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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语

中药指纹图谱数据库的研究已经滞后于中药指

纹图谱技术的发展
,

应当加大中药指纹 图谱共享数

据库的研究力度
,

并且
,

也应当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

积极进行数据库的建设工作
。

参考文献
�

「�〕 任德权
�

中药指纹 图谱技术的意义及作用 ��〕
�

中药材
,

��� �
,

� � � � �
�
� �  

�

�� �
�

钥安韩
�

信 息资源 开发 与 利用探讨 厂��
�

广 西科学院学报
,

积雪草及中药配方颗粒的研究进展

谷 莉
,

姿子洋
,

柴逸峰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

上海 ��� � � ��

摘要 目的
� 综述 了近几年来积雪草在生药学研究

、

化 学成分
、

药理作用
、

质量控制等方 面的研究进展
。

综述

了中药配方颗粒的研究进展
。

方法 �查阅 了近十年来国内外对积雪草各方面 的研究论文
,

并对其进行归纳 总

结 �对近几年中药配方颗粒的发展状况作一回顾
。

结果 � 国内外对积雪草的生药
、

药理
、

化学成分
、

质量控制

等方面均有较深入的研究 � 中药配方颗粒具有质量标准统一
、

计量准确
、

便 以服用携带等优点
。

结论 � 应当制

定 出适合的积雪草质量标准
,

为更好地安全
、

有效使用积雪草及其制提供 了科学依据 � 中药配方颗粒与传统

饮片各有各的适应范围
,

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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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 � � � � �� � � � �� � 一 � � � � 一 � �

