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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谱效学研究方向 方法初探

口贺福元 罗杰英 刘文龙 湖南中医学院药学院 长沙

邓凯文 湖南中医学院附一医院 长沙

摘 要 目的 提 出 中药谱效学基本概念
、

研究方 向及方 法
。

方 法 根据 目前 中医药学科的现代

科学属性
,

结合相 关 交叉 学科知识 与文献
,

以及近几年科研工作
,

对其方 法进行初探
。

结 果 提 出 了

首先应建立与动物 人
“

证
”

模型相对应 的状 态函数关 系式 的现代 中医 药数理表述体 系
,

再根据与
“

证
”

相一致所对应 的基 因表达 下特性蛋 白质与效应体 药物 的齿合关 系
,

按亲合 色谱
,

以 效应体

靶向分 离物 —特性蛋 白质为 固定相
,

采用 质量或效应 型检测 器
,

建立质量或效应指 纹 图

谱
。

根据效应体作用前后 体 内药物 浓度为零 效应值的变化趋势研究该指 纹 图谱与生物体状 态函

数值变化 关 系
,

可揭 示 中药复方作 用 物质基础 包括效应体 结合成分群 的数 目及构成 比
,

以及对

机体 的作用 方 向和程度
。

结论 中药谱效 学研究为 中医 药体 系现代化的 关键 问题
,

我们 应稳妥推动

中药谱效 学的建立和发展
。

关键词 中药谱效 学 指 纹 图谱 药效 学 数学模型 数据分析 中药成分谱

中医药作为 中华 民族科学
,

文化和历史悠久
,

是我国在 自然科学领域最有优势
、

最具特色
、

最有

希望的学科之一
。

中药产业也应是我国国民经济中

新的经济增长点
。

目前
,

中国已经正式加人
,

中

医药作为我国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
,

将大规模

收稿 日期 一 一

修回 日期 一 一

走出国门是无庸质疑的
。

为此
,

中国新药研究与开

发协调领导小组于 年提出了
“

中药现代化科技

产业行动计划
” ,

旨在运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手段
,

促进 中医药最具有我 国文化特点的学科和产业走

向现代
、

走向世界
,

我国并于 年出版了 《中药

现代化发展战略 》一书
,

年国家科技部又发布

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 》
。

一般来说
,

业 内注意到

本项 目为获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药科研基金 一 资助 的
“

总量统计拒原理对补 阳还五汤 有效部位药物动 力学研究
”

课题的子课题
,

负责人 贺福元
。

联系人 贺福元
,

湖南中医 学院副教授
,

现为成都 中医药大学 级 中药药剂 学博士研究生
,

主要从事中药药剂提取工 艺
、

生物药别学及中医

药棺息数学分析
, 一 ,

,
, 一 。

〔肠
。

卿 如痴 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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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出 口 有一道必须跨越 的门槛 即中药或中成药

的质量控制标准问题
。

为此
,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 倡导 中药应建立指纹图谱
,

因为这是 中

药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之一
,

对推动 中药现代化
、

产

业化和国际化具有重大作用
。

中药在现代化
、

国际

化的过程中
,

除了有严格可控的质量标准外
,

还必

须重视中药质量 的控制与疗效评价标准的研究
,

必

须借助 中药指纹图谱技术
,

建立其与中药质量疗效

的内在关系
,

即
“

中药谱效学
” ,

作质量控制标准的

重要依据
。

同时中药谱效学的研究也是 中医药本身

发展及现代化的需要
,

下面结合 自己近几年有关的

科研及教学工作
,

对其基本概念
、

与中医药学科发

展及现代化的关系
、

以及研究方向
、

方法进行初步

探讨
,

旨在为同仁们起到抛砖引玉 的作用
。

一
、

中药谱效学的提 出

“

中药谱效学
”

目前尚未形成明确的研究思路和

方法
。 “

中药谱效学
”

一词 出现在中药指纹图谱之后
,

为近 年之事
,

散见于少数的文献报道之中
,

其中李

戎等 川 “

创建中药谱效关系学
”

一文最早较为系统而

明确提出
“

中药谱效学
” 。

其后罗国安等‘ ’的
“

建立我

国现代中药质量标准体系的研究
”

