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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平顺 1964 年生，甘肃秦安人。 1986 年毕业于原兰州

医学院，获医学学士学位。兰州 大学药学院专业硕士生导师，

二级主任药师 。 1999 年入选甘肃省卫生厅中青年学术技术带

头人， 2002 年入选省 "555"科技创新人才工程第二层次， 2002

年破格晋升主任药师，2∞9 年入选省领军人才第二层次，

2012 年获人 民日报社、中国医药报社"全国十大药监之星"称

号提名奖。甘肃省药品检验所中药一室主任，现任总检验师 。

长期从事甘肃中药和民族药资源开发利用、中(藏)药材

检验及质量评价 、 中药饮片炮制与制剂工艺研制、中(藏)药质

量标准起草、中药安全性评价、本草学研究、药材道地性和中

药种植(养殖)区划和中药 GAP 等方面的研究。

主持和参与国家(省 、厅)科研项目 23 项;获省、厅级奖 16 项，其中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4 项(第一主持人完成 2 项)、

三等奖 5 项，获厅(局)奖共 7 项 。 主持完成"甘肃中药材复杂品种的调查和质量研究" Cl 甘肃产艾叶品种调查和质量研究"

"甘肃产前胡药用资源的调查及质量评价 HH甘肃丹参的资源开发及工艺的规范化研究'''' 15 种藏药材资源的调查和质量标

准提高研究''''第四 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一一甘肃试点工作|悔洗县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川甘肃种植(养殖)药材资源现状调

查"等项目 。 作为第二主持人完成"当归等八种甘肃道地药材质量标准制订""150 种甘肃地方习用药材品种调查和质量标准

起草"和第三人完成"甘肃省中药炮制规范研究"等重大科技项目 。 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国家科技部支撑课题"黄瓦质量标

准提高及其综合利用研究""甘草规范化种植基地优化升级及系列产品综合开发研究"中质量评价实验设计和测试研究。 主

要参与完成"当归片、党参片和黄茂片质量标准起草""甘肃中药材有害外源性残留检测及数据库建立"等厅局级课题研究。

主持完成婴粟壳、亚麻子、红在、人参鹿茸丸、参茂糖浆等国 家标准起草和水柏枝 、刺拍、圆柏等藏药材标准提高项目共

计 62 个品种。发表论文获中国药学会优秀论文 2 篇，发表学术论文 145 篇(第一作者 120 余篇 ， 其中本草考证 12 篇 、 资源

调查 25 篇、中药鉴定 16 篇、中药加工与饮片炮制 23 篇、药材质量分析 32 篇、道地性与区划研究 13 篇、化学有害残留 3

篇、综述 12 篇和其他 9 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l 项。主参编著作 7 部，担任《中药趣味文化》主编，{甘肃省中药材标准H甘肃

省中药炮制规范>>{中药真伪质量快速影像鉴定}(上 、 下册)和《本草纲目补正》副主编 。 参与甘肃省食药局组织的全省中药

鉴定师、中药炮制师培训班，担任主讲和实验指导，培养各类学员 780 余人。培养硕士研究生J3名。

兼任中国药学会药史委员会委员、国家食药总局首届中药材 GAP 检查员 、 中检院民族药专家委员会委员、兰州大学兼

职教授、兰州大学药学院硕士研究生答辩委员会委员、甘肃省科技厅成果鉴定委员(项目专家)、省财政厅特聘专家、甘肃省

农发办项目评审纽专家 、甘肃省发改委项目评审组专家 、甘肃省高级职称任职资格评审委员 、甘肃省农村干部人才能力提

升项目培训|专家、甘肃省中药炮制及质控工程研究中心专家委员 、 甘肃省执业药师协会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中药

鉴定师评审专家、甘肃省中药炮制师评审专家 、第四 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甘肃省临洗县普查队队长(技术负责人)，甘肃省

中医药学会副会长、甘肃省中医药学会中药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西部中医药》杂志编委等。



杨平荣 1968 年生， 1994 年 6 月毕业于兰州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 1999 年 9 月至 2002 年

6 月就读兰州大学法律系，取得经济法研究生学历 。 正高级工程师，现任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院长。

从事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及质量管理工作 22 年，熟悉食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及业务

和质量管理，擅长实验室管理及药品质量标准提高和药物分析研究。近年组织完成了"甘肃省医

疗机构制剂现行标准状况分析和标准提高"项目，负责完成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药

品检验机构管理和立法前期研究"课题，主持承担中央级重大增减支项目子课题"侧柏叶药材质

量基本状态数据探索研究参与国务院药品与医疗器械综合改革课题子课题"当归药材和饮片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研

