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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配伍研制现代中药的理论与实践》

内容概要

《组分配伍研制现代中药的理论与实践: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主要介绍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
展计划项目“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项目编号：G199905440）的研究成果，由该项目首席
科学家张伯礼、王永炎院士等百余位中医药领域及其他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精心编写而成。
全书共12章，包括方剂历代文献梳理、方剂组分配伍理论、方剂组分提取分离、方剂活性评价技术、
方剂组分配伍配比、生物信息处理分析，以及异病同治（六味地黄）方研究、标本同治（复方丹参）
方研究、祛邪扶正（清开灵）方研究、气血并治（精制血府逐瘀）方研究、表里兼治（大川芎）方研
究、七情和合（药对）配伍研究。
《组分配伍研制现代中药的理论与实践: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适于广大中医药科研工作者、
研究生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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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导读总论  一、方剂研究的国内外进展  二、方剂研究存在的问题  三、方剂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
与展望  参考文献第一章  方剂历代文献梳理  第一节  方剂学发展简史  第二节  历代文献中方剂配伍原
则  第三节  历代方剂配伍资料选  参考文献第二章  方剂组分配伍理论  第一节  传统方剂配伍理论及特
点  第二节  方剂组分配伍新模式  第三节  方剂组分配伍理论及研究  第四节  方剂组分配伍的创新性及
科学意义  参考文献第三章  方剂组分提取分离  第一节  中药复杂体系分离分析的策略与总体思路  第二
节  色谱指纹图谱技术与质量控制  第三节  方剂组分系统分离制备与系统表征方法  第四节  组分配伍化
学物质基础的研究  第五节  中药信息管理系统  参考文献第四章  方剂活性评价技术  第一节  方剂活性
评价模型的建立(以血瘀证方剂评价为例)  第二节  方剂活性评价的规范化研究  第三节  方剂活性作用机
制研究  第四节  方剂活性评价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参考文献第五章  方剂组分配伍配比  第一节  标准组
分与效应关系  第二节  组分配伍配比的筛选优化  第三节  组分配伍配比的设计方法  第四节  组分配伍
配比的多目标优化技术第六章  生物信息处理分析  第一节  中药复方数据信息处理分析的目的及特殊性
 第二节  中药复方数据的信息处理分析过程  参考文献第七章  异病同治(六味地黄)方研究  第一节  六味
地黄方的历史与临床应用  第二节  六味地黄汤现代药理学与化学研究思路  第三节  六味地黄汤现代药
理学研究  第四节  六味地黄汤化学研究  第五节  六味地黄汤的配伍研究  第六节  六味地黄汤作用的讨
论与分析  参考文献第八章  标本同治(复方丹参)方研究  第一节  复方丹参方沿革  第二节  复方丹参方的
药效物质基础  第三节  复方丹参方的配伍配比优化  第四节  冰片的效应  第五节  丹参组分新方与原方
的比较研究  第六节  复方丹参方的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第九章  祛邪扶正(清开灵)方研究  第一节  清开灵
的历史沿革  第二节  清开灵注射液成分研究和指纹图谱测定  第三节  清开灵注射液有效组分的确证  第
四节  清开灵有效组分配伍的优化研究  第五节  清开灵注射液有效组分配伍的预试验  第六节  清开灵注
射液有效组分化学配伍指纹图谱研究  第七节  清开灵有效组分配伍作用原理研究  参考文献第十章  气
