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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对中药发展的

巨大推动作用

口郝延军 桑育黎 贾天柱 辽宁中医学院 沈阳 ,

摘 要 概述 了近代科学技术对 中药发展 的 巨大推动作用
,

列举 了正反 两方 面 的影响 指 出 中

药的发展只 有紧紧依靠科技进步
,

才能解决 目前存在的 问题
,

实现 中药现代化
。

关键词 中药现代化 方 法学

近百年来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显著促进了中药

的发展
,

甚至深刻的变革
。

本文着重 回顾近百年来

科技对中药发展的影响
。

一
、

数学及其方法的引入使中药研究 由经验走向科学

数学作为科学王冠上 的明珠
,

是其它 自然科学

发展的基础
,

同时也为中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

和手段
。

尤其是近现代 以来统计学的建立和发展使

得 中药的研究更加科学化
。

年
,

《解析概率论 》

出版
,

奠定了统计学发展的基础
。

随着近代统计学

及计算机科学向试验科学的渗透
,

现代科学研究 中

更注重试验设计的统计性及实用性
,

使试验方案的

选择具有效率高
、

信息丰富
、

统计性能优 良
、

实用性

收稿 日期 一 一

修回 日期 一 一

联 系人 郝延军
,

辽 宁中医学院

强 的特点
,

而且各种新的实用设计方法应用 日趋广

泛
。

如正交设计已成为中药研究的重要数学工具
。

又如 年王元和方开泰发明的均匀设计 已于

世纪 年代引人中药研究
。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

展
,

特别是一些相关统计学应用软件的开发使得多

元线性 回归
、

聚类分析等一些复杂的统计学方法得

到了普及
,

中药研究的多因素复杂问题得到了较好

的解决
。

张学 中教授在正交设计和 均匀设计 的基础上

又提出了直接试验设计技术
,

该技术 比均匀

设计的优 良性好
,

比正交设计试验次数更少 川
。

年
,

美国柴德创立模糊数学
,

并 由此发展的模

式识别技术
、

数量分类等技术
,

在探索植物科属
、

中

药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相关性
、

控制药材和 中成药

质量
、

探索传统疗效与现代药理作用间的联系
,

以

级博士研究生
,

研究方 向 天然药物化学与新药开发
, 一 , 一 。

肠 召岁 凌 ‘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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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每种 中草药和其近缘药用植物类群所呈 现 出的

