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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药物配伍禁忌是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本质的具体体现，关乎到临床用药安全，是社会民

众与医药卫生领域高度关注的焦点和重大科学问题。配伍用药是中医遣药组方、辨证施治的主要形式

和应用特点。中华民族在长期的临床用药实践中总结形成了以“十八反”、“十九畏”等为代表的中药配

伍禁忌经验轮廓，它体现了中药配伍禁忌的基本特征。提出科学假说：中药配伍禁忌是药性相反或相

制的代表性组合；反药组合的构成-剂量-物质变化具有特定的毒效表征；妨害治疗与宜忌转化是反药
配伍规律的辩证体现。构建技术体系：构建中药配伍禁忌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技术；构建中药配伍毒

性发现与评价方法技术；构建中药配伍致毒增毒减效的化学物质基础研究方法技术；构建基于反药组

合的毒效物质代谢过程及相互作用机制研究方法技术；构建基于同方配伍的反药组合妨害治疗作用

机制研究技术；构建基于特定病理环境的反药配伍组合宜忌转化研究技术。为中药配伍禁忌研究和丰

富中医药配伍理论提供技术支撑。研究任务与目标：以古今文献信息数据挖掘为支撑，以药物安全性

评价、毒理毒代、毒效物质、药物相互作用等研究方法为手段，揭示中药配伍禁忌代表性反药组合的毒

效表征及其变化规律；基于药物配伍环境及特定病理条件，从妨害治疗和宜忌转化的角度探讨反药配

伍临床应用宜忌条件。最终目标是通过对中药配伍禁忌代表性反药组合禁、忌、宜的科学界定和系统

性示范研究，形成特色鲜明的中药配伍禁忌研究思路与技术体系框架，创建客观适宜的中药配伍禁忌

研究模式，丰富和发展中药配伍禁忌理论，为临床用药安全有效提供指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中药配伍禁忌内容的修订提供依据，为构建我国中药及其临床配伍用药安全预警系统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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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安全性与临床用药的合理性问题是一

