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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对中医药微量元素研究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内容包括中医、
中药微量元素研究及中医药微量元素测定，并阐述了祖国医药学在历
史上对微量元素应用的贡献以及中医药微量元素研究的现状和展望。
全书以微量元素的存在状态和生物活性关系为核心来讨论与中医药微
量元素有关的问题，突出了中医药微量元素研究的指导原则和方法论。
本书内容新颖，材料充实，理论和应用并重，既可供中医药微量
元素研究者、中药化学工作者、中医临床与中医理论工作者使用，又
可供其它专业微量元素研究工作者参考，也可作为中医药院校及有关
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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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药药性与微量元素
三、中药归经与微量元素
第三章 微量元素与地道药材
一、地道药材的地质背景特征及其对微量元素的影响
二、地道药材与微量元素的相关性
第四章 微量元素与中药栽培
一、中药栽培中的微量元素
二、微量元素对中药栽培的影响
三、微量元素在中药栽培中的应用研究
四、现代生物技术与微量元素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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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微量元素与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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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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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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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电导法测定电离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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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它原子的核磁共振吸收
四、量热法
第八章 两性离子
一、两性离子与两性化合物的比较
二、两性离子平衡（宏观常数和微观常数）
第九章 金属配合物的螯合和稳定常数
一、螯合本性
二、计算方法
三、离子介质的选择及溶液的配制
四、pH滴定及pCH的计算
五、配合物稳定常数测定过程中的常见困难及其克服
第十章 配位化学在微量元素与中药有机成分相互作用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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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位作用与生物活性
第六篇 中医药微量元素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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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确认识中医药的宏观化和微观化的辩证关系
二、多学科研究中医药是中医药微观化研究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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