疗效倾向性等方面
,

均显示 巨大作用
。

于莲波教授

等用模糊数学原理对进厂 中药材进行综合评价
,

合

理地考虑了各因素对药材质量的影响
,

评价结果精

细
、

公正
,

为药材 的定价及生产投料提供了科学依

据
。

使生产管理更加规范化
,

降低了各种主观因素

的影响 〔 〕。

唯物论的创始者马克思 曾在 多年前

预言
“

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
,

才算达

到 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 。

我们相信数学的发展必将

对 中医药的发展发挥 日益显著的作用
。

二
、

生物学的发展改变 了丸散膏丹神仙难辨的历史

世纪
,

医药和化学最初被结合起来
,

称为医疗

化学
,

其奠基人是帕拉塞尔苏斯
。

年
,

列文
·

虎

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 台光学显微镜
,

从此开始了人类

使用仪器来研究微观世界的新纪元
。

年德国学

者 阐明了细胞是植物体构造的基本单位
,

并

利用显微镜观察了多种生药的显微构造
,

发现显微构

造的不同
,

各种生药可 以准确区别
,

从此掀开了研究

生药显微结构的序幕
,

生药学的研究沿着形态学和化

学两个方向发展
。

从而
,

改变了丸散膏丹
,

神仙难辨的

历史
。

年出现了扫描电镜
,

可以方便地从 倍

到 万倍作连续的扫描
,

分辨率更高
,

特别适合抱

子
、

花粉
、

叶
、

种子
、

果实表面构造的分析鉴定
。

目前

电镜主要用于植物的种子
、

花粉
、

叶表面构造的研究

和蛇类药的研究
,

在九里香属 〔 ’、

地榆属 ‘ 〕、

乌梢蛇 〔

等类药材鉴别中得到了不少有意义的结果和数据
。

随着对细胞工程研究的深人
,

染色体技术得 以应用

到中药的鉴定中
。

葛氏等 ‘ , 将染色体技术应用于中

药鉴定中
,

研究 了 科 种 山东地区药用植物染

色体数 目
,

为准确鉴定 以上 种药用植物提供了依

据
。

利用植物细胞工程学迄今已研究过 种植物
,

从培养细胞中分离得到 多种次生代谢物质
,

其

中人参
、

紫草
、

老鹤草等少数几种药用植物的细胞培

养达到了工业化生产规模 ’。

年
,

沃森
、

克里克提 出 了脱氧核糖核酸

的双螺旋结构模型
,

并 阐明了 是遗传信

息 的携带者
,

从而开辟 了现代分子生物学 的新纪

元
。

年
,

等人首创 了一种 扩增技术
,

从而促进 了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
。

近年来

在 中药鉴定领域
,

已出现多种分子生物学的鉴别方

法
,

如随机扩增多态 技术
,

限制性片段

长度多态性分析技术 等
,

极大地提高了中药

材 中近缘品种
、

易混淆品种
、

珍稀品种鉴定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
,

为中药质量标准规范化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 。

分子标记 已经有许多应用
,

如对木蓝

属 ‘ ’、

铁线莲属
’ ’、

姜属 〔” 、

白芷属
’

等属 的原植

物或药材 的鉴别 中取得实效
。

对蛋 白质谱的分析
,

目前一般采用凝胶 电泳技术进行
。

如通过聚丙烯酞

氨凝胶 电泳图谱鉴别国产框属 种植物 〔” ’。

近年迅

速发展 的新型分离分析技术 毛 细管 电泳法用 于 鉴

别中药材
,

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

如狗脊及混淆品的

鉴别 【’ ’。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
,

基因芯片技术逐渐

成熟并应用到中医药研究领域
。

利用基因芯片技术

快速筛选对某一病种有效的中药
,

并针对一些 因多

基因的缺陷而导致的疾病
,

也可用这种方法筛选 出

一批根据中医理论配伍组成的复方新药
,

使得中医

药对人体多层次
、

多靶点的作用特点得到充分的发

挥
。

还可 以建立方剂或药物的基 因表达谱
,

并通过

处方分析筛选优化靶标
,

观察不 同中草药成分的作

用与毒副反应
,

多层次揭示 中草药作用机理
,

这对

解决中草药成分很复杂
、

难 以分析其生物活性的问

题提供 了新思路 ” ’。

三
、

色谱技术使 中药质量控制显著提高

中药质量问题一直困扰中药发展
,

虽然历代医

药学家对中药品质都非常重视
,

并建立 了一些有效

的方法
,

如确定道地药材
,

确定采收时限
,

规范炮制

方法等
,

但缺少客观
、

科学
、

系统的标准
。

近代色谱

理 论 和 技 术 的 发 展 使 得 中药 的 质量 控制显 著 提

高
。

俄 国植物学家
,

在研究植物色素的

过程中
,

于 年创立简易的色谱分离技术
,

奠定

了传统色谱法基础
。

从此之后
,

化学家
、

生物化学家

和生理学家们在制备高纯化合物
、

分离和鉴定复杂

混合物时便有 了一条崭新的有效途径
。

世纪

年代产生 了薄层色谱法
,

年代 等人
,

规

肠
。 耐 几 人 哪 腼山 ‘勿 动 以

。

腕 耐 婉 “ 腕 〕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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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了薄层色谱法 的术语
、

