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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学 与中医 学共 同构成 中

医药学理论体系
,

为人类健康已做

出了巨大贡献
。

本世纪
,

由于 以微

观知识为主的现代科学 作基础的

西医药学  包括西医 学和西药学 !

长足发展
,

对中医药学尤中药学产

生了极大 的冲击与挑战
。

但 因中

药学尤 其其 药物
—

中药的 内在

科学性和实践的有效性
,

不仅仍屹

立 于世界医药学之林
,

且近二三十

年来
,

倍受世人青睐
,

甚至达
“

世界

热
”

之态
。

展望 �� 世纪的世界药

学
,

中药学将 占主导地位
。

考 察中药学及 中药 的总体现

一
、

中药学及中药现代 状
,

应结合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和所

科学化的实现 处多学科状况
。

中医药学建立和

中药学及中药的总体现状和 发展的漫长岁月
,

处于宏观知识认

以微观知识 为主体的现代科学 出 识客观事物的环境 中
,

故形成其总

现
,

决定对 中药进行现代科学研究 体状 况 为宏 观优势和 微 观劣 势
。

的必 然性
。

到底将 中药研究成什 近二三百年
,

以微观知识为主体的

么样药物
,

诚应明确
。

故对现代科 现代科学出现
,

为中医药学克服微

学化中药标志的探讨和界定
,

是必 观劣势 提供 了可能性
。

但 因多 因

要和重要的
。

中药现代科学化
,

可 素
,

尤其以微观知识为基础的现代

望下世纪实现
。

医药学即西医药学的出现和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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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学及 中药的 总体现状 使得人们对中医药学 克服微 观劣

—
宏观优势与微观劣势 势的必要性及保 留宏观优势 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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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
,

认识不够
,

故其至今仍呈固

有优势与劣势的总况
。

所谓宏观与微观
,

实质指对人

体
、

药物 及二 者关 系 的认识 和对

待
,

又包括物质基础和生物活性或

功能 两方面的认识 和表述
。

中医

药学的宏观优势体现在将人体
、

药

物及二者关系
,

置于宇宙大环境考

虑人体平衡
8微观劣势则体现在对

人体
、

药物及二者关系
,

尚难达细

胞水平
,

更难讲分子
、

量子及微量

电变化水平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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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学及 中药现代科学化

是时代的 必然

从应用讲
,

中药学的中药现面

对现代人和相应药物法规
,

而现代

人突出为以微观 为主的现代科学

知识构成其知识结构的主体 8 用药

法规更以现代科学为基础而制定
。

足见现况 的中药学及 中药与现代

人和用药法规呈现明显不适应性
,

故中药学及 中药应吸收现代科学

知识
,

克服微观劣势
。

从学术讲
,

宏观优势
,

仅能保

证对客观事物整体认识的准确性
8

微观优势
,

仅能保证对客观事物局

部认识的精确性
。

只有宏 观与微

观结合
,

才能准确和精确地全面认

识客观事 物
。

现况的 中药学及 中

药
,

显然呈 现着学 术 上 的不 完善

性
,

表现在应用中
,

则呈现着安全
、

有效的准确性
,

但对局部病变尤急

性病
,

则因精确性 差
,

常呈力不从

心之况
。

中药学及中药
,

为学科完善发

展和更好而广泛地应用
,

在保 留宏

观优势的同时
,

吸收微观的现代科

学知识
,

即实现现代科学化
,

则成

为时代的必然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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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化中药的标志

回顾 以往
,

人们 已对中药进行

了大量现代科学研究
,

尤其化学
、

药理学 及临床学的配合研究
。

基

于研究者分属中
、

西两种 医药学
,

势必呈现 中药的两类现代科学研

究
。

西医药学工作者
,

针对中药学

及中药的微观劣势
,

力求从中吸收

有益于西医药学的内容
,

突出为吸

收中药或从中药中获得新西药
,

即

中药的西药化
。

中医药学工作者
,

亦针对中药学及中药微观劣势
,

但

却是在保留优势同时
,

克服微观劣

势
,

即吸收现代科学知识而实现现

代科学化
。

因中药学现代科 学化

的主体和基础是中药现代科学化
。

现代科学化 中药标志探索和 明确

尤为重要
,

笔者 曾作探讨
,

简述有

二
:

