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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的 %

本 文以治疗 围绝经期综合征中药小 复方为例
,

进行   期临床前中药小 复方最

佳 配伍及最佳剂量配比 的比较研究
,

借以 建立 中药小 复方精选的技术平 台
。

方法
%

运 用拆方研究方

法
,

以 比较特异的药效 学指标 为评价指标
,

对 ∀ 种制备工艺进行最佳制备工艺的 筛选
,

以 均 匀设计

法进行处方最佳配伍和最佳 剂量配 比的比较研究
。

结果 % ∀ 种工艺 中以根据 药物理化性质选择的现

代药学提取法为最好
,

以 均匀设计法得出了处方最佳配伍及最佳 剂量 配比的 实验值和理论值
。

结

论
%
本研究方法在理论和 实践中具有实际 可行性

。

关键词
% 中药小复方 筛选方法 围绝经期综合征

本文 以治疗转 绝经期综合 征中药小复方 为例
,

进行 & 期 临床前 中药小复方最佳配伍及最佳剂量配

比的 比较研究
,

运用拆方研究方法
,

以比较特异 的药

效学指标 为评价指标
,

对 ∀ 种制备工艺进行最佳制

备工艺的筛选
,

以均匀设计法进行处方最佳 配伍 和

最佳剂量配 比的 比较研究
,

借 以建立 中药复方精选

的技术平 台
。

一
、

实验材料

受试 药物

复方提取物 由本院药物分析研究室提供
,

生药

含量 为 ∋ ! (
·

) ∗
一 , ,

阳性 对照 药物 乙 烯雌 酚
,

由上海

信谊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

批号 % ! ∀ ! +!  
。

∋
,

实验动物

− ./ 0. 1 大鼠
,

昆明种小鼠
。

均购 于辽宁省实验动

物中心
,

生产许可证号
%
234 5 �辽 ∃∋ ! ! ∀ 一! ! ! ( 号

。

∀
,

仪器

6 763282 全 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

#
,

数据 处理

检验 比较各给药组与对照组差异显著性
。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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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回 日期 % ∋ !! 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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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筛选治疗 围绝经期综合征基本方剂时
,

