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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学》规划教材内容体系的优化探索

黄宝康，秦路平，郑汉臣(第二军医人学药学院，上海200433)

[摘要] 药用植物学是药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教材作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教学过程起着主导作用。我

们承担了卫生部规划教材《药用植物学》4个版次的主编或副主编工作，其中第5版《药用植物学》规划教材被评为国家精品

教材，得到了众多院校的使用与好评。在第6版《药用植物学》规划教材的修订中，我们对教材的内容体系进行了优化，加强

实践教学，注重素质培养，并根据实际需要编写了配套教材《药用植物学实践与学习指导》，使规划教材体系更为完备，内容更

为贴近实际，以更好地满足教与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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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也是教学工作的

基础。广义的教材包括教科书(含电子教科书)、教

学挂图、图册以及与教科书配套的音像制品、计算机

辅助教学软件、教学参考信息、教学辅导信息等。狭

义的教材是指教科书或称“课本”，根据各科课程标

准编写而成，是教材的主体，也是教学及成绩考核管

理的主要依据，也是学生自学扩大知识领域的重要

依据。教材内容体系的选择与编写是教材建设的核

心内容，与人才培养的目的密切相关。

药用植物学(Pharmaceutical Botany)是全国高

等学校药学类专业本科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它

是一门以具有医疗保健作用的植物为对象，研究它

们的形态、组织、生理功能、分类鉴定、资源开发和合

理利用的学科。国内有不少版本的本科教材，我室

的生药学先驱李承祜教授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用现代

科学观点编写的《药用植物学》大学教材(1946年贵

州刊印，1949年全国公开发行作为大学课本)，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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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我们连续3次担任卫生部规划教材《药用植

物学》的主编工作，其中第5版《药用植物学》被评

为2008年度国家精品教材¨。，在国内同类教材中，

发行量与使用读者而均位居前列。我们在前面几版

教材编写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

研究会及人民卫生出版社的领导支持下，坚持以人

才培养为根本，统一性与适用性相结合，稳定性与发

展性相结合，将实践教学与素质教学统一起来，形式

多样化与内容的相对稳定性相结合，优化规划教材

的内容体系，编写出版规划教材第6版《药用植物

学》及配套教材《药用植物学实践与学习指导》口’⋯，

使规划教材体系日渐完善，形式丰富多彩，进一步提

高规划教材的统一性与适用性。

1 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对教材内容作好项层设计

教材的内容要服务于教学，服务于创新人才的

培养。作为全国医药院校类的规划教材，要出好书，

写出水平来，首先教材内容必须要紧紧围绕人才培

养方案，紧密结合课程标准。“三基、五性和三特

定”是教材编写必须坚持贯彻的统一原则。“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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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五性”即思想

