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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药的三个基本标准——— 安全、有效和质

量可控均与中药基原的物种有关。物种概念是中药

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与核心内容。当前我国正全力推

进 中 药 现 代 化 进 程 ， 全 球 医 药 一 体 化 进 程 亦 在 加

速，药物评价标准愈加严格。在此形势下，物种概念

应当在中药新药研究中予以足够的重视。因此，笔

者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

一、物种的概念 > % ? ’ @

作为中药的学习、研究、生产、临床运用和消费

使用者，几乎每天不可避免地与“种”打交道，但对

种的概念及其生物学含义未必有深刻的认识。

过去 !"" 年间，关于物种的概念、定义和本质一

直存在广泛的争议，概念经屡次更迭。首先，以林奈

为代表的先驱的动、植物学家，在肯定物种客观存

在的前提下，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赋予物种以

神创造的、单型的、彼此无联系的和永远不变的概

念，并应用了以外部形态为主的标准来划分种，即

林奈种或“分类学种”（ 31A=6=02< :B*<2*:）或“形态学

种”（0=CB5=+=72<1+ :B*<2*:）；达尔文根据他的渐进式

的进化理论，大胆提出了种与种之间必然会有无数

的 中 间 类 型 存 在 而 不 可 能 有 固 定 的 特 征 和 间 断 划

物种概念及其在中药

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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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药基原的物种概念是作为生物性来源的药材的基本概念与核心内容，也是影响中

药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稳定性的根本因素。本文对物种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剖析；论述

了药材种内变异的若干方式及其生物学实质；阐明了中药研究中的物种观点和方法；指出了物种

或种在中药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稳定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最后，提出物种观点和生物多

样性的利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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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从而不可能有物种存在的看法。达尔文和华莱

士认为：种（+,-./-+）与宗（01.-）之间只有程度上的

不同，而无本质的区别，在群体体系中，宗与种水平

之间的界限只能是任意确定的，这些分类阶元的定

义必然是主观意识的产物。分类学家在达尔文学说

的 启 迪 下 ， 认 识 到 种 内 存 在 与 地 理 分 布 相 关 的 变

异，并在林奈种下设亚种（+23+,-./-+）、变种（410/5/-+
+,-./-+）、变型（410/-5/-+ 56,-）等分类阶元，以体现种

的多型现象（,%&656,/+7）。8160 和 9%3:;1<+=6 强调生

殖隔离机制是分种的标准，并提出和系统阐述了后

人称为“生物学种”（3/%&%>/.1& +,-./-+）的遗传学物种

概念，认为：有性的种是自然界存在的不连续的单

位，而种间的这种不连续性是由于互交繁育群体之

间 实 际 的 或 潜 在 的 基 因 流 大 受 阻 碍 或 完 全 受 阻 引

起的，强调：同一种内的个体，即使属于不同的亚

种，也能较自由地交流基因；不同种的个体之间就

不能自由地交流基因或基因交流受到很大限制。而

宗是渐变式物种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在某些形态或

生理特性、基因频率、染色体结构或地理分布等方

面有所不同，但可以相互交配而产生具有生育能力

的后代的中间过渡类型。

当前，国际学术界对物种的通常看法是：

?’“生物学种”@ 3/%&%>/.1& +,-./-+ A
严格按生殖隔离标准来分种的“生物学种”概

念 至 少 对 高 等 植 物 中 普 遍 存 在 的 种 间 杂 交 这 一 事

实以及对单亲本和无融合生殖类群是不适用的，但

生殖隔离的形式，也即基因流的停止，也是生物进

化 的 关 键 阶 段 。 因 为 它 是 类 群 独 立 发 展 进 化 的 起

点，是造成了生物多样性的根本原因。同域分布的

种 彼 此 保 持 各 别 被 认 为 是 对 它 的 种 的 身 体 的 一 种

检验标准。由于生殖隔离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造成

了形态性状上的间断，因此它对形态分类也至关重

要。

!’“分类学种”（51B%<%7/. +,-./-+）或“形态学种”