 �! 仍具中药基本内容
,

可按中

医药学理论使用
,

体现宏观优势
8

 �! 对中药基本 内容给予现代科学

阐述
,

包 括物质和 生物 活性 两方

面
,

物质达分子乃至更小单位的物

质基础表述
,

生物活性以现代科学

的生理
、

生化
、

病理等指标表述
,

即

再获微观优势
。

二者缺一不可
,

若

缺  ∋!
,

则不为中药 8若缺  � !
,

仍 为

现有中药
。

总观
,

中药西药化与中

药现代科学化并不等同
。

二
、

中药现代化科学化的另一途径

—
西药中药化

中药现代科学化
,

固然从现有

中药经研究使再 获微 观优势而达

到
,

但据现有西药状况
—

微观优

势和宏观劣势
,

若再令其具 中药基

本内容
,

同样成具宏观及微观优势

药物
,

即现代科学化 中药
。

笔者于

� 7 ; � 年公开 发文称
,

将西 药按 中

医药学理论
,

使获 中药基本内容 的

研究过 程和结 果
,

称作 西 药 中药

化
。

可行
,

且意义众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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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药中药化可行性论证

为表 明西药 中药化为 中药现

代科学化或称获现代科学化 中药

的另一途径
,

先将现代科学化 中药

与现有中药和西药列表对 比
:

现代科学化中药 现有中药 现有西药

具中药基本 内容 具中药基本 内容 缺中药基本内容

具现代科学 内容 缺现代科学内容 具现代科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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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表明
,

若使现有 中药和西药所

缺内容得以具备
,

均可得现代科学

化中药
。

问题关键是西药能否具

中药基本 内容
。

能具
,

依据为
:

 �!

理论上
,

中
、

西药均 由化合物分子

组成
,

作用对象均 为人体
,

故具物

质和生物活性 同一性 8  �! 历史上
,

中医药学早有吸收其他 医 学药物

乃至非药物质为中药的历史
,

如乳

香
、

没药等
,

故能吸收西药为中药 8

 9! 反证上
,

大量中药经研究表明
,

可具西药性能及功效 8 同理西药经

研究亦可确定其 中药性能及功 效

即具 中药基本 内容而成 中药 8  ?!

实践上
,

本世纪初 张锡纯著 《医学

衷中参西录》载斯匹林为辛凉解表

药
,

且有阿司匹林石膏汤组方应用

等
。

笔者 � 7 ; � 年发表西药 中药化

论点后
,

西药的中药基本内容的研

究尤 临床 研究 结果 多有 报道
,

如

≅4
。。

、

利血平
、

头抱拉定
、

强的松
、

阿

托品 等
。

仅 以 利血 平 为 例
,

其性

凉
、

归肝经
,

具平肝熄风功能
,

适用

于肝阳上亢之高血压
,

对痰浊内阻

高血 压则 不效 8 再 以 头抱 拉定 而

言
,

其性味苦寒
,

归脾 胃经
,

具清热

解毒功能
,

适用于实热证细菌感染

之胃肠炎
,

对虚寒证细菌感染者不

效
,

且易致菌群失调的二重感染
。

综观西药 中药化 可能
。

至于具体

研究 方法
,

中医药学经验 丰富
,

不

再多述
,

只提一句
,

今 日较古代更

方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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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药中药化为 获现代科 学

化中药捷径和促进 中 医药学丰 富

与发展

西药中药化
,

实质为西药在具

微观优势同时再获宏观优势
,

如此

研究
,

较具宏观优势的中药再获微

观优势大为方便
,

又西药 已为法定

药物而便于研究
。

实践正是如此
,

例如人参
,

其物质基础和生物活性

的现代科学研究约百年
,

已发现上

百种化合物
,

做数千项生物活性研

究
,

但仍难称达现代科学化
。

而如

上所举利血平
、

头抱拉定等西药
,

仅经一二年研究
,

却基本已达现代

科学化中药标志
,

可见为捷径
。

现有西药三 四千种
,

中国药典

约千种
,

当其再具 中药基本 内容
,

结合现具物质和生物活性的微观

内容
,

则易归纳确定中药学规律性

内容的现代科学表述
,

如寒性 药的

物质结构类型和寒性作用对生理
、

生化
、

病理等指标 的影 响
,

从而达

现代 科学 化
,

其 他如 活血 化癖 作

用
、

治虚秘或 实秘 等
,

亦然
。

中药

学的现代科学化
,

势必带动中医学

的现代科学化
,

从而促进中医 药学

的丰富和发展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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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药中药化促进 西 医药学

