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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16章。
第1～4章系统介绍中药药理实验的相关知识，包括中药药理实验设计、中药样品制备方法、实验动物
常识和常用仪器介绍等内容。
中药样品的制备是中药药理实验的基础，受试样品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重复性；
实验动物学常识部分，简要介绍实验动物的基本常识和实验技能，为学生顺利进行实验提供技术保证
；正确使用仪器是取得准确实验结果的关键，通过常用仪器介绍，可使学生了解其原理及使用方法，
强化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第5～16章为基础实验和综合性实验，在实验项目的选择上，既考虑各章节的重点与特点，又兼顾作为
学生实验的可重复性，力求“全而不滥”。
尤其在受试物选择方面，力求突出中药特色，以临床应用多年的名方及疗效确切的名优中成药作为受
试物，避免了过去经常出现的实验重现性差、结果不明显等问题。
     本书编写力求简便、实用，既可作为高等中医药院校本科《中药药理学》、《临床中药学》及《方
剂学》的实验教学用书，还可作为相关专业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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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附录二  中药药理学实验常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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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中医证候动物模型的复制方法中医诊治疾病的核心思想是辨证论治，所以复制中医证候动
物模型是研究中药药理作用的重要手段。
中医证候动物模型的复制方法一般有两类：一类是根据临床某些证候表现，采用多因素治病原则在动
物身上模拟传统病因来复制，再用临床代表方剂反证，有效者亦称之为某证型的模型，如“脾虚”型
、“阳虚”型等；另一类是复制西医某种疾病的模型，根据其病理状态，推测其符合中医某种证的模
型，如将溶血性贫血称之为“血虚”模型或以高黏滞血症作为“血瘀”模型等。
应该说前者较后者更有中医特色。
　　复制中医“证”的动物模型难度很大，因为中医的证是一个综合的证候群，它是疾病发生、发展
过程中特定阶段的病理变化，是疾病的病因、病位及病机性质的概括，且临床多以症状学来反映，确
切的客观指标尚在探索之中，即使客观表现如舌象、脉诊及神志等也不易在动物身上模拟出来。
　　（2）中医证候动物模型标准判断中医证候动物模型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根据病因、症状直接
判断；另一种是根据代表方剂反证。
从直接判断来看，由于低等动物皮毛与人有差别、语言不通，脉诊又不适于动物等，中医传统的望、
闻、问、切诊察方法在动物身上难以体现，所以对于复制的中医证候模型成功与否，往往难以给予比
较确切的判断。
如近年来复制的肝郁模型，动物表现是易激怒、好斗咬人、进食量少、体重增加慢。
这一模型按中医传统的辨证方法来衡量，仅从症状来看也难说就是中医的肝郁证，因为在症状方面还
缺少胸胁满闷、善太息、脉弦等辨肝郁证的主要依据。
从反证法来看，由于中医辨证施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而且对于相当一部分证候的治疗用什么方药至
今还不完全统一，所以这一方法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充实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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