（7%0,;%&%>/C.1& +,-./-+）
主要按形态学标准划分的“分类学种”或“形态

学种”尽管不体现各种不同的进化状况。换句话说，

物 种 仅 仅 在 名 称 上 而 不 是 在 本 质 上 或 它 们 的 进 化

性差异的程度上相等，但它是分类和鉴定实践中的

一个有用的单位，也是国际上公认的动、植物分类

中最基本的单位。这种凭视力能辨认的物种概念具

有较强的直观效果，应用方便，满足了多种用途分

类的需要。

关于分种的标准，以形态学、地理学资料为依据

的传统分类学分种标准，以及生殖隔离为依据的生

物学分种标准，是迄今最重要的分种标准。 D51.- 所

列 举 的 # 条 分 种 标 准 可 作 为 分 析 这 两 种 物 种 概 念

的基础：

（?）个体间如此密切相似，以致可以立即识别

类群的成员。

（!）近缘种之间显示变异范围的间隙；如果没

有这个间隙，那就有理由把这些分类群合并为一个

种。

（*）每个种占有一定范围的地理分布区，并可

以证明适宜于它所在的环境条件。

（#）有性的分类群的个体应能互交繁殖而很少

或不丧失能育性；与其他种杂交时则能育性或成功

率应有所降低。

即便如此，分类学家对于种的概念和划分标准

尚有许多分歧，即所谓的“归并派”和“细分派”。主

张林奈种或大种概念的“归并派”学者认为，凡具有

广泛分布区的种往往是多型种（,%&656,/. +,-./-+），

是由不同的地理类型所组成，而每一个地理类型相

当 于 一 个 地 理 宗 或 地 理 亚 种 。 而 主 张 小 种 概 念 的

“细分派”学者则认为，只要有区别就应给这些地理

类型以种的等级，种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

类学家的观点和认识。

同样，生物学种的划分强调生殖隔离，但种间

杂交现象相当普遍，有些形态上明显间断的类群生

殖上却是连续的。杂交的结果产生表型的中间过渡

型，使种间界限模糊不清。因此，当符合生态学种与

生物学种标准时，人们称之为“好种”或“理想的

种”，当它们矛盾时，则必须选择其中之一来划分

种。现今欧美和我国分类学家普遍遵循的是林奈、

边泌和虎克采用的分种原则：即强调形态间断和性

状的相关差异。所谓间断，就是指没有过渡类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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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绝对化），所谓相关差异，就是指必须有两个至

多个性状差异，其间彼此关联。

综上所述，物种概念的诸多争议及其不确定性是

由于自然界广泛存在的生物多样性所决定的。如“种

是分类学、进化生物学及生态学中的基本单位”，“种是

生命系统线上的基本间断”（陈世骧）“一个有性种是一

个生殖群落，这个群落的所有成员被偶关系（!"#$ %&
’(!")*）、亲本（+(,()!(*#）以及共同的血统（-%’’%) .#/
$-#)!）联系起来。这样的生殖群落有共同的基因库，共

同基因库的存在，使一个有性异体繁育种全部包括在

孟德尔式的居群（+%+01(!"%)）中”（2%345()$67）。“种代

表进化的趋异阶段”。

8"’+$%) 提出“一个进化种是一个分别由其他

种进化而来的谱系，具有本身单一的进化作用和倾

向（或小生境空间）的谱系”。9() 9(1#) 提出生态种

的概念，即“一个种是个谱系（或一组相互关系密切

的谱系）。它占有一个适应带，在其区域内最低限度

可以与任何谱系区别，而其进化是与其区域之外的

所有谱系分隔开。”