一文有更进一步

理论上的说明
。

而实验工作当属 宁黎丽等‘”的
“

吴茱

英汤药效物质基础 的方法学研究
” ,

该研究通过对

吴茱英汤进行组方药量变化
,

在原方基础上按正交

试验法组成 个不 同配 比的处方
,

同时对其进行高

效液相色谱 分析和镇痛与止呕两个指标的

药理实验
,

对所得化学数据和药理数据进行逐步 回

归分析
,

确定吴茱英汤的药效物质基础 主要色谱

峰成分对药效 的归属
。

与之意义相 近 的 叫法还有
“

谱效学
” 〔 ’、 “

中药谱效关系学
”

川
、 “

组效学
” 〔” 、

“

药效谱物质基础
” 「”等

。

二
、

中药指纹 图谱的概念和分类

“

指纹
”

鉴定来源于法医学
,

每个

人的指纹在微小的细节构造 中各有不 同
。

依据这些

差异
,

通过
“

比对
”

方式
,

可 以确定鉴别每个人的特

征
。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
,

出现了 指纹图

谱
。

只要通过 指纹图谱分析
,

就能对人
、

动物
、

植物等生物体进行鉴别鉴定
,

乃至亲子鉴定等
。

但

中药指纹图谱则不 同于 指纹图谱
,

中药指纹图

谱不仅注重于对个体 物种 的鉴别
,

而且更注重组

成个体成分的效用
,

以便于制剂
。

中药指 纹 图谱的概念 〔卜 〕

中药指纹图谱借用 指纹图谱发展而来
。

最

先发展起来的是中药化学成分色谱指纹图谱
,

特别

是 指纹图谱
。

具有很高的分离度
,

可把

复杂 的化学成分进行分离而形成高低不 同的峰组

成一张色谱图
,

这些色谱峰的高度和峰面积分别代

表了各种不 同化学成分和其含量
。

整个色谱图表征

了该样 品所含化学成分的多少和量的大小
。

银杏提

取物的 指纹图谱中共有 个峰
,

这些峰的高

度 和 峰 面 积 的大小 则 表 征 了各 个 化 学 成 分 的量

变
。

由此可见
,

中药指纹图谱比 指纹图谱更进

一步的发展在于 不但有特征的体现
,

各种化学成

分的个数的相对位置 —保 留时间可作定性鉴别
,

还体现了定量的概念 峰的高度和峰面积表征 了若

干个化学成分的含量
,

而各峰的峰高 或峰面积 的

比更体现了各种化学成分间的相对含量
,

亦为构成

比
。

中药指纹图谱不仅可 以进行个体
、

某物种的
“

内

一性
”

的鉴定
,

还可 以将其
“

量
”

的特征和其他体系

联系
,

例如和药效研究结果联系就会产生 中药谱效

学
。

因此
,

中药指纹图谱不仅是一种 中药质量控制

模式和技术
,

更可 以发展为一种采用特定指纹图谱

来进行中药基本理论 复杂系统数理特征性 和药

物制备新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模式
。

中药指 纹 图谱的分类

狭义 的 中药指 纹 图是指 中药化学成分指纹 图

谱
。

广义的中药指纹图谱则可按应用对象
、

测定手

段进行不 同的分类
。

①按应用对象分类 可分为中

药材 原料药材 指纹图谱
、

中药原料 包括饮片
、

配

伍颗粒 指纹图谱和 中药制剂指纹图谱
。

如分得更

细
,

还可包括用于工艺生产过程 中间产物的指纹图

谱
。

中药制剂 中间体
、

成品化学指纹图谱是在原药

材指纹图谱确定下
,

严格控制工艺流程所得稳定的

指纹图谱
。

②按测定手段分类 可分为中药化学成

肠以 山 乃吸 痴 几几 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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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指纹图谱和 中药生 物 指纹 图谱
。

