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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与天然药物研究思路与方法探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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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就目前中药与天然药物的概念与内涵及有关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分析，理清和概括

了几种中药与天然药物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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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广大医药工作者比较热衷于对中药

与天然药物的研究，但是，对中药与天然药物的关系

问题还有待明确，在理论与实践中时常出现混淆的

问题。本文通过对中药与天然药物的比较与分析，理

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中药与天然药物的长远发展

提供参考。

一、中药的概念及其内涵

中药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以防病治病的药物

（包括植物、动物、矿物、微生物）。中药概念的核心内涵

在于必须以“中医药理论体系”为指导加以确定，对“中

医药理论体系”概括而言，即是以整体观念为主体的

理、法辨证诊断系统，与独特的方、药治疗系统相统一

的医学科学体系，也就是中医理、法、方、药学术体系的

统一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对任何一味中药而言，它都应当具备一些特

征，如性味、归经、功效及配伍规律等。中药性味是

指中药的“四气五味”。四气指药物的寒、热、温、凉

4 种不同的性质；五味指药物的辛、甘、酸、苦、咸 5

种不同的味道；归经是某种药物对某些脏腑经络的

病变有选择性的作用，如杏仁，具有止咳平喘作用，

用于治疗咳喘等病，归肺经；功效即治疗作用，中药

的功效以中医的术语来概况。中药通常为复方用

药，这样便有了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经过长时间

的中医药临床实践，我们总结出了一些规律，譬如，

大黄、芒硝合用，可以增强泻下通便的作用；生姜能

减轻半夏的毒性；另外，还有一些配伍禁忌，如“十

八反”、“十九畏”等，在临床应用中要避免使用。以

上均是中药的一些基本特征。在具备上述一些特征

的基础上，同时依中医药理论，依据理、法、方、药，

进行辩证论治应用，才能称为“中药”。具体讲，理是

指中医完整的医学理论；法是指治疗病症的治则、

治法；方是指治疗病症的方法、处方；药是指治疗病

症的中药。

由此可见，尽管大多数中药来源于天然品（植

物、动物、矿物、微生物），但中药本身已具有更深的

内涵，并形成了独特的体系。

二、天然药物的概念及其内涵

天然药物主要是指来源于动植物及其他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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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确治疗作用的单一成分或多组分药物，包括

