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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毒素限量标准及其在中药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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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人类健康影响较大的黄曲霉毒素、赭曲霉毒素 A、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等 7 种真菌毒素及其药理毒性进行介绍，

并综述了近年来一些主要国际组织和我国等地区现行的真菌毒素限量标准情况。这些限量标准主要针对食品中的真菌毒素和

中药材中的黄曲霉毒素，而研究表明药用植物及其产品也有被其他真菌毒素污染的情况。为此，讨论了在我国建立中药材中

真菌毒素限量标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以期为我国建立中药材中真菌毒素限量标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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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毒素（mycotoxin）是由真菌产生的具有毒

性的二级代谢产物，主要包括黄曲霉毒素、脱氧雪

腐镰刀菌烯醇、展青霉素、赭曲霉毒素 A、玉米赤

霉烯酮等，可广泛污染农作物、植物及其副产品等。

近年来，随着检测分析技术及对真菌毒素认识的提

高，为保证食品安全，一些国家的限量标准也有所

增添和修订。本文就真菌毒素在食品和药用植物及

其产品的污染状况及近年来国内外真菌毒素限量标

准的进展进行综述，讨论在我国建立中药中真菌毒

素限量标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1  真菌毒素限量情况 
1.1  黄曲霉毒素（aflatoxins，AF） 

AF是由真菌黄曲霉Aspergillus flavus Link和寄

生曲霉 A．parasiticus Speare 等产生的一类有毒次

生代谢产物，依据其产生的衍生物化学结构的不同

分为 20 余种，其中最主要有 AFB1、AFB2、AFG1、

AFG2、AFM1 5 种[1]。黄曲霉毒素发现于 1960 年，

毒性为氰化钾的 10 倍，砒霜的 68 倍[1]。大量资料

证实，AF 对人及动物的肝脏组织有很强的毒害作

用，严重时可导致肝癌，甚至死亡[2]。1993 年世界

卫生组织（WHO）的癌症研究机构划定 AF 为一类

致癌物，其中有两种毒性较大且与人类生活密切

相关：一种是易在乳品中产生的 AFM1，另一种是

易污染谷物和粮食的 AFB1。AFM1 的毒性及作用性

质与 AFB1 类似[3]。 
AF 极易对粮食和饲料造成污染。王君等[4]从重

庆、福建、广东、广西、湖北、江苏、上海、浙江

等地区共采集市售玉米、花生、大米、核桃、松子

等样品284份并检测，玉米中AF检出率为70.27%，

其中 14.86%超出国家限量标准；花生中的检出率

为 24.24%，其中 3.03%超出国际食品法典限量标

准。不仅在粮食和饲料中能检测出 AF，在以植物

为基源的中药中也同样可检测出 AF，也有相关的

报道。张雪辉[5]检测了当归、党参、黄芪等 3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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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药材，发现杏仁、秦艽、生建曲、生麦芽和前

胡中均含有 AF。Yang 等[6]检测了 19 种中药，其中

有 3 种含有 AF，有的质量分数甚至高达 28 μg/kg。
Romagnoli 等[7]检测了意大利市场上的 103 个香料、

芳香草药、药茶以及药用植物的样品，发现有 7 种

含有 AF。金红宇等[8]对国内 46 个易染黄曲霉的中

药品种（共 79 批次）普查情况进行分析，AF 检出

率较高的药材有神曲、薏苡仁、柏子仁、槟榔等。 
由于 AF 对人类身体健康危害的严重性，许多

国家和国际组织已对 AF 在食品中的限量标准做出

了规定[9-10]（表 1）。2004 年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FAO）发布的食品与营养报告指出，在 2003 年以

前至少 29 个国家对 AFB1 均采用 2 μg/kg 的限量标

准，对 AFB1、AFB2、AFG1 和 AFG2 的总量采用 4 
μg/kg 的限量标准，乳品中的 AFM1 大多数国家采

用 0.05 μg/kg 的限量标准[11]。现行欧盟标准增添了

婴幼儿专用食品里真菌毒素的限量标准，且更严

格。一些地区考虑到真菌毒素的协同作用，没有

对单一毒素进行限量，而是对一类毒素的总和进

行限量。 

表 1  中国和欧盟对食品中 AF 的现行限量标准 
Table 1  AF current limit standards of food in China and European Union 

