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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典 ·医药卫生典 ·药学分典》出版 

《中华大典 ·医药卫生典 ·药学分典》于2013年8月由巴蜀书 

社出版。该分典下设 6个总部，其中的《药物图录总部》(药图21 059 

幅，内含彩图4 424幅)已于2007年先期出版。故本次出版的《药学 

分典》是其他5个总部的文字资料，总字数2 170万。至此，该图文并 

茂的中国古本草类书业已全帙问世。 

《中华大典》编纂出版工程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建国以来最大的文 

化出版工程，也是中国“十一五”期问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之一。《中华 

大典》下分24个典，《医药卫生典》是其中之一。《药学分典》是《医 

药卫生典》下属 3个分典之一。主编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 

献研究所郑金生研究员。该分典 1993年正式启动，历时20年，终于 

磨练出当代古本草资料集大成之作。 

郑金生主编为中国第 1届医史学研究生，自1978年进入医史界 

． 出版消息 ． 

以来，一直专攻本草文献学，有着长期丰富的资料积累。近20年中，他组织作者们广泛开展国内外本草资料 

普查，从 1911年以前的万余种文献中遴选出相关书籍868种，其中包括从海外回归的10余种国内失传本草 

著作，以及新发掘出来的明代《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清初《元素集锦》等多种本草专著。此外还从地方志、笔 

记小说、农学、博物学、佛经、道藏及其他文史著作中遴选出来大量的本草相关资料。 

为了使资料分类体现时代先进性，《药学分典》以古代药物传统分类方法为主干，充分结合现代分类学， 

以便反映当代药物来源鉴定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每一部或分部下的药物，凡能鉴定出分类位置的同科动植 

物都排列在一起，以利于对照研究。因此，许多名称不同但基原相同的药物资料与药图，都经鉴定后归于同 
一 药名下，或排列在近缘动植药之后。 

本次出版的《药学分典》5个总部次第为《药学通论总部》、《人物典制总部》、《药材总部》、《药性理论总 

部》、《药物总部》(共分 10册)。前4个总部囊括了古代本草知识体系中的各专题内容，《药物总部》则以单 

味药为单元，收药4 302种。以上各类资料均按时代为序排列，以体现本草学术发展源流。所收资料尽量以 

原创为主，凡明显属于重复、抄袭、作伪者均予剔除。因此该分典的编纂实际也是一次本草学术源流大梳理 

的过程。书后另附引用书目(详细列举作者、版本等信息)及药名索引，以便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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