以上观点均反映了物种的不同侧面，并不能反

映自然界各种物种的全貌，对物种的认识只能随着

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而逐渐加深，但对自然界的规

律的探索将永无穷尽。

二、种内变异与药材品质

同一中药材的品质优劣可反映在生物变异的多

个层次上，多基原药材的基原来自不同物种，如海

马、赤芍、黄连等，其品质差异体现在种间的形态性

状、化学成分上的差异。单基原药材来自同一物种，

其品质差异取决于种内的变异。因此，对种内变异及

其变异式样的认识对于分析及评价药材品质具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种内变异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体

现：

:; 表型可塑性（+5#)%!7+"% +1($!"-"!7）

又称环境饰变（#)<",%)’#)!(1 ’%."&"-(!"%)），是同

一 基 因 型 由 于 环 境 条 件 的 改 变 而 在 表 型 上 做 出 相

应变化的能力。这类性状不是由基因决定的，一旦

环境条件改变，其相应的适应性状消失，因此在分

类上价值不大，但环境饰变往往对次生代谢产物的

生物合成影响很大，因此影响药材的品质。

=; 生态宗（#-%1%*"-(1 ,(-#）

是指在同一地区适应于不同生境、遗传上和表

型上有区别、但互交能育的种内类群。因而，生态宗

是同域分布的，通常是邻近同域分布的。这些宗在

种 的 整 个 分 布 区 内 的 无 数 接 触 地 带 互 交 繁 殖 和 间

渡（ ")!#,*,(.")*），但它们在各自的生境中则保持其

不同宗的特性。这些在生态上的彼此替代，形态上

可以识别的种下分类群，相当于分类学上的变种。

生态宗的差异很多体现在化学性状上，又称为

化学宗（-5#’"-(1 ,(-#）。因此，决定药材的品质及临

床疗效的差异，在研究及评价药材品质上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如苍耳同种内的不同生态型具有不同

的倍半萜内酯；欧龙芽草在欧洲和美洲的不同隐微

化学宗具有不同的黄酮类。我国樟树按其化学成分

至少可分为 > 个化学宗：

? : @ 主含樟脑的木樟；

? = @ 主含樟油素的油樟；

? > @ 主含樟醇的芳樟。

但它们在形态上没有区别。

>; 地理宗（*#%*,(+5"-(1 ,(-#）

地理宗是指种内在地理分布上各有其不同的区

域，在形态上又有一定区别的类群。分类学上通常

把地理宗定为亚种，即地理亚种。在同种内的两个

地理宗的接壤处往往有间渡的情况，地理上呈现替

代迹象。

A; 居群的多态现象（+%17’%,+/5"$’）

居群的多态现象是指在居群中出现的某性状的

不同属性，且有较少属性的植物数目的比例要比从

随机突变所能预期的要大。

在自然界中，不难发现生长在同一生态环境的

同种植物的互交居群有时含有二个不同的类型，如

植物体或某一部分有毛或无毛，花的不同颜色，冠

毛的有无，种皮光滑或具突起，以及植物体内是否

含有某种特殊的化学成分等等，它们的个体数在居

群内的消长反映了不同基因型的频率变化。如白三

叶草（ ,#(4"$(89 #):)*6）植株是否含氢氰酸（BCD）受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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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等位基因 +, 控制，含 -.) 的 + 对不含 -.) 的

