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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全境东南西三面环山，中部丘陵与河谷盆地交错相向，北面为低平的

湖泊、平原。大陆型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给这．一地域带来了丰富的光、热：

水资源。复杂的地形、温和湿润的气候造就了丰富的动物、植物和矿物资源，

无论种类还是储藏量均名列全国前茅。全国363种重点中药材品种中湖南占有

241种i矿物药材保有量多达90多亿吨。

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湖南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医学名家层出不穷。神农

尝百草而殉于九嶷山的传说，足见其端倪；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医书反映了古代

经络学说、药物学、诊脉法、古代医方、药剂以及养生学的辉煌成就；据传，

医圣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期间，勤求古训，博采众言，影响深远；药王孙思邈

隐居浏阳，为百姓治病，并致力于医药研究，著述甚丰。 ·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有汉族、土家族、苗族、瑶族、侗族、白族、

回族、维吾尔族等多个民族。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周围独特

的资源，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医学文化，遣方用药有明显的民族和地域特

色。全省在少数民族医药方面已较系统整理的就有苗族医药、侗族医药、瑶族

医药、土家族医药等，是中医药的有益补充和宝贵财富，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湖

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药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但随着世界科技、

文化、经济的全球化，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医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医药要参加国际竞争与合作，首先要加强基础建设，

提高创新能力，而对单味药物的研究和总结，正是系统开发这一领域的基础和

前提。因此，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对中医学、中药学的发展必将

发挥重要作用。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于20世纪70年代曾先后编辑了《湖南药物志》第一

至第三辑(1970年、1972年、1978年)，对全省药用植物(动物、矿物)的来

源、种类、分布以及民间单方、验方等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调研工作，总计完成

1164味药物的整理工作，绘图lOOO余幅。20世纪90年代，又开展了大规模的

湖南药物资源调查，这些工作都为本书的编纂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随着人们对药物认识水平的提高，新药材的发现与药物新成分、新功效的

发掘，需要将这些新成果进行及时补充和整理，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为适

应这种需求，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4湖南集中了全省中医药界的专家，重新组

织编写《湖南药物志》，历时数载，终有所成。全书共分7卷，收集药物近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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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绘图3200多幅，图文计880余万字。全面系统地整理湖南省的中药资源，

总结近40年来湖南本草学的发展情况，是湖南中医药界的历史使命。本药物志

的药物均经过实地、实物调查，注重文献选择、文义考究，立足基础研究，实

用、简洁、科学，同时重点突出湖南特色，系统地总结了湖湘名家、名方及流

传于民间颇有疗效的单方、验方。书中特设湘医专论部分，收录了湖南著名医

药学家关于湖湘药物的论述。这本书凝聚了湖南中医药界同仁的心血，得到了

社会的广泛支持，是湖南本草学一次比较完整的总结，也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完

善、最全面、最有地方特色的地方药物志，是致力于中医药学习、研究的有志

之士不可或缺的学习和指导资料，定能为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20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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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中药素以资源富集、种类繁多、‘质地优良著称于世。历代本草记载’了-