中药

指纹图谱主要是测定各种中药材的 图谱
,

由于

每个物种基因的唯一性和遗传性
,

中药材 指纹

图谱可用 于对中药材的种属鉴定
、

植物分类研究和

品质研究
。

它对中药材 基地建设
、

中药材种植

规范
、

选择优 良种质资源和药材道地性研究

极为有用
。

中药材化学成分指纹图谱是指测定中药

材所含各种化学成分建立 的指纹图谱
,

虽然化学成

分是次生代谢产物
,

受生物环境和生长年限的影响

而产生个体间较为明显的差异
,

但植物的代谢具有

遗传性
,

作为同一物种 的个体在化学成分上也具有

相似性
,

可 以用化学成分来建立指纹图谱
。

中药成

分指纹图谱为最常见的指纹图谱
,

多采用光谱
、

色

谱和其他分析方法建立 的用 以表征 中药化学成分

特征的指纹图谱
。

光谱最常用的是红外光谱
,

色谱最常用 的是薄层色谱
、

气相色谱
,

和毛细管电泳
。

其他方法包括 质

谱 和 核磁共振谱 等联用色谱
。

方 法
、

技术及条件

中药化学指纹图谱首推色谱方法和液相联用技

术
。

法简便易行
,

但提供信息量有限
,

很难反映

几十种
、

上百种化学成分组成的复杂体系
。

适用

于挥发性化学成分
。

适用 于非挥发性成分
,

中

药中大部分化学成分均可用 法得出 良好的指

纹图谱
。

适用于大部分化学成分
,

特别是生物大

分子多肤和蛋白质的指纹图谱
,

但其重现性有待提

高
。

联用技术是最有效的建立指纹图谱的方法
,

如
、 、

等可提供大量各

种信息
,

符合解决中药复杂体系的要求
。

建立 中药

指纹 图谱 已具备一 定的条件
,

主要体现在 已有长

期
、

大量植物化学数据的积累
,

现代分析科学
、

信息

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快速发展
。

我 国已先后对

多种常用单味中药的化学
、

药理
、

含量测定和质量

标准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鉴定
。

世纪

年代又对 中药复方进行 了各种层次
、

程度深浅不 同

的化学成分研究
,

目前已积累了大量的单味中药的

化学成分数据和研究 中药复方化学成分的研究思

路和部分数据
。

但亦存在 明显的缺点
。

存在 问题

主要表现在 ①目前所有指纹图谱都是以理化性

质为分离手段所建立的色谱图
,

不能根据效应大小

来分离成分
,

实现靶向提取分离的 目的 ②单柱的

分析易受柱子型号
、

柱温
、

流速等操作影响
,

指纹图谱不稳定
,

缺乏对所有成分都有相应质量或

效应型检测器
。

这些都是我们巫待解决的问题
。

三
、

中药药效学的研究方法

药效学实验研究方 法一般思路

目前药效学研究大致分为在体实验和离体实验

两类 在体实验使用正常的人工复制成的病理模型

的动物
,

保持了机体的完整性
,

也使机体与外界环

境保持了正常联系
,

可在在体动物麻醉或清醒的条

件下进行急性或慢性实验研究
,

所得结论仍然 比较

笼统 离体实验则采用离体脏器
,

单独地考察药物

对机体某一部分的作用
,

较为直观
,

离休实验方法

对于药效学研究十分重要
,

特别是在细胞
、

亚细胞

水平上进行深人的机理研究
,

没有细致的体外分析

是难 以实现的 「 ’。

但上述两种方法是主要建立在图

的科研实验设计基础上的 「,

目

卜 一一 一 奋 卜 , 奋 一 一 卜

一

一 」
图 药效学实验设计

图 中 为受试对象数
, 。

为纳人实验的受

试对象数
,

为实验设计配对期
,

为实验前指

标
,

为药物作用
,

为药物处理期
,

为处理期

指标
。

这种实验设计模型简单地认为药物加受试对

象状态 的效应值与单独受试对象状态效应值之差

为药物作用于受试对象的效应值
。

所得的实验结果

反映了受试对象 人或动物 对药物在体应激效应

而非药物作用 于受试对象后
,

受试对象被药物作用

实验前与实验后机体状态的平衡变化 —药物效应

的真正反映
。

中医 药学科属性及药效学研究方 法

中医药有 自己 的理论体系
,

能否借用 目前药效

〔肠 群 ‘哪动 如 。

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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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

要 回答这

个 问题首先应 了解 中医药学科在现代科学体系 中

的属性
。

中医理论着重对机体状态
“

证
”

的研究
、

判

别与调理
,

而对其许多具体微观过程看起来都没说

清楚
。 “

不说清楚
”

是 中医的
“

特点
”