究主持完成"当归片 、 党参片和黄茂片质量标准起草""甘肃中药材有害外源性残留检测及数据库建立"等课题 12 项。创

办了《甘肃药检通讯》杂志。获得省市科技进步奖 3 项、甘肃药学发展奖一等奖 1 项;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 SCI 论文 5 篇。

2015 年荣获"中国药学会优秀药师"荣誉称号，担任甘肃省药品质量协会会长。

曾担任兰州医药集团东岗药业副总经理 、总经理;兰州市安宁区药监局局长;甘肃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财务装备处

副处长;甘肃省医疗器械检验所所长;甘肃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技术标准监督处处长 。

赵建帮 1955 年生， 1981 年毕业于兰州医学院 ， 获医学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药学院硕士研

究生导师，一级主任药师，原甘肃省药品检验所所长。

从事中药检验与研究、技术标准和质量监管。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课题"黄茂质量标准提高及

其综合利用研究"、主持甘肃省科技厅重大专项" 当归等八种甘肃道地药材的质量标准制订参

与国家、省级"甘草规范化种植基地优化升级及系列产品综合开发研究''''地产中药材硫黄熏制残

留物的检测研究"等课题共 15 项 。

获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4 项 ， 获省药学发展、兰州市科技进步奖一等、二等奖

共 6 项。担任《甘肃省中药材质量标准H甘肃省中药炮制规范》副主编。撰写发表学术论文 35 篇，合作发表论文 62 篇。培

养硕士研究生 18 名。

担任科技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评审专家 、 国家科技奖评审专家、第十届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 、 中科院兰州、l 化学物理研

究所和兰州大学药学院客座教授、兰州大学和甘肃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甘肃高级专业职称评定委员中药专业主任委

员、中药与中藏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甘肃省科技厅评审专家库专家、兰州生物化学工程技术中心专家、甘肃省药学会副

理事长和《中华医学进展》杂志常务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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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广袤无垠的地理生态环境，蕴藏着丰富的中草药资源，远在秦汉时期已

被发掘利用，由此而形成了许多道地大宗药材，传承至今。 近十余年，随着全省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中

药材生产和种植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中药材产业在甘肃省各级政府推动下，成为科研院所、药监部

门、企业和药农广泛参与的一项产业。 然而，有关甘肃中药资源开发、生产经营方面的资料十分缺乏。 甘

肃作为全国中药材生产大省，中药资源开发应用如何?中药材生产现状又是怎样?中药材品牌和区域优

势又在哪里?等等一连串的问题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数十年的职业生涯萌生了编写甘肃中药材相关书

籍的J心愿。

中药产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是甘肃省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编写才能够客观、准确和全面地反

映历史与现实是比较繁琐和棘手的问题。 本着"回顾历史，突出传统，反映现状"的编写原则，我们主要

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广泛收集整理古今有关甘肃中药的文献资料，查阅的文献达到 640 余种(篇) ;二

是实地调研，十余年来对全省中药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深入田间地头 ，走访中药生产经营部门，奔波

在药材产区、集贸和药材交易市场，收集各类实物标本 3600 余份，拍摄了大量的音像资料;三是整理主

持完成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一一甘肃试点临挑县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当归等八种甘肃道地药

材质量标准制订川甘肃中药材复杂品种的调查和质量研究"和"甘肃种植(养殖)药材资源现状调查"等

重大科研项目所积累的第一手材料;四是收集整理长期从事甘肃中药研究发表的论文和中药检验工作

中积累的材料。 通过三年的整理编写，四易其稿，终于完成了本专著。

本书选题构思紧紧围绕甘肃道地药材展开编写，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贯穿于本书的总论和各论部

分。1.着手于一个放眼历史的长期分析，这样能够把甘肃道地药材的历史和现状系统完整的呈现出来。

2.收录了大量的图片，这原本是读者需要了解的，通过对图片的感性解读，不仅展示了中药材的生物学

特征和商品价值，也承载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 3 .引用权威的统计数据介绍中药资源的历史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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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编写说明

本志包括总论 、各论两部分。

总论内容编写包括六个方面，一是介绍甘肃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各类资源的基本概况。