血并治(精制血府逐瘀)方研究  第一节  血府逐瘀汤的历史与临床研究  第二节  气血并治方(精制血府逐
瘀汤)的现代研究思路  第三节  气血并治方的药效物质基础和活性物质追踪研究  第四节  气血并治方现
代药理学研究  第五节  气血并治方配伍的化学物质基础研究  第六节  气血并治方药对配伍的药理学实
验研究  参考文献第十一章  表里兼治(大川芎)方研究  第一节  大川芎方沿革  第二节  大川芎方的药效物
质基础  第三节  大川芎方的配伍配比优化  第四节  大川芎方主要药效学毒理学研究及其治疗偏头痛机
制研究  参考文献第十二章  七情和合(药对)配伍研究  第一节  附子甘草配伍研究  第二节  黄连吴茱萸配
伍研究  第三节  附子贝母配伍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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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软胶囊：软胶囊是一种较新的剂型，它适用于含有挥发性成分多的中药组方。复方大
蒜软胶囊临床具有显著的降血脂作用，能使胆固醇、甘油三酯明显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明显升高。药
效学实验结果表明能延长出血时间，缩短凝血时间，提示能防止血栓形成；并能使大鼠脾脏增重，胸
腺减重，具有一定的抗疲劳及抗衰老作用，同时软胶囊掩盖了大蒜的不良气味。微囊：微囊是利用天
然或合成高分子材料或共聚物（囊膜材料）将药物包裹而成的一种新的剂型，目前国内外有30余类药
物制成微囊。因芳香类中医所含的挥发油沸点低，易挥发，又不溶于水，宜微型包裹适之，包裹后即
可防止其挥发，又利于携带，便于服用。微囊不仅广泛用于包裹化学药品，我国研制的重要挥发油类
微囊已成功地用于中成药制剂的研究。如可提高稳定性的芥油微囊，掩盖不良臭味的蒜素微囊等，它
的优点在于可延长或控制药物的释放，制成长效制剂。栓剂：栓剂不仅可起到局部治疗作用，而且还
可通过直肠吸收到全身起治疗作用，直肠给药后，药物不直接通过肝脏，可防止或减少药物在肝脏的
代谢，减轻药物对肝脏的毒副作用。不能口服用药的病人可用此剂型，尤其适于小儿用药。气雾剂：
气雾剂具有剂量小，分布均匀，奏效快，使用方便等特点。吸入时可减少胃肠道副作用，外用则避免
对创面的刺激性，并可用定量阀门控制剂量，具有速效和定位作用。临床主要用于心绞痛、哮喘等急
症的治疗，改变了中药制剂只能治疗慢性疾病的传统观点。如复方丹参气雾剂对心绞痛速效作用显著
，总有效率94.12％（片剂组仅8％），平均起效时间（3.46l±1.352）min，片剂基本无速效作用；救心
气雾剂经临床201例观察，治疗心绞痛总有效率达92％，大多数病例3min内起效，5min内止痛，其药效
止痛作用与硝酸甘油相似，获得满意的效果。靶向制剂：靶向给药也是近年来国内外一个极为重要的
开发热点，尤其在抗癌药物方面已取得重大发展，其原理为抗癌物与铁磁性材料包封于高分子骨架材
料中，制成的超微球控释制剂在体外磁场导向下聚集滞留在靶区的癌组织上，缓慢释放药物，对癌细
胞进行有效攻击，既可避免伤害正常细胞，又可减少用药量和降低毒性，提高疗效。国内现已有散结
化瘀冲剂浸膏与5一氟尿嘧啶混合物的磁性微球组成的复合抗癌药，包球率达83％，粒径在5～20glm之
间，人参皂苷脂质体可增强药物的靶向性和生物利用度，硫酸黄连素脂质体对大鼠小肠吸收比游离药
物增加4倍多，汉防己甲素经脂质体包裹后细胞毒性随之减轻；另外已制备丹参多相脂质体，并应用
于临床。鉴此，磁性靶位释药系统在靶位给药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开发途径，而脂质体仍为靶向制剂
中研究的热点。

Page 4



《组分配伍研制现代中药的理论与实践》

编辑推荐

《组分配伍研制现代中药的理论与实践: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中国973丛书

Page 5



《组分配伍研制现代中药的理论与实践》

精彩短评

1、书的内容还是包装都很不错
2、内容尚可，各取所需。
3、发货速度很给力
4、还不错，有点收获
5、专业书挺不错的非常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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