个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主要包含两方面

的内容：一是单味药物的毒性问题，二是配伍用药

致毒增毒问题。目前单味药的安全性问题已经深入

展开，对一些有毒中药及其有毒成分与致毒机理等

研究已取得颇多成果，但对中药配伍可能的致毒增

毒作用、配伍减效作用以及反药配伍组合的毒-效-
物质间的宜忌关系和变化规律研究还不够深入和

系统，尚不能科学界定和明确回答先贤基于临床实

践提出的“十八反”、“十九畏”等中药配伍禁忌的科

学性与合理性，尚不能有效指导和科学预警以配伍

组方为主要用药形式和特点的中医临床用药的安

全性与有效性等 [1~3]。
中药配伍禁忌是由于药性相反或毒效冲突而

可能导致毒性的发生或疗效的降低，甚至危及生

命，故药性相反或相制的药物在遣药组方过程中禁

止配伍应用。但是有些相反配伍从古至今临床上一

直有所应用，因此这是一个复杂的素有争议的现实

问题 [3]。反药配伍组合究竟是反或是不反，其毒效表
征以及“彼我交仇”的禁忌条件等是中药配伍禁忌

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从反药组合致毒增

毒作用的构成比例、用药剂型、量-毒-效关系等方
面揭示其禁忌实质，从反药组合妨害治疗作用角度

阐明其减效机制，以及从合理利用反药配伍使宜忌

因素相互转化，在痼疾、险症、急症等复杂病证中发

挥独特效用等。从而不仅为基于临床经验积累的

“十八反”、“十九畏”等中药配伍禁忌的合理性提供

科学准确、可遵循依从的研究结论，且在此基础上

完善我国中药配伍禁忌的理论框架和技术体系，创

建适宜的中药配伍禁忌研究模式，为临床安全有效

合理用药提供有效保障。

一、中药配伍禁忌历史沿革

中药配伍禁忌指某些药物在组方用药中禁止

或不宜合用。《本经·序例》的“七情”中有“勿用相

恶、相反者”的论述，这是后世中药配伍禁忌的基

本依据。“十八反”、“十九畏”是古今医家临床用药

配伍禁忌的核心内容，历代本草著作多有记载，具

体内容略有出入。其中以金元时期张从正《儒门事

亲》卷十四所载“十八反”歌流行最广。歌曰：“本草

明言十八反，半蒌贝蔹及攻乌，藻戟遂芫俱战草，

诸参辛芍叛藜芦。”《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历版中

均采纳了“十八反”、“十九畏”的内容，规定在一般

情况下不宜同用，以避免可能导致的毒性反应或

药效拮抗 [4~6]。
“十八反”、“十九畏”虽属配伍禁忌，历代医药

学家遵信者多，持异议者亦复不少。有学者认为，相

反药同用能相反相成，产生较强的功效，对于沉疴

痼疾，只要运用得当，往往可收奇效 [6~10]。“十八反”、
“十九畏”中两药配伍为什么反？其宜忌条件是什

么？毒-效转化规律怎样等，一直未有明确界定，给
临床实际用药带来了诸多困惑和质疑。随着人类社

会的进步和对医疗健康需求的不断提高，中药配伍

禁忌日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基于中医临床配伍禁

忌经验积累开展系统深入的中药配伍禁忌基础理

论研究，阐明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已成为中医药现

代化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

二、中药配伍禁忌研究思路

1. 研究思路的形成
基于“十八反”、“十九畏”等临床经验总结和有

关配伍禁忌文献信息系统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认

为反药组合形成的配伍禁忌其实质是药性的相反或

相制，具有脏腑的归属特征和量-毒-效关系 [11~16]。但
是，中药配伍禁忌是有条件的、动态的配伍禁忌，即

在特定的病理条件、特定的配伍关系和特定的给药

方式下，配伍宜忌关系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能够在

一定的条件下为临床所应用。在前人对中药配伍禁

忌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假说：中药配伍禁忌

是药性相反或相制的代表性组合；反药组合的构

成-剂量-物质变化具有特定的毒效表征；妨害治疗
及宜忌转化是反药配伍规律的辩证体现。

2. 中药配伍禁忌的研究任务和目标
以古今文献信息数据挖掘为支撑，以药物安全

性评价、毒理毒代、毒效物质、药物相互作用等研

究方法为手段，揭示中药配伍禁忌代表性反药组

合的毒效表征及其作用机理；基于药物配伍环境

及特定病理条件，从妨害治疗和宜忌转化的角度

探讨反药配伍临床应用宜忌条件及转化关系。从

而对科学假说进行验证，最终目标是通过对中药

配伍禁忌代表性反药组合禁、忌、宜的科学界定和

示范性系统研究，形成科学合理特色鲜明的中药

配伍禁忌研究思路与技术体系框架，创建客观适

宜的中药配伍禁忌研究模式，丰富和发展中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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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禁忌理论，为临床用药安全有效提供指导，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配伍禁忌内容的修订

提供依据，为构建我国中药及其临床配伍用药安

全预警系统奠定基础。

3.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以中医药配伍理论为指导，以“十八反”、“十九

畏”为研究对象，围绕预期目标，创建客观适宜的研

究方法和技术体系，拟解决以下关键科学问题：客

观评价以“十八反”为代表的中药配伍禁忌反药组

合致毒/增毒特点及其毒性程度；系统揭示中药配伍
致毒/增毒/减效的关联机制；科学阐明中药配伍妨

害治疗的减效机制与理论基础；科学阐释含有配伍

禁忌药组的代表性方剂宜忌条件与配伍关系；基于

中药配伍禁忌配伍关系与变化规律的系统研究，提

炼形成和丰富完善中药配伍禁忌理论。其总体研究

方案见图 1。
三、中药配伍禁忌研究技术体系构建及其应用

围绕研究目标，以中药配伍禁忌研究思路为统

领，以中药配伍禁忌核心内容“十八反”、“十九畏”

为研究对象，以现代科学技术方法为支撑，创建客

观适宜的中药配伍禁忌研究技术体系。

图 1 基于“十八反”的中药配伍禁忌研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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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体系的基本结构层次为：（1）构建基于
中药配伍禁忌关联数据库的知识挖掘技术体系，为

研究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指引；（2）构建中药配
伍致毒/增毒系统的毒性评价技术体系，为阐明反药
配伍组合的量-毒-效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提供支撑；
（3）构建中药配伍禁忌反药药味及其组合的化学物
质库，为揭示反药配伍致毒/增毒/减效的化学物质
基础奠定基础；（4）构建基于药物相互作用的体内
外代谢研究技术体系，为阐明中药配伍禁忌反药组

