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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药性味理论是中药药性理论的核心，为了真正认识中医药的科学价值，准确把握中医

药的特色优势。本文建立了基于中药性味可拆分性和可组合性的中药性味理论研究的新模式，明确了

“中药性味拆分组分”、“中药性味组分”、“中药性味物质基础”、“中药性味药理学评价体系”以及“中

药性味组分组合”等新概念，对文献、药物选择、“中药性味物质基础”拆分方法的建立与各拆分组分的

化学表征、中药性味药理学评价体系的构建与性味归属、中药性味组分的可组合性、实验研究数据及

资料的整理、分析与应用等与中药性味理论研究新模式的实践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希望能够为开展

中药药性理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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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药性理论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中医药特色的突出体现，是对辨证论治的临床用

药经验的高度概括，内涵丰富而复杂。中药药性理

论包括性味、归经、升降浮沉、毒性等，其中中药性

味理论最为重要，是中药药性理论的核心。为了既

能真正认识中医药的科学价值，又能准确把握中医

药的特色优势，中药性味理论成为中医药学者共同

关注的科学问题。国内学者在此方面已经开展了

众多研究，试图从不同角度阐明中药药性理论的科

学内涵 [ 1 ~13]。我们在遵循中医药学基本理论基础

上，提出了中药“一药 X 味 Y 性（Y臆X）”的假说，并
提出中药性味可拆分性和可组合性的研究方法和思

路，力图探索构建中药性味理论研究的新模式 [14]。本
文进一步就与这种基于中药性味可拆分性和可组

合性的中药性味理论研究新模式相关的几个问题

阐述如下。

一、中药性味理论研究新模式的构建

我们将其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程序概述见图 1。
在阐明其中药性味内涵后，可相继开展其他中

药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应用研究，如以“中药性味组分

组合”研制思路开展创新药物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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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药性味理论研究新模式中