性、科学性、启发性、先进性和适用性；“三特定”是

指教材编写具有特定的对象、特定的要求和特定的

限制。《药用植物学》规划教材的编写，无论内容如

何修订，调整，都不能脱离该原则。药用植物学作为

中药专业、药学专业、药物制剂专业等必修的专业基

础课，亦是传统医药学与现代药学联系的纽带。根

据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全国高等医药院

校药学专业规划教材审评委员会的指导意见，紧紧

围绕全国高等学校药学类专业本科教育和人才培养

目标要求，研究确定药用植物学课程要解决的中心

任务，据此反复论证修订《药用植物学》教材大纲。

主干教材共分十三章，第一至第三章分别介绍植

物的细胞、组织与器官。第四、五章介绍植物分类概

述及植物分类的研究方法。第六至十二章介绍植物

分类各论，包括孢子植物，裸子植物及被子植物。第

十三章介绍药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其

中，上一版教材中关于“药用植物组织和细胞培养”及

“药用植物基因工程”的内容，根据《药用植物学》与

《生药学》两部书的编委讨论，列人到《生药学》教材

内容中。对于“药用植物资源利用与保护”的内容，重

点突出“资源与保护”，而有关开发利用方面的内容，

在《生药学》教材中重点阐述。第6版《药用植物学》

在各论的重点药用植物中，对于主要的形态特征尤其

是区别性的特征重点描述，而在第6版《生药学》中，

涉及原植物形态特征描述尽量精简省略，以避免重

复，并使教材特色与主旨更加突出。在分类各论的编

写中，对各科重要药用植物作为重点介绍；适当增加

了近年来研究较多、国际影响较大的药用植物；对我

国的部分民族传统用药也增加了内容，以反映国内外

该学科领域的发展趋势。对于事实上已少用，或基本

不用的药用植物予以删除，如雷丸Omphalia lapi—

descens Schroet．，发光假蜜环菌Armillariella tabescens

Sing．等。同时在每章的标题后，以一般本科院校教

学水平为基准编制学习要求。学习要求分掌握、熟

悉、了解三个层次。通过顶层设计，注重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实践能力培养，整体优化教材，提高教材的水

平和质量，并增强适应性和可读性。

2优化实践教学内容，加强实践能力培养

实践能力的培养是药用植物学课程一个重要目

标。野外实习是《药用植物学》课程的特色，对于巩

固和检验药用植物学的学习效果具有无可比拟的效

果。在以往的教材中，限于篇幅，基本知识、基本理

论介绍较多，关于药用植物科属种的形态性描述较

多，对学员实践能力培养方面体现还不够，对于野外

实习的内容很少涉及。各院校师生使用前版教材后

反馈回来的意见，集中体现在缺少野外实践方面的

内容，希望在新版教材中增加野外实习的内容。实

际教学中，多数全国高等学校药学类专业本科学生

均安排了野外实爿。时间长短小一，少则1天，多则

l周至半月不等。在第6版教材编写过程中，针对

实验教学和野外实践教学，专门编写了配套教材

《药用植物学实践与学习指导》。对于野外实习的

准备与组织，植物特征的识别与分类检索，药用植物

标本的采集与制作，药用植物资源的调查等内容进

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为便于教学与学生自学，对

教材中介绍的76个被子植物科的科特征采用简表

形式进行介绍归纳，便于学生查阅及记忆。还对浙

江西天目山、金佛山、庐山、长白山、峨眉山、鼎湖山、

庞泉沟、夹金山、黄山、、r山等10个野外实习点的基

本情况及药用植物资源分布情况进行介绍，它们均

为国家或省级自然保护区或森林公园，为理想的药

用植物学野外实习基地。如西天目山位于浙江省西

北部的浙、皖两省交界处，有苔类植物32属70种，

藓类1 10属240种，蕨类60属110种，种子植物720

属1600种。因第四纪冰川对它们影响不大，西天目

山至今生存着银杏、金钱松、鹅掌揪等孑遗植物以及

国家重点保护的特有种类如天目铁木、天目木姜子、

香果树等。近年来第二军医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杭

州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浙江林学院等50多所院

校到天目山保护区进行野外实习。天目山自然保护

区近年相继建立了科技馆、招待所，交通便捷，是华

东地区较为理想的野外实习基地。其余9个实习点

也各有特色。因各院校学时安排的差异以及实习地

区差异，组织教学时要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情况制定

教学计划，安排实践教学。

3 精简整合药用植物学实验内容，注重基本技能

训练

由于野外实践教学受时空条件所限，在课程进行

之中安排的药用植物学实验对于植物形态的掌握具

有重要作用。因各院校学时数不尽相同，实验安排情

况也很不一样。以往的实验教材，对于实验内容安排

次数过多，重点不突出，实验材料不够典型。为了便

于教与学的组织实施，在新版教材的实验指导中，内

容编排结构力求与主干教材保持一致，经精简合并为

9个实验，分别为植物的细胞、植物的组织、植物的营

养器官(根、茎、叶)、植物的繁殖器官(花、果实、种

子)、孢子植物(藻类、菌类、地衣类、蕨类)、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离瓣花亚纲、合瓣花亚纲、单子叶植物纲。

