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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药 现 代 化 的

必 要 性 与 方 策

口 孔 宪铎 香港科技大学

摘要 中西 药的相继 发展
,

为人类 的健康提供 了保 障
,

因之人 的 寿命不 断增长
,

由六 十年

前的 四 十 出头到 了今天的迈 向八十
,

于是乎
,

社会 大众 日渐走上老化
。

由于人的老化 而 引起的

老年病
,

加上与生俱 来的慢性病和 日前 日趋复杂的疑难病等等
,

已使得长久 以 来能够做到
“

药

到病 除
”

的 西 药
,

有些招 架 不 住
,

人们 就 又 想到 中药
,

这正 与 由发展新的 西 药 日渐艰难而 引发的

回 归 自然
,

采用 天然 药物 的 呼声相应
,

世人再度开始 重视 中药
。

最好的例 子就是 中外肿瘤末期

的 患者有六成 以 上服 用 中药
。

中药成 了很 多绝 症 患者的 最后 希望
。

中西药不 同
,

西药是分子结构明确的化合物
,

经筛

选有效者
,

再定安全性
,

最后经临床试验
,

达到
“

对症下

药
”

的药效
。

中药则不 同
,

是复杂的混合物
,

先用 于 临

床
,

证明安全有效再谋求改善
,

取材和炮制成 了最重要

的环节
, “

道地取材
”

和
“

遵古炮制
”

成 为 中药有效的法

宝
,

前者保证有效成分
,

后者保证 中药疗效
。

中药最大的特点是复方
,

方剂的配伍和炮制增加

了单味药的疗效
,

也减低 了单味药的毒性
。

要 了解 中

药
,

必先懂得复方经炮制而产生的特性
。

今天
,

世人并不怀疑中药的药效
,

但是怀疑中药的

安全性
。

所以
,

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
,

最新的技术来研

究 中药
,

用科技来振兴中药的时候到了
。

果能如此
,

则

中药的现代化 国际化
,

指 日可待
。

果能如此
,

则受益

于 中药的人不止限于亚洲
,

而遍及全球
。

对于中药现代化的研究与推进
,

海峡两岸三地各

有所长
,

各有贡献
,

大家应该携手合作
,

互补互助
,

早 日

达到实现中药现代化的目的
。

在对推展
“

中药现代化
”

的策略上
,

我 以 多年从事

植物研究的观点
,

略述 己见
。

我们应该做的是
·

有效材料的鉴定 中药的真材实料非常重要
,

为

、。 。 , 。。 。 , , ’去 〔吸 , 月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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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避免假冒
,

