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刊评介
,

.

《中药研 究文献摘 要》 一 至三编 杂识

刘寿山 陶 权 林 文超 刘笃宽

《中药研究文献摘要》 (以下简称本书 )

已出版 了一至三编
,

编写过程历经三十多个春

秋
。

其间风风 雨雨
、

喜怒哀乐
,

非亲履其事者
,

无从体会
。

现在我们简括地谈谈对本书的一些

看法
,

或者叫做杂识也可 以
。

三本书反映了三个不 同

历史时期的 中药研 究文献

1
.

本书第一编 ( 18 20 一 19 61 )收录的多是

早期中药研究的文献
,

最早的一篇是 18 20 年法

文的关于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奎宁的报告
。

该

编反映了2c 世纪前期北京协和医院时期陈克恢
、

赵承暇等对麻黄
、

延胡索等所作的一些研究成

果
,

还反映 了以赵擂黄为代表的早期具有启蒙

意义的生药学研究文献
,

同时反映了抗战期间

以刘绍光
、

张耀德
、

张发初为代表的
,

以及当

时称之为青年化学家姜达衙
、

傅丰永等的对新

灵
、

常山
、

鸦胆子等的研究文献
。

抗战之际
,

药品缺乏
,

西南疟疾
、

痢疾流行
,

这些 爱国科学

家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
,

进行中药研究
,

可谓之
“
抗战药学

” 。

一编还反映了建国初期中药研究

的进展
,

也反映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文献
。

2
.

本书第二编 (1 9 6 2 一 19 7 4 )反映了国民

经济恢复与
“文革

”
时期的中药研究文献

。

经

过贯彻
“调整

、

巩固
、

充实
、

提高
” 八字方针

之后
,

国民经济逐渐恢复
,

科学工作者暂时能

够稳定下来
,

于是出现 了一批质量较高的文献
。

可惜好景不常在
,

接着就发生了不幸的
“
文化

大革命
” ,

万马齐暗
,

各种杂志纷纷停刊
。

在
“
大

搞中草药运动
”
中

,

由于 左的影响
,

发表的文

章也多是只挂单位
,

而无个人名字
,

如某某医

疗站
、

编写组
、

协作组等等
。

这些历史的痕迹
,

在该编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

3
.

本书第三编 ( 19 7 5 ~ 1 9 7 9) 代表着拨乱

反正的年代
,

各种期刊相继复刊或创刊
,

学术活

动活跃
,

再加以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
,

使我国

中药研究工作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
。

许

多新理论与新技术相继引入
,

使中药研究大踏

步前进
。

翻阅本书第三编是可以得到这 个印象

的
。

这个时期
,

信息量激增
,

因此使人感到五

年一编已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了
。

三本书都各有许多特性

1
.

实用性
:

本书的第一个特性就是实用性
。

它可使从事中药研究
、

生产与教学人员
,

在较

短时间内了解前人做过的工作
,

避免再花大量

时间去摸索原始文献
,

而且有些 文献也是几乎

无法查到的
。

还可吸收前人的经验教训
,

以及

得知前人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问题
,

避 免重复劳

动
。

临床工作者可 根据疾病与药剂索引
,

随时

查阅治病的单味药及复方
。

对于西学中的临床

工作者
,

可使之较快地熟悉中药的化学成分与

药理研究成果
,

以及其它生药学知识
,

从而在

实践中对中医药学有所发挥及 启迪
。

2
.

历史性
:

说到本书的历史性
,

如果给予
、

公正评价
,

可 以毫不客气地说它是 《本草纲 目》

〔集解〕项的延续
。

我们可以纵向地看出
,

中

药研究工作随着时代的脉搏在前进
,

还能发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

其深度与广度均有进展
。

如果横向地看
,

可 以查得每种中药的认识史
。

因此
,

本书又将是药学史工作者不可缺少的一

种参考书
。

3
.

工具性
:

本书具有生物学名
、

化学成分
、

物名
、

临床病症
、

方剂及制 剂等多种索引
,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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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主要引用期 刊表
,

条理分明
,

查阅方便
,

检索 省时
。

所收资料来自京沪几家大型图书馆
,

按年份又有连续性
。

据许多读者的反映以及从

它在各地 图书馆的利用率看来
,

均不失为中西

医药卫生工作者常 备的工 具书
。

飞
.

