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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统的中药现代亿与质量评价一继承与创新

口谢培山
( )珠海科曼中药研究所 珠海 ∗ +,� +∗−

摘
∃

要
. 目前

,

评价中药材质量的传统西方模式已捉襟见时
,

化学和生物指纹图谱成为保留和表达

完整质量信息的可行模式
,

但采用指纹图谱模式表达中药的质量也有如何传承)至少是保留 −中医药传

统文化底蕴的问题
。

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探讨
。

关键词
.
中医药传统 中药现代化 中药西化 质量评价

现阶段的中药现代化是经济全球化大潮形势下

的必然
,

在来势迅猛的中药现代化热潮中
,

慎思当前

由于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中医药学的弱化和西方科

技的强势介入
,

特别是由于严重的学科体系差异导

致的定义定理等学科标准错位
,

在交流与沟通中形

成的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

如何在中药现代化研究过

程中避免全盘西化遂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

中药是

携带着中医传统理论信息的载体
,

也是现代科技最

易介人的物质实体
,

应该利用现代科技对中医药传

统的信息
“

解码
” ,

使继承与创新结合
,

赋予全新的生

命
。

不论观点如何
,

从哪个角度介人
,

保证中药材内

在质量是最基本的前提
。

一
、

西方草药的研究模式是中药现代化的滥筋

中医药是在我国民间悠久的历史实践 中不断的

总结和概括前人 的经验并从理论上逐步上升成为对

疾病本质和演变规律的认识
,

在此过程 中逐步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医药学理论体系
,

这是
“

中

药
”

之所 以姓
“

中
”

而不同于其他 国家草药 的根本 区

别
。

由于古代历史客观条件的局限
,

历代具有高度文

化水平的学者只能依靠古朴 的哲学思想对中医的临

床实践进行推理
,

随着历史 的推进
,

中医理论不断发

展
,

造就 了一套非常独特
、

完整
,

带有不 同历史时代

特点的
“

理
、

法
、

方
、

药
”

理论体系和实践法则
。

+ % 世纪 以前 的欧洲 民间 医疗保健也 是依靠草

药
,

并在希腊古典哲学思想体系下归 纳总结草药临

床实践经验
,

但 +, 世纪工业革命以后
,

自然科学在

欧洲的兴起使传统的思维方式受到很 大的冲击
,

以

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 的近代自然科学 的发展
,

使人

们开始用机械唯物主义 的哲学观点分析和认识客观

世界
,

近代物理学
、

化学
、

生物学 的兴起
,

为人们提供

了将客观事物还原 和分解 的手段和方法
。

分 子
、

原

子
、

细胞
、

细菌等 的发现使客观事物的精细结构逐渐

显露
,

由于人们对 自然科学的崇拜
,

产生 了 /00 123 14

50 #10 61 23 的思想方法
。

欧洲人开始对当时尚无法对之

进行
“

分解
”

和
“

还原
”

的草药视之为
“

不科学
”

并将其

摈弃
。

而在 当时
,

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
,

她 的闭关锁

国和固步 自封造成与西方分道扬镰
,

也正 因为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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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几千年传统 的 中医药体系得 以完整 的保存下

来
。

直至 �� 世纪中叶
,

西方经过近一个世纪 的实践

和反思
,

对来 自天然 与人类共生存的草药 )天然药

物 −进行再反思 和再认识
,

有 了
“

返 回 自然
”

的需求
,

以当时 自然科学 的认识和手段
,

产生 了生药学 )=ΧΓΔ
Η

<Γ
0 ∀
罗

。盯 −
、

药理学 )Ι Χ
ΓΔ<

Γ 0 ∀ #∀盯 −
、

植物 化学 )Ι ΧϑΚ ∀ Η

≅Χ
0< 14 ΚΔϑ −和以化学药品分析为模式 的草 药质量控制

)Λ
Μ
Γ#1 Κϑ ≅∀ 2Κ Δ∀ #−

,

逐步将草药用现代科学纳人西方规

范化的轨道
。

� � 世纪 国门渐开
,

西风东渐
,

西方 的机械唯物主

义观点和化学
、

物理
、

生物学等近代 自然科学技术被

引进我 国
,

国人开始逐渐尝试用显微镜观察药材 的

微观结构
、

用化学手段 了解天然药物所含 的化学物

质
,

用药 理学 阐明单体化学 成分的
“

直 观
”

