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各期目录 论文排行榜 问题解答 用户留言 English

   

历史沿革

基本信息

所获奖项

栏目设置

引证报告

顾问委员会

编辑委员会

刊务委员会

编辑部

   

投稿须知

在线投稿

稿件查询

录用公告

   

订阅发行

在线订阅

广告刊登

   

凌昌全名中医工作室

长海医院中医科

第二军医大学

重庆维普科技期刊数据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Google

百度

CONSORT

第二军医大学中医系

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

 

标题： 论中药复方研究方法

[HTM下载]      [PDF下载]      [英文版]      [上一篇]      [下一篇]      [本期目次]

作者： 

1. 许建阳 (武警总医院中西医结合科 北京 100039 E-mail: xujianyang@sina.com) 

2. 梁立武 (武警总医院中西医结合科 北京 100039 ) 

3. 邱德文 (贵阳中医学院中药系 贵州 贵阳 500002 ) 

4. 韩笑 (贵阳中医学院中药系 贵州 贵阳 500002 ) 

期刊信息：  《中西医结合学报》2005年，第3卷，第5期，第347-350页

DOI: 10.3736/jcim20050503

摘要: 中药复方是中医临床治疗最主要的特点之一。研究中药复方作用的物质基础和作用

机制是实现中药现代化的关键。研究中药复方应从多成分、多作用、多层次和多靶点的角

度进行分析。采用多方法、多途径、多角度研究中药复方，有利于发展中药复方理论，指

导临床用药及开发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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