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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药炮制原理研究是中药药性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药药性理论是中药理论的

基础和核心。本文从炮制改变中药药性科学内涵的角度，探讨了炮制与药性相关性的研究方法问题。

认为功能药性与药理作用的结合，是现代科学了解、认识中医药基础理论的重要渠道，也可能是最便

捷的渠道。正因如此，通过对中药功能药性的现代科学基础研究，可以了解功能药性理论的科学内涵，

从而用现代科学的理念来认识功能药性理论。同时，从认识炮制改变中药药性的科学内涵变化规律来

诠释炮制与药性改变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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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炮制原理研究是中药药性理论研究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中药药性理论是中药理论的基础和核

心，是中药的基本属性，也是连接中药研究与临床应

用的桥梁。药性理论一般包括性味、归经、升降浮沉、

有毒无毒等理论，与炮制方法同样是历代中药临床

实践经验的归纳总结。药性一般分为抽象药性、形性

药性、向位药性、功能药性、综合药性、配伍药性、方

剂药性、禁忌等。

近年来，许多中医药学者越来越关注中药药性

理论以及炮制与药性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

中药归经理论及中药寒热药性与炮制相关性探讨。

一、中药归经理论的探讨

中药归经始见于《黄帝内经》，主要是五味归经

理论，到金元时期归经理论达到成熟阶段 [1]。《素问·
五藏生成篇》云：“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

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素问·宣明五气篇》

云：“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

入脾，是谓五入”。归经是指药物对机体的选择性作

用，即某药对某些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状态有选择

性的影响作用。

中药归经理论的现代研究始于 20世纪 50年代，
不少学者在归经理论的实验研究方面作了积极的探

索。首先是运用体内分布法研究中药归经理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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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归经与药物作用部位的关系 [1~2]、归经与有效成
分的量效关系[3~5]着手研究。该类方法着眼于药物直
接作用的脏腑经络和所发挥的药理作用。

另一种方法是运用生物活性研究中药归经理

论。包括：一般认为药物的临床疗效是归经理论的基

础，而临床效应的来源就是药物的药理作用 [6~8]，因
此，中药的药理作用同归经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另有

学者认为中药与受体的亲和力是中药归经的机理，

归经与受体学说对于强调药物对人体特殊选择作用

方面是一致的[9~11]。
中药临床使用是以中医药基本理论为指导，最

常见的理论是五行、五味、五脏相对应的理论，即酸

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指导中药炮

制最重要的理论是五行、五味理论，在这种核心理论

指导下，为了满足临床需要而对中药材进行一系列

炮制加工。

二、中药寒热药性的探讨

寒热药性的研究是建立在“疗热以寒药，疗寒以

热药”的理论基础上，以炮制可以改变药性作为研究

的切入点，选择代表性寒热类中药，生品经炮制后药

性的改变，必然有其相应的物质基础改变密切相关，

采用生物热力学、指纹图谱、药代动力学、基因组学

和蛋白质组学等方法，研究药物寒热药性的物质基

础、能量代谢过程、药物体内代谢、基因组学的改变，

从分子、基因、受体、信号传导系统及基因网络的角

度阐明寒热中药的整体调节作用。多靶点、多层次、

多环节地探讨中药药性的科学内涵。

中药药性的寒热与机体的能量代谢有关[12]。有学
者 [13]用微量热法从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的角度探讨
中药药性的客观真实性，认为微量热法可作为划分

