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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药汤剂是体现中药方剂优势特色的主要

载体，是中医药辨证施治理论的神韵所在，至今已有

数千年的历史。当今中医药现代化呼声甚高，而其中

汤剂改革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热点[1~4]。以单味中药浓
缩颗粒取代传统中药汤剂是学术界较推崇的一种汤

剂改革模式[5~7]。然而，也有传统汤剂的支持者质疑该
模式难以保留中药原来的化学成分及疗效，实为有

其名而无其质的改革[10~13]。关于该改革模式的种种争
议和辩论，其焦点就在于中药复方“单煎”与“共煎”

是否等效。

传统中药方剂用药强调“共煎”。按照中医理论，

“炮制-共煎”的过程中融合中药的七情四性、君臣佐
使，从而发挥中药方剂中药物的配伍作用。但是，目

前一直欠缺相关的实验数据给予支持。

本课题组多年来致力于仅由黄芪、当归两味药

组成的简单复方“当归补血汤”的研究，目的是探讨

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在八百年前所创“当归补血

汤”的科学性，从而探讨中药复方现代研究的途径。

本课题组利用化学和细胞生物学手段，从化学、细胞

分子水平对当归补血汤的生物活性进行了系统研

究，通过比较共煎、分煎的当归补血汤其化学成分及

生物学活性，发现“共煎”不仅可促进当归补血汤中

有效成分溶出，而且可以增强其促免疫功效、补血作

用、类雌激素活性及成骨细胞分化活性。“单煎”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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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复方，其活性远远达不到“共煎”的效果。

一、共煎合理性在当归补血汤研究中的体现

当归补血汤首见于《内外伤辨惑论·暑伤胃气

论》(公元 1247 年)，处方由黄芪、当归两味药以 5颐1
配伍而成。方中重用黄芪大补元气，以资气血生化之

源，符合“有形之血生于无形之气”的理论，又配伍当

归养血和营，使阳生阴长，气旺血生，为补气生血的

名方。对于气弱血虚之证及妇女行经、产后血虚证有

确切的疗效。现代临床将其应用于治疗贫血、更年期

综合症等[14~16]。
我们建立了一系列细胞模型，主要针对当归补

血汤补气生血的功效而设。通过测定当归补血汤的

免疫调节作用、补血作用、类雌激素作用、促进骨骼

细胞生长作用的活性，探讨当归补血汤的作用机理。

同时，我们也关注了不同的煎煮方式对当归补血汤

有效成分含量和活性的影响，分别考察了“共煎”的

当归补血汤及黄芪、当归分别煎煮再按 5颐1混合而成
的“分煎”当归补血汤作用的异同。

1. 共煎对当归补血汤化学成分的影响
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芒柄花素、阿魏酸、藁

本内酯是当归补血汤的主要活性成分，是目前当归

补血汤的主要质量控制指标。为了分析“共煎”、“分

煎”等不同煎煮方式对当归补血汤物质组成及含量

的影响[17]，我们比较了共煎的当归补血汤中上述 5种
成分的含量及单煎的黄芪中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

