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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有關台灣藥用植物資源之調查、研究及開發，日本學者佐佐木舜

一於 1924 年出版「綱要民間藥用植物誌」，開啟了台灣民間藥系統研

究之先河。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本會成立後，持續委託中國醫藥學院

謝文全教授進行台灣藥用植物資源之開發調查研究計畫迄今。並於民

國九十年間特請謝文全教授等學者組成編輯小組，進行研究成果專書

之整理及編輯，並陸續集冊出版，期能促進台灣地區藥用植物資源之

開發與利用。近年來全球重返天然藥物資源研究潮流，世界各大藥廠

無不積極投入，冀從中草藥研究開發新藥製品之市場，以期在預防和

治療醫學的商機上能佔有一席之地。 

本專輯共出版三冊，第一冊收錄 328 種藥用植物，第一版已於民

國九十一年九月出版，於民國九十二年三月參加行政院衛生署「九十

二年度優良政府出版品評選」活動，獲得圖書組第一名之殊榮，並代

表行政院衛生署參加民國九十二年四月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辦理之「政府出版服務評獎」活動。鑑於各界反應熱烈，加上

WHO在 2002年 5月 26日首度發表「2002-2005年傳統醫藥全球策略」，

建請全球 180 餘國家將傳統醫藥納入該國醫療政策。另為推動傳統醫

藥具適當安全且有效合理之使用，WHO 於 2004 年 6 月 23 日公布

「Guidelines on developing consumer information on proper use 

of traditional，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s」。而

美國 FDA 也在 2004 年 6 月將自 1996 年之多項修正草案正式公布



「Guidance for Industry Botanical Drug Products」為法案，正

視傳統醫藥之開發價值。由此顯見全球傳統醫藥正蓬勃發展，本會更

需促進相關資訊傳播流通。藉由本專書對臺灣常用藥用植物等實證資

料之蒐集，經編輯小組及本會同仁完成彙整及校對後，第二冊、第三

冊共約收錄 1217 種藥用植物，全書皆以圖文對照方式呈現，期供國

內中醫藥界或學術界對台灣常用植物有正確的認識，並對政府推動中

草藥產業發展政策，協助業界篩選具經濟開發價值之藥用植物，進行

中藥新藥臨床試驗及永續發展台灣重要中草藥資源有一定的助益，更

期望這一系列三冊植物圖鑑的出版能有拋磚引玉之作用，為我國中草

藥研究激發出創新的思考與機制。 

 

內容說明： 

 

1.第二冊收錄分屬於一門，2 亞綱，86 科，278 屬，436 種的植物。

第三冊收錄分屬於一門，1 綱，1 亞綱，52 科，318 屬，453 種的

植物。每種藥用植物均附以彩色圖片以資對照。 
2.並分別就中文名、學名、科名、分布、產地、型態、成分、藥理、

效用等各項，予以系統概述。 
3.中文名：依據中國歷代諸家本草，採用其相關典籍中最早出典之名

稱為主；若無出典之依據，則採用其通俗名稱。 
4.學名：拉丁文植物學名，並附記其科名。屬名及種名以斜體字，命

名者用正楷大寫字體，科名則以一般字體來表示，乃按國際藥典（I. 
P.：International Pharmacopeia）之規定予以標示。 

5.別名：採用古今名著、各地方及台灣通用俗名。 
6.分布：記述植物之原產地及移植分布地區等項。 
7.產地：記述植物於台灣地區之出產地、栽培狀態、引種歷史等。 
8.型態：記述植物外部型態及開花結果時期。 
9.成分、藥理：依有關文獻，記述植物之已知成分，藥理則記載抽出

物或某種主成分之藥理作用等。 
10.效用：列舉歷代諸家本草所錄各藥用部位之效能以及民間經驗之

療效，分述其主治或治療疾病。 



11.於第三冊索引之後以附錄形式，加入第一至第三冊，以科名分類

之全數植物目錄，便利讀者查詢。 

 

（本書出版機關：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簡介作者：林宜信、謝文全、

林宜信、謝伯舟、張麗晴，200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