植物的细胞实验通过观察洋葱鳞叶表皮或玉蜀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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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尖纵切片，加深对细胞的基本结构的了解，并训练

各种显微制片方法，学会认识各种质体及形态，学会

判断淀粉粒、糊粉粒、菊糖、草酸钙结晶、碳酸钙结晶

的形态。这些基本技能通过学生反复实践操作，要求

熟练掌握，都为后续实验打下基础，同时也是对课堂

理论的巩固和检验。植物各类群的形态分类实验，内

容安排上紧密结合主干教材，大纲上有的重点科在实

验中均有安排，并尽量有充足的重点植物种类，以适

应不同地区院校选择准备实验材料。如兰科植物形

态特征的观察，基本材料为易得的新鲜植物白及

Bletilla striata(Thunb．)Reichb．f．，可以观察其肥厚

的块茎、总状花序、唇瓣以及合蕊柱特征。其子房呈

1800扭曲。除白及外，还可观察天麻Gastrodia elata

Blume，铁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

go，手参Gymnadenia conopsea(L．)R．Br．，杜鹃兰

Cremastra appendicutata(D．Don)Makino，石仙桃

Pholidota chinesis Lindl．或绶草的鲜新植物或标本，通

过这些材料基本上可以满足不同院校对于兰科药用

植物的形态学实验教学。

4协调处理好相关内容的经典性与前沿性

药用植物的基源鉴定是药用植物学的重要内

容，其中拉丁学名与中文名是否科学统一是药用植

物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教材编写一方面要保持

内容的相对稳定性与连续性。药用植物基源的科

名、拉丁学名的主要参照依据为《Flora of China}、

《中国高等植物》及《中国植物志》以及2010版《中

国药典》。近年来有关药用植物分类研究的学术研

究成果很多，在现实情况中．有许多药用植物，其中

文名既代表“中药”又代表“植物”，原植物名与中药

名相同造成的“同名异物”易产生歧义和误解，北大

蔡少青教授等倡议对与中药名相同的植物名进行更

名，即给原植物另取别的名称，而与中药名分开。并

提出5条更名原则和建议更改植物名称的中药100

种。41，对于解决此类同名异物现象及避免歧义具有

重要科学意义。但涉及到教材中需要对大量的中文

名进行修订是十分慎重的事情，《药用植物学》全体

编委反复讨论，并与《生药学》教材全体编委共同讨

论协商决定。在新版《药用植物学》教材中，对于影

响大，使用面广的20余个药用植物用新名称，为便

于对照，将原名称在括号中加以标注，对于其它更多

的修订待以后再进行。例如“甘草”这个名称，既可

代表“甘草”这个中药，也可代表Glycyrrhiza uralensis

这个植物。如果指代药材，可以是G．uralensts，G．

glabra，G．inflata这3种植物的根和根茎。如果指

代植物体，则指G．uralensis这个植物整体，即除了

根和根茎之外，还包括地上部分的茎、叶、花、果。因

此在新版教材中对G．uralensis的植物中文名称定

为乌拉尔甘草。

5形式为内容服务，统一性与适用性相结合

教材的内容是相对稳定的，但展现形式可以多样

化的。形式为内容服务，一本好的教材既要便于学生

学习，也要便于老师授课。既有权威性，又能适应大

多数院校的上课需要而被选用。为了协调好教材的

统一性与适用性，卫生部第7轮规划教材中编写形式

上采用了“模块化编写”。教材各章开篇，以普通高等

学校药学本科教学要求为标准编写“学习要求”。第

6版《药用植物学》教材限于篇幅，主干教材正文中未

编写“知识链接”、“实例解析”、“知识拓展”及“小

结”、“选读材料”等模块。在配套教材的学习指导

中，对各章的内容进行了小结，并通过各章习题供学

生自测，同时也介绍了部分拓展内容。各章内容全部

由主干教材相关的编委进行撰写。同时在附录中提

供了数套综合试题，可以对教学效果进行较为全面的

检验评估。题目较为灵活，对于同样的内容可以采用

灵活多样的形式，并尽量减少单纯识记型的题型。如