新概念的内涵

中药的性味是对中药功效和功效物质基础的高

度概括与凝练。中药的性味实质上不仅标明了中药

所具有的功能，也标明了相应的物质基础。中药性味

的物质性，表明其一定具有可拆分性和可组合性，即

作为性味的物质基础是可拆分的，拆分后与性味功

效建立起一定的对应关系的物质基础又应当是可组

合的。建立在较为彻底的成分分析基础上的对于药

物性味的分析结论，通过重新的组分组合，应当可以

再现中药或方剂的固有功效优势。通过对其物质基

础进行研究，可以达到解析与其相应的性和味的科

学内涵的目的。基于以上中药性味理论研究新模式

开展中药性味理论研究，必然涉及并且应当明确“中

药化学拆分组分”、“中药性味拆分组分”、“中药性味

组分”、“中药性味物质基础”、“中药性味药理学评价

体系”和“中药性味组分组合”等新概念的内涵。

“中药化学拆分组分”是指中药中的化学成分通

过一定的提取分离方法进行处理，得到的不同分离

部位。“中药化学拆分组分”经过性味药理学评价，可

能被证明是“中药性味拆分组分”，也可能不是“中药

性味拆分组分”。

“中药性味拆分组分”是指中药中能够代表该中

药某一具体性味的部分功效的组分。中药

性味拆分组分可能是单一成分，也可能是同

类化学成分群或不同类型化学成分的提取

分离部位。

“中药性味组分”是指中药中能够代表

该中药某一具体性味的全部功效的组分。

“中药性味物质基础”是指中药中能够

代表该中药所有性味功效的全部物质的总

和。一般说来，一个性味，其物质基础仅用

一、二种成分来表征是不够的，常常是诸多

成分或组分的集合，中药性味组分是中药性

味拆分组分的集合，中药性味物质基础是中

药性味组分的集合。

“中药性味药理学评价体系”是指能够

准确、充分地反映某一单味中药的具体性味

功效的药理学多相关指标组合。中药的一

个性味，常常代表了众多的药理作用，不能

仅用一、二个现代药理作用来表征。

“中药性味组分组合”指某一中药的“中药性味

拆分组分”、“中药性味组分”以及“中药性味物质基

础”相互间以相同或不同的层次进行的组合，或与另

一中药的“中药性味拆分组分”、“中药性味组分”以

及“中药性味物质基础”进行的组合。这些组合可以

再现中药或方剂固有优势或创造出新的药物。

本研究模式提出的这些概念的共同特点在于，

无论是物质基础分析、药理研究，还是新药研发，它

们都与中药性味理论紧密相联系，都是直接与中药

具体性味相对应的，都是围绕阐明中药性味的科学

内涵而开展研究的。这些概念与中药“一药 X味 Y
性，（Y臆X）”的性味理论新假说以及中药性味可拆分
性、可组合性研究方法等一起，将进一步构建、完善

中药性味理论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模式。

三、与实践中药性味理论研究

新模式相关的主要问题

1援 研究药物的选择
一般说来，为了保证更加顺利地按照中药性味

理论研究新模式开展研究，并使研究结论减少歧义，

应选择临床常用、其性味功效明确且历史上与现代

均无异议、现代化学成分和药效药理学研究以及临

床研究积累丰富的中药作为研究对象。当然，为了增

加研究的理论意义、应用价值和研究的挑战性，也可

选择研究药物

中药文献研究 临床应用资料研究

建立“中药性味物质基础”拆分方法 构建“中药性味药理学评价体系”

中药化学成分拆分成“中药化学拆分组分”

各“中药化学拆分组分”
的化学表征研究

各“中药化学拆分组分”
的“中药性味药理学”研究

确定“中药性味拆分组分”

确定“中药性味组分”

“中药性味组分”的可组合性研究

整理、分析实验研究数据及资料

阐明中药性味的内涵

图 1 研究模式图

26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2011 第十三卷 第一期 绎Vol.13 No.1

也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页

选择复合药味的药物，或历史记述的性味与现代认

识不一致的药物，甚至现代临床应用无法用其历史

与现代记述的性味解释的药物作为研究对象。另外，

也可以选择功效与主治不同、味同而性异的药物，如

味辛苦、性温的药物与味辛苦、性寒的药物等开展性

味内涵的比较研究。

2援 文献研究
古籍文献与现代临床资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应高度重视。中药性味理论有着相当复杂的演变历

程，药物采集、栽培、临床应用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和

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中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医学理