规范性
:

本书的另一个特性是文字简炼
,

结构紧凑
,

无论标点符号
、

简化字
,

或各种人

名
、

刊名的缩写
,

均注意使之规范化
,

有条不

紊
。

编者还力图以最少的文字
,

表述原作的核

心内容
,

使读者提高效率
,

节约时间 ;
‘

摘录或

摘泽每条文献 都是这样严 格要求的
。

编 写过程中所获得的启示

的智囊团
,

如聘请与中药研究有关的专家 梁晓

天
、

黄量
、

宋振玉 等为顾问
; 又有战斗在科研

、

教学
、

临床第一线的专家学者代为组稿或各 自

供稿
; 还有图书管理人员给予各种方便

,

编辑

出版单位给予热情指导
,

而且密切合作
,

群策

群力
,

才得以顺利完成
。

4
.

事业心与社会责任感
。

正是由于编者们

都具有事业心与社会责任感
,

才能够克服有时

难以想象的 困难
;
当众说纷纭的时候

,

是几位

老红军
、

老党员指明了方向
; 当遇到几乎是非

停笔不可的 困难时
,

是坚持原则的老革命千部

挺身而出
,

排忧解难
。

回忆三十多年 曲折迂回

的道路
,

令人感慨万千
。

当我们回顾本书编写过程的时候
,

使人想

到很多问题
,

现仅就其中所获得的启示予以忆

述
。

!
.

编者应是一个巧妙的组织者
。

本书是集

体作品
,

又 是一部综合性文献
,

‘

编者必须广 泛

地联系中西医药 界有识之士来从 事这项艰巨工

作
。

上自90 高龄的叶橘泉和李承枯教授等
,

中

有刘嘉森
、

郑汉臣
、

昊焕等中 年骨干
,

下至李

正
、

张德超
、

刘建国等青年中医
,

都参与本书

的编写
,

作出了很大贡献
。

供稿者既有从事理

论工作的研究人员
,

又有在临床及教学前线的

医师与教师
,

也可以说本书是老中青结合的产

物
,

是一代接一代人的业绩
。

2
.

编者还 应该是一位
“
杂家

”。

根据本书

的特点与宗 旨
,

编者不仅要从 事大量的文献摘

录与摘泽
,

更重要的是他应该先成为一位
“
杂

家
” ,

即具有较广 阔的知识面
,

才能完成任务
。

不知真情者
,

或者讽之 为
“ 文抄 公

” ,

实际上
,

全然不是单纯抄录
。

仅从 文字上看
,

三本书的

语气如出一人之手
,

如果没有融会贯通
、

修缮

加工
、

去粗取精
、

去伪存真的工夫
,

那是办不

到的
。

此 外
,

编 者还必须具有边学边干
、

虚怀

若谷的精神
,

才能弥补自己知识的不足
。

3
.

编者必须有智囊团以出谋划策
。

撰写一

部多科学的综合性的
,

既具有工 具书性质
,

又

具有总览性质的图 书
,

非有为之 咨询服务的智

囊团不可
。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
,

就有一个无形

本书还有一些不足之处

!
.

局限于单味 药的文献
。

临床实际工作

中
,

使用的大多数是方剂
,

而本书恰恰只收单

味药文献
,

这 只能对于临床有间接参考意义
。

近年来
,

关于治则如清热解毒
、

活血化癖的研

究
,

关于炮 炙机制的研究
,

文献甚多
。

还有一

些很有水平的综述性中药研究文献
,

均有待于

进一步整理归纳
。

2
.

某些项 目摘录或摘译简单
。

如栽培
、

词

养
、

植物
、

生药等部分显得过于简单
,

这只能

起到检索与提示的作用
,

读者虽会体谅编者的

具体困难
,

但从严 要求
,

作 为今后工作的借 鉴
,

这应是一个尚须改进的薄弱环节
。

3
.

