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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内容简介呋

长白山为我国名山，东亚高山植物代表区，植物资源极为丰富。是联合国国际人与生物

圈组织设立的世界自然保留地，也是我国关药、北药道地药材的主产地。本书系作者根据在

长白山实地调查中获得的资料和拍摄的原生态彩色图片，在1982年出版的《长白山植物药

志》基础上，又查阅补充近十五年来最新文献资料，每种配上彩色图片编著而成的专著。它

全面反映了长白山现有药用植物资源研究现状。书中共收载药用植物932种(正文762种，附

注170种，彩色图片844幅)，正文中收载真菌类98种、地衣类17种、苔藓植物8种、蕨类

植物34种、裸子植物12种、被子植物593种。每种项下内容包括：药用植物名、来源、形

态、生境分布、采集加工、成分、药理、性味与功用、用法用量及部分种的附注。本书可供

从事科研、教学的医药工作者、药业生产企管人员、植物学工作者、药材加工人员、临床医

务人员、保健食品行业人员、旅游业导游人员，以及有志从事药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各行

各业人员在工作中学习使用和参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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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严仲铠和李万林主编的《中国长白山药用植物彩色图志》书稿，使我思绪万千，一

幅幅精美的彩色图片，又将我带回到风景秀丽、中草药资源十分丰富的巍巍长白山。早在五

十年代，我曾数度到那里调查和考察：在密林深处曾采集到被誉为东北三宝的野山人参；漫

延的长白山区到处生长有细辛、五味子、刺五加、平贝母、防风、黄芪、柴胡、关黄柏、关

升麻、关木通、党参、桔梗、牛蒡子等一大批上等的道地药材；那里还生长有诸如刺玫果、高

山红景天、越桔、云芝、龙牙槐木、长白槐木、东北雷公藤等众多具有开发价值的中草药，组

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北方天然绿色药库。

怎样才能更好地开发利用这一天然绿色药库，为人民健康和经济建设服务?如何才能更

有效地来保护好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做到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最为基础的一项科研工作

便是如实地将这些中草药资源通过调查、整理并予以记录下来。现在，本书作者已经出色地

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将生长在长白山区的932种药用植物，通过844幅彩色原生态图片生

动地将它们一一收录，每个品种还记述有正名(药用植物名)、别名、来源、形态、生境分布、

采集加工、成分、药理、性味与功用以及附注等项内容，的确是一部能够忠实地反映长白山

药用植物资源现状的科学专著。

我愿意为此作序，并将本书推荐给药用植物和中药资源利用与保护的专业工作者，也愿

意将它推荐给中草药研究的业余爱好者。我相信，众多从事中草药的研究、教学、生产、经

营、管理工作的读者，一定会从这部著作中得到许多有益的收获和启迪。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肖培根 教授

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主任

1997年3月2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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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长白山，不但以其秀丽的景色和其巅顶有古火山喷口形成的天池而闻名

全国，且更以其蕴藏着丰富的高山代表植物而闻名于东亚。长白山植物中有很多

是药用的种类。1982年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已首次为其立志，编写出版了《长

白山植物药志》，对东北地区中草药资源的开发利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现已时

隔15年，严仲铠研究员等在这一段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的年代中，不满足于已取

得的成就，又继续发扬不畏艰苦，认真钻研的精神，再次走遍长白山脉的山山水

水，对长白山的药用植物作了详细的补充调查和资料整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爬

山越岭，攀悬崖，登峭壁，对840余种药用植物的生态情况摄制了精美的彩色图

片，这就成为本书《中国长白山药用植物彩色图志》的最大特色，无论在药物的

种类上、收载内容的质量上和图片表现的效果上都比原《长白山植物药志》有了

长足的发展，这是更新换代的进步，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结晶，从而也填补了

长白山地区历史上没有彩色图谱的空白。 ．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在此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以及今后长久

的岁月中，本书必将为长白山药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全国人民的保健事业以

及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做出重大贡献。余故乐为之序。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 谢宗万

1996年8月1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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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地，地大物博，名山众多。巍巍长白山，素以她粗犷的自然神韵，完整的生态系

统，丰富的生物资源而驰名中外，独领风骚。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则象一颗璀璨的明珠，镶

