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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药药剂学作为联系中医与中药的纽带与桥梁，在中药工业生产与医疗卫生实践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
位，具有推动中医药事业不断发展的作用。
中药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最终目的和明显标志是实现中药产业的现代化。
怎样正确把握中药药剂现代化的研究方向，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是中药工作者应该深思的问题
。
坚持中医药理论的指导地位，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强中药药剂学的基础研究，中药炮制等前处
理研究，以及中药提取纯化、制剂和包装等研究，才能逐步实现中药药剂的剂型现代化，质量控制标
准化，生产技术工程产业化，从整体上提高中药制药水平，加快中医药事业现代化的进程。
本教材是首部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教育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
究会规划教材，是由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委员会、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和人民卫生出版社组织编写
。
这是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适应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利在当代、功在千
秋，意义重大。
鉴于当前研究生的状况，本教材在深化专业知识，拓宽专业知识面的前提下，为了给研究生创新思维
能力的培养打好基础，以问题为中心，注重学科的重点、难点、热点和疑点等方面设置专题。
从本科教材中精选了部分内容进行深化处理；对当今高新技术的发展成果，有选择地充实到教材中；
重点介绍相关的学术思想，科研思路与方法。
全书共分16章，主要内容包括：中药药剂现代化若干问题的思索，中药制剂前处理方法的应用与研究
，新方法、新技术与新剂型在中药药剂中的研究与应用，中药制剂口服给药合理性研究与评价，中药
新药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本教材尽量体现如下理念：①中药制剂与化学药物制剂的最根本的区别是原料。
保持中药或方剂原有功能是中药药剂现代化的关键问题。
②中药药剂现代化不仅包括剂型现代化、设备现代化、分析测试手段现代化，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
现代化。
③化学结构唯一决定药效的观点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药成分“有效”与“无效”的旧有界限正逐步被打破。
药物疗效主要决定于其本身，但剂型因素、生物因素对药物释放、吸收、代谢，疗效的发挥也可起到
重要作用。
“化学等值不一定生物等效”，体内药效的发挥不仅包括原型药物，更包括其代谢产物。
④复方用药是中医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它是一个具有确定功能的有机整体，是调整体内系统平衡最优
化的治疗系统，具有一般系统论的基本特征。
中医用药绝不是单体成分，而是多种成分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
中药需经过炮制后入药用也是中医用药的一大特点。
中药遵循个体化用药原则，一般是按照“辨证立法，以法统方，据方选药”的思辨过程。
⑤中药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医药理论体系为指导，否则就很可能是“中药西药化”。
如果把从中药中提取单体成分视为中药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则南辕北辙，最终将会导致中医药的名存
实亡。
只简单效仿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开发创新药物的经验，搞单体化合物，难以突破他们的技术壁垒。
另外，限于我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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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我人卫社规划的中医药研究生教材之一，在内容选择上，保持中医药理论体系的特点，加强中
药传统理论知识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药剂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技能相结合，继承传统药剂与
发展现代剂型的结合，充分反映中医药的新法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辅料。
体现了教材的科学性、时代性和适用性。
这是中医药领域最高层次的教学、临床、科研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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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药药剂现代化若干问题的思索　第一节 中药与天然药物的区别　　一、中药的内涵与特点
　　　（一）中药的内涵　　　（二）中药的特点　　二、天然药物的内涵与特点　　　（一）天然
药物的内涵　　　（二）天然药物的特点　　三、中药与天然药物的区别　　　（一）理论体系的差
异　　　（二）临床运用形式不同　　　（三）研究方法和模式不同　第二节 中药成分类型的划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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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药成分有效与无效的划分是相对的　　　（三）无效成分具有某些辅助的作用　　　（四）无