“杜仲产湖广，湖南者良”，“猪苓、白蔹生衡山山谷”，‘“蜣螂生长沙泽地”，“女

贞生武陵山谷”，“白术瘦而黄者是幕阜山所出"。澧州蜀漆，岳阳鳖甲，常德龟

板，潭州木瓜，永州石燕，湘中玉竹，平江白术，辰溪辰砂，桂东藁本，新晃

吴萸，泸溪黄连，衡阳乌药，石门雄黄，数不胜数，多种道地中药以其优良的

品质，被列为历代贡品、精品，药效显著，闻名海内外。 ，

湖南中医药资源保护、利用、研究、开发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长沙马

王堆汉墓不仅出土了杜衡、良姜、桂皮、佩兰等多味中药实物，而且出土了著

名的“五十二病方"，载药253种，开启了研究、开发湖湘中药材的先河。唐宋

明清，历朝历代，橘井泉香，杏林佳话，不绝于史。 。

蔡光先教授率领的专家群体，秉先贤遗风，携湖湘同仁，为光大中医中药

学术，十年茹苦含辛，编著了《湖南药物志》。是书载药近5000味，绘图3200

多幅，洋洋近千万言，图文并茂，可圈可点之处甚多。是书分为正名、异名、

基原、生长环境和分布、药材鉴别、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功能主治、临床应

用、湘医专论、附录等16个条目，对这些条目都进行了科学、全面、系统的总

结和详尽的叙述，粗中有细，细粗适当，详而有约，简而有实，较好地彰显出

湖湘药物的独特作用和鲜明个性。为了完善和充实异名、环境生态、自然地理

与临床应用、湘医专论等条目，作者进行了大规模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荟

萃了湘湖古今数百名中医药先贤先晋及民间中医药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

会，不乏创新见解和真知灼见，常常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具有非常鲜明的．

湖南地方特色。药材鉴别并没有拘泥于传统鉴别方法，而是更多地介绍了现代

科学技术鉴别方法，如显微鉴别、理化鉴别等，简洁实用，具有浓郁的时代气

息。化学成分条目只介绍了比较确切部位、组织与成分，药理作用则只介绍了

相对比较公认的药效活性，做到药效物质与生物活性基本清楚，较好地保持了

内容丰富，简洁明快的风格。
’

总之，是书按照地方药物志书写的要求，系统地研究和吸收了前人和现代

中药研究的成果，特别是消化吸收了湖南近30年中药调查研究的最新成果，在

“广罗博采，兼容并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基础上，又注重了保留具有

浓郁地方特色的“原汁原味”，较好地体现了未知领域认识过程的客观性及其认

识事物所需的“包容性”。在全面、系统、实用、科学等诸多方面，特别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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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湖南药物志》付梓之际，有感于保护、利用、研究、开发中药之艰难f

有感于开展此类中医药竞争前高技术研究之重要和刻不容缓；有感于光先教授

的爱国激情、求真存异与锲而不舍的精神并刻苦钻研，不懈努力；有感于百炼

之钢，终成绕指之柔；实为中医学术和中药产业之大幸，诚为可喜可贺!本人

不敢懈怠，认真学习，略表心迹，爰为之序。

中国工程院院士 ≥褪
2004年11月



序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灿烂的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在与疾病

和自然界的斗争中，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和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泱泱中华，地大物博；．奇珍异材，美不胜收。湖南山灵水秀，物华天宝，其地

理、气候环境和自然条件，造就了植物、动物、矿物的多样性，当地人民利用

这些物质进行疾病防治，形成了丰富的药物资源，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

都位居全国前列，为我国的药物资源大省。 ，

从浩如烟海的湖南药物资源中收集和整理编纂成一部《湖南药物志》，的确

是一项巨大而又意义深远的工作。”本着全省大协作的精神，湖湘中医药专家，

学者进行了长期系统的调查考证和科学研究，对全省药用植物、药用动物、药

用矿物的来源、种类、分布、生态环境、地产混淆品种、，民间单方、验方进行

了详细的调查整理，最终形成本书。《湖南药物志》共分为7卷，图文计880余

万字，应该说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它基本上收集了湖南省境内全部植物、动

物及矿物药，采集标本10万份，鉴定药用植物2834种，药用动物330种，药用

矿物45种，近5000味药。经查明湖南的药用植物储备量为1250万吨／年，药用

矿物的保有量为91亿吨以上。《湖南药物志》的作者在扎实的实地调查基础上，

。再逐一地介绍了这些药物的生长环境和分布、采集加工、鉴定和性味归经、功

能主治和临床应用，同时还介绍了这些药物的现代研究成果和进展情况，客观

地反映了湖南的药物特色。
。

。
。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医药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新
的形势促使下，将湖南丰富的医药资源进行系统整理，再结合现代中医药研究

的丰硕成果，促使湖南药材资源优势、中医药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向产品优势

-和经济优势转化，的确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本书内容丰富、数据

翔实、使用方便，是药学：医学、生物学，农业和经济植物等领域从事研究、

开发、管理，教学、生产、信息、+翻译人员的重要工具书，具有很强的参考和

指导意义。我愿意积极和慎重地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样一部好书，并乐为之作序。

中国工程院院士V歹 z ．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 -烟杉云孑乙
植物研究所名誉譬长 f∥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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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0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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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地处中南，东邻江西，南接两广，西界云贵，北靠湖北。、倚长江，拥

