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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药物质基础

研究方向探讨

"贺浪冲! （西安交通大学药学院 西安 -.""(.）

摘要：本文通过对现代医药学研究进展和我国中药研究

现状的对比分析，概述现代中药物质基础研究方向的基本思

路，并结合自身研究工作的实际体会，提出了现代中药应具备

的基本特点。

关键词：现代中药 中药物质基础

目前“中药现代化”是一个既

热门又沉重的话题。我们想从中

药物质基础研究方面简单地谈一

谈对中药现代化的肤浅认识。

一、现代医药学研究进展

!" 世纪，物质科学在微观、宏

观和复杂系统三个基本方向上的

研究进展，把人类对自然界的认

识 推 进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深 度 和 广

度。!. 世纪，生命科学在分子、细

胞、组织和宏观水平上基础研究，

如“基因组与蛋白质组研究”、“生

物 大 分 子 的 功 能 与 结 构 基 础 研

究”、“细胞活动的分子网络系统

与调控机理研究”、“脑研究”以及

“生命起源和进化研究”等 C . D , E，这

些领域的研究进展，将使人们对

生命活动规律的认识变得“清楚”

起来。防治疾病的药物不论是外

源性的、还是内源性的，其本质是

物质的，进入体内后是在微观水

平上发挥作用的。所以，现代药学

的研究和发展方向从其“诞生”之

日起，就在努力利用各种手段探

索和发现如何在微观水平上干预

或消除致病因素、维护或提高防

御能力的“清楚”物质。

现代药学成功发展 的经验对

人们的启迪之一便是：作为防治

疾 病 的 内 源 性 或 外 源 性 的 药 物 ，

不论其组成是简单还是复杂、其

治则是具体还是整体，在微观的

物 质 基 础 上 均 应 当 是 “ 清 楚 体

系”。而中药作为外源性的天然药

物，虽然其组方复杂、成分众多、

用法独特、自成体系，但要成为世

人接受的、治疗性的现代药物而

进入国际市场，其方向之一则必

须在组成上去伪存真，在治则上

求同存异或先同后异。

二、现代中药研究现状

纵 观 世 界 新 药 研 究 的 趋 势 ，

!" 世纪 3" 年代前，研究开发单一

化学药物及其制剂；3" 年代后发

展 生 物 技 术 药 物 和 天 然 植 物 药

物。研究方向趋于多样性，但始终

是朝着简单明确、安全有效的基

本要求发展。我国由于有中医药

的基础和资源优势，建国以来新

药研究发展基本是两条路：第一，

仿制和研究西药；第二，在中医理

论指导下研究中药。就药物体系

而言，西药和中药在物质组成上

正好构成两个极端体系：西药多

为成分单一的简单体系，中药成

分众多是复杂体系。实践表明，尽

管西药简单而明确，但由于条件

和投入的局限而举步维艰；中药

复杂而模糊，但因为有更为 “模

糊”的理论指导而层出不穷。所

以，我国的新药研究开发史可以

称得上是一部中药研究开发史！

其 后 果 是 中 药 低 水 平 重 复 严 重 ，

科技含量不高，原有市场萎缩，竞

争能力丧失。至今仍未从根本上

结束“草根树皮一锅汤，丸散膏丹

大复方”的传统状况。因此在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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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研究的思路和政策法规的

