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鲜药的研究与应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鲜药的研究与应用>>

13位ISBN编号：9787117055482

10位ISBN编号：7117055480

出版时间：2003-1

出版时间：人民卫生出版社

作者：郝近大 编

页数：82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鲜药的研究与应用>>

内容概要

鲜药的应用具有几千年的历史，而对鲜药在作用机制，鲜干药品在化学成分、药理学方面所存在的差
异以及保鲜技术等方面的实验研究却是近20余年来所取得的进展与成果。
特别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下，国内一批有志于鲜药研究与开发的单位和个人开展了多方
面、多角度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发表或完成了大量的研究论文，使鲜药研究目前已经成为中医药大学
科体系的一支分支学科。
    本书以主编本人所承担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基础，对国内近20余年来鲜药研究领域内所
取得的研究进展进行全面、系统的归纳总结，全书分为保鲜技术、鲜药化学、鲜药药理、鲜药临床、
鲜药制剂等章节，以期对国内鲜药研究的全貌有一个全面客观的反映。
书中还对鲜品中药的应用历史源流进行了研究考察；在总结大量临床实践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
传统中医药理论，对鲜药的药性特点及其在临床应用的作用机制与适应范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
；对传统的鲜药保鲜技术与应用方法，进行了系统归纳总结；对鲜药规模化生产的途径提出设想和建
议；并对目前我国中草药资源及综合利用概况以及国际医药市场对中药（天然植物药）的需求量将不
断增加的趋势，加以分析阐述。
对鲜药的实际应用，分作临床应用、民间应用、食疗应用等三章，对古今文献中记载的大量名方、验
方，本着有效、安全、服用方便及符合现代临床实际的原则进行筛选，介绍其来源、性味功能特点、
形态特征（民间应用）及应用验方等。
同时，对国外有关鲜药植物药的保鲜技术、化学及药理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亦加以综合介绍。
    本书适合于中西医临床医生、药剂师、中药科研人员、新药研究开发人员以及广大中医药爱好者阅
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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