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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剂是在积累药物配伍知识中产生的。方剂有

着悠久的历史。据考证，现存最早的一部方剂著作

《五十二病方》成书于战国时期。方剂是中医辨证论

治理论的具体体现，它代表了传统中医药学的精髓

和主流，其配伍规律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有“方书

之祖”之称的《伤寒杂病论》收载方剂 113首，其中有
一大批至今仍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如四逆汤、茵陈蒿

汤、大承气汤、白虎汤等。对方剂需要实行质量控制。

由于方剂所含成分复杂多样，只有通过指纹图谱技

术（fingerprint technology）才能在整体上对其实现全
面的质量控制，因为用这种技术全面地反映出方剂

所包含的化学信息，这样，也就为方剂的配伍规律研

究和物质基础研究奠定了基础。当前，中药指纹图谱

技术在国内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美国食品与药

物管理局（FDA）、世界卫生组织（WHO）、英国草药
典、德国药用植物学会、印度草药典等也都接受色谱

指纹图谱。2000年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也颁发
了《中药注射剂指纹图谱研究的技术要求（暂行）》，

要求所有申报的中药注射剂均应有相关的指纹图谱

资料[1]。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各种指纹图谱技术在方剂
的质量控制、方剂的配伍规律和方剂的药效物质基

础研究中的应用现状。

一、中药指纹图谱的概念和分类

中药指纹图谱是指某种中药材或中成药经适当

处理后，采用一定的分析手段，提取其化学信息并加

以描述，得到的能够标志该中药材或中成药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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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量化表达和解析手段，是中药走向世界的关

键技术之一 [2]。中药指纹图谱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
义的中药指纹图谱是指中药化学成分指纹图谱，广

义的中药指纹图谱则可按应用对象、测定手段进行

不同的分类，中药指纹图谱按应用对象来分类，可分

为中药材指纹图谱、中药原料药指纹图谱和中药制

剂指纹图谱；按测定手段可分为中药化学成分指纹

图谱和中药生物指纹图谱。中药化学成分指纹图谱

系指采用光谱、色谱和其他分析方法建立的用以表

征中药化学成分的特征的指纹图谱。光谱最常用的

是紫外光谱（UV）和红外光谱（IR）；色谱最常用的是
气相色谱（GC）、高效液相色谱（HPLC）和高效毛细管
电泳（HPCE）；其他方法还包括质谱（MS）、核磁共振
谱（NMR）和各种联用技术，如 GC/MS、HPLC/MS、
HPLC/MS/MS和 HPLC/NMR等 [3]。

