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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苓的化学成分及其应用》

内容概要

《猪苓的化学成分及其应用》作者赵英永、林瑞超在对猪苓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全面总
结了猪苓的真菌学特性、种植经验、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取材广泛，叙述简明，具有广
泛的实用性。《猪苓的化学成分及其应用》对猪苓的栽培、化学成分研究、临床应用很有参考价值。
《猪苓的化学成分及其应用》可供中药学专业科研人员、中药从业人员及大中专院校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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