活性
,

等

等
。

一个世纪以来受西方教育的生物学家
、

化学家
、

医药学家基本上就是沿着西方研究草药的思路和方

法研究 中药
,

打破了中药长期 一成 不变 的格局
,

发掘

出一些令人瞩 目的来 自天然的单体活性成分
,

并 开

发成药物
,

形成 了至今依然极具市场前景的天然药

物的重要分支
。

但是一个值得注意 的倾向是因中药 的全盘
“

西

化
”

而废弃了中药赖以生存的中医基础
,

譬如麻黄碱

虽然可以平喘
,

但是中医的麻黄汤
、

麻杏石甘 汤中麻

黄的
“

解表
”

作用 不能用麻黄碱代替 Ν小聚碱杀菌治

痢
,

能否解决黄连具有的
“

清热燥湿
、

泻火解毒
” 、 “

平

亢盛之心火
” , “

解不寐之心烦
”

的问题
,

没有人做由

此及彼 的研究 Ν 甘草酸 的现代药理研究能否解释
“

炙

甘草汤
”

之用于
“

脉结代
”

为何以炙甘草为
“

君药
” ,

也

无人进一步深究
。

对此
,

我们既不可惘然不知
,

更不

应不屑一顾
。

二
、

中药是携带粉中医文化信息的载体

随着科技的 日益进步
,

这种将 以整体优势见长

的中药 )尤其是复方 −加以肢解进行研究的
“

现代化
”

越行越快
,

致使传统 中医界对周顾传统中医经验
,

一

味向西远行
,

视如水火
,

屡屡发 出中药西化
,

亡我中

医的疾呼
。

虽然不无固步 自封之嫌
,

但这种无视中医

理论与实践
,

将 中药作肢解式的研究
,

确实令人担

忧
。

上世纪 , � 年代 中期
,

随着我国空前的对外开放

和全球化的大潮
,

新 一轮的中药现代化高潮风起 云

涌
,

以近 +� 年来的研究情况看
,

从 中医药院校 的教

育开始
,

脱离传统的倾向似乎有增无减
。

上世纪 ∗�

年代我国政府提倡 中西 医结合
,

造就 了一批学贯 中

西
、

建树甚丰的中西医结合的大家
。

但目前他们的声

音也渐趋式微
。

当前的趋势更加倾向于 以西方研究

草药的现代化路子为圭桌
,

即把 中药作为发现新药

)Ο 140 ∀ 60 Δ & 0Π Ο ΔΜ 3 −的资源
,

用 比过去更先进 的手段

提取分离新 的单一化学物( 确定化学结构。筛选药

理活性 )及高通量筛选 −。 视需要与可能修饰化学结

构。申请专利 ( 开发新药渐成主流
。

目前
“

在高活性

新成分筛选不易的情况下
,

尚有老成分新活性发掘

一途 Ν一 味人参
,

将其所含 人参皂昔
,

像拆机器零件

一样
,

分离出去
,

一个一个孤立地筛选 活性
,

虽然单

一 的皂昔也有活性
,

但人参
“

大补元气
、

复脉 固脱
、

补

脾益肺
、

生津
、

安神
”

的整体功能 已荡然无存
,

药材整

体质量也不再受关注
。

单体成分的活性研究肯定是

研究中药的方向之一
,

而且单体成分的深层次研究
,

不仅可能发 掘出过去不为人知 的新药
,

反过来可能

更有助 于深刻了解药材的整体功能
。

关键是我们往

往在对传统知之甚少
,

甚 至是无知 的情况下
,

以偏概

全
,

轻易取舍
。

如此不当处理
,

中医药的内涵和精髓

将消失殆尽
。

中药是携带着中医文化信息 的载体
,

如

果全盘西化
,

则皮之不存
,

毛将焉附 Θ 中医的 日趋萎

缩
,

自非危言耸 听
,

这是值得我们慎思 的
。

中医是在古代特定 的历史条件下
,

在治病救人

和别无选择的急迫环境中
,

依据人体的直接试验
,

以

长期 大量 的大人群中临床实践 )尽管都是个案记录 −

为基础而逐渐形成的
。

这种
“

原始的临床经验积累
” ,

只能是特定历史 阶段的产物
,

是现代人类历史上再

也无法重复的
“

文化遗产
” ,

虽然历史的陈迹 中
,

由于

人类对 自然 的无知和无能
,

不可避免地 留下了一 些

糟粕
,

但总体而言
,

说它是瑰宝绝不为过
。

近年来
,

有些学者已 注意到复方的研究
,

但似乎

也有与中医传统剥离的倾向
。

中医药 的传统
,

首先是

文化传统
,

它是科学的文化形态
,

带有浓厚的人文色

)平。而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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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

