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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钊配伍规律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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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方剂配伍规律是制约 中医 药现代化进程的关键环节
。

方剂配伍规律的现代研究经历 从

饮片到成分
、

从体外到体 内
、

从单一方法研究到 多学科技术融合的历程
,

在不 同层 面和不 同角度上均

取得 了显著的进展
,

但仍存在许多问题
,

尤其是在方法学上有待于新的 突破
。

本文总结 了以往方剂的

拆方研究
、

药理研究以及配伍的化 学研究等工作
,

并针对所存在的 问题提 出 了未来方剂配伍研究的

思路与想法
。

关键词 方剂学 配伍规律 中药血清药物化学

一
、

国内外研究现状

拆方研究

方 剂是 一个 以 中药饮 片 经 配伍 组 成 的治疗 系

统
,

无论从化学还是从药理学 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

复杂体系
,

拆方是 目前应用 于方剂配伍规律研究 的

最 为常用 的方法
。

近年来
,

已经完成了桂枝汤
、

补 中

益气汤
、

补 阳还五汤
、

六味地黄汤及防己黄蔑汤等大

量经典方剂的拆方研究
,

在寻找复方增效减毒作用

的最佳组合
、

确定方 中主要药物或活性物质
、

寻找方

中药物的最佳剂量配 比关系
、

精简方剂等方面取得

确实的成效
。

通过拆方研究对许多 中药复方的配伍

规律有 了一定 的认识
,

也 积 累了一定 的经验
,

但拆 方

研究方法 尚存在一些不足 拆方研究使原方剂被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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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

解
、

打破了方剂 的整体性
,

甚至与原方剂相 比 已经面

目全非 数学设计的拆方分析 已偏离 了方剂 的科学

本质
,

与中医理论相去较远 拆方研究的最终评价指

标未能与方剂所治疾病的病机紧密结合 因此
,

所得

结论不可能反映原方剂 的本质 内涵
,

更难 以深人揭

示复方配伍的普遍规律
。

通过药理效应的 变化来研究方剂配伍规律

在复方药理研究方面
,

主要是观察 了配伍变化

与药理效应变化之间的关系
。

目前
,

全国通过拆方研

究配伍关系 的方剂 约 余个
,

其 中早期 的正柴胡

饮
、

桂枝汤等名方 的研究
一 ,

堪称这类研究 的典范
。

之后
,

复方丹参方
、

血府 逐癣 汤
、

补 阳还 五 汤
、

参 附

汤
、

凉隔散
、

调 胃承气 汤
、

积 实消痞 丸等大量方 剂也

都采用这种研究方法
。

同期
,

国外主要是 日本也进

行 了大量 的方剂药效学研究
,

但多数都侧重于利用

现代技术揭示方剂作用机理及新功效探讨
,

往往脱

基于体内直接作用物质的类方配伍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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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中医理论 的指导
,

对方剂配伍研究较为薄弱
。

药理

效应 的研究方法
,

从药效学角度对方 中各药 或药组

的作用
、

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进行 了探讨
,

证 明方剂中

各药味间具有协 同或拮抗 的相互作用 各组成药物

在方中具有
”

君 臣佐使
”

不 同地位
,

在一定程度上验证

了方剂组成 的合理性及 中药配伍应 用 的优越性
,

为

方剂配伍研究提供了一定 的药理学实验基础
。

但是
,

该研究主要 以某种药效为指标
,

不 能从宏观综合调

节水平进行药效分析
,

脱离 了中医
”

证
”