, 是显性。后来，发现欧洲地区的三叶草的这两种变

异在居群中 的频率存在与 地 理 分 布 有 关 的 梯 度 变

异，即含 -.) 的变异体的频率从欧洲西南部逐渐

向西北部降低，而在中间的过渡地带则两种变异体

有不同的比率。因此认为：生氰和解氰这两个特性

受两个基因调节的，通过 +/ 等位基因从氨基酸的

前体合成生氰糖苷——— 百脉根苷（&%&,0123,&45）和通

过 独 立 遗 传 的64 等 位基 因 来 水解 生 氰糖 苷 ——— 亚

麻苦苷酶（&45,7,3,18）。只有那些在两个基因中至少

有一个显性等位基因的植物才是生氰的。

研究发现，含 -.) 的植株的频率以低海拔地区

最高，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而逐渐降低，呈现所谓

“比率梯度变异”的式样，在某种程度上与温度相关

联。因为亚麻苦苷酶是由低温激活的，而释放 -.)
给 +/64 基因型带来不可逆转的抑制作用，从而导致

组织死亡。

种内的变异除以上内容外，还有地理梯度变异、

染色体结构变异、多倍化及种间杂交等，这些变异

均导致药材品质不均一性，反映在化学物质基础上

表现为化学成分的种类、绝对含量和相对含量（各

种成分之间的比例）的差异，从而直接决定药材的

品质和临床疗效的差异。

三、中药研究中的物种

观点和方法

从物种概念出发，正确运用于中药的研究、生产

和临床，是确保中药研究的真实性和中药产品的安

全、有效和质量可控性的切实有效的办法。是科学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9’ 中药基原的单一性和有限多元性

作为救死扶伤、防病治病的药品的原料应该是

严格一致的，即要求中药基原的单一性。然而，作为

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传统药物——— 中医药，在其

医 学 体 系 和 药 物 品 种 形 成 的 历 史 过 程 中 经 历 了 继

承、沿革和变迁，形成广泛的多基原现象，即同名异

物，基原有限多元性。《中国药典》!""" 年版收载的

:*# 种药材中，多基原药材有 9#* 种，占 !;< 。物种

不同，品质殊异，显然，作为同一个药物使用是不科

学的，这一现象是传统药物学中遗留的问题，势必

在中药现代化进程中逐步予以解决。

!’ 中药基原的时空动态性

药材品种在历史形成过程中经历继承、沿革、变

迁、创新等过程，其基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

着人们认识的不断加深而进行更改和修正。具体表

现在产地和品种两个方面。如人参，古本草莫不以

山西上党者为道地，即今山西省长治县。但由于过

度采挖，造成资源灭绝，而今山西已无人参分布 = 今

以吉林人参为道地药材。又如三棱，自唐代开始药

用 ， 最 早 的 品 种 应 为 莎 草 科 的 荆 三 棱 &’(#896 /+:
.+#+，自宋代又增加了黑三棱科的黑三棱 &8+#.+*(:
9; 63"$"*(4)#9;= 此后二者一直平行药用。《中国药

典》!""" 年版收载为黑三棱科的黑三棱，而莎草科

荆三棱仅在吉林等省作为地方标准使用。

*’ 本草依据的二重性

中医药学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药物学，其理论

基 础 及 医 疗 经 验 是 建 立 在 千 百 年 来 的 临 床 实 践 的

总结上，特别见著于历代本草，对药材功效与产地

关系的认识也多源于本草论述，这是我们的宝贵财

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继承和发展，但同时亦应清

醒的认识到，本草依据具有二重性，需要客观的分

析，不能盲目接受。

> 9 ? 品种和产地延续与变迁的二重性。

品种延续与变迁、产地扩大与迁移是自古至今

中药发展实践的一大特征，也符合哲学上的认知过

程。在整体中药资源种类上，从《神农本草经》的 *(:
种至明代《本草纲目》9@A! 种，迄今，已知中药资源

9!A"; 种，品种整体扩大。在具体品种上，如三七、地

黄等常用中药材的品种一直不变。亦有如刘寄奴等

的品种演变。并且，尤其应当引起注意的是本草上

记载的品种具有“时域性”，即同一中药材，在同一

地区、不同历史年代可能基原不同；在同一年代、不

同地区亦可能基原不同。

> ! ? 古代本草学家实践及认识的局限性。

古 代 本 草 学 家 的 研 究 成 果 使 我 们 窥 得 中 药 宝

库的奥秘，但是，由于受所处年代的科学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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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限，加之交通、信息不便，古代本草学家的医学