充分

利用 了自身研制 的
“

《普济方》数据库管理系统
” 。

在

我国古代
,

没有与 围绝经期综合征直接相关的病名
,

无法 直接检索本病 的用药情况
。

故 以该病 中西 医均

关注的 四类典 型症状

—
潮热

、

精神神 经症状
、

多

汗
、

月经不调所涉及的关键词 进行间接检索
。

具体对

潮热
、

颊赤
,

汗出
、

盗汗
、

自汗
、

汗 出不止
,

五心烦热
、

多梦
、

烦躁
、

烦热
、

烦闷
、

烦 乱
、

神志不宁
、

心 神恍惚
、

眠 卧不安
、

不得 眠卧
,

经水适 断
、

月水 不调
、

月水 不

通
、

月水不利等病症 的方药应用情况进行全面筛选
。

结合当今临床的有关报道
,

以药物使用频次
、

药物间

配伍关系和本病中占主导地位 的肝 肾阴虚证等遣药

组方
,

按照 中药小复方精选 系统操作技 术平 台的思

路 ∗∗Ο
,

先期筛选 出由 9 味 中药组成 的中药小 复方 �方

中药物简称药物  一 9 ∃
。

三
、

实验的基本设计

本方由 9 种 中药组成
,

根据 药物属性 和经验剂量关

系
,

均取相 同剂 量
,

设计   个水平
,

实验采用 Π∗ ,

�  ’∃均匀设计表进行安排
,

同时另设空 白对照组 和

阳性药物对 照组
。

各剂量配 比组药物的具体比例关

系见表  
。

此表 以 药物作为 因素
,

以 生药重量 为水平
,

9 (

为  个数量级
,

作为不 同剂量配 比的水平
。

表中每

行为 9 种药物的具体剂量配 比关系
,

  组剂量配 比

关 系各药剂量之 和均不相 同
,

为 了排除量效关系对

药效 的干扰
,

在保持各组 药物配 比关系不变 的前提

下
,

将各组实际生药量调整到相 同剂量
。

通过   组

剂量配 比关系的 比较研究
,

确认药效最佳 的剂量配

比组
。

这样
,

在初步确定处方最佳 配伍关系的同时
,

也明确 了最佳剂量配 比关 系
。

然后
,

将上述 试验结果

输人均匀设计软件
,

经 多元逐步回归 分析
,

得 出本

方的最佳配伍关系和最佳 剂量 配比的理论值
,

再经

实验验证其客观性
。

评价指标的选择

处方最佳制备工艺
、

最佳组合和最佳剂量配 比

研究
,

是通过客观指标 的比较做出选择 的
。

根据围绝

经期综合征的内分泌变化和临床症状与体征
,

确定

比较特异的药效学评价指标
% � 阴道上皮细胞角化

实验 的测定指标
� 未成 年雌性大 鼠阴道上皮细胞角

化率
。

 对未成年雌性 大鼠性器官重量等的影响的

测定指标
� 子宫和卵巢的重量及指数

、

血清雌二

醇含量
。

!
∀

基本制备工艺的确 定

四
、

实验方法与结果

#
∀

最佳制备工艺的确定

药物制备工艺
�
采取水煎煮法 ∃提取物 # %

、

根据

药物理化性 质的现代药学 提取法 ∃提取物 !% 和按照

天然药物提取制备法 ∃ 提取 物 &% 等 & 种方法进行处

理
,

分别得到 & 种提取物
。

表 ∋ ( , ,

∃ ##
)
%均匀设计表

药物剂量配比 药物 # 药物 ! 药物 &

∃单位
� ∗ %

药物 + 药物 )

处方分别采用 & 种工艺制备
� � 传统的水

煎煮提取工艺
。

 根据 药物有效成分的理化性
质的现代药学提取工艺

。

, 按照天然药物提取

制备方法
,

对药物的有效部位或单体分离精制
。

& 种 制 备工 艺 获取 的提 取物 分 别称 为 提取 物

#一&
,

作为最佳制备工艺筛选的供试药物
。

&
∀

基于药物组合和 剂量 配 比研究 的试验

设计和评价方法

为全面有效地对初选方剂进行最佳药物配

伍和最佳剂量配比关系的筛选
,

并尽量减少试

验次数
,

本试验采用均匀设计法进行分组设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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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制备工艺的 ∀ 种提取物对未成年雌性大 鼠

动情期
、

性器官重量 的影响ϑ∋ΛΟ
。

体重 ≅ ! Θ + ! ( 雌 性大

鼠 # ! 只
,

按体重随机分为 # 组
,

每组  ! 只
。

各组动

物灌 胃给药 � ( ∃
,

对 照组  ( 等量生理 盐水 �Ν 2 ∃
,

连

续 1Β Χ
。

给药剂量以 生药含量计
。

给药期间
,

每天用

少量生理盐水冲洗阴道  次
,

做成涂片
,

显微镜下观

察
。

以 镜下全 部呈 现角 化上 皮细胞 定 为 出现 动情

期
。

以第  次给药至出现动情期的天数作 为动情潜

伏期
。

之后处 死大 鼠
,

摘取子宫
、

卵巢称重
,

并计算

其指数
。

实验结果 见表 ∋
、

表 ∀
。

表 ∋ 和表 ∀ 实验结果显示
,

在相 同的剂量 下
,

∀

种提取物均能增加未成年雌性大 鼠出现动情期 的动

物数
,

并能显著提前大 鼠的动情潜伏期
,

影响药效结果
。

本试验中血清雌二醇含量 以提取物

#
、

≅
、

+ 和 1Β 较高
,

而子宫指数和卵巢指数 以提取物

# 和 + 最佳
。

为得 出药物配伍 的最佳理 论值
,

以上试验结果

表 ∋ ∀ 种提取物对未成年雌性大限动情期的影响�Ν二 , !
,
又士/

∃

组别
剂量

�Ρ
·

ΣΡ ,

∃

出现动情期动物数 动情期潜伏期

�
&
∃ �Χ ∃

,山≅!
了

:

