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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世纪的一声钟响，我们跨入了新干禧的21世纪!
+

，

回顾20世纪中叶新中国刚成立的年代，那时真是百废待兴，作为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的中医药，

也亟待整理、发扬和提高。那时候，中国医学科学院一批刚跨出校门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在毛主席关

于“祖国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精神鼓舞下，分赴全国各地，翻山越岭，

深入到中药的各个原产地，开展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中药普查。

普查结束后，紧接着对这批调查资料和标本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从1959年开始出版了《中

药志》四卷，作为向建国10周年的献礼。

这部著作的出版，获得了国内外的好评，并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

随着中医药科研工作的不断开展，在20世纪80年代由国内主要科研机构对它进行了一次较大的

修订。参加单位有s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北京医科大学药

学院、中国药科大学、江苏植物研究所、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北

京中医药大学、上海医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药学系、云南省药品检验所、云南省中医学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广州市药品检验所、浙江医科大学药学系、上海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北京市药品检验所、长

春中医学院、山东省海洋药物科学研究所等，总计有近百名科技工作者参加，修订出版了《中药志》第

二版共六卷。

由于种种原因，第二版《中药志》六册出版的时间跨度较长(自1982年至199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年版出版以后，社会各界也期待{：中药志》新版本的出现。但昔日参

加《：中药志》前二版编写的同志，绝大多数已经退休，要组织大规模的人员参加，确有实际困难。现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的老专家们组成新的编委会，推举肖培根院士任主编。

对《中药志》前五册的植物药部分进行重新编写和修订，各个品种除署名者外，全书的药理作用及临

床应用部分由于澍仁教授统一修订；化学成分部分由谢晶曦教授审定I中药成分的色谱分析部分则由

何丽一教授统一审定。编委会的同志们群策群力，历时1年余，终于完成了这次较大的修订重编

任务。

这次的重编，突出常用中药，收载品种范围大致与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相仿。

为适应中药质量评价的需要，重点对化学成分、中药成分的定性色谱图，中药特征性成分或有效成分

的定量分析进行了补充，对药理作用与临床应用部分也扼要地增加了新的内容I某些重点中药品种，还

增补了药材的宏观和微观鉴别；参考文献大都追踪到2000年，为了方便使用，将原《中药志》前五卷

合并为三卷，首先出版。原《中药志》第六卷动物药及矿物药部分，不久将为本书第四卷出版。总之，

《新编中药志》以实用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希望能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中药部分的注解和

参考作用。

有关中药的照片已在相关参考书籍中较完整地体现，为节省篇幅，予以删除，我们建议读者参考

以下专著：

1．国家药典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彩色图集》(1995年版)．1996年．广东科技出

版社

2．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广东省药品检验所编．《中国中药材真伪鉴别图典》1～4册．1995—

1999年．广东科技出版社
一 3．肖培根主编．《中国本草图录》1"--12卷．1988—1997年．香港商务印书馆，人民卫生出版社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国家药典委员会允许我们对其所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薄层色

谱彩色图集》(1993年，广东科技出版社)中少数薄层色谱图版采用黑白图的形式予以转载。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总之，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中药事业的蓬勃发展，是中医药工作者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因而，我

们谨以此书敬献给在20世纪为中医药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我们还要衷心感谢为《中药志》前二版的

编写做出贡献的单位和参加者，他们为本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衷心感谢{：中药志》前二版的出版

单位人民卫生出版社和《新编中药志》的出版单位化学工业出版社，以及国家药典委员会，在他们的

大力支持和合作下，本书才能如期与广大读者见面。

衷心希望广大读者能对本书提出批评和指正的宝贵意见。

编委会

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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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分册与内容编排

