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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复方配伍机制的现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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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药复方是 中医 临床用药的 主要形式 ， 其配伍机制 的研 究是 中药现 代化研究 的重 要组成 部分 。 中药 复 方 配伍

机制 的研究主要 从药理 、化学等方面 ，探讨复 方 的配伍 、物质基础 的 变 化与 药理效 应及药 代动 力 学间 的 联系 。
本 文 就中 药复

方配伍机制研究 的 基本特点 、现代研究思路与方 法等 方面进行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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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药复 方是 中 医 临 床 用 药的 主 要形式 ， 它是指
，

在辨 证审 因 决定 治法 以 后 ， 选择 合适 的药物酌 定 用

量
，
按照组成原则 妥 善 配伍 而成 的

一

组 药物 。 经 张 伯礼院 士 曾 指 出 ，
方剂 配伍规律研究要高 于

过数 千年 的应用 ， 已 证 明其组方 的合 理性 和疗效 的 传统 中 医药研究 ， 有 别于 国 外天 然药和植物药研究。

确切 性 ， 但科学发 展到 今 天 ，
已 无法仅 靠 四气 五 味 、 即

一方面要用现代 化的 手段来 研究 中 药 ， 另
一方面

阴 阳五行这些传统理论 来 解释 中 医 中药 ，
中 药 要 想 由 于 中 药的药 效是 通过完 整 性表达 的 ， 因此又不可

得到 世界 的认可 ， 就必须用现代化手段 来 阐 明 其科 完全按照单体药物 的手段来开发 中药 。

学 内 涵 。 整 体观思想 中药研究往往按西药的研究模

前人将药 与 药之 间 的 配伍 关系 称 为 药物
“

七 式 ，无法顾及 到整体 ， 导致
一

个中药复方只能用某 个

情
”

， 《神农百草经 》 称
“

七情
”

为
“

有单行者 ，
有 相须 或某几个简单的指标模型来表征 ，难 以 体现 中 药 整

者 有 相 使者 ，
有相畏者 ，

有相恶者 ，
有相反者 ， 有 相 体性的 特点 。 中药复方通过多 味药物 配合应 用取得

杀 者 ， 除了
“

单行 者
”

， 后六种 即 为我 们现在所 说 了化学药和单味药都无法取得的 效 果 ，
复 方在 体 内

的药 物相互作用
⑴

。 传统 中 药理论并非 忽 略现代 的直接作用物 质不是单味药体 内 吸收 成分 的简单加

所 谓药物 的相互作 用 ， 只是传统理论侧重于经验 缺
和 ， 而是 由 于配伍的原 介选掸地定 向 吸 收对治 疗

乏现代科，理论 的诠释 。 因 此 ， 如何 用现代科 学技 有用 的成分 ： 揭氺 方 剂 配伍 规汴 就是 要 寻找其

术揭 示 屮 药复 力
■

配伍 的 机制 ， 是 中 药 复方现代化建
巾

翻重 中之 経使 中 药复方为国际 市场所接受 ’ 成 分复 杂 ， 有效 成 分 不歧 巾药成分复杂 ，

大 关键 。

； 其是 中 药 霞方 ， 是 多种 有效成分的综合 。 中药复

方在药 物配伍和 剂量配伍方 面均会发生变化 ，
复 方

中各单味药所含 的化学成分 ，有 的保持原有状态 ， 有

通讯作者 柳润辉上 丨

） 丨 的 因 相 互影 响而产生量或质 的变化 。 复方进人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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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后 ，
又会因 新的 配伍 和代谢产生协 同 或拮抗生成 体 内筛选的研究途径 全面快速地 揭示代 表相应