洞庭，气候温和，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地质多样。自古人杰地灵，物华天宝。

其地理、气候环境和地质条件，具有中山、低山、丘陵、岗地、河湖平原及河

谷冲积平原等多种地貌类型，加上全省境内亚热带水分与热量资源较丰富，雨

热同步配合良好，光热资源的有效性较高，从而构成了既有南方资源的生态环

境，又有北方资源存在的条件；既有东部低平地区的资源组合，又有西部川、

黔资源特点的多层次、多门类的生态环境类型。这些优越的条件，。造就了植物、

动物、矿物的多样化、独特性和富集性，孕育了丰富的植物、动物、矿物药材

资源。据调查，湖南现有药材资源近4000种，、约5000味，仅次于四川，平术、

雄黄、玉竹、杜仲等50多味道地名优中药材驰名中外。因此，湖南中药材无论

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位居全国前列，为我国药物资源大省。；‘ r。。

’

湖南药材生长和形成环境优越，种类繁多，应用历史悠久。湖南药材在历

代本草中多有记载。，距今2000多年的马王堆一号汉墓中有杜衡、1高良姜、桂

皮，佩兰、千姜、花椒、辛夷等9种药材，并有应用组方。早在公元6世纪，

南朝梁代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载“猪苓、白蔹生衡山山谷"，“蜣螂生长沙

泽地"，譬女贞生武陵山谷”。宋朝苏颂著《图经本草》中述：“衡州有乌药。”宋

朝寇宗爽在《本草衍义》冲述：”山药即薯蓣也，长沙山谷中有之。”明代李时

珍的《本草纲目》白术项下有“瘦而黄者是幕阜山所出’’，“湖南产海金沙株高

一二尺，七月采其全科，于日中曝之”。 ，。 ，

湖南的药材不但品种繁多；而且大多质地优良。历朝历代均有大量药品被

列为名贵药材进贡朝廷。据《新唐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湖南通志》

等史书、志书所载，唐代至清代均有大批药材钦定进贡：澧州澧阳郡(治所在

今澧县)贡犀角、蜀漆，朗州武陵郡(治所在今常德市)贡犀角，岳州巴陵郡

贡鳖甲，潭州长沙郡贡木瓜；永州零陵郡贡零陵香、石蜜、石燕；道州江华郡

贡零陵香、犀角，辰州泸溪郡(治所在今沅陵县)贡光明砂、犀角、水银、黄

连0黄牙；锦州卢阳郡(治所在今麻阳县境)贡光明丹砂、犀角、水银。“

湖南特产道地优良药材众多。宋朝寇宗爽在《本草衍义》中述；“杜仲产湖。

’广，湖南者良。”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述：-生白蜡以衡永产者胜。”湖

南产的雄黄含二硫化二砷达93％"--'98％，‘以质地优异行销国内外。石门县雄黄

矿(古称界牌峪)为世界闻名的雄黄产地。湖南白术的产量仅次于浙江；新晃

的吴萸颜色碧绿，颗粒饱满，香气浓烈，均以质优行销全国并出口。湖南玉竹，

目

前

r

古
目

I



湖
南
药
物

志

_

条根肥壮，光泽柔润，以质地优良而行销香港和两广，属大宗出口药材之一。

藁本主产桂东、炎陵，产品呈结节状、圆柱形，气芳香，为藁本之上品。 。

湖南人研究、利用中药资源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巳以卓越的成就载

于中医药发展的史册。神农“尝百草”，长眠炎陵，苏氏居郴州，“橘井泉香"。

千秋佳话，百世流芳。马王堆一号汉墓内的“五十二病方”为我国最早的方剂

专著，方中使用的253种药物，有一半后来载入《神农本草经》中。清代道光

年间，吴其浚任湖南巡抚，收集整理湖南民间草药，所著《植物名实图考》收

载湖南药用植物267种，其中山蚂蝗、千斤拔、隔山消等135种是历代本草中

未予收载的。湖南人对本草学术的研究亦渊源深远，不绝于史。具有代表性的

有：明朝滕弘撰《神农本经会通》，该书共载药958味，分草、木、果、。谷、

菜、玉石、人、兽、禽、虫鱼10部，每药分述性味、归经、功用?采集，以

《本经》为据，参考诸家本草，结合古今见闻，对药物进行辨误、释疑、校证，

并载验方。其所引用书目，后世大多失传，部分书目如《劁》等，尚未见后世

本草及方书引用，因而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清朝何本立撰《务中药性》20卷，

其中载药700余味，每药将其药性、功用、主治撰成七言八句，书中引经据典，

考核详明，药味齐全，歌诀流畅，条理清楚，便读易记，流传很广。郑守谦撰

《国药体用笺》，刊于1930年，其中收录药物246种，分为气血、六淫、五脏共

13类，每药阐述其性味、功能、主治，并举《伤寒》、《金匮》、《肘后方》等古

方以发明各药之功用，方药对照，体用彰明，对后学影响很大。