而不是缺点
。

这

与物理化学热力学只关心起点
、

终点的状态
,

不考

虑过程相类似
。

热力学是偏重状态函数的研究
。

中

医 中的望
、

闻
、

问
、

切相 当于热力学 中压力
、

温度
、

体

积
,

这些表观参数
。

中医 的肾虚
、

肝阳上亢等是从

望
、

闻
、

问
、

切获得的人机体信息
,

按 中医理论分析
、

综合
、

辨证归纳出来的证状术语
,

相 当于是人体的

状态 函数状况 的文字表达
。

这里 的肾
、

肝都是些抽

象的概念
,

并非指人体具体的肾脏
、

肝脏等组织器

官
,

相 当于化学热力学中嫡
、

烩等抽象概念
。

例如
,

嫡的定义式是 △ 二 △ △
,

分子是热量
,

分母

是温度
。

嫡与温度等参数有关
,

但决不是热量
,

也不

是温度
。

嫡在热力学研究 中的重要性是大家都公认

的
,

中医学 中抽象出的是
“

肾
” 、 “

肝
”

也一样
,

真可谓

异 曲同工
。

再如
,

热力学研究平衡及与平衡相关的

变化趋势
,

热平衡
、

相平衡
、

化学平衡等
。

中医学也

是从平衡的角度研究机体
。

阴阳平衡
,

人处于健康

状态就意味着人体阴阳保持着相对平衡
,

一旦失去

这种平衡
,

身体就会不舒服
,

就会生病 〔‘ ’。

所以中医

理论 的科学性可 以从物理化学及数理科学 中的类

比
,

建立人体状态 函数模型
,

由一般物理化学人手
,

重点研究 ①内能
、

熔
、

嫡
、

自由能
、

的基本

规律是否适用于人体 ②热力学第二定律
“

不可能

由单一热源 吸收热量全部转化为功而不发生其它

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

与人体为什么偏偏是在恒温下

从单一热源吸收热量
,

且利用效率是哪么高
,

难道

生 物 体 内或 者 说人 体 内并 不 遵 循 热 力 学 第 二 定

律 ③五个状态函数与人体宏观生命指标
,

如血压
、

体温
、

心跳频率
、

表观颜色等中医望
、

问
、

闻
、

切所获

得的宏观指标的关系 ④生命体的平衡与人体状态

函数的关系 ⑤病
“

证
”

指标与人体状态 函数的关

系 ⑥动物模型与状态函数的关系等
。

中医药现代

化的重点方向是建立适应于 中医宏观
“

证
”

指标要

求
,

以状态 函数
、

能量转运
、

状态平衡
、

动力学平衡
、

脏象平衡等为主要 内容
,

以物理化学
、

物理
、

数学为

主要研究手段
,

重在研究生命现象 中的中医基本理

论 生物体数理学
、

中医病理学 生物体病理数理

学
、

中医药理学 生物体效应数理学
、

中药学 效

应体数理学
、

方剂学 效应体组合数理学 以及 由

此衍生 的中医临床各科学 最优效应体再平衡生命

体系治疗学 等中医药各学科体系
。

由上可知
,

从方法论角度看
,

中医理论相似于物

理
、

物理化学
,

重在 回答事物在运行过程 中所产生

的变化现象
,

重视在体研究方法 而西医理论类似

于化学过程
,

重在 回答事物的本体
,

也就是生命体

的物质组成
,

重视离体研究方法
。

两者应该是相辅

相成
,

共同揭示生物体的属性的两个方面 即宏现

运行的方向 由高位向低位移动
,

是事物现象需要

回答的问题
,

属宏观研究范畴 和微现怎样按一定

方 向移动 在移动过程 中物质的体现形式
,

是事物

本体需要 回答的问题
,

事物本体就是物质的组成结

构
。

这样才能构成完整 的医学体系
,

中西 医就能在

科学意义上结合
,

就能相得益彰
。

为此作者认为在上述中医药现代化体系的背景

下
,

按图 进行实验设计才能真正测得受试对象经

药物作用后
,

其机体功能的变化趋势
,

亦效应
。

争 卜 , 今 一一一 扣

一一 」
图 更客观的药效学设计

图 与图 的区别在于多了一个 处理期 药

物浓度为零
,

只有 当机体内药物浓度为零时
,

再进

行实验后 的效应指标观察
,

比较前后药物在血药浓

度都为零时受试对象效应指标的变化 状态 函数变

化值
,

即 一 ,

再进行判断受试对象经药物作用

后
,

其机体状态是向有利于机体的平衡方向发展还

是 向不利于机体平衡方向发展
,

如为前者可判为正

效应或药物效应
,

为后者则判为
,

负效应 或毒性效

应
。

如果当体 内有药物存在产生 的效应
,

药物为零

后效应消失
,

则判为受试对象对药物 的应激作用
,

不能算为药物作用 于机体的真正药效
。

肠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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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中药谱效学研究与中医药现代化的关 系