中药药性的有效方法。研究表明[14]，寒性药大多能抑
制中枢神经的兴奋性，减弱呼吸、循环、代谢和肌肉

活动功能，减弱机体对病原性刺激的反应能力；热性

药能兴奋神经中枢，促进呼吸、循环、代谢及内分泌

系统功能，供给能量等。

寒凉药与温热药对不同的病理状态产生不同的

影响。研究发现寒证患者用性属温热的方药治疗后，

体温、心率、呼吸频率、血压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

和增快，唾液量则减少，植物神经平衡指数由偏于负

值逐渐升高；热证患者用性属寒凉的方药治疗后，体

温、心率、呼吸频率和血压均有所下降，唾液量增多，

植物神经平衡指数则由高于正常逐渐降低[15]。
不同的中药炮制品作用于生命体时，药物与生

命体间的相互作用（能量形式）也可能发生改变。研

究表明，药材品种不同，炮制规格不同，导致其寒热

温凉药性的不同，其生物热谱图及主要热动力学参

数值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并与传统中医对方药的赋

性有对应关系。

但是，如何去定性、定量地认识中药药性是一个

至今乃至今后很长时期内都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

认为，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首先肯定“药性理论”

和“炮制可以改变药性”这一事实。要想研究药性，应

在众多的药性理论内容中找出与现代科学最贴近的

药性理论入手，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去认识它，

明确药性理论的现代科学内涵，而不是生硬地用现

代科学技术研究的结果去定义它。也就是说，目前还

无法用现代科学的术语来定义中药药性和诠释中药

药性理论。

我们认为，在众多的药性理论之中，功能药性是

透过具体效用与现代药理学、药理作用最为接近，最

容易交流汇通乃至互相了解的药性。事实证明：功能

药性与药理作用的结合，是现代科学了解、认识中医

药基础理论的重要渠道，也可能是最便捷的渠道。正

因如此，通过对中药功能药性的现代科学基础研究，

可以了解功能药性理论的科学内涵，从而用现代科

学的理念来认识功能药性理论。

中药饮片炮制基本原理的核心是中药饮片在炮

制后其药性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主要是指向位药

性和功能药性的改变，具体表现在其临床功效发生

了变化，在现代药学研究中，其生物活性的作用方向

和强度发生变化所致，根源还是炮制后其内在物质

基础内涵发生变化所致。改变饮片药性的主要炮制

方法可分为两类：加热炮制（炒、蒸、燀、煨等）和配伍

炮制（酒制、醋制、盐制、蜜制、药汁制等）。加热炮制

改变药性主要是通过改变饮片成分的结构以及所含

成分之间的量比关系而达到的。如栀子炒制过程中

色素类成分结构的改变以及色素与环烯醚萜苷类成

分之间量比关系的变化是炒制改变栀子药性的主要

原因之一 [16~19]。由于配伍炮制一般也要进行加热处
理，因此，配伍炮制既有配伍药对之间成分的相互作

用，又存在饮片自身成分结构改变和成分间量比关

系的变异。如姜汁制栀子，由于姜栀子的炮制过程也

要经过炒制工艺，因此，在研究栀子姜制药性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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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本研究思路