国家和国际组织 适用范围 AFB1/(μg·kg−1) AFM1/(μg·kg−1) 
AF(B1＋B2＋G1＋

G2)/(μg·kg−1) 
中国 玉米、花生及其制品 20   

 大米、植物油（除玉米油、花生油） 10   

 其他粮食、豆类、发酵食品   5   

 婴幼儿配方食品   5   

 鲜乳  0.5  

 乳制品（折算为鲜乳）  0.5  

欧盟 用于人类食用或作为食品配料之前贮藏或加工的

花生 

  8 15  

 用于人类食用或作为食品配料之前贮藏或加工

的坚果、干果、玉米、调味品等 

  5  10 

 用于人类直接食用或作为食品配料贮藏的花

生、干制水果、谷物及其制品 

  2  4 

 生乳、热处理牛奶和用于制造奶制品的奶  0.050  

 为婴儿和儿童加工的谷物制品和婴幼儿食品 0.1   

 婴幼儿奶粉和较大婴幼儿奶粉，包括婴幼儿 

牛奶和较大婴幼儿奶 

 0.025  

 专用于婴幼儿的有特殊医疗目的的食疗食品     0.1 0.025  

1.2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deoxynivalenol，DON） 
DON 又名呕吐毒素（vomitoxin），是单端孢霉

烯族毒素的一种，也是一种全球性的谷物污染物。

低剂量 DON 主要引起动物的食欲下降、体质量减

轻、代谢紊乱等症状，大剂量能致呕吐；人误食后

主要出现头昏、腹胀、呕吐及白细胞缺乏等症状。

DON 还具有很强的细胞毒性和胚胎毒性[12]。它对

生长较快的细胞如肠道黏膜细胞、淋巴细胞，胸腺

细胞，脾细胞和骨髓造血细胞等均有损害作用，并

可抑制蛋白的合成[13]。近年来的研究发现，DON
可能与人类食管癌、IgA 肾病、克山病和大骨节病

有关[12]。 

Tuite 等[14]检测发现美国印地安那州 88%的小

麦中含有 DON。我国河北省食道癌、胃癌高发区居

民饮食中，DON 污染率和量均相当高[15]。鉴于 DON
的危害性，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在 2004 年的食品

与营养报告中指出，37 个国家针对食品中的 DON
已有相关限量标准。中国和欧盟 DON 现行的限量

标准见表 2。 
1.3  赭曲霉毒素 A（ochratoxin A，OTA） 

OTA 具有很强的肾毒性，可引起巴尔干肾炎，

并可诱发肿瘤[16]。此外，赭曲霉毒素 A 还具有一定

的肝脏毒性、神经毒性、免疫毒性、生殖毒性和发

育毒性，可导致胎儿畸形、流产及死亡，并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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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和欧盟对食品中 DON 的现行限量标准 
Table 2  DON current limit standards of food in China and European Union 

国家和国际组织 适用范围 DON/(μg·kg−1) 

中国 小麦、 玉米 1 000 

欧盟 未加工的谷物而非硬质小麦、燕麦 1 250 

 未加工硬质小麦、燕麦、 1 750 

 人类直接食用的谷物、谷物淀粉、麦麸、干面食 750 

 面包（包括小的面包制品）、糕点、饼干、谷物点心、和早餐用麦片 500 

 婴幼儿及儿童食用加工谷物食品及婴幼儿食品 200 

 非直接食用的玉米粉（粒度≤500 μm） 1 250 

 非直接食用的玉米粉（粒度＞500 μm） 750 
 
的致畸、致癌和致突变的作用[17]。 

随着对 OTA 认识的深入，由 OTA 造成的粮食

污染情况被广泛报道。《2009 年中国饲料和原料中

霉菌毒素污染情况调查总结报告》报道，对我国玉

米、小麦、蛋白质原料等饲料和原料进行 OTA 检测

后，结果显示 218 份样品中 30 份显示阳性，检出率

达 13.8%，比 2008 年大幅度降低，但中值和平均量

均比 2008 年高，但仍然维持低水平[18]。近年来，在

一些中药中也检测出 OTA。Ariifo 等[19]在甘草及其

制品中检测出 OTA，有的量高达 252.8 μg/kg，明显

高于文献报道的食物中 OTA 的量。Trucksess 等[20]