不能再靠古老的眼看
、

口 尝
、

鼻闻和手摸
,

而要采用 新而 可靠 的技术 如 鉴定 品种
,

产地 和

产期也要注明
。

中药有效成分 的高低
,

因产地和产期

不同而差异很大
,

例如四川的黄连
、

云南的三七和吉林

的人参等道地药材
,

其质量优于其他各地
。

在产期方

面更为重要
,

譬如甘草甜素的含量在开 花前期 为其他

生产期的二
、

三倍
,

应在开花前期采集
。

所 以每一 中药

都应注明品种产地与产期
,

以保障质量
,

取信于人
。

·

有效部分的指标 在品种鉴定和产地产期注明之

后和有效成分未鉴定之前 的过渡期 间
,

可 以鉴定有效

部分
,

先选出一二项化学成分作为有效成分的指标
,

例

如在银杏的有效成分未鉴定之前
,

德 国药厂用

和 , 作指 标
,

获得 大家

信任
,

值得采用
。

·

有效成分的鉴定 当然最终 目标还是鉴定有效成

分
,

如青篙素等
。

能够按部就班地照着上述步伐前进
,

就可 以符合

并通过美 国 的诸 多标准
,

包括临床试验
,

而打进

美国和国际市场
,

进而实现 中药的现代化 目标
。

让地

球上的人群
,

不分肤色
、

种族
、

男女
、

老幼
,

都能享受 中

药的疗效
,

则 当年神农 氏种 五谷
、

尝百草 的苦心
,

没有

白费

一
、

为什么 中草药要现代化

人类的生存
,

既需要粮食为营养
,

也需要药物来保

健
,

所 以
,

我们可 以肯定
,

在人类发展史上
,

务农和采药

是同时进行 的
。

惟一不 同的是
,

用作 主要食物 的植物

到现在也不超过三
、

四 十种
。

而用 作一 般药物 的植物

已远远超过一万种 了
。

理 由很简单
,

人类从植物 中所

摄取的营养主要 的不外是淀粉
、

脂 肪 和 蛋 白质 等等
。

而从植物中所摄取有药效的成分
,

因为要治百病
,

所以

就不止千百种 了
。

在 年以前
,

当西药未成气候的时代
,

中草药是

治病的惟一方剂
。

自 世纪末叶以来
,

由于抗生素和

预防疫苗的发现
,

对 由细菌所感染的疾病
,

以及疫苗可

以防止的病原
,

都达到立竿见影
、

药到病除的功效
。

于

是乎
,

这些 可 以对症下 药 的西药
,

成 为天 之骄 子
。

同

时
,

对具有保健和治病双重功能的中草药
,

由于效果缓

慢
,

而退居次位
。

近年来
,

由于各种疑难杂症 以及慢性疾病的蔓延
、

老年病的骤升
、

合成药品的昂贵等等使曾创奇功 的西

药束手无策
。

于是
,

事实和需求 又唤起 了人们对 中草

药的重新估价
,

重新重视
。

这真是历史的重演
,

这也是

因果在循环
。

当人们不能征服 自然的时候
,

就会 回归

自然
,

理 由就是这么简单
。

大家都知道历史是一面镜子
,

可是 只有智者才能

看到并预测到 自己 的未来
。

从过去别人的事例来印证

自己
,

对人如是
,

对事如是
,

对 中草药的发展亦复如是
。

温故而知新
,

就是因为历史在重演
,

不是吗 目前全世

界超过 四分之三的人 口在直接或间接使用 中草药的产

物
,

有的称之为草药或中草药
,

有 的称之为健康食品
。

在美国已 有半数人 口 在用植物产 品保健
。

也是在美

国
,

百分之六七十的癌症患者都在末期服用 中草药 台

湾亦复如是
,

中草药渐渐成 了绝症 患者 的
“

最后 的希

望
”

和
“

惟一的希望
” 。

说到因果的循环
,

在 中草药再度抬头的过程 中最

具深意
。

中西药的先后发展
,

相继改 良
,

为人类的健康

提供 了保障
。

于是
,

儿童的夭折率减到最低
,

低到只有

千分之五
。

老人 的寿命提到新高
,

高到接近八十
。

不

要忘记
,

在本世纪 之初
,

人 的寿命才不 过 四 十
。

据估

计
,

在 下 个 世 纪 可 能 高 到 一 百
。

因此
,

世 界 人 口 从

年的 亿增加到 年的 亿
,

年加 了一

倍
。

从 年的 亿 又将增加 到 年的 亿
。

这次的加倍 已不需 年而是 年
。

随着人 口增加而

不可避免的事实是人 口 老化现象
。

在 中国
,

岁以上

的人 口
,

在 年 是
,

年是
。

据估

计
,

到 年会是
,

而 在 年将会达到
。

随着人 口 老化而更不可避免 的现象
,

是 因老化而产生

的生理衰退
,

不是病
,

是衰老
。

因为不是病
,

西药爱莫

能助
,

中草药则可 以调理
,

因为它具有保健的功能
。

中

西药使人 口 长寿而老化
,

老化的人 口 需要 中药
,

这不是

因果循环
,

又是什么

再者
,

就要说到回归 自然
,

因为人工合成的药物费

时费力费钱
,

十年以前在一万种化合物 中可 以选出一

个有效成分
。

现在就要在十万种里选一个
,

创造一种

新药品
,

为时要 年
,

花费要 一 亿美元
。

回过头

而 二如 己 ￡代几 更 , 诫 ￡ 。人 心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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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在中草药里筛选有效成分简化多 了
,