论、实用技术乃至民间文化对中药性味理论的形成、

演变都有相当的影响，中医现代化进程中科学观念

的变革也给传统中药理论带来了巨大冲击，对中药

性味理论进行系统、深入、彻底的历史文化分析，有

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也是深刻阐明中药

性味理论的科学性所必须的文献准备和理论前提。

文献与现代临床资料研究的目的在于：系统厘

清中药性味理论的演变历程，确认不同时期不同医

家对性味理论的认识，比较分析其认识差异的内涵

和形成根源，深化对中药性味的理解。同时分析现代

性味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由于理论认识方面的误差

所带来的问题，以确定性味研究的适宜方向。

文献与临床资料研究的范围应以性味问题为中

心，系统搜集古今医药学及非医药文献中与性味理

论直接、间接相关的全部资料，尤其重视近现代有关

性味研究的理论、实验研究成果、临床应用总结，古

今结合、医药结合、传统研究与现代研究结合，多角

度充分利用全部文献的多重价值。

在进行文献与临床资料研究时，应注意一种具体

中药的性味在不同的时代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并往

往经历着由单味向复合药味的转变，这是人们对中药

功效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反映了中药多成分、多靶

点、多层次、多功效的特征，也是中药研究和发展的必

然方向。其次，值得重视的是药物性味变化与药物临

床功效或应用的相关性。文献中药物性味的变化，本

质上反映了人们对药物的功效认识发生了变化。从现

代观点来看，这是极其自然的、合理的。随着时代的发

展，人们对药物的功效认识不断丰富、深入，临床应用

范围亦不断扩大。再者，不同年代、不同环境、不同医

家的医疗实践，获得了不同的临床经验也是极为可能

的。为了对新的实践结果在理论上获得支持，则会出

现对其性味的重新思考，导致性味的变化或增加。另

一方面，可以说，造物主从来没有专门为某种疾病创

造出哪种具体的药物。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中药由

单味渐变为复合药味，不仅是历史上，也是今后中药

发展的必然，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开拓思维、开阔

视野，不断推进中医药的现代研究，不断有所创新、有

所发明、有所发现，不断充实完善中药药性理论，充分

开发利用中药的资源，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此外，历

代本草不仅记载了药物的性味，同时也较详细地记述

了药物的功能和临床用途，这些充分反映了当时临床

应用药物疗疾的实际状况，这些记述抑或临床经验是

极其宝贵的，为我们今天开展中药现代研究标明了重

要的方向，为创新药物的研制开发以及深入探索临床

应用等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古今一致之处自然十分重

要，但古今差异或古存今失之点亦当格外重视，不可

轻易抛弃，因为它有可能成为我们研究的切入点，甚

至可能成为我们取得突破的重要领域。

猿援“中药性味物质基础”拆分方法的建立及各拆
分组分的化学表征研究

中药性味物质基础的完全准确拆分，是确保各

拆分组分的化学表征研究和性味药理学等研究结果

可信的前提之所在，也是本研究模式能否成功的关

键。因此，要做到一是全成分拆分，即各拆分组分之

和等于全成分；二是各拆分组分之间成分无交叉；三

是要保持化学成分以原型状态存在。

理论上，在有充足的时间、经费的前提下，可以

实现对中药性味物质基础的无限拆分。但是在实际

研究中，要保证拆分组分达到这些要求还是很难

的，仅依靠某一种分离纯化技术是做不到的，必须

考虑采用多种现代提取、分离纯化技术的联合运

用。所幸的是，当今的超临界萃取技术、大孔吸附树

脂色谱、离子交换树脂色谱、凝胶滤过色谱、逆流色

谱、ODS柱色谱和 HPLC制备色谱等现代提取、分离
纯化技术的应用为“中药性味物质基础”的拆分提

供了技术保障。

在进行“中药性味物质基础”的拆分时，应注意

传统中医用药绝大多数是以水煎煮提取，其性味的

总结也多来自水煎煮液中的成分。

在获得各性味拆分组分基础上，利用 TLC、
HPLC、UPLC-MS 和 GC-MS 等方法验证各拆分组分
成分之间是否存在交叉，并可采用所有的现代分离、

分析手段与方法，从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角度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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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对各性味拆分组分进行化学表征，获取各中药性

味拆分组分的化学特征信息，为各性味拆分组分的

性味归属并从中总结、归纳与性味相应的物质基础

的规律，阐明性味的科学内涵，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

提供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方面的科学依据。

4. 中药性味药理学评价体系的构建与性味归属
研究

中药性味理论指导中医临床用药几千年，其成

果极为丰厚。然而，由于其理论自身哲学人文气息浓

厚，内容缺乏客观、规范化的现代科学表达体系，目

前仍是一种不能与现代医学相兼容、或相通的“语

言”。因而，建立沟通中药性味理论与现代医药理论

体系的桥梁成为了现代生命科学领域的重要命题。

以往中药性味理论的现代研究缺乏将性味、物质基

础及功效药理有机结合起来的思路和方法。

本研究模式以“性味是对中药功效的高度概括

与凝练”为切入点，通过本草考证和现代文献研究，

分别利用传统的中医思维方式和归纳演绎方法，并

借助聚类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等现代统计学方法，
建立性味—功效—药理指标的相关性，进而构建中

药性味药理学评价体系。

中药性味药理学评价体系的建立，应充分注意：

一是要用传统中医思维和传统中医研究方法对研究

对象的性味功效进行还原，切忌简单地与现代药理

学、分子生物学等指标牵强附会，或过度用现代人的

思维与知识拔高传统的、原始的思维结果。二是需要

多指标性，中药的一个性味，常常代表了众多的药理

作用，不能仅用一、二个现代药理作用或指标来表

征。三是应注意多层次性，主要采用传统、经典、成熟

的整体体内实验和组织器官药理实验指标，以及细

胞和分子生物学等层次研究指标对其进行系统生物

学评价。四是必须高度重视因药而异，即性味相同的

药物，功效可能不完全相同，因此每一味中药的性味

药理学评价体系是具有特异性的。

首先，采用根据具体研究对象建立的性味药理

学评价体系，对中药化学拆分组分开展中药性味药

理学研究，寻找并确定各拆分组分的性味归属，确定

“中药性味拆分组分”、“中药性味组分”，阐明中药性

味物质基础。继之，从现代药理学及分子生物学等多

角度阐明各性味功效的科学内涵。

值得指出的是，在研究中有可能发现中药新的

药理作用或临床用途，则可在继续深入从成分类群、

有效成分等层次阐明其药效物质基础的前提下，进

一步从体内实验、组织器官、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等层

次对其药理作用进行系统评价，并采用目前所有的

先进研究手段与方法探讨其作用机制。这种研究成

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有的可能还会为将其

研制开发成物质基础明确、作用机制清晰、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中药新药奠定基础。

