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医
药
科



药学发展简史

主编张鸣呆

主审宋之琪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邢为凡陈宗珉

张呜呆黄泰康

蔡军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登记证号(京)075号

内容提要

本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重点介绍中国药学发展通史，其中

包括我国几个主要民族药的发展简史 z 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生药

学、药物化学、药剂学和药理学的发展简史. 术书可以作为商、

中等医药院校学生及广大医药职工培训学习药学史的教科书 . 也

可以作为医药企业、科研单位、药政、药检、医院药剂、医院管

理等部门的广大药学人员从事药学史学习与研究的参考读物.

药学发展简史

张鸣息主编

宋之琪主审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出版

(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甲22号〉

(郎政编码 100088) 

北京市卫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 
开本787 X 1092皿m'/.. 印张9 1/.

字数 1 9 7千字 印数1-，2000

1993年 7 月第 l 版 1993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tSBN 7- 5067- 0786-1 / R. 0698 

定价 6.50元



序

建国以来，有关药学史、本草书的专著出版颇多，但简

明扼要的药学史教材却相当匮乏，迄今仅见的数种也早已绝:

版。中国药科大学药学教育研究所的同志得风气之先，由张

鸣泉所长领衔，与研究所的同志共同努力，编著了这部药学

史教材.并准备在药科大学开设药学史课程，本人有幸得先

睹此书，拜读之余，深感此书与以往教材不同，确有其一定

的特色。

如何编写一部适合药学生学习的药学史教材，迄今尚无

一本公认的范本。关于药学史教材的内容与体例，见仁见

智，各家意见不尽一致。本书除介绍我国传统的药学史资料

外，还简要介绍各民族的医药史(藏、蒙、维吾尔、彝、

傣、壮等族的医药学)，又简述了各学科的发展史(生药学、

药物化学、生物药物、药剂学、药理学等)。显见本书改变

了以往敦材的框架与内容，或许这正是本书的特色!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兄弟民族的医药遗产是祖

国正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向药学生介绍各兄弟民族的医药

史，不仅是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同时可以促使广大医药

坐重视民族医药遗产的继承和发扬，了解到各民族地区具有

丰富的药物资源，继承与发掘这些药物资源，是我国药学工

作者重要的任务与职责。例如我国医药工作者从藏药中开发

的山良苦碱(即"654") 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微循环衰竭;

蒙药广枣治疗冠心病、心律紊乱:沙棘治疗慢性支气管炎，

都有较好的疗效;从傣药亚呼鲁中提取的傣肌松，是一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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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的、毒性小的强效肌肉松弛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

些成果仅仅是发掘民族药物资源的开端，今后具膏无限广阔

的前途。让药学生了解各民族的药学史，这是最好的智力开

发，促使青年学者从事各民族药物资源的开发，将对我国及

世界人民的医疗保健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其二，学习各学科

的发展史，对药学生来说，也很奇必要。学习过去是为现代

与将来服务的，通过专科史的学习，不仅了解这些学科去生

发展的以往历史，同时也有助于认清这些学科今后发展的方

向，有利于药学生在校时更好地学习这些学科。因此，学习各

学科发展史，也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当然，本教材存在有某些疏漏与不足，这仅仅是一个铸

粹的毛坯，有待于进一步加工雕琢。我们不能要求作者们毕

其功于一役，写出一部成熟的教材。因此，希望编著者在今

后教学过程中，不断充实内容，改正缺点，以停使这本教材

日臻完善。在本书即将发稿之际，本人不揣浅陋，特撰序

文，并向广大读者推荐，希望本书能成为药学生学习药学史

J的一本可读的教材。

南京医学院医史教研室教授 张慰丰

1993年元旦序于峨崛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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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上不少国家的高等医药校院(系)和医药科研单位都

设有药学史课程或从事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其目的主要是为

了使当代的药学工作者能对药学友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

有一系统的认识，开拓眼界，从而去开发新的药物，促进现巴

代药学事业能更进一步地发展。

我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的坐产、生活实践和同疾病作斗

争的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药学知识，从而使中医申

药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宝库的一部分，并在世界药学

发展史上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今天，我们面对着这一极

其宝贵的祖国医药遗产，有责任将其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整

理出来，以便为现代社会主义药学事业的建设服务;我们也

有必要将世界各国的医药发展历史介绍给我国的读者，以启

迪我国的药学工作者的思维，作为研究开发新药的借鉴。

鉴于目前我国尚未有比较系统又较简要的高、中等医药

校院(系)药学史教科书。因此，我们尝试将药学发展史用最

简要的词句给予系统地介绍。鉴于药学史这门课程的学时数

不多，因此，本书只能择其要点予以介绍，为读者提供进一

步学习和研究的线索。

本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重点介绍中国药学发展通

史，其中包括我国几个主要民族药的发展简史;第二部分重

点介绍药学几个主要学科的国内外发展史，其可以作为高、

中等医药院校(系)学生及广大医药职工培训学习药学史的教

科书，也可以作为广大医药学人员从事药学史学习与研究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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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读物.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图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观点，来阐明药学实践和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的辩证关

系，以及各个历史时期药学成就的内在联系，以便通过药学

发展史的学习，从中了解药学事业在整个人类生活中的地位

和作用;我国的祖先和历代的药学专家在人类健康事业上所

作出的伟大贡献;启迪读者更加热爱祖国的药学事业，树立

高尚的药学职业道德，同时企图从历史的渊源中找出规律性

的内涵以停从中发掘出新的课题，为研究开发新药提供思

路，为促进我国药学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中国药科大学领导的支持，兄弟药学

院、系的专家，教授在资料的搜集引用方面给予了很大帮

助，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北京医科大学宋之琪教授为本书审

稿，南京医学院医史教研室主任张慰丰教授也进行了复审，

并作了序，在此一并表示由衷地感谢。

限于著者的知识演薄，虽文献典籍极为丰富，但力不从

心，因之全书不仅遗漏甚多，必然还存在不少缺点、乃至错

误，恳切希望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也期望在不久

的将来，能见到更为理想的版本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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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阜

1990年 3 月

于南京中国药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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