芒柄花素的含量与单煎的当归中阿魏酸、藁本内酯

的含量；也比较了共煎的当归补血汤与黄芪、当归分

煎后重组的混合物的总黄酮、总皂苷、总多糖有效组

分的含量。结果显示，无论是来源于黄芪的黄芪甲

苷、毛蕊异黄酮、芒柄花素，还是来源于当归的阿魏

酸、藁本内酯；或者总黄酮、总皂苷、总多糖等有效组

分，共煎的当归补血汤的含量均高于单煎的黄芪、当

归及“黄芪+当归”分煎后重组的混合物（见图 1）。
可见，在共同煎煮过程中，黄芪和当归的化学成

分之间可能因为“助溶”、“增溶”、“吸附”、“沉淀”等

作用而改变活性成分的溶出率，而活性成分含量的

变化可能直接引起疗效的改变。由此看来，中药复方

的共煎过程是一个极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过程，在

共煎的作用机制尚未清楚的前提下盲目将复方拆分

煎煮，很可能失去了方中各种成分间物理化学反应

的条件如催化剂等，必将改变复方的物质基础及其

含量，继而改变中药复方的治疗效果，应慎而为之。

2. 共煎对当归补血汤生物活性的影响
（1）共煎增强免疫调节作用。
补脾肺之气，借补气之力使气旺血生，是当归补

血汤的组方特色。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18~21]，中医概念
中的“气”与免疫功能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建立了 T-
淋巴细胞模型，通过研究免疫调节作用阐明当归补

血汤的补气功效。基于 T-淋巴细胞模型，我们从细胞
增殖率、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磷酸化作用和细胞因

子的释放三个方面评价“共煎”、“分煎”对当归补血

汤免疫活性的影响。

细胞增殖率是评价细胞活性的最直观指标。当

归补血汤、黄芪、当归、“黄芪+当归”分煎混合物均显
现出显著的升高 T-淋巴细胞增殖率的作用，且呈量
效相关。而当归补血汤共煎的细胞增殖活性远远高

于“黄芪+当归”分煎，提示当归补血汤共煎可产生更
佳的活性效果[22~23]。

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xtracellular signal-regu原
lated kinase, Erk）是一种促细胞分裂蛋白酶（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是激活 T-淋巴细胞增殖重
要的下游生物信号。磷酸化是 Erk激活的标志。将共
煎的当归补血汤加到 T-淋巴细胞中，我们可观察到
高于空白对照 8倍的 Erk磷酸化信号，而单味的黄
芪、当归及“黄芪+当归”分煎后重组的混合物均不能
使 Erk磷酸化，提示共煎当归补血汤有特殊的免疫活
性。

对免疫相关的细胞因子 IL-2、IL-4、IL-5、IL-6、
IL-8、IL-10、IL-13、GM-CSF、IFN-酌 和 TNF-琢 的研
究结果显示，当归补血汤可显著增加细胞因子 IL-2、
IL-6、IL-8、IL-10的释放。而对于 IL-2、IL-6、IL-10，
仅在共煎的条件下，当归补血汤才显现出特殊的活

性，黄芪、当归、“黄芪+当归”分煎后重组的混合物均

当归补血汤合煎 黄芪单煎
当归单煎

黄芪甲苷 毛蕊异黄酮 芒柄花素

黄芪

阿魏酸 藁本内酯

当归

0.6

0.4

0.2

0.0

图 1 “共煎”、“分煎”对当归补血汤有效成分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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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增加其释放量。

（2）共煎促进红细胞生成素的表达及释放。
“补血”是当归补血汤的主要功效。中医的“补

血”功能与促进造血系统的造血作用相关。红细胞生

成素（erythropoietin，EPO）是一种特殊的红细胞生成
因子，可调节骨髓的造血功能。我们在人肝细胞

Hep-3B模型上，研究了当归补血汤对 EPO的表达和
分泌的影响，揭示当归补血汤“补血”作用的机理。

研究结果表明[24]，共煎、分煎的当归补血汤对 E原
PO的表达和分泌有截然不同的效果。当归补血汤共
煎可增加 EPO转录 RNA的量，且呈剂量依赖关系，
提示可促进 EPO的合成和表达；但如果将黄芪、当归
分煎，则不能改变 EPO的转录 RNA量。一般的非缺
氧环境下，EPO的分泌率较低。但当归补血汤共煎，
不论是在一般条件还是缺氧条件下，均可显著提高