按前述三的内容可知中医药现代化就是运用现

代 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对 中医药基本理论进行正确

的表述
,

根据中医药学科重在 回答生命现象
,

注重

生命发展的方向
,

与现代的数学
、

物理
、

物理化学及

生 物学 的范畴相 近
,

可 以借鉴这些学科 的基本理

论
,

以 中医药的理
、

法
、

方
、

药四个环节为主要研究

对象
,

以与
“

证
”

相关的宏观生物特征指标结合点
,

以状态功能函数的建立为突破 口
,

建立 中医药生物

数理表达体系‘” 。

如图

由图 可知
,

运用生物体生理及病理数理学之
“

理
” ,

可辨病人之
“

证
” ,

结合生物效应数理学而生

治病之
“

法
” ,

再 由效应体数理学之
“

药
” ,

按效应体

组合数理学之
“

方
” ,

辨证施治
,

遣方用药
,

完成运用

现代中医药体系治疗疾病的过程
。

中药谱效学所研

究的内容为生物效应数理学研究的范畴
,

重在 回答

效应体 组合 与生物体效应及与
“

证
”

相关数理表

达特性
,

是沟通 中医 生物体 与中药 效应体 的桥

梁
。

是 中医产生治法之关键
,

亦是中医药现代化关

键之关键
。

因此
,

要进行中药谱效学的研究
,

就一定要 明白

生物体数理学
理

重在回答生物体正常情况下

与
“

证
”

相关数理表达特性

生物体病理数理学 重在回答生物体病理情况下

理 与
“

证
”

相关数理表达特性

中医药理论
现代化体 系斗 效应体数理学

药
重在 回 答效应体 药物 与
“

证
”

相关数理表达特性

与 中 医 临 中医药

呻 床
,

与 中药冲 学科

专业结合

效应体组合数理学 重在回答效应体组合与
“

证
方 相关数理表达特性

生物效应数理学
法

重在回答效应体 组合 与生
物体效应及与

“

证
”

相关数理

表达特性 语效学

图 中医药生物数理表达体系

中医药学科的属性
,

要建

立适用于 中医药理论要求

的药效学研究模型
,

而不

能照搬西医 的本体研究方

法
。

而应运用现象研究方

法
,

这是进行中医药谱效

学研究前提
。

在上述基础

上
,

可结合计算机 自动控

制
、

数据图像分析处理等

多种新方法
、

新技术的应

用
,

以推动 中药谱效学的

发展
。

与 中医
“

证
”

相
一致

,

状 态函

数所要求的效

冲 应体 组合物

所对应基因要
求蛋 白质为 固

定相
。

五
、

中药谱效学研究方法

或效应检测器
亲合色谱

片片饮饮材拉药颗中或

效应体

中药复
方制剂

指纹
图谱

个成

分

生物体 一中医药现代化

人或动物 理论体 系处理

与
“

证
”

相一

致
,

用状态函

一 数 表 示 的 宏 一
观 综 合 指 标

个指标

线 性 或 非 线

性数学处理

中药谱效学

图

总结规律
,

建立谱 —效 —证数学模型

效应体与 生物

一
体谱效及

“

证
”

数理关 系

中药谱效学基本思路

中药谱效学研究思路

按前述分析
,

已知中药谱效学与中药现代

化的关系
,

中药谱效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可 由图

所示

基本原理

运用现代数学
、

物理
、

化学手段
,

首先建立

生物体的状态数学函数模型
,

建立起状态 函数

模型与中医宏观
“

证
”

所表述宏观指标的关系

建立状态 函数与生物体各平衡的关系 建立状

态函数与动物模型 的关系等中医药数理表述现

代科学体系
。

根据与中医
“

证
”

相一致的状态函

数所要求的效应体及对应 的微观物质本体的齿

合关系
,

设计出效应体靶 向分离固定相
,

按亲合

〔肠 群 痴 “ 记 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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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分离
,