因为有着千年

以上 的经验和实验
。

在这里 既然谈 的是成本
,

我们就

先来看看老化人 口 在医药方面的庞大费用
。

因为人 口

老化的医 药保险
,

目前 占着 每一个 国家很 大 的成本
。

在美国
,

现在为着 的老人
,

用去 了全国 以上

的药疗费用
,

成本惊人
。

这 以上 的各项 因素
,

很 明显地说 明 了中草药 为什

么再露曙光的道理
。

世界真是像是一个轮子
,

现在又

转到重视中草药的时代 了
,

时代考验 了中草药
,

中草药

也经得起数千年的考验
,

证 明有效
,

现在我们这一代人

的责任是来说明 中草药 为什么 有效
。

非如此
,

世人便

没有信心服用 中草药
,

这就是 为什么要把 中药现代化

的原因
。

总而言之
,

其 目的在求树立 中草药的有效性
、

安全性
、

可靠性 以及通俗性的国际标准
,

让它进人国际

市场
,

为全人类造福
,

不要把一个有效药物的应用局 限

于世界的一个角落
。

当然
,

我们深深知道
“

中药现代化
”

不是一件简单

的事
,

所 以才要大家 同心 协力地共襄盛举
。

正如 台湾

名报人王惕吾先生 在亲身受益 于 中草药功效之后
,

极

力推动中草药的科学化
,

把 中草药 的研究作 为一个心

愿一样
。

在他的书中写着
“

中药科学化是一件浩大的

工程
” ,

又说
“

这些程序是繁复而严谨 的
,

每一步骤都

不能有任何疏失
,

可是一旦经过这些程序检定合格
,

几

千年来未 以科学研究证 实的 中药
,

就能够跻 身世界正

式药品之列
,

中药的成就才能为全球人类共享
” 。

他的

话
,

道出了一 般人对 为什么 中药需要现代 化 的心 声
。

说的好
,

也说的对

二
、

中药的特性 —复方与炮制

中草药的发展过程是长远 的
,

到现在 已有几千年

的历史
,

步骤是 曲折 的
,

不 知有多少人 以 身试 药而死

亡
。

就是 由于这几千年经验的结 晶和无数人性命的代

价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方剂
,

特别是复方 的配伍和炮

制的过程
。

所以我认为中草药的特性特质就是复方和

炮制
。

现在我们要把这些经验的结晶用科学实验来解

释
,

以求取信于世人
。

在中草药中的单味药
,

其有效部分
,

也是由多种成

分混合而成的
,

并不单纯
,

除非是在有效部分中提取 出

来有效的成分
。

例如在青篙 中所提纯 的青篙素
,

可 以

治疗疟疾 在黄连 中所提纯的黄连素
,

可 以治疗炎症以

及在天花粉中所提纯 的天花蛋 白可 以引产等
。

此外
,

对于上百种单味中草药 的化学成分进行 了分析
,

可是

也只发现了部分单味药的有效成分
,

大多数仍是停 留

在有效部分混合物的状态
。

至于对复方的研究
,

目前 已 由 年前 占单味和复

方比例的 升到
。

光是在 至 年之

间
,

就研究了 个复方
,

最受关注的方剂是 补 阳还

五汤
,

补 中益气汤
,

当归补血汤
,

四 君子汤
,

四 味汤
,

六

味地黄汤
,

八味地黄汤
,

五子衍宗丸
,

玉屏风汤
,

大承气

汤
,

桂枝汤
,

小柴胡汤
,

血府逐疲汤等
。

中草药的复方
,

通过配伍
,

在炮制 的煎煮过程 中
,

发生 了诸多理化作用
,

甚至导致新成分的产生
。

因此
,

由于炮制提高了疗效
,

减低了毒性
,

去除了副作用
。

我

们都知道
,

一付复方的中草药
,

可能 由多种甚至一二十

种动
、

植
、

矿物配伍而成
。

其 中对疾病具有疗效成分的

也许不过数种而 已
,

其余的都是在提供辅助作用
。

这

就是在中草药中的
“

君 臣使佐
”

和
“

相须
,

相使
,

相畏
,

相

杀
,

相恶和相反
”

