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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评介
·

简评《中药研究文献摘要 (1962 一 1974 )))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中药理论室 岳风先

刘寿山先生主编的
《

中药研究文献摘姿(l 962 ~

1 0 7 4 )》一书
,

是 i , 20 ~ 1 9 6 1 年编本的继续
。

此书的

编辑出版
,

使中药科研
、

教学
、

医疗
、

生产工作者

能在较短时间 了解三千余篇文献的内容梗概
,

又为

深入工作提供广泛的线索
,

深受读者欢迎
,

并获全

国科学大会成果奖
。

据悉
,

第三册 (1 9 7 5~ 1 9 79) 即

将脱稿
,

第四册( 1 980 ~ 1 9 8 2) 亦在着手编写中
,

这

种有关中药研究的连续检索工具书
,

在我国还是第

一部
,

其价值将会随时间推移而增加
.

该书对每个中药
,

以其不同学科如植物
、

栽培
、

生药
、

化学《包括炮视和制剂)
、

药理
、

临床作为项目

分别摘引陆续发表的有关文献
,

而重点为化学
、

药

理和临床的文献
。

现仅就其化学项的有关内容作一

简评
,

供读者阅读和编者续编时参考
。

一
、

化攀城的收旅龙 .

有关中药化学成分的研究报告
,

涉及中药学各

科
,

收摘时应根据其内容而归纳到相应的项下
,

但

本书却不够一致
。

1
.

药理及临床项下有化学内容
。

如鬼针草
、

白

叶藤
、

见血封喉
、

毛蔑
、

五味子
、

木香
、

木天墓
、

开口箭
、

马利筋
、

梓实
、

挑南瓜等的化学成分内

容
,

有的放于药理项下
,

有的则放到了临床项下
。

这种情况的出现
,

有的固然与原文献报道时就是化

学和药理乃至临床的研究内容合于一
‘

篇有关
,

但在

选稿时则可考虑分别选取
。

有的药物化学成分在化

学项下未见所引文献
,

然而在临床或药理项下却提

及有关成分的作用
,

如五味子的五味子醋甲
、

毛苗

的原白头翁素
、

白叶慈的白叶膝试
、

土青木番的广

玉兰碱等
,

若亦摘引到化学项下
,

对读者是有价位

的
。

2
.

生药
、

植物项下有化学内容
。

如白蓬草
、

草

拨
、

白雪花根等
,

其有关化学成分的内容较多
,

却

放在生药或植物项下 , 燕衣草的化学内容
,
也放入

了栽培部分
。

实际均应收于化学项下
。

3
.

不属于化学项应收载的化学内容
,

应放在有

关项下
。

这方面的情况较多
: (l) 植物生长过程中

成分变化的研究文献
,

以放入生药或栽培项下为宜
。

例如茶叶的化学项下
,

关于其咖啡因生物合成的文

献
,

是讲温度
、

酸碱度对咖啡因生物合成的最适条

件的研究及用同位素标记物证明其生物合成过程
。

这些都以收入生药或栽培项下为宜
。

编者对有的药

4 .

物亦采用过此种安排
,

如小典根中小璧碱在不同生

长期的含t 变化的文献就是收于 生药项下的
,

这样

是合适的
。

《2) 有关结构改造或构效关系的研究文

献
,

以不收为宜
。

因为这属于天然有机或药物化学

范围
,

若收
,

则这类文献太多了
。

但本书却有的收

于化学项下
,

如
.

肿瘤的化学洽疗
,

X IX 皇浆的有

效成分一1 0 一经基癸烯酸的相似化合物及若 干苯环

取代肉桂酸的合成
,
一文

,

除 10
一

羚基癸烯酸是中药

皇浆的成分外
,

主要内容系研究构效关系
,

以不收

为好石

二
、

有关翻荆的闷.

编者言明制剂部分的内容收于化学颂下
。

然而

从全书内容来看
,

在药理
、

临床项下还有很多制刘

的 内容
。

对有关制荆的向题
,

有两点亦应统一
。

1
.

制剂内容的选择应尽可能一致
。

例如
,

有关

于制剂的文献
,

有的摘引了详细的制备过程
,

如红

花 , 而有的则仅提到翻荆的名称
,

如朱砂莲摘引部

分仅有为
. ‘
分别介绍

: 1
.