1．书中所收中药品种依据其来源于植物或动物，以及来源于植物的不同部位来分卷，前三卷为植

物药，第四卷为动物与矿物药。关于植物药部分的三卷，是依据其来源于植物的不同部位——根、根

茎、种子、果实、花、叶、皮、全草，或不同的植物类别——藤木、树脂、藻菌⋯⋯，并兼顾到各类

所含品种多少。第一卷，根与根茎类(157种)；第二卷，种子、果实、花类(150种)；第三卷，全草、

叶、皮、藤木、树脂、藻菌及其他类(151种)。

2．正文品种的编排是分类后按中文名称笔画顺序排列。

3．每个药材品种收载的内容分为。历史、原植物、采制、药材及产销、化学成分、药材鉴别、性

味及功效、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附注，少量品种带有“附”。
‘

二、名称

1．书中药材的中文名称、拉丁学名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年版(一部)一致。

2．植物的拉丁学名在正文中首次出现时写全属、种名及定名人等，以后在文字叙述及图表中原则

上不再重复出现。在植物检索表和某些特别需要的表中再次出现拉丁学名时，名称中“属名’’采用缩

写形式。．

三、各项内容的收载原则

【化学成分】主要记述药材的主要成分和有效成分，对于化学成分报道较少的种类，其一般成分

也收载。

(1)除极常见成分和在本书中前面的品种中已出现者外，均在本品种中首次出现的化学成分的中

文名称之后的括号内列出其英文名称。

(2)化学成分的结构式集中排列在它们的中英文名称的文字叙述之后。

(3)化学成分含量的测定方法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之一’，主要选择收载目前国内应用较广、精确度

较高、方法简便、易于操作、重复性较好的高效液相色谱法和常用的薄层色谱法，并选编了谱图与试

验条件。这些方法，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年版)中的规定方法，而更多是选自国内权

威科研单位与专家近年发表的文献。 ．

【药材鉴fill]主要描述本药材的外部形态，以及其横切面或表面片与粉末的显微特征，附有显微

特征图，并以文字指明要突出鉴别的要点，同时辅以薄层色谱等理化鉴别手段。

【附注】凡是在正文各项中未收载，但又应该反映出的内容，均在本项目中记述。内容包括；

(1)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未收载的常用中药或地区习惯用药；

(2)同名异物、同物异名以及个别地区误用的品种和伪品I

(3)以上各种按重要性及常用程度，分别对其原植物形态、药材鉴别特点、化学成分、药理及临

床作用等各项，加以简单扼要的描述，并多有附图，以资区别；

(4)有参考价值的近缘植物的化学成分、药材的毒性反应以及一些有必要加以阐述的

问题。

附 中药材中原植物相同，但其药用部位不同，或其性、味、功效不同，或加工方法不尽相同者。

如：。人参”，附：人参叶，“瓜蒌”，附：瓜蒌皮、瓜蒌子；“干姜”，附：生姜l“天南星”，附：胆南

星；⋯⋯。

参考文献本书中各药材品种的最后，列出了该药材的化学成分、含量测定、药理作用及临床应

用等内容的主要参考文献资料的原始出处。前三卷的文献一般收集至2000年，个别种类收至2001年

上半年。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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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计量单位与表达

1．本书全面贯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 3100～3102—93《量和单位》的基本原则，量与

单位的表达与国标的有关规定一致性，为此，对于以往的一些习惯表达，根据其原定义做了如下规范

化处理： ．

％(g／g)．——原文献数值×10-2后以“g／g”为单位；

％(ml／m1)——原文献数值×10_2后以“ml／ml”为单位I

％“／w)——原文献数值×10-2后以“ml／g”为单位；

％(w／v)——原文献数值×10卅后以“g／ml”为单位；

mg o,4——根据被测物的相对分子质量进行计算后，以“mmol／L”为单位。

2．因为“质量"一词习惯用来表达中药材的品质好坏，所以本书中仍使用了“重量”一词。

‘3．药材中各种成分的含量，习惯上在未指明时是以质量百分数(％)表示，书中仍按照习惯称

。百分含量”或“含量”，而未一一注明。

4．在高效液相色谱和薄层色谱中，流动相的配比大多数是以体积计量的。为避免过多的重复，在

本书文字叙述中凡没有标明的流动相成分比均为体积比。
’

五、简称
’ ’

1．《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在本书正文叙述中一律简称为《中国药典》。 ．

2．。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药用植物研究所”，在本书正文，特别是在图表中，简称为“药

植所”。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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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八角茴香Fructus Anisi Stellati I杖一。