合的药物与药物、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机制提供技

术平台；（5）构建反药同方配伍妨害取效的减效机
制研究技术体系；（6）构建反药同方配伍宜忌条件
和毒效转化研究技术体系。

1. 构建基于中药配伍禁忌关联数据库的知识
发现技术体系，为研究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指引

（1）中药配伍禁忌的古今文献信息收集考证与
数据库的建立。

汇集整理与中药配伍禁忌相关的古今文献，考

证其衍化过程，确定标准的药材品种和来源。整理

归纳历代医家相关理论阐述和临床实践经验，研究

其适用病证、使用剂量、用法特点、不良反应以及药

物配伍等内容。以《中医方剂大辞典》、《中华本草》

等为基础，对以上内容进行考证规范，建立具有中

医药特点的中药配伍禁忌与安全用药数据库，包含

配伍禁忌中药相关的历史文献、方药资料、适用病

证以及现代研究获得的物质基础、效应、毒性相关

数据信息，为相关研究提供丰富的数据基础，为数

据挖掘研究提供支撑，为研究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提

供指引。

（2）中药配伍禁忌的配伍关系挖掘与知识发现
研究。

研究以中药“十八反”、“十九畏”为代表的配伍

特点，针对禁忌药物配伍开展数据挖掘研究，建立

适用于中药配伍禁忌特点的数据挖掘方法，从中发

现各反药组合的剂量比例关系，药物性味归经、升

降沉浮属性间的关联关系，各反药组合的毒性反应

特点，在特定条件下宜忌关系相互转化的适用病证

特点，总结禁忌配伍组合区别于一般药对的特殊属

性，为实验研究及临床应用提供数据支持。

（3）反药组合在方剂中的应用特点与知识发现。
中药在中医临床上的主要应用形式是方剂。对

包含反药组合的方剂，进行组成、功效、主治病证、

配伍关系等内容的比较分析，分析禁忌配伍药组在

不同方剂中的地位和作用。针对不同病证研究与其

配伍的药物种类、剂量等，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技

术路线图见图 2。

图 2 中药配伍禁忌关联性数据库建立与知识发现技术体系

野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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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建中药配伍致毒/增毒毒性评价技术体
系，为阐明反药配伍组合的量-毒-效关系及其作用
机制提供支撑

（1）药物安全性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反药组合毒
效评价研究。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项下剂量，采用适

宜的整体动物与体外评价方法和模型，系统评价中

药配伍禁忌反药组合基于常用剂量的单次给药及

多次给药后产生的生物效应、作用靶器官、靶组织

等；利用非线性生物信息学技术进行毒效数据的整

合与分析，评估其致毒增毒减效的特点及效应强

度，研究其致毒/增毒/减效的特点和量-毒-效变化
规律，科学界定其禁、忌、宜的本质。中药配伍禁忌

传统毒理学研究技术体系见图 3。
（2）药物毒性快速筛查体系的建立与反药组合

毒效评价研究。

基于模式生物斑马鱼的安全性评价与快速筛

查技术平台，考察反药组合前后不同给药方法、不

同剂量配比等对斑马鱼生理状态的影响，并对斑马

鱼与小鼠的急性毒性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完善斑

马鱼用于毒性快速筛查的方法学。

基于体外高通量模型的快速筛查技术平台，

采用体外组织器官、细胞、亚细胞、分子等水平模

型，评价中药配伍禁忌药物的致毒 /增毒特点及毒
性程度。

针对代谢酶干扰构建含 CYP3A4、CYP1A1、
CYP1A2 等调控区应答元件序列的报告基因细胞模
型，快速筛选药物配伍对代谢酶的影响；针对神经

毒性，构建神经轴突生长、神经细胞毒、神经递质、

MAO 和 AChE 快速筛选技术。毒性快速筛查技术体
系见图 4。
（3）量 - 毒 - 效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反药组合致

毒 / 增毒 / 减效机制研究。

基于剂量梯度、多指标优化的实验设计，考察

配伍禁忌药物的毒性作用及其相关的效应表现。计

算有毒药物的最小中毒剂量和药物安全范围，并对

其量-毒-效数据进行非线性模拟建模，揭示其量-
毒-效关系。

考察配伍禁忌各反药组合配伍后的毒性特点

及其致毒程度，计算配伍后的最小中毒剂量和药物

图 3 中药配伍禁忌传统毒理学研究技术体系

图 4 中药配伍禁忌毒性快速筛查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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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动态变化范围。基于配伍相互作用的不同环节