嵌在长白山的腹地，被誉为温带森林的瑰宝，是一座具有世界意义的典型自然综合体，1980

年初，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加入国际生物圈保护组织，成为世界自然保留地。

长白山是世界同纬度高山地带中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植物资源种达2380多种，其中

药用植物有960多种。长白山药材具有蕴藏量大，品位高，质地丰满等特点，早已驰名中外，

誉满全球。上等的道地药材有：人参、黄芪(北芪)、细辛(北细辛)、五味子(北五味子)、

木通(关木通)、防风(关防风)、牛蒡子(关大力)、党参(东党参)、平贝母、柴胡(北柴

胡)、刺五加、两头尖、薤白、藁本等20余种。近年来已被开发利用的中草药有：月见草、山

刺玫、高山红景天、宽叶杜香、细叶杜香、长白瑞香、笃斯越桔、越桔、返魂草、树舌、云

芝等30多种，是我国重要的药材基地。1982年，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著出版了

《长白山植物药志》，首次对长白山药用植物资源作了较为全面地总结，对科学保护和合理开

发利用长白山药用植物资源起到重要作用。十五年来，我国中医药事业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在

开放中走向世界。对于取自大自然，用于防病治病、强身健体，在世界传统医学中占有极为

重要位置的中草药，将在改革开放和医药事业发展中，引起世界各国学者和有关企业界有识

之士的高度重视。为此，近十五年来，我们又多次深入长白山区对药用植物资源进行补充调

查和专项研究，获得许多新资料。鉴于长白山历史上尚未曾有过原生态彩色图志，我们对调

查中拍摄的大量的彩色图片作鉴定整理，又查阅了《长白山植物药志》出版十五年来国内外

有关资料，经总结整理，编著成《中国长白山药用植物彩色图志》。本书收载长白山药用植物

932种(／E文种762种，附注种170种)，彩色原生态图片844幅。每种项下记述有正名(药

用植物名)、别名、来源、形态、生境分布、采集加工、成分、药理、性味与功用及附注等项。

它是反映长白山现阶段药用资源研究现状的专著。

长白山，从自然地理概念上，我国学者公认其范围大致北起自我国吉林省安图县松江镇，

南和东南侧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内至鸭绿江沿岸，并延伸到朝鲜境内，西始于抚松县县城，东

止于和龙县境内的南岗岭，山体总面积约有8000平方公里。长白山区的概念，大致包括长白

山主体部分向外延伸的吉林省内达22个市县的广大地区。为便于药用资源的开发利用，本书

成分、药理项内概括收集了1980～1995年间，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最新资料，在产地项下记述

的是我们收集到标本的行政区划概念的市县，附注项内突出介绍长白山及吉林省13种植物

分布新纪录种和药用新资源状况。

十五年前，我们为名山植物药立志，编著出版了《长白山植物药志》，推动了吉林省和东

北地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获得了省、部级重大科技成果奖二等奖。十五年后，我们为它再

立彩色图志，这是前者发展和继续，两部专著亦可呼为“姐妹篇”。编写期间吉林省科委及有

r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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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ain，we eompiled the((China Changbai Mountain medicinal plants colour atlas》．Dur-

ing compiling，we appraised and sorted out large amounts of color pictures taken during our

investigation，and concluded and studied the materials of recent fifteen year，s《Changbai

Mountain plants medicinal notes》．There are 932 kinds of medicinal plants(762 kinds of text

and 1 70 kinds of annotations)and pieces 844 of natural ecological color pictures collected in

the notes．Under each kind of plant，it was narrated the formal name(medicinal plant

name)，another name，origin，pattern，habitate distribution，collection and production．con—

stituent，pharmacology，smell，function．annotations and SO on．This is a monograph which

reflects the present researching situation of medicinal resources of Changbai Mountain．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conception，experts of our nation consider the scope of Chang—

bai Mountain is north from SongJiang town，Antu county of Jilin province，and the south and

southeast border reaches Changbai korean autonomous county and Yalu River，moreover，ex—

tends into the border of P．R．Korea；west from Fusong county，and east tO Nangang Moun—

tain in Helong county．The total area of Changbai Mountain is about 8000 KM．The concep—

tion of Changbai Mountain covers the main body of Changbai Mountain and its extention

dispersed in twenty—two counties of Jilin province，For developing and applying medicinal re—

sources，the scope of origin in the book involves the counties belonging to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conception on the conception of Where we had collected spieces．