新 的成分 。 同时 ，单味药本身 就含 有 多种化学成分 ，
功效 的化学成分群 ，寻 找最佳配伍组合 揭 示复方配

每味 中药就相 当 于
一个 复 方

，
不 同化学 的 成分可 以 伍机制 ， 达到 认识复方作用机制 的 目 的 。 此方法避

具有不同的生物 活性 ， 每个 成分又 可能具有多方面 免了在不清楚作用靶点情况下进行的 大量药理筛选

的药理活性 。 所 以 中药 配伍组成 的 复方就更为复 试验 。 尽管 中药化学成分进人人体后会发生各种变

杂 ⑴ 。 中药有效成分难 以确 定 ，
有些 作 用 机制 尚 不 化

， 各个成分间在体 内 也是通过多靶点 发挥药效 ，很

清楚 ，

一些有 效成分含量 很少且结构相似 ，
给分析和 多成分也可 能是通过体内 多种代谢产物而产生药效

测 定带来 困难 ， 加 之中 药 来源不 同 ，组成和含 量均难 的 ， 但是 ，
以 上思路至 少能为评价 中药所含化学成分

保证
一致

， 使 得实验结果 不易 重复 。 因此 ，
在选择 中 本身是否为药效成分建立快捷途径 。

药 复方研究时 首 先要 选择疗效 明 确
、
有 效成分的结 杨奎等

〗

于 年提 出 的 中药复 方组合化学

构 和活性基本清楚 的 中药 复方 。 研究方法 ，
以 中药复方 为天 然组合化学库 ， 建立能反

体 内 相 互影 响 因 素 多 中药复 方不 同成分 间 映复方主 治病证的 药 理学评价指标 ，
通过 多靶点组

存在相互影 响 ，
进人体 内 后 又 有可能 因 为 机体的吸 合筛选 ，

找 出 其药理活 性最强 的配伍组合 ， 确定 为复

收 、代谢等作 用或者其他药物与机体 的作用产生新 方 的有效部分 。 何敏等
口

对 中药传统功 效 、有效成

的成分 ，还受 到生理 、病理 、种族 、遗传 、环境 、时辰 以 分及现代药理学研究 等资料进行整 合 ，
建立起一套

及个体差 异等 多 种 因 素 影 响 ， 各个成分间 药 效 、 中草 药化学资料的 辨 识和分析规范 ，
并据此 开发 中

化学成分和药代 动 力 学的变化极其 复杂 。 因此 ，
要 药化学数据库 ，

可提供 中草药所含成分化学结构 、理

有合适的 动物和 细胞模型并 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 化性质 、药理 活性 以及 文 献来 源等信息 ，
是研究 中 药

方法和实验手段来探究其机制 。 复方 的有力 工具 。

“

本草 物质组计划
”

也是 发 展

决
、舰 厕 肯 雜雜 巾颜滅学

’