配伍理论 的根据
。

譬如说
,

有些药物

的有效成分可能不溶于水
,

而煎煮又 多半都是在热水

中进行的
,

那么就只有靠有些 中草药水溶性 的成分来

增加其他中草药 中有效成分 的可溶性
。

举例来说
,

四

君子汤是 由党参
、

获荃
、

白术和甘草组成
,

前三种分煎

或合煎
,

药物成分的总溶出量变化不大
,

加上甘草则大

大地增加了这三种药物成分 的溶解量
,

因为甘草 中的

皂贰类成分 有助 溶作用
。

疗效 的提高
,

来 源 于此理
。

至于减低毒性
,

也有例子可考
。

从实验证明
,

含生物碱

的药材与含大分子酸性成分 的药材配伍时
,

往往会使

生物碱在煎液中含量降低
。

例如
,

黄连与茱英配伍
,

小

粟碱含量较单味黄连煎煮液降低
,

因为小璧碱和

茱英中黄酮类化合物生成沉淀
。

又如川乌
、

草乌等含

有双醋型二菇生物碱
,

毒性极强
,

经过炮制后
,

可 以使

其毒性大减
。

炮制又可 以纠正药物的偏性
,

如姜制或茱英制黄

连
,

可使黄连苦寒之性大减
。

在含有黄连的复方 中
,

发

现有大黄的三方剂煎煮后苦味消失
,

而不 含大黄 的复

方仍有苦味
,

因为大黄蹂质和 黄连 中生物碱相互作用

, 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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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沉淀
。

同样的道理
,

甘草配伍乌头或附子
,

煎液中

乌头碱 含量 降低
,

达 到减 轻 副作用 的 目的
。

再

者
,

就是半夏
、

天南星等含有强烈刺激性成分
,

经炮制

后
,

可消除其刺激性的副作用
。

以上所举 的例子说 明了在炮制 的过程 中
,

中草药

复方的化学成分间相互关系非常复杂
。

各种药物在共

煮时
,

发生着物理或化学反应
,

结果导致了各单味药中

成分溶出量的增减
,

甚至产生 了新的物质
,

使全方产生

增效
、

减毒
、

去除副作用
,

甚至改变药效 的作用
。

在试

过 多个方剂的研究之后
,

很 明 白地看得 出来
,

方剂

配伍不是简单的罗列
,

不是几个药味的随机并列
,

也不

是同类药物的累积相加
,

而是方剂 中各味药物相辅相

成
,

共 同使全方产生有明显治疗作用而无 明显毒副作

用的效果
。

从实验研究结果看来
,

复方不等于单味药

化学成分的相加
。

这是 中草药 的特点
,

这是 中草药 的

精华
,

更是中西药的不 同之处
。

从研究 多个方剂 的结果看来
,

方剂的配伍是

必要的
,

在茵陈篙汤中
,

如果把茵陈
、

桅子
、

大黄三药分

开处理
,

单独给药时
,

没有利胆作用
,

只有把三药合起

来煎煮后使用时
,

才见到胆汁排泄大量增加
。

另外一

个例子是
,

在补中益气汤中
,

柴胡和升麻方剂 中对其他

药物有明显的协调作用
,

并能增加这些药物作用 的强

度
,

如果去掉这二 味药
,

该药对肠 蠕 动 的作用 明显 降

低
,

而单用柴胡和升麻没有 以上作用
。

这里 又一 次证

明了配伍的功用
,

以及君臣使佐的道理
,

中草药的功用

的确有主辅之别
。

应用 以上的知识
,

可 以推论在配伍时要禁忌什么
。

譬如说
,

既然知道甘草的皂贰类成分有助溶作用
,

就应

该避免把甘草与甘遂配伍
,

否则 曾增加甘遂 中有毒 的

幽菇成分而使毒性增加
。

从这些例案中
,

我们毫无疑问地学到复方和炮制

的重要与特点
,

也毫无疑问地对配伍理论找到 了科学

的解释
。

其所谓的
“

相须
,

相使
”

就是增加疗效
, “

相畏
,

相杀
,

相恶和相反
” ,

就是减低毒性与副作用
。

到 目前为止
,

我们刚刚开启 了研究复方和炮制 的

大门
,

看到的也只是冰山的一角
,

还须继续着更多的努

力
,

以求更多的了解
。

最后要说 明的是
,

炮制的方法很多
,

千变万化
,

用

水炮制只是最通用 的方法
,

其他有用火炮制和水火共

制等等
。

根据古 书上 的记载
,

炮制可 分 为炮
、

炙
,

偎
,

制
,

镑
,

伏
,

炼
,

缎
,

炒
,

搏
,

檄
,

煞
,

曝
,

露
,

蒸
,

熔
,

浸
,

酒

浸
,

醋浸
,

水飞等 多种
。

由于篇幅所限就不 阐述
。

不过在这里值得一提是
,

有 的药效成分是不能经

过人工炮制而提取的
,

要用 自然方法提取
,

最好的例子

是青篙素
。

在 多年 以前
, “

肘后方
”