、 种子与果实类

1 八角茴香Baj i ao hu-xi ang
FRUCTUS ANISI STELLATI

本品为少常用中药。商品为木兰科植物八角茴香的果实。

【历史】八角茴香始载于《本草品汇精要》，谓：“其形大如钱，有八角如辐而锐，赤黑色，每角

中有子一枚，如皂荚子小匾而光明可爱，今药中多用之”。《本草纲目》于秣香项下载：。自番舶来者，

实大如柏实，裂成八瓣，一瓣一核，大如豆，黄褐色有仁，味更甜，俗呼舶茴香，又日八角茴香，广

西左右江峒中亦有之，形色与中国茴香(即指小茴香)迥别，但气味同尔。”据以上记载其药材形状、

气味及产地等皆与今用八角茴香相符。． ，

【原植物】

八角茴香别名：大茴香、八角、

大料(北方地区通称)。

Illicium口P，w7丸Hook．f．——木

兰科Magnoliaceae

常绿乔木，高10--一15m。树皮灰绿

色至红褐色，有不规则的裂纹。单叶互

生或3～6片簇生于枝顶。叶柄长约

lcm；叶片厚革质，长椭圆形或椭圆状

卵形或椭圆状披针形，长5,--一12cm，宽

2～4cm，先端渐尖或急尖，基部狭楔

形，全绿，稍内卷，上面深绿色，有光

泽，并具油点，下面浅绿色，疏生柔毛。

花两性，单生于叶腋或近顶生，花梗

短，花被片7～12，数轮，覆瓦状排列，

内轮粉红色至深红色，雄蕊11～12

枚，排成1～2轮，心皮8～9，离生。子

房长1．2--一2mm，花柱较子房略短或与

子房近等长。果实多由8个瞢荚果放

射排列成八角形的聚合果，直径3．5～

4cm，红褐色或淡棕色，果柄弯曲呈钩

状，长l"-3cm。瞢荚果扁平，先端钝

尖或钝，成熟时由腹缝线开裂，果皮较

厚。种子1，扁卵形，红褐色，表面平

滑，有光泽(图1一1)。

生于气候温暖、潮湿、土壤疏松的

山地。栽培或野生。

图1—1八角茴香

1．果枝l 2．花放大I 3．雄蕊I 4．雌蕊；5．果实正面，6．果实背面#7．种子

(王利生绘)

分布于福建、台湾、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自治区)。

【采制】每年采收两次，8～11月间采收成熟果实，为主要收获期。第二年2～3月间产量较少。采

收后，在日光下晒干或文火烤于，也有用开水烫后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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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及产销】八角茴香Fructus Anisi stellati主产广西的西南部、西部及云南东南部。销全国并

出口。

【化学成分】果实含挥发油约5％。应用气相色谱一质谱法，测出挥发油中含53种挥发性成分，其

中含量最高的为反式茴香醚(Transanethole)83．77％、其次为对丙烯苯基异戊烯醚(Feniculine)

6．90％、爱草脑(Estragole)1．84％、口一柠檬烯(口．-Limonene)0．93％、对甲氧基苯丙一2一酮

(户一Methoxyphenyl Propanone一2)0．66％、茴香醛(Anisaldehyde)0．57％、弘佛手柑油烯

(口一Bergamotene)0．54％、芳樟醇(Linal001)0．51％等[1]。并含有对甲氧基桂皮醛

(户一Methoxycinnamaldehyde)[2]及黄樟醚(Safrole)E2¨。另有报道果实含槲皮素、槲皮素一3—0-鼠李糖苷、

槲皮素一3一O-半乳糖苷、槲皮素一3—0-木糖苷、槲皮素一3一D一葡萄糖苷、山柰酚、山柰酚一3一D一半乳糖苷、山

柰酚一3一。一葡萄糖苷和山柰酚一3-．O-．芸香糖苷H]。
’。

OMe

R

茴香醚：R----CH—cHCH3

茴香醛：R=CHO

胛氧基苯丙。2。阮赔弋№¨凰
O

对甲氧基桂皮醛：R=—CH—CH—CHO 口-佛手柑油烯 口．柠檬烯 黄棒醚

【药材鉴别】

性状鉴别本品多由8个膂荚果放射排列于中轴上，直径3～4cm，下面有弯曲的果柄，长3～4cm，

常脱落。瞢荚果长1．2-～2cm，宽7～10mm，瞢荚肥厚，上缘开裂呈小艇状，顶端较钝，内藏种子1枚，

外表面棕褐色或红褐色，背部有不规则皱纹，内面光滑，淡红棕色或淡黄棕色，有光泽。种子扁卵形，

长8ram，宽5mm，红棕色或黄棕色，平滑有光泽，一端有种脐及珠孔，另端有合点，中间有狭长的种

脊。胚乳白色富油质。芳香气浓郁，味辛甜。

÷

图1-2八角茴香果实横切面简图(×9)