颇

方法 。 杜冠华等
⋯ 开 发 了 功能较 齐 全 的计 算机样

以复 方 的整 体物质基 础研究 为核心 ， 结合方剂 品信息库 ， 建立 了完整 的 细胞亚细 胞水 平高通 量药

配伍理论 与 现代药 理 从整 体动 物 组织 器官 细 物筛选技术体系 。

胞亚细胞 分子 坫 个药 理水 平 ， 药材 有 效部位 王月 华 等 建立 了 脑 缺血发病机 制 的 体 外 筛

有效成分 个化 次探讨 配伍 、 物 质基 础 的 变化 选模型 ， 采用 髙通量 药物 筛选技术对 中药复方小续

与 药理效应 及约 代 动力 学 间 的联 系
，
是 中 药 复 方配 命汤 个连续组分 的抗氧化 、抗过氧化氢损伤 、

抗

伍机制研究 的坫 本思路 。 谷氨 酸损伤活性 以及对神经细胞 内钙离子的影 响进

以 高通 量 筛 选 和 虚拟 筛 选 为 基 础 的 反 向 药 理 行 多靶点 筛 选 。 结 果 发 现 ，
连 续 组分 和

学研究 弄清 中 药究 菀 禽有 哪些成分 只 是 全面揭示 的综 合作 用 效 果较 好 ， 将两部分重 新

中 药药效成分的
一 个前提 ， 在 此基 础 用 髙通量或 绀合 作 为小续命汤抗脑缺血损伤的 有效成分组 ， 通

虚拟筛选方法进行多靶点 的 活性 评佔 ， 冉在体外和 过 化学和药理活性分析相结合 的 方法 ， 制 备 了 小续

体 内进行药理试验 ， 能快速 阐明 中 药药效物质 基础 命汤 抗脑缺血 有效成分组 ，
最后在脑卒 中 动物模 型

和配伍机制 。 上进
一步评价 有效成分组 的药效 。

高通 量药物 筛选技术是 世纪 年代 出 现的 张丹参等 选择具有药理活 性的 丹参有效成分

药物筛选 方式 ， 丨 以 实现微量 、
快速和 大规模 的药物 丨 种 通过均匀 设计 进行各种成分 以及 不 同浓度 之

筛选 ， 加速 了 药 物 发 现 的过 程
【

。 随后 ，
又 出 现 了 间相互作用 的组合 ，

以 氧化法 评价各 种有 效成

超高通量 药物筛 选 的概念 。 高通量药物筛选是 以 单 分组合对药效的影响 ，
经过多次 筛选 ，

初步得 到 了 丹

一

的筛选模 型筛 选大量的样品从中 发 现针对某
一靶 参最佳水溶性配伍 、水溶性 脂溶性配伍及 优化组合

点 的化合 物 ， 而超高通量药 物筛选 ，

一次筛选可 以 使 配伍的组合样品 ，
从而建立 了 一种 多因 素 、 多水平的

每种化合物对数 以 千或万 计的 靶 点进行筛 选 ， 以近 均匀设计 高通量筛选 （ 中药研究新模式 。

年发展起来 的生物芯 片技术 为 基础 真 正 实现 了 于卫江等 取大 鼠 空 白 肝 微粒体 ， 分 别 加 人

一

药多筛 。 虚拟筛选则 只需知道化合物的确切 结构 种 中药
，

法测 定 大 鼠肝 微粒体中

就可 以进行操 作 ，
也无需预 先准备 化合 物样 品

⋯
。 的探针药物右美沙芬 （ 的代谢率 ，

通 过代谢率

在利用高通量筛选或虚拟筛选出 具有最强的理论活 降低的现象初步 筛选 出 槲皮 素 、
黄芩苷 、厚朴 提取

性成分后 ，
再通过反 向 药理学实验方法 ，

进行体 物 、清开灵 注射液 、盐酸川 芎嗪注射液这 种 中药可

内
、体外试验研究 ，

这样就按照虚拟筛选 体外筛 选 抑制 肝微 粒 体 酶 活 性 。 从而 提 供 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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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有 抑制作 用 的高通量筛选技术平 台 。 相 结合 中药 复 方配伍后 整 体物质基 础 会发 生 变

药理 研究 与 化 学 研 究 相 结 合 现代 中药化学 化
，
相应的药理效应也 会有很大 变 化 ，

进入体 内 后 ，

和药理作 用的研究结果 为揭示 中 药复方的药效物质 药动学参数和 药效 （ 即药 时 曲 线和 时效 曲 线 ） 都 会

基础 和配伍机制 提供 了科学依据 。 中 药复方研究 离 有很大改变 。 因 此 ，

一方面要 注 重物质基 础 即质的

开药理学指导 ，就失去 了 整体性和配伍的 整合原则 ； 改变 ， 还要注 重药动学及 量 的变 化 。 仅 以
一

种 或几

而没有化学成分研究 ，
中药药理学 的研究也 只能是 种化学成分为指标测 得的参数不能 反应中药整体的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 然 的低水平研究 。 药理和 化学 实 体 内 过程及药效 将药动学参数与反应整体药效的