继承中医药传统首先是文化的传承
,

然后是传统

基础上的科学研究
。

中医理论是用 中国古代哲学观

点对 医疗实践 的总结和概括
,

试 图解答人体疾病 的

来龙去脉和防治疾病的道理
,

其理论基本是古典哲

学概念的演绎
,

在今天看来
,

与其说中医传统对人的

疾病发生发展
、

预防治疗给 出了答案
,

毋宁说是从宏

观的角度对 中医药 的现代化提 出了问题
,

这与现代

科学对一些未知世界给出带有推测性质的答案 )例

如天体的奥秘 −
,

实际是向未来 的科学提出问题为 同

样 的道理
。

回答传统提出的问题
,

必须首先明白这些

问题的涵义
,

这需要一批学贯中西
,

集东方文化与西

方科学于一身的中西医结合大师
。

在市场全球化 的今天
,

现代化也是 中药走 向国

际的必须
。

但是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
,

往往趋易

避难
,

将 中药视为西方 的草药
,

殊不知 中药 的特色 因

此无法凸现
,

由于地域和文化传统的不 同
,

中药也很

难和西方草药完全一样
,

致使在 国际市场上差强人

意
。

中药产业走向国 际是现代化的 目标之一
,

国际化

要求我们首先 自己先要明白千百年来传统 中医药的

价值
,

用别人听得懂 的语言
,

看得懂的文字
,

讲得通

的逻辑词汇和大 家都能共享的科学数据告诉别人我

们和他们 的不 一样
,

而不是变得和他们一样
,

中药现

代化应该清醒地避免和化学药品一样 只能
“ < 0 Κ∀ ∀ ”

而应该试图走 自己的路
,

做
“
< 0

∀2
0 ” 。

这样做当然难

度很大
,

但这才是中药现代化和走向国际的基本 目

的
。

三
、

中药质 ∃ 问题是现代化能否成功的源头问题

中药作用 的充分发挥
,

有 赖于在 中医理论指导

下的具体运用
。

药材的质量则是现代化过程 中最基

本的核心 问题
,

目前不少临床实践 的重现性不高
,

与

当前中药质量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
。

新 中国建国以

来
,

随着 中药的现代化
,

我们在 中药的质量控制方面

有 了长 足的进步
,

以中国药典为例
,

每 ∗ 年修订一

次
,

标准项 目的设置 与西方草药已经无异
,

中药 的质

量基本得到保证
。

但是
,

中药
“

质量不可控
,

安全不可

靠
”

却依然为西方世界所垢病
,

究其原因
,

+
∃

未能完全解决历史遗留下来 的同品种多来源

)一名多物 −的问题
,

容易造成原材料的混乱
,

增加了

使用 和研究 的难度
。

�
∃

当前药材市场供应 渠道 比较混乱
,

处于无序

状态
,

质量 良芬不齐 Ν 不少非药典收载 的品种鱼 目混

珠
,

监管不力
。

∋
∃

不 良中药企业阁顾质量的趋利追求
。

8
∃

中药质量评价和控 制问题
,

至今 以中国药典

为代 表的中药质量标准选取以一两个指标成分的定

性定 量进行质量控制 的模式
,

虽然对保障中药 的基

本质量起 了肯定 的作用
,

但在长期实施 的过程 中
,

也

逐步暴露出它的不足
。

一是检测指 标
“

门槛
”