!!! !!!∋∋∋

对照组 一

提取物  

提取物 ∋

提取物 ∀

与时照组 比较

(
,

+士!
,

#

:
,

:土∋
,

 
小

≅, (土  
,

# %,

:
,

 士∋
,

 
, �

� % < Τ !, !9
, � � % <Τ !, !  

, � � � % < Τ !, !!  

与对照组 比较
,

<Τ !
,

! 9 Θ <Τ !
,

!! 
。

其 中以

提取物 ∋ 作用 最佳
。

提取物 ∋ 和提取物

∀ 均能 显著增加未成年 雌性大 鼠子宫重

量指数和卵巢 重量指数
,

与对 照组 比较
,

< Τ !, ! 9 Θ <Τ !, ! 
,

其中仍 以提取物 ∋ 作用

最佳
。

由此确 定提取物 ∋ 的制备工艺
,

也

就是根据 药物理化性质的现代药学提取

法为最佳制备工艺
。

∋
,

处方最佳 配伍和剂量关 系的研究

表 ∀ ∀ 种提 取物 对未成年雌性大限子宫
、

卯巢盆 0 的影响 《Ν Υ  !
,
又士/∃

组别
剂量 重量�) Ρ ∃ 指数�) Ρ

·

 !! (
一‘
∃

�Ρ
’

Σ Ρ
一 ,
∃

Θ

下而 卵巢 子宫 卵巢

对照组

提取物 ∗

提取物 ∋

提取物 ∀

∋!
,

!

∋ !
,

!

∋ !
,

!

:9
,

! 士∋∀
,

:

: ∀
,

!士   
,

≅

(  
,

!士∋∀
,

∀

+#
,

!土∋!
,

 

∀ ∋
,

!士  #
,

!

∋(
,

!士:
,

#

#  
,

!士 +
,

+

∀ (
,

!土  ≅
,

!

:  
,

: 士 9
,

#

+#
,

 士 9
,

(

(#
,

! 土 ∀
,

(
� �

+ :
,

! 士(
,

 
亩

∀!
,

∋土(
,

(

∀∀
,

∋士+
,

 

# ∀
,

!土+
,

 
� �

∀(
,

(土(
,

9
�

与时照组比较
, � % <Τ !

,

!9
, � � %

<Τ !, Β∗

由上述实验结果确认
,

根据药物理化性质 的现

代药学提取法为最佳提取工艺
。

对表 ∗ 设计的   组

不同剂量配 比关系
,

按 照确认 的最佳制备工艺制成

  种提取物
。

以它们对未成年雌性大 鼠性器官重量

的影响为药效 学指标
,

进行 药效学 比较 实验研究
,

以得出最佳药物配伍和剂量配 比关系
。

不同剂量 配比提取物对未成年雌性大 鼠性器官

重量 的影 响Λ∋Ο
。

体重 ≅ ! Θ : 9 ( 雌性 大 鼠  ∀ ! 只
,

按体

重随机分为  ∀ 组
。

其 中设实验组   组
,

并设对照组

和阳性对照药物乙烯雌酚组
,

每组 1Β 只动物
。

各组

动物 =Ρ 给药
,

对照组  ( 等量 Ν 2
,

连续 巧Χ
。

末次药

后 ∋ # Φ
,

大 鼠眼静脉 采血
,

化学 发光法测定血 清雌二

醇含量
,

摘取大 鼠子宫
、

卵巢称重并计算其指数
。

从表 # 和表 9 试验结果可见
,

& 组 不同剂量配

比提取物
,

血清雌二醇含量
、

子宫指数和卵巢指数

有很大差别
,

说 明药物剂量配 比不 同会很大程度上

表 # 不同剂0 配比提取物对未成年雌性大鼠

血清雌二醉含0 的影响 《Ν习!
,
交士/

∃

组别 剂量�Ρ’ Σ Ρ
一

今
血清雌二醉含量

�ς Ρ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士∋
,

(9

 ∋
,

 ( 土9
,

∋ ∀

 9
,

!( 士≅ ∀∋

 ∋
,

9 +士#
,

( !