二、指纹图谱技术在方剂研究中的应用

1援 指纹图谱与方剂的质量控制研究
方剂的药效不是任何单一活性成分所能代表，

也不是多个化学成分作用的简单加合，而是多成分

多靶点的综合协同作用，因此，采用指纹图谱技术进

行质量控制更具针对性和合理性。方剂指纹图谱质

量控制的特点和优势在于它强调的是多个成分以相

对稳定的比例关系及位置顺序出现在图谱中，即同

时具有整体性特征和模糊性特征。所以，综合运用各

种指纹图谱技术，结合计算机智能信息处理可以对

方剂的质量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评价。

（1）光谱指纹图谱。
光谱指纹图谱包括紫外光谱（UV）和红外光谱

（IR）等，红外光谱和紫外光谱都具有加合性，而不
同方剂所含的物质基础不同，相应的光谱性质也会

有所差异，如果采用计算机模式识别技术或模糊数

学处理方法对方剂的紫外光谱或红外光谱进行进一

步挖掘可以发现其指纹图谱特征，从而用于方剂的

质量控制。紫外光谱的专属性和指纹性较差，不同

化合物可能有很相似的吸收光谱，一般很少用于方

剂的质量控制。红外光谱和近红外光谱具有良好的

指纹性，当方剂中各种化学成分相对稳定时，其红外

光谱和近红外光谱也相对稳定。邹华彬等 [4]采用数
理统计方法分析桂附地黄丸和金匮肾气丸的水提物

的红外指纹图谱共有峰率和变异峰率双指标序列，

确定其中的等级序列并进行二次聚类分析，该方法

可以准确鉴别 18种桂附地黄丸和金匮肾气丸样品。
田进国等 [5]测定了 25 批同仁大活络丹与 27 批同仁
牛黄清心丸提取物的红外指纹图谱，经过计算机处

理后发现，不同批次的样品具有独特而稳定的红外

指纹图谱，可以作为质量控制和真伪鉴别的依据。王

晶娟等 [6]研究了小儿抽风散及不同缺味复方的近红
外光谱，采用类模拟软独立建模（Soft independent
modeling of closs analogy，SIMCA）聚类分析法对近红
外光谱指纹图谱进行了快速的分类研究，结果表明，

采用近红外光谱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可以鉴定

小儿抽风散的不同缺味复方，盲样检测的正确率可

达 90%以上，因此该方法可以快速识别中药复方。
近年来，也有专家尝试将核磁共振技术 [7]及粉

末 X射线衍射技术 [8]用于复方的指纹图谱建立及质
量控制研究，并且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由于核磁共

振技术和粉末 X 射线衍射技术都能反映复杂体系
的整体信息，具有一定的指纹特征，未来有必要尝

试将这些技术用于方剂的指纹图谱建立及方剂的

质量控制。

（2）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
色谱指纹图谱由于能够清晰地反映方剂中所含

的主要成分情况，更具特征性和指纹性，因此各种色

谱方法在方剂的指纹图谱质量控制研究中有着更普

遍的应用，而且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高效液相色谱

法是目前方剂指纹图谱研究中应用最多的方法，非

常适合方剂复杂体系的分析及其指纹图谱的建立，

并且能够和多种检测器联用，有针对性地分析、鉴定

中药中不同种类的化学成分。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日本一些制药企业就在企
业内部采用 HPLC法控制汉方制剂的质量。近年来，
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学者在进行方剂的药理作用

研究时，也都采用 HPLC法对方剂提取物进行分析和
质量控制，以保证所给药物的质量均一稳定和试验

的重现性，如 Oikawa T [9]、Yoshie F [10]、Lee TY [11]、Tsai
CH [12] 等在进行方剂的药理研究时都建立了相应的
HPLC法来控制所给药物的质量。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在尝试进行方剂的指纹图

谱研究，为进一步挖掘方剂的内部信息奠定了基础。

如樊冬丽等 [13]采用 HPLC法建立中药复方麻黄汤的
指纹图谱，以麻黄碱为参照峰，标示出麻黄汤指纹图

谱中 10 个共有峰，并说明了其药材归属，结果显示
该方法具有较好的分离效果和良好的精密度，为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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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汤的质量控制提供了科学依据。张科卫等 [14]采用
HPLC方法研究小半夏汤的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
指纹图谱中共有 11个共有峰，通过与对照品的保留
时间及紫外光谱比较，鉴定了其中的 5个色谱峰，该
方法稳定、可靠、重现性好，可以用于小半夏汤的质

量控制。耿慧春等 [15]采用 HPLC法建立了三黄泻心汤
的指纹图谱，通过对全方与各组成药味的指纹图谱

的比较分析，进行主要色谱峰的组成药味归属，利用

保留时间对照和对照品加入鉴定了 11 个活性成分
峰，并标示出了 32个共有峰，10批样品的相似度均
大于 0.92，该方法可以控制三黄泻心汤的质量。

最近，有专家在对方剂进行指纹图谱研究的基

础上，进一步选取指纹图谱中的几个成分为指标，进

行含量测定，制定出相应的含量控制标准，为方剂的

质量控制提供了更完善的方法。如 Wang XJ等 [16]采
用 HPLC-DAD法建立了茵陈蒿汤的指纹图谱，从中
标示处 15个共有峰，利用对照品对照鉴定了其中的
5个色谱峰，并测定了不同产地药材制备的茵陈蒿汤
中这 5个成分的含量。
（3）气相色谱-质谱指纹图谱。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在对方剂中挥发性成分进