EPO的分泌率；但单煎的黄芪、当归及 "黄芪+当归"
分煎后重组的混合物与空白对照几乎无明显差异，

效果明显差于共煎。

（3）共煎增强类雌激素活性。
妇女更年期综合症与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密

切相关。当归补血汤自古被誉为妇科良方，在现代

临床更年期综合症的治疗中应用甚广，我们初步推

测与其调节雌激素水平的作用有关。为探讨当归补

血汤的类雌激素作用及其作用机理，我们引进了人

乳腺癌细胞 MCF-7 细胞株，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和
探索 [25]。

首先我们验证了当归补血汤的类雌激素活性。

通过构建带有雌激素反应组件（estrogen response
element，ERE）的启动子和荧光素酶基因的质粒，将
其转录至细胞中，再检测细胞的荧光素酶的信号来

评价当归补血汤的雌激素活性。当归补血汤共煎、

“黄芪+当归”分煎后重组的混合物及黄芪药材均可
引起雌激素荧光素酶信号的上升，但不会引起细胞

增殖率的升高，提示当归补血汤有类雌激素活性，

能发挥雌激素作用却不会促进乳腺细胞的增殖。特

别值得关注的是，共煎当归补血汤的类雌激素活性

强度远高于“黄芪+当归”分煎后重组的混合物的类
雌激素作用。

当归补血汤类雌激素活性的作用机理也是我们

关注的重点。一般而言，雌激素受体 琢（estrogen re原
ceptor 琢，ER琢）上的氨基酸片段如 S118、S167等发生
磷酸化，即表示受体 琢被激活，与雌激素或类雌激素

物质结合，从而产生活性。通过研究细胞磷酸化发生

的情况，就可了解雌激素作用的原理，试验过程中我

们选用雌二醇为阳性对照。比较分析当归补血汤共

煎与分煎的 S118、S167磷酸化时效曲线，共煎当归补
血汤从 30min起磷酸化信号明显，强度随时间增加而
升高，而“黄芪+当归”分煎后重组的混合物并未观察
到磷酸化信号上升。雌激素受体 琢（ER琢）的表达可能
由下游信号因子 Erk1/2的激活引起，我们通过研究
Erk1/2的磷酸化继续深入探讨 ER琢表达的机制。无
独有偶，共煎的当归补血汤显现出明显的 Erk1/2磷
酸化信号，而“黄芪+当归”分煎后重组的混合物几乎
与空白对照没有差异。

由此可以推断，当归补血汤共煎产生的活性成

分组合，可引起 Erk1/2的激活，继而激活雌激素受
体，而产生特殊的类雌激素活性。“黄芪+当归”分煎
后重组的混合物观察不到这样的作用。

（4）共煎对骨骼细胞生物活性的影响。
当归补血汤有特殊的类雌激素活性，对于治疗

更年期综合症有良好的效果，而由于其对骨骼细胞

的特殊活性，对于治疗更年期的骨质疏松症疗效显

著。究竟共煎当归补血汤与“黄芪+当归”分煎后重组
的混合物对于骨骼细胞的活性有没有不同的影响？

我们通过骨骼细胞增值率、碱性磷酸酶活性、促骨骼

生长基因的表达等指标评价了两者的异同[26]。
在骨骼细胞 MG-63细胞株上，我们通过 MTT法

研究当归补血汤对 MG-63细胞增殖率的影响，从而
揭示当归补血汤促进骨骼细胞分化的作用。碱性磷

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的活性是成骨细胞分
化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其活性的高低可反映细胞

钙化的能力和向成骨细胞分化的趋势。对比共煎的

当归补血汤与“黄芪+当归”分煎后重组的混合物对
骨骼细胞 MG-63细胞株的活性，MTT和 ALP的结果
都显示共煎对于骨骼细胞的增殖和分化有较好的活

性，且呈量效关系。

我们利用基因芯片技术揭示了当归补血汤调节

MG-63细胞的基因表达情况（见图 2）。共煎的当归
补血汤对 883个基因有调节作用，其中 403个为特定
的当归补血汤调节基因，黄芪、当归均不能对其起调

节作用。黄芪调节的 660个基因中，有 172个具有黄
芪特异性。当归调节的 1062个基因，473个具当归特
异性。只有 279个基因可同时被当归补血汤、黄芪、
当归调节。由于当归补血汤、黄芪、当归作用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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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共煎”、“分煎”当归补血汤对MG-63细胞基因表达的影响

