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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方剂配伍方法有多种

,

但七情配伍是中药配伍 的基本形式
,

君 臣佐使是方剂配伍的主要

规则
。

方剂配伍研究
,

应以 中医药理论为指导
,

有效成分研究和 药理研究相结合 (通过拆 方研究
,

确定

方中主要药物或活性物质
、

从复方 中寻找有效成分的最佳组合而从整体 经过还原研究回 归整体
。

因

此
,

) 世纪 中药方剂配伍应具有时代的特点
,

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 的有效成 �组 ∃分 配伍应 成为 当前

中药配伍的新模式
。

中药有效组分或成分配伍是在病证结合
、

方证相应
、

理 法方药一致的基础上
,

以

中医学理论
、

系统科学思想和传统 中药配伍理论为指导
,

去除方剂和饮片 中无 关物质
,

以组分或成分

为表达形式
,

针对有限适应症
,

通过 多组分
、

多靶点
、

以 整合调节为基本作用 方式
、

并且能辫病及辫证

应用的新中药模式
。

实现中药有效成 �组 ∃分配伍基本方法有
∋
单味药标准组分配伍

、

不 同药物的有效

组分配伍
、

针对病理环节的组分配伍
、

对病方与对证方的配伍
。

其 主要特点是成分清楚
、

作用 目标明

确
、

质量稳定可控
、

毒副作用 小
,

与传统中成药具有相似的整体功能
。

这一 中药配伍模 式的推广运用
,

可为中医对病治 疗
,

提高临床疗效开辟新途径
。

关键词
∋ 方剂配伍 中医理论研究

方剂学是中医学的桥梁学科
,

方剂配伍理论研究

是 中医药学几个关键科学研究问题之一
。

本文就 中药

方剂配伍理论及方法
、

方剂配伍研究的主要思路和方

剂配伍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 # 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

一
、

中药方剂配伍理论及方法

中药贾己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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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配伍有两层含义 ++, ∋

一是指中药学中的配

伍
,

即按病情需要 和药性特点
,

将两种 以上药物配合

使 用 (二是指在方剂学 中的配伍
,

即药物按君臣 佐使

的法度加 以组合并确定一 定的比例
。

方剂是药物配

伍的发展
,

是药物配伍应用 的较高形式
,

配伍是 中医

用药的主要形式
。

药物通过配伍
,

能增效
、

减毒
、

扩大

治疗范围
,

适应复杂病情及 预防药物 中毒
,

将诸药按

照一定规则进行组合
,

达到针对病证 形成整体综合

调节治疗的 目的
。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 资助项 目�) −− #. /0 1& 1! #∃
∋ 冠心病心纹痛病证结合的诊断标准与疗效评价体系研究

,

负责人
∋ 王阶 ( 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创新工程项 目�2 3 一−−
一
!) ∃ ∋

血瘫证量化诊断
、

证候 实质与病证相关研究
,

负责人
,

王阶
。

联系人
∋ 王 阶

,

本刊副 主编
,

主任医 师
,

博士 生导师
,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 门 医院副院长
,

主要研究方向
∋

中西医 结合心血管病 防治
、

病证结

合方证对应研究
,

4 5+ ∋ !  ! 一 6 6!�∃ +) # 6
,

7 一8 9:+ ∋ ; 9 < 幻:5 − +! # = >9?−−
≅

− − 8 二< 。

〔『
−

Α+Β 0. :5 <.
−
9< Β 45 .? <− +口幻么认

汉人了。众以:− <

−Χ & ?沼:Δ勿 <心 .? :<5 Ε5 肠 Β :.: <5
之刀汉1

Φ

村之材‘Α: 9

Γ5 Β:. 司 Η



)!�∃ Ι 第八卷 第一期 � ϑ 〔, +名 Κ−
≅

 

)
≅

七情配伍呈中药配伍的基本蛋式

经典 中药配伍 的基本 内容是
“

七情
” 。

《神农本

草经
·

序例》说
∋ “

有 单行者
,

有相须者
,

有相使 者
,

有

相畏者
,

有相恶 者
,

有相 反者
,

有相杀 者
,

凡此 七情
,

合和视之
,

当用相 须相 使者 良
,

勿用相恶相反者
,

若

有毒宜制
,

可 用相畏相杀者
,

不尔
,

不 和 用也
” 。

李时

珍解释说
∋ “

独行 �单行 ∃者不用相辅也
,

相须者 同类

不可离 也
,

相使者我之佐使也
,

相畏 者受彼之制也
,

相 杀者制 彼之毒也
,

相恶 者夺我之 能也
,

相反 者两

不相和 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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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臣佐使是 配伍的主要规则