� 积雪草的研究进展

积雪草为伞形科 ��
� �� ��� � � �� � �� � � � � � �� � �

的

干燥全草
,

又称落得打
、

崩大碗
、

半边钱
。

具有清热

利湿
,

解毒消肿之功效
。

《中国药典》载其原植物为

伞形科植物积雪草 � ��
� , � ��� � � �� ��� � � � � ���

� ,

以

全草人药
。

用 于湿热黄疽
、

痈肿疮毒
、

跌扑损伤等

症
。

其有效成分积雪草总昔已在许多东南亚国家和

地区如印度等广泛应用于临床
,

多年来
,

国内外对积

霄草的生药
、

药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

本文就这些研

究成果作一概括回顾
。

�
�

� 生药学研究

�
�

�
�

� 本草考证 积雪草首载于《神农本草经》
,

列为中品
。

秦路平等川 从植物形态
、

分布与生境
、

开花期
、

采收期
、

可食性和功效几个方面对中药积雪

草原植物进行了本草考证
,

结合历代主要本草文献

确认本草记 载的积雪 草是伞形科植 物积雪 草 ��

基金项目
� 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项 目�� �� �� �� ��

作者简介
� 谷莉 � �� � 一 �

,

女
,

硕十研究生

�� �� �� � ,

而不是唇形科的活血丹
。

《神农本草经》和

《名医别录》对积雪草的记载仅限于功效
,

而无植物

形态描述
。

唐《新修本草》首次描述 了植物形态 与

历代本草收载的积雪草基本是一致的
,

�� �� 年植物

学家林奈将积雪草归人天胡要属 �刀户�� �� 州
。 �

,

并

定名为 双”�� 
� � �� �� �、�� � �� � � �

� ,

�� � � 年德国人 � �
�

� � � 根据花瓣的排列以及果实的棱数将天胡姜属中

的一组植物分裂 出来并 建立积雪草属 � � �� ��� ��
。

改学名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源分布 积雪草属 �� �� ���
� �

�

植物全世

界约有 �� 种
,

主要分布于南北半球热带和亚热带地

区
,

主产南非
、

印度
、

斯里兰卡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

亚
、

澳大利亚
、

日本亦 有分布
。

我 国仅产积雪草 �

种
,

广布于北纬 � �
。 一 � �

“ ,

东经 � �
。 一 �� �

。

的华东
、

华南及西南诸省区
。

多生长于海拔 � ��� � 以下的

山下路旁
、

沟边
、

田边
、

草地等肥 沃阴湿处
。

陈瑶

等
犷�〕查阅了标本及国内实地采集调查

,

对 国内积雪

草列出了资源分布表
。

�
�

� 化学成分



�
�

�
�

� 三帖类 积雪草的化学成分复杂
,

目前 已鉴

定的化合物有三菇皂昔类
�
如积雪草昔 �

� �� �� �� ��
�

� � �
、

经 基 积 雪 草 昔 � �
� � � � �   !  �� � �

、

波 热 模昔

���� �� � ��� � �
、

波热米 昔 ��
�� �� �� � � �� � �

、

参枯尼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五环

三菇型醋昔
。

三菇酸类
�
如积雪草酸 ��

� �� ��� � � �〔��
、

经基积雪草酸��
� � � � �� ��� � � �� �

、

波热米酸 ��
�� �� ��

� � �� �
、

马达积雪草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

S h
u
k
La 等[

4飞
从积雪草中分离到了 6 p

一
经基积雪草

酸 ;K u
roda M [’}得到了 5 个新的三菇昔

,

英国 M
atsu-

da H
‘

6 〕从斯里兰卡积雪草中分离得到 2 种新的熊果

烷型三菇寡糖昔
、

l 种新的齐墩果烷型三菇寡糖普
。

1

.

2

.

2 多炔烯烃类 1973 年
Sehulte 从积雪草 的

地下部分分离到 14 种多炔烯烃化合物
,

其中 5 个鉴

定了结构
,

分别是
:C l。 H

Z ,
0

2 ,

C

【。
H
2 7

0
4 ,

C

,。
H
2 7

0
4 ,

C

: :
H

Z ,
0

4 ,

C

! ,
H

Z。
0
2 。

1 9 7 5 年
,

B
o

h L M
a n 仁7〕等又从积

雪草 中分到两种新的多炔烯烃
,

分子式分别为
:C.9

H 280 2
、

C

1 7

H

Z 、
O
。 。

印度 Sh
ukh 等[

8)从积雪草 中分

离得 到 11
一 o x o

h
e n e ie o s a n y l

一 e y e l
o
h
e x a n e 和 dotri a

-

eont一 s 一 e n 一 l 一 。i C a e i d
。

s
r
i
v a t a v a

R i t
u [

”〕等人从

积雪草中分离得到 3
一 is o o e t a d

e e a n y 一 4 一
h y d ro

x
y -

“ 一
Py ro ne

。

印度 ShukLa Y N[
‘

等人从积雪草中分

离得到了 3
一
O

一
「。

一 L 一 a r a
b i
n o p y r a n o s y l ]

一 2 。
,

3
a

,

6
a

,

2 3 仪 一 te tth y d ro
x
y u

rs 一 1 2
一 e n e 一 2 8 一 o ie

a e id
。

1

.

2

.

3 挥发油类 秦氏等f叫应用 Gc 一 M s 分析
,

从积雪草中鉴定了 45 个长链的挥发油类成分
。

其

中含量较高的有石竹烯 (
ea理op h y 一

ll
e n e

)

、

法 呢烯

(fa
rnesol)

、

榄香烯 (
elem ene )

、

长 叶烯 (l
ongifo lene)

等
,

列出了积雪草中挥发油的成分表
。

1

.

2

.

4 其他成分 H olem an 等[川从马达加斯和肯

尼亚等地产的积雪草 中分离得到了倍半菇类成分
。

印度 sr iva st av
a
R[

”」
在积雪草根茎的己烷提取物 中

分离得到了 stigm
astero l

、

S
t i g m

a s t e r o n e 和 Stigm aste
r-

()l 一 p
一 g l

u e o p y ra n o s id
e 。

T
a u n

g b
o
d h i t h

a
m 等f

” 〕发现

了维生素 B
,

的存在
。

何氏等仁’4 了在积雪草的乙酸乙

酷提取物中分离得到了胡萝 卜昔和香草酸
。

A h
n

ad

sh ah nu

z

等:
’
5] 发现了谷氨酸和天冬氨酸

。

另外在积

雪草中还含有氨基酸
、

黄酮醇
、

脂肪酸
、

生物碱
、

日-

谷幽醇
、

积雪草糖
、

天胡婪碱等成分
。

1

.

3 药理作用

1
.
3
.
1 抗 胃溃疡作用 陈宝雯等「‘“〕研究积雪草提

取物对胃粘膜细胞具有直接保护作用
,

对 乙醇胃粘

TheJournal of Pharm
aeeutiealPra oti(℃ V o l

.
2 1 2

0() 3 N o
.

6

膜损伤具有预防作用 ;对乙酸胃溃疡具有治疗作用
。

香港 ch
eng c

.
L 等l

’7 〕发现
,

积雪草的提取物能够通

过加强粘膜的 自身阻碍以及减少 自由基的损害来抵

抗小 鼠乙醇所至的胃粘膜损害
,

提示积雪草提取物

有一定的抗 胃溃疡活性
。

1

.