中就有记载
,

其提取 的方法是
“

青篙一握
,

水二升捣汁服
” ,

不能加热

炮制
,

否则破坏药效
,

要
“

捣
”

取汁
,

值得注意
。

总而言之
,

中草药的复方
,

涵蕴着 中草药的基本特

性
,

代表着 中草药演进的精华
,

更掌握着 中草药的疗效

灵魂
。

假使你不 了解 中草药 的复方
,

你就根本不可能

了解 中草药
,

所 以
,

了解 中草药 的复方
,

才是 了解 中草

药的入门
,

这是为什么我藉此篇幅
,

阐述 中草药复方的

道理
。

三
、

海峡两岸三地在 中草药研究方面的现况

中草药是 中国传统的医药
,

原产于中国
,

沿用于中

国
,

盛行于 中国
,

也发扬 于 中国
。

自然地
,

在两岸三地

间
,

中国大陆的潜力最大和研究最多
。

但是
,

也不要忽

视台湾和香港的势力和优势
,

尤其是香港特 区 的雄心

壮志
。

根据 最 新 的 资 源 调 查
,

在 大 陆 就 有 药 用 植 物

种
。

此外还 有 药用 动 物 种
,

药用 矿 物

种
,

总共有 种
,

真是洋洋大观
。

据统计
,

目前大

陆有生 产基地 个
,

栽培面积 万亩
,

年产 约有

万吨
,

其 中用于 出 口 者 占
。

近年来从大陆进 口

中草药最多的国家和地 区依次是 日本
、

香港
、

韩 国
、

德

国
、

美国
、

台湾
、

英国
、

新加坡
、

比利时和法国
,

占大陆总

出 口 量的
。

大陆 目前有中高等医药院校 所
,

研究机构

所
,

中医 医院 所
,

分布在 国内各地
。

中医科研人

员 人
,

研究项 目主要为化学成分和药学理论
,

分

别 占
,

研究 中药制剂和 中药炮制者共 占 巧
。

不

过近 年来对复方与单味中药的研究论文篇数之 比
,

已由 年前 的 上 升到近年 的
。

在 中药

工业企业方面
,

目前 已有 家
,

多为小型企业
,

大中

型的不到
,

可是能合乎 检定标准的很少
。

厂 。 人 。召〕 九头汉 、 、 。人 。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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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台湾
,