君
、

臣
、

佐
、

使载 于《内经》
,

意示 方剂 的配伍 原

则
。 “

主病之 谓君
,

佐 君之谓臣
,

应 臣 之谓使
” ,

指 明

了方中起 主要治疗作用 者为君
,

帮助君药起辅助 治

疗作 用者为臣
,

应和 臣药起 治疗 作用者为使
。

佐 药

的涵义深玄而广 泛
,

用 法复杂多变
,

用理富寓 医理
,

在方 剂的配伍 上 占有重要地 位
,

常关 系到方剂 的全

局
。

探讨君臣 佐使规律
,

代有发展
,

沿袭至今
。

Λ
≅

其 它配伍方法

计 有气味配伍 Μ“Η
、

五 脏苦欲补泻 Ν“Ν
、

标本 配伍 Ν# Ν
、

“

去性取用
” +ΛΗ 等

,

这此方法都各有特性及 临床价值
。

∀
≅

中药配伍新模 式二有效成 �丝 ∃分醚鱼 Ν∀Η

所 谓 中药 有效 成 �组 ∃分 配伍是 指利用 中药 中

成 �组 ∃分 明确
,

药 理作用 清楚 的生物活性 物质
,

结

合中医药理论进行的配伍
。

实现 中药有效成 �组 ∃分

配伍基本方法有
∋

�+∃ 单味药标 准组分配伍
。

每一 味中药就是一

个单 方
,

其 中的组 分 比例是 相对 固定 的
,

将 其 中的

组分进行调整
,

药物 的作 用 即出现差异
。

炮 制等使

药性及 作用 改变 即属此 类
。

将 其 中的某 一成分 提

出
,

或改变组分 比例都和原药材药性相异
。

�)∃ 不 同药物的有效组分配伍
。

麻黄 汤由麻黄
、

桂枝
、

杏仁
、

甘草组成
,

若 将麻黄 中麻黄 碱
、

杏 仁 中

苦杏仁背
、

桂枝 中桂皮醛 和甘草中的甘草 次酸进行

配伍
,

其在针对病理环 节及靶位上作用 会加强
,

相

关靶位疗效 也能明确
。

但组 分配伍与原方 的效益差

别值得深人探索
〔 ,

�#∃ 针 对病理环节的组分配伍
。

研制 成分清楚
、

作用靶点及机制明确 的药物是研究的 日的
、。

如治疗

冠心病心绞痛的双参通冠方 即是选用人参 中具有扩

张冠脉
、

改善心肌耗氧的人参总 皂
一

什和丹参中终有

改善血流动力学
、

改善血液流变学的丹参总 酚酸及

元胡 中具有改善心率
、

止痛作用 的元胡总牛物碱组

成的成分清楚
,

作用环 节明确的新 方剂 们此种酉印
∋

需进一步考虑处方的药性
,

如此才能使配伍创新 义

不失传统特色
。

药性既体现特点
,

也影响着疗效

�Λ ∃对病方 与对证方的配伍
Α

组 分配伍需 要 针

对临床症状
,

证候指标及 病变环 节
≅

进行综 合 考虑

对病 方组分 配伍 的研 究要 将西 医 有 关联 合用药 的

规则及 中医 方剂配伍理论 的原则 融为一体
,

并根据

组 方的特性进行配伍才能完成这一重任
。

对 病必须

针对病理环节靶点
,

而药物应是组 分或化学配伍层

次方可达到
。

无论何种 配伍
,

中药配伍最 基本的 内容涉及 药

味与剂量 比例两个方面
。

方剂中的药物 正是通过君

臣佐使组织结构
,

使 方剂保持 了有 序性
、

整体性
、

药

物 间的相 互联系性
、

方证 相应 的 动态性
,

及辨 证 论

治的灵活性
。

二
、

中药配伍研究的主要思路和方法

中药方 剂配 伍理 论研 究 的主要 目的 和意 义在

于从现代 医学 的角度证实 中药配 伍理论 的科学 性
,

寻找发挥 增效
、

减毒作 用 的最佳组合
,

指 导临床 川

药
,

揭示 中药方剂 配伍 的 内在规律
,

探 索现代 中药

配伍理论
,

带动中医 药现代 发展 和新药研制
。

 
≅

以中压兰丝诊 为指导
,

有效成分研究和 药理

研究相结合

中药 复方具有 高度 复杂 性
、

整体性 在 中药配

伍研究 中要 以 中医 药理论 为指导
,

时刻 考虑 到中药

复方 的特点 以及 配伍后用治病症 的特点
,

要阐明 中

药配伍 的科学 性
、

有 效性
,

不仅 要 分析 复方适 应症

的病理特点
,

还必 须坚持化学 成分研究 和药理研 究

相结合
。

) 从整体经过还 原 回 归 整体

通过拆 方研 究
,

确定 方 中 主要药 物或 活性 物

质
,

去伪存精
,

为提高方剂疗 效
,

寻找最 佳组 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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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