的丰富和发展

西医 药学尤西药学现实两大

难点
:

不 良反应突出而又难于解释

和解决 8 一些疾病 尚无可供选用药

物而 新药研 制又 举步 艰难
,

费用

高
、

周期 长
。

关于新药研制 问题
,

容后再述
。

就西药不 良反应而言
,

本质原 因在 于西药使用 仅从 微观

知识考虑所致
,

或者说没能再从宏

观知识加 以认识所致
。

而西 药中

药化则可使西药再具宏观优势
,

从

而提高西药使用的针对性
,

避免不

良反应
。

例如阿托品
,

临床报道
,

从<
∀

Α毫克至 � < < < 毫克用量
,

均可

能中毒
。

以往仅从个体差异
、

阿托

品化程度不同以解释
,

此解释等于

没解释
,

因对临床用药难做预见性

指导
。

现 已研究此药 的中药基本

内容
,

其性热
,

具 回阳救逆功效
,

适

用于寒证 象的疾患如休克等
。

若

用于热证 象疾病
,

剂量再小
,

易 中

毒
。

再如利血平
,

本应用于肝阳上

亢高血压
,

但今不顾
,

凡高血压 Β
、

/ 期均用
,

势必有人无效或 中毒
。

头抱拉定为苦寒药
,

用于虚寒证细

菌感染者
,

又只能是无效或 中毒
,

等等
。

综观
,

西药中药化能解释和

解决西 医药学用药方面的很多难

点
,

从而丰富和发展西医药学
。

三
、

新型药物学的建立

及广泛社会效益

中药现代科学化与西药 中药

化
,

表明 中
、

西两大药物学 的相互

沟通
,

具备共 同优势
。

意味着新型

统一药物学建立成为可能
。

新型

药物学 的真正建立
,

从理论上
,

以

宏观知识和微观知识的结合为基

础
,

故能更深刻反映药物及药物学

的本质 8从实践上
,

药物使用能体

现准确性和精确性
,

故能更好地防

治疾病
。

此况药物学
,

有别于仅有

宏观优势和用药 准确性 的现有 中

药学
8 又有别于仅有微观优势和用

药精确性 的现有西药学
。

故为新

型药物学
。

据此
,

产生广泛的社会

效益
。

第一
,

中药能真正走遍 中国和

走向世界
。

现有 中药 因其与现代

人需求和现行用药法规的脱节
,

是

难于走遍 中国
,

仅处次要 位置 8 难

于走 向世界
,

各 国仅能称其为草药

或民间药
。

根本在于仅具 宏观优

#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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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