∋  
,

 +土≅
,

9∋
� �

 ∋
,

≅ ∋士9 :+

 +
,

≅ (士∀
,

:+
女 食 官

 #
,

# ≅士:
,

+:

∋ ∋
,

 !士# ∀∀
� � 由

(
,

!  士#
,

9 +

 ( ≅  士:
,

∀∋
�

 :
,

+(土:
,

(!

∋ ∀
,

9 +士:
,

≅+
� 介 奋

!Ω3
�八�    ,‘!,‘!

对照组

提取物 ∀

提取物 !

提取物 #

提取物 ∃

提取物 %

提取物 &

提取物 ∋

提取物 (

提取物 )

提取物 ∀ 

提取物 ∀∀

乙烯雌酚

与时 照组 比较

!  
∗

 

+ , −

. / 01  
∗

 %
, . . / 01  

∗

 ∀
, . . . / 0 1  

∗

234 5

〔甲
6

758 9: ;: 5<:
。 。几己 => :? ≅6 56郡报8女7≅ 七ΑΒ 勿≅

6Χ =75 双!众如耐 Δ? ;≅> +> Ε> 8 ;:; ≅> 朋8 从讹。 Ε> 8;: 司 了了



∋�4∃ 9 第七卷 第六期 � Ξ Β ∗
,

: ΝΒ
,

≅

运用均匀设计软 件包 ΨΖ ./ =Α 处理
,

经 多元逐步 回归

分析
,

得出以 下结果
%
式 中 %8 为药效学 实验指标值

,

> ∗ ,

> [ ,

> ∀ ,

4
# ,

4 2
分别 代表药物 ∗

,

药物 ∋
,

药物 ∀
,

药物 #
,

药物 9
。

以子宫指数 为指 标
,

回归方程 为 % 8 二9 ≅, !# 9 ≅ ∴

!
,

ΒΒ  : >
%
>

Ι ,

复相关系数
%
] ] Υ !

,

+ 9 ∀9Ι 最大理论值
%

8。
Υ ∀ 9 +

,

!  �) Ρ ∃Ι ⊥二 ∋#
,

 #  ∋
。

查 ⊥ 值表
,

得 ⊥
%

,

岁
, , Υ

 !, ≅⊥_ ⊥ 0
尹

!0 ,

⊥检验通过
。

以 卵巢指 数为指标
,

回归方 程为 % 8 Υ 9 ≅
,

: ≅ : : ⎯

!
,

 ! + ∋4 ∀ ∴ !
,

�4∃ ! ∋4飞∴ !
,

!�∃ ∗4
α
4

# Ι 复 相 关系数
% ] ] Υ

!
,

( :  ∋ Ι 最大理论值
% 8。

Υ : ∀
,

∀ # # ! �) Ρ ∃Ι ⊥ Υ ∀ +
,

+! ( ≅
。

查 ⊥ 值表
,

得 ⊥∀
尹

, , Υ +
,

# 9
,

⊥_ ⊥∀
尹

, , ,

⊥ 检验通过
。

以 血 清 雌 二 醇 为 指 标
,

回 归 方 程 为
% 8 二

 ∋
,

: ! 9 ∋ ∴ !
,

! !! ∗4
Λ

从 Ι 复相 关 系数
% ] ] Υ !