对 于组成疗 效更好
、

毒 副作用 更小 或某 种疗

效更为突 出的新方具有重要意义
。

从复方 中寻找有 效成分 的最佳 组合
,

从 中药 中

提取有 效成分
,

既可以 提高疗效
、

易 于质控
,

也大大

减少了服药量
,

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 目的
。

复方成

分分离 可根 据复 方 的用药经 验 和临床 作用特 点采

用多种方法进 行 Π!Η� 如按化学成分 的分 子量
、

极性 大

小或 酸碱性不 同进行分离 ∃
。

#
≅

多学科联查困
一

士酉己鱼研塞

�+∃ 应用数学模式指导配伍研究

目前应 用统 计学 方法 进行 中药复 方配 伍规 律

的研究 日益受 到重视
。

利用正交设计 表
“

均匀分布
,

整齐可 比
”

的特点使每次 实验的因素及水平 得到合

理安排
,

从 而通过实验结果 的分析获得较 全面的信

息
,

找 出各 因素 的主次 地位及 交互 作用
,

寻找诸 因

素的最佳组合 +ΘΗ
。

正交 Δ 值法将 中药拆方 分析过程

分为主药分析
、

辅药交 互分析和剂量 选择 # 步
。

同

时对正交表 中交互作 用 的表达方式 也进行 了改进
,

使之便于分析 药物之间协 同或拮 抗的关系
,

该方 法

适用于较大方剂 的研究
。

通过对正交设计 特点的分

析
,

认 为
“

均匀分布
”

是实验设计 的本 质
,

去 除
“

整齐

可 比
”

可大量 增加 实验 的水平 数
,

而 实验 次数增 加

很少
。

这种方法适用 于多因素多水平的方剂拆方研

究 Ρ6 Η
。

这些 方法 有助 于 找到 针对 某种 药效 的最 佳组

合方式 和客观认识方 剂的配伍规律
,

其 不足之处在

于考虑不 周时会与 中医理论脱节
。

�)∃ 运 用基因组学和蛋 白组学技术对 中药配伍

进行整体研究
,

揭 示 中药配伍作 用 的分子机制 和有

效成分

依据多基 因致病 的关联特性
,

通过蛋 白质表达

谱 和表达 产物的差异性 分析
,

可 以揭示证候 发生 和

发展 的分子水平调控 规律
,

进而可 能揭 示 中药复方

的作用靶 点
、

作 用环节 和作用 过程
,

从 而更清 晰 的

阐述 中药复方在分 子水平 的作用机 制
,

指导和预 见

制剂中化学成分 的发现和分离
,

发 现复方 中的有效

成分及 各成分间的 协同关系
,

进一 步实现 复方的优

化组合
≅

实现 由天然药物组 方 向化学成分组方 的转

化
。

将与疾病 相关的靶基因作 为中药作用 的最本质

的治疗 指标
,

对 中药 配伍 有效部位或有 效成分的识

别研究可望取得突破性进展 Ρ%Η
。

三
、

中药配伍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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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主药
Σ

酉己鱼速则 相关的多种动盆匆摸型
∋

支祥任价指标 ,薰:填解经宝验丝显

中药 配伍是 针对 中医
“

证
”

