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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医方剂化学是中医方剂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在继承经典方剂理论合理内涵的基础上，应用现代科学
技术和方法对方剂复杂体系中化学成分进行研究的一门新兴学科。
将传统中医药的特色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是适应当今社会发展要求的，也是实现中医药现代化、
国际化的需要。
本书将中医方剂配伍理论的化学研究、方剂药效作用物质基础研究、方剂不同剂型制备方法及其质量
控制等方面的研究进行总结、整理，内容翔实、系统，并力求有所突破与创新，谨供从事中医药教学
、科研人员参考，也是中医药相关专业研究生、本科生深造学习的有益读本。
    全书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阐述了中医方剂化学研究的意义与必要性，中医方剂化学研究的进
展及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基础研究的思路与实例。
各论根据以法统方的原则分为解表剂、清热剂等16章，全书共收入古今方剂161首。
每首方剂包括组成、功用、主治、方解、剂型与制法、鉴别及含量测定等。
其中组成与功用项，200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方剂以其为准，药典未收载的以新世纪
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方剂学》为准；主治除中医传统病证外，还结合现代研究成果增加了
现代临床适应证；方解在综合各家方书的基础上力求简明，有的又有新的阐述；剂型与制法项收入了
同一组方的不同剂型及其制备方法，便于读者了解传统方剂的制剂学研究成果；本书注重介绍每首方
剂组成药味的鉴别与主要药味含量测定，对检测技术、方法、步骤等都有具体阐述。
每首方剂后均附有参考文献，便于读者查找原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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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论　　方剂学是研究并阐明治法和方剂的理论及其运用的一门学科。
它是在历代医药学家广泛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而成的。
作为一门桥梁学科，方剂学在整个中医学领域的重要作用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比拟的；作为中医治病的
主要形式，方剂的应用几乎代表了中医学在防病治病中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具有悠久的历史，方剂学
的发展史可称得上就是中医学的发展史。
但是不能否认，几千年来方剂学的学术进步均是在《内经》、《伤寒杂病论》奠定的基础上微观渐进
，理论上没有大的更新，框架上没有大的突破。
当我们把着当今时代发展的脉搏的时候，深切地感受到方剂学必须与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紧密地结合在
一起，才能有长足的发展，这一点在业内基本能形成一个共识。
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学科的分化，大系统中有小分支，这些小分支又反过来充分展示着大学
科的进步。
方剂化学是大方剂学的一个细支，它是在继承经典方剂学理论合理内核的前提下，应用现代科学技术
和手段对方剂复杂体系中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
其内容包括方剂组成药味的定性鉴别、检查、复方有效部位以及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检识、含量
测定和作用机理、不良反应等。
　　第一节　方剂化学研究的意义及必要性　　中医治病只要审证求因，辨证确切，立法合理，依法
组方，即获佳效。
亦即一首好的方剂，绝不是简单的药物堆砌，它包含着中医学独特的医理、思辨和配伍规律。
方剂的整体功效不等于方内各药功效或其相加之和。
同样，方剂的化学成分也不是单味药化学成分的简单相加。
当今中医方剂药效物质基础（化学成分）研究已逐渐形成热点。
有人做过统计，已对600余首方剂进行过不同层次的化学研究。
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方剂学》所载方剂已有化学研究报道的就有近百首。
尤其是近年来中医药现代化成为国家和中药产业明确的奋斗目标，更促使方剂化学研究愈益深入，方
剂化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亦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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