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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药现代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中药有效成分和有毒成分的问题，但其确定一直没

有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法，基本上处于探索阶段。结合中药的用药特色和现代药学研究

成果，从中药原形化学成分的肠内细菌生物转化，到原形化学成分及其肠内细菌生物转化

产物的肠吸收和转化、肝脏代谢、肾脏排泄等串联的研究模式来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和有

毒成分，可能是一条适合中药特点的途径，亦是中药实验医学的重点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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