来源于植物（包括中草药）、微生物、海洋生物、内源

性生物活性物质等药物。它随各国用药习惯又有民

间药、草药、传统药之称。除直接供药用的天然产品

或简单加工品外，它也包括从中提出的化学药物、提

取物或浸出物[1~3]。
天然药物以天然药物化学为基础，以阐明有效

成分，从生药中以获得具有新结构的化合物或具有

生物活性的单体为目标，进行有效部位或活性成分

（单体化合物）的提取分离、结构鉴定及一般活性研

究，其制剂在现代医学理论体系指导下应用于临床。

对天然药物的研究，可以解决活性化合物或其

前体药物有限的自然资源问题，进行半合成及生物

转化，扩大原料药来源；还可以以天然活性化合物为

先导物，通过构效关系研究和结构修饰合成一系列

高效低毒的结构类似物和新化合物。

三、中药与天然药物的联系、区别及其原因

中药与天然药物的来源基本相同，都是来源于

天然的动物、植物、矿物或微生物等，有着“天然物

质”的自然属性，而决定它们究竟是属于何种药物的

关键是取决于如何使用。从广义上讲，中药也是天然

药物，中药与天然药物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在中医

理论指导下进行应用。按照目前的理解，中药归属于

天然药物，与不属于中药的天然药物相比较，中药来

源虽然也是天然的植物、动物、矿物或微生物，但是

中药还要遵循于中医药理论的指导。

以前，曾有过“西药中药化”的提法，就是无论是

天然药物还是化学合成药物，只要是在中医药理论

指导下应用，通过临床实践归纳出其升降浮沉、归

经、寒热温凉等，都可以认为是中药。例如，近代汇通

派中医名家张锡纯 [4]在中医治疗中就善于中用西药
阿司匹林，他认为该药味酸、性凉，最善达表使内郁

之热由表解散，与石膏相助为理，实有相得益彰之

妙。此外，中药并非都是天然之品，从古到今都有一

些合成物作为中药使用。譬如，古代的中医药学家最

先利用早期炼丹术中合理的技术和理论，加工和使

用了化学合成药品，中药品种中不仅有铅丹、轻粉、

升药等矿物合成药，而且还有机制的冰片、人工合成

的牛黄等。另外，中药也不仅仅是中国的天然药物，

还有不少的域外泊来之品，如乳香、没药、西洋参、马

钱子等，就原产于国外，但确是常用的中药。其核心

的内涵在于，这些药物都可以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

应用于临床。

与之相对应的，即便是来源于现有中药的物

质，如果不按照中医药的理论来指导临床应用，那

么也不是中药，如黄连，其味苦、性寒、主沉降，归

心、肝、大肠经，具有泻火解毒的功效，以此应用黄

连，笔者认为黄连是中药，如果用黄连去提取黄连

素，使用它去消炎抗菌，笔者认为黄连素是天然药

物，因为黄连素不具中药基本内容，其性味归经等

至今不知；再者其现代科学内容未与中药基本内容

发生关联。可见，用药的着眼点不同是中药和天然

药物的一个本质区别。

中药的应用依据是它的药性，即四气五味、升降

沉浮、归经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功效，而天然药物

的应用依据是它的药理作用。但在此有必要指出，由

中药所得的具现代科学内容的天然药物，现时不具

备中药基本内容，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能具备中药

基本内容。客观上，若再按中医药学理论及相关内容

进行研究，并确定它们的中药基本内容便成为现代

科学化的中药，此为天然药物中药化的研究范畴。再

如，民间使用的天然草药，尚未能纳入任何医药学理

论体系，是根据经验能治疗某些疾病的天然药物。民

间草药可经研究纳入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则成中药，

亦可经研究而纳入现代医药学理论体系而成天然药

物，还可经研究而纳入其它医药学理论体系而成相

应药物，如埃及药、印度药、蒙药、藏药等。

离开了中医药理论指导，中药的应用将不复存

在。例如，中药大黄包括唐古特大黄、掌叶大黄和

药用大黄，既可泻下攻积，清热泻火，用于热结便

秘，胃肠积滞，火邪上炎所致的目赤、咽喉肝痛、牙

龈肿痛等症，又可清热解毒，用于热毒疮疡、烧烫

伤，配伍清泄湿热药，还可用于治疗湿热黄疸、湿

热淋证；既可止血，用于血热妄行的吐血、衄血、咯

血等症；又可活血化瘀，用于瘀血证包括妇科经产

疾病、肠痈、症瘕积聚。中药治病，重在辨证用药，

既病证结合，又一药多效，都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

下防病治病 [ 5 ]。
总结起来，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的主要差别有如

下几个方面[6~7]：
1. 概念不同
中药是指中药材、中药饮片和中药成方制剂的

统称。中药材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等。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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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在中医药学理论指导下，以四气五味、归经、功