采用 或效应检测器
,

制得指纹图

谱
。

按前述图 方法
,

研究该指纹图谱与生物体状

态 函数 中医
“

证
”

宏观生物指标 关系
,

从而揭示 中

药复方作用物质基础 效应体 复方成分群 的数

目
、

构成 比及对机体的作用方向和程度
。

对 中药指 纹 图谱建立 的要求
’”

按前述
,

目前的指纹图谱种类较多
,

并不是什么

指纹图谱都可进行谱效学研究的
,

要进行谱效学研

究 的 图谱应满足 以下要求 ①成分尽可 能分离完

全
,

且每个成分能被检出
,

同时产生一个对应特征

峰
,

这样就便于对成分本体的研究
。

②指纹图谱的

特征峰能按生物效应 状态 函数 的大小要求
,

有规

律地分离
,

以便实现效应体 复方成分群 靶 向分

离
,

便于有效与无效成分分离
,

否则即便复合物的

结构和构成 比都搞清楚
,

也难能将有效与无效分

离
,

对生产无实际意义
。

因此
,

最宜的指纹图谱为化

学成分分离完全型指纹图谱
,

且与中医
“

证
”

相一致

的状态 函数所要求 的效应体所对应 的蛋 白质柱为

固定相
,

按亲合色谱原理采用 或效应检测

所制得的指纹图谱为宜
。

体外指纹 图谱的要求
。

除了要遵循上述指纹图谱的要求外
,

体外指纹

图谱应注意 以下问题 ①溶解溶媒的选择 中药成分

复杂
,

各成分的溶度参数从 一 不等
,

单用水或

乙醇是不能将所有的成分溶解的
,

因此需要用复配

溶媒溶解所有 的成分 ②注意 中药 中无机离子的作

用 ③目前多制成 指纹图谱
,

但 由于高效液相

色谱易受分离柱型号
、

柱温
、

流动相流速
、

样品峰重

叠 的影响
,

尽管 目前多组分相关色谱法能克服噪声

的干扰
,

但指纹图谱重现性差是不争的事实
。

为此

建议对 目前高效液相进行改进 改 目前单柱测定为

双柱测定
,

增加一个对照柱
,

以消除单柱测定仪器

干扰
,

使色谱峰不 因仪器等因素不同而重现性差
。

④研究新型的通用质量或生物效应检测器
,

建立质

量或效应指纹图谱
。

体 内指 纹 图谱的要求
。

对于体内血清指纹图谱还应注意 〔’‘ 一 ‘ ’ ①药物

进人动物体内的量 ②血样采集时间
。

因药物在体

内会代谢
,

不 同时间的原成分和代谢成分是不 同

的 ③实验动物体 内本身的特征成分对药效学的影

响 ④成分的分离方法
,

如采用 亲合色谱法
,

动物血

清蛋 白对分离柱蛋 白质 的毒化影 响等均应 引起注

意
。

对 中药药效学实验的要求

中药谱效学研究指纹图谱与药效学的关系
,

应

遵循中医药基本理论
,

首先应运用现代数学
、

物理
、

化学的手段
,

建立生物体的状态数学函数模型
,

建

立起状态 函数模型与中医宏观
“

证
”

所表述宏观指

标 的关系
,

建立状态 函数与生物体各平衡 的关系
,

建立 状态 函数与动物模型 的关系等 中医药数理表

述现代中医科学体系 按图 的实验设计研究效应

体对生物体的动态作用方向
,

主要 回答生物现象过

程 中的状态函数的量变问题
,

故应多用在体
,

慎用

离体
。

数学模型及数据 处理 方 法

对于指纹图谱与效应的关系的数学模型 目前 尚

未有文献报道
,

但两者的相关性研究已有报道
,

主

要采用多元回归法
、

多元非线性 回归
、

参数估计
,

神

经 网络 以及主成分分析等数学方法 寻找两者 的相

关性
。

目前应加大中药谱效学数学模型
、

计算机优

化处理软件及 中药谱效学数据库研究
。

中药谱效学与 中药药物 动 力学的关 系

建立 中药谱效学后
,

就可 以展开效应动力学研

究
,

对主要效应体的体药动力学按统计矩总量非房

室模型进行研究
,

计算出总效应体的一
、

二阶矩
,

从

而可 以求得总效应体的给药总量和频率
,

真正建立

起 中药复方药物动力学研究方法
。

六
、

结 语

综上所述
, “

中药谱效学
”