二是通过查阅大量史料和医药文献，对甘肃各个时期发掘的中药资漉进行整理，分析中药资源的开

发沿革 、中药资源应用特征，探讨其演进变化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

三是对甘肃历史上形成和近代演变发展的道地药材进行考证，重点分析了甘肃道地药材的历史背

景及传统的道地品牌，论证了甘肃道地药材潜力品种与开发利用 。 结合现代中药材资源优势、产销历

史、商品销售以及商品质量和中医临床疗效等社会公认性基础上，确立甘肃道地药材品种。

四是从我国特有文化背景 、中医药理论和生态地理学，介绍了道地药材形成的人文机制 、地理生态

学机制、生物学机制，阐述道地药材在现代中药材产业生产中的重要性。

五是系统的总结了甘肃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和中药材产业的发展成就，分析了中药资源开发

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中药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六是对甘肃中药材的集散市场进行概述 ，重点介绍中药材现代专业市场与仓储物流。

各论内容的编写包括本草名、商品名、基原考证 、道地沿革 、道地特征、开发历史 、来源、生态环境与

分布 、适宜区发展、栽培技术、采收加工、商品生产 、药材性状 、商品规格 、 品质标志 、标准规定 、质量研

究 、化学成分与药效评述、功效与主治、资源利用 、资摞可持续发展 、附注和研究进展等共计 23 项内容

(记录道地药材品种来源的相关研究，省内有多种来源的一同收录)。 最后列有参考文献。

本草名:记录本草医籍中反映质量概念、商品规格 、炮制方法、产地加工或地方用名等方面的名称。

商品名:为中药材在商品流通中形成的专业用名 。 应用范围局限于某个基原者，加括号标明来源

名。突出具有本省地方特色的商业用名、民间用名 。

基原考证:对历代主要本草、医籍中记载的中药品种来源进行考证，阐明药用品种或历史变迁。



道地沿革:记录本草、医籍中有关中药产区以及历史演变，特别是古人对道地产地的认识和形成的

道地产地。

道地特征:记录本草、医籍中有关道地药材的形状、颜色、纹饰、质地和气味等性状特征。

开发历史:记述本省对该中药的开发利用历史，在本省地方志中的收载情况。 记述在现代中药市场

形成的品牌优势、技术优势和产业特征。 记述本省药用食用方面开发产品或技术标准方面的成果。

来源:简述该属资源和药用概括。 记载原动物、植物药的科名、种名、拉丁学名和药用部位;矿物药

则记载原矿物的名称。一种药材有两个以上来源者，则并列记载，形态仅详述一种，其他则简述。

生态环境与分布:记录原动物、植物药的生长习性、生态环境和国内产地分布;并记录本省市(州)、

县级的分布情况。

适宜区发展:记录道地药材的适宜发展区域，突出传统产区的区位优势。

栽培技术:介绍甘肃药材产区报道的有关药材栽培技术，个别采用国内发表或已出版书刊内容。 由

于自然环境、生产条件和技术成熟水平诸多原因的影响，仅作为参考。

采集加T.:记述采收药材的季节和产地加工方法。 重点突出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地加T方法 。 有的简

单记录现代技术或生产方法。

商品生产:介绍商品药材的主要生产市、县和区。主产区的产量，种植面积或全省的产量。

药材性状:记述药材的形状、大小、颜色、纹饰、质地和气味等方面的特征。 有的介绍了野生品、栽培

品性状。 属于多来源品种，分别介绍重点特征。

商品规格:记述本省历史上形成的商品规格、现代市场出现的新规格。 同时收录国家和地方标准收

载的商品规格。

品质标志:记述对道地药材品质优良评价的性状标志。

标准规定:介绍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对药材质量指标的要求。

质量研究:介绍对该药材的质量检测和研究成果，多为作者研究结果，一些引用文献介绍同一药材

全国范围内的指标测定情况，作为初步的比较。

化学成分与药效评述:记载化学成分群或指标成分，一般成分也酌情予以介绍。 简述药理药效学方

面的研究资料。

功效与主治:记述国家标准收载的同一药材规格的功能和主治。

资源利用:介绍该种药材资源的综合利用情况，已经研发和生产的相关产品，有的介绍今后开展研

究的一些方向 。

资源可持续发展:介绍实现该种药材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措施，中药材标准化生产方面存在的

一些问题。新技术、新方法和新产品在中药材产业方面的推广应用。

附注:记述该种药材的同科属品种在本省资源分布、药用状况或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研究进展:介绍在药材种植技术、基地建设、产业化和质量标准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重要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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