,

+ ∋ 9( Ι 最大

理论值
% 8。

Υ ∋ (
,

∀ ∀ # ∀�飞∃Ι ⊥ Υ  (
,

∀!# +
。

查 ⊥ 值表
,

得

⊥
,

,

!!!
, Υ 1Β

,

≅
,

⊥_ ⊥
,

,

!!!
, ,

⊥检验通过
。

根据 回归方程
,

以子宫指数 为指标 的最佳药物

组成为 % 药 物 ∗�∀ + (
,

! ( ∃
、

药物 ∋ �!
,

! ( ∃
、

药物 ∀ �!
,

! ( ∃
、

药物 # �# 9 !
,

! ( ∃
、

药物 9 �!
,

! ( ∃
。

根据 回归方程
,

以卵巢指数 为指标 的最佳药物

组成为
% 药 物 ∗�∀ + (

,

! ( ∃
、

药物 ∋ �!
,

! ( ∃
、

药物 ∀ �!
,

! ( ∃
、

药物 # �# 9 !
,

! ( ∃
、

药物 9�!
,

! (∃
。

表 9 不 同剂 0 配 比提取物对 未成年雌性大 鼠子宫
、

卵 巢重 0 的影响 �Ν Υ∗ Ω
,
灭士 /

∃

组别
剂量 重量�) Ρ ∃ 指数�) Ρ

·

∗�4∃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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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

Σ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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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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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 比较
, � % <Τ !, !9

, � � % <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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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实验和理论最佳配伍提取物对大鼠子宫
、

卯集重 0 影响的 比较研究 《Ν Υ  !
,
又土 /

∃

组别
剂量

�(
,

ΣΡ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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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回归方程
,

以血清雌二醇含量为指标 的最

佳药物组 成为
%
药物  �∀+( ! ( ∃

、

药物 ∋ �!
,

! ( ∃
、

药 物 ∀

�!
,

! ( ∃
、

药物 # �# 9 !
,

! ( ∃
、

药物 9 �!
,

! ( ∃
。

根 据实验结 果进行 的逐 步多元 回归分析 表明
,

上 述 ∀ 个 实验指标 理论 上 的最佳 药物 配伍 完全一

致
,

故选 择最佳理论处方为
% 药物  �∀ +(

,

飞∃
、

药物 ∋

�!
,

! ( ∃
、

药物 ∀�!
,

! ( ∃
、

药物 # �# 9 !
,

! ( ∃
、

药物 9 �!
,

! ( ∃
。

下

一步 以实验中 ∋ 个较好 的药物配伍提取物 # 和提取

物 + 与理论上最佳 的药物配伍 的提取物进行药效学

比较研究
。

∀
,

试验最佳 药物 配伍提取物 与理论上 最佳 药

物 配伍提取物的药效 学比较研究

体重 ≅!
Θ +飞 雌性大 鼠 9! 只

,

按体重随机分为

9 组
,

其中设提取物 # 组
、

提取物 + 组和理论上最佳

配 伍提取物组
,

并设对照组 和阳性药物对照组各  

组
,

每组  ! 只
。

阳性药物设为乙烯雌 酚
。

各组动物

 ( 给药
,

空 白对照组  ( 等量 Ν 2
,

连续  9 Χ
。

末次药后

∋# Φ
,

摘取大 鼠子宫
、

卵巢称重
,

并计算其系数
。

由表 ≅ 可见
,

其实验 结果与前面相似
,

提取 物 #

与提取物 + 比较
,

仍 然是提取物 + 较好
,

但理论上

最佳药物配伍提取物与提取物 + 比较
,

仍 以后者为

佳
,

即理论上的最佳药物配伍提取物并不及实验最

佳药物配伍提取物药效好
。

五
、

讨 论

 
,

围绝经期综合征适应证的选择

先确定适应病证
,

再遣药组方
,

是体现中医药

特色
,

实现小复方精选 的第一步
。

围绝经期综合征

的辨证
,

权威 文献确定为阴虚 内热
、

阴虚精 亏
、

阴虚

肝旺
、

肝 肾阴虚
、

阴虚血燥
、

心 肾不交 和脾肾 阳虚 :

