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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方剂药理学》

前言

　　中医药学（包括藏、蒙、瑶、苗等民族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防治疾病经验的系统概括与
总结，它对中华民族及其他民族的健康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时值21世纪，用现代科学的理
论、研究方法、技术要求和规范的医药科学语言，继承发展中医药学，推陈出新、揭示中医药学诊病
用药蕴涵的内在科学规律，使中医药学理论与现代医学理论相互促进、相互完善、相互融合，是人类
社会健康进步发展的重要任务。　　《中药方剂药理学》是以中医药方剂为基础，运用药理学及相关
学科的理论、科研实验方法与技术规范要求，阐述中药方剂和机体相互作用及规律的一门学科。《中
药方剂药理学》尝试对现行中医药《方剂学》进行较为系统的药理学解读与阐述，以期对基础教学、
临床用药及医药科研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编写本书的目的是试图反映现代医药科学技术对中医药
古典方剂、派生方剂在药理学及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展现中医药方剂（传统剂型丸、散、膏、
丹、汤）和现代药学制剂技术改革创制的各类剂型（片剂、胶囊剂、口服液、注射剂、散剂、贴剂、
栓剂、冲剂、袋泡剂等）在临床疾病治疗中的应用与创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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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方剂药理学》

内容概要

《中药方剂药理学》编入方剂约210首。介绍了在药理学领域里，涉及到用现代医药科学技术、实验方
法和动物证型、病症及病理模型进行的药理作用的研究成果，以及药物作用机制、组方君臣佐使配伍
药理解析、体内基本药代动力学过程、安全性评价、临床应用的研究成果，并介绍传统剂型(丸、散、
膏、丹、汤)和现代剂型(片剂、胶囊剂、口服液、注射剂、散剂、贴剂、栓剂、冲剂、袋泡剂等)转换
选择的方剂的研究成果及在临床疾病治疗中的应用与创新状况。《中药方剂药理学》反映了10年来中
医药方剂探索创新的成果，全新地解读《方剂学》。是一部全面、系统、科学实用的现代中药方剂药
理学专著。适于从事中医药科研人员和临床医师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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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方剂药理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解表剂  第一节  辛温解表方剂    麻黄汤    桂枝汤    九味羌活汤    小青龙汤    射干麻
黄汤    止嗽散    正柴胡饮  第二节  辛凉解表方剂    银翘散    桑菊饮    麻杏石甘汤  第三节  扶正解表方剂  
 人参败毒散    参苏饮    麻黄细辛附子汤第三章  泻下剂  第一节  寒下方剂    大承气汤    大黄牡丹汤    大
陷胸汤  第二节  温下方剂    大黄附子汤    温脾汤  第三节  润下方剂    麻子仁丸(脾约丸)    济川煎  第四节 
逐水方剂    十枣汤  第五节  攻补兼施方剂    黄龙汤第四章  和解剂  第一节  和解少阳    小柴胡汤    大柴胡
汤    蒿芩清胆汤    达原饮  第二节  调和肝脾方剂    四逆散    逍遥散    痛泻要方  第三节  调和胃肠方剂    
半夏泻心汤第五章  清热剂  第一节  清气分热方剂    白虎汤    竹叶石膏汤  第二节  清营凉血方剂    清营
汤    犀角地黄汤(芍药地黄汤)  第三节  清热解毒方剂    黄连解毒汤    泻心汤    凉膈散    普济消毒饮    仙
方活命饮  第四节  清脏腑热方剂    导赤散    龙胆泻肝汤    左金丸    香连丸    苇茎汤    泻白散    清胃散    
玉女煎    葛根黄芩黄连汤　　⋯⋯第六章　祛暑剂第七章　温里剂第八章　补益剂第九章　固涩剂第
十章　安神剂第十一章　开窍剂第十二章　理气剂第十三章　理血剂第十四章　治风剂第十五章　治
燥剂第十六章　祛湿剂第十七章　祛痰剂第十八章　消食剂第十九章　驱虫剂第二十章　中药方剂及
其生复方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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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方剂药理学》

章节摘录

　　以解表类药昧为主配伍组方，通过发汗、解热、镇痛解肌、平喘止咳、透疹等作用，发散、缓解
及治疗表证的中药方剂称解表剂。　　表证（即相当于上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或传染性疾病初期）在
临床出现常见的症候群为：恶寒、发热、头痛、周身肌肉与关节酸痛、无汗或有汗、鼻塞、咳嗽、苔
薄白、脉浮紧等，尤以恶寒为甚。　　上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或传染性疾病初期的发病原因，通常与
易感患者所处生活环境有密切联系的诸多因素改变、机体免疫功能调节不相适应，尤其是居住地域环
境温度的剧变使机体难以调适、抑或致病菌、病毒的扩布传染难以抵御有关。寒冷侵袭机体、暑热忘
形受凉可使上呼吸道黏膜血管、皮肤血管反射性收缩缺血，造成机体免疫功能与抵抗力下降，致使存
在于上呼吸道的病原体趁机侵入黏膜上皮细胞过度生长繁殖，释放毒素致炎及体温异常增高而出现系
列症候群。　　解表剂依据其组方配伍的君、臣、佐、使药物性味与临床功效的区别，被分类为辛温
解表剂和辛凉解表剂。主要的药理作用为：　　1.发汗作用辛温解表剂大多具有发汗、或促进发汗的
作用，通过发汗使表证从汗缓解。辛温解表剂麻黄汤、桂枝汤、九味羌活汤等温服和温覆会使风寒表
证患者产生温热性出汗。有试验资料报道：麻黄汤、桂枝汤、九味羌活汤等能促使受试动物发汗；对
该类方剂配伍组方君、臣、佐、使药味进行进一步的拆方试验观测显示，麻黄水煎液、麻黄挥发油及
麻黄碱能促使受试动物汗液分泌量增多；桂枝能促进血液流向体表改善微循环；葛根能扩张末梢血管
，生姜的挥发油及辛辣性挥发成分（姜酚和姜烯酚）能使血管扩张，促进皮肤与黏膜末梢血液循环改
善而协助较快发汗。如受寒后煎服姜汤会顿觉周身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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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方剂药理学》

精彩短评

1、没有方剂的加减研究,就是对方的研究，对临床好帮助不多
2、物有所值！很多动物实验的药理跟临床使用！
3、质量还可以，内容木有看。

Page 6



《中药方剂药理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