报道在人参、姜、姜黄、卡法根中存在 AF 和 OTA。 
据FAO统计，2003年为谷物及谷物制品中OTA

设立限量标准的国家已有 37 个，其中 29 个国家的

限量标准为 5 μg/kg。中国台湾和欧盟 OTA 的限量

标准见表 3。 
1.4  玉米赤霉烯酮（zearalenon，ZEA） 

ZEA 又称 F-2 毒素，广泛存在于玉米、小麦、

大麦、高粱中。它主要是由禾谷镰刀菌产生的一种

代谢物，具有强烈的雌激素作用，作用强度约为雌

激素的 1/10，但作用时间长于雌激素。研究认为，

玉米中 F-2 毒素的量达到 0.1 mg/kg 时，就会产生雌

激素过多症。在急性中毒的条件下，ZEA 对神经系

统、心脏、肾脏、肝脏、肺脏都会有一定的毒害作

用。其机制是引起神经系统的亢奋，造成大量出血

点，使动物死亡[21]。 
ZEA 容易污染玉米、小麦等农作物。李荣刚等[22]

测定了我国部分地区的 48 份小麦样品和 33 份玉米

样品，结果表明两种作物中的 ZEA 阳性率均为

100%，质量分数均值分别为 0.098 mg/kg 和 0.224 
mg/kg。Trucksess 等[20]从干燥人参根的粗提物中检

测到 ZEA。 
根据FAO 的统计结果，2003 年以前仅有 16 个国家

制定了谷物当中ZEA的限量标准，以1 000 μg/kg 为主。

现行的欧盟标准与之对比，ZEA限量较严格（表4）。 
1.5  伏马菌素（fumonisins） 

伏马菌素是由玉米串珠镰刀菌产生的一组有毒

害和致癌性的真菌毒素[21]。目前发现的伏马菌素主

要有 FB1、FB2、FB3 等 11 种，它们具有较低的口

服毒性，但其中一部分可以在肝和肾中积聚。FB1 

表 3  中国台湾和欧盟对食品中 OTA 现行的限量标准 
Table 3  OTA current limit standards of food in Taiwan, China and European Union 

地区和国际组织 适用范围 OTA/(μg·kg−1) 
欧盟 未加工的谷物      5 

 所有经未加工谷物制成的产品，包括加工谷物制品和直接供人类食用的谷物      3 
 干燥藤本科植物水果（黑醋栗、葡萄干、无子葡萄干）、速溶咖啡     10 
 炒咖啡豆、炒咖啡粉（不包括速溶咖啡）      5 
 葡萄酒、果酒、鸡尾酒、葡萄汁      2 
 供婴幼儿和儿童食用的加工谷物及食品      0.5 

中国台湾 米、麦类      5 
 婴儿食品 不得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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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欧盟对食品中 ZEA 的现行限量标准 
Table 4  ZEA current limit standards of food in European Union 

国际组织 适用范围 ZEA/(μg·kg−1) 