验相结合 通过整体动物实验和 复方各个配伍的组 物质基础指标相结合 ， 才能体现 中 药 的整 体性 。 在

合实验综合研究 ，
就能在确 定各部分 是 否具有 药 效 基本清 楚 了 中 药的 整体 物 质基础 后 ，

选用药代动 力

活性后 ，再进一步确定 各部分之间 的协同 、拮 抗等 配 学 药效动 力 学
（

结 合模 型在体外细胞模型

伍关 系 。 罗 国安 等
⋯ ⋯

在 系统生物 学 基础 上提 和体 内模型研究中 药 药物 效应 、体 内 代谢过程 及 二

出 了 适 于中 药 复方 的化学物质组 学研究 体 系 ， 将 中 者联 系
‘

。

药复方转化为
一 个 整 体的 化学 物质组 ， 并对清 开 灵 赵玉男等 将 自 制 的效应动力学 与黄

的 整体化学物 质组和有效化学物质组 两个层次进行 芩苷 、小檗碱这两个化学成分 的药动学结合起来 分

研究 结合多参数药理指标构成 相 关的 活性信息 矩 析 ，结果发现解热作用 的 时效 曲线和黄芩苷在发热

阵 ，
对 清开灵 的有效组 分进行 了筛选 和配伍优化 。 大 鼠体 内 的时量 曲线之 间呈负相关 与小檗碱无关 。

戊己 丸配伍研究 中 ， 不 同配伍方 对豚 鼠 离体 结 因此黄芩苷 可 以作 为 解热作用 的 指标成分 ，
从而 以

肠运 动影响 的药理研究显 示 ，
不 同 配 比 方 有 不 同 的 黄芩 苷 的药 动学来 表示 作 为解热药时 的 整

药效特点和优势 。 以 非那西 丁 为 酶 活性研 体药 动学 。

究探针 药 ， 测 定 大 鼠体 内 非那西 丁及 代谢 产 冯年 平 等
”