3

.

2 对皮肤细胞 和成纤 维细胞 的影 响 吕洛

等!
’8 花

研究发现积雪草什和轻基积雪昔在质量浓度

高达 200 林酬m L 时未见任何细胞毒性 ;对人皮肤角

质形成细胞和成纤维细胞有 明显促进增 殖和 DN A

合成作用
,

积雪草昔 比轻基积雪草昔有更强的生物

活性
。

1

.

3

.

3 抗抑郁作用 积雪草总昔具有调节抑郁症

大鼠下丘脑
一
垂体 一 肾上腺皮质轴和下丘脑 一垂体

一 甲状腺轴功能的作用 「’9」
,

积雪草挥发油具有抗实

验性抑郁作用 〔’。」
,

对利舍平引起的大鼠眼脸下垂和

体温下降具有明显的拮抗作用
,

可明显缩短电刺激

小鼠角膜引起的最长持续不动状态时间
。

1

.

3

.

4 其他作用 积雪草血清能抑制大 鼠血清紧

张素 n 刺激下肾小球系膜细胞的增殖
,

并呈现一定

的量效关系
。

积雪草昔能显著降低乳腺增生程度
,

减少乳腺增生症 的发生率
。

此外
,

积雪草汤治疗病

毒性肝炎伴溃疡病
,

用于美容制剂及腮腺炎
、

乙型脑

炎等多种疾病的治疗
。

1

.

4 质量控制 对积雪草及其复方制剂的定量定

性分析有较多报道
,

积雪草昔被认为是药理活性成

分并作为评价积雪草质量的标志性成分
。

另外还有

轻基积雪草昔
、

积雪草酸
、

经基积雪草酸等也进行了

质量分析
。

林锦明等!
’”〕应用差热分析法进行热图

谱扫描
,

在 333
.
3℃ 出现积雪草的特征峰

,

鉴别不同

产地的积雪草及其混淆品
。

陈瑶等〔’‘〕采用导数紫

外吸收光谱法鉴别积雪草及其混淆品
,

结果较准确

稳定
。

黄红林「22 )对积雪草药材薄层鉴别方法进行

了改进
,

调整后的展开剂 比例为氯仿
一

甲醇
一

水 (7 :3
:0
.
2 5 )

,

显色剂为 5% 硫酸乙醇溶液
,

展开后斑点

分离效果好
,

易于判断
。

方晓明〔” 〕改进积雪草药

材的制备方法
,

采用展开剂为正丁醇
:
醋酸

:
水(4 :

1 : l) 上层
,

显色剂为 5% 磷钥酸乙醇溶液鉴别积雪

草中积雪 草昔
,

获 得满意 的层析 结 果
。

B di al

二

Lo

等[24 了采用高速逆流色谱 (H sc cC) 与 TLc 联用
,

以

氯仿
一 甲醇

一 2 一 丁醇
一
水 (7 :6 : 3 : 4) 作为两相

溶剂
,

60
F

254 板
,

乙酸乙酷
一 甲醇

一
水 (8 : 2 : l) 作

为展开剂
,

以 5% 的硫酸乙醇显色
。

在线监测积雪

草中的积雪草昔和经基积雪草昔可以得到 良好的分

离和纯净的峰
。

印度 AP G uP t
。
等〔” 半用 TLc 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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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60 F
254
板

,

乙酸乙酷
一 甲醇

一
水(60 : 12 : 8) 作

为展开剂
,

显色剂使用茵香醛
一 浓硫酸

,

在 620
nm

下进行扫描
,

测得不 同产地的积雪草中积雪草营的

含量从 0
.
4% 一 1

.

19 % 不等
。

汪学昭等[26
1
对国内不

同产地积雪草进行了微量元素的研究
,

用火焰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了 7 个产地积雪草 8种微量元

素 F
e 、

C

u
、

z
n

、

M

n
、

C

o
、

C d

、

s

r
、

e

r

的含量
,

积雪草中的

微量元素因地而异
。

肖隽等〔271建立柱前衍生化高

效液相色谱测定法
,

以毗陡
一
苯甲酞氯为衍生化试

剂
,

对积雪草昔分子中的经基进行苯 甲酸化
,

C

、:

柱
,

流动相为甲醇
一 四氢吠喃

一
水 (9 o :4 :6

,

0

.

