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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21 世纪的现代本草新篇章 ——《中国药用植物志》 

孙汉董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201 

摘  要：《中国药用植物志》是北京大学药学院艾铁民教授牵头主编的国家重点图书及重大出版项目，该书从分类、化学、

药理与药材应用等多个方面对中国药用植物类群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同时提供了丰富的图片与文献

资源，对天然药物与药用植物领域的教育教学、研究应用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该书在内容的系统性与专业性、形式的

丰富与实用性、学术研究与术语考订的严谨性方面均表现出了突出的创新性特点，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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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chapter of modern materia medica in 21st century——Medicinal Flora of 

China 

SUN Handong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unming 650201, China 

Abstract: Medicinal Flora of China (中国药用植物志) is a national key book and major publishing project led by professor Ai Tiemin 

from the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The book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of 

medicinal plant groups in China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classification, chemistry, pharmacology, and medicinal application. It 

also provides rich pictures and literature resources, and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for education, teaching,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medicine and medicinal plants. The book is a high-quality academic masterpiece which exhibits outstanding 

innovative features in terms of systematic and professional content, rich and practical form, rigorous academic research and 

terminological 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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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繁多样的药用植物是大自然赐予全人类的医

药资源宝库，自古以来是人类健康的守护者。尽管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国各民族均对药

用植物有着深入的探索研究和医药实践历史，然而

中华民族的祖先却独辟蹊径，将寻求药物、守护健

康的探索过程融入了对自然与人、疾病与健康本质

的理解，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药理论体系与

传承至今的本草学典籍宝库，从秦汉时期的《神农

本草经》、历代官修本草，到明代的《本草纲目》，

再到建国后的《中华本草》与最近出版的《中国药

用植物志》，无不体现着中国学者对于天然药物与药

用植物认知与研究历史的最高水准，同时也汇集了

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与前人智慧的宝贵结晶，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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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医药经典而传之于后世。 

我国是生物多样性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拥有

高等植物类群 3 万余种，其中具有明确药用记载历

史的种类超过 1/3。尽管《中国植物志》的编撰完成

已标志了中国植物资源的基本厘清，但在中国迈入

21 世纪之时，仍缺少一部能够系统完整地展现中国

药用植物类群及相关研究进展的大型工具书来支撑

新时期中医药事业的快速发展，时代的号角强烈呼

唤着这样一部学术经典的问世。因此，北京大学药

学院艾铁民教授牵头主编的《中国药用植物志》正

是响应了国家与民族发展需求的时代产物，这部巨

著自筹划之初即得到了国家的重点关注，并于 2008

年正式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立项资助，先后被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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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重大工程出版规划，

全国 81 个单位近 500 名专家学者戮力同心、精诚

合作，辛勤笔耕 13 载，终于在 2021 年 6 月完成了

全书 13 卷共计 3 500 余万字的编撰出版工作。这部

学术巨著的问世是 21 世纪现代本草的新篇章，被

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文采先生誉为“现

代版的本草纲目”。 

《中国药用植物志》的出版在植物学界与药学界

引起了热烈反响，其学术权威性、专业性及实用性

也得到了广大药学工作者的一致认可。该书无论从

丰富的学术内涵还是精美的装帧印刷质量上均可称

为学术界与出版界的高质量巨著，并在学术研究与

实践应用领域展现出诸多的创新性特点。 

（1）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完整记载中国药用植物

类群及其药用价值的大型科学专著，全书共收载药

用植物近 12 000 种，引用文献 50 000 余篇，全面、

系统地呈现了中国药用植物的形态分类、自然分布、

功效应用、化学成分、药理作用、药材使用情况的

最新研究成果，是中药与天然药物相关学科不可多

得的教学、科研与学术参考书。 

（2）该书采用全彩色印刷，并收载了几近全部

种类的墨线图、8 000 种以上的原植物照片及近 500

种常见药材照片，对于中药、天然药物研究与应用

领域中药用植物的准确识别与鉴定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是相关领域内诸多学者和药学实践工作者的

重要工具书。 

（3）该书在编撰过程中进行了大量学术研究特

别是文献研究工作，在很多领域做出了创新性的贡

献，如在植物分类学领域依据最新的分子系统学研

究证据修订了一些重要的药用科属；在化学与药理

学领域以科属为单位进行了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规

律的总结与归纳，并全面展示了每个药用植物的已

知化学成分及每个成分在全书植物类群中的分布情

况，对于进一步的化学分类学研究与化学资源挖掘

具有重要意义；在药材应用领域则系统考察了我国

各时期三级药品标准中收录基原植物的历史与现

状，同时概括总结了我国各民族的用药经验。 

（4）该书在名称术语规范化领域亦做出了突出

的贡献，经过仔细的文献调研全面规范了全书药用

植物的近 3 万个拉丁学名，对 15 万个化学成分的

原始基原出处进行了文献考证，并据此规范了全书

化学成分的中文名称，解决了植物化学成分研究与

应用领域一直存在的中英文名称不对应、不规范、

不能真实体现化学成分名原始出处的问题。此外，

该书还系统整理了几乎全部种类的英文名，为该应

用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商贸活动提供参考。 

《中国药用植物志》集中体现了我国植物学与药

学工作者在中国药用植物类群相关领域的深厚历史

积淀与最新研究成果，是一部汇集了众人智慧、守

正创新的高水平学术巨著，必将为推动我国中药与

天然药物的研究发展和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里程碑

式的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