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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效应评价在中药质量控制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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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科学的中药质量控制与评价方法是保障中药安全、有效的关键点和难点。现有的中药质量控制与评价方法存在

诸多的局限性，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有效评价。在现有中药质量评价体系的基础上，结合生物效应评价方法，能实现中药

质量控制及评价的科学性，为中药的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对生物效应评价法的特点、优势及构建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归纳了具有活血化瘀、宣肺及抑菌、抗炎等生物活性中药的生物效应评价方法，为建立科学的中药质量控制与评价方法提供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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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method of quality control and evalua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MM) is important and 
challenging for ensuring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CMM. The existing methods of quality control and evaluation of CMM have 
many limitations and it can not be effectively evaluated in the true sense. Based on the existing CMM quality system, the rational use of 
bioeffect evaluation method can realize the scientific quality control and evaluation of CMM and provide the necessary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MM.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bioeffect evaluation methods established in CMM, such as 
activating blood and removing stasis, ventilating lung,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nd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y. This paper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 for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quality control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C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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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是我国的国粹，其在疾病治疗过程中所体现

的整体与系统观念，使其在临床治疗中显示出明显的

优势，日益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中药防病、治病

所发挥的整体药效的微观是其多种成分作用于多个

靶点，进而作用于多靶点形成的复杂网络， 终产生

协同性、整合性治疗作用。然而，也正是由于中药成

分的复杂性，现行的中药质控方法在控制和评价中药

质量方面仍具有较多的局限性[1]，存在一种有效成分

对应多种药材和一种药材的质控成分并不是有效成

分的现象，难以反映中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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