实践活动的空间范围有限，并且大多数古代药学家

多由文而医，由医而药。因此，对药材基原植物的物

种认识较为粗浅。有些是种的水平上的错误，而对

种内变异就更难认识到了。因此，客观分析，继承而

不泥古，发扬而不离宗，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才是

对待本草的客观而正确的态度。

!" 生物变异的广泛性

中药材多为生物体，而自然界中没有两个完全

相同的个体，生物变异的广泛性决定了药材品质的

不一致性。特别是种内变异，广泛而多样，而这一事

实往往被中药研究、生产、临床所忽视，其结果必然

会造成研究工作的失真，所生产产品的质量无法控

制，临床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无法保证。

#" 居群概念和方法 $ # %

科学研究的真实性首先取决于取样的真实性和

代 表 性 。 对 于 与 生 命 攸 关 的 药 物 研 究 此 点 更 为 重

要。众所周知，化学研究、药理研究及临床研究或制

剂配伍或生产投料，我们所用的是同种药材的不同

个体（或生药或饮片），并以其代表整个种。然而，在

个体与种之间尚有许多层次，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层

次就是居群。

事实上，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物种都是一个居

群系统，物种并不是由个体直接组成，而是个体在

时空中有规律地组成居群，再由居群有规律地组成

物种。物种的形成经历居群内变异、地方宗的分化、

地理宗的分化，最后达到种的分化这 ! 个阶段。居

群又更具体可分为以下 & 个概念：

’ ( ) 地方居群（*+,-* .+./*-01+2）是指在特定空间

中生活在一起的个体群。

’ & ) 繁育居群（34556127 .+./*-01+2）是指生活在

一起并能互交繁育同种个体群。与遗传学中“孟德

尔居群”概念相似：即一个享有共同基因库的繁育

居群。

从居群的概念出发，以居群取样的方法进行中

药的物种鉴定及中药研究，实现了从个体出发及模

式概念的分类方法的本质上的飞跃。这是因为：

（(）居群内可互交繁育，为一个紧密的进化单

元，可代表现阶段植物系统发育过程中各个基本单

元的全部遗传、生态和表型特征，而个体不具备代

表性。

（&）用居群取样的研究方法，异常个体不影响

居群特征，不会影响分类及进化研究的真实性，而

个体取样则会使研究结果产生伪结果。

（8）居群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和认识种内的变异

式样，正确把握种内个体的变异幅度。

（!）居群的研究有利于正确地对种内分类阶元

进行分类处理。

（#）居群的研究有利于研究植物近缘物种的亲

缘及进化关系。

（9）增强品种鉴定的准确性及药物研究的真实

性。

四、物种概念在中药质量

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

中药材是中药研究、生产和临床使用最重要的

环节，是决定中药质量的核心因素，而中药材的基

原物种又是决定中药材品质优劣根本内因。因此，

“品种一错，全盘皆否”。物种概念和方法在中药研

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确保 新 药 开 发研 究 中 药 材 品 种 使 用的 正 确

性

（(）同一药材在不同历史年代所用品种不同，

即所谓品种的沿革与变迁。

唐代所用刘寄奴为菊科的奇蒿 83)9(6’) +*"9+:
$+，而明代市场上开始售的刘寄奴为玄参科的阴行

草 ’ 北刘寄奴 ) &(;-"*"63).(+ ’-(*)*6(6；因此，若采用

唐代的传统处方开发新药时，方中的刘寄奴必是奇

蒿；而明清方剂中的刘寄奴则可能是奇蒿又可能是

阴行草。究竟为哪一基原，还要分析当时创方的医

学家所从事医疗活动的地域范围，并结合当时药材

的分布及流通情况，综合分析确定。避免品种认识

上的错误。

（&）同一药材在不同地区所用的品种不同，即

地方习用品。

如地丁，《中国药典》收载的为堇菜科的紫花地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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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但在天津历来习用为罂粟科的布氏紫堇，即苦

地丁。选用古方开发新药时，要分析创方医学家的

活动地域、用药习惯、地方习用品种等，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否则，则会古方虽效，今用无功，其因并非