目前仅有两所高等 中医 院校授予 中

医学 位
,

有 所研究 中药 的机 构
,

中医 院诊所

家
,

中医师 余人
。

当地有 中药制药厂 家
。

台湾的药材
,

有 是从大陆进 口
,

大约在

吨左右
。

在研究方面
,

也是 以化学成分与新化合物为

多
,

涉及的药用植物有 多种
。

研究复方 的远远不

如研究单味中药的多
,

比例为
。

在香港
,

每年进 口 中药材四五万吨
,

为大陆出 口 第

二大宗
,

多为转 口
。

每年进 口 中成药约四五千万美元
。

为从大陆进 口 中成药的第一大户
,

也 以转 口 为主
。

至

于在 中医药的教育和科研方面 尚在发展之中
,

在 间

大学中
,

今年 已有两间开课授予中医学位
,

另外一所大

学以成人教育方式进行
。

在研究方面
,

有半数大学设

有中药研究机构
,

其中以 中文大学起步最早
,

在

年即成立 了中药研究 中心
,

从事基础与应用方面 的研

究
。

再者就是新成立 的科技大学
,

目前设有中药研究

所
,

有研究人员 一 位
,

分别在生物
、

生化
、

化学和

化工系工作
。

他们在安全标准
、

新药发展
、

药理试验
、

有效成分
、

生物测试方法 以及制剂技术上进行大量 的

基础研究工作
,

进展很快
。

以 目前情况来讲
,

大陆在发展 中药现代化方面具

有绝对优势
,

历史悠久
,

资源丰富
,

人才济济
。

但是 台

湾也颇具潜力
,

其在中药现代化 的发展上能够提供 的

科学化
、

规范化
、

企业 化和 资金化都颇具 吸引力
。

再

者
,

就是香港在国际上的经验与信誉
,

加上金融和商业

上的实力
,

能在推动 中药现代化 的过程 中扮演重要 的

角色
,

千万不要忘了两岸三地的合作
,

是促成中药现代

化早 日实现的重要关键
。

四
、

中药现代化 —面临的难题及应对的策略

中药现代化的 目的是要把具有疗效的中草药用科

学 的方法验证
,

再按国际品质标准推进到世界市场
,

期

能将其 良好药效与世人共享
。

所以有人把这一过程称

之为现代化
、

科学化或国际化
。

不管称呼为何
,

其 目的

是一致的 用好的药物救全球的人
。

在这里
,

我对这项深具意义的使命
,

没有一点职业

上的偏见
,

更没有丝毫理论上的好恶
,

完全以生物学者

的经验与知识
,

特别是把我在植物生物学方面的知识

和体验
,

从栽培到生长
,

从生理到生化
,

从生物技术 到

遗传工程
,

一一用在分析和计划研究 中药现代化 的途

径上
,

希望能做出一些公平
、

实际和有用 的贡献
。

我们应从有效材料
,

有效部分和有效成分三方面

同时做起
。

有效材料

我在这里说 的有效 材料就是 众所周 知的道地 药

材
。

药材不道地
,

有效成分就会 在质量上靠不住
。

因

此
,

自古 以来
,

中草药的是否道地
,

代表有效成分 的是

否可靠
。

简而言之
,

就是药材 的真假 问题
。

如何辨别

真伪
,

历来都有一 套依据 和做法
,

那就是用 眼来看外

形
,

用 口 来尝味道
,

此外再加上用手摸外表的给纹和粗

细来鉴别药材是否道地
。

不过
,

这种做法的时代已经

过去了
。

我们应该采用科学 的方法
,

在分子水平上用

来鉴定有效材料
,

才会万无一失
。

假药的出现
,

并非今 日
,

多年 以前
,

在宋朝图

经本草 中 有一项记载
“

相传欲试上党人参者
,

当

使二人同走
,

一与人参含之
,

一不与
,

度走三五里许
,

其

不含人参者必大喘
,

含者气息 自如者
,

其人参乃真也
” 。

在那个时代的人参 已有真伪之别 了
,

所 以 才采用上述

试验以定真伪
。

目前
,

假药材充满市场
。

譬如说
,

宁夏 的银 柴胡
,

被山银柴胡代替
,

以致在 年成交 的 万公斤材

料中
,

真品不 到
。

除假药之外
,

中药材 常常有一

名多药现象
。

例如说
,

黄柏就有两种来源
,

其所含小聚

碱数量相差数倍
。

又如外形相似的鬼 臼被误为龙胆
,

致使一位香港患者误服而 昏迷一个半月之久
。

这里说

明了鉴定品质以定真伪的重要性
。

在品种鉴定之后
,

再要树立的就是产地
,

所谓道地

药材
,

指的就是产地
。

因为中药有效的成分
,

随产地而

异
,

相差可能从无到几百倍
。

不是儿戏
,

如众所周知
,

四川的黄连
,

云南的三七
,

吉林 的人参
,

山东 的银杏等

道地药材
,

质量最高
。

相反 的是
,

北方 的高 山青篙
,

因

为有效成分含量很低
,

没有药用价值
。

广西生产 的萝

芙木的生物碱含量 比海南岛产的低一倍还多
。

这些例

子说明了道地药材
,

即产地对有效成分的重要性
。

另外一个影响有效材料的因素就是产期
,

大家也

都知道
,

中药有效成分含量的高低
,

随其不同的生长期

厂 、 尸 入 。召〕 庆才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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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异 譬如说
,

