。

第二节 生药学的发展
我国研究和使用生药( 中药) 的历史已逾 2000 年。历代本草就是最好的见证。从秦汉到

清代，本草著作约有 400 多种，这些著作既是我国人民防病治病的经验总结，又反映了鉴别生
药的丰富经验，是祖国医药学的宝贵财富，在国际上亦有重大影响。历代的主流本草有: 《神
农本草经》，成书年代约在东汉末年( 公元 25 － 220 年) ，它总结了汉代以前的药物知识，载药
365 种;《本草经集注》成书年代在南北朝( 公元 502 － 549 年) ，作者陶弘景，以神农本草经为依
据，增加了汉魏以来名医所用药物 365 种，总共 730 种;《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成书年代
在唐代( 公元 659 年) ，作者李勣、苏敬等人，载药 844 种，是由官府颁布的，具有药典性质，可
以说是我国及世界最早的一部药典;《证类本草》，成书年代在北宋后期( 公元 1082 年) ，作者
唐慎微，他将《嘉佑本草》和《开宝本草》合二而一，再增添一些药物编篡而成，载药 1 558 种;
《证类本草》是现今保存最古、最完整的一部本草; 《本草纲目》成书年代在明朝 ( 公元 1596
年) ，作者李时珍，载药 1 892 种，是我国 16 世纪前医药成就的汇总，并打破了以往本草按上、
中、下三品的分类方法，而采用药物自然属性作为分类的基础，对中外医药学和生物科学影响
很大;《本草纲目拾遗》，成书年代在清朝( 1765 年) ，作者赵学敏，载药 921 种，是继《本草纲
目》后我国药物学的又一次总结，新增药物 716 种，如冬虫夏草、银柴胡、胖大海、鸦胆子、西洋
参、金鸡纳、西红花、浙贝母等。

生药一词在我国早有运用，如明代太医院中规定“凡天下纳药材，俱贮本院生药库”，“凡
太医院所用药饵，均由……各地解来生药制造”。清代太医院及御药房的医事制度中有“凡遇
内药房取用药材，……俱以生药材交进，由内药房医生切造炮制”。由此可知生药与生药材是
在与切造炮制、制成药饵比对的情况下所用的名称，实指药材，这与生药学( pharmacognosia) 研
究的对象是吻合的，只不过所收载的种类有些不同而已，并且国外的生药一般不包括矿物。

19 世纪初，由于化学和药理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明白药效源于生药中的有效成分，此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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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除从生药中提取，分离各种有效成分外，化学定性、定量的方法也开始应用到生药鉴定中。
由于显微镜的发明和改进，人们也广泛运用显微特征来鉴定生药。在西方，如美国和英国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生药学成为大学药学教育的一门主要课程，但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由
于化学药物的迅速发展，生药制剂的运用迅速下降，西方( 主要是美国、英国) 生药学研究内容
已重点转移到对天然产物( 主要是植物) 的化学研究，即寻找活性化合物。而生药( 草药) 制剂
作为食品补充剂多进了保健食品店，因此生药的需求量仍在持续增长。随着人们对化学合成
药毒副作用的认识，从天然药物中开发新药制剂的成功( 如紫杉醇、银杏黄酮、银杏内酯、金丝
桃素等) ，西方国家回归自然的呼声越来越高。生药学的地位也日益受到重视，现代生药学时
代即将来到。

我国的生药学课程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在药学院校开设，赵燏黄等及叶三多所编生药
学上篇( 1934 年) 、下篇( 1937 年) 的内容大多为介绍国外书藉的内容，且多为西医应用的西
药，但引进了生药鉴定的近代理论和方法，对我国生药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先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医药事业的迅猛发展，生药学、药材学( 主要在西医药院校) 及随后
在中医药院校开设的中药鉴定学作为主干课程得到关注和重视。《生药学》、《药材学》、《中药
鉴定学》教材不断问世，出版发行量很大，内容不断充实，在药学、中药学专业的教学中起到很
大作用。与此同时，相关资料如《中药志》、《中药大辞典》、《全国中草药汇编》、《中国植物
志》、《中国动物志》、《中国矿物志》、《中国药用植物志》、《中国药用动物志》、《中国药用矿
物》、《中药资源志要》、《中国常见中药材》、《常用中药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新编中药志》、
《中国药材学》等如雨后春笋，不断问世，形势喜人。近十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学
科间的相互渗透，我国生药学的研究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研究的目的更加明确，通过质量分
析和研究，确保生药的真实安全，有效，稳定和可控。二是研究的内容更加宽广，除了传统的四
大鉴别方法( 即基源鉴定、性状鉴定、显微鉴定、理化鉴定) 外，还要寻找和扩大生药资源，应用
现代农业和生物学技术，生产优质生药，实现生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利用。三是研究
手段更加先进，已将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某些最新研究方法和先进成果加以利用。四
是对生药质量的控制不仅重视终端产品的检验，也很重视对影响生药质量的种种因素的探讨，
对生药质量进行动态调控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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