1 %

三乙胺)
,

测定积雪草和三金 片中积雪草昔 的含量
。

印度的 PK i
nam (la:等刃28 1采用 H PLe 测定积雪草昔

、

经基积雪草昔
、

积雪草酸
、

经基积雪草酸的含量测定

方法
,

将积雪草用甲醇
一
水 (9 : l) 搅拌提取 sh

,

C

l、

柱
,

流动相 为乙睛
一
水

,

梯度洗脱
,

在 220
nm 检测

。

印度 R
.
K
.
v erm a 等仁’9 !用 RP 一

H P L e 方法
,

采用流

动相为水(含 1% 三氟乙酸 )
:甲醇 (30 :70 )

,

C

, ,
柱

,

22
0

n
m 检测测定积雪草昔 的含量

。

曾建 国等f
’“了采

用 C
, :

柱
,

流动相为乙睛
一
水

,

梯度洗脱
,

建立一种能

同时测定积雪草中四种主要三菇类成分积雪草昔
、

经基积雪草昔
、

积雪草酸
、

经基积雪草酸的含量测定

方法
。

陈瑶等!川采用 RE 一
H P L c 法测定不同产地

积雪草昔
、

经基积雪草昔的含量
,

不同产地的积雪草

中积雪草昔和轻基积雪草昔的含量有很大差异
。

韩

国的 ch
ong 一 k

o o k K 等 〔’2 〕使用 H P Le 方法
,

e

, 8

柱
,

用乙 睛
一 甲醇

一
水 ( 1 : 1 : 2 ) 作为 流 动 相

,

在

214nm 下进行检测
,

对积雪草药材中以及积雪草注

射液中的积雪 草昔
、

积雪草酸
、

轻基积雪草昔进行了

定量分析
。

法国的 c
.
Lau geL 等〔3, 2 用反相

一 H P L c

方法
,

使用反相 C
.:
柱

,

用 含有醋酸
一
醋酸盐缓冲溶

液的流 动 相 甲醇
一 乙 睛

一
水 (60 : 5 : 35 )

,

在

206 nm 下检测
,

对积雪草提取物以及某美容制剂中

的积雪草昔
、

积雪草酸
、

轻基积雪草酸进行了含量测

定
。

韩国 Mi ns
un B aek {’4 飞采用柱切换高效液相色谱

法测定大鼠血浆和胆汁中积雪草昔的含量
。

采用预

柱 M F
一
P hl

、

二个 C
18
柱用于富集和分析样品

,

流动

相分别 10 m M 的磷酸盐缓冲液和 50 % 乙睛水溶液
,

2 1 0
n

m 检测
,

得到较好的回收率
。

1

.

5 讨论 综上所述
,

国内外对积雪草的生药
、

药

理
、

化学成分
、

质量控制等方面均有较深入的研究
,

积雪草有着复杂的化学成分和较为广泛的药理活性

和药理作用
,

现代药理研究为积雪草进一步开发拓

展了广泛的应用前景
,

质量控制方面的研究论文较

多且方法也较成熟
,

但中国药典仅对积雪草从生药

学角度进行了植物形态描述
,

对其活性成分并没有

进行质量控制
,

应当制定 出适合的积雪草质量标准
,

为更好地安全
、

有效使用积雪草及其制剂提供科学

依据
。

2 中药配方颗粒的研究进展

中药配方颗粒就是在保持中药汤剂疗效的基础

上
,

运用先进 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工艺
,

提取药材的有

效成份
,

经低温浓缩
、

喷雾干燥等工艺制粒而成
,

它

不能单独使用
,

只能供临床配制处方用
。

具有质量

标准统一
、

计量准确
、

有效成份稳定
、

确保疗效
、

便于

服用携带
、

便于保管调配
、

便于制备各类冲剂等优

点
,

符合现代社会高效率
、

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

中药

配方颗粒发展至今
,

在学术上一直存在着激烈争论
,

我们对中药配方颗粒的进展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阐述
。

2

.