白术的挥发油
,

二年生 比一年生高一倍

以上
,

人参的皂贰
,

生长年限越长
,

含量越高 薄荷的薄

荷油
,

花开期最高 天麻
,

冬天最好
,

春麻 次之 而青篙

的青篙素
,

开花前最高
。

鉴定有效材料应有三种记录
,

一是品种正确
,

二是

产地道地
,

三是产期合宜
,

三者缺一不可
。

有效材料的建立
,

需靠 国家 的立 法 和执法来保障

材料之道地
。

根据此项原则
,

目前 四 川省和吉林 省都

在着手建立 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
。

其 目的之一就

是
,

道地药材主产 区按 标准建立试验点
,

研究制

定优质无公害药材生产 的技术规范
,

四川省预计在今

年
,

首批建设 个试验点
,

并完成 个品种的无公害

药材生产技术规范
。

同时注册川产优质药材商标
,

创

立优质药材品牌
,

开拓国内外市场
,

取信于世人
。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

希望能全面推行
,

将来在中国

大陆生产的都是道地药材
,

有效材料
,

可靠而有效
。

有效部分

在推行有效材料的同时
,

也要推行提取有药效的

混合成分
。

在这方面 目前成功的例子有三
。

一是天津

天士力公司的复方丹参滴丸
,

专门治疗心血管疾病
,

其

有效部分包括丹参素
、

三七皂贰和冰片等
,

已达到定性

定量的现代标准
。

二是北大维信公司的血脂康
,

可 降

低血清总胆 固醇
、

甘油三醋
,

抑制动脉硬化
,

其主要 的

有效部分为洛伐他汀类
,

质量稳定 已 达到标 准
。

三是

德国威玛舒培大药厂 的杏银灵
,

其有效部分的指标 为

和
。

这些有效部分 的定性定量 鉴定
,

给 中药现代化打

开 了一扇大门
,

增加 了人们对 中草药的了解与信心
。

天津天士力公 司的复方丹参滴丸
,

以其有效部分
,

可 以 治疗心血管病药品资格通过美国 的预审
,

以

天然复方混合剂的形式直接进人新药
、

期 临床试

验 按照这一成功 的例子
,

中国可 以选 出许多久经验

证的有效复方和单味药
,

将其有效部分定性定量
,

以求

进入 国际新药的市场
。

美 国的 已不再像往昔一

样的要求必需达到对有效成分的提纯才行
。

这是我们

能把很多疗效可靠 的 中草药 引进 国际市场 的千 载 良

机
,

不可错过
。

有效成分

到 目前为止
,

在中草药 中提纯的有效成分
,

都是来

自单味中药
,

因为单味中药
,

化学成分研究的操作和控

制性
,

要 比研究复方容易得多
。

在中国大陆
,

目前 已对

种左右的常用单味中药
,

从化学
、

药理
、

定量
、

定性

方面进行了系统 的整理与鉴定
。

在对上百种 中草药
,

如升麻
、

天 麻
、

灵芝
、

沉 香
、

淫 羊蕾和 黄蔑 等传统 中草

药
,

进行化学成分的分析中
,

发现了部分 中草药的有效

成分
。

比较著名的有治疗疟疾 的青篙素
、

治疗炎症 的

黄连素
、

驱条虫的鹤草酚
、

抗血栓的毛冬青素
,

以及从

当归 中提取治疗 白血病的靛玉红和从天花粉中提取引

产的天花粉蛋 白质等
。

我们除了要继续提取
,

并纯化其他 中草药 的有效

成分之外
,

更应将已有的成果拿去进行合乎 标准

的动 物 试 验
、

临床 试 验
,

一 直 到 生 产
。

所 以 要 建 立
、

和 已是刻不容缓 的事了
。

前面所提三个
“

有效
” ,

也可 以看做三个
“

目标
”

有

效材料是短期 目标
,

有效部分是 中期 目标
,

而有效成分

则为长期 目标
。

不过在 目前进展 的情况下
,

可 以分类

进行
,

没有抵阻
。

一方面可 以 在主要生产省份建立基

地
,

保障有效材料的供给
,

一方面也可 以在文献 中寻找

有效的部分或成分
,

进行下一步的试验
,

双管齐下
,

早

日实现 中药现代化的目的
。

以上的建议
,

所列举的单味药和复方
,

都是 自古以

来就按 中医药学理论而定 的
,

在这里所提议 的现代化

或科学化 中
,

惟一加添的就是品质的控制
,

因而提纯了

有效的部分和有效 的成分
,

其他无效 的部分和成分是

没必要保 留的
。

也许
,

在除去 的没有疗效的部分和成

分中蕴有辅助的效果
。

这一点
,

我在 目前可查 的少数

例子中虽然看不 出来
,

但不敢 冒然定论
,

值得大家研究

和注意
。

五
、

科学中药

近半年来
,

我在海峡两岸三地极力推动 中药现代

化
,

到处演讲近 次
,

受到不少鼓励
,

也得到不少值得

深思而没有答案的问题
。

藉此机会
,

把他们 的心声提

出来与大家共 同商量
。

首先要谈的
,

是 目前市场上出售的所谓科学中药
,

按其炮制方法可分为复方与单味药两大类
。

就复方而

。 入 卿 次 。 。人 , , 尸 ,“
,之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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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都是依据各种复方的配伍炮 制
,