的整体 目标 而设
,

参

与配伍 的各 味药 之 间通过 相互协 调 和补充 而发挥

作用
。

用 目前 的量化指标来衡 量中药配伍 的作 用
,

往往与整体疗 效不尽一致
,

尤 其是在动物 实验研 究

中
。

因此 我们应与 临床各 种证 的评价指标 相结合
,

选择 相关 的多种 动物模 型
,

多样评 价指标
,

谨 慎解

释实验结果
。

)
≅

进行 主药遭己鱼药理实脸 时要
,

进行 多星次量

效 关 系的研究
,

确保所用制剂的稳定性

虽然 随着基 因组学和蛋 白质组学研 究 的发展
,

人 们试 图从 整体器 官
、

细胞 及分 子水 平
、

基 因水平

等不 同水平对 中药进行研究
,

但 由于 中药成分研 究

方 面 的缺陷
,

质量难 于控 制
,

使 得研 究结果 重 复性

差
。

为此我们要进行 中药配伍 方剂饮 片
、

有效部位
、

有效成分 # 个层 次量 效关 系的研究
。

在取得 # 个层

次研究结 果一致 的情 况下
,

基本就能 确定起效的物

质 基础
,

保证制 剂和疗 效 的稳定性
,

从 而进一 步从

不 同水平进行 中药 的机理作用研究
。

#
≅

物质基砂些丝用翅理 的研 塞应些酉互鱼喧兰
主要连用兰切叁 息还皇贪大求全

变传统 的经 验组 方 为 以 科学 实验 为依 据 的组

方
,

是一个重大命题
。

由于 中药配伍 后
,

成分复杂
,

药效 多种 多样
,

一 个方 剂具有 多种 功效
,

可用 于多

种病症 的治疗
,

但 不应贪大求全
,

应抓 住本质
,

以配

伍后 的主要作用 为切人点
,

进行深 人研究
。

如六 味

地 黄汤 的研究 Ρ ’!Η
,

抓住其
“

滋补 肾阴
”

的主要 作用
,

结 合 中医
“

肾
”

的功能 与现代 医 学神 经内分 泌免疫

调节 网络 的功 能相似之处
,

以此 为切人点通过 多种

与此 相关 的动物模 型
,

从神经 内分 泌免疫 网络机 能

平 衡 的角度 对六 味地黄 汤药 理作用 和作用机 制及

物质基础进行深入研究
,

取得 了可喜 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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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酉己伍研究要和中医基荃出丝珍研究相鉴查查

中药配伍研 究应 在中医 药理论指 导下进行
,

不

能片面强 调 中药实验 研究 而造成 与 中医理论 的脱

节
。

为中药配伍研究提供合适 的疾病模 型是研究成

功与 否的关键
,

否则会从 以前 的
“

重医 轻药
”

走 向另

一个极端
,

从 而出现
“

废医 存药
” 。

∀
≅

建 立我国壬+学的中药质量和 夕全丝经鱼步示
∗

准

体 系

西 药的标 准不一定完全适 合中药
,

不能一 味迎

合西 药的标 准而抛 弃 中药特 色
。

目前 中医 药现 代

化
、

国际化过 多地套用 西药标 准
,

但 随着 中医 药 基

础
一

Υ作 的深入
,

中药配伍 科学 内涵 的解 释
,

我们要

建立 国际认 可的 自己 的中药质 量和疗 效标 准评价

体系
,

使 中药配伍 用药 以一种独立 的用药新模式进

人 国际主流医 药领域
。

Ι
≅

突现中医方赳丝分或成分酉己扭新摸式
。
亚发

具直 自主知识 产扭的
∗

新主兰
各种提 取分 离技术 的发 展使 多种 有效 组分 和

有效成分 的分离成 为可能
,

伴随着有效组 分和有效

成分 药理活性 的研究进 展
,

它 们在 分子
、

细 胞 到组

织
、

整体 水平 的活性也 已 逐渐清 楚 ( 随着 中医方证

对应理论以 及 中医病理 学研究的发展
,

对
“

证
”

和
“

病
”

的联 系和 区别有 了比较 清楚的认识
,

这些研究

成果 为 中药配伍 新模 式

—
有效 组 分或 成分 配伍

的形成奠定 了基础
。

中药有效组分或成 分配伍是在病证结合
、

方证

相应
、

理法方药一致的基础上
,

以 中医 学理论
、

系统

科学思想 和传统 中药 配伍 理论为指导
,

去除方剂和

饮 片 中无关 物质
,

以 组 分或成 分 为表达形 式
,

针对

有 限适应症
,

通过多组 分
、

多靶点
、

以整 合调 节为基

本作用方 式
、

并且 能辨病 及辨证 应用 的新 中药 模

式
。

其主要特点是成分清楚
、

作用 目标 明确
、

质量稳

定可控
、

毒 副作用小
,

与传 统 中成药具 有相 似 的整

体功能
。

中药 组分配伍模式 的推广运用
,

可 以 开创

现代 中药研究 的新途 径
,

对 于 中医 对病 治疗
,

提 高

疗 效具有极 大的临床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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