朱砂莲注射液, 2
.

朱砂莲

滴限荆 , 3
.

朱砂莲滴耳荆 , 4
‘

朱砂莲软裔的配方与

制法
。 ,

2
.

药理或临床项下的制荆
,

饭好摘引简单制法

或说明成分部位
。

书中对这方面注意不够
。

例如小

铁籽的临床部分有一篇文献
,

内容是水丸
、

片剂
、

汤

荆的不同疗效观察
,

其中片荆仅提到每片相当 。
.

59

生药
,

此片剂到底是水提物
、

醉提物还是 原药 粉 ,

最好能加以摘引
。

再如马齿览注射液在药理和临床

项下均有提到
,

仅摘引每 m l相当 lg 生药
,

对简单
的制法均未提及

.

其它如徐长卿
、

黄蔑
、

丁香藤等

均有类似情况
。

这些都以简单扼要加以摘引为好
,

便

于参考分析
。

‘

三
、

全书址材任应典出, 用中有

关于常用中药的概念箱范围
,

尽管目前看法尚

不一致
,

但有两点是容易为大家接受的
,

即中医临

床常用药和近代研究和使用较多的 药 物为常 用 中

药
。

对这两方面的药物若作重点摘录
,

其参考价值

可能更大
。

但本书对许多常用中药的化学成分研究

文献却未加收载
,

甚至早已在教科书中出现的成分

内容
,

亦未能反映出来
。

例如螃琪菊
、

蓖麻
、

鹅不

食草
、

蒲公英
、

草劳子
、

葱白
、

斑鳌
、

莱蔽子
、

通

关散
、

狼毒
、

积雪草
、

奥牡丹
、

商陆
、

淫羊若
、

浮

萍
、

桃仁
、

按叶
、

夏天无
、

夏枯草
、

金钱草
、

芸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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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

灵芝
、

仙茅
、

瓜子金
、

羊蹄根
、

牛西西
、

米镶

油
、

刘寄奴
、

百合
、

白前
、

白薇
、

白敛
、

白住蚕
.

白

鲜皮
、

石韦
、

田基黄
、

白芥子
、

牛芬子
、

无根慈
,

玉

米须等
。

这些
,

有的是中医常用医物
,

有的是近代

国内研究较多的药物
,

然而有关的化学内容却未能

在本书中反映出来 , 实为憾事
。

仅就桃仁中的苦杏

仁俄而论
,

在徐国均等著
《

药材学》中已有介绍
,

其

它如莱旅子的甲硫醇
、

葱白的蒜素 (A n 三d n)
、

白芥

子的白芥子试 (乒
, n al b ,

动等
,

均早有报道
。

全书所收药物中
,

非常用中药的比例却不小
。

粗

略统计
,

大约有 1 /4 ~ 1 /s 以上为非常用中药
,

甚至

咖啡
、

雁毛
、

鸡蛋等也给予选摘
。

有的仅为偏方
,

或

称之为单秘验方
。

如果这些内容均选摘
,

则篇幅将

会大大增加
。

像咖啡
,

无论如何
,

作为中药来讲
,

恐

怕也太勉强了
。

若用此精力和篇幅突出收载常用中

药
,

可能更好
。

至于有的中药化学文献收集不全
,

这是难免的
,

也是任何一部书均难做到的
,

何况编者是在十年内

乱中从事此项工作
。

作为一个读者
,

只是希望以后

各册更加突出常用中药就是了
。 ’

国
、

不同中蔺单独幼写

绝大多数中药在书中是单独编写的
,

但也有一

些中药被附于其它药物项下或将其内容混于其它药

物之中
。

这样既不利于使用此书查找文献
,

亦不符

合科学性的客观情况
。

例如
,

在山豆根一药的内容中
,

插有广豆根的

内容
。

在中医药古籍或临床处方中
,

确有将两者统

称为
“

豆根
,

的
,

然而两者并非同一药物
。

山豆根属

防已科
,

广豆根属豆科 ,
所含成分山豆根主为异啥

琳类生物碱
,

而广豆根则为苦参碱类及黄酮类化合

物 , 功效亦不完全相同
。

所以还是单独编写为娇 或

在相应药物之后加附注
,

即有时亦称
‘

豆根
, 。

再如龙葵这一药物的化学项下
,

引用了有关马

铃薯的两篇文献
:

