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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即在战国以至秦汉之际，本草学知识趋于系统化了，这

是和当时医学以及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秦代统

一中国后，国内经济、文化获得长足的发展。据《汉书艺文

志》记载，那时有医经七家，共216卷，医方十一家，共274

卷，包括秦代保留下来的先秦医药书及秦汉之际的作品。到

了汉代则集先秦医药学之大成。 近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三号

汉墓是汉文帝12年(公元前168年)埋葬的，其中保存的医经方

有一万多字，马王堆一号汉墓则保存着不少中草药，河北满

城发掘的汉中山靖王刘胜(卒于公元前113年)墓中，更保存一

批制造精致的医药器具，如“医工”铜盆、铜滤药器、银灌

药器、铜药勺等。 特别是1972年从甘肃武威发掘出的东汉早

期(公元一世纪)的医药简牍，是我国医药史上的空前发现。

其中列举了一百种药物，植物药63种，动物药12种，矿物

药16种，其他9种。在矿物药中包括丹砂、消石、曾青、樊(

矾)石、代赭、戎盐，矾石、雄黄等。对这些药物的炮制、剂

型及用药方法，都有较详细的记载。这些实物的出土，反映

了汉代药物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