科学内涵时，要考虑姜汁所含成分与栀子受

热后所变异成分之间的量比关系变化以及

成分间相互作用。深入研究这些物质基

础—化学成分群及由此所致的生物活性变

化规律，探明中药炮制改变药性的科学内涵

变化规律，从而阐明炮制基本原理，不但可

进一步丰富中药药性理论的科学内涵，而且

可为炮制工艺的规范化和饮片质量控制标

准的制定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为不同炮制

饮片的深加工应用研究提供可靠线索。

药材经过炮制成为饮片是一个传统经

验的继承；中药材（生片）经炮制加工成制

片，其药性也随之发生改变，这是数千年中

医临床所归纳总结的基本理论。因此，从中

医药理论的角度而言，药材、炮制、饮片、药

性之间的相关性是非常明了的（见图 1）。药
材（生片）是不变的已知元素；炮制虽为已

知元素，但同一药材可经过几种不同炮制方

法加工成多种饮片，因而各饮片具有不同的

药性。因此，炮制为可变的已知元素，经过

不同的炮制方法加工的不同饮片具有其各

自不同的固有药性，这一点已是被数千年的

中医临床所证实，因此药性也属于可变的已

知元素。图中的可变未知元素就是药材（生

片）和各饮片的科学内涵（物质基础和生物

活性）。饮片的物质基础包括各种饮片所含

的主要化学成分以及这些成分被吸收和在

体内代谢所产生的成分群，它们在组成及量

比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饮片

的生物活性在性质和强度上各不相同。

因此，我们主张用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

相结合解决新问题、用经典方法与网络分析

相结合解决复杂问题。以中药炮制前后物质

基础变化为切入点，进行中药各饮片化学成

分系统研究，探明中药各种饮片主成分群的

组成和量比关系及变化规律；以中药功能药

性为主线，利用多种现代技术和手段，对各

饮片及主成分群进行相关功效比较研究；运

用适当的数学方法对中药炮制前后的物质

基础、生物活性变化进行统计分析，揭示炮

制改变中药药性的科学内涵变化规律，并以

科学内涵变化为纽带分析炮制与药性改变
图 3 炮制与药性改变通过科学内涵变化关联图

图 2 技术路线

饮片

炮制

药性

药材

生物活性

作用机理

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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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大黄饮片蒽醌类成分、基于传统药性理论的苦寒药性和基于现代

生物活性的泻下作用强度变化趋势关联图

图 4 相关性整体分析示意图

之间的相关性。丰富中药药性理论的科学内涵（见图

2）。
以科学内涵（物质基础和生物活性）变化规律为

纽带，利用现代数学方法分析炮制与药性变化之间的

内在联系，从而诠释炮制与药性改变之间的相关性，

是我们主张的研究模式（见图 3耀4）。
中间椭圆圈内为科学内涵，它包括物质基础、生

物活性及作用机理等。药材（生片）经过炮制变成制

片，不同的炮制工艺将药材加工成不同的制片，而不

同的制片又具有不同的药性。炮制与药性改变通过

科学内涵变化相关联，而组成科学内涵的各

因素也是互相关联的。因此，所谓相关性分

析也必须是通过大量“小关联”的分析来剖

析“大关联”而阐明炮制与药性改变的“宏观

整体相关性”（见图 4）。在对每种饮片通过
多次实验观察其科学内涵各具体内容（物质

基础、生物活性）的同一性的基础上，分析不

同饮片在相应具体内容上的差异及变化规

律；利用适当的数学方法整体分析炮制与药

性改变的相关性。其中，每一种物质基础（物

质基础 1、物质基础 2 等等）可以根据其来
源不同（来源于不同饮片）而具有不同的内

容，不但他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性，而

且他们分别或（和）共同与生物活性的总体

和（或）个体之间还存在着更为密切的相关

性。只有综合分析科学内涵中每一个“元素”

（某些是“隐性”元素）之间的相关性，才有可

能以科学内涵中每一个“元素”的变化规律

的总体效应为纽带剖析炮制与药性改变之

间的相关性。

其最终目的是研究炮制与药性改变之

间的关系，在炮制和药性之间，还有其它许

多可以测量到的物质基础和生物活性，充分

利用这些科学内涵，不但能够更精确地得到

炮制和药性改变的相关性模型，而且可以从

本质上揭示炮制与物质基础、生物活性、药

性的内在关系。

以大黄炮制为例说明上述研究方法的

可行性。笔者在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的实

施中，以大黄炮制前后的物质基础变化为切

入点、以大黄“苦寒沉降”功效为指征，对大

黄生片、酒片、熟片和大黄炭的化学成分进

行了指纹图谱和主成分含量的比较研究，同时进行

了中药大黄各炮制品泻下作用及机制探讨。结果表

明：基于传统药性理论的苦寒药性按大黄生片-酒
片-熟片-大黄炭为序逐步减弱 [20]，而基于现代药效
学研究的泻下作用强度也按同样的顺序逐步降低。

苦寒之性与泻下作用强度变化趋势高度一致。另一

方面，其主成分的比较研究表明 [21~27]，体现苦寒泻下
作用的主要物质基础—大黄蒽醌类化合物的含量变

化趋势也与苦寒药性和泻下作用的变化趋势是一致

的（见图 5），即：酒片与生片相比，各类成分含量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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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差异；熟片、炭片与生片相比，蒽醌苷类成分含