古方之咎，乃所用品种不同，物已殊异，孰能同功+
!’ 确保 新 药 质 量评 价 的 全 面性 和 质 量 标准 的

准确性

从物种的观点出发，会把一个药材基原（一个物

种）看成是由若干居群通过一定的变异式样和不同

的地方宗、地理宗等阶元组成的集群，而不是一个

个单独的个体。因此，会全面地考虑种内变异式样

和性状的变异幅度，在新药质量评价时，会全面取

样，系统研究，质量评价会更趋全面、真实，力求能

够反映整个种的真实信息，最后建立的质量标准更

加客观、准确。

*’ 确保新药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

中药与天然药物研究的许多伪结果是由于取样

的不具代表性和品种鉴定错误。“品种一错，全盘皆

否”。因此，对于实验材料的物种鉴定的认真和科学

态度是一个科学家的根本良知。实验的伪结果不但

使 研 究 工 作 失 去 意 义 ， 而 且 会 为 他 人 提 供 错 误 信

息，贻害无穷。为保证研究工作的科学性，首先要保

证物种鉴定和取样的代表性。

#’ 确保中药产品的安全有效性

中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与许多因素有关，此处

就不多叙述。但每每与药材品种有关的，可反映在

“同名异物”和“同物异质”两个层次上。马兜铃酸的

毒性事件即是具体的反映。尤其是在目前我国全力

推进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国际上药物评

价标准日趋统一，对药品要求更加严格。从物种的观

点出发，细化中药基原的生物类群，保证高度一致性

的药材原料，是确保中药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根本措

施。

五、物种概念及生物多样性

的利用对策

生物多样性是一把双刃剑，若无视物种的概念，

则无法保证中药研究的科学性和真实可靠性；如果

忽视了广泛存在的种内种间变异的客观事实，中药

产品的安全有效性和质量稳定性就无法保证。

我们在对中药的源头——— 中药材的研究中应该

顺应生物的遗传与变异的自然法则，充分认识和利

用 好 丰 富 多 样 的 种 质 遗 传 资 源 及 物 种 与 环 境 相 互

作用的关系，应用生物技术先进手段，引进农作物

方面长期遗传育种研究的技术和成功经验，进行以

化学成分含量和质量指标为主要目标的育种工作，

就能达到既能保证传统中药的品质，又有利于培育

出高产优质的药材 , ( - ，同时还可以发现新药源及开

发创制新药。

.’ 种内变异及生物多样性的控制

前文已述及，种内变异是广泛存在的，尤其是分

布广泛的物种，在不同地理区域生态环境下，已分

化出不同的种下类群，其中包括一些具有明显化学

性状特征的化学宗（/0123/4& 54/1）、化学型（/0123/4&
6781），这些不同的化学宗化学型之间存在化学成分

的种类、绝对含量及各成分间相对含量差异，进而

影响疗效。因此，应对种内变异类型进行深入的调

查研究，选择稳定的优质的类群，保证临床用药的

安全有效。对于栽培引种的药材，应深入研究原产

地的土壤生态气候条件，选择有利于有效成分生物

合成和积累的生态条件，鉴定、选育和相对稳定栽

培品种，采取提纯复壮、脱病毒等相宜的技术手段，

尽量避免和减少品种退化的发生，从而保证药材质

量。

!’ 生物多样性的利用和优良品种的定向培育

生物多样性体现在 * 个方面：即物种多样性、生态

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为中药研

究的开发和生产展现了广泛的可利用空间，利用生物

遗传与变异的自然法则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中药材优良品种的系统选育。

药 用 植 物 遗 传 育 种 研 究 是 提 高 中 药 材 产 量 和

质量、保护和利用珍、稀、濒危物种的重要手段。药

用 植 物 育 种 所 遵 循 的 理 论 依 据 是 根 据 生 物 遗 传 与

变 异 的 规 律 广 泛 存 在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而 建 立 的 。 首

先，利用种内变异进行药用植物的系统选育。大多

数野生药材，均存在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种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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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即使是栽培品种，在长期栽培过程中也必然存

