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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鸽现代化

与多样性的鸽学思想

口 艾铁 民  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 !

中医药是最具有我国民族文化特点的代表性学科

和最具有特色的传统产业
。

如果实现了现代化和国际

化
,

就有可能成为 ∀� 世纪生命科学中最有生命力的科

技产业
。

为此
,

� �� # 年国家科委提出了《中药现代化

科技产业行动计划》
。

现在这个计划正作为国家科技

部
“

九五
” “

十五
”

重中之重项 目组织实施
。

中医药现代

化的发展将有可能使 ∀� 世纪的生命科学产生突破
,

使

其成为我国民族产业 中的新的增长点
,

为我 国经济的

发展和整个人类 的健康做 出新贡献
。

所 以
,

实现 中医

药的现代化是历史的机遇和民族的责任
,

特别是我国

药学工作者的机遇和责任
。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历史

使命
,

我们应该有个正确的思路或称正确的药学思想

来进行各项研究工作和规范工作
,

才能促进 中医 药现

代化
。

回顾和总结 以往的中医药科技进展
,

有一个正

确的思路贯穿其中
,

那就是多样性药学思想
。

一
、

病因的多样性

要治病就要找准病 因
。

中医论述病 因是多样性

的
,

属于外因的有六种病邪
,

即风
、

寒
、

暑
、

湿
、

燥
、

火
。

主要引起外感病  包括一些流行病 和传染病 !
,

每种病

邪还常与其它病邪结合而致病
,

如风寒
、

风热
、

风湿
、

风

燥等
。

人有喜
、

怒
、

忧
、

思
、

悲
、

恐
、

惊七种情志活动
,

作

为内因是指这样活动过于强烈
、

持久或失调
,

引起脏腑

气血功能失调而致病
。

疾病往往是内外病因结合作用

的结果
。

据调查统计
,

现代医学认为除约 ∀∃ % 纯属遗传病

外
,

约 & ∃ % 的疾病是环境或环境与遗传共 同作用而致

病
。

生态环境 的变化有全球变暖
、

温室效应
、

臭氧层破

坏
、

酸雨
、

荒漠化等
,

工业化社会带来各种环境污染
,

使

中毒
、

致畸
、

致癌的发生率大大提高
。

疾病谱也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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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过去传染病和地方病是主要危害人类的疾病
,

随着

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
,

使新陈代谢病
、

营养性疾病
、

医

源性疾病和药源性疾病增加
。

现代化生活造成精神紧

张
、

应激紊乱
、

焦虑
、

忧郁等也会 比过去严重
。

老的疾

病如心脑血管和恶性肿瘤没有很好解决
,

又出现 了艾

滋病
、

疯牛病和新的致命病毒病
。

这些都反映了病因

和疾病的多样性在增加
。

三
、

化学成分的多样性

二
、

中药基源的多样性

中药和天然药物基源的多样性是由于生物的多样

性
。

因为中药和天然药物 主要来 自于植物和动物
,

特

别是植物
。

据普查
,

仅我 国可供药用 的植物
、

动物
、

矿

物已达到 �∀ & ∃ # 种
,

其 中植物 占 0 6: ; 种
,

占总数 的

& # %
,

分布于 ∋ &∋ 科 的 ∀ ∋ ∃ � 属 < 动物 占 �= & � 种
,

占总

数的 �∀
>

: %
,

包括在 : 巧 科的 & ;� 属 内 <药用矿 物仅

& ∃ 种
,

占总数的 ∃
>

; %
。

全世界高等植物约 ∋∃ 万多

种
,

我国有 ∋ 万多种
,

加之众多的低等植物和海洋生

物
,

其中许多将是新 的中药和天然药物资源
。

中药品种混杂
,

这主要是 由于一个品种 由多种原

植物构成
,

例如 中药贯众原植物就涉及 = 科 ∀= 种 以

上
?