（体外煎煮、体内代谢过程、体内靶器官等）研究其

对毒性物质含量和毒性作用的影响，分析其安全范

围的动态变化过程，阐明反药组合配伍前后的量-
毒-效关联，定量表征禁忌配伍的致毒增毒程度。

开展中药配伍禁忌的量-毒-效关系研究，确定
有毒标准饮片的安全剂量范围，提出代表性反药组

合配伍前后的毒性动态变化范围。

3. 构建中药配伍禁忌反药药味及其组合的化
学物质库，为揭示反药配伍致毒/增毒/减效的化学
物质基础奠定基础

（1）建立中药配伍禁忌反药药味及其组合的样
品及化学物质库。

遵从古今中医认识，规范研究所涉及配伍禁忌

各药味的基原、产地、加工、炮制等环节，建立药材

及饮片样品库，以保证供试样品的质量稳定和可追

溯；遵从中医临床主要传统汤剂/散剂的不同剂型用
法，在毒效评价引导下，逐级分离/分析毒效物质基
础，建立化学物质库，为揭示反药配伍致毒/增毒/减
效的化学物质基础奠定基础。

（2）中药配伍禁忌反药药味及其组合的毒效物
质基础分析。

采用生物效应导向的色谱-质谱等现代分离分
析联用技术、定向剔除技术及生物分离分析等技

术，开展配伍禁忌反药药味及其组合前后体内外毒

效物质化学成分结构变化及可能发生的化学转化

等定性定量比较研究，揭示其配伍前后化学物质的

变化规律。

采用多因素非线性回归、人工神经网络、智能

机器学习等方法，对反药组合配伍前后化学物质变

化与毒效作用进行关联研究，分析得到致毒/增毒/
减效相关化学物质，并通过化学物质分离制备技术

对其进行富集，采用相应生物效应指标进行关联关

系研究，以揭示其化学本质及宜忌配伍条件。中药

配伍禁忌反药药味及其组合的毒效物质基础研究

技术体系见图 5。
4. 构建基于药物相互作用的体内外代谢研究

技术体系，为阐明中药配伍禁忌反药组合的药物与

药物、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机制提供技术平台

依据药物体内代谢过程的各环节，对反药组合

药味配伍前后所含化学成分的吸收特点、分布规律、

代谢转化特征、毒效物质排泄及蓄积致毒等进行系

统研究，阐明其致毒/增毒/减效的毒效表征、体内作
用物质、相互作用机制、影响因素及产生条件等。中

药配伍禁忌药物相互作用研究技术体系见图 6。
（1）采用整体动物及在体模型，通过现代分析

手段，结合定量测定与定性分析，研究其吸收、转

运、分布、代谢、排泄过程，探讨其成分与成分、成分

与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阐明其毒效成分的药代动

力学规律。

（2）根据口服给药在胃内溶出、PH 及酶环境-
肠内菌转化、PH-跨膜转运等体内过程，利用体外吸
收连续动态仿生系统，如人工胃液体外环境、体外

肠内菌转化、Caco-2 细胞跨膜转运等对代表性配伍

图 5 中药配伍禁忌物质基础研究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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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反药组合药物的吸收规律进行研究。

（3）建立离体（扩散池法、翻转肠囊法等）和细
胞模型（MDCK 等），考察禁忌配伍效应成分群在跨
膜转运过程中对外排蛋白抑制、受体抑制、诱导吸

收蛋白转运等关键环节的影响；研究其与 P-gp 及
其药物吸收、排泄相关载体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

分析效应成分群在吸收、排泄过程中相互影响，并

与毒性研究相结合明确毒效物质基础。

（4）采用 Cocktail 探针技术，通过大鼠整体试
验、大鼠肝微粒体体外试验、人肝微粒体体外试验 3
个途径，选用特异性的几种化学药作为 CYP450 酶
亚型的探针药物，研究配伍禁忌药物对肝细胞 P450
酶的影响，对玉相代谢酶和域相代谢酶的诱导或抑
制作用，明确其配伍前后对代谢酶活性的影响，分