建国以后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政府对湖南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非常重视。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组织几十名中医药专家、学者对湖南药物资源进行了初步

科学研究，于1972～1979年先后出版《湖南药物志》3卷，载药1164味；插图

1000余幅，约150万字。1983年，湖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湖南省医药管理

局、湖南省农业厅、湖南省卫生厅等8个厅局联合颁发了《关于开展全省中药

资源普查的通知》。湖南省林业厅、湖南省国土局区划办公室、湖南省药品检验

所、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等有关省直单位都派出专家、教授，提供强大的技术

支持和指导，从全省13个地(州)市和98个县(市)共抽调专业技术人员916

人，投入普查工作，历时3年，行程46万公里，足迹遍布全省80％的乡镇，对

全省药用动物、植物、矿物的来源、种类、分布、生态环境、地产混淆品种、

民间单方验方先后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1984年，经湖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

湖南省卫生厅立项，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等9单位组织50多名专

家，历时3年，对湖南省中药资源进行了调查研究，采集标本10万份，鉴定药

用植物2834种，药用动物330种，药用矿物45种，共3209种，4000多味，为

湖南省新增药物资源2045种，查明湖南省药用植物储备量为1250万吨／年，药

用矿物保有量91．亿吨以上。此外，还寻找到一些名贵中药，如绞股蓝、大叶三

七等；寻找到了一些进l=／药的本国资源，如白花树等I还有合成药物中间体的

植物资源，如近代制药工业的重要原料薯蓣科植物盾叶薯蓣等12种。这些名贵

药材资源均在湖南省分布很广，蕴藏量很大，皂素含量高，具有非常重要的生

态和经济价值。上述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比较客观地反映和评价了湖南省中

药资源现实特点及地域分布规律。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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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湖南中医药研究开发的悠久历史，丰富、宝贵的中药资源，近现代

中药研究的丰硕成果，因多种原因，一直未能有效地整合和聚集，未能发挥出

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亦尚未出版全面系统反映这些珍贵财富的专门著

作，令全省中医药界长期引以为憾。为振兴中药事业：．及时吸收湖南省多年研

究中医药的科研成果，加强中药开发研究的基础工作，提高中药材的开发利用

价值，发挥中药材的生态和经济效益，’使湖南省的药材资源优势、中医药人才

优势和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和经济优势，一大批湖湘中医药专家、学者为

完成这项浩繁巨大的工程，经过长期酝酿准备，通过较长时间的论证呼吁，在

湖南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93年经湖南省卫生厅立项，湖南省中医药研

究院和湖南中医学院组织全省百余名中医药专家、学者，在原《湖南药物志》、

《湖南中药资源普查》和《湖南中药资源调查研究》等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长

期系统的调查考证和科学研究，吸取了湖南历代中医药专家、学者特别是现代

学者研究湖南中药资源的丰硕成果，经过长期艰苦努力，编著完成了《湖南药

物志》。全书共7卷，载药近5000味，插图3200多幅，图文计880余万字，基

本收集了湖南境内全部植物、动物和矿物药，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这些药物

的生长环境和分布、采集加工、鉴别和性味归经、功能主治和临床应用；比较

客观地介绍了近现代对这些药物的研究成果}系统介绍了近现代湘医对这些药

物的认识、见解和真知灼见，为保护开发和合理利用湖南药物资源，为湖南的

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全书由于收录药物种类繁多，卷帙浩繁，考证复杂，牵涉面宽，相互关联