行分离的同时利用质谱检测器进行在线鉴定，这样

不仅可以获取方剂中挥发性成分的种类信息，而且

可以推断其结构，因此可以通过建立气相色谱-质谱
指纹图谱进行方剂的全面质量控制。如黄水清等 [17]采
用气相色谱-质谱方法对当归补血汤中挥发油进行
分析，建立了其挥发油的气相色谱-质谱指纹图谱，
结果显示当归补血汤挥发油中主要有 11 个共有峰，
其主要成分为 Z-藁本内酯、亚丁基苯酞、正丁基苯
酞、E-藁本内酯等，该指纹图谱可以用于当归补血汤
的质量控制。Sha YF等 [18]采用固相微萃取-气相色
谱-质谱联用技术（SPME-GC-MS）对小承气汤中的
挥发油成分进行了分析，建立了其气相色谱-质谱指
纹图谱，并鉴定了其中的 27 个化合物，该方法重现
性和稳定性较好，可以作为该方的质量控制方法之

一。居一春等[19]采用 GC-MS和计算机联用技术分析
鉴定桃红四物汤挥发油的主要化学成分，结果从桃

红四物汤挥发油中分离出 134个峰，鉴定了其中 65
种化学成分，占挥发油总量的 83.46%，本方法可以为
桃红四物汤的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4）液相色谱-质谱指纹图谱。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在方剂的指纹图

谱研究中具有明显的优势，该方法能够在线分离鉴

定方剂中的复杂化学成分，能够综合体现方剂所含

“有效化合物群”的信息特征，能够充分体现指纹图

谱的整体性和模糊性，是一种综合的、可量化的质量

控制手段，因此该法在方剂的质量控制中将会被越

来越广泛的应用。Wang Y 等 [20] 采用 HPLC-DAD-
ESI-MSn 联用技术建立了龙胆泻肝汤的指纹图谱，并
从中鉴定了 51个黄酮类化合物，其中 18个化合物
通过与对照品的质谱裂解行为对比进行鉴定，其他

33个化合物通过与文献报道的紫外光谱及质谱数据
比对进行了初步确认。宋越等[21]采用液相色谱与飞行
时间质谱仪联用技术（LC-TOF-MS）对中药复方当归
补血汤中成分进行分析，通过文献检索或与标准品

对照鉴定了 15 个成分，另发现 7 个多肽，并给出了
准确分子量，该方法的建立为当归补血汤的质量控

制提供了一种快速准确的方法。孙健等 [22] 建立
HPLC-UV-MS方法分析了黄连解毒汤样品及组方各
药材单煎样品中的成分，结果在黄连解毒汤中归属

了 21个色谱峰的来源，发现了两个可区分黄连、黄
柏的特征色谱峰，并对其中 11个主要色谱峰进行了
指认，该方法所测得液相色谱图特征性和专属性强，

为黄连解毒汤内在质量控制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

2援 指纹图谱与方剂的配伍规律研究
方剂历经千年时至今日仍在临床上有着广泛应

用，而且在治疗某些疑难病时疗效显著，其配伍必然

蕴含着科学规律，而挖掘这些内在规律对于解释方

剂的配伍变化及作用机理有着重要意义。方剂所含

的成分十分复杂，研究其配伍机理就要阐明方剂中

各成分的比例关系变化，以及方剂在煎煮过程中是

否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量变，也可能是质

变。要阐明这些变化，单纯采用传统的化学分离的方

法分离单味药和复方中的成分困难较大，因为传统

化学分离方法耗时长，药材消耗量大，在各种分离、

回收过程中很难保证成分不发生变化，而指纹图谱

技术在研究方剂配伍规律的过程中却可以发挥其优

势，通过比较方剂混煎、单煎和单煎后混合的指纹图

谱，就可以发现方剂煎煮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也可以

确定发生变化的成分，通过对发生变化的成分进行

深入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方剂的配伍规律。

光谱指纹图谱特征性和指纹性不够强，一般较

少用于方剂的配伍规律研究，但近年来也有专家在

这个领域进行探索研究，如清华大学的孙素琴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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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23]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技术对不同配
伍方式的四逆汤水煎液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