析其相互作用及配伍关系。

（5）应用色谱联用分析技术，定性定量研究体
液中的毒效成分及内源性代谢产物，进行同步药物

浓度及药效作用相关分析，结合模式识别等化学信

息学技术，分析生物体给予配伍禁忌药物前后代谢

指纹谱的差异，获得相应的生物标志物群，确定药

物毒性的特征代谢模式及其生物标志物，确定与某

些毒效学指标密切相关成分，明确生物学基础与化

学本质。

（6）建立计算机模型预测配伍禁忌反药组合效
应成分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及其动力学过程。

5. 毒效生物学基础研究体系的建立与毒性标
记物研究

基于代谢组学、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相关技术

与方法，采用代谢分析技术、基因芯片技术、差异基

因分析、蛋白质发现技术等，对反药组合的毒性生

物学基础进行评价研究，探讨反药组合在代谢过

程、蛋白表达、基因表达等层面的生物标记物，以揭

示中药配伍禁忌药物的致毒/增毒生物学基础及机
理。中药配伍禁忌系统毒理学研究技术体系见图 7。

6. 构建中药配伍减效机制评价体系，阐明反药
同方配伍妨害取效的作用机理

通过观察对相关病理模型药效变化评价，阐明

其配伍是否造成药效降低；应用化学、药代动力学、

图 6 中药配伍禁忌药物相互作用研究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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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代谢等分析其配伍前后药效物质的变化，明确

药效化学实质及药效成分间的相互作用规律。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相关化学组分产生妨害取效的

作用机理。

（1）依据药味主要功效和临床治疗作用，建立
相应动物模型，采用客观的药效评价指标，对其单

味药及配伍组合的药效进行评价，明确其配伍是否

产生疗效妨害作用。

（2）根据代表性方剂的主要功效和临床治疗作
用，建立相应动物模型，采用与临床诊断密切相关

的药效指标进行研究，明确其配伍对方剂是否产生

取效妨害作用。

（3）利用现代分离/分析检测手段，建立代表性
反药组合与方剂配伍前后水煎液的化学指纹谱，比

较其差异性，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提取特征指纹

进行鉴定，明确配伍前后化学成分的变化，揭示配

伍引起的化学成分间相互影响。

（4）以代表性反药组合配伍前后对大鼠连续灌
胃，使药物达到稳态血药浓度后，收集含药血样，采

用联用分析技术分析样品，建立药物代谢物图谱，

比较单味药及配伍组合的药物代谢物图谱差异，明

确配伍前后药效成分的体内变化。

（5）给药不同时间采集动物血液、组织器官、
尿、粪便等，进行样品处理分析，获取药代动力学参

数，揭示配伍禁忌组合及方剂配伍前后对相关成分

吸收、分布、排泄等环节的变化规律。

7. 构建反药同方配伍宜忌条件和毒效转化研
究体系，揭示中药配伍禁忌应用的宜忌条件与配伍

关系

（1）从循证医学角度考察分析中药配伍禁忌应
用的宜忌条件。

全面查阅、整理、分析鉴别和讨论评述中药配

伍禁忌的古今临床相伍应用的文献，总结配伍特定

的病理生理条件、配伍比例、用法用量及患者的个

体差异等应用特点和宜忌条件。从循证医学角度探

讨其临床应用规律，进行方法学分类及质量评价，

对鉴定出的随机对照试验、非随机的对照试验、病

例系列和病例报告进行循证医学系统评价和分析，

评价药物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探讨其药物的临床

应用规律。

（2）选择含有反药配伍的代表性方剂，研究其
宜忌条件与配伍关系。

基于古今临床应用，选择含配伍禁忌药对的古

今名方，如临床常用的海藻玉壶汤（含海藻与甘草

配伍）、甘遂半夏汤（含甘遂与甘草配伍），以及卫生

部部颁中药成方制剂标准消核片（含海藻与甘草配

伍）、铁箍散（含川乌、草乌与白及、半夏）为切入点，

基于临床用药特点设计特定的病理模型，对方中海

藻与甘草、甘遂与甘草、附子、乌头与半夏、白及配

伍进行研究，探讨不同病理状态、给药途径、给药次

数、配伍比例、不同剂型等因素对生物效应的影响，

探索其用药特点与取效特征，揭示其临床应用的宜

图 7 中药配伍禁忌系统毒理学研究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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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条件与配伍关系，从而指导临床合理、安全、有效