其次是 由于伪品的充斥
。

此外就是同一个物种内

也存在着居群的多样性
,

例如用 来提取青篙素的黄花

篙
,

南北的同一种植物青篙素含量存在很大差异
,

海南

的居群含量明显高于黑龙江省的居群 <!6 ≅续断的主要

产地不在 四川而在鄂西
,

以 湖北 长 阳县居群 为最优
。

种内居群差异就是构成道地药材的基础
。

我国药用植物主要依靠栽培 的有 ∀ ∃ ∃ 多种
,

为了

使中药资源可持续的利用
,

将来栽培的品种还要更多
,

由于生物特性各异
,

因此栽培的方法和条件也存在多

样性
,

要加强这方面研究
,

使药材质量能够提 高
,

至少

做到不下降
。

要继续进行中药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
,

解决中药品种混乱 问题
,

为制定和完善药典标准提供

依据 <为解决中药材质量稳定问题
,

要大力发展道地药

材
,

建立大宗药材的生产基地和按照 Α 4Β 的标准实

行集约化管理 < 对一时不能栽培 的道地药材 实行产地

保护
,

合理采挖
,

使种群能够继续繁衍扩大
。

就植物药和动物药来说
,

每一种都会有多种化学

成分
,

可以说每一种都是一个小复方
,

这就是单味药材

的化学成分 的多样性
。

而 中医的特点主要是复方用

药
,

每个单味药就是一个化合物库
,

多味药组成的复方

共同煎煮
,

就可能发生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
,

不仅使各

单味药中化学成分溶出量发生增加或减少
,

也很有可

能产生新的化学物质  尽管有人提出复方的多种功效

主要不是配伍后形成的新化合物
,

但 已承认 了有新的

化合物形成 !
,

从而导致整个复方产生增效
、

减毒或改

性等变化
,

所以 中药复方决不等于各单 味药化学成分

的药学相加
,

各种成分含量和可能产生的新 的化学成

分都会有动态的变化
。

这就使复方化学成分在量与质

两方面都存在着多样性
。

这既是中药和天然药物治疗

疑难病症的独到之处和优势所在
,

也是我们研究 中药

和天然药物复方要攻克的主要难题
。

近年来研究人员正在探索用血清药化学和血清药

理学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
,

已经看出可喜的苗头
。

由于中药单味药和复方化学成分 的多样性
,

必然

产生质量控制方法和指标的多样性
。

四
、

中药复方的多样性

以上所述涉及到中药和天然药物复方的化学成分

的多样性
。

这里从方剂变化角度说明一下中药复方的

多样性
。

俗话说
“

药有限
,

方无穷
” ,

所说
“

方无穷
”

不是指历

代本草所记载方剂难以统计
,

而是指中医辨证施治时

所用方剂加减变化无穷
。

一个病的不同阶段所用的方

剂不同
,

同病可用不同方剂治疗
,

异病可用相似方剂治

疗
。

这就形成了
“

方无穷
” ,

即产生中药复方的多样性

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

这既体现 了中医药的优势与特

点
,

又表明了中医药的博大精深
。

五
、

作用靶点和机制的多样性

现代药理学研究已经深人到细胞和分子水平
,

强

调药物作用的靶点
,

药剂学 已把研制靶 向制剂作为重

要课题
。

不容置疑的是由于单味药和复方的多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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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部位肯定是多系统
、

多靶点
。

在注意靶成分的药

代动力学与药效学关系的同时
,

还要注意中药的归经

与其药理作用存在一定 的相关性
,

即基本上与中医对

脏腑功能的理解相一致
。

例如
,

麻黄人肺
、

膀胧二经
,

其物质基础从现代药理上可证明其中麻黄碱对支气管

平滑肌有解痉和升压作用
,

而伪麻黄碱有明显的利尿
、

抗炎作用
。

再如
,

有人用氖标记桅子 的有效成分桅子

贰
,

观察到 Η ∋ 一 桅子贰在小鼠体内集中分布于肾
、

膀

肤
、

肺
、

胆
、

肝
、

肾上腺
、

小肠
、

大肠
、

心脏和胃
,

同桅子归

经于心
、

肝
、

肺
、

胃经及脏腑的络属关系基本相符
,

这就

提示 了中药的归经可能和西药中的靶向药物属异曲同

工
,

有进一步深人研究的必要
。

中医强调辨证施治
,

根据对
“

证
”