1 中药配方颗粒的发展 早在 19 21 年就有人提

出中药单味提取的设想
,

随后就被驳斥为与中医药

治病机理格格不人而遭到扼杀
,

到 20 世纪 50 年代
,

我国中药发展在学术上逐渐形成 了三个派别
:
其一

是以广州药学家邱晨波为代表的广州派
,

主张将传

统中药单味提取
、

分而煎之
,

20 世纪 70 年代
,

日本

及我国台湾地 区开始对单味中药进行加工煎煮浓

缩
、

喷雾干燥制成颗粒剂
,

受到台湾
、

日本
、

西欧等国

家的欢迎
,

且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

但我 国对此

反应不一
。

直到 1993 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起

并牵头
,

广东一方制药厂和江苏天江制药厂承担了

该局的科研项 目
“

中药免煎饮片
”

的研究
,

开始了这

方面的研究工作
,

两单位相继于 19% 年
、

19 97 年投

产
,

并将此产品投入市场
,

并于 1998 年底通过 了验

收
,

目前广东一方制药厂已开发出 462 余种中药配

方颗粒
。

随后深圳
“

三九医药
”

也开始了配方颗粒

的生产
。

自从这种颗粒剂在我国问世以来
,

其名称确定

颇费周章
,

人们对其字名称法不一
:
中药浓缩颗粒

、 、

免煎中药饮片
、

中药饮片颗粒剂
、

颗粒性饮片等
,

但

多数命名显得 随意性
,

缺乏科学性
、

严谨性
,

直到

20 01 年 7 月
,

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中药配

方颗粒管理暂行规定》
,

统称为中药配方颗粒
,

学术

上或称
“

中药浸膏颗粒剂
” ,

具体成分名按
“

药材名
十 配方颗粒

”

进行命名
。

同时颁发了《中药配方颗

粒质量标准研究的技术要求》
,

具体内容包括
:
药品

名称
、

来源
、

炮制
、

制法
、

性状
、

鉴别
、

检查
、

浸 出物
、

含

量测定
、

功能与主治
、

用法与用量
、

注意
、

规格
、

贮藏



等项 目
。

20 01 年 12 月 1 日起中药配方颗粒纳人中

药饮片管理范畴
,

实行批准文号管理
。

2

.

2 中药配方颗粒的研究状况 中药配方颗粒质控

研究方面的报道较多
:H PL C 法测定天麻配方颗粒

中天麻素的含量 ;薄层扫描法测定黄茂配方颗粒中

黄蔑 甲普的含量 ;H PL C 法测定秦皮配方颗粒中秦

皮甲素
、

秦皮乙素的含量;葛根
、

何首乌
、

金银花配方

颗粒质量标准的研究等
,

大多用 H P L C 法测定含量
,

也有用薄层扫描法和 GC 法
。

传统汤剂与配方颗粒

的成分比较的报道有
:
二陈汤配方颗粒与传统煎剂

中氨基酸成分的分析比较 ;三黄泻心汤传统汤剂与

中药配方颗粒汤剂中盐酸小聚碱含量测定 比较;银

翘散传统饮片与配方颗粒的化学成分比较等等
,

研

究表明这些配方颗粒中的活性成分含量略高于或等

于传统汤剂的含量
。

此外还有关于配方颗粒的其它

文章
:
中药配方颗粒与成分中药提取物的区别;中药

配方颗粒红外指纹图谱研究;中药超细粉体及其在

中药配方颗粒中的应用 ;中药配方颗粒制备工艺研

究思路 ;新技术在中药配方颗粒生产中的应用等;中

药配方颗粒降重金属的研究;中药配方颗粒血府逐

痪汤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
,

从配方颗粒的临床应用

可知 :中药配方颗粒对一些常见病有着较好的治疗

作用
。

2

.

3 讨论 中药配方颗粒从其一 出现就引起了不

少的争论
:
如复方共煎时有些成分之间会起化学反

应改变药液的 pH 值
,

具有某些增溶
、

增效
、

降毒的

作用
,

或产生新的化合物
。

配方颗粒不能象复方中

药在加热的环境下充分反应
,

体现在单煎与共煎成

分含量差异
、

药效学差异 以及临床疗效差异
。

但中

药配方颗粒与传统饮片各有各的适应范围
,

各有利

弊
,

如复方共煎后有效成分会破坏或产生沉淀
、

易挥

发的药物
,

用单味提取冲剂较好 ;目前 中药配方颗

粒的国际和国内市场需求量 巨大
,

在东南亚及美 国

等地均有销售
,

每年出 口额平均约为 1 000 万人 民

币
,

且有增长趋势
。

但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有

些东西用 目前的科学技术还解释不清楚
,

还有许多

问题有待于解决
:
如制定与中药配方颗粒配套的药

材品种规范
、

炮制工艺规范
、

原料饮片的质量
、

制备

工艺的稳定
、

剂量折算的合理性;如中药配方颗粒的

规格限制了医生的随症加减
,

需要进一步完善其生

产工艺 ;主要有效物结构式
、

指纹图谱的研究等;中

药配方颗粒代表了我国中药发展的一个方向和一种

趋势
,

只有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与之相关的问题
,

才能

得到全世界的广泛认可
,

推动中药配方颗粒在世界

The Journalof Phanl、a e e u t ie a l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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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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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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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实践杂志》2004 年征订启事

