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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系统论述中药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的专著。
中药及中药复方化学成分复杂，体内变化奥妙，中药药动学研究一直是科研难点。
作者从事中药药动学科研与教学工作多年，对中药药动学的原理、特点等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书中主要介绍了药动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辅以典型实例分析，反映了中药药动学的
特点；介绍了中药药动学研究的有关实验方案设计和数据处理技能；介绍了近年来中药药动学的新成
果，并列举了常用中草药及中成药的药动学研究实例。
本书可供医药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使用，也可供从事中药药动学研究的相关人员使用。
药物代谢动力学是定量研究药物在生物体内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规律的一门学科，以下简称药动
学或药代动力学。
通过药物在体内代谢产物和代谢机制研究，可以发现生物活性更高、更安全的新药。
近年来，国内外在药物创新研制过程中，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与药效学研究、毒理学研究处于同等重
要的地位。
药物进入体内后，经过吸收进入血液，并随血流透过生物膜进入靶组织与受体结合，从而产生药理作
用，作用结束后，还需从体内消除。
随着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药物体内代谢物及代谢机制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新药和新制剂均需要进行动物和人体试验，在实验的基础上建立数学模型，求算相应的药物代谢动力
学参数后，对药物的体内过程进行预测，从而了解其药物代谢动力学过程。
中药药物代谢动力学是以中医药基本理论为指导，用药物动力学的方法研究中药在人和动物体内的吸
收、分布、代谢和消除过程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
它与数学、分析化学、药物动力学、中药药剂学、中药药理学、现代医学、中医学、中药学、中药化
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化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其理论和技术在阐明中医药防病治病机制、优化中医
临床给药方案、指导中药新药和新剂型研制、评价中药制剂和中成药的内在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本书共分八章：第一章绪论简述了中药药动学的有关概念，中药药动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中药药动
学研究的特点，中药药动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药药动学发展概况，中药药动学研究展望；第二章
介绍了药物在体内的存在状态与药物代谢；第三章中药药动学生物样品预处理方法介绍了常用生物样
品的种类，中药药动学生物样品预处理方法；第四章中药体内活性成分的测定方法介绍了分析方法的
设计与评价，气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色谱?质谱联用技术，薄层色谱法，比色法，可见?紫外
分光光度法，荧光分光光度法，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免疫分析法，毛细管电泳法；第五章中药药动
学研究方法介绍了血药浓度法，药理效应法；第六章药代动力学与药效动力学结合模型首先提出了系
统性的概述，然后介绍了药动学模型，药效学模型，药动学与药效学结合模型，药动学与药效学结合
模型的应用；第七章中药药物动力学数据的计算及常用软件介绍了最小二乘法的一般原理，非线性最
小二乘法算法的比较，曲线拟合的影响因素，常用的药动学拟合程序；第八章中药药动学研究实例介
绍了常用中草药及中成药的药动学研究概况。
　　本书编者从注重理解和应用的角度出发，系统地归纳了目前中药药物动力学研究的方法与技术，
辅以典型实例分析，力图使初步掌握药物动力学理论的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有关实验方案设计
和数据处理的实际知识和技能，为进一步从事中药新药开发和临床药学研究打下基础。
其实践性和理论性较强，可作为高年级本科生、硕士生教材使用，也可作为从事中药药代动力学研究
及相关科研人员的参考用书。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同行、专家和学者的科研成果与著作，许多老师和同学也对教材
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本书也受到浙江省卫生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工程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本书整理过程中，来丽丽、张宇燕等参与了部分书稿的校对工作，舒碧芸、蒋海春、储莹、李莎、
赵宁宁等参与了部分书稿的计算机文字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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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机会，也向浙江中医药大学的各级领导及生物工程学院的各位老师对本书的支持表示感谢。
中药药动学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和完善，但中药化学成分的复杂性及
其在生物体内的奥妙变化，使得中药药动学研究极其艰巨。
编者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着中药药动学的相关研究，认真总结有关中药药动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并
在本书中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但是，由于中药药动学的发展速度和相关知识的更新速度很快，加之编写时间仓促和编者水平所限，
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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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系统论述中药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的专著。
中药及中药复方化学成分复杂，体内变化奥妙，中药药动学研究一直是科研难点。
作者从事中药药动学科研与教学工作多年，对中药药动学的原理、特点等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书中主要介绍了药动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辅以典型实例分析，反映了中药药动学的
特点；介绍了中药药动学研究的有关实验方案设计和数据处理技能；介绍了近年来中药药动学的新成
果，并列举了常用中草药及中成药的药动学研究实例。
    本书可供医药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使用，也可供从事中药药动学研究的相关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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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放射免疫分析    二、酶免疫分析    三、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四、荧光免疫分析  第十一节  毛细管电
泳法    一、基本原理    二、分析参数    三、分离模式    四、仪器装置    五、毛细管电泳法在体内药物分
析中的应用  参考文献第五章  中药药动学研究方法  第一节  血药浓度法    一、直接血药浓度法    二、中
药效应成分血药浓度法    三、血药浓度法的特点与评价  第二节  药理效应法    一、Smolen法    二、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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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章  中药药动学数据的计算及常用软件    一、最小二乘法的一般原理    二、非线性最小二乘法算法的
比较    三、曲线拟合的影响因素    四、常用的药动学拟合程序  参考文献第八章  中药药动学研究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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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草药药代动力学系研究中草药有效成分、组分以及中草药单、复方制剂在体内的吸收、分布、
代谢和排泄等动态变化规律的一门边缘学科。
其研究方法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为化学测定方法，适用于化学结构明确且能用定量分析方法测定其
体内浓度的中草药活性成分；另一类为生物测定方法，适用于有效成分复杂或不明确的中草药单、复
方或化学结构明确但缺乏足够灵敏、特异的体液药物浓度测定方法的中草药活性成分。
　　具体而言，中草药药代动力学研究分为血药浓度法、药理效应法、毒理效应法和微生物测定法等
。
　　血药浓度法适合于活性成分明确的中草药药代动力学研究。
在血药浓度法中，关键是要建立一个灵敏而特异的中草药活性成分的血药浓度测定方法。
具体方法及要求与通常的化学药物相同，已在前几章中进行了论述。
目前已有多部这样的中外文著作可供参考，故不赘述。
本节主要介绍直接血药浓度法，中药效应成分血药浓度法及其特点等内容。
　　直接血药浓度法适合于已分离提纯的中草药活性成分的药代动力学研究。
即直接给予这些有效的单体于动物或人体，然后测定血药浓度，拟合房室模型，计算药代动力学参数
，或用统计矩及生理药代动力学模型求取药代动力学参数，从而阐明这些单体的体内动态变化规律。
　　直接血药浓度法与通常的化学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研究方法完全相同。
该法所获得的资料只能说明活性成分本身的药代动力学特点，未必能够反映含有这种成分的中草药及
其方剂的药代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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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药药物代谢动力学》可供医药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使用，也可供从事中药药动学
研究的相关人员使用。
药物代谢动力学是定量研究药物在生物体内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规律的一门学科，以下简称药动
学或药代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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