太 低
,

而且不少 品种测定

的样 品数量太少
,

测定的数据没有统计学意义 Ν如葛

根 )野葛 −与粉葛 )甘葛 −所含葛根素的量相差 % 倍 以

上
,

中国药典 �� �� 年以前葛根包括野葛与甘葛两个

品种
,

含量限度都可通过
,

尽管中国药典 � � � ∗ 年版

将其作为两种药材分开
,

但功能主治及剂量完全相

同
,

中医处方在相同的剂量下怎能保证等效 Θ

二是中药 的任何一种单一 的成分都无法代表一

味药材 的整体疗效
,

而且相 当多 的活性成分或 者指

标成分都不是某一种药材所独有 的
,

而是在近缘植

物甚至在一大类植物中普遍存在的
。

如小聚碱
、

大黄

素
、

懈皮 素
、

齐墩果酸
、

熊果酸
、

绿原酸等
,

对药材真

伪鉴别专属性不够 Ν 又如黄连含小梁碱
,

但不能说检

出小粟碱就一定是黄连 Ν 检 出齐墩果酸不一定是女

贞子
,

检 出金丝桃昔不能肯定是贯叶连翘等等
。

即使

某种 中药材含独有成分
,

如氯化两面针碱存在于两

面针药材
,

银杏 内醋存在 于银杏叶
、

淫羊蕾昔存在于

淫羊 蕾属 ); =1 < 0Β 12 < −药材等
,

可以据 此鉴别这些药

材的真伪
,

但没有证据说明孤立的单 一成分可 以表

达该药材整体疗效
。

中药这种以多成分综合发挥作用的特点反映 了

它所含活性成分的整体性 )Ρ2 Κ0幼Κϑ −
。

反映其内在质

量 的化学信息则应该尽可能反映其整体化学物质基

础
。

银杏叶提取物经德 国 /≅Χ ΠΓ5
0 药厂 ∋� 多年的化

学
、

药理
、

临床研究
,

提供 的实验 数据和证 明得到 国

际上的认同
,

据此制订了总黄酮 �8 士 +� Σ
、

总 内醋  士

+� Σ Ν致敏物质银杏酸不得多于 4Ι Ι <
,

标准提取物及

+� 〔平
。

Δ#Β 4≅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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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9Δ 2Β 1Κ必耐 ΑΧ 120 40 Φ0 Β1≅1 20 Γ2 刁从谊
0

Δ1Γ Φ0 Β 1≅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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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色谱指纹图谱作为企业标准 ΤΡΥ
。

这样一个全方位

的质量标准带给我们如下启示
.

第一
,

首先解 决原料 药材银杏 叶的供应来 源
,

:� Σ 的银杏叶来 自他们在法国和爱尔兰的种植基地
,

管理严格
,

质量稳定
。

第二
,

将银杏 叶制备标准提取物
,

以标准提取物

为起始原料生产制剂 Ν 标准提取 物有一个全方位 的

质量标准
,

从源头上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和一致
。

第三
,

有规范的生产工 艺
,

生产过程 的监控有 明

确的检测指标
,

保证了工艺的稳定
。

第四
,

质量控制不是 以某单一成分为质量控制

的指标
,

而是总的有效部位的色谱分析测定
。

第五
,

始终保持了有效部位 的概念和标准提取

物的做法
,

没有走单一活性成分的道路
。

因此
,

银杏叶提取物及制剂的生产和产品质量

控制成为西方草药的一个样板
。

��� ∗ 年版 中国药典

已经将国产的银杏 叶提取物收载
,

并被纳人中药的

范 围
,

从西方 临床的主治中归纳出符合中医理论的

功能主治为
. 活血化癖通络

。

用于癖血阻络引起的胸

痹心痛
、

中风
、

半身不遂
、

舌强语春
( Ρ∋Υ

。

四
、

指纹图谱分析突破了以

单一指标成分评价质Κ 的模式

以 Ο& ς 分析为主的生物指纹 图谱在确定生物基

源方 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目前在 中药多种代谢成

分复合作用机制难 以确定 的情况
,

利用色谱分析具

有 的分离
、

鉴别 和定量的功能
,

在优化和规范 的操作

下获得的药材 色谱
,

是该药材所含可测 的化学成分

自然状态的表达
。

在色谱中各个成分 )色谱峰 −是构

成指纹 图谱的
“

元素
” ,

各个
“

元素
”

在 色谱中构成的

群体所展示 出来的整体
“

面貌
” ,

即各个成分之间的

顺序
、

大小
、

高低和相互之间的 比例所组成 的整体架

构可作为某一药材特征 的表达
,

这种整体的色谱特

征对特定 的药材具有 唯一性
,

这就是色谱指纹 图谱

)ΑΧΔ∀ <ΓΚ
∀ 盯即Χ 10 Ω12 3 0印Δ1 2Κ 12 3 −

,

它并不 以色谱中展

示 的各个成分的化学结构必须清楚为前提 )已有研

究定 论 的活性 成分 自然 是 指纹 图谱首先 锁定 的 目

标 −
,

允许有一个
“

灰色区域
” ,

即承认中药活性物质

的
“

模糊性
” ,

在同种 药材个体之间辨认指 纹图谱共

性特征的规律
,

与其它 品种 比较 以确认真伪
,

尽管不

是对某一个成分 )色谱峰 −的精确测量
,

但是 比通常

选定 某一 个 已知成分作为鉴 别真伪 的依据 更 为专

属
。

通过量化操作得到的色谱数据 )如总积分值及各

成 分的积分值及色谱峰与峰的 比值 − 则可 以半定量

地判断药材个体之间 以及制剂批与批之间的
“

量
”