在多种遗传变异类型，这些遗传变异为药用植物的

系统选育提供了良好的遗传资源和育种素材。如地

黄有 ! " # 个不同的栽培品种，其中以“小黑英”产量

最高 $ % &。从栝楼栽培品种选育出了长萼栝楼，其天花

粉的产量比其他栝楼高 ’( 余倍。此外，在蛔蒿 $ # &、吴

茱萸、金荞麦、枳实、木瓜、益母草、附子、人参、薯蓣

等系统选育中均取得较好的效果，充分显示了利用

药 用 植 物 遗 传 多 样 性 进 行 品 种 系 统 选 育 的 广 阔 前

途。

（)）利用丰富的品种资源进行人工育种。

我国药用植物遗传资源十分丰富，鉴定和利用

中药材种内不同品种进行杂交育种能够取得很好的

效果。如江苏海门利用薄荷的两个品系 !#% 和 *(+
杂交育成新品种“海香一号”，大大提高了产量和精

油中薄荷脑的含量。不同品种或品系间的杂交育种

可望有效而尽快地提高中药材的质量和产量、增加

有效成分含量，提高抗逆性和抗病虫害的能力。

（,）应用人工诱变技术进行多倍体育种。

利用化学诱变或辐射诱变技术，人为地诱导和创

造药用植物的遗传变异，从中选育出优良品种，是一

条获取高产优质药材的实用可行的途径。秋水仙碱正

在被广泛应用于多倍体育种，成功地获得多倍体高产

品种，如菘蓝 $ + &、丹参 $ ’( &、黄芩 $ ’’ & 桔梗 $ ’) & 等四倍体优

良品种的培育成功是最好的例证。此外，用秋水仙碱

处理胚乳培养的三倍体不育植株，对于山茱萸、枸杞

等果肉型药材具有较好的应用前途，可望培育出无子

果实。辐射诱变也是人工诱变的常用技术，如用射线

照射延胡索块茎，达到连续增产效益；用激光照射薏

苡，在当代和第 ) " * 代，产量均有增加，可增产 ’(-
" ,(- 。

,. 研究 药 材 有 效成 分 动 态 积累 与 地 理 生态 条

件的关系，提高和规范中药材栽培技术

野生药材除了存在种内变异、生态选择外，生态

和环境因子也会影响有效成分的动态积累，并进而

形 成 与 地 理 生 态 关 系 密 切 的 地 道 药 材 类 型 或 地 方

优良品种，形成遗传稳定的化学宗或化学型以及不

可遗传的环境饰变。深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一

方 面 可 指 导 中 药 材 品 种 的 系 统 选 育 和 新 技 术 育 种

（如前所述），在生产中示范推广和应用优良品种，

同时模拟自然生态系统，人为创造最佳土壤、光照、

水分、气候等生态条件，不断提高栽培技术，有利于

有效成分的积累，按照国家 /01 中药材生产规程，

生产出高产优质药材。

*. 研究 植 物 各 类群 起 源 、 演 化 关 系 及生 源 途

径，寻找新药源、发现和创制新药

用物种生物学（或进化植物学）的概念、理论和

方法，研究药用植物，并结合植物遗传学、亲缘关系

学说、植物化学成分的生源途径或生物合成途径，

再结合地植物学、民族药物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

成果，揭示各种中药材的主要有效化学成分在不同

地理和生态区域的生成和分布规律。探讨和寻找新

药源，发现和创制新药。在这方面我们可以：

（’）寻找及扩大新药源和替代用品。

根据中药多组分多靶点的作用特点，以谱（指

纹图谱）2 效（药效）关系作为依据，在近缘群体中

寻找及扩大新药源及珍稀、濒危物种的替代用品。

（)）寻找新的药用资源。

依据化学成分的生源途径及在植物类群、地理、生

态的存在规律，探讨和寻找新的药用植物资源和预测

最佳类群、地理和生态位。

六、结 语

总之，物种概念是中药研究的基本概念及核心

内容，贯穿于中药研究、生产和临床运用的全过程，

是影响中药研究的科学性和真实性，中药产品的安

全性、有效性和质量稳定性的关键因素，是绝对不

容忽视的。在这方面，要做的工作很多，既应该充分

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和先进仪器设备，也应该重视和

挖掘我国传统中医药的特色和闪光点，共同推动我

国中药现代化的实施。

