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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介绍并分析目前国内关于中药复方拆方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方法: 对近5年来关于中药复方配伍理论及拆方研究的有关文献报道进行检索、整理分析。 

结果与结论: 中药复方拆方研究由整体药效向器官、细胞、分子水平深入，体外药理研究

方法成为主要的研究途径；药物化学研究中以定量的观点研究配伍前后各化学成分含量的

变化规律，对中药复方配伍理论的探索结合现代科技的思维和方法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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