利 用 、 等现代测

物——对 乙 酰 氨 基 酚 的 血 药 浓 度 变 化 ，
间 接 反 映 试手段

，
研究 了 复 方 双黄 连 主 要药 效成分黄芩 苷在

酶 活性的 大 小 ，
以 正 交法 设计 因 素 水 大鼠体 内 的药 动学特征 ， 对双 黄连 复 方及 其方药的

平交 互的 个实验点 ，
从 药 动学 角 度探讨 种 戊 己 不 同组方 （ 金 银 花 黄芩 ， 黄芩 连翘 ， 黄 芩单味 ，

丸配 方对 酶 活性的影响 ， 结果显 示 ，戊 己 丸 黄芩苷 ） 进行 比 较全 面的 体 内 代谢研 究 ， 结 果 显

各因 素 水平 变化对 酶 活性造成 影响各 不相 示
：
中 药复方配伍变 化不仅影 响 了 药物有 效成分 的

同 ， 可 以 根据用药 时所偏 重的 药效 ，
相 应调整 各个药 代 谢途径 ， 而且对其药动学特征有显 著影 响 。

物 的配 比 含 任平 等 采用药效学 与药动学 同时测 定方法 ，

孙健等 将 黄连 解 毒 汤 样品 及 其 含药 血 清进 对 例功 能性 消化不 良 肝郁脾虚证患 者 和 名 健

行 梯度洗脱对 比 ， 初 步确定 了 个来 源 于复 康 自 愿者 口服 自 拟 加味 逍 遥散 ，
用 胃 肠分析仪和 高

方的原 型成分 以 及 几 个代谢产 物 ， 但并 未在血 清 中 效 液相 色谱 同步观察 药物作用前后 肝郁脾虚证患 者

检测 到一些妝 方剂 中 的 主要 成分 。 并 结合黄 连解毒 症状总积分 、 胃 电图和 阿魏酸 （ 体 内 药动 学特征

汤及其含药血清 的体外 抗肿瘤作用实验 ， 说明 黄连 的变化 。 结果表明 ： 自 拟加 味 逍遥散改善肝郁脾虚

解毒汤 在体 内发挥抗肿 瘤作用 的物质基础 ，
并不 只 型患者症状的 同时 ，

对 的药 动学参数也有 明 显

是原方 剂的 主要成分
，
也可能是代谢产 物或配伍后 影响 ，

从而表 明 加味逍遥散证与 药效 药动学 可能存

产生 的成分 在一定关系 。

韩 笑 制备 双参通冠方 （ 方 ） 及其药物血 单玉 在研究苦参 、 黄 芪药对配伍 对病毒性 心

清 通 过反应 体 系 中 药物 血清 浓 度 （ 体积 比 ）研 究 ， 肌炎的 作用机制时 ， 通过 比较 苦 参 、 黄 芪及 苦参 、黄

血清 药理卞 研 究 （
吋 效 、 效 关 系 ） ，

确 定 最佳药 物 芪 药对 提 取 物 体 外抗 病 毐 及 体 外对 感 染

血淸 制备 方 案 ； 药物 血淸 屮 〖检 出 人 参 、 丹参 、 病 毐 大 鼠 心 肌细胞 的保 护 作用 ， 说明 苦

延 胡尜 三药 的指征 成 分 人参 皂 、 丹 酚酸 、 延 参 、 故 民药 对提 取 物 对 感 染 的 心肌 细胞 的保

胡索 乙 累 ， 三片血 药浓 度 达 峰时 间 在 护 及抗病毒作用 优 于单味 药苦参 、黄芪 。 通过苦参

再结 合血 清药理学结 果 ， 证 明 人 参皂苷 、
丹 酚酸 与黄 芪药对提取物以及苦参单味药提取物 中 的氧化

、延胡索 乙 索 是 及其药 物血清抗心 肌缺氧复 苦参碱 、氧化槐果碱在大 鼠血浆 中 的 药代动 力学研

氧损伤药理活性物质 的指 征 成分 ，从 而可 以进一步 究
， 比 较药对提取物 和苦参药材提取物处理结果 显

揭示 方剂各成分发挥药效 的配伍机制 。 示 ，
黄芪

、
苦参药对配伍后达 峰 时 间有所延 后 ，

且 药

整体物 质 基础 药 代 动 力 学 药 效 动 力 学研 究 对 中 的氧化槐果碱 比较 容 易被 大 鼠吸 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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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的研究多 以一种或几种指标变化来 反应中 和 分析
， 结果显示 ： 苍耳子组 、黄芪配伍组