配伍方式样品的红外谱图特征具有一定的变化规

律，根据对特征峰的指认和归属，可初步揭示复方四

逆汤配伍中君、臣、佐、使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药物剂

量对复方整体配伍规律的影响，该方法为探索中药

复方配伍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色谱指纹图谱特别是各种联用技术由于可以

进行在线分离鉴定，而且具有灵敏度高，特征性强

等特点，在方剂配伍规律研究中应用广泛。例如王

亚丽等 [24] 利用高效液相色谱-二极管阵列检测法
（HPLC-DAD）对当归补血汤及其单味药当归、黄芪的
色谱指纹图谱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当归补血汤

色谱指纹图谱中有 18个色谱峰，其中 10 个组分来
源于当归，11个组分来源于黄芪，其中 5个组分为当
归和黄芪的共有组分，2个组分为新物质，通过本研
究为当归补血汤的配伍变化提供了依据，为研究其

配伍机理奠定了基础。Liu Y等 [25]利用 LC/MS/MS技
术研究了四君子汤的配伍变化，通过建立四君子汤

的指纹图谱，利用质谱数据鉴定了其中的三大类主

要的活性成分，通过对比发现单味药中的主要活性

成分与四君子汤全方有差别，提示我们可能是四君

子汤在煎煮过程中造成主要活性成分含量的变化，

这也为四君子汤的配伍规律研究提供了依据。吴昭

晖等 [26]建立了麻黄汤各配伍煎液中甘草的 HPLC 指
纹图谱，结果标定了麻黄汤中 8个色谱峰为与甘草
药材的共有峰，研究还发现麻黄汤配伍后使甘草中 7
个共有指纹峰的峰面积显著降低，6个共有指纹峰的
峰面积比值显著升高，本研究可为麻黄汤的物质基

础与配伍规律研究提供参考。王占良等 [27] 采用
HPLC-DAD/MS联用技术对生脉饮煎剂中人参皂苷
类成分进行分离鉴定，结果表明生脉饮煎剂中主要

含有 17个人参皂苷类成分，人参皂苷成分在煎煮过
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变成了一些中低极性产

物，这是因为煎煮过程中发生了水解、差向异构、脱

水等反应，该研究为阐明生脉饮煎剂的配伍机理提

供了科学依据。

3援 指纹图谱与方剂的药效物质基础研究
（1）方剂的谱效关系研究。
方剂的指纹图谱的研究有很多研究方向和模

式，有学者在进行方剂化学指纹图谱、药效成分鉴定

和药效活性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化学与生

物信息学研究的成果，开展指纹图谱信息与药效活

性信息的相关性研究，以实现方剂化学指纹图谱向

方剂药效组指纹图谱的转化。顾英等[28]研究了芍药甘
草汤效应组分血清指纹图谱与药效的相关性，通过

对各效应组分进行药效学研究，并对各效应组分口

服后体内血清样品进行 HPLC分析，获得各样品的血
清指纹图谱，对血清指纹图谱各色谱峰面积与镇痛

药理实验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获得了体内血清指

纹图谱各色谱峰与生物效应的相关系数，从而明确

了芍药甘草汤血清效应成分谱，为阐明芍药甘草汤

的药效物质基础研究打下了基础。宋宗华等[29]采用正
交试验设计对苓桂术甘汤中组成药味进行加减拆

方，对所得 16 个处方进行药理实验，同时对各处方
进行 HPLC色谱指纹图谱研究，采用方差分析、逐步
回归分析（SREG）与典型相关分析（CCOR）将所得药
理数据和各指纹峰的峰面积相关联，结果从 50个色
谱峰中选取 17个作为药效物质基础，其中桂皮酸、
甘草酸和去氢土莫酸被确定为质量控制指标。