效成分新的生物活性与药效　　　（五）根据特定病症重新划分成分类别　　二、中药提取存在的问
题　　　（一）唯成分论　　　（二）通则论　第三节 中药现代化与现代化中药的区别　　一、中药
现代化不同学术观点的析议　　　（一）中西医理论互译，可以揭开中医药理论的神秘面纱　　　（
二）矛盾有主次之分，中药只有一两种成分起主导作用　　　（三）运用现代生物技术理论诠释中医
药传统理论　　　（四）不管中药西化或西药中化，能治病是硬道理　　　（五）将改变传统剂型和
生产手段等同于中药现代化　　二、中药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与实施范围　　　（一）中药现代化的科
学内涵　　　（二）中药现代化的实施范围　　三、中药现代化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一）坚持
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　　　（二）合理地运用现代科学知识与手段　　四、现代化中药的内涵
与特征　　　（一）现代化中药的内涵　　　（二）现代化中药的特征　　五、中药现代化与现代化
中药的区别　第四节 中药制剂与化学药物制的差异　　⋯⋯第二章 超微粉碎技术在中药药剂中的应
用第三章 中药常用提取方法的应用与研究第四章 新的提取方法在中药药剂中的应用第五章 中药常用
分离与纯化方法的应用与研究第六章 新的分离与纯化技术在中药药剂中的应用第七章 中药常用浓缩
与干燥方法的应用与研究第八章 中药制剂新技术第九章 中药口服速释固体制剂第十章 中药黏膜给药
制剂第十一章 中药经皮给药系统第十二章 中药口服给药定位控制释药系统第十三章 中药缓释、控释
制剂研究的难点与思考第十四章 中药注射剂的发展现状与思考第十五章 中药制剂口服给药合理性研
究与评价第十六章 中药新药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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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药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依据中医用药的法度，用于防病治病的药用物质。
或者说，中药是能够纳人中医药理论体系，按照中医药理论使用的药物。
这一概念包含了两个层次：低层次是中药的属性为“药物”，是“能够防治疾病的物质”；高层次是
中药为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认识和使用的药物。
中药的来源，主要是天然的植物、动物和矿物，其形式涵盖净药材、饮片、提取物、中药成方制剂等
。
有人说，中药是我国传统药物的总称，或者说中药是“国药”、“中医所用的药”、“中国所产的药
”，甚至说中药即是“中草药”，这些说法都不能准确地反映出中药的科学内涵。
因为“国药，，是指本国所产的药还是指本国所用的药含混不清；当今中医不仅用中药，而且用西药
；自古以来有的中药就是产自国外；“中草药”是中药和草药的混称，草药是尚未纳入任何医药学体
系，流传于民间仅凭经验使用的药物。
至于“民族药”，它的产生和发展都与中华民族特定的历史、文化等背景密切相关。
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历史发展进程、思想意识形态、文化语言背景、生活风俗习
惯及疾病特征等的不同，使其具有本民族较强的地域性的特色。
从广义上讲，民族药也属于中华民族传统药的范畴。
（二）中药的特点中药具有特殊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并与中医基础理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不
可分割，由于中医传统理论精髓包括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思想，中药具备与中医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相适
应的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中药自身特色，使得中药具有以下特点：1.中药是发挥多成分的综合疗效  
中医药传统理论认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把五脏、六腑、九窍、
四肢百骸等全身器官有机地联系起来，并通过气、血、精、津的作用，来完成机体统一的机能活动，
其临床诊断与遣方用药都是建立在整体层面上的。
现代研究表明，无论是单味中药，还是中药复方（方剂），都含有多种成分，具有多种功效。
中药是针对人体内的多个作用靶点，通过多种渠道，发挥多层次的整体疗效。
（1）单味中药的特点：中药的性能、功效和应用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对于中药自身特点、治疗
作用和临床应用的特殊表达形式。
它有以下特点：①中药性能，用性味、归经、升降浮沉等表述，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其作用特性。
②中药功效，以中医药学术语表述，如解表、凉血、平肝、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活血化瘀等。
③中药应用，按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使各味药组成一个功效整体（方剂）与机体“证”相对应用于
临床。
中药的性能、功效和应用中，以功效为核心。
中药功效的整体性、多样性源自中药成分的复杂性。
中药成分繁多，一味中药本身就是一个小方剂，同时存在多个有效部位，包含多种的有效成分，形成
中药作用的多效性，同时服用中药后的作用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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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药药剂学专论(供中医药、中西医结合各专业研究生使用)》：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全国
高等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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