的概念
,

因

此
,

难 以客观揭示方剂 的组方原理 而且
,

对 中药化

学成分的研究相对滞后
,

对方剂 的物质基础与药效

之间的内在关系认识不清
,

难 以从根本上 阐明方剂

配伍规律及其科学 内涵
。

通过塑堂成全鱼 变塑圭壁究主剑遭己鱼趣建

方剂配伍规律 的研究
,

仅停 留在 中药饮片配伍

与药效关系的层次上
,

显然 已经很难再深人下去
。

因

此
,

方剂研究势必朝 向其纵深方 向发展
,

即朝 向方剂

中各有效成分间的内在联系的方向发展
,

从物质基

础角度探讨方剂 的配伍规律
。

例如
,

中药的沉淀性

配伍研究发现 以黄芬
、

黄连
、

黄柏为基础 的复方注射

液存在严重 的沉淀反应
,

并报道 了黄琴贰与小聚碱

的沉淀反应 日本对仲景方 个含黄连 的复方进行

研究发现
,

方 中若有 大黄或有甘草则煎煮后苦味消

失
,

黄连与甘草配伍后产生无苦味 白色沉淀 提 出研

究沉淀物活性可能是有意义 的
。

不 同配伍葛根荃连

汤 中葛根素
、

黄荃昔
、

小聚碱 的含量研究 以及不 同配

伍麻黄汤 中桂皮醛和苦杏仁昔含量 的研究
,

证实配

伍对有效成分的溶出率有影响
。

近年来
,

对方剂配伍

后新成分的产生 日益引起重视
,

生脉散全方 的化学

成分在煎煮后
,

产生 了新成分 一轻 甲基 一 一糠醛
,

进一步分析配伍作用发现
,

它是麦冬与五味子

共煎过程 中生成 的
,

并与量 的配伍有关 且生脉散全

方及人参与麦冬
、

麦冬与五味子配伍 中人参皂昔 的

含量也发生 了变化
。

方剂的化学成分是方剂发挥疗效 的根本
,

通过

其研究 已经发现 了大量 的活性成分
,

为解析方剂 的

组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

但是
,

在方剂 的制剂过程 中
,

通 常以水 为溶媒
,

在 ℃的情况 下
,

产生新 的活性

物质 的可能性很小
,

偶有新成分 出现
,

也多为络合
、

沉淀等现象 而且
,

方剂 的化学组成并不能代表其在

体内发挥生物效应 的化学形式
,

所 以
,

仅从体外成分

数 和量 的变化角度来说 明配伍药物 的相互关系
,

很

难 阐明方剂 的配伍规律
。

宣皿生立塑学鱼全互药生边立生鱼究

复方成分虽然复杂
,

但进人体 内化学成分是有

限的
,

体内复方来源 的化学成分
,

更能代表该方的整

体药效
,

其体 内动力学过程和药效存在更紧密的相

关性 而且
,

随着检测 手段 和检测仪器 的发展
,

使 口

服 中药后体内成分的检测成为可能
。

因此
,

方剂配伍

规律 的研究也就必然从体外转人体内
。

日本学者首先利用现代分析技术对方剂进人人

体后 的化学物质进行 了检测
。

年 日本学者鹿野

美 弘 分析 了 口 服 甘草 附子 汤后 大 鼠门静 脉血 中成

分
,

年鹿野美弘
、

王喜军等人测定 了茵陈篙汤 的

血 中移行成分并进行了药代动力学研究
,

测定 了 口

服远志提取物后血清及胆汁中的活性成分
。

之后
,

相

关研究在 国内也广泛展开
,

测定 了健康人服川芍汤

后阿魏酸的血药浓度
,

研究 了 四君子汤对脾虚大 鼠

胃动素及川芍嗓药物动力学特征 的影响
、

川芍赤芍

配伍比例对芍药昔药代动力学 的影响等
。

这些研究 为从物质基础角度 阐明君 臣佐使 的配

伍原理及其科学内涵
、

揭示组成药物在方剂 中的作

用及地位奠定 了技术基础
,

在 中药复方研究 中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
。

但是
,

没有经过药效学检验的人血成

分也可能是无效成分
,

方剂的药效物质基础 尚有待

进一步阐明
。

所 以
,

方剂的药代动力学大多是在未确

定有效成分的前提下
,

仅 以个别成分 的药动学特征

代表复方 的药动学规律
,

无法反 映复方整体的药动

学特征 即使是体内直接作用物质的药动学研究亦

多数停 留在 阐明某一具体方剂 的动力学参数水平
,

并不能用来解释方剂的配伍变化规律
。

中药血清药物化学 综合方法研究

年
,

留 日归 国学者王喜军博士正式提 出了
“

中药血清药物化学
”

的概念及理论
,

发表 了
“

中药血

清药物化学 的理论与实践
” ,

完成 了
“

中药血清药物

化学方法 的建立与实施
”

的系统研究工作
。 “

中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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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药物化学
”