欧盟 非玉米未加工谷物      100 

 未加工玉米      200 

 直接供人类食用的谷物、谷物淀粉、在市场上销售的供人类直接食用的糠（作为终产品）

及胚芽 
      75 

 直接供人类食用的玉米、玉米淀粉、玉米粉、粗玉米淀粉、玉米胚芽及精制玉米油      200 

 面包（包括小的面包制品）、糕点、饼干、谷物点心、和早餐用麦片       50 

 加工谷物食品（不包括加工玉米食品）及专供婴幼儿及儿童食用的婴儿食品       20 

 加工玉米食品（专供婴幼儿及儿童食用）       20 

 非拟用来制粉的未加工玉米      350 

 精制玉米油      400 

 玉米点心及以玉米为主料的早餐麦片粥      100 

 加工谷物食品（专供婴幼儿及儿童食用）       20 

 非供人类直接食用的玉米粉（粒度＞500 μm）      200 

 非供人类直接食用的玉米粉（粒度≤500 μm）      300 
 
能引起动物各种疾病，如马脑白质软化症和猪肺水

肿，严重威胁动物的健康，影响畜牧业的发展[23]。 
王志刚等[24]用 ELISA 法对浙江省 73 份粮食作物进

行了伏马菌素的测定，样品阳性率达 72.6%，平均

污染量为 10.5 mg/kg。葡萄牙的研究人员对土耳其

115 个草药茶和药用植物样品进行了 FB1、FB2 的检

测，其中 2个样品被检出 FB1，污染水平分别是 0.160 
和 1.487 μg/g，FB2 未被检出[25]。部分国家和国际组

织对食品中伏马菌素的现行标准见表 5。 

1.6  T-2 毒素 
T-2 毒素是由镰刀菌属多种真菌产生的主要毒

性成分，属单端孢霉毒素，易污染农产品、饲料 
及食品，而引起人畜中毒。研究发现我国大骨节病

与克山病病区丰田村和林茂村地产粮食中 T-2 毒素

检出率高达 77.78%，平均质量分数为 120.64 μg/kg，
这两种病症可能与 T-2 毒素的污染有关[26]。目前国

际上制定 T-2 毒素限量标准的国家不多，只有前苏

联规定在粮食中 T-2 毒素限量为 100 µg/kg[27]。 

表 5  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对食品中伏马菌素的现行限量标准 
Table 5  Fumonisins current limit standards in some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国家和国际组织 适用范围 
FB1和 FB2总和

/(μg·kg−1) 
FB1、FB2和 FB3 

总和/(μg·kg−1) 
欧盟 非拟用来制粉的未加工玉米 4 000  

 玉米淀粉、脱胚玉米粉、粗玉米粉、玉米胚芽油及精制玉米油 1 000  
 供人类直接食用的玉米制品 400  
 加工的玉米制品及婴儿食品，专供婴幼儿及儿童食用 200  
 拟供人类直接食用的玉米（不包括玉米制品） 1 000  
 以玉米为主料的早餐和点心 800  
 玉米粉（粒度＞500 μm） 1 400  
 玉米粉（粒度≤500 μm） 2 000  
瑞典 玉米淀粉、脱胚玉米粉、粗玉米粉、玉米胚芽油及精制玉米油 1 000  
美国 FDA 玉米面及其制品（脂肪含量＜2.25%）  2 000 

 玉米面及其制品（脂肪含量＞2.25%）     4 000 
 干玉米麸     4 000 
 用于做休闲食品     4 000 
 用于做爆米花的干净玉米     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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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展青霉素（patulin） 
展青霉素又叫棒曲霉毒素，对植物和动物具有

很强的毒性，可引起人呕吐、反胃。食品添加剂联

合专家委员会（JECFA）研究报告表明，展青霉素

对胚胎有毒性，同时伴随有母体毒性，相对高剂量

的展青霉素已被证实有免疫抑制作用[28]。展青霉素

还能改变细胞膜的通透性，可抑制细胞中大分子物

质合成，并能造成细胞中非蛋白质巯基耗竭，导致

细胞活性丧失[29]。毒理学实验表明，展青霉素还具

有致畸作用[30]。 
展青霉素的污染情况也有相关报道。鲁琳等[31]

抽检了我国广东省 2005—2007 年 83 份苹果、山楂

制品，结果有 6 份检出展青霉素，检出率为 7.2%，

有 1 份超标。Kumar 等[32]从肉桂、小茴香中检测

到展青霉素。Antonio 等[33]在干姜中检测出了展青

霉素。Martins 等[34]在实验中发现展青霉素也存在

于薄荷、菊花等药用植物中。展青霉素限量情况见

表 6。 

表 6  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对食品中展青霉素的现行限量标准 
Table 6  Patulin current limit standards of in some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ternationally  

中国和欧盟 适用范围 限量标准/(μg·kg−1)

欧盟 果汁、浓缩果汁及水果花蜜 50 

 酒精饮料苹果酒和其他以苹果为原料或包含苹果汁的发酵饮料 50 

 固体苹果制品包括糖渍苹果、直接食用的苹果汤类 25 

 婴幼儿及儿童食用或者有此类标识或按此标准销售的苹果汁及固体 
苹果制品，包括苹果糖渍苹果和苹果汤类 

10 

 婴幼儿食品（非加工谷物制品），专用于婴幼儿及儿童 10 

中国 苹果、山楂制品 50 

 
2  国内外真菌毒素限量标准的发展 

真菌毒素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及对食物、饲料、

乳制品等造成的污染已经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受到

人们极大的关注。各国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与真

菌毒素有关的法律法规。2004 年，FAO 发布了第

81 卷食品与营养报告（Worldwide Regulations for 
Mycotoxins in Food and Feed 2003），通报了各国有

关真菌毒素的管理状况。2003 年底至少有 99 个国

家在食品和（或）饲料上拥有真菌毒素的法规[25]。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对真菌毒素的进一步认识，