黄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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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
47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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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不同，其产生的活性会显示出显著的差异。由

此我们可更直接地得到“当归补血汤屹黄芪+当归”
的结论。

在当归补血汤调节的 883个基因中，许多是已
知的对骨骼细胞生长有重要作用的基因，包括

galectin-9、CCL-8、CCL-7、CCL-2等。利用 PCR分析
技术，可知 galectin-9、CCL-8、CCL-7、CCL-2基因的
转录编码在共煎当归补血汤给药的细胞中有显著升

高，而单煎并不能对这些转录编码的升高产生促进

作用。

二、中药复方共煎的思考

员. 当归补血汤共煎的启示
一系列当归补血汤的化学检测、生物活性研究

结果显示，中药复方“分煎”和“共煎”并不是“1+1=2”
的简单数学关系。对于当归补血汤共煎产生的独特

生物效应，我们推测有两种可能 [22~23，25]：一是黄芪当
归共煎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具有特殊生物活性的化学

物质，二是共煎使药效物质产生协同作用，从而增强

生物活性。为验证我们的推测，我们进行了多番试

验，尝试寻找当归补血汤共煎的药效物质基础。虽然

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能确定共煎过程中新形成的药效

成分，但勿容置疑，黄芪当归的多种活性成分在共煎

过程中形成“鸡尾酒”式的协同作用，使共煎的当归

补血汤显现出独特的活性和疗效。对此，简单的“黄

芪+当归”分煎的效果是无可比拟的。
圆. 中药复方共煎的思考
中药复方共煎的理论，是方剂配伍理论研究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属于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的

热点范畴，近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它将“共

煎”对中药复方的作用放到一个突出而重要的位置，

强调通过“共煎”过程使中药复方中的不同物质充分

反应，从而产生特殊的药效活性。

对中药复方“共煎”、“单煎”的关注，实际上反

映了现代中药研究对复方作用的物质基础层面有

了更高层次认识和了解。过去对中医理论、中药复

方的研究局限于单一的成分、部位和作用靶点，往

往忽略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中药复方物质基础

的本质是化学成分组合，作用机理的核心是信号分

子组合，中医证的本质是信号分子网络紊乱，中药

复方是通过化学成分组合影响到信号分子组合，使

紊乱的信号分子网络恢复平衡，从而达到治疗中医

的证和相关疾病的作用和效果。中药复方的作用是

多靶点、多层次的整体调节方式，中药的药理作用

和机理是复方中药中众多的有效分子组合对机理

生物分子网络进行调节的结果 [27]。因此，复方研究
除了关注有效成分、作用部位等，还应该关注成分

之间的相互作用，关注复方中各有效物质间的内在

联系及靶标分子之间、有效成分与靶标分子间的相

互作用关系。这种相互联系的作用，除了反映在体

内复杂的吸收、代谢、酶反应等过程，更体现在煎煮

过程的不同中药、不同成分间的复杂的物理化学反

应。强调复方“共煎”，体现了对中药复方成分相互

作用的尊重，也体现了基于现代科学对传统中药煎

煮方法的继承和发扬。

“共煎”过程的反应产物，或“共煎”过程形成的

不同物质成分间平衡状态的特定比例，均可能产生

特殊的活性，从而体现复方的疗效特点。揭开共煎活

性物质基础之谜，即可揭开复方共煎之谜。然而，中

药化学成分复杂，不同成分有不同的理化性质，中药

复方在共煎过程中各种成分之间可能发生多种化学

反应，而且各种固有成分的溶出率以及它们在汤液

中的比例关系亦会因煎出环境的不同而有变化。因

此，谜底的揭开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在中药剂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能对传统顶

礼膜拜，自缚手足，也不能妄自菲薄，摒弃传统中的

精华。只有借助现代的技术手段，曲中取直，用科学

的数据和结果揭示真相，才是可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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