的使用配伍。

8. 整合分析研究成果，揭示代表性中药配伍禁
忌的科学内涵，提出适宜的中药配伍禁忌研究模

式，提炼形成和丰富完善中药配伍理论

（1）基于 Web 技术的中药配伍禁忌研究标准化
数据分析方法的建立。

标准化的数据分析流程和方法是保证实验结

果稳定可靠的基础。参照有关统计分析的国家标

准，建立基于 Web 技术的相关程序，在项目专用网
站上向项目组全体成员提供统一的数据分析处理

功能，以保证配伍禁忌研究实验结果的稳定可靠。

（2）基于信息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总结归纳
中药配伍禁忌的科学内涵、提炼形成和丰富完善中

药配伍理论。

在大量研究成果汇总分析的基础上，基于计算

机人工智能技术，对数据信息进行分析、比较、分类

研究，提取不同药对配伍间共同及差异部分，与中

医药配伍理论和药性理论有机联系与密切关联，形

成中药禁忌配伍关系与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形成

中药配伍禁-忌-宜关系示范性研究思路与方法，提
炼形成中药配伍禁忌理论，丰富和发展中药配伍理

论体系。

四、结 语

中药配伍禁忌理论虽一直受到中医药界的关

注，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古代文献记载、医家临床经

验和简单验证的积累中，对于总体规律研究和揭示

不够。此前研究者的实验条件和方法存在差异，实

验结果相差甚大。有些毒性试验研究，产生互相矛

盾的结果。当前，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中医药现代

研究能力的快速提升，在中医药配伍理论和中药药

性理论指导下，采用文献回顾整理、实验评价验证、

理论提炼升华的研究路径，甄别每一对反药组合，

阐明反药配伍“反”的原因、条件、机理等配伍规律

已成为中医药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安全用药意识的不断

增强，采用现代药理学、分子生物学、药物化学、现

代药剂学、生物信息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等相关

学科的技术与方法，客观界定中药配伍禁忌的禁、

忌、宜，系统研究其特定的反药结构-剂量-物质变
化产生的毒性表征；阐明其相互作用、配伍关系、化

学本质和生物学基础，揭示妨害治疗、宜忌转化配

伍规律；将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中药配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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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ug incompatibility is related to the safety of drug use in clinic and embodied the essenc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drugs and organism. It is great scientific problem and focus and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Compatibility of medicines is the mainly form and applied characteristics of TCM clinic. "Eighteen Incompatible
Medicament" and "nineteen counteraction", which represen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compatibility, are
experience summarizations based on medications in clinic and embodied the basic properties of incompatibility
theor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ut forward the scientific hypothesi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compatibility is the character combinations of potency reverse or potency control. The formation, dosage, and
chemical changes of the combinations character with specific attributes of toxicities and activities. And the effect-
reducing and proper / taboo condition embodied the dialectical rule of incompatibility. Establish the technology
system: (1) Technology of data mining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research of TCM incompatibility. (2) Technology
of evaluating toxicity and toxic mechanisms. (3) Method and technology of toxic or active components research
based on modern multi -analytic methods. (4) Method and technology of metabolize in body and interaction of
drugs. (5) Technology of effect -reducing mechanisms research in formulae containing drug pai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compatibility. (6) Technology of proper / taboo condition and compatibility relationship
research in specific pathology environment. These information would be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investigat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compatibility and enriching the compatibility theory of TCM. Research tasks
and goals: The specific attributes and rules of toxicities and activi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compatibility would be elucidate clearly base on the mass data from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s, working
with methods and technology of drug safety evaluation, metabolize in body, chemical components research, and
drug interactions, and so on. The proper / taboo conditions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incompatibility drugs would
be investigate in terms of effect -reducing and proper / taboo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specific compatible and
path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ultimate aims will put forward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research thoughts and
establish the technological system framework, and create the research mode by investigating the defining the
forbid, avoid, and suitable scientifically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compatibility.
These information will be enriched the compatibl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is project will be
to offer guidance for safe and effective clinical medication, to supply basis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incompatibility
cont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Pharmacopoei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establishing early -period security advance warning system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 application.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compatibility, interaction of drugs, effect -reducing, proper / taboo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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