《药学实践杂志》
,

原名《药学情报通讯》
,

创刊于 1983 年
。

1 9
95 年起更名

。

是在全国公开发行的药学综

合性刊物
,

国内统一刊号 CN31
一 1 6 8 5 / R

,

国际统一刊号 ISS M 006
一 0 1 1 1

。

由第二军医大学主办
。

本刊以医

院药师和临床医师为主要读者对象
。

主要宗旨在于促进药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

重点推动医院药学实践
,

及

时介绍国内外药学领域的新技术
、

新知识
、

新成就
,

沟通药师与医师
、

护师间联系
,

互通情报
,

为临床安全
、

有

效
、

经济用药提供理论和实践资料
。

本刊设有药物与临床
、

临床合理用药
、

医院药学进展
、

药剂学进展
、

药物

检验
、

天然药物进展
、

医院药事管理
、

药学情报
、

药学教育
、

临床用药经验
、

药物不良反应与相互作用
、

科研简

讯
、

药学纪事
、

药物经济学
、

O T C 论坛
、

上市后药物监测
、

互联 网药学等栏 目
。

并将适时以更新的面貌和内容

呈献给广大读者
。

本刊为大 16 开本 64 页
,

双月刊
,

每期定价 6 元
,

全年 36 元(含邮费 )
,

邮发代号 4
一
6 64

,

欢迎广大读者到本地邮局订阅
,

若有漏订者
,

请直接汇款至我刊编辑部
。

地址
:上海市国和路 325 号《药学

实践杂志》编辑部
.
邮编

:2004 33
.
电话

:021 一 2 5 0 7 4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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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 2002 一 2 0 03 年卷《中国药学年鉴》

《中囚药学年鉴》(200 2
一
2
00

3 年卷 )已 于 200 3 年 11 月出版
。

本卷是该年鉴创刊以来的第 19 卷 《中国药学年鉴》是我闲唯一的一部药

学学科年鉴
。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
、

中国药科大学博十生导师彭 司勋教授主编
,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十
一

大栏目
,

内容涉及我l司药

学研究
、

新药研究与开发
、

药学教育
、

药物生产与流通
、

医院药学
、

药品监督管理
、

药学书刊
、

药学人物
、

学会与学术活动
、

药学 记事等药学领域各

个方面 200 2
一
2 0( )3 年卷年鉴主要反映了 200 1

一
2
00

2 年的相 关资料
,

主要内容有
:
(l) 我 国药学领域各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的专论 巧 篇

,

介

绍药学科研机构 30 个
,

药学科研获奖成果 2犯 项
。

介绍了我国药品专利概况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资助的医药类项 目
尸

( 2) 我国这两年批

准的新药和世界 上市的新药
。

( 3) 介绍 了我国高等药学教育及教学改革的概况
,

收载了我国各科研院所
、

各高校攻读学位研究生 毕业论文题

录
。

(
4)
这两年我国医药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

医药工业
、

医药商业
、

中药的概况及相关的法规和公告
。

( 5) 我 国医院药学的动态与进展
、

临床药

学实践
、

医院制剂及医院中药工作
。

( 6) 介绍我国药品监督管理工作概况及省市药品监管信息动态 (7) 药学图书出版书目和药学期刊简介
。

(
8

) 我闪药学界人物介绍
。

( 9) 中国药学会工作概况及各省市学会学术活动
。

( 10 ) 重要药学记事 (11) 附录中介绍了香港医药信息
、

台湾省

药事活动及其他药学信息
。

最后设有本年鉴第 l
一
19 卷的企事业机构索引和药学人物索引

。

本年鉴 可供医药科研
、

教学
、

生产
、

经营
、

管理的

各层次工作人员及其他读者参考使用
。

本书为大 16 开精装本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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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万字
。

欢迎单位及个人订阅
,

书款邮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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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汇都可以
,

定价 12 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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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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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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