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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文献学》

前言

　　文献学的基础知识和文献检索、查阅的基本技能是本科教育阶段不可缺少的教学内容，“中药文
献学”作为本科中药类专业的必修课，越来越受到普遍重视。该学科知识和技能在医药领域的实际工
作中也越来越显示出其特殊的重要性。本教材第1版自2003年发行以来，先后四次印刷，深受高等院校
师生和社会各界好评，至今仍为全国惟一的一本集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中药文献学课程的本科教材。
　　近年来，中药学的学科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
大进展，中医药产业已成为新兴的阳光产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与中药学有关的信息量
迅速增长，社会各界对中药文献的需求和依赖性日益增加，查阅渠道和检索方法也日益多样化，尤其
是网络文献的发展和计算机检索的普及，使得文献的获得更为快速便捷，文献的查阅效率得以大幅提
高。　　本教材此次再版，在保持第1版内容科学性、系统性、逻辑性与准确性的基础上，根据近年
来中药文献的最新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充实：对现代中药文献、外文中药文献和网络中药
文献做了较大的更新，对中药文献的计算机检索和国内外重要的中药文献数据库做了更为详尽而直观
的介绍，在中药文献的应用部分举例力求联系学习、研究和生产实际，以保持和加强本书的先进性和
实用性。附录部分则进行了较大改动，体现了近年来文献领域的新陈代谢，增加了“2006年SCI收录中
国期刊一览表”和“SCI收录药学相关期刊一览表”，将国内外核心期刊尽囊其中。　　参加本书修
订编写的人员，均具有较长期中药学学科和中药文献学的教学、研究及实践经历，在文献的查阅和应
用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从而使得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在本书的编写过
程中，参考、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并受到众多专家和中医药研究人员的大力支持。科学出版社的专
家和编审人员严谨的科学精神和辛勤劳动更为本书增色。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对本书的不足之处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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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文献学》

内容概要

《中药文献学(第2版)》是一部系统介绍文献学理论和应用知识的教材，其内容在第1版教材的基础上
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更新，包括中药文献学基础知识、古代文献、现代文献、外文文献、网络文献及
文献的实际应用等。书后附录部分收集重要的网站域名、中药文献数据库及SCI收录国内外核心期刊
等，可供便捷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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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安伟，性别：男 。职 称：教授 。所属学科（专业）：中药学 。导师简历：1977年2月南京中医
学院中药系教师。1988年11月南京中医学院中药系系副主任。1993年4月南京中医学院中药系系副主任
、副教授。1994－1995年英国伦敦大学药学院天然药物化学访问学者。1996－现在，南京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药物研究所院长、所长、教授、博导。　　现任南京中医药大学药学院院长、药物研究所所
长，江苏省方剂研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兼任全国高等中药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华中医药学
会炮制分会副主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天然药物资源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国家考委医药专业委
员会委员、国家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国家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评审专家、国家学科评议
专家、国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议专家、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学会医学教育评估专家、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药品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新加坡卫生科学局植物药
国际专家组成员、江苏省中医药学会药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南京市药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国家中药
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咨询专家。　　长期从事中药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发表学术论文160多
篇，主编专著8部，副主编4部，参编多部。近年来承担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20多项，在中药的炮制
机理、中药质量标准、中药活性成分及复方配伍机理、中药学发展战略及教育管理科学等研究领域取
得显著成果，多次获奖。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项，中药新药临床批件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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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文献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一、中药文献与中药文献学　　中药文献是指记录有中药知识的一切载体，它
是巨大文献宝库的组成部分。中药文献涉及的范围极广，可延及文献的各个方面，包括：中医药学专
著、综合性类书中所含的中药文献、综合性丛书中所收的中药文献、史籍记载的药事文献、经传记载
或援引的药学文献、诸子百家载录的药学文献、小说笔记载录的药学文献、宗教典籍中收录的药学文
献、文史工具书中收载的药学文献、出土文物中的药学文献，以及现代国内外各种、各类医药文献中
与中药有关的内容等。凡专属中医药学知识的载体，或其他文献载体中含有的中药知识，均当属于中
药文献的范围。　　中药古代文献，是指辛亥革命以前记录有中药知识的一切载体。从其载体形式而
言，除以纸质为载体的手抄本和现存的诸多线装本古籍外，还有河南安阳出土的的殷商甲文献、铸造
或雕刻在钟鼎或玉石上的金石文献、刻录在竹简或木牍上的竹木医药学文献（如近年长沙马王堆和甘
肃武威出土的竹简）、记录在缣帛等丝织品上的缣帛文献等。　　中药现代文献，是指辛亥革命以后
记录有中药知识的一切载体。现代中药学文献载体、除仍以纸为主要载体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作为知识的载体，已发展到利用声、光、电等现代科学技术，进行摄影、录像、录音及电脑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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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文献学》

精彩短评

1、不错，是我想要的，发货及时，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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