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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复方的配伍规律是中药方剂理论的核心 问题

,

也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近年连续资助的

重点方向之一
。

本 文从复方 中特定的两味药的配伍形式
—

药对 出发
,

阐述药对的概念
、

特点及

其在复方配伍规律研究中的作用
、

优势和意义
。

作者认为
&
药对 配伍的研究是复 方配伍规律研究

的基础和重要切入 点之一
。

关键词
& 药对 复方 配伍规律

中药复方独特的配伍规律及

效用的优越性 已为长期临床实践

所证实
。

多年来人们一直致力于

阐明 中药作 用 的机理和 物质基

础
,

但迄今仍难以完整地提供其

疗效的现代科学依据
,

包括中药

及成分间 的相互作用
、

变化规律

及其 与药效学之 间 的内在联 系

等
。

要 阐明复方的作用原理
,

必先

探究 其各组成 中药 间的 配伍 规

律
,

鉴于方剂组成的复杂性
,

选择

合适的切人点对于研究方剂配伍

规律至关重要
。

为此 目的
,

有必要选择疗效

确切
、

药味配伍相对简单的方剂

展开配伍作用的研究 ∋ 同时
,

鉴于

中药方剂种类众多
,

某一方剂的

现代科学研究最好能为其他方剂

的研究提供借鉴 和指导
。

我们认

为
,

从药对人手研究复方配伍规

律是可行途径之一
。

一
、

药对的概念

药对
,

又称对药
、

对子
,

专指

临床上相对固定的两味药组成的

方剂
,

是中药复方配伍的最简单
、

最基本和最常见 的形式
。

其配伍

符合中医
“

七情和合
”

理论和组合

法度
,

具备了复方的基本主治功

能
,

成为中医遣方用药的特色之

一
,

具有紧扣病机
、

功用专一
、

药

简力宏
、

疗效确切等特点
。 “

药对
”

之名在 《神农本草经》中虽未直接

提出
,

但已有
“

药有阴阳配合
,

子

母兄弟
”

及
“

七情和合
”

等配伍理

论的记载
。

《内经》中已有半夏配

林米治疗失 眠
,

乌贼骨配芦茹治

疗血枯等药对雏形的记载
。

以药

对命名的古代医药典藉有
&
《雷公

药对》
、

《药对》�徐之才%
、

《新广药

对 %%� 宋令棋 %等
,

虽已失传
,

但
“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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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的内容仍散见于历代医药典

籍之 中
。

近代论述药对的专著亦

不少 川
,

如吕景山著《施今墨药对

临床经验集》中收载药对  (( 对
,

陈维华著 《药对论》中收载药对

+ ∀ ∀ 余对
,

苏庆英著 《中医临床常

用对药配伍》中收载药对 2∀# 对
,

青庆华著 《中药药对大全》中收载

药对 3∀∀ 对
,

高晓山著 《中药药性

论》中有关配伍理论部分收载诸

医家常用药对 ( 2∀ 余对
。

药对是

古今医家长期医疗实践的总结
,

深人探讨药对的配伍理论及其规

律对于指导实践
,

提高临床疗效

都具有重要意义
。

二
、

药对配伍的研究是复方配伍

规律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切入点之一

中药应用发展中
,

由简趋繁
,

从单味药到配伍成药对
,

进而发

展为复方应用
。

复方构成药味多
、

整 体效应较显著
,

常适 用于多种

病症尤其是复杂病症的治疗
,

而

药对是介于单味药和复方之间的

配伍单元
,

体现着中药方剂适证

化裁
、

灵活加减的运用特点
,

既具

有复方的特性
,

又具有单味中药

成分相对简单便于展开 现代科学

研究等特点
。

由此可见
,

研究 中药

复方的配伍规律可从药对着手
。

!
)

药对配伍简单
,

易于探讨

配伍的效应和规律

药对通常由两味药组成
,

配

伍精练 ∋ 复方则是 由药对发展演

变而来
,

以
“

君
、

臣
、

佐
、

使
”

为组方

的原则
。

药对 和复方之间具有不

可分割的联系
,

可以说
,

药对是中

药复方 的核心
,

方剂则是一个或

几个药对配伍组合而成
,

而有的

药对本身就是一个复方
。

如二妙

散 �黄柏
一

苍术 %
、

良附丸 �香附
Ε

高良姜 %等
。

反之
,

许多方剂都包

含有两个以上 的药对
,

如四逆散

有柴胡
一

芍药
、

柴胡
一

积实
、

芍药
Ε

甘草等药对
,

桂枝汤有桂枝
一

芍

药
、

桂枝
一

甘草
、

芍药
一

甘草等药

对
。

由于单味中药均含有特定的

化学成分
,

这些成分尤其是其中

的活性成分是中药作用 的物质基

础
,

配伍使用 时不同中药的众多

成分间构成了复杂的相互作用体

系
。

可以认为
,

这些相互作用是复

方整体效应的重要基础
,

但其解

释却极其困难
。

通过药对的研究
,

在 相对有 限的化学物质 的层次

上
,

探讨其相互作用及其效应
,

为

解析大复方打下基础
。

 
)