的

差异
,

从而评价药材及工业制剂产品的稳定性和一

致性 +�+
,

进而采取必要 的措施 以提高和保证质量的稳

定 Ν 此外 尚可监控生产工艺过程 中的动态变化和稳

定程度
。

虽然现阶段它只是群体化学 成分的表 观特

征
,

但无疑它在评价中药的质量方 面跳 出了单一 成

分定乾坤 的模式
,

上升到较高的层次
,

同时在没有 充

分地 了解 中药的 内涵前
,

至少将 能够检 出的质量信

息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
,

不枉 自扬弃
,

也更符合中药

特点
。

指纹图谱不是技术
,

而是利用各种色谱技术作

为工具将中药质量评价从
“

点
”

向
“

面
” ,

从
“

分解
”

向
“

综合
” ,

从
“

线性思 维
”

向
“

非线性思维
”

发展 的更适

合中药特点的质量评价和控制模式
。

譬如 白芍与赤芍 )赤芍包括两个种
,

芍药 产七0 ∀ 2 ΚΓ

#Γ≅ Κ尹
∀ΔΓ

,

川芍药 =∃ , 1Κ≅Χ 11 −
,

二者均为毛莫科 植物芍

药 )凡
0 ∀ 21 Γ ΡΛ≅ Κ尹

∀ ΔΓ −的根
,

前者平肝止痛
、

养血调经
、

敛阴止汗
,

后者清热凉血
、

散痕止痛
。

现行质 量标准

的检测 目标成分都是芍药昔
,

但是二者 的功能主治

竟然相去如此之远 Ξ 中国药典规定 白芍之芍药昔含

量不得少于 +
∃

 Σ
,

赤芍含芍药昔不得少于 +
∃

%Σ Τ∋Υ
。

二

者几乎处 于无差别境界
,

但中医的传统经验二者 的

功能主治明确不 同
,

值得推敲和研究
。

除芍药昔类的

成分是二者的共性成分以外
,

应该还有实质 的不 同
,

否则无法说明中医用药的传统经验
。

现在通过色谱

指纹 图谱的研究
,

初 步揭示 了二者除共有特征外
,

确

有不同之处
,

为中医传统用药经验 的内在 因素提供

了线索
。

这是单靠测定芍药昔无法解决的
。

生脉饮是 中医传统 的经方
,

由人参
、

麦冬
、

五 味

( 德国对银杏叶提取物制剂的适应症主要是用于脑部
、

周边血流循环障碍 Ν美国临床验证有改善记忆的作用
,

中国药典中所扩展的许多功能有无

确凿的临床依据不得而知
,

如果仅从推理扩大范围
,

则仍需临床脸证
。

〔Ψ
∀

而 4≅ 论2≅
。
朋Β 90 ≅Χ 2∀ #∀邵办如Β 0

Δ2 七ΓΚ 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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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组成
。

组方严谨
,

配伍精 当
。

功能益气
、

养阴而生

脉
。

历数百年之优存劣汰而不倒
,

足以说明其疗效之

确实
。

但人参含人参皂昔
,

在水煎液中遇五味子之有

机酸必然引起人参皂昔水解
,

如此分析组 方似不合

理 Ξ 那么几百年来的临床实践是否可信 Θ 如果这种水

解恰好有利于提高疗效 )古代中医 自然不 明就里 −
,

那么这种水解是否可控 Θ 如果不可控
,

可能人参在这

一方剂中是无用 的 Ν 如果 是可控的
,

必须 用实验证

实
。

我们设计了实验室的模拟实验
,

一组用
“

文火
”

煎

煮 )模拟汤剂 −
,

一组用
“

武火
”

煎煮 )模拟工业生产 的

长时间煎煮和浓缩 −
。

结果用建立的人参药材的指纹

图谱为参照标准
,

显示人 参皂昔
一[ 5# 一[ 0 一[ 3 # 在

文火煎煮的条件下 Ζ∴< 12 水解为 [ Χ #
、

[ ΧΖ
、

[ 3 ∋ 这些

人参 中本 来是微量的活性成分含量明显增加
,

而且

在两小时内稳定
。

武火煎 煮 +� < 12 开始水解 +� � < 12

所有人参皂昔几乎全部破坏
。

可见传统 的汤剂可 以

保持生脉饮 中人参皂昔水解的稳定 #8Υ
。

此 外有趣的

是
.
麦冬所含的皂昔在此条件下基本没有水解

。

这种

用 指纹 图谱可 以 观测 到 的复方制 剂成分的动态 变

化
,

说明传统煎剂在无意 中使人参借
“

软性
”