药复 方的 整体药动 学规律和 整体药 效作用 ， 这具有 尿液代谢物表型 的 聚类分布均偏离对照组 ， 但黄芪

很大 的片 面性 ， 模型 的关键 在 于寻找 能反应 配伍组尿液代谢物表型的 聚类分布位于对照组与苍

整体 复方的有效指标 ，
建立复方的多成分整合药动 耳子组之间

，
进一步表 明 了黄芪配伍组的减毒作用 。

药效学方法 。 黄召 谊 测定 了 由 黄 连 与 肉桂 配方颗 粒不 同

代谢组 学技术的 应用 中药复方的配伍变化会 比 例配伍组成的 交泰丸混悬液 中 的盐酸小檗碱 、桂

直接导致体内 代谢途径和代谢产物 的变化 。 将原型 皮 醛 和肉 桂酸含量 ， 采用 法测 定 大 鼠

成分的代谢动力 学研究与代谢产物的研究结合起来 ， 血浆 中盐酸小檗 碱和 肉桂酸 的 血药 浓 度 ， 获得血药

可 以 阐明复方配伍机制 。 代谢组学通过研究 中 药复 浓 度 时 间 曲 线及盐酸小檗碱 和 肉 桂酸药动学参数 。

方及 中药不 同组 合 的配方给药 后 ，
采 用现代检 测技 并分黄连配方颗粒剂组 、

肉桂免煎颗粒剂组 、交泰丸

术 通过 比较不 同 配 比的给药后 ，
终端 内 源性代谢物 混合组 （ 黄连配方颗粒 剂 ： 肉 桂 配 方颗粒剂 ：

和外源性代谢物指纹谱 ，分析其群组指标 研究 不 同 探讨 了交 泰 丸对 型 糖尿病大 鼠血 浆代谢组

配伍变化与代谢变化的相互关系 ，
从而能较为全面地 分的 影响 ，

结果 显示 ， 肉桂 、 黄连 各 自 的代谢途径不

揭 示中 药 复方的作用机制 。 王喜军 在 代谢 同 ， 配伍方在原有促进 糖酵解 和糖有 氧 氧化 的基础

组学的基础上首次提出
“

方剂药物代谢组学
”

概念
，
即 上产 生了 它 们各 自 并不 具备 的 抑 制糖 异 生途径

，
从

从方剂体内 多成分分析入手 ，结合代谢轮廓与成分的 而揭示 了 黄连 与 肉桂配伍机制 的合理性 。

关 系分析 揭示方证 相应及 成分效应相应 的 配伍关

系 ， 多成分量 时相互关 系 评价方剂 的 的药

理学特性等问题 。 此方法是通过 阐 明 中 药复方体 内 体内 外结合 的反 向 药理学研 究 、药 理与 化学相

的化学物质及代谢产物配伍的动态变化规律 ， 同时结 结合 的研究 、 整 体物质基 础 药代 动 力 学 药效 动 力

合代谢组学对整体代谢轮廓 的描述 从体 内 整体直接 学研究相结合 以 及 代谢组学技术的 应用 ， 这些方法

作用物质 及其与 病证生物标记物 的代谢轨迹变化水 可 以较好地揭示 中药复方配伍的 机 制 ，
但 均存在 以

平 深层次挖掘 中药 与方剂 中组分间 的关 系 ， 系统地 下缺点 ：①大部分 中药复 方 尚 缺乏能代 表 整 方药效

从 结合角 度解读复方配伍对体 内 直接作用物 的物质基础指标 。 有 效的指标应该能充分反映药物

质 的影 响 ，
以 及体 内 直接作 用 物质 与整 体效 应的 关 的全面药 理作 用 ，

并且稳定可控 ，
易 于测得 。 ②现有

系
，
克服有 限指标对效应评价的局 限 ，

最大 限度地体 的药效 药动 相关性研究 以 及 化学研 究方法都 只适

现复方对证侯的整体作用 。 合 于作用 机制 明 确 成分单一 的 化学药物 ， 鉴 于 中

方剂 代谢组学是基 于中药 血清药物化学的方 剂 药 复方 多靶点 、 多效 应 的复杂情况 ， 谣 要 寻找 复 方 的

药物体 内 代谢和代谢组学研究 ，
也是药 代学 与 药效 整体药效 药 动指标 ，

因此将其运 用 于一 种 复方 的研

学的结合 ， 中药血清 药物化学 又 是 中 药药物代谢组 究还需经过 长时间摸索 ， ③缺乏能 令 面反映 与 中 药

学的具体实践形式 ， 这一方法为解 决 中药 复 方配伍 治疗征侯相对应的理想模型 ， 因 而很 多 动 物实验得

规律 、复方多组分多靶点整合作用机制 、中药有效性 到的药理效应未 必真实可 靠 ，从而 直接影响 了 药 动

安全性等问题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 学参数 ，
以 及代谢组学研究情况 。 ④ 由 于现有 中 药