药对疗效确切
,

是复方整

体疗效的重要体现之一

药对配伍虽然简单
,

其疗效

却不容忽视
。

通 过药物配对
,

使

单味药中较弱 的若干功效
,

在特

定药物的配合下 发挥独特疗效
,

诸如
“

麻黄无桂枝不汗
” 、 “

附子

无干姜不热
” 、 “

石 膏得知母更

寒
”

等都是前人对两药配伍应用

产生 特殊功效的精辟总结
。

又如

桂枝汤 由桂枝
、

芍药
、

甘草
、

生

姜
、

大枣等组成
,

有关资料报道
,

桂枝与芍药配伍
,

寒温并用
,

是

调和 营卫之要 药
,

体现了桂枝汤

解肌发表
、

调和营卫
、

滋阴和 阳

的基本作用 Β“’
。

再如 四逆汤回 阳

救逆 的功效 和 通脉 四逆汤 破阴

回阳
、

通 达内外的功效
,

都是 由

附子
一

干姜这一药对所体现的
。

名 医施今墨先生 善用药对治病
,

常获满意效果
。

由于药对具备了

复方的基本主治功能 和疗效
,

可

通 过揭示 药对 配 伍规律 阐 明复

方配伍科学内涵
。

∃
)

药对法度严谨
,

是联 系众

多复方的纽带

药对用药精专
,

配伍严谨
,

疗

效卓越
。

历代医家称赞为
“

用之中

的
,

妙不可言
” 、 “

方虽小制
,

配合

存神
” 。

如果说方剂是针对一定病

证的有机组合
,

那么药对就是重

要组方单元
。

药对在《伤寒论》中

常被作为完整 的配对形式而出现

在方剂之中
。

纵观《伤寒论》具有

代表性 的 ∗ 种类方
,

虽然各方在

原文中都有各 自的适 应病症
,

但

同类方剂中也存在着共同的功效

主治和基本药对
。

如泻心汤类方

�半夏
、

生姜
、

甘草三泻心汤 % 皆

治因脾胃虚弱
、

寒热错杂所致的

呕利之痞
。

此类方一般含有黄琴
、

黄连
、

半夏
、

人参
、

甘草
、

大枣
、

干

姜等
,

其中有黄荃
一

半夏
、

黄连
Ε

半夏
、

半夏
一

干姜
、

人参
一

甘草 +

个药对
,

这 些药对是该类方的基

本药物组成
,

也是其发挥基本药

效的主要部分
汇“’。 又如 临床上 以

疏肝解郁为治则 的 四逆散
,

配伍

精妙
,

散收结合
、

升 中有降
,

更兼

由此加减变化衍生出疗效卓著的

众多复方
,

如柴胡疏肝散
、

大柴胡

汤
、

柴芍六君 汤
、

逍遥散
、

丹桅逍

遥散
、

黑逍遥散
、

甘柴合剂等
,

但

万变不离疏肝解郁之本
。

这些复

方大多都含有柴胡
、

芍药
、

积实
、

甘草等药
,

其中有柴胡
一

芍药
、

柴

胡
一

积实
、

芍药
一

甘草
、

柴胡
一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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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等药对
,