器材及操作方法
,

由于其

高效
、

方便
、

灵敏度高的特点
,

目前 已成为中药检验

的常规或强制性 的手段 〔’ ’。

年代创立 了气相色

谱法
。

它的出现把色谱法 由分离技术提高到分离与

在线分析的新水平
,

年代推出了色谱 一 质谱联用

技术 一 ,

年代高效液相色谱法的掘起
,

大

大扩大了色谱法的应用范围
,

年代以后 出现的超

临界流体色谱法
,

空间排斥色谱法
、

亲合色谱法
、

胶

束色谱法
、

毛细管电泳法
,

高速逆流色谱

等技术 〔川
。

这些分离
、

分析方法的产生和成功应用
,

使中药的质量有 了定性和定量研究
。

尤其是高效液

相色谱集经典液相色谱和气相色谱 的优势于一身
,

无论柱效
、

选择性还是分析程度 日臻完善
。

目前高

效液相色谱 已经广泛应用于生物碱
、

皂昔
、

黄酮
、

葱

醒
、

香豆素等各种 中药有效成分的测定
。

近年来新

型检测器 的研制成功扩大 了高效液相色谱法 的应

用 范 围
。

如蒸发光散射检测 器最早 由澳大利亚 的

实验室研制成功并在 世纪 年代

初转化为商品
。

年代后期在国外 已广泛用 于与
、

超临界流体中药中大分子活性物质的研究
,

如多糖
、

多肤
、

蛋 白质和氨基酸等
,

已引起科学工作

者的重视
,

也是 目前中药研究的热点之一
。

国内张

氏等‘’“ ’首次利用 检测器测定云芝糖肤的单糖

组成成分
,

建立 了云 芝糖肤 的单糖组分 的检测方

法
。

可见
,

未来 一 法将会在糖类
、

多肤类

等大分子 分析 中有广 阔的应用 前景
。

近几年来
,

法在 中药炮制研究 中的应用也有很大发展
。

贾天柱等 ‘’ ’采用高效液相法对 肉豆范及其炮制品

挥发油 中肉豆落醚
、

黄樟醚进行了测定
。

此法快速
、

准确地证明肉豆范醚在炮制后有不 同程度 的降低
,

从而使毒性降低
,

阐明了炮制机理
。

已经分离出了吗啡
,

直到 年才确定其结构
。

自

从 年诞生 了世界上第一 台质谱仪
,

对于中药中

化学成份的鉴定有 了强有力 的武器
。

近代物理学
、

电子学及数学等相关学科 的发展促进 了光谱学 的

产生
。

年代中期
,

光电倍增管的出现
,

促进了原子

发射光谱
、

红外吸收光谱
、

紫外 一 可见吸收光谱及

射线荧光光谱的发展
。

年布洛赫
,

拍塞尔发现

了核磁共振
,

精确地测量了核磁矩
。

年代以来核

磁共振技术在有机物的结构测定
,

特别是在中药中

化学成分的结构阐明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

随着

波谱手段的不断进步
,

中药化学成分的结构测定工

作越来越高效
、

准确
。 一 , , 一 射线单

晶衍射在设备性能及测试技术方面均有显著提高
,

一些化合物的结构测定仅需几毫克就可 以完成
。

分

子量在 以下 的化合物仅用常规 技术就可
,

以决定其分子结构
“ 。

为快速
、

准确分析中药有效

成分提供可能
。

正是这些理论和技术的巨大突破极

大地推进了中药中化学成份的研究
。

使人们逐渐地

认识 了 中药药效 的物质基础
,

也 为 中药 的质量控

制
,

炮制机理及作用机理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

近年

来光谱法
、 、 、

用于品种鉴定研究也

日益受到重视
。

姜氏运用红外光谱法鉴别动物药
。

例

如对龟甲
、

蛤蚁等及其伪品 种进行了红外光谱的

鉴别
,

结果 有鉴别意义 「川
。

在中药炮制的研究

中
,

通过紫外光谱法确定了生南星
、

制南星
、

胆南星

分别在
、 、

有明显吸收峰
,

可用

于三者的鉴别 ’。

过去只有 和 作为药材鉴定

的辅助手段
,

近期秦海林等开展了核磁共振氢谱鉴

别植物中药的研究