考查对茎组织构造知识点，有一道题目，请学生根据

植物组织构造原理，解释为什么“老树中空还能生存

及树怕剥皮?”，题目初看很熟悉，也容易引起学生兴

趣，但要正确解答这类题目，需要灵活运用相关知识，

经综合思考才能回答。

药用植物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实践性，又是形

态性、直观性很强的课程。为了体现内容的完整性与

系统性，教材各论中介绍了76个被子植物科，在学习

要求上分为重点、一般与了解。因各院校教学安排差

异，可以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有重点地选择一些科在

课堂重点讲解，部分内容可以安排学生自学。

在实验课程内容设置上，基本的内容全部涵盖，

实验的内容为参加编写的十多个院校开课经验总

结．具有代表性和统一性。在实验材料上，经过全国

10余所高校编委共同讨论选定，尽量考虑采用南北

各地易得的材料，可供各院校实验教学选用，以增强

适用性。

野外实习是药用植物学重要的教学环节，也是

最能体现各院校自己特色的实践教学，需要教学管

理部门、教师及学生的共同重视，在教材中列出了南

北10个适宜的野外实习点并作介绍，各院校可结合

本地情况地理交通，确定实习地点．根据实际情况灵

活安排野外实习。也可根据规划教材编写适合自身

的野外实习手册。编写自编教材或特色教材，一是

确实教学需要，二是要有特色，结合教学科研工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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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试验组和对照组不良反应的比较 试验组总

不良反应发生率及低钾血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在肝功能异

常、高尿酸血症及皮疹发生率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表5试验组和对照组不良反应的比较表

3讨论

利尿剂抵抗是指在减轻水肿的治疗目标尚未达

到之前，利尿剂的利尿作用减弱或消失的临床状态，

其在长期应用利尿剂的患者中比较常见，并与总病

死率、猝死和泵衰竭导致的死亡独立相关”1。如何

避免利尿剂抵抗，从而提高临床疗效，是临床工作的

难题。因此，本研究探讨一种避免利尿剂抵抗治疗

CHF的新方法。

从治疗CHF的总有效率来看，试验组(89．66％)

显著高于对照组(77．01％)；从利尿效果看，试验组治

疗后尿量显著多于对照组；从对电解质的影响看，试

验组血钾下降程度低于对照组；从实验室指标看，试

验组pro—BNP显著低于对照组。由此可见，呋塞米和

托拉塞米间隔使用治疗CHF显著优于单用呋塞米治

疗。呋塞米使用7 d以后极容易出现利尿剂抵抗，因

此，在使用7 d以后即停用，而后改为利尿作用较强

的托拉塞米，它为磺酰吡啶类利尿药，作用于肾小管

髓袢升支粗段及远曲小管，抑制Na+一K+．2C1一协同转

运载体系统对Na+，K+，cl一的重吸收，使尿中钠、氯

和水的排泄增加，发挥利尿作用。与呋塞米不同，不

但不会增强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的活

性，而且还具有抑制肾小管细胞浆中醛固酮与受体的

结合，降低醛固酮活性的作用¨o。这种抗醛固酮作用

不但可以起到保钾排钠与利尿作用，更重要的是此药

的排钾作用明显弱于其他强效利尿剂，对治疗伴有低

钾血症的心力衰竭等疾病具有特殊的临床意义。本

研究试验组低钾血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可见与

速尿相比，托拉塞米不容易导致低钾血症。从经济角

度来看，托拉塞米价格明显高于呋塞米，因此，长期服

用托拉塞米为大多数患者所难以接受，本研究方法不

但可以提高临床疗效，而且可降低医疗成本，更符合

临床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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