中药材的生产是中药生产的第一车间，在我国

全力推进中药现代化的进程中，中药材品质的保障

是中药现代化的源头工程和关键。随着多学科的交

叉和发展，新技术、新方法越来越多在中药研究中

应用，这些无疑为推动中药现代化进程起到积极的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专 论



〔 !"#$% &’()*’) +*% ,)’-*"$"./ 0 1"%)#*(2+3("* "4 ,#+%(3("*+$ 5-(*)6) 1)%(’(*) +*% 1+3)#(+ 1)%(’+〕7

!""# 第六卷 第三期 #$%&’ ( )%’ *

最近，我国中西医结合学者提出了今后中医药研

究的五点思路：证候与基因组的相关性研究；证候与蛋

白质组的研究；体质与易感基因的研究；中药药理与基

因及蛋白质组学研究；中医辨证论治的个体化治疗模

式与疾病基因多态性关系的研究。

证有明显的整体性。蛋白质组研究亦从整体水平

上，反映了疾病过程中，蛋白质表达的动态演态过程。

这与中医辨证论治的认识方法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有

学者认为：证本质研究的近期目标是，寻找和确定中医

证的客观指标，对证进行定量的表达；远期目标是，用

客观检测指标，对疾病做定量的证诊断；于是便实现了

证本质研究的最终目的，即以现代医学的客观指标为

中介，实现中、西两种医学本质上的交汇与融合。

蛋白质组的研究有助于诊疗手段的提高。传统的

中医辨病只停留在用望、闻、问、切四诊来收集临床资

料，其中问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具有一定的主观

性，而其余三诊又缺乏客观的量化指标，影响了辨病的

客观性。加上各人对客观事物即疾病的把握尺度不同、

理解也不相同，很多具有重要意义的临床经验仅为医

家各自多年的心得体会，对后辈的传道解惑缺乏统一

的、客观的描述指标，阻碍了中医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而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机体内蛋白质的合成、分

解代谢及表达都会发生异常改变。通过对正常及病变

样本中，蛋白质组成分差异的比较；再通过对相同疾病

的不同证型，其异同点之间进行比较。这样，人们就有

可能从整体上，发现某些疾病、同病异证的特有蛋白质

表达，建立蛋白质多态性与疾病中医分型、辨证用药之

间，系统的、有规律的联系。在复杂的多种致病因素作

用下找到证候的共同本质，从而制订出标准参照物，使

得疾病的辨证分型及用药具有客观性、准确性及重复

性。这将进一步提高中医对疾病规律的认识和治疗水

平，有助于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同时，中医证本质

的研究将对中药临床药效学的研究提供帮助。而且，基

于蛋白质组研究解释辨证论治，是应用现代科学语言

对传统中医理论进行更好的阐释，会使中医更易在国

际上获得认可，使中医走向世界。

+文 摘 ,

蛋白质组研究
为中医药发展带来新曙光

作用。

中药材的生物属性决定其必然遵循遗传与变异

的自然法则，因而形成大千植物界的广泛存在的变

异，形成物种多样性、生态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这

些变异是导致中药材品质质量不一的根本内因。因

此，我们必须从物种的观点出发，应用多学科的现代

理论和方法技术，进行中药的研究、开发和生产，发

掘和整理传统中药宝贵经验，揭示中医药的科学内

涵，保证中药现代研究的科学性和真实性，中药产品

的安全、有效和质量稳定性，对促进中医药的现代化

和国际化均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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