以个大、完整、色红褐、气香浓者为佳。

显微鉴别

1．瞢荚果横切面外果皮为一列表皮细胞，外

被角质层。中果皮为多层厚角细胞，其内为薄壁细

胞，有维管束及散在的油细胞，在腹缝线处为一列石

细胞及数列纤维。内果皮为1列排列整齐的柱状细

胞，在腹缝线部分为石细胞I石细胞层从腹缝线向内

逐渐加长，与柱状细胞层衔接。种皮最外为一列排列

紧密的长方形石细胞，其外壁与侧壁呈U形增厚，其

内为数层营养层薄壁细胞；胚乳细胞含脂肪油及糊

粉粒(图1—2，图1—3)。

2．粉末特征粉末红褐色。①外果皮表皮细胞

类多角形，角质层纹理细密，气孔不定式，长圆形或

圆形，直径40---50／tm，副卫细胞4"--8个I②内果皮

腹缝线处石细胞类长方形或多角形，末端钝圆或平

截，少数一端略尖，长至260／哺m，有孔沟及纹孔；③

油细胞多已破碎，完整者类圆形，直径150～180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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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八角茴香果实(包括种子)横切面详图(×70)

④内果皮柱状细胞多破碎，长117--一5001zm，宽50---80vm，壁较薄，木化，多具单斜纹孔或十字纹孔

对；⑤种皮石细胞淡黄色，断面观呈长方形，长120～210弘m，宽50"-,80／xm，壁厚7---30}tm，近两端

壁稍薄或一端壁薄，表面观呈类多角形，或垂周壁波状弯曲，有层纹；⑧纤维呈长梭形，长可达1000t-m，

纹孔明显，木化(图1—4)。

理化鉴别

1．检查茴香醚取除去种子的粗粉0．59，加乙醇5ml，在水浴上加热2rain，放冷，滤过。滤液中

加入蒸馏水25ml，发生淡黄色混浊，移至分液漏斗中，加石油醚10ml，充分振摇，静置，分取石油醚，

蒸干。残渣加醋酸2ml，使溶解，加三氯化铁试液2滴，摇匀。将此醋酸溶液沿管壁缓缓加入已盛有硫

酸(约l～2m1)的试管中，两液层接触面即显出一明显、持久的棕绿色环。

2．薄层色谱样品制备：取样品粗粉109，依常法提取挥发油，将油溶于lml氯仿中，供点样用。

吸附剂：硅胶G(青岛产)湿法制板，风干后于110℃活化40min。展开剂与显色剂：(I)石油醚一醋

酸乙酯(99 t 1)，5％香荚兰醛浓硫酸试剂显色，有一樱红色斑点与茴香醚相对应，(I)石油醚一醋酸

乙酯(85：5)，2，4一二硝基苯肼试剂显色，有一橙红色斑点与茴香醛相对应。展距均为16cm

(图1—5)。

【性味及功效】味辛，性温。有温中散寒，理气止痛功能。用于胃寒呕吐，食欲不振，疝气腹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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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八角茴香解离组织图
1·表皮细胞示气孔(×200)I 2．腹缝线石细胞(X 90)，3．油细胞及临近薄壁细胞(×75)l

4．柱状细胞(×75)I 5．种皮表皮石细胞(×75)f 6．纤维(×75)

图1—5八角茴香薄层色谱图
A．展开剂(I)f B．展开剂(I)