能、主治和配伍（君、臣、佐、使）等中医属性内涵为

特点，用以预防、治疗疾病及康复保健等方面，它充

分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

点。中药是以中国传统医药理论指导采收、加工、炮

制、制剂、说明作用机制，进而指导临床的应用。中

医药有系统而又完整的理论，有浩瀚的文献，遣方

用药有规律可循。

天然药物是经过物理化学等提取分离过程定向

获取和浓集天然动物、植物或矿物中的某一种或多

种有效成分而成的药物。天然药物的原料不仅来源

于天然生长的植物、动物和矿物，还包括了被新发现

的药用动植物。目前，对于天然药物仅凭零散的经验

使用。

2. 对药材的处理方法不同
中药讲究药材的产地、采集、贮藏，特别注重经

炮制。药材的分布和生长，离不开一定的自然条件，

自古以来医家非常重视“道地药材”，如四川的黄连、

川芎、附子，河南的地黄，从古到今都是著名的“道地

药材”；中药大都是植物药材，其生长发育的各个时

期各个部位，由于所含有效成分的量各有不同，因而

药性的强弱也往往有较大差异，如 3月茵陈 4月蒿；
药材的贮藏因各自不同的物质要求也不尽相同，如

含挥发油的植物就应在阴凉处贮藏；中药材经炮制

后才能符合临床治疗需要，正如前人所说：“不及则

功效难求，太过则性味反失。”炮制是否得当，直接关

系到药效和用药安全。

天然药物仅仅应用生药，基本不用炮制药材。天

然药物仅重视某种成分的获得，侧重于从生药的有

效部位中提取、分离其活性成分（单体化合物）制成

制剂，在现代医药学理论指导下应用于临床。

3. 对药物的表述不同
中药具有药性（四气五味）、归经、功能主治与配

伍等中医属性标示内涵，其功能是以中医术语来表

述，如解表、温里、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等；并且中药

多用复方，讲究君臣佐使。

天然药物以现代医药学理论指导用其活性成分

（有效单体化合物）应用于临床，其功效作用以现代

医学术语来表述，如强心、消炎、解热、抗病毒、抗癌

等；一般用单味药，偶用复方，亦无君臣佐使之说。

虽然中药与天然药物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但

是，应该看到，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中医学与现代

医学的融合也在不断加深，所以在中西医结合理论

或病证结合理论指导下的药物将会出现，此种药物

将融合中药与天然药物的各自特点，可以成为一种

全新的药物。

四、在我国应重新定义天然药物

的概念及其研究思路

笔者认为，在我国应该重新定义天然药物的概

念，即天然药物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概念

如上所述，而狭义天然药物的概念主要是指来源于

动植物及其他生物、具有明确治疗作用的单一成分

或多组分药物，包括来源于植物、微生物、海洋生物、

内源性生物活性物质等的药物，但不包括以“中医药

理论体系”为指导的天然物质（中药）。也就是说，广

义的天然药物包括中药，但狭义的天然药物则不包

括中药。因为，中药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独立的理

论与实践体系。

实际上，狭义的天然药物是与合成药物相对而

言的。它除了指直接供药用的天然产品或简单加工

品外，还包括从天然品中提出的化学药物，如喜树碱

等。来源于中药材的天然药物是指不是按照“中医药

理论体系”为指导来研究的中药进而得到的药物，应

视为天然药物，如麻黄碱、小檗碱、青蒿素等。通过对

某些天然品的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的研究，使得现

代化学药物得到迅速的发展，并为合成药物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对于中药材提取物或提取到的组分、成分或其

组合物，如果提取物或组分、成分或组合是按照中

医药理论为指导，则是中药，反之则应该视为天然

药物。

对于广义的天然药物（包含中药），其研究思路

有以下 3个方向：
其一，按照现代化学药物的思路和方法。以单味

药为主或通过药物筛选组成小方（实验方），提取有

效成分或有效组分，研究其毒性、药效或作用机制，

最后进行导向性临床试验，即从实验室到临床。其特

点是毒理药理比较明确，制剂也比较合理 [8]。笔者认
为，按照这种思路方法研制的药物，不管其研究的天

然物质是不是属于中药，其研究结果都应属于狭义

的天然药物，而不属于中药。

其二，按照中医药学的思路和方法。中医药学有

其自身的科学内涵和学术结构，有其独特的思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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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理论和方法。按中药的思路和方法即以中医药理

论为指导进行研究，从选题选方开始即以中医药理

论为依据。处方往往来源于临床，在此基础上修定处

方；制成制剂，进行毒理、药效学研究，而后根据原来

的经验重复临床试验，即从临床到实验室再到临床。

其特点是临床基础较好，且以复方为多，复方与单方

相结合，临床与基础研究相结合。笔者认为，按照这

种思路方法研制的药物，不管其研究的天然物质是

不是属于中药，其研究结果都应属于中药，而不属于

狭义的天然药物。

其三，按照中西医结合或病证结合的思路和方

法。其大体思路为：在研究一种或几种中药复方的组

合物时，整体上遵循中医药理论的指导方向，以君

药、臣药为重点，以功能主治为依据，以药理活性及

效应成分为核心，通过现代先进的提取分离技术、制

剂技术、检测分析技术及高通量筛选等手段，经过系

统的试验研究，阐明配伍配比、药效物质基础及效应

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此将药理作用相同或相近

的两种或多种有效组分、成分结合起来，研发机理明

确、组分清晰的现代中药。此种药物主要以有效成

分、有效部位或有效部位群（组）入药或配伍，形成效

应物质基础基本明确的制剂，笔者认为这种药物可

以归属于“组分中药”的范畴。这种研发思路是既可

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我国传统中药的优势，又可以实

现真正与国际接轨，继承与发展并重，促使我国中药

现代化进一步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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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of Chinese Medicines and Natural Medi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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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ion and connot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s and Natural Medicines, ana鄄
lyzes their relationship by comparing their essential differences, and presents the corresponding research thoughts
and methods.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s; Natural Medicines;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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