是
“
以药物化学 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为基

础
,

多种现代技术综合运用
,

分析鉴定 中药 口 服后血

清中移行成分
,

研究其药效相关性
,

确定 中药药效物

质基础并研究其体内过程的应用学科
” 。

中药血清药物化学 的方法
,

在全面分析复方人血

成分
、

确定复方药效物质的基础上
,

通过主要药效成

分的体内动态
、

成分间相互作用及消长规律的研究
,

来科学地诊释复方的配伍规律
。

经过多年的实践
,

该

方法 已经成功地应用 于茵陈篙汤
、

六 味地黄丸
、

甘草

附子汤等方剂配伍规律的研究
。

茵陈篙汤主要药效成

分
, 一 ,

配伍大黄后吸收速度加快
,

而消除速度

减慢
,

配伍桅子后血 中浓度出现两次峰值
,

进一步研

究 表 明桅子 中的成分促使
, 一 产生 了肠肝循

环
,

从而使 加大
,

药效增强
。

六 味地黄丸给药后

血 中出现了 个移行成分
,

其中 号峰成分来源于

种生药 熟地 中含有此成分直接被吸收人血
,

而 山

茱英和泽泻 中虽不含有此成分
,

但给药后血 中也能产

生该成分
,

使其吸收人血后 的相对含量大大提高
,

复

方 中 种生药对 同一人血成分的产生有共同贡献
,

表

明了熟地配伍山茱英和泽泻的必要性
。

中药血清药物化学 为方剂配伍规律 的研究提供

了一套较完备的方法体系
,

但是
,

在研究思路上往往

仅局 限于具体某 一 方剂 中药物 间相互关 系配伍研

究
,

仅能说明具体方剂 中药物存在的必要性及药物

间的
“

七情和合
” ,

而不是 随证候变化 的方剂配伍规

律
。

二
、

未来发展与创新

方剂是在中医药性理论和病机理论指导下 的数

味 中药的有机组合
。

方剂配伍的本质规律反映在 临

床用药
”

随证加减
”

变化导致功效与治疗 目标 的改变

上
。

方剂能否发挥与其证候相应的治疗效果
,

取决于

构成方剂药物 的质与量 的关系
,

不 同质与量药物 的

组合
,

就会形成不 同方剂
,

因此也就会产生不 同的对

证治疗效果
。

所以必须承认和坚信
,

配伍必有规律存

在
,

这种规律也必有客观 的物质基础
,

而这种规律的

物质基础也一定能通过建立一定 的方法得 以研究揭

示 出来
。

如果能揭示 出方剂配伍规律的实质
,

那么配

伍就会走 出传统水平
,

实现准确清楚 的科学配伍
,

消

除传统配伍的经验差别
。

基 于任何药物发挥作用必 须 吸收 的理论前 提
,

方剂 的治疗作用也是 由被吸收人血 的成分或物质所

产生并显示 的
。

由核心方剂 向类方 的演变 以适应证

侯变化 的需要
,

一定有其物质基础的变化相对应
,

而

且这些 对 应的物质基础不 仅仅是表面 的组成变化
,

也不仅是体外成分间的相互作用或制剂过程 而产生

的新物质 此种情况频数极低
,

而应是整体配伍后
,

与人体相互作用
,

尤其是在人体的作用下
,

使进入体

内的直接作用物质质 与量 变化所带来 的活性改变
。

因为只有血液 中的成分 无论是原形成分
,

还是代谢

产物
、

药物相互作用产 生 的新 成分 变化
,

才能够表

现出与证候适应 的改变
。

为此
,

必须坚持中医理
、

法
、

方
、

药体系的一贯性
,

以疾病的证候演变规律为切人

点
,

以典型相关系列方剂为核心
,

以临床有效性为配

伍合理性 的基本依据
,

根据核心方剂体内直接作用

物质 的质 种类
、

性质 和量 血 清浓度
、

浓度经 时变

化 随着证候衍变出类方配伍 的变化而变化 的规律

来 阐明方剂配伍的本质
。

方剂配伍规律研究
,

方法不

限于一种
,

但是无论如何
,

方剂体 内直接作用物质的

质与量 的变化
,

却是所有方剂配伍都存在的问题
,

正

因如此
,

这才有普遍推广的意义
。

必须强调 的是
,

方剂配伍规律研究必须走 出单

一具体方剂研究 的局 限
。

因为单一方剂只是研究 了

一个处 方
,

对配伍规律研究 不够全面
,

也 不够充分
。

而多种方剂之间差异过大
,

又必然 出现不 可控制 的

分散
,

不 同方剂之间药物组成缺少联系
,

得 出的结果

就难 以给出统一 的处理和说明
。

而主方加上类方则

是一个方剂系列
,

不 同方剂之间在药物组 成上有机

相联
,

在 主治病证方面 同异相关
,

这才能显示 出方剂

配伍的规律性
。

而 以体内直接作用物质 的质与量变

化为观测指标
,

才有可能对药效作 出最有力的说明
,

才是方剂作用 的真正实质
。

总之
,

在上述思路的基础上
,

未来的方剂配伍规

律的研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坚持
“

方证关联
、

理法方药统一
”

的整体研究

思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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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临床疗效确切
,

作用 目标明确 病
、

证具体

能够体现 中药复方君
、

臣
、

佐
、

使配伍规律 构方药味

的化学基础研究相对清楚的方剂及其类方为模板
。

以病界定证的中心特征基础上
,

实现有 限 目

标
,

把握基本病机
,

设计多层 次
、

多靶点的系统性指

标
,

并制造相应 的动物模型
,

分析方剂配伍的生物效

应机制
。

充分利用 中药血清药物化学 的方法
,

揭示药

效物质基础变化与配伍
、

药效学间的内在联系
。

在此基础上
,

充分利用分子生物学等现代化

科学技术
,

进行药效物质差 比构成与生物效应靶点

反应特性 的相关研究
,

揭示方剂配伍规律
。

从而建立

一个研究复方药效物质基础与作用机理
、

创制现代

化高效 中药的方法学平 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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