S：茴香醚，S1：茴香醛

样品。1．AS茴香油

腰痛。用量3～69。

【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

1．升高自细胞升白宁(本品提取物)有升白细

胞作用，给犬、兔、猴喂饲或肌注时白细胞均明显增

加，其增加值为给药前的150％以上。给犬肌注升白宁

300rag／只后骨髓白细胞增加188％，骨髓有核细胞呈

活跃状态，推测其升白作用是加速存储细胞的释放，

反馈性地促进骨髓白细胞的成熟[5]。

2．抗支气管痉挛 95％醇提物1 I 50浓度对豚

鼠离体气管有较快且持久的抗组胺作用邙]。挥发油中

茴香醚，对呼吸道分泌也有刺激祛痰作用。

3．抗菌醇提物体外实验，对枯草杆菌、大肠杆

菌、痢疾杆菌、霍乱弧菌、伤寒、副伤寒等多种革兰氏

阴性细菌均有抑制作用，与硫酸链霉素50u／ml相似l

对革兰氏阳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球菌、白喉杆

菌等的抑菌效果与青霉素钾盐20u／ml相似，对真菌

的抑制作用大于1％苯甲酸及水杨酸[7]。

4．不良反应小鼠升白宁灌服LDs04000mg／kg。

给正常每只犬肌注升白宁300rag．,隔日注射，共6次，

37日后尸检或病理切片无明显异常[5]。肌注的副作用

为局部肿胀或跛行，停药后自行恢复嘞。

临床用升白宁治疗癌症病人放化疗后引起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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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减少‘引。茴香醚可作合成女性激素原料，茴香醇可作化妆品及食用香料。

【附注】

1．八角茴香属(Illicium)植物的果实外形极为类似，有的具毒性，曾有误以莽草、红茴香、野八

角等的果实作八角茴香服用，甚至作调味香料发生严重的集体中毒事故。现将容易误服品种简述如下：

(1)莽草Illicium lanceolatum A．C．Smith又名山大茴、木蟹。花被片10～15，数轮，覆瓦状排

列，外轮较小，有缘毛，内轮深红色；雄蕊6～11，排成1轮；心皮10，13，子房长1．5一-2mm，花柱

长2,---3．3ram，果实通常由10～13个瞢荚果放射排列成聚合果，直径3．5"-'4．2cm，红褐色；瞢荚果扁

平，长1．5～2cm，顶端长渐尖而向内弯曲成倒钩状，果皮较薄，弯曲的果梗长3．5一．,6cm，种子扁卵形，

长8mm，宽6mm，厚2mm，平滑有光泽。具特异芳香气，味淡，久尝麻舌，有剧毒。曾在湖南、浙

江、江西等省误用(图1—6)。

虢褰
2 3

图1—6莽草

1．果枝，2．果实正面，3．果实背面I 4．蕾羹果

(李振起绘)

图1—7红茴香

1．植株I 2．果实正面}3．果实背面；4．瞢荚果

(李振起绘)

(2)红茴香J．henryi Diels 花被片10～14，数轮，覆瓦状排列，深红色，雄蕊10一-14，排成1

轮，心皮7～8，子房长1．5一-2mm，花柱长2．3"-,3．3mm，明显比予房长。果实通常由7～8个较瘦小

的瞢荚果聚合成聚合果，直径2．4一-,3cm，红褐色。瞢荚果较瘦，扁平，长约1．5cm，．宽4～7ram，顶

端有细长略弯曲的尖头，果皮较薄，果柄细瘦弯曲，约长3．～5cm。具有特异香气，尝之味先酸而后甘。

曾在湖北、湖南、河南误用(图1—7)。 ．

(3)多蕊红茴香I．henryi Diels vat．multistamineum A．C．Smith性状与红茴香相似。本种

主要特征是雄蕊数目较多，为(16)～23～28，叶片较狭，瞢荚果瓣较宽，宽6--一9mm。曾在四川巫溪

误用(图1—8)。

(4)野八角I．majus Hook．f．et Thorns． 又名大八角、神仙果。花单生或2"-'3成簇，生于

叶腋，花较大，花被片15～21，数轮I雄蕊12～21；心皮11"-'14；子房长1．5"-'2．5mm，花柱长2．2～

3mm，果实较大，由10～14个瞢荚果聚合成聚合果，直径4"--4．5cm，棕褐色。瞢荚较瘦薄，呈扁



图1—8多蕊红茴香

1·果枝l 2．果实正面l 3．果实背面I 4．瞢荚果

(李振起绘)

．图1-9野八角

1·果枝I 2·果实正面l 3．果实背面；1．瞢荚果

(李振起绘)

图1-10短柱八角

1·叶枝，2．果实正面I 3·果实背面·4．瞢羹果
一·(李振起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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