这一整体水平 的

疾病的认识
,

从脏腑的联系
、

人和 自然的关系
,

多途径
、

多靶点调节机体的动态平衡
。

所 以中药特点是多用复

方进行治疗
。

上海沈 自尹教授用补肾药对肾虚的下丘

脑 一 垂体 一 肾上腺皮质轴作用的研究
、

北京周金黄教

授等对肾虚的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网络的研究都证明

了中药治疗具有针对多个因素
、

采用多个活性成分
、

具

有多个靶点
、

进行多个环节动态整体治疗 的特征
。

因

此作用机理很可能是多样性的
,

必须采用多个指标进

行研究
,

才能阐明清楚
。

更深人的研究还要从整体动

物
、

器官组织
、

细胞及分子生物学四个水平来探索和阐

明中药的作用机理
。

搞清机理
,

还可以发现新的药理作用
,

扩大治疗范

围
,

做到一方多用
,

这也是一方作用的多样性
。

例 如

� ∃ 年代对保胎安产的当归芍药散  当归
、

白芍
、

川芍
、

白术
、

获荃
、

泽泻 !进行机理研究时
,

发现能对抗药物引

起的记忆障碍
,

对乙酞胆碱等神经递质有影响
,

临床上

用于治疗老年性痴呆
,

已见效果
。

可能性
,

还有人认为中药并不是直趋靶器官而发挥作

用
,

但可通过修饰
、

改变人类基因的表达及表达产物的

功能而生效
。

还有人报告方剂中各单味中药在煎制过

程中
,

Ι ϑ Κ 从细胞中滋出
,

变性
、

复性时各 中药的核酸

类成分可融合
、

杂交
,

共同形成脂质体而导人机体细胞

发挥多基因的治疗作用
。

发现脂质体是非病毒类的一

种有效的基 因传递载体
。

现已有人提出研究复方可以

基因表达为指标
,

以基因调控的改变 和功能修饰为主

要研究方向
,

进行 中药复方多组分
、

多环节
、

多靶点调

节作用的研究
,

可望使 中药复方的作用机理研究取得

突破性进展
。

这也是基于中药  包括复方 !对基因作用

多样性的科学预见
。

在世纪之交
,

尽管利用组合化学 的方法可迅速建

立具有多样性的化学物质库
,

用灵敏
、

快速的分子生物

学检测方法进行高效率筛选具有活性 的先导化合物
,

但几率是平均在一万个化合物中只能筛选到一个活性

化合物
,

接下来还要通过安全性关
、

临床实验关和临床

药物不良反应的监测关
,

是否能过关开发成一个创新

药物还难预测
,

这需耗费巨资 平均 ∀ 一 ∋
>

= 亿美元 !和

相当长的周期  平均 & 一 �∃ 年 !
,

这令发展 中国家望而

生畏
。

合成药物 由于它们的作用相对单一和易引起药

源性疾病
,

其治疗作用和用药时间存在一定局限性
,

于

是出现了很多药学工作者已经转 向从天然药物中寻找

先导化合物的潮流
。

尽管如此
,

由于现代疾病谱的病

因病理变得更加多样化
,

即疾病具有多因素
、

多环节的

发病机制
,

那么具有整体观和多样性 的中医药就是强

大的克疾治病的战略武库
。

只要我们坚持多样性与整

体观的药学思想
,

精心设计
,

深人研究
,

不懈努力
,

就一

定能够实现中药现代化
,

这将是中华民族在 ∀� 世纪为

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 Λ

六
、

中医药对墓因作用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专家们普遍认为
,

随着基 因组从结构研究 向功能

研究方式的转变
,

对基因之间的相互联系
、

相互作用 日

趋重视
,

反映出基因组学与中医药 整体观
、

辨证观 !在

思维方法学上的趋近特征
,

显示出研究思路与方法相

互渗透
。

中医药虽然几乎没有改变核昔酸与氨基酸结构的

甘师俊等
,

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
,

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
,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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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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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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