国内也有专家基于能够与血清白蛋白或细胞膜

结合的成分才可能是活性成分的理论，从体外角度

进行方剂活性组分的研究，如 Wang Y等 [30]利用一根
键合了人血清白蛋白的硅胶色谱柱和一根反相色谱

柱建立了二维生物色谱方法，利用此方法从龙胆泻

肝汤中分离出 100多个化合物，其中 19个化合物通
过与对照品的保留时间、紫外光谱及质谱数据对照

被鉴定，该法可以用于方剂活性成分的研究。Wen
XD等 [31]将为微透析技术与 HPLC-DAD-MS相结合，
进行当归补血汤的有效成分的筛选研究，以微透析

回收率和牛血清白蛋白结合率为指标，从中确定了 4
个活性成分以及 5个具有潜在活性的成分。Zhang X
等 [32]采用细胞膜色谱与 HPLC-DAD-ELSD-MS 联用
技术研究了当归补血汤中的活性成分，结果发现当

归补血汤中 9 个成分可以与 HL-7702 细胞结合，7
个成分可以与 RAW 264.7细胞结合，13个成分可以
与 Caco-2细胞结合，这些成分可能为活性成分，用
此方法可以用于方剂的药效物质基础研究。

（2）方剂的血清指纹图谱研究。
方剂的化学成分复杂，但口服给药后并不是所

有成分都能被吸收，而只有那些被吸收进入体内血

液循环的化学成分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药效物质基

础，即方剂的药效物质主要是血清中的“移行成分”；

此外，方剂口服给药后，在消化道还会被肠道菌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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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然后才会被机体吸收，因此进行方剂药效物质基

础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研究方剂的体内代谢

物，而采用指纹图谱技术对方剂进行血清指纹图谱

研究可以全面检测方剂进入体内后的成分变化情

况。通过比较给药前后的血清指纹图谱和方剂体外

指纹图谱可以发现方剂中哪些成分进入体内以及各

成分在体内的代谢情况。

Wang P等 [33]采用 HPLC/DAD-MS联用技术建立
了当归补血汤的血清代谢物指纹图谱，利用 DAD 和
MS检测器鉴定了指纹图谱中的色谱峰，通过与当归
补血汤的体外指纹图谱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当归补

血汤中有 46个成分进入了家兔体内，通过文献检索
鉴定了 10个成分，血清指纹图谱中有 21个成分在
体外没有发现，可能是当归补血汤的体内代谢物，本

方法的建立为当归补血汤的药效物质基础研究提供

依据。Wang XJ等[34]利用 UPLC/Q-TOF-MS/MS 联
用技术分别建立了茵陈蒿汤的体内和体外指纹图

谱，结果发现茵陈蒿汤的体外指纹图谱中有 45个成
分，而大鼠灌胃茵陈蒿汤后的血清指纹图谱中有 21
个成分，通过对照品对照以及与文献数据对比，鉴定

了体外指纹图谱中的 30个成分，血清指纹图谱中的
21个成分有 19个为直接被吸收的成分，有两个成分
是在体内代谢产生的成分，该方法为茵陈蒿汤的药

效物质基础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宋金春等[35]建立了生
化汤及口服生化汤后小鼠血清 HPLC指纹图谱分析
方法，结果生化汤给药后血中出现了 9个移行成分，
6个为生化汤中所含的原形成分，3个为新产生的代
谢产物，这些成分构成了生化汤的体内作用物质基

础，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将有助于阐明生化汤的有

效部位及作用机制。栾连军等 [36]采用 LC-MS联用技
术进行了血府逐瘀汤的体内代谢研究，结果在血样

中检测到 8个原型化合物，尿样中检测到 7个原型
化合物，同时确定了尿样中 3个葡萄糖醛酸化代谢
物，该研究为确定血府逐瘀汤的药效物质奠定了基

础。

三、方剂指纹图谱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援 方剂指纹图谱有待规范化和多样化
指纹图谱只有具备良好的稳定性和重现性，才