Fifteen years ago，we compiled and published((Medicinal plant Flora of Changbai Moun—

tain))which has promoted and developed the course of Chinese medical and medicinal science

of Jilin province and northeast China and gained the second grade prize of important scientif—

ic achievments of province and country's department rank．Now，we compile the color atlas

again，which is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ormer．We can call the tWO notes

“sister works”．During compiling．1eaders from Jilin province science committee had shown

consideration and help professor Zhao Yu tang and 1．i Ru guang from biology department of

Northeast Teacher Normal University idetified US with some spieces and appraisal，professor

Qu Shu yan and Lu Jing shan from Tri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l Medica of Jilin

Province corrected some parts of the drafts，and Li Tai yun，Gao Shi xian，Hu Yu shen and

Zeng Xian lu offered US some pictures，for the above，we express our gratitude altogether．

As the limited ability，in time the work is published．we feel still there must be some

insufficients in the book，and invite sincerely our esteemed fellow scholars for criticixing and

derecting．

·10·



六凡 例六

1．本书中所载的药用植物的科顺序，高等植物系按恩格勒分类系统排列，菌类参照《中

国药用真菌图鉴》(应建浙等著·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的顺序排列，科以下均以拉

丁字母顺序排列。

2．本书每一正文种下内容包括：正名、别名、来源、形态、生境分布、采集加工、成分、

药理、性味与功用及附注等。每一正文种后通常均列有参考文献，如无参考文献，系为民间

调查资料整理而成文。

3．正名：采用国内通用的药用植物名，新药用植物资源按照中国科学院有关植物中名定

名规定的原则，采用全国通用的植物名为正名。如有本草古籍记载，则用括号注明。

4．别名：收集长白山区、吉林省及东北地区常见的地方俗名及部分古本草书籍中常用药

名，一般不超过5个。

5．来源：记述中草药所属的科的中文名、植物名称、拉丁学名及药用部位。拉丁学名正

名用印刷体，收入的常用异名用斜体。

6．形态：简要记述原植物的形态特征，重点突出分种特征和药用部位的描述，文后注明

该种图号。

7．生境分布：根据实地考察记录并参阅有关文献资料，简要介绍在长白山区的生态环境

(包括林相和海拔高度)。产地收载该药用植物在长白山地区采到标本的县市。分布记述该药

用植物在国内的分布区。主要参考书为：《中国植物志》、《东北草本植物志》、《中国药用真菌

图鉴》、《中国药用地衣图鉴》等。

8．采集加工：记述长白山区最适采集季节和月份及制成生药的加工方法。

9．成分：主要记述药用植物各部分的有效成分及一般成分。如正文种缺化学成分，必要

时在正文或附注中列入近缘种成分，供进一步研究参考。除常见成分外，通常在括弧中附有

化学成分英文名称。

10．药理：收载已有报道的药用植物各提取物和单一成分的重要药理作用机理，每一作

用机理均从药物剂型、剂量、动物类别、实验方法、指标及结果等均作简要叙述。为节省篇

幅，动物给药途径采用缩写形式，如下：灌胃给药(ig)、口服给药(po)、肌内注射(im)、

静脉注射(iv)、皮下注射(sc)、腹腔注射(ip)。

11．性味与功用：先叙述性味、功能，后记述主治、用法和用量，并说明该药服用的注

意事项。

12．附注：部分种下附有附注，记述长白山区同属不同种药用情况；近缘种的研究情况；

本区内尚未入药的又具有开发前途的资源种；本区内植物资源的新分布等，以及编者认为需

要说明的问题。

13．参考文献：①本书引用参考文献，按照国内期刊统一规定方法和规格书写，并用角
，

i

／7

乙／



注号在文中标出。

②为节省篇幅，本书对常引用的专著作了简写，如：

《长白山植物药志》即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等．长白山植物药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

社，1982

《中药大辞典》即江苏新医学院．中药大辞典，上、下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7

《全国中草药汇编》即全国中草药汇编编写组．全国中草药汇编，上、下册，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1975，1978

《东北药用植物》即朱有昌．东北药用植物，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植物药有效成分手册》即国家医药管理局中草药情报中心站．植物药有效成分手册，北

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中药志》即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中药志I、Ⅱ、Ⅲ，IV、V，北京：人民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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