是近 年包括业 内人

士刚提出
、

倡导 的全新的
、

处于学术前沿的中药现

代化研究思路
,

它应建立在 中医药现代化理论的基

础上
,

以中药指纹图谱研究为基础
,

以效应及效应

体学为主要 内容
,

以生物体状态 函数及与其相关中

医
“

证
”

为突破 口
,

比指纹图谱更深一层的中药谱效

学科一定会快速崛起
。

肠 耐 人 君少 肠山。俪 玩岔 以
。

娥己 耐 婉
‘ 娥蔬 〕李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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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参照化学药品
,

以植物化学及药理研究为

基础的药效学模式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是主流
,

但

从长远看
,

一 种综合的效应评价模式将是客观需

求
,

从分解式的单一成分的
“

微观分析
”

向群体成分

的
“

宏观分析
”

发展将是一种趋势
。

这就要求药物以

化学结构为特征的
“

成分效应论
”

评价方式向以生

物效应为特征的
“

数理效应论
”

综合评价方式
,

亦 由
“

化学型药物
”

向
“

数理型药物
”

转变
。

因为在众多结

构不同而作用 明确的情况下
,

不清楚用何种结构表

达为好
,

药品对结构的淡化是迟早的事
。

然而
,

迄至今 日
,

业内虽 已有人谈论
“

中药谱效

学
” ,

却 尚无具体研究思路
,

更无成果面世
。

但我们

早 已展开了中药谱效学的探讨和研究工作
,

在长期

的中医药科研 中
,

我们长期思考着中西医药学科的

现代科学属性
,

中医药现代化的方向及怎样进行中

医药科研设计
。

现结合我国 目前中药现代化之关键

问题 —中药指纹图谱研究的实际情况
,

归纳提出

我们的体会
,

掬献给同道
,

以供商榷
。

程珠炉
,

洪浩 中药血清药理学研究方法几点思考【 安微中医

学院学报
, 一

责任编辑 丁槛新

关国科学写尺给人的大脑装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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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朝轰
,

王冬梅
,

白浩 色谱技术在中药指纹图谱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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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许沛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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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如今
,

给大脑充电是一个颇时髦的说法
。

不过
,

如

果真的要给大脑充电 —让电流穿过你的脑袋
,

感觉

会如何呢 这听起来难以想象
,

但美国科学家正在把它

变成现实
。

美国的神经学专家们在本周于圣地亚哥举

行的神经学会年度学术会议上
,

提交了一项研究成

果
。

他们在人的前额装上小电池
,

将微弱电流作用于人

的前额部位脑神经
,

分钟以后
,

试验对象的语言能

力就会提高
。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充电
。

现场演示

以背单词的方式进行
。

先让每个参加者用 秒时间强

记新单词
,

统计结果是每人平均记住约 个单词
。

然

后给他们的前额装上小电池通电
,

分钟后进行同样

的记忆试验
,

他们记住的单词量增加了
。

这项新技术是由隶属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神经

学研究所的
“

大脑功能提升
”

课题小组研究出来的
。

该

小组的研究主要针对两种情况
,

一种是如何改善大脑

受损病人的状况
,

另一种是如何进一步开发健康人的

大脑功能
。

而利用微弱电流改善大脑功能属于后一种

研究
。

课题小组的专家们虽然公布了上述研究成果
,

但

他们仍在寻求合理的解释
。

据初步沽计
,

由于轻微的电

流刺激了前额部位的头皮
,

激发了该部位的脑神经活

力
,

使其反应能力迅速增强
,

从而提高了语言和记忆能

力
。

这项试验已在 名志愿者身上进行过
。

试验的

用电量只相当于一个电子手表内置电池的电流量
。

由

于电流量非常小
,

试验对象没有明显的不适感
,

只是通

电部位稍微感到有一点痒
。

早在上世纪 年代
,

美国

就进行过以微弱电流刺激脑神经的试验
,

并且发现这

一技术具有较大潜力
。

目前课题小组的专家们还在对

该项技术进行进一步的安全测试
,

并且希望在此基础

上找出一种新的安全的方式
,

作为语言障碍症的辅助

治疗
。

文 摘

诚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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