导向上进行大胆创新和重大突破

已刻不容缓！

三、现代中药研究思路

综上所述，传统中 药与西药

相比，差别显而易见，落后已是事

实 ！ 然 而 中 药 有 博 大 的 科 学 内

涵。对中药现代化问题我非常同

意学术界形成的原则共识，即“搁

置争议，全面实践”，而现代中医

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一定是源于

科学实践。中药现代化物质基础

研 究 即 是 科 学 实 践 的 途 径 之 一 ，

具体进程可以分两步去走。第一：

当其理论基础还难以“清楚”，而成

分组成虽然复杂但与西药相比却

存在着共同的物质基础 ! " #，就一定

能够在“简单”与“复杂”的两个极

端体系中寻找到不同程度的“清楚

体系”，并以疗效为指标、市场为导

向研究开发成现代中药；第二：在

此基础上，借助生命科学 ! $ # 、现代

医学与现代技术 ! % & ’ # 的研究进展，

以及人们对生命本质与疾病现象

的深入认识，再逐步探索最基本

的微观物质与最复杂的宏观生命

体的协调统一规律，进而有可能

为中医理论的现代化寻找到新的

研究途径。所以第一步是中药现

代化的起步和切入过程，是“挖掘

和提炼”传统中药科学价值的初

级阶段，是借鉴西药成功经验而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药自主研

究开发体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因

为由“清楚体系”构成的现代中

药，与西药相比“组成复杂，疗效

综合，使用安全”。从这个意义上

讲，那些源于植物的现代西药不

过是未来“现代中药”的特例而

已。按第一步思路研究开发现代

中药也并非是简单地按“西药模

式”研究和说明中药，更非将中药

“西药化”。当进入第二步并有所

突破时，现代中医药学完全有可

能后来居上，成为世界医药学不

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对

于中医药界 “中药现代化首先是

中医理论现代化”的观点 ! ( # ，应该

保 留 并 鼓 励 继 续 深 入 探 索 和 研

究，而且第二步的到来更需要中

医药界以自身的理解和认识并通

过科学实践所获得的研究成果。

但必须指出的是任何一种科学理

论其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在于它

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正确

反映、对实践活动的系统化理性认

识。从这种意义上讲，传统中医理

论显然已不能完全指导当今多样

性 的 中 药 现 代 化 研 究 与 实 践 活

动。而传统中医理论的价值体现，

应迫切呼唤勇于创新的思想家 ! ) #，

应积极鼓励多学科的参与，应包

容“外行的认识误区”，更应提倡

以国际化为目标的“西化”实践。

使其加速发展成为世人能够接受

的、指导中药有效用药的现代中

医理论。

四、现代中药研究途径

任何 事 物 发展均有其自身的

必然的规律性，而认识事物的过

程是“由简单到复杂、由片面到全

面”或“由具体到整体、由微观到

宏观”，研究任何过程是“从抓主

要矛盾到纲举目张”。中药现代化

研究也将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

区别主要与次要的并以现代中药

产 品 开 发 为 第 一 目 标 的 实 践 过

程。中药现代化迫切需要的是人

们的各种探索与实践活动 ! *+ & *$ # 。

实践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研究

开发出源于传统而又胜于传统的

治疗性现代中药 ! *% # ，而现代中药

的特征之一便是摆脱传统的某些

陈规和束缚，以适应现代的通行

规则和标准。否则中药现代化就

很难走出“中药传统化”思维模

式，这是中药现代化的倡导者和

实践者包括中医药界均不希望看

到的结局。

中药的具体 物质基础 研究途

径可从三个层面展开：

*, 单 一 性 物 质 基 础 研 究 以

单味中药或小复方中药（- & . 味）

为研究对象，利用各种现代筛选模

型和筛选技术（尤其是集分离与活

性为一体的仿生学筛选体系和技

术），明确每味中药的一种有效部

位和其中的一种与药效“量效相

关”的有效成分。以此为基础，以单

独有效部位或复合有效部位为单

位成方，使中药“复杂体系”成为不

同层次的现代中药“清楚体系”。并

对其功能和用途进行知识产权保

护 ! *’ #后，尽快推向市场；

-, 多 样 性 物 质 基 础 研 究 一

味中药中有多种药用部位，一种

有效部位中有多种药用成分，同

样可以利用各种现代筛选模型和

筛选技术，发现 - & . 种不同作用

的有效部位和每种有效部位中的

- & . 种 有 效成 分 。 以此 为 基 础 ，

可以进一步在有效部位和有效成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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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两个层次上以一种药理作用为

主要因素，研究部位间或成分间

或部位与成分间的相互促进或相

互抑制的协同关系，并在此程度

上初步阐明现代中药不同于西药

而发挥综合治疗作用的机制。此

时，以现代中药产品为起点，通过

以有效部位为单位的组方加减而

进行的初步多层次、多因素研究，

为不断形成现代中药的系列产品

或换代产品奠定基础，同时也为

初步研究中医理论提供新的可供

选择的有效范例；

*’ 系统性物质基础研究 随

着分离和分析科学的发展，人们完

全有可能分析清楚任何一种中药

材药用部位中的全部成分，进而在

“有效性、必要性和有限性”原则

下，可以将任何一种中药或简单复

方的“复杂体系”变成 “清楚体

系”。在此基础上将会出现真正意

义上的集“治疗与调节作用于一

体”的现代中药及其系列产品。此

时，建立在现代中药和生命体均为

“清楚体系”之上的中医理论对合

理有效地使用现代中药将会发挥

前所未有的指导作用，从而真正实

现现代中药的微观物质与现代中

医理论的宏观整体的辨证统一，将

为中医理论的现代化奠定基础。

五、现代中药基本特点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物质世

界中，事物发展是依靠科学和市

场共同推动的，科学家的兴趣驱

使与“资本家”的利益驱动对一件

事情的成功同等重要。所以，要让

世人重新认识和接受中医药理论

是要从认识和接受有效的现代中

药开始。因此，中医药界应该欢迎

源于中药而研究开发的任何形式

的有效新药，这也是中医药学博

大精深、科学内涵的体现。我国已

加入 +,- . /0 1 ，中医药的宝藏已不

再是中国的“专利”，巨大的市场

正在“诱惑”着任何一个其他国家

（ 尤 其 是 发 达 国 家 ） 和 外 国 公 司

（尤其是跨国公司），我们不去“开

采、挖掘、提炼”传统中药，别人就

会以各种方式迅速“掠夺”。我相

信中国以外的国家在研究开发中

药时，首先考虑的是物质基础上

的治疗性，而不是中医理论基础

上的合理性。

另外，中药现代化 作为 “十

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

重 点 发 展 的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之 一 ，

其核心任务是开发一批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现代中药产品。所以，本

文提出的中药现代化不同层次物

质基础研究方向紧紧围绕国家目

标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开发

的现代中药产品基本符合“成分

清楚，机理明确，量效相关，质量

可控，疗效确切”的药品国际惯

例。而且，现代中药与现代西药相

比还将具备：物质组成为“清楚体

系”、治疗与调节作用兼备、适应

范围与西药互补 . /2 1 等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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