性强，虽然已经有长期调研积累和数年研究基础，但由于过去数年中主要进行

的是野外和临床的收集、观察工作，实验室工作开展甚少，故很多药物在理化

指标方面，在临床实际运用效果方面，在用药安全等方面，我们仍然感到缺少

过硬数据和强有力的科学依据。因此，在总体上说基础工作仍然非常薄弱，缺

少进一步用实验数据阐明机制的强大说服力。这不能不认为是本书的遗憾，但

这样也给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留下了很大的思维空间。本书虽历经数年，由于编

著、研究专职人员较少，工作量巨大，消化吸收建国以来对湖湘药材的研究，

对湖湘中医药成果的整理，特别是吸取湖南省近30年来的中医药科学研究成果

的精华，需要长时间的归纳、整理和磨合，因而时间仍然过紧，加之编著者水

’平有限，资料取舍失当及错漏之处断然不少，盼请有关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在本书编著过程中，得到了中共湖南省委及湖南省人民政府、。湖南省政协

的亲切关怀，得到了湖南省科学技术厅、湖南省卫生厅、湖南省新闻出版局、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得到了全省乃至全国中医药学术界、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局、湘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及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

中南林业大学、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等有关专家、学者的关心、支持和指导，

得到了湖南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大力资助，湖南省著名中医药学家欧

阳铸、刘炳凡教授生前亦给予了具体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湖南药物志》编委会 ．

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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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药为纲。不同的植物、动物、矿物药，药用部位不同，只要性味归经、功能

主治相同，则列为一味药；若某种植(动、矿)物药的不同药用部位，性味归经、功能主治

不同或部分不同时，一般单独列为一味。
。 7

。

·

二，本志突出“本土特色，=。突出“本土”，就是具有鲜明的湖南地方特色，具体主要体

现在正名，异名、生长环境和分布、。临床应用、湘医专论这5个条目上。 ．

7三、本志具体条目分为：正名、异名、基原、原植物(或原动物、原矿物)，生长环境

和分布、采集加工、药材鉴别、化学成分、药理、性味归经、功能主治、用法用量、使用注

意、临床应用、湘医专论、附录(主要列栽培、养殖、种植或部位不同而性味归经、功能主

治相同的药物)。每味药物按以上，条目顺序排列。 ’

一
．

·7 四{本志药名按以下原则排序：①按第1个字的笔画数。②按第1个字的?一、I、
J，＼、-7”。③首字相同时；按字数多少。④首字相同，字数相同时，按第2个字的笔画

数。⑤首字相同，字数相同，第2个字笔画数相同时，按第2个字的“一：I：歹：’＼、

-7”。⑥首字相同，第2个字相同，则按第3个字的笔画数排列0余类推。 ，

，

。 五、本志将正名，原植物(或原动物、原矿物)、生长环境和分布、性味归经、功能主

治这5个条目列为每味药物的必须项，缺其中任何一个条目者原则上不予收载0其中有极个

别药物在湖南药物资源普查时已收录，但缺少部分“必须项”时，因考虑到种类的完整性，

亦一并收入。至于有相当一部分药物，缺少主要部分以外的其他条目，如缺药材鉴别、化学

成分、药理等，则未载所缺条目，仍作为一味独立药物单独列出。‘某种药用植物、矿物或动

物药的不同药用部位，性味归经、功能主治相同时，则合作一味，在其附录中列出。 ：．

六、本志正名凡《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等法定标准收载者原则上采用法定标准名。法

定标准未收载者，以本省通用名或权威本草著作名为正名。异名则以湖南各地和乡村中医，

草医及民间习惯用名为准。 。
+‘

．

7
6

七、本志采集加工条目未载饮片性状，炮制部分只介绍近代主要炮制方法，历代炮制方

法及其沿革未载。栽培、养殖、种植部分也只作简单介绍，一般未介绍具体操作方法。

‘八，本志对于原植物、药材鉴别、化学成分、药理等条目力求精练而实用。如原植物主
要是形态描述，鉴别只述常用的特别是近代、现代的主要鉴别方法，未介绍传统的鉴别

方法。 ，

·
-。

· ．‘

’

’

九、本志化学成分条目主要介绍比较确切的主要化学成分，相对普遍存在的化学成分未

予收载。无特征的一次性代谢产物如淀粉、蛋白质、氨基酸、无机盐等以及二次性代谢产
物，因无具体化合物名称也未载入，如生物碱、-黄酮类。香豆素等。化学名称均使用习惯命

名，不采用系统命名。 。‘。

’

