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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分析学硕士学位点介绍

1、药物分析硕士学位点批准时间药物分析硕士学位点批准时间是2001年10月。  

2、学术队伍结构目前硕士生导师有六名，其中，教授五名，副教授一名，在读博士两名。  

3、主要研究方向及特色主要研究方向有中药及中成药质量标准化研究和现代分析法在中药中的应用研究：  

中药及中成药质量标准化研究方向旨在研究中药及中成药的质量标准,建立中药及中成药的客观评价指标,以

确保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中药及中成药多无定量控制指标,定性鉴别也不太完善,特别是传统中成药,在此两方面

更是薄弱环节。如以现行版《中国药典》（2000年版）为例，收载中成药459种，有确切定量指标者129种，占

28%，且均为测定复方制剂中的某一味药的成分含量。本研究方向以现行版《中国药典》收载品种为纲，对已知

有效成分者，利用现代分析手段，研究其有效成分在不同中成药品种中与其它药物（不同类别的化学成分）配伍

后的含量变化规律，以及在不同剂型、不同炮制方法、不同产地、不同采收季节、不同制备工艺等条件下的含量

差异。对于某些有毒矿物药如朱砂、雄黄等药物，要研究其与其它药物配伍后溶出情况，并揭示其在传统成方中

的配伍规律，为制定中成药质量标准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对哪些有效成分不太明确的中药通过化学分析和药效

学筛选，确定能控制药材内在质量的检测指标，即找出与中医临床用药功能主治基本吻合的有效成分或指标性成

分，并建立起相关的定性定量方法。另外，对河南产道地药材的成因及化学质量差异进行系统研究，找出道地药

材成因的主要因素及道地药材中有独特的化学成分或与非道地药材有明显含量差异的有效成分，并制定出相关的

质量标准。  

本教研室从80年代初就对中药质量标准进行研究，有相关成果（省部级）多项，相关著作多部，在国家级刊

物上发表相关文章数十篇，并参与了二十几个新药的质量标准制定。并有两人参加编著了我国第一部高等医药院

校教材《中药制剂分析》（湖北科技出版社.1991.8）。现任的全国中医药院校药物分析教学交流协会主任委员

和秘书长均由本教研室两位教授担任。整体学术水平居国内同行先进水平。  

本研究方向的成果可作为中药新药研究开发、生产、药品检验等行业制定中药的质量标准提供科学依据，并

为下版《中国药典》提出建议，对提高我国中药及中成药质量，促进中药标准化，确保临床用药安全有效，使中

药及中成药走向国际市场都有着重要意义。  

现代分析法在中药中的应用研究方向采用现代分析方法和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中药及中成药质量进行鉴

别和量化研究，以评价中药及中成药的内在质量。研究红外光谱、气相色谱、高效液相色谱在中药及中成药中的

指纹图谱定性研究。气相色谱、高效液相色谱、薄层扫描法在中药及中成药中的定性、定量研究，并研究各分析

方法，检测方式、定性方式、定量方式对分析结果准确度的影响，以及各种分析方法误差产生的原因及减免因

素。研究超临界流体色谱、毛细管电泳在中药及中成药中的应用。  

研究聚类分析和判别分析在中药质量分析中的应用。根据中药成分的复杂性、有效成分的差异性，以及质量

标准界线的模糊性，选取若干影响药品质量的重要因素和指标，通过各种定性鉴别，含量测定和杂质检测等手

段，收集药品样本和指标的原始数据，运用多元统计分析中聚类分析的方法将研究未知类别的药品进行分类，并

根据所分类结果评定药品质量。然后将药品分为两类（好的和差的）或若干类，每类观测一定数量的样品指标，

并建立起以区分不同类别药品的判别函数，再用判别函数判别未知类别药品的归属，从而达到对其它同类中药或

中成药质量进行评价的目的。  

本研究方向是应用现代分析方法和数学方法研究评价中药质量，本教研室从90年代初开始进行相关研究，目

前有多项科研成果，并已发表多篇相关文章，有在研省级课题多项，研究水平居国内同行先进水平。  

本研究方向的研究成果，将为中药分析的现代化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特别是对中成药质量标准多指标的分

析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分析判别方法，对促进中药现代化，为各级药检部门制定质量标准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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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研工作综述 目前承担有省级以上课题六项。有一项获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主编规划教材一部。有十

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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