¹ 《龙葵碱原料
—

马铃薯幼芽

的生药学研究》, º 《马铃薯幼芽的组织分化》。

两

文主要是有关龙葵碱的研究
。

龙葵碱是这两个药物

的共有成分
,

但因此就把有关马铃薯的化学内容的

文献放于龙葵的化学项下
,

恐怕是不恰当的
。

因为

这类情况的中药太多了
,

例如彬皮素在很多中药中

均含有
,

若按此种方式就难处理了
,

然而编者也并

不是均按此方式处理的
。

例如乌头碱在附子
、

乌头
、

关白附子等中均含有
,

编者却是分开编写的
。

为了

照顾成分的相关性
,

可在书中采用附注的形式
。

其它如罗布麻和加拿大麻亦非同一药物
,

编者

也将加拿大麻的内容放于罗布麻的内容之中了
。

总之
,

类似上述的情况
,

还是以单独编写为好
,

否鸭 类似倩况积累多后
,

将会影响全套书的参考

价值
。

五
、

关于级述性文. 的绷排
本书将综述性文章均编排在具体中药的有关项

下
。

这种方法
,

有的合适
,

有的则不一定合适
。

某
一药物的化学

、

药理
、

临床等单项内容广或者各方
面内容均有的综述性文章

,

编排在基一药物之下
,

是

有利的
, ’

也是应该的
。

例如
《
抢酥的化学 (蟠徐二始

交醋的研究进展 ). 一文
,

收于蛤酥这一药物内是合

适的
.

因为文章涉及婚酥的化学研究小史
、

成分结

构
、

分析
、

合成
、

化学反应
、

构效关系
、

生化
、

微

生物氧化
、

以及转化成苗体等内容
,

查阅参考十分

方便
。

然而有的综述性文章如 《环烯醚菇俄类的泻

下活性》一文收载桅子内容中
, 《一些 日本高等植物

嫩叶中花色素的鉴定》一文收载于梧桐叶内容中
,

这

就不合适
,

因为文章内容远远超出具体的某一种药

物
。

类似情况
,

在本书的化学和药理项下均有发现
。

综述性文章
,

随着中药研究的深入
,

有关药物

横向内容的综述将会越来越多
。

如果仅收载于某一

药物下
,

给读者的参考价值就太小了
.

为此
,

可单

立一章或收载于总论部分
。

六
,

其它
1

.

收载规格应当一致
。

前面提到制剂内容有的

摘引较律细
,

有的则仅一名称
。

其它如有的提取分

离方法摘引较详
,

有的仅摘引一个化合物多 有的化

合物有名称
、

英文名
,

熔点
、

晶形
、

颜色等记载
,

而

有的则仅有一名称
。

这些都以统一为好
。 {

2 ,

常用术语名称可用符号表示
。

编者在书前说

明中已有此意说明
,

如旋光率用〔a 〕。
。

半数致死里 用

L D 叨 等
,

不过还有许多常用木语亦可如此处理
,

例

如红外光谱用 I R ,

质谱用 MS 等
,

因为这些在化

学工作者中已普遍通用
。

3
.

关于化合物中的译名
。

有很多化合物
,

国内

尚无统一名称
,

但中文译名是应以通用或者便于理

解记忆为宜
.

例如书中的茨菲醇 ( K ae , p fe r ol ),

通常均称山奈酚
,

同时用茨
、

菲亦易被人误认为有

相应结构
。

甘遂中的大戟脑( E u p hol ) ,

多称大戟

醇
,

以
一01 结尾

,

宜通译为醇
。

再如甘遂中的 惕如

咖勒醇 (T 王r u e a llo l)
,

可称甘遂醇
。

4
.

文献作者引名问题
。

书中对甸篇文献的作者

采取全列的形式
,

这固然反映编者对原作者劳动的

薄重
,

但从读者看
,

似可仅列第一作者
,

余用
‘

等
,

来

代替
。

以上是笔者阅读学习后的尸些看法
,

仅供读者

及编者参考
,

.

更望批评指正
,

以利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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