,

并取得 了一定成果 川
。

五
、

新技术新设备的应 用改变着中药的面貌

四
、

光谱学的发展极大地促进 了 中药化学的研究

中药化学成份是发挥药效作用 的物质基础
,

也

是对中药进一步深人研究的前提
。

而这项工作的完

成完全依赖于物理学
、

化学在理论和技术上 的发

展
。

正所谓 工欲善其事
,

必先利其器
。

没有先进的

检测仪器是无法完成这项工作的
。

如 年人类就

随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

结束了中药
“

小作坊
”

的生产方式
。

尤其是应用新工艺
、

新辅料
、

新设备研

发成药新剂型
,

从整体上提高了中药的水平
。

这些

进步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前处理工艺技术
、

制剂工艺

技术
、

分离纯化技术的突破
。

前处理工艺技术 超微

细粉化技术能把中药粉碎到 一 卜 以下
,

极大地

提高了中药中有效成分的溶出度 ‘川
。

浸提新方法
、

〔肠 卿 而。 耐 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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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如 半仿生提取法
、

超声提取法
、

超临界流体

萃取法
、

旋流提取法
、

加压逆流提取法
、

酶法提取等

不断被采用
,

提高了中药的提取效率
。

超临界流体

萃取 法 产业 化 大大推 进 了 中药 制 剂 现 代 化 的进

程
。

年
,

叮 和 发现超临界流体对许

多物质具有溶解能力
,

但直到 世纪 年代才有

应用研究
。

我 国科技工作者在 年代将超临界萃

取法引人
,

年代该技术开始被引进用于 中药提取

领域
,

大大提高了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率 〔 ’。

分离

纯 化 技 术 近 年 来 出现 了 一 些 分 离 和 精 制 的新 方

法
。

如絮凝沉淀法
、

大孔树脂吸附法
、

超滤法
、

高速

离心法
,

分子蒸馏等 〔’ ’,

这些方法的 目的都是从溶

液中有选择地吸附各种生物活性物质
,

从而使有效

部分与无效部分分开
,

达到精制分离 目的
,

既减少了

服药量又可除去重金属
、

农药残 留和微生物毒素的

污染
。

中药制剂工艺技术 年薄膜衣有了首次报

道
,

年代以后
,

该技术被应用于制药工业中
,

近年

来
,

随着各种新型高分子聚合物的诞生及高效包衣

锅的研制成功
,

薄膜包衣技术迅速发展
,

解决了中药

传统制剂吸湿性强
、

易裂片
、

酶变的缺点【 ’。

目前中

药新药涉及 多种剂型
,

应用现代技术开发 的中

药新剂型有 注射剂
、

气雾剂
、

涂膜剂
、

巴布剂
、

穴位

贴敷剂等
。

基本上改变了传统丸
、

散
、

膏
、

丹的局

面
。

如由湖北 中医药研究院成功研制的我 国第一个

中药缓释制剂一雷公藤双层片
,

主要采用 国际先进

的新 型 骨 架 缓 释技 术 和 双 层 压 片新 工 艺 精 制 而

成
。

药物恒定释放
,

服用后不仅起效迅速
,

有效血药

浓度时间长
,

而且还减少 了药物对 胃肠道的不 良刺

激
,

减少 了服药次数
,

使服用更为方便 〔’ ’。

年德雷克斯勒提出
,

可 以模拟活细胞 中生

物分子
,

制作人工分子装置
,

并第一次提出
“

纳米技

术
” ,

从此纳米技术在材料科学
、

化工
、

电子
、

超微传

感器等领域开始应用
。

现有人提出
“

纳米 中医药学
”