各国的真菌毒素限量标准也有了变化。2006 年欧盟

发布了新的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标准（EC）No 
1881/2006 ； 2007 年发布了修订版（ EC ） No 
1126/2007，对真菌毒素制定了更具体和广泛的限量

标准；2010 年又对（EC）No 1881-2006 进行了修

订，2月发布（EU）No 165/2010和（EU）No 105/2010，
主要对黄曲霉毒素和赭曲霉毒素 A 进行了修订。 

欧盟食品标准（EC）No 1881/2006 相对于之前

的标准，在食品种类上增加了一些未加工或是拟用

于贮藏的谷物以及咖啡豆、果汁等，且每一个真菌

毒素都增加了针对婴幼儿食品的限量标准，其要求

明显严格于普通食品。在真菌毒素的种类上，除了

已有的 AF、DON、OTA 外，新增了 ZEA、伏马菌

素、展青霉素 3 项。修订版（EC）No 1126/2007 把

玉米及其制品在各毒素项下的标准制订得更详细。

这些新内容对食物的监控更广泛和完善，有力地保

障人类食品的安全。根据新标准的这些特点，建议

我国今后制定中药中真菌毒素标准时要考虑到婴幼

儿的承受能力和成人不同，对用于婴幼儿的中药材

及其制品可以另外设立标准。 
2010 年 8 月 2 日，我国卫生部公开征求《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意见。此征求

意见稿与现行的标准《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相比，

主要修改了已有 4 种毒素（AFB1、AFM1、DON、

展青霉素）的限量，增加了 OTA、ZEA 限量指标等。

由此可看出我国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标准正在逐渐

与国际接轨。 
3  中药中真菌毒素研究 
3.1  现状 

由于真菌毒素在自然界分布极为广泛，不仅污

染农作物，也可广泛污染中药材，中药材从种植、

采收到贮藏极易受到这些毒素的侵害，不经控制而

被人们使用后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因此真菌毒

素对中药材的污染同样不能被忽视。目前少数国家

和地区对药材制定了 AF 和 OTA 的限量标准。欧盟

规定辣椒、肉豆蔻、干姜、姜黄及其混合物中 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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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量为 15 μg/kg，甘草根的浸渍物中 OTA 限量为

20 μg/kg，作为饮料和点心的甘草提取物中 OTA 限

量为 80 μg/kg；辣椒、肉豆蔻、干姜、姜黄中 AFB1

限量浓度为 5 μg/kg，AF（B1+B2+G1+G2）限量浓度

为 10 μg/kg。德国、中国香港规定中药材中 AFB1

允许限量值分别为 2 μg/kg 和 5 μg/kg，AF
（B1+B2+G1+G2）限量值分别为 4 μg/kg 和 10 μg/kg。
我国的药用植物及制剂绿色行业标准对中药中