。

t ，

十、本志药理重点介绍主要药理作用，并在文中列文献出处。不同品种名下收载的药理

作用相同，且为同一物质时，相同部分内容则未在某一品名下收载，并未引见未被收载的

品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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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志临床应用主要选方原则：一是湘籍或在湘工作的中医药(草医)人员的临床

用方。二是实用性，即处方的有效性。三是选方力求精练。一味药所选用处方一般控制在

10个以内，使用较广泛的药物选方适当放宽。同时也选用了国家正式出版刊物的个别用方。

三是较多地收集了湖南中医、草医未正式出版、发表的民间用方和使用方法。四是选方药味

一般控制在8味以内。临床应用中的处方，为便于临床医生酌情选用，其剂量一般改为

新制。
’

’

十二、本志有毒药物在性味归经中分为有毒、有小毒、有大毒；有毒药物在使用注意、

临床应用、湘医专论和有关条目中分别介绍了有关使用方法与宜忌，并大多数在其后注明了

出处。

十三、本志湘医专论收集的主要范围：一是收载人员为古今湘籍或在湘工作的中医药专

家、中医药人员、民间草医等。=是对分布在湖南的中药材有正式文献可考的研究和认识；

非正式出版物中的有关资料，如手抄和油印的有关中草药资料，或讲义、讲稿、座谈会记

录，各地、州、县收集的经验方及少数民族民间中草药资料等。三是在教学、会诊、辅导、

带教，带徒、座谈、讲座和有关医药活动中的手稿、听课笔记及有关会议记录中，对某些药

物提出的观点，认识和见解。这些经验、观点、认识和见解，有的尽管是零星的、不系统

的，或与传统认识相悖的，只要言之有理的，或临床实用、确有独特之处，经有关人员收集

整理后，也予以收录。湘医专论条目，本志基本上遵循“尊书不惟书，广罗博采，兼容并

蓄，百家争鸣”的原则处理，以给人们开发利用湘药留下更多的参考余地：

十四、本志所介绍的临床应用未注明出处的，均为收集的湖南医务工作者或湖南中医、

草医和民间使用的处方，有的未注明剂量，有的剂量偏大，有的用法与传统理论相悖，均因

临床验证和实验条件限制，同时考虑到尽可能反映收集资料的原貌，未作甄别处理。还有部

分药物医生使用得很少，到底有毒、无毒，用量孰大、孰小等，分歧较大，故描述很难确

切。鉴于上述情况，对于本志所载药物及其临床应用、使用方法、用量、使用处方、单方验

方等，均应在医生的具体指导下酌情安全使用，千万不可盲目照搬。

十五、本志编著中按照志书的要求，按照全面、系统、实用、科学的原则进行了遴选。

全面即药味力求全，尽可能减少遗漏，现已上录药味，基本收录湖南境内的绝大部分药物，

系统，即收载内容的系统性、条理性、逻辑性I实用，即对药物的鉴别及药化、药理的介绍

简洁明快，临床应用简单实用，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具有临床或开发价值，科学，即尽可

能注重资料、实验数据使用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宁缺毋滥，同时注意了广罗博采、兼容并
蓄，较多地体现了“包容性”。 ’

十六、本志索引分为汉语拼音索引和拉丁文索引。汉语拼音索引按汉语拼音排序，其中
包括正名、异名和原植物(动物、矿物)名I拉丁文索引中未包括湖南近年药物资源普查时

未列拉丁文的部分药物。

十七、本志卷帙浩繁，引用书目和刊物资料多达数百本，应附引文出处的达数千处，由

于篇幅有限，只能在本书比较重要的内容处注明了引用文献出处，一般内容则未注明引用文

献出处f注明引用文献出处者全部放在条文之后，而未单独列出，出处只具书名或刊名、

年、卷、期，未具作者姓名、页码。临床应用条目收载处方，以本省地方验方为主，即湘籍

或在湘工作的专家、学者著作、论文中的处方以及省外部分专家的处方，还有个别古方也有

部分收录。由于资料来源广泛而繁杂，时有疏漏，未能一一注明出处。湘医专论条目中，只

注明引用文献作者姓名、文献名或整理人姓名，余均略。在此，特感谢注明或未注明的引用

文献作者的辛勤劳动和大力支持，并盼请谅解。 一

《湖南药物志》编委会

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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