水解而

在生脉饮中的功能增效
。

现在市场上的另类产品
“

参

麦
”

制剂显然是 回避五味子对人参皂昔 的水解而简

化 了处方
,

删去 了五味子
,

从纯化学 的观点看
,

这 固

然保全 了原来人参的基本成分
,

但是与古方
”

生脉饮
”

中人参之益气
、

麦冬之养阴
、

五味子之收敛
,

∋ 者相得

益彰的配伍方义却相 去甚远 了
。

至于市场有 的商品

人参皂昔严重水解破坏
,

几乎不能检 出
,

已不值一

提
。

如何保证传统 中医药信息不丢失是中药现代化

过程的一大挑战

现阶段的指纹 图谱是检测
、

监控和评价原料药

材真伪
、

生产工艺是否合理
、

成品是否稳定
、

市场 同

品种商品表观质量是 否一致 的一种手段
。

表观质量

信息不等 同于疗效的信息
,

有学者指 出指纹 图谱不

与疗效结合就失去了意义则似有偏颇
。

谱效结合不

可能一跳而就
,

先决条件是必须把中药的
”

谱
”

和
”

效
”

这两头分别搞得 比较明白
.
色谱的代表性

、

重现性和

规律是否仔细地考察过 Ν 药效有没有合适的药理模

型和方法
,

指标是否可 以反映中医临床的功能主治 Θ

选用的药理方法
、

模型 的灵敏度是否与色谱中表达

的差异呈相关 Θ 如以普通的抑菌试验或抗炎实验判

断穿心莲 的消炎疗效将是对穿心莲的否定
。

高通量

筛选是 目前很热门 的一 种高速筛选 药物活 性 的技

术
,

适合单一活性成分的筛选
,

对于 以辨证施治
、

复

方取胜的中药而言
,

目前的技术 尚难 以应用
。

何况

Ι∀ 41 Κ16
0 的结果有可能长期冬眠

, 2 0

3ΓΚ 160 的结果未必

真 的无
“

效
” Ν所 以我们是 否应该先把基本 的概念 理

清楚
,

以免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

这是一件说易行难 的

大工程
。

中药 的传统是以古代哲学和文化为基础
,

将

医疗实践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一个完整 的体系 Ν 现代

化则需要用 自然科学去证实或证伪
。

因此基于传统

的现代化 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在利用现代科技研 究中

药的过程 中
,

如何保证不要将携带传统 中医药信息

丢失
。

好在近来 有些学 者 已 经进行 思考 和探索 Τ∗Υ
。

ΩΔΓ 2] [
∃

/Κ0 Δ< 1Κ⊥ 等报 道 在 草 药 _ 0ΚΧ 0 Δ1 4

ΕΔ0 <∀ 2Κ 11

9∀ ΔΔ0 ϑ 的叶中除抗菌成分小粟碱类生物碱成分外
,

同

时发现细菌
“

多药物耐药泵抑制剂
”

)ΦΟ [ 12 Χ151Κ∀ Δ −

的成分)∗
’一< 0 ΚΧ∀ > ϑΧϑΒ2∀

0

娜12 −
,

二者相互作用从而优

化了疗效 Τ #
。

⎯ 0∀ Δ30 介,� ∗
等还发现大黄酸本身对革

兰氏阴性菌抗菌活性不高
,

而在有 Φ Ο [ 抑制剂成 分

存在 的情况下
,

却有广谱抗菌的作用
,

并 由此引申出

不少植物药含有 的抗菌成分活性不 强 与没有 ΦΟ [

抑制成分的配合有关阴
。

这就 比一味孤立地追求单一

活性成分的研究有高明之处
,

虽然它不是我们传统

的中药
,

也没有 中医药理论 的背景
,

但却有异曲同工

之处
。

从某种意义讲
,

这也是 中药产业在基于传统的

基础上迈向现代化可资借鉴 的有益尝试
。

密切结合

传统 中医药的经验
,

当可作 出独具特 色的成果
,

而指

纹图谱所保留下来 的物质基础信息将服务于中药现

代化的持续发展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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