AFB1 的限量值为 5 μg/kg[35]。韩国对甘草、决明子、

桃仁、半夏、柏子仁、槟榔、山枣仁、远志、红花、

栝楼仁、龟板、木瓜、白扁豆、莲子肉、郁金、肉

豆蔻、枳棋子、巴豆及杏仁 19 种药材制定了 AFB1

的限量标准，不能超过 10 μg/kg[36]。我国中药材资

源丰富，但迄今为止，《中国药典》2010 版一部仅

对桃仁、胖大海、陈皮等几味药材规定 AFB1 最高

限量为 5 μg/kg，AF（B1+B2+G1+G2）最高限量为

10 μg/kg。 
国内学者曾提出制定药材的 AF 限量标准。张

振凌[37]建议按照卫生部制定关于粮食、豆类、发酵

食品中 AFB1 限量不超过 5 μg/kg 的要求，暂定中药

饮片 AFB1 限量小于 5 μg/kg；部分谷物类、含脂肪

油的饮片参照花生、玉米等的标准为小于 20 μg/kg。
许闽等[38]建议山萸肉中 AFB1 的限量标准初步确定

为小于 5 μg/kg，与食品 AFB1 限度相同。由于展青

霉素主要污染苹果、山楂等水果，周玉春等[39]提出

有必要对山楂、乌梅、木瓜、杏仁、红枣及豆科类

中药材及其制剂进行展青霉素的研究。 
当前我国对中药中真菌毒素的检测研究和限

量制定主要集中于 AF[40]，关于中药材中其他真菌

毒素的研究比较少，但资料显示中药及其制剂已被

其 他 真 菌 毒 素 污 染 。 Yang 等 [41] 报 道 了 用

HPLC-FLD 法测定来自我国 6 个地区的 57 份中药

材，结果显示 31 份因储藏问题已霉变的样品里有

23 份含有 OTA，26 份无霉变现象的样品中 2 份含

有 OTA，污染水平分别为 1.2～158.75 μg/kg 和

2.5～5.6 μg/kg。Yue 等[42]建立了用 GC-ECD 测定中

药材中 DON 的方法，从收集的中药材及其制剂共

57 个样品中检测出 3 个样品含 DON，质量分数为

17.2～50.5 μg/kg，检出 DON 的 3 个样品中有 2 个

是药食两用的薏苡仁。有研究表明在干燥无花果中

天然存在FB1
[43]，在木薯及薯类植物中天然存在FB1

和 AF[44]。陈娟等[45]对药材市场上霉变甘草样品进

行了污染菌的分离、鉴定，共获得 4 属 7 种真菌，

测试结果表明优势菌 Aspergillus parasiticus 主要产

生 AF、OTA，Penicillium polonicum 主要产生 OTA。 
由于中药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药物，研究中药的

国家主要是我国及周边的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和韩

国等），对于中药中 ZEA、伏马菌素、T-2 毒素、展

青霉素等真菌毒素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少有报道，但

国外对药用植物中真菌毒素污染问题已报道广泛。

结合目前研究状况和类比国外的污染情况，我国的

中药材及其制剂可能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潜在污染。 
3.2  加强对中药中真菌毒素限量标准研究 

中药真菌毒素限量标准的制订是安全用药的保

证，是国家进行安全质量监管的依据，同时也是中药

生产的基础和贸易的基本条件。中药真菌毒素限量标

准的制订应首先基于毒理学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公认

的人体每日最大允许摄入量（ADI）基础上，结合用

法与用量，确定中药材中真菌毒素的最高残留限量

（MRL）。以上述计算确定的 MRL 为基础，还必须考

虑样品中的实际残留情况，加以适当调整，制订限量

标准[8]。建立中药真菌毒素限量标准可以用建立食品

真菌毒素的方法，但是限量不应简单的和食品相同，

应该结合中药材的用法与用量情况，经过疾病治疗中

的暴露评估与危险评估，与进出口相关法规相协调等

系统的方法来制定相应的限量标准。 
4  结语 

我国拥有丰富的中药资源，中药在我国使用量

大而广泛。大部分中药的作用效果比较缓慢持久，

某些疾病须长期服用才有治疗效果；一些药食同源

的中药如薏苡仁、大枣等也被我国人民作为保健食

品长期食用。若长期服用被真菌毒素污染的中药势

必将增加不良反应事件的发生率，损害健康，影响

中药材正常的贸易往来和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真菌毒素的污染和监管不严已成为安全用药及中医

药发展的隐患。建议我国有关部门对此引起重视，

加强对各类中药材中真菌毒素的普查和限量标准的

研究，在参照已有相关标准的基础上逐步制定出符

合我国国情的中药中真菌毒素限量标准，确保药品

安全，保障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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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刊宗旨：报道国内外药物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技术，以及药物在临床应用方面的最新动态，为新药研发、生产人员以及

临床医生与药剂师合理用药提供有益的参考。 

内容与栏目：涵盖药物的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各学科，设置“专论与综述”、“实验研究”、“临床研究”、“未来药物”、

“药事管理”、“知识产权”、“药物经济学”和“市场信息”等栏目。“专论与综述”栏目除报道植物药研究的最新进展外，诚

征有关药物与临床研究前沿的前瞻性文章。 

读者对象：药物研发、生产、监管人员，以及临床医生与药剂师。 

《现代药物与临床》双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封面铜板彩色覆膜。为扩大信息量、缩短出版周期，本刊由 64 页扩版为

80 页；为惠顾广大读者，改版不提价，每期定价仍为 15 元，全年 90 元。本刊自办发行，请直接与编辑部联系订阅。 

本刊网上在线投稿、审稿、查询系统正式开通，欢迎投稿、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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