的概念
。

对纳米中药有效部位或组分
、

纳米中药原

药材
、

纳米中药复方制剂
、

纳米外用药物及纳米保

健品的研发
,

促进 中医药现代化
’ ’。

世纪 年

代后期发展起来的高通量筛选分离技术
,

可在短时

间内对数以千万计的样品进行测试
,

并以相应 的数

据库支持整个技术体系的运行
,

获取 中药的多靶点

活性信息
“ ’。

六
、

信息技术加速 中药研究及交流

年
,

电子计算机在美 国诞生
,

使人类的劳

动方式发生 了革命性 的变革
,

开始 了人类智力劳动

的新纪元
。

年代互联网技术的成熟 以及相关应用

软件的开发极大地推进了 中药的现代化进程
。

它能

帮助人们从传统经验和 现代科研 的海量信息中准

确
、

快捷地获取信息
。

目前计算机已经在 中药的来

源
、

性状
、

显微
、

理化鉴定等方面得到初步应用
。

如

《中国中草药名鉴 》数据库是 目前 国内外收载中草

药品种数量最多
、

名称收录最全的数据库 ‘川
。

美 国

化学文摘社 研发的
,

可在几秒钟内

从几千万条化学物质记录中检索到所需 的信息
,

这

在 以前是难 以想象
。

七
、

科技发展对 中药发展的影响及相关问题

科技对人类发展的双面效应在中药的发展 中也

不断出现
。

如 年
,

瑞士化学家米勒发明了高效

杀虫剂
,

由于其成本低廉
,

广谱高效的杀虫效

果
,

得到 了广泛应用
。

之后又合成了六六六等多种

有机氯杀虫剂
。

世纪 年代人们开始认识其危

害性
,

但 已造成全球性污染
。

上海中医药大学曾对

全国 多种中药材的农药残 留进行过普查
,

结果

显示全部样品均有六六六残留
,

绝大多数均有

残 留
,

同时土壤中重金属铅
、

汞
、

砷等含量超标
,

传

统的中药受到了污染 〔’ ’。

再如
,

中药纯化技术 的提

高
,

使中药的服用剂量减小
,

药效提高
,

但毒副作用

也越显突出
。

然而
,

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依赖于科技

的进一步发展
。

这也从另一侧面验证了科学技术的

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解决 由于科技发展所带来 问题

的论断
。

、
、

结 语

中药发展要在遵循中医药传统理论精髓和继承

中医药临床特色的基础上
,

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科

学发展的成果和现代高科技手段
,

并结合现代学术

肠 了 山 汤 沁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第六卷 第六期

思想和科学文化
,

走 中药现代化之路
。

目前困扰中

药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将会不断解决
,

中药将以崭

新的面貌
,

为人类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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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 国崖匕卫土石开究院出 台新规定
副院长金斯顿通过媒体

,

公布了对该院科学家在外

兼职的各种新规定
。

金斯顿说
“

新监督系统甚至禁止对

的拨款具有间接权利的任何人为药物或生物技术的公司提供

咨询
。

但对于那些较低层的科学家 指无拨款权利的科学家
,

将允许他们为公司提供咨询工作
。

科学家为公司提供咨询
,

一

方面可以增加收入
,

另一方面可提高他们的声望
,

鼓励他们经

常进行知识性思考
,

并有可能加速其研究成果向疾病治疗领

域的过渡
。 ”

但是
,

金斯顿表示
“

新规则将限制低层科学家对

外咨询的工作量
,

即每年最多不能超过 小时 约为每周

小时
,

同时不允许他们占用在联邦政府部门的工诈时间
,

并

且在外兼职的总收入不能超过其个人基本工资的
,

单一

兼职收入来源不能高于总兼职收入的一半
。 ”

新规定还包括
,

的雇员不允许接受用股票戟股票期权作为兼职收入
。

制

定此条款的原因是
,

一旦拥有某一公司的股票
。

该公司就将与

店员产生了利益关系
。

此外
,

一些科学家还将被限制佣有某一

生物医药公司的股票
。

文 摘

〔
。 。 如南。 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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