这些基本药对存在 于

众多方剂中
,

沟通了此类方剂间

的内在联系
,

使得这类复方有共

同之处
。

药对 配伍规律的阐明不

仅对于理解两药同用 的妙处有重

要意义
,

而且对于含有该药对的

其它复方的研究提供借鉴
,

进 而

为复方 配 伍规律研究 开 拓新 途

径
。

所标测 的心肌缺血程度
,

减少通

过 ,/ Φ 染色所显示 的缺血区
。

其

中尤以 !∀& 3
、

!∀& ∃ 两组的作用为

突出
,

说明在 主效应范围内
,

丹

参
、

三七配伍后 的效用强 于各单

味药物
,

且配伍存在最佳 比例

阂
。

二妙散由黄柏和苍术组成
,

两

者一清一燥
,

我们的前期研究发

现
,

两者配伍后对于细胞免疫应

答所致的炎症反 应有抑制作用
,

且协同作用显著
Γ , 〕,

其有效成分

为黄柏碱等
【3

,

( ’。

我们研究四逆散

配伍规律
,

结果发现
,

其中的三个

药对及全方在体外 能明显抑制

Φ7 > Η 活 化的小 鼠脾细胞分泌基

质金属 蛋 白酶
一

 和 # 以及粘附 Ι

型胶原的能力
,

在 ∃ 个药对中
,

以

柴胡
一

芍药的作用最为显著
,

并与

四逆散全方的作用较为一致
,

而

芍药
一

甘草
、

柴胡
一

积实的作用较

弱
‘∗ ’。

体内实验表明
,

四逆散对  
,

+
,

3
一

三硝基氯苯所致小鼠接触性

皮炎和绵羊红细胞所致小鼠足肿

胀均有显著改善作用
,

进一步研

究发现其作用机理包括
&
抑制淋

巴细胞增殖
,

减少 Ιϑ
一

 
、

, Δ Κ
一
0 和

ΔΛ 的产生
,

下调活化 的淋 巴细胞

分泌基质金属蛋 白酶以及粘附于

细胞外基质等
〔# ’,

这些抑制作用

可能是其临床治疗免疫性炎 症疾

病的重要环节之一
,

在针对上述

指标的 ∃ 个药对的 比较中
,

亦以

君臣两药配伍的柴胡
一

芍药的作

用最为显著
,

体现 了配伍理论中
“

君药
” 、 “

臣药
”

的重要性
。

由此可

见
,

在许多复方中主要功效的发

挥很可能由一个或少数几个药对

来承担
,

其它药或药对只起辅助

作用
。

尽管这些药对的作用并不

一定完全代表复方
,

但可认为
,

通

过把握复方中的基本药对
,

将有

助于复方配伍规律的研究
,

做到

执简驱繁
,

阐发精义
。

四
、

对配伍作用研究的意义

三
、

通过药对来研究复方

配伍规律的可行性

鉴于药对在中药复方中的特

殊地位
,

众多学者从药对的角度

开展 了复方配伍规律的研究
,

进

一步证实通过药对来研究 复方的

配伍规律是切实可行的
。

梁 日欣

等
‘∃ ’
观察了血府逐痕汤中川芍

Ε

赤芍这 一药对合用及单用对高脂

大鼠血症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两药

合用及单用均可 明显降低血清胆

固醇
、

甘油三脂及低密度脂蛋白

水平 ∋ 但两药合用 可显著降低高

脂大 鼠血清中丙二醛活性
,

增加

一 氧化氮的释放
,

而川芍和赤芍

分别单用则无影 响
,

提示两药在

抗氧化及保护 血管内皮细胞功能

方面产生协同作用
。

又如复方丹

参方是经过 多年临床实践验证有

效的治疗冠心病的方剂
,

其中丹

参
一

三七药对发挥了主要 的药效

作用
。

商洪才等
【+ 〕利用冠脉结扎

犬造成急性心肌缺血模型对方中

丹参和三七的最佳配 比进行了实

验研究
,

结果表明
,

以丹参为主 的

四个药对比例组
,

即 !∀ & 3
、

!∀ & ∃
、

!∀ & !
、

!∀ & Λ
,

有明显改善犬心肌缺

血 的作用
,

减轻由心外膜心 电图

药对配伍研究在理论与实践

上对于 复方配伍规律 的深人研究

都有重要指导意义
。

运用现代科

技手段从药效物质基础
、

代谢过

程
、

作用机制
、

临床配伍应用等方

面对药对的配伍展 开系统而深入

的研究
,

不仅对于理解药对配伍

理论
“

七情和合
”

的组成规律具有

重要意义
,

而且对 于较大复方配

伍规律 的 研究具有重要 示 范价

值
。

例如通过揭示药对的配伍规

律
,

阐明其作用机制
,

寻求发挥最

佳作用的配伍比例
,

找 出其量效
、

时效以及毒效间的关系
,

从而有

利于更好地发挥药物的疗效 ∋ 进

一步还可验证
、

深化中药七情相

须
、

相使等配伍关系
,

为传统的七

情配伍理论提供现代实验依据
。

另一方面
,

以药对为基本单元
,

对

确有疗效的 复方进行拆方研究
,

则有助于复方作用机理的阐明
。

如柴胡
一

芍药配伍是组成临床疏

肝解郁治则的基本药对
,

系统研

究其配伍规律
、

量效关系等
,

可为

含有该药对的疏肝解郁系列类方

提供实验依据
,

我们已从事相关

研究
,

并取得一些成果
。

在临床方

面
,

应灵活运用中医理论来指导

遣方用药
,

根据病症的复杂多变
,

随时调 整药物的配伍
,

扩大其应

用范围
。

通过药对配伍作用 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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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还可为重组优质高效的新型