分 散在非医药期 刊书报上的与中药有

关的文献
,

今后继续编写此书时须格外注意收

集
,

以免挂一漏万
。

本书面临新的挑战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

改革与开放成为发

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确定的方针政策
,

作为生

产力一部分的科学技术
,

以及作为科学技术一

部分的中药研究工作
,

与作为中药研究工作一

部分的中药文献工作也将进入一个 新的历史时

期
,

其特点是信息激增
,

研究水平提 高
,

因此

文献工作也必须采取新的组织管理方法
,

应用

新的手段
,

对中药文献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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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要求
,

历 史已展开新的挑战
。

编者根据 自

! 已的能 力来说
,

已经完成 了他的历史任 务
,

非

常高兴地看到这项事业后继有人
。

从中药发展的历史来看
,

唐代和明代是两

个中药发展高潮的时期
,

在中药 文献上 有 《新

修本草》 及 《本草纲 目》的出现
。

大家知道
,

那是我国两个最开放的朝代
。

现在
,

在新的对

外开放
、

对内搞活的时期
,

必然要迎来较之唐
、

明两代更为繁荣昌盛的中药发展和振兴的高潮
。

因此
,

我们的 中药文献 工作
,

今后也必须面向

四 化
、

面向世界
、

面向未来
。

中国药学会致会员函
各位 会员

中国 药学会自 !9 ()7 年创立至 ! 9 8 7年已整整8() 周年
。

常务理事会决定
,

19 8 7年 ! l月召开中国药学会庆祝建会

8() 周 年学 术会议
,

届时将编印加年会龄以 L者名册
,

拟在 《药学通报》 专辑 L发表
,

以资表彰
。

为避免遗漏
,

特敬告各位 会员
,

务请于 ! 9 8 7年 2 月底以前
,

持有关证明
,

到本人所在省
、

市分会办理登记手续
,

并望各省
、

市分会于 3 月底以前 上报总会
,

逾期不 再办理
。

清互相转告
。

这次学术会议还将举办期刊图 书展 览
,

请有专著者
,

将专著寄赠总 会一套
,

以便届时展 出
。

中国药学会 [ 9 8 6年 1 1月 5 日

中国药学会举办高效液相学习班

中国药学会委托中国 中医 研究院中药研 究所 于 ! 9 8 6年 8 月21 日 一 28 日举办了高效液相( 11尸LC )学习班
。

共 有学员 8 名名 授 课 内容 主要有
:

( ! ) 日l〕 l
一

C 仪器 的构造
、

正确操作方法及其基本原理 (主讲人章育中) ;

(2 ) 日尸L
J

C 法在药品检验分析中的应用 ( 主讲 人 周静远 ) ;
(3 ) 日尸L C 法在中草药分析和在体内药物分析 中

的应用 (主讲人王慕邹 )
。

此外
,

学员们还观看了操作示 范并参观 了有关单位的 卜1尸L C 仪
。

这次学习
,

使 全体学员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理 论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
,

系统地 了解和掌握 了正确的操作

技能和方法
。

[赵晓 冬 ]

中国药学会药物化学分科学会

第二届委员会名单

中国 药学会药物化学分科学会第一 届委员会任期届满
,

根据中国科协组 织通 则和中国药学会章程及有关规

定
,

中 国药学会药物化学分科学会于 19 8 6年 上半年进行了换届改选
,

组成 了第二 届委员会
,

并经 19 86 年 7 月 17

日召开的常务理 事会第六次会 议通过
,

委员会名单如 下
:

主任委员
:

祛 汝 运

副 主任委员
:

赵 知 中 蔡永 昆 董家 岐

委员 (按姓氏 笔划为序 )
:

马如 鸿 王 康 正
* (女 ) 王放 华 刘纪 云 (女 ) 刘其 明 汤启 新 朱家全

张清德 陈界新 (女 ) 郑 虎 房安 石 赵峰 赵知 中 赵树 纬 浑榴 红 俞 正 威 贺增佑 夏茶 强 凌仰之

容士 宏 束菊清 彭 瑞华 董家歧 傅必慎 傅家钧 祛 汝 运 雷同 康 蔡永 昆 程 荣春 潘世藏

〔王 康正 ]

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