王喜 军 等 以 茵陈蒿汤 ， 以及其 个效应 动 化学数据库 以及代谢数据库不够 全 面 ， 也限 制 了 高

力学标 己物 二 甲 氧基香豆素 、 梔子苷和大黄酸 通量筛选 、虚拟筛选的 范 围 及准确性 时限 制代 谢

进行配伍 ， 利用代谢组学方法研究全方配伍 及体 内 途径的推测 。 ⑤在 明确其药理机 制后 ， 还应进一 步

直接作用物质配伍对大 鼠肝损伤模型 代谢轮廓 的影 用现代分子生化的 段从蛋 白基 因 水平 更深 人地探

响 ，
以及茵陈蒿汤与 其体 内 直接作用 物质 间 的对 应 讨复 方 的 配 伍 机 制 ， 使 其 更 具 说 服 力 。

关系 ，结果表 明
，
通过药物代谢选择 的标 成分及其 等

⋯
首 次用现代分 子 生 物学方法 阐 明 了 复 方 黄黛

配伍能够反映药物 的 配伍意义 。 通过 相 关性研究 ， 片治疗急性 寻幼粒细胞性 白 血病 的机 制 ， 证 明 从分

从深层次揭 示体内 成分对配伍后的贡献及途 径 。 子
、
细胞和组织 器官水 平研究 中 药复 方的 可行性 ，

从

武斌等
「 °

将 大 鼠分为正常对照 组 、苍 耳子组 、 而为 中 药复 方配伍机 制的现代化研究提供了 典范 。

黄芪配伍组灌 胃 给药 ， 选用 常规的血浆生化改变和 今后的研究应 从以上 几 方 面寻 找突 破 ， 加 快复

肝脏组织病理学异 常作为 判断标 准 ，
表 明苍耳子配 方药效物质基础 的研究 ，

完善 中药化学数据库和 中

伍黄芪后 能减轻苍 耳子的肝毒性 作用 ；
再通 过使用 药 药理模型 ， 加 强代谢组学研究 中 的数据挖掘与信

测定 尿液 图 谱 ， 进 行代谢 组 学 下 转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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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不 同职业 、不 同年龄段的 人差异较大 。 医 院药师 张 虹 药店用药 咨询情 况调丧分析 中 同保健 丨

以及药店执业药师应强化药学服 务 ， 主 动 提供 咨 询

口 々 扣 、

丫 八 对 人
液体 服制 剂 分 帘丨 掛； 确件 分 祈

服务 ’保证公共— 安全 。

房风

本次 调查 仅涉 及部分 医 院使用 的非处方药 ，
调

查对象 主要 是 门诊 患 者 ，
可能存在抽样偏 差 。 有 待

今后进行更大规模的调 查 ， 完 善相 关数据 。
￡

常 公成 叶 桦 中 成药非处 方药说 ；
丨 丨 通俗 忭 和文 川 的

【 参考文献 】 调饩 研究 药学实践杂志 ，

收稿 日 期 卜

鄢 奂 郎 伐 院屮药帘 窗 丨 丨 川 药咨 洵分析 海峽药

卞 ，

“ “

上接第 页 ）
，海 中 药化卞 北京 ： 屮 屮 次 药 版社

息处理方法研究 ， 同时结合其他学科技术 ，诸如 基因
——

组学 、蛋 白 质组学 、生物化学 、计算机科学 、分子生物
代化 ，

：

学等 的综合应用 ，
最终建立客 观 、量化的 中药整体药

丨 罗
丨

《 安 梁琼麟 刘清 介 化卞物 纟 丨

丨 的 粮 体 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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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剂 对 心肌缺 血洱 灌 迚忭损伤 的
：

浙 钟 作 分 水 巾 药 方侧 机制 是 完令
帽

，，
院 ’厕

八

叶 科卞时报 剛
违达 药代动於 药 效抄找⑶眺 药研

究屮 的 应 中 那，通报 丨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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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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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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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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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輔 丨據 床 ，
丨哪 ， 丨 ⑴ 处

酵价值揭示 中 国 巾 约就⑶ 丨 隱

敏 ， 沈 敏 ，職 狗 屮 药数聽 的设
丨

丨 把 、

’

山 外》
武 斌 齊 敏 ，

】 海龙 代賴卞的 广

机
；

丨
丨丨 丨 化卞

‘

；
■

：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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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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