复方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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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色列的医药奇迹
愈演愈烈的

“

以巴冲突
”

已成为令人关注的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

而以色列医

药工业的崛起同样是一个奇迹
。

位于亚洲西部死海之滨的以色列拥有  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和几百万人

口
。

虽然数量不大
,

但以色列的人口素质极高
,

其国民多为来自欧洲及前苏联 ≅ 东欧

社会主义国家的犹太移民
,

他 �她 %们具有很高的学历以及拥有工程技术专业资格
。

在

!# +( 年以色列国成立之时尚无现代化制药工业可言
。

半个世纪以后小小的以色列已

成为中东乃至亚洲最主要的制药工业强国之一
。

!# #∀ 年以色列的医药工业总产值只

有区区 ∃
)

∀+ 亿美元
,

到  ∀∀∀ 年末该国医药工业总产值已超过 !∀ 亿美元从而稳居西

亚地区医药工业强国地位
。

为何小小的以色列会拥有如此骄人的成就Ζ这与其国情有关
。

自以色列立国后就

不断处于战争状态
,

建国先后与周边国家进行了 ∃ 场大规模的战争但每次都获得了

胜利
。

在战争时期以色列政府深感药品制造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从而大力扶持国内医

药产业的发展
。

目前以色列拥有发达的医药高等教育体制以及数十家医药研究机构

�分布在各大学内戴直接依附于制药公司 %
。

由于来自欧洲发达国家犹太移民中的医

药研究人员直接带来尖端医药课题与先进研究手段
,

故以色列的医药研究起点较

高
。

这也是其他中东国家难以企及的优势所在
。

近几年来由以色列独立研制的多种新

药已获美国和欧洲专利并进入世界医药市场
。

过去几年里以色列大力开展生物工程

药品的研发工作且成绩斐然
。

在这方面它已与欧洲发达国家并驾齐驱
。

以色列拥有十分完善的医疗体系
。

基本上每一社区或农庄 �以色列称之为
“

基布

兹
”

%均有自己独立的诊所或医院并配备先进的诊疗仪器和药房
。

任何一级医疗机构

的医生或药剂师均拥有高等医学 ≅ 药学学历与执业资格证书
。

以色列发达的工业经

济以极高的国民收入为国家医疗保健体系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支持
。

如 ! ##∀ 年以色列

的国民医疗保险支出为 ∃
)

2+ 亿美元
,

而  ∀∀∀ 年已达 !∀ 多亿美元
。

完善的医疗保健

服务为以色列医药工业产品的畅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

近据国外医药信息刊物报道
,

 ∀∀∀ 年以色列的国内药品市场基本情况如下
&

!
)

人用药品 2
)

(# 亿美元 ∋  
)

兽药 ∗ ( ∀∀ 万美元 ∋∃
)

药用化学品 2∀∀ 万美元 ∋ +)

一次性医疗用品 !
)

( 亿美元 ∋2
)

其它 2 ∃∀∀ 万美元
。

到  ∀∀ ∀ 年为止
,

以色列国内共有 ∃2 家大大小小的制药公司 �其中大型公司有数

百名员工
,

小公司只有十几人 %
,

它们可生产上千种常规药品与专利药物制剂
。

在过去

!∀ 年里以色列医药工业增长速度高达 !3 [
,

这在世界上亦属高增长速度
。

近两年来

据说增长速度已放缓至 !∀ [
。

由于人口稀少 �以色列最多时拥有近 2∀∀ 万人口
,

由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持续

冲突
,

现人口已减少 !∀ [
,

大多迁往西方国家%
,

以色列生产的药品除自用一部分外
,

还有相当比例的药品出口至附近中东国家以及东南亚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甚至欧洲与

美国
。
! ##∀ 年以色列出口药品仅 !亿美元

,

而  ∀ ∀∃ 年这一数字已猛增至 ∃ 亿多美元
,

相当于以色列医药工业总产值的近 ∃ 成
。

当然
,

以色列也从西方国家进口原料药供生

产制剂之用
。

自 !# # 年与我国建交以来
,

以色列客商已连续多年参加我国的广交会

并从我国购买部分原料药
,

成交金额呈逐年增长之势
。

总而言之
,

以色列已成为我国

出口原料药的一个重要市场
。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

以色列的医药工业与医药市场将成为中东地区乃至亚洲不

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

�文 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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