量显著降低、苷元含量显著增高；熟片中苷元与苷的

总量比近于 1颐1；炭片苷的含量甚微。指纹图谱比较
结果与成分含量测定结果一致。除此之外，苯丁酮苷

和二苯乙烯苷的含量变化趋势也与蒽醌类成分含量

的变化趋势一致[28~29]。
总之，中药炮制与中药药性相关性研究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到目前为止既不能用合适的

现代科学的术语来“定性”药性，也无法用数学的概

念来“定量”药性。虽然某些现代生物活性在中药炮

制前后强度的变化可以反映其炮制前后药性的改

变，但我们不能在普遍意义上以某一个或一组生物

活性强度变化值来量化药性的变化。因此，我们在研

究炮制与药性改变之间的相关性时，首先必须肯定

对药性的改变，然后再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认识这

种改变的科学内涵，从而认识药性改变的本质，同时

以中药炮制前后科学内涵的变化规律来探索炮制与

药性改变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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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es to Reveal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rocessing and Proper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ang Cun, Li Li, Xiao Yongq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intensions variation concerning the Chinese medicine properties by processing,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rocessing and properties of
Chinese medicine. I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unction property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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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convenient way to understand the fundamental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y
modern scientific technologies. Therefore, the theory of the function property can be obtained with the modern
scientific methods which may clarify the scientific intensions through the basic research. Meanwhil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rocessing and property can also be interpreted through the annotation of the variation regulations of the
scientific intensions.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 processing, Function property, Scientific intension, Variation regulation

讣 告
原我刊主编，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调研员，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邹健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与 2010年 9月 20日 7时 5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 52岁。
邹健强同志 1958年 12月出生，籍贯江西安福，1990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 8月毕业于

南京中医学院，先后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任医师、助理员等职。1992年 9月，调
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1994年 9月，调入国家科委，先后任国家科委社会发展司、科技部
农村与社会发展司、社会发展科技司生物技术与医药处、社会事业处、综合处副处长、调研员等多个

职位，在科技部系统工作了近 20年。
在长期的科技管理工作中，邹健强同志始终坚定信念，忠于党，忠于人民，兢兢业业，勤于思考，

勇于探索，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开展工作。尤其在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发展工作

中，忘我投入，不计名利，倾注了开拓性的进展和重要的成效。

“九五”以来，组织全国百余专家开展了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在此基础上于 1999年启动了
“中药现代化研究与产业化开发”重中之重项目；系统组织开展了中药材规范化种植、中医药标准规

范、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等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广泛深入实地调研，在全国推动建立了

一批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有效汇聚地方和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发展；认真思

考，提出中医药继承、创新、现代化、国际化的四项基本任务，在此基础上科技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等 16个部门共同发布了《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时期系统推进中医
药科技工作发展的重要指导文件；积极推进中医药国际化，参与了与美国、英国、荷兰、意大利、丹麦

等国以及港澳台等地区签署中医药合作协议相关工作，参与举办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科技大

会。即使在病榻中，邹健强同志依然积极思考着中药现代化工作，认真研究新形势、新时期下推动中

药现代化产业基地建设的发展思路和举措。

长期以来，邹健强同志与医药界尤其是中医药界的广大同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受到了同志们

的普遍称道。邹健强同志的一生是顽强拼搏、敢于奉献、不断进取的一生，是中医药现代化的推动者、

中医药国际化的启动者之一。邹健强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使我们失去了一名好党员、好同事、好

朋友。在此，我们沉痛悼念邹健强同志！

（阴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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