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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植物药活性成分大辞典》（上、中、下册） 

植物中的活性成分是植物药发挥疗效的物质基础，植物活性成分研究是阐释

植物药的生物活性、临床疗效和毒性的必要手段，也是新药发现和创制的可行途

径，更是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质量控制以及配伍合理性及作用规律研究的前

提和基础。近些年来，随着国际上植物化学以及天然药物化学学科的迅速发展，

大量的植物活性成分被研究和报道，形成大量、丰富的植物活性成分研究的信息

源。但是，这些资料作为原始文献散在于成千上万的中外学术期刊上，不能满足

读者对植物活性成分的系统了解、方便查阅和迅速掌握的需要。 
天津药物研究院在国家科技部和原国家医药管理局新药管理办公室支持下，在建立“植物活性成分数据

库”的基础上，组织科研人员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编纂了大型工具书《植物药活性成分大辞典》。本套书

分上、中、下共三册，共收载植物活性成分 8 719 个，共约 700 万字。正文中每个活性成分包含英文正名、

中文正名、异名（异名之间用分号隔开）、化学名、结构式、分子式和分子量、理化性状（晶型、熔点、

溶解性、旋光、紫外、红外、质谱、氢谱和碳谱）、植物来源、生物活性等项内容。并于下册正文后附有

三种索引——植物药活性成分中文名、植物药活性成分英文名和植物拉丁名索引。全书涵盖大量国内外专

业期刊的翔实数据，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具有反映和体现信息趋时、简便实用的特色；作者在注重数据

科学性、系统性的同时，着眼于全球药物研发前沿需求与我国市场实际应用的结合，为新药研究人员选题、

立项、准确评价成果提供快速、简便、有效的检索途径，为植物药的开发、利用提供疗效优异、结构独特

的活性分子或先导化合物。  
本套书的出版必将为我国“十二五”医药事业发展和天然药物产业发展提供翔实而可靠的科学数据和技

术支撑，为促进植物药资源的利用，重大创新药物的研究以及促进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趋时的数据

资源和检索途径。 
该书已批准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已于 2011年 11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 16 开精装本，每套定价 588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