5. 中药性味组分的可组合性研究
中药的药性（效）经常是通过配伍才能体现出

来的。依据中医药学的组方理论，在方剂组成过程

中，常采用侧重于中药的某个味与方剂中其他药物

的味相配伍的方法，致使方剂具有特定功效，用于

治疗相应的病症。如半夏泻心汤中取半夏与干姜的

辛味、黄芩与黄连的苦味，通过辛、苦二味相配伍产

生辛开苦降的功效，主治寒热互结、脾胃升降失常

的痞证。因此，需要选择含有研究药物的方剂进行

各中药性味组分的可组合性研究。用于开展中药性

味的可组合性研究的方剂，应是以取上述研究药物

中的一种具体药味（如辛味或苦味等）的功效为配

伍目的，用可拆分性研究中所明确的与研究药物具

体味相关的拆分组分替代方剂中的原药物，以与各

方剂临床应用相符合的药理学评价体系为指标，考

察各中药性味组分是否能代表原来中药产生的配

伍作用，并以此进一步确证各中药性味组分的归属

是否准确，并依据药效指标的变化，阐明“一味一

性”的科学内涵。

6. 实验研究数据及资料的整理、分析与应用
我们应注意充分利用现代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成

果与方法，对上述实验研究数据及资料进行深入、全

面地整理和挖掘，从理论层面上阐明所研究的中药

性味的科学内涵，并结合文献学研究，提出对中药性

味理论有创新性的理论成果。同时，还要注意进一步

完善中药性味可拆分性与可组合性的研究方法，为

中药药性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学平台。

在对本研究模式获得的研究成果的应用上，我们

提出“中药性味组分组合”研制开发创新中药的思路，

即通过将不同中药的性味拆分组分或性味组分按照

中医药理论，特别是方剂学的配伍原理与规律进行组

合，开发出新的创新中药。这种创新中药的研制思路

不同于以往的中药生药或饮片配伍的原始形态，又不

同于虽具有现代因素但又缺少与传统中药理论紧密

结合的中药有效组分组合的新药研制模式，既遵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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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剂配伍原则，又体现了中药复方的特色优势和与现

代高科技的结合，其功效物质基础明确，分子结构组

成清晰，无效杂质较少，符合中医药理论，相信这种

“中药性味组分组合”研制开发创新中药的思路将会

成为中药新药研制的重要新途径。

四、结 语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辛探索，中药现代化研究积

累了宝贵经验，带来了诸多启示，展现出新的发展趋

势。中药性味研究也从最初的基本局限于传统理论框

架内的文献整理和初步的成分分析基础上的简单统

计综合，再到偏于重视一般成分分析和药效物质基础

研究，而对中药基本理论有所忽视，在临床研究、实验

研究及新药开发过程中均有程度不同的脱离中医药

特色的倾向，终于出现了重新审视传统特色，高度重

视复杂性分析，努力寻求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实现

新的综合的发展趋势。中药研究特别是中药基本理论

研究正面临着研究思路的重大调整。本文对基于中药

性味可拆分性和可组合性的中药性味理论研究新模

式进行了介绍，希望能够为开展中药药性理论起到抛

砖引玉的作用。我们项目组已经按照这种研究新模式

对中药吴茱萸、麻黄以及洋金花等进行了研究，并取

得了满意的研究结果（后续另行报道），同时也证明这

种研究新模式是可行的。尽管目前的研究实例还很有

限，研究深度也还有待提高，但已经为我们坚持用这

一研究新模式继续探索本研究组提出的中药“一药 X
味 Y性，（Y臆X）”的中药性味理论新假说的客观性展
现出了令人乐观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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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Model on the Theory of TCM Property and Flavor
Based on TCM Splittability and Combinativeness

Kuang Haixue, Wang Yanhong, Wang Qiuhong, Yang Bingyou, Cheng Wei
(Key Laboratory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Ministry of Educatio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work, a new research model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spittability and combinativeness of the
property and flavor of Chinese medicine (PFCM). Several new concepts concerning the PFCM are presented,
including "PFCM split fraction", "PFCM fraction", "PFCM material base", "PFCM pharmacological evaluation
system" and "PFCM fraction combined". Some critical research issues during the PFCM practice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Chinese herbal nature theory, Splittability and combinativeness of PFCM, Research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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