证 # 
,

而期刊报道 则多有离散
。

总体说来
,

阴虚为本

病病机 的主要方面
。

结合临床常见头面烘热
、

汗出
、

头晕
、

少寐多梦
、

腰 膝酸 软
、

月 经失调 等症状
,

以及

本病乃妇 女向衰老过渡的初始阶段
,

故认 为肝 肾阴

虚在 阴虚的病机变化 中 占主导 地位
。

将 拟开发 的

中药小复方的适应证定位在肝肾阴虚证
,

既体 现了

辨 证论治 原则
,

又面 向此类 患 者中较 多 的受众群

体
。

研究结果表 明
,

适应证的选择基本是正确 的
。

∋
,

关于古代 方剂数据库的利 用

在方剂基 本构 成初筛阶段
,

利用 了 自制的
“

《普

济方 》数据库 管理 系统
”

进行检索
。

应 当说
,

中西医

病症之间存在 ∀ 种对应关系
% 一一对应关系 �如肺

劳与肺结 核 ∃
、

相似对应 关系 �如瘦瘤与 甲状腺机能

亢进 ∃和模糊 对应关 系
。

后者 即指 围绝经期综合征
、

原发性骨质疏 松症 和高脂血症等病
,

在 中医 学中没

有确定 的病名与之相对应
。

基于检索的角度
,

∀ 种关

系的检索难度依次增大
。

对于后者
,

只能借助密切

关联 的症状建立中西医病名之间的相互联 系
。

这是

利用古代方剂数据库管理 系统进行 检索必须解决的

关键 问题
。

如果相关症状 的选择不准确
,

检索到的

用药情况就可能与 目标病症相偏离
。

我们 以该病中

西 医共 同关注的 四 类典 型症状 潮热
、

精 神神 经症

状
、

多汗
、

月经不调所涉及 的关键词进行 间接检索
,

初步看来思路是可行的
。

∀
,

处方制备工艺的选择

在 中药新药开发研 究中
,

通常基于一种工艺多

因素的正交试验选择适 当的制备工艺
。

即工艺是预

先确定 的
,

条件 �各 因素 的水平 数 ∃是经过试验选择

的
。

预先拟定 的制备工艺
,

主要依据方 中各药所含成

分或组分的生物活性而制定
。

其中存在的问题是
,

中

药 活性物质的多样性 和复方中药物 间相互作用的复

杂性
,

会 不同程 度影 响全方的生物效应 Ι 另外
,

有些

中药从 中医配伍 的角度非常合理
,

疗效也非常明确
,

而从现代 医学方面可能无理可讲
,

此类情况工艺的

选择就 比较 困难
。

故而在几个基本制备工艺 的比较

中选定
,

应 当是基本处方拟定后为确保小复方疗效

必须做出的正确选择
。

我们对 同一处方进行 ∀ 种工

艺的比较研究
,

所得结论的客观性 明显增强
。

#
,

均 匀设计法在 中药小 复 方艳选血鱼丝丝鱼
配 比研究 中的应 用

当前
,

由于正交试验设计法设计 的实验组数较

多
,

工作量太大
,

其应用 受到一定限制
。

均匀试验设

计法 开始引人复方精选 和剂 量配 比的研究 上来
,

但

应用情况很不统一
。

考虑到均匀试验设计法用于制

备 工艺考察与用于复方精选和剂量 配比研究的差异

性
,

我们在操作过程 中进行 了一些调整
%

�−
Β

1∗Χ 2Δ 0Δ & Δ Δ 。‘Χ Ε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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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第七卷 第六期 � Ξ Β∗, : ΝΒ, ≅

� ∃ 基本方 由 9 味药物组成
,

故因素数为 9
。

我

们使用的均匀试验设计表是 在原 Π
, ,

�  
’

!∃表 中
,

根据

其使用表选择  
,

∋
,

∀
,

9
,

: 列组 成 Π
∗ %

�  勺表
,

完 全

符合实验 次数大于因素数 ∋ 倍的使用要求
。

�∋∃ 在 各水 平 数 的设 计 上
,

加 人 了
‘

,!
”

水 平 ∗

项
,

这样 即把不 同剂量配 比研究与处方精选结合起

来
,

一并进行研究
。

�∀ ∃借助均 匀设计 确定 的各剂量 配 比组
,

每组

的药物总量均是不同的
,

这样在剂量配 比关系中 自

然混杂着量效关系
。

为了排除量效关系对药效 的干

扰
,

故对给药剂量进行处理
,

确保各组剂量配 比关

系不 同
,

但生药量完全一致
。

使药效学评价结果真

正体现 出多种配比关系的优劣
。

�# ∃在不 同剂量配比均匀设计实验 的   种提取

物中
,

药效学实验结果 的差 异极 大
,

最差组别的药

效学指标 与对照组相 近
,

而最好组别的药效学指标

则显著优于最差组
,

其血清雌二醇含量 和卵巢重量

指数为最差组的 ∋ 倍
,

子宫重量指数为最差组 的 #

倍
。

说明药物配伍剂量 的差异可导致药效学实验结

果的天壤之别
,

也表明了本实验 的设计 是科学合理

的
,

并达到 了我们 的初衷
。

同时
,

启示我们在众多其

它的方剂中亦有可能存在此种问题
,

如按本方法重

新进行最佳药物配伍及其剂量研究
,

极有可能大幅

度提高其疗效
。

�9∃ 均匀设计实验结果经 ΨΖ./ =3 软件包进 行多

元 回归处理后
,

得 出了不同药效学指标 的回归方程

和最佳配伍 的理论值
。

试验最佳药物配伍提取物与

理论 上最佳 药物 配伍 提取 物 的药效学 比较研 究表

明
,

理论推定的最佳 药物配伍在实际应用 中并不一

定是最 佳 的
。

提示 在确定 处方最 佳药 物配伍 关 系

时
,

除了应用试验设计手段外
,

结合中医药专业理

论知识和具体的实验结果仍然是必要的
。

本文对中药小复方的筛选步骤和方法进行 了初

步尝试
,

相关细节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罗谋伦
,

蛤断雌激素样的作用部位实验研究
,

中成药
,

 (( ∀
,

巧�9 ∃
%
∋ (,

曾绍钧
,

均匀设计及其应用
,

辽宁%辽 宁人 民出版社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制定
,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 导原则》第三辑
,

 ( ( : % ∀
,

�责任编样
% 左 向∃

欢挽订阅�国外医学
·

物班医学与康文学分开》

《国外医学
·

物理 医学与康复学分册》杂志是由国家教

育部主管
、

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学院 主办的全国性康复 医

学类期刊�季刊 ∃
,

己 出版发行 ∋# 年
。

本刊准确
、

及时
、

全

面地报道本学科 国外的 康复功能评定
、

康复治疗
、

康复管

理
、

康复工程
、

专科康复
、

社 区康复
、

教育康复等方面的 新

动 态
、

新技 术
、

新进展和新经验
,

同 时开辟一个新的栏 目

“

国 内外学者交流
” ,

在此栏 目中将刊登一些 国 内的优 秀

论著
、

经验交流及短篇报道
,

竭诚为 广大医务上作者进行

医疗
、

教学
、

科研提供有力
、

可靠
、

有据的 资讯
,

并热忱欢

迎广大 医务工作者投稿 α

∋《4 ∃≅ 年本刊拟定的 专题是吞咽 困难康复
、

脑瘫康复
、

节段神经肌 肉治疗新方 法和物理治疗新方 法新进展
。

对

于 与本刊上述专题相关 的综述和论著
,

本刊将优先刊登
。

此外
,

本刊 将陆续刊登
“

美国 国家物理疗法考试复习与学

习指南
”
的完整翻译稿

,

以飨读者
。

每册定价
% +

,

!! 元
,

全年定价
%

犯
,

!! 元 Ι 邮发代号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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