新型药物学之药物
,

则在保留

中医药学宏观优势内涵 的同时
,

又

具微观内容和优势
,

故能被具现代

科学知识的人和用药法规所接受
,

即亦能被以 现代科学知识 为基础

的西医药学工作者所接受而应用
。

如此则可能走遍 中国和走向世界
,

为人类健康做出更大贡献
。

第二
,

重 新认识 西 药及 西药

学
。

现实人们对西药 及西药学的

突出观念
,

即为科学性强
,

是各种

药物及药物学的模型
,

但与新型药

物学对 比
,

则相形见细
,

表现在应

用上
,

正如前述
,

针对性 差而毒 副

作用突出 8 还有按新型药物学再认

识
,

还可能发现现有西药的潜在作

用
。

例如 ≅ ;Ε 。

治疗糖尿病之西药
,

搪尿病者为阴虚证
,

既然具效
,

表

明具滋阴功效
,

而阴虚者
,

决非仅

糖尿病
,

有人试用慢性支气管炎及

男性不育又呈阴虚者
,

同样具 效
。

正是对西药及西药学的重新认识
,

发现其不足
,

从而可打破西药学是

最完善药物学 的神话
。

知不足 而

前进
,

知不足而不挡路
,

其社会效

益不可低估
。

第三
,

引起 医 药界众多变革
。

面对新型药物学
,

以单一医药学知

识掌握 的医药学教育所 培养的人

才
,

显然不适应
,

难于准确而精确

地用药
,

故 医药学教育要变革 8 以

单一 医药学知识为依据 的用药法

规
,

难 以再涵盖新 型药物学 内容
,

故应重订
。

例如头抱拉定
,

现定 为

用于细菌感染之病
,

合理合法
,

合

西医药学之理
,

符合西药典之法
。

但从新型药物学考虑
,

其为苦寒之

药
,

仅适用于实热证之细菌感染之

疾患
,

为此应纳人法规
,

避免对虚

寒证细菌感染者使用
,

从而保证安

全有效用药
。

仅举上述两方 面变

革为例加以说明
,

还可有其他
。

四
、

新型药物供市
,

将产生

巨大经济效益

新型药物供市
,

将产生 巨大经

济效益
,

是基于如下两大方面情况

出现而决定
:
药物的独特性能和功

效及新药研制新模式
。

第 一
,

药物 的独特性 能 和功

效
。

新型药物
,

新在有别于现有 中

药和现有西药
,

独特于具准确性和

精确性
,

也就是说
,

下世纪的药物
,

是即具中药的准确性
,

又具西药的

精确性
,

如此独特性能和功效的药

物
,

其销路 即使用面
,

肯定 大于现

有 中药和现有西药
,

何企业生产
,

何企业必将获得 巨大经济效益 8何

国家生产
,

何国家必将 获得巨 大经

济效 益
。

对 此
,

作 为 中 国的药 学

界
,

尤企业 界
,

应有充分预计和准

备
,

争取早 日获重大经济效益
。

第二
,

新药研制新模式
。

现在

和以往新药研制模式
,

突出可概括

为
“

筛选
”

二字
,

筛选具新结构类型

的化合物
,

尤其具新型生物活性 的

化合物
,

进而再研究
,

使成新药物
。

“

筛选
”

的模式
,

以动物的一定模型

及指标为依据
。

如此
,

不仅与临床

差距 大
,

更难称有有效理论指导
,

即盲 目性 大
,

故成 本高
、

周 期长
。

新型药物学具大量独立个体药物
,

它们可按 中医药学宏观理论优势

加已具微观优势内容
,

组成新复方

药物
。

如此的新复方药物
,

实质即

为新药
,

且能直接应用于临床
。

所

谓新药物
,

突出为成分组成新和功

效作用新
。

按 中医 药学理论将单

个药组合 成 复方 药物
,

显 然 为新

药
。

如此则 能避免
“

筛选
”

的盲 目

性
,

达到理论指导 下有意识 的
“

组

装
”

新药
。

此为新药研究 的广阔天

地
。

现有 中药仅用其常见或称常

用的三 四 百种
,

已 可 组成 几 十万

方
,

再加 上 临床 随用 所开 复方 中

药
,

其新药品种已达到难于统计之

况
。

若常用西药三二千种
,

仅就药

典所 载千 种而 言
,

所 可组 复 方新

药
,

更是难于预计
。

用现代科学化

中药或西药中药化之药
“

组装
”

复

方药物
,

将可能 出现新 型制 药 工

业
,

何企业
、

何 国家先行
,

则可能为

新的经济效益增长点
。

这 才是 中

国特色即体现 中医药理论 的新 型

制药产业
,

中国应当先行
。

综观
,

展望 �� 世纪世界药学
,

中药现代科学化
,

西药 中药化将可

能实现
,

新型药物学可能建立
,

再

加上西药弊端克服
、

新型制药工业

出现
、

医药变革等等
,

无不基 于中

药学乃至中医药学理论
,

故中药学

将占主导地位
,

中医 药学再为人类

健康做 出新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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