如 四 味汤
、

四 君子

汤
、

小柴胡汤等
,

然后制成成药
,

方便服用
。

再就单味

药而言
,

都是个别炮制
,

然后制成成药
。

若仅当单味药

服用
,

非常方便
,

无 可厚非
,

可 是 问题 出在把个别炮制

的单味药混合在一起
,

当复方服用
,

就不伦不类 了
。

因

为如前所述复方配伍
,

经过共同炮制的过程
,

而达到提

高疗效
,

减低毒性 和去 除副作用 的效果
。

如今分别炮

制
,

其服用 的结果
,

要 么就是 以 前所述效果不 实
,

要 么

就是大家所服用 的科学 中药没有疗效
,

甚至慢性 中毒
。

对此
,

我们仍然 没 有答 案
,

可 是 我 们不 能再 坐 视 不 问

了
。

既然是科学 中药
,

我们就该有个科学的答案
。

再者
,

就是 中草药整体效果 的 问题
,

毫无疑 问 的

是
,

中草药具有治病和保健双项功用
。

保健使患者增

加抵抗力
,

当然也是治病
,

不过功效 比较缓慢而 已
。

所

以
,

在服用 中草药时
,

它不但是 为患者驱 除病原
,

更使

患者恢复健康
。

假如在提纯之后
,

不管提 的是有效部

分或有效成分
,

其他不属 于 有效的部分和成分和小分

子 的部分
,

将会被除去
。

又假如被除去的部分
,

虽然没

有直接却有间接的疗效 —保健
,

那么
,

我们就把中草

药的一些疗效去掉 了
。

目前虽 然没有证据
,

但这 不 是

不可能的
。

譬如说
,

现代医学证明
,

大黄含有微量元素

—铜
,

它有增进 人 体免疫 的能力
。

这 种元素若在提

取有效部分或成分时丧失
,

则 大黄 的中药疗效就降低

了很 多
,

因为增进人体免疫能力的这一部分没有 了
,

这

是传统 中医学家所担心 的
。

提纯的中药
,

不再是 中药
,

不再具有中药的疗效
。

我们应该正面注视并解答这个

问题

六
、

结 论

中草药的疗效是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的
。

几千年的

应用经验
,

树立 了今 日世人对 中草药的认知
,

可是
,

这

还不够
,

凭经验而累积 的家方
、

秘方
,

都在今天科学发

达的社会上
,

再难取信于 人
。

惟有收集并根据科学数

据推理
,

才能使人心服 口 服
,

这就是为什么中药要现代

化
,

非如此
,

中药是没有办法国际化的
。

现在的科学技术已进步到可 以钻研中药疗效原理

与机制的分子水平
,

即使是在 目前的科技程度上
,

不能

百分之百的达到
,

我们离能够达 到的 日子不远 矣
。

科

技的进步
,

在今天是真真正正的
‘

旧 新月异
” 。

同时
,

我们不要因为某种观念或意识
,

而阻碍了中

药现代化的步伐或调子
,

意识或观念的转变和协调
,

赖

以时 日
,

要到中西医的理论调合之后
,

中西药的理论调

合之后
,

或单味和复方的理论调合后
,

再来推动中药现

代化
,

为时晚矣
。

到那时 中草药也许 已 不再被世人称

为中草药了
,

别的国家会来代替
,

我们必须务实
,

要先

去做能够做的
。

要先去解决能够解决 的
,

千万不要 因

为不能马上解决的问题
,

阻碍 了去解决马上能解决 的

问题
。

我们要大家一起努力
,

一起解决有效材料
、

有效成

分的问题
。

要做到一个协助一个
,

不是一个挡住一个
,

那么实现中药现代化
、

中药科学化或者 中药 国际化 的

日子不远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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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结语

总之
,

中药新药的研究开发必须坚持 以 中医药理

论和经验为基础
,

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
,

开展 中西

医药学相结合的研究方 向
,

多学科的渗透与协作
,

推行

国际规范
,

走真正创新之路
,

中药新药在 世纪必将

创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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