能保证实用性。由于方剂中成分非常复杂，多采用梯

度洗脱的方法建立指纹图谱，但是由于色谱分离过

程中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任何条件的微小变化都

可能影响到指纹图谱的重现性，因此建立方剂的色

谱指纹图谱，实验的相关条件必须规范化，要严格控

制整个色谱分离过程的各个条件。此外，由于单一的

指纹图谱模式只能针对某一类成分进行控制，因此

要全面控制方剂的质量要采用多种指纹图谱模式协

同质量控制，主要包括用紫外光谱、红外光谱等光谱

法用于方剂整体稳定性的宏观控制；采用色谱法及

各种联用技术对方剂主要成分进行微观控制，通过

这些指纹图谱技术的协同使用，可以在宏观和微观

层次最大限度的保证方剂的质量稳定、可控。

2援 新的在线分离鉴定技术有待广泛应用
单纯的色谱指纹图谱尽管可以用于方剂的质量

控制，但并不能全面了解方剂的化学信息，随着现代

分析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色谱光谱联用技术的应用，

使得方剂中复杂成分的在线分离、鉴定得以实现，通

过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但可以建立方剂的指纹图谱，

可以全面了解方剂所含的成分概况，为进一步的谱

效关系研究奠定条件。因此，在方剂研究中要紧跟国

际分析科学的发展，将各种先进的在线分离鉴定联

用技术如 LC-MS 、GC-MS、LC-IR-MS 、HPLC-MS/
MS、HPLC-NMR-MS等应用于方剂的指纹图谱研究，
从而为建立更加全面的方剂指纹图谱提供保证。

3援 新的数据处理方法有待探索使用
目前，各种指纹图谱技术广泛用于方剂的指纹

图谱研究，但是对于方剂指纹图谱信息的挖掘还不

够深入，因此，挖掘方剂指纹图谱的隐含信息是方剂

指纹图谱研究的重要内容。现有的建立指纹图谱共

有模式的数据处理方法无法从指纹图谱中确定哪些

是有效成分，也无法解析某一色谱峰或者某一段色

谱峰所代表的方剂药理作用，因此新的数据处理方

法有待引入到方剂指纹图谱研究中。通过将计算机

科学，数学、化学计量学和药理学等多学科技术与方

剂指纹图谱相结合，可能发现其内在规律，这些新方

法的引入也将丰富指纹图谱技术在方剂研究中的应

用领域。

4援 新的研究思路需要不断引入
指纹图谱应用于方剂的配伍规律与药效物质基

础研究是一项探索性的研究工作，目前还没有一个

统一的研究思路和模式，只有通过创新研究思路，不

断尝试，不断探索才有可能取得进展和突破，而在这

个过程中，思路的创新最为重要。在方剂的现代研究

中，新的研究思路的引入可能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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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血清药物化学的引入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方剂

药效物质基础研究的进程[37]，因此指纹图谱技术与方
剂研究的结合还要进一步深入下去。以血清指纹图

谱为例，我们是否可以基于代谢组学的理论和实践

研究其他的体液指纹图谱、各主要脏器对方剂吸收

代谢情况的指纹图谱以及不同配伍对方剂代谢物指

纹图谱的影响，通过这些新的研究思路的引入，可能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方剂现代研究的步伐。

四、结论与展望

方剂是中医药理论的精髓之体现，其本身蕴含

着复杂的信息和规律，开展方剂配伍规律的现代研

究对于继承和发展中药配伍理论具有重要理论意

义。现代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也有必要探索方剂的

药效物质基础与配伍规律，从而使其更好的服务于

人类健康。指纹图谱技术是伴随着现代科技，特别是

现代分离分析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他的整体性和

特征性决定了其在方剂研究中的应用。要完全解析

方剂的化学组成尚需一个漫长的科学技术发展过

程，但是方剂的指纹图谱研究应该进一步的深入探

索下去，利用多学科的渗透与交叉，从单指标到多指

标，从单一图谱到多谱联用，全面解析方剂的物质基

础，相信指纹图谱技术必将为方剂的现代化研究提

供有力支撑，也必将为揭开方剂的神秘面纱提供重

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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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gerprint Spectrum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Modern TCM Formula Study
Qin Kunming袁 Fang Qianbo袁 Cai Baochang

渊Jiangsu Key Labora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rocess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9 China冤

Fingerprint spectrum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CM formula studies, thank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application areas of fingerprint spectrum in the context of TCM formula
studies, including quality control, compatibility, and